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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奥运会柔道项目比赛将于7
月27日至8月3日在战神广场举行。
中国柔道队将派出六名女选手出战，
这支兼具经验和活力的团队期待向领
奖台发起冲击，实现新的突破。

巴黎奥运会柔道项目将产生15
块金牌，包括男女各七个级别和混合
团体项目。男子项目分别为60公斤
级、66公斤级、73公斤级、81公斤级、
90公斤级、100公斤级和100公斤以上
级别，女子项目为48公斤级、52公斤
级、57公斤级、63公斤级、70公斤级、
78公斤级和78公斤以上级。

高光时刻已成历史

中国柔道队有六名女选手获得巴
黎奥运会入场券，分别是48公斤级的
郭宗英、52公斤级的朱叶青、57公斤
级的蔡琪、63公斤级的唐婧、78公斤
级的马振昭和78公斤以上级的徐仕
妍。由于没有男选手参赛，中国队不
参加混合团体项目的争夺。

在奥运赛场上，中国柔道队有过
许多高光时刻。从1992年巴塞罗那
奥运会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队
女运动员连续在五届奥运会上斩获金
牌。不过在此之后，中国柔道队还没
有奥运金牌进账。回望东京奥运会，
中国柔道队也派出六名女选手出战，
其中徐仕妍闯入女子78公斤以上级
的铜牌争夺战，可惜未能夺牌，这是中
国柔道队在东京奥运会的最好成绩。

面对世界强手，中国队将以冲击
者的姿态为国征战，并在比赛中全力
以赴、顽强拼搏。

柔道赛场瞬息万变，中国柔道队
领队闫语说：“柔道比赛偶然性很大，
往往一个失误就会输掉比赛。从第一
场到最后一场，每一个对手都要引起
足够的重视。希望我们的运动员能战
斗到最后，并取得成功。”

法日将一决高下

放眼国际，近年来，法国柔道人才
不断涌现，这让他们在东京奥运会迎
来爆发：女子项目上拿到一金三银一
铜，男子项目上获得两枚铜牌，并在混
合团体赛场力压日本队摘金。

主场作战，柔道成为法国代表团
寄予厚望的夺牌大户，法国媒体预计
他们将为代表团带来5至10枚奖牌。

男子方面，法国队将由在东京奥
运会上获得铜牌的老将里内和姆海兹
再度领衔，但其他级别形势不容乐
观。女子方面，法国队多点开花，曾在
东京奥运会获得63公斤级冠军的克
拉丽丝、52公斤级亚军的布查德、57
公斤级亚军的莱奥妮、78公斤级亚军
的马隆加、78公斤以上级铜牌的迪科
等选手，目前世界排名均在各自级别
的前八名，将作为种子选手参赛。她
们在这个奥运周期多项国际大赛展现
良好竞技状态，都有夺牌甚至摘金的
实力。

东京奥运会上，东道主日本队在
女子项目上豪取52公斤级、70公斤
级、78公斤级、78公斤以上级四枚金
牌，另有一银一铜入账。以法国队目
前的实力，本土作战的她们必将在女
子项目上全力阻击日本队。

日本队上一届奥运会几乎垄断了
男子项目金牌，拿到了七枚金牌中的
五枚。但进入巴黎奥运周期，他们也
遭遇了青黄不接的困境。66公斤级
上，东京奥运会冠军阿部一二三将力
争卫冕。73公斤级上，桥本壮市实力
不俗，但阿塞拜疆选手海达洛夫近期
表现更胜一筹，在大赛上连战连捷，韩
国、格鲁吉亚、蒙古国等队在该级别也
有冲击奖牌的可能。

男子90公斤级、100公斤级和100
公斤以上级这三个级别，如今已不是
日本队的“自留地”，他们将受到韩国、
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加拿大、匈牙利
等队伍的强力冲击，金牌归属充满悬
念。

其他队伍中，中国台北队的杨勇
纬目前在男子60公斤级排名世界第
一，东京奥运会夺银的他有望在巴黎
实现突破。比利时队的卡斯在男子81
公斤级一枝独秀，在最近的多项大赛
上均有斩获。格鲁吉亚队也值得期
待，他们在男子方面实现“军团式作
战”——选手覆盖所有级别比赛，目标
在巴黎赛场“满载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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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战项目，跆拳道的赛果具
有一定偶然性，一些队伍将其视为冲
击奥运奖牌的良机。如越南在2000
年、阿富汗在2008年、加蓬在2012年、
约旦在2016年，均依靠跆拳道项目实
现奥运奖牌“零的突破”。

规则改变 更具悬念

巴黎奥运周期，世界跆拳道格局
也在不断演变。规则方面，最大的改
动是三局两胜取代了过往的累计得分
制，比赛节奏更快且更具悬念。从奥
运积分排名来看，东道主法国队崛起，
土耳其、西班牙、突尼斯等队上升势头
迅猛，巴黎奥运会奖牌争夺将更加激
烈。

过往六届奥运会，跆拳道项目共
产生48枚金牌，中国队揽获7金，是
仅次于韩国队的夺牌大户，诞生了陈
中、罗微、吴静钰、赵帅和郑姝音等多
位名将。但在东京奥运会上，正处于
新老交替期的中国队略显青黄不接，
仅由里约奥运会冠军赵帅收获一枚铜
牌。

随着吴静钰、赵帅、郑姝音退役，
中国队在巴黎奥运周期着力培养“新
生代”，逐渐打磨出一支实力不俗的年
轻队伍，历经三年备战，最终收获六个
奥运参赛席位。

临场发挥决定成绩

25岁的女子57公斤级选手骆宗
诗是这支队伍中最具实力的选手。她
身高1米83，擅长远距离高位击打，技
术细腻、变化丰富。过去两年，骆宗诗
在该级别展现超强实力，不仅长期占
据奥运积分榜榜首，夺得2022年世锦
赛、杭州亚运会金牌，还将两个赛季的
世界跆拳道大奖赛总决赛冠军收入囊
中。骆宗诗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长期位居世界第一意味着对战时会被
很多对手研究和针对，但这也有助于
自己持续查缺补漏，力争在奥运赛场
上尽可能少犯错。

另外三位女子选手——49公斤
级的郭清、67公斤级的宋洁、67公斤
以上级选手周泽琪，都曾在杭州亚运
会上取得前两名的佳绩，能否在强手
如林的奥运赛场取得突破，关键在临
场发挥。

男队方面，23岁的梁育帅将参加
68公斤级比赛，他曾在2022年夺得
63公斤级世锦赛冠军。升至68公斤
级之后，面对更为高大的对手，梁育帅
改变打法，用灵活多变的战术作为得
分手段。27岁的宋兆祥是这支队伍
中的“老大哥”，他在杭州亚运会上摘
得80公斤以上级金牌。

名将占据夺冠热门

纵观世界跆坛，多位手握奥运奖
牌的名将仍是巴黎奥运会的夺冠热
门。英国队的杰德·琼斯是骆宗诗的
主要对手，这位两届奥运会金牌得主
在东京奥运会遭遇一轮游，此番征战
巴黎，31岁的琼斯志在成为奥运历史
上首位跆拳道三金得主。泰国选手翁
巴达那吉是女子49公斤级卫冕冠军，
巴黎周期奥运积分排名第一的她连续
两年获得世界跆拳道大奖赛总决赛冠
军，并在杭州亚运会上战胜郭清夺
冠。东道主选手在女子大级别上实力
不俗，埃南和罗兰分别在67公斤级和
67公斤以上级排名世界前列，坐拥主
场之利的她们担负着夺取法国队跆拳
道项目首枚金牌的希望。

男子组中，占据4个级别奥运积
分首位的运动员分别来自突尼斯、乌
兹别克斯坦、意大利、科特迪瓦。拉什
托夫在东京赢得68公斤级冠军后，成
为第一位获得奥运会跆拳道金牌的乌
兹别克斯坦运动员，他与东京奥运会
亚军、英国选手辛登仍是该级别最具
竞争力的选手。来自科特迪瓦的里约
奥运会冠军萨拉赫·西塞在80公斤以
上级具有较强统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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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奥运“新兵”期待“踢”出新未来

过招强手，柔道女将打天下

巴黎奥运会跆拳道项目比赛将于8月7日至10日在
巴黎大皇宫进行，中国跆拳道队将由六名奥运“新兵”担
纲重任，力争一扫东京奥运会的低迷，在群雄逐鹿的奥运
赛场取得新突破。

跆拳道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成为正式比赛项目，最
初韩国队占据绝对优势地位。2012年伦敦奥运会，八队
分八金，韩国队统治地位不复存在，世界跆坛进入大混战
时代，新势力层出不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