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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0年延期到2021年，东京奥运会重新确定档期（2021年7月23日至8月8日），此举在让很多运动员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也令整个体育世界进入
到了新一轮预排比赛档期的强烈节奏中。 对将在中国举办的多项大赛来说，同样免不了受其影响。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与东京奥运会的间隔从一年半突
然缩短成半年，对北京冬奥会来说，由
全球疫情、赛事停摆、奥运会延期激荡
出的涟漪，同样也可能对它造成影响。
不过，国际奥委会和北京冬奥组委都
表示，他们有信心将这番变故往积极
的方向引导。
“东京奥运会、残奥会确定了新的

开幕时间，我们将面临在半年左右的
时间内连续举办夏季和冬季奥运会及
残奥会的特殊局面。我们认为将产生
积极影响。两届奥运会彼此临近，没有
了通常的一年半间隔，意味着更容易
将奥运会的氛围从一届赛事传递到下
一届赛事。我们将与两个组委会合作，
朝着这个目标而努力。”国际奥委会的
发言人表态道。
在现代奥林匹克的历史上，夏季

奥运会与冬季奥运会并非是天然分叉

的两支。1924年至1992年的夏季奥运
会和冬季奥运会均在同年举行。从
1994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起，冬奥会
与上一届夏奥会的间隔通常为一年
半。不过，东京奥运会在延期一年之
后，与北京冬奥会（2022年2月4日开
幕）的间隔缩短为半年。
这特殊的半年间隔，既是情势所

逼后形成的局面，也是可供好好利用
的挑战。
北京冬奥组委的相关负责人表示，

他们将根据新确定的东京奥运会和残
奥会举办时间，具体评估其对北京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带来的影响。“我们
将与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和奥林
匹克大家庭各成员共同努力，妥善做好
各方面应对，进一步做好各项筹办工
作。我们相信东京和北京的奥运会、残
奥会最终都将取得成功。”

3月的最后一天，也就是国际奥委
会官方宣布“东京奥运会将于2021年7
月23日至8月8日举行”的第二天，成
都东安湖体育公园体育场屋盖钢结构
工程封顶。这个体育场是2021年世界
大学生运动会（以下简称“大运会”）举
办开闭幕式的主场馆，也是当地未来
的体育地标，只是与申办时的踌躇满
志相比，如今这届大运会面临着更多
的变数，以及届时双线作战的选手中
难以避免的兵疲马乏之态。
东京奥运会一改期，众多赛事纷

纷避让，成都大运会也在其列。不过，
它就延期了两天，从原档期的2021年8
月16日至27日，改到了2021年8月18日
至29日。如此一来，从东京奥运会闭
幕，到成都大运会开幕，当中的空隙总
算从7天增加到了9天。多缓一分是一
分，受疫情影响而重新洗牌的2021年
全球赛历，势必呈现出空前拥挤状态，
成都大运会与其艰难地另觅档期，无
疑还是在原基础上小修小改来得稳
当。
另外需要提一点的是，这两项大

赛虽然都是国际综合性运动会，但在
竞技水平、受众面、商业合作等方面还
是有较明显不同，所以相对来说，即便
紧挨着也不至于产生冲突性影响。
大运会，顾名思义，大学生运动员

是这项赛会中的主角，其中自然也不
乏兼具“奥运选手”与“大运会选手”双
重身份的人。虽说大部分双重身份的
运动员，他们并不会一直比到东京奥

运会最后几日，完全可以在完成参赛
任务后当即转场到成都适应场地，但
两项如此大型的综合性运动会挨得如
此之紧，对他们来说，确实是前所未有
的经历。
此时最需要庆幸的是，还好东京

奥运会和成都大运会都在亚洲举办，
这样总算可让他们免于长途旅行、调
整时差、适应气候之苦。
“奥运会和大运会在一个伟大的

夏天‘背靠背’举行，很多奥运选手也
会参加大学生运动会，他们有机会同
时备战并参加这两项赛事，而且两项
赛事都是在亚洲举行。”国际大学生体
育联合会主席奥列格·马迪钦在官宣
赛事改期的消息时说到。
双线作战的奥运选手难免疲劳作

战，但由于大运会的竞技水平与奥运
会相比，终归有落差，所以总体上来
说，这不会明显影响到大运会的奖项
归属。
昨天下午，记者打开成都大运会

官网发现，倒计时数据上显示的赛会
开幕日期仍为2021年8月16日。在如今
这个全球赛程尤为动荡多变的特殊时
期，反应有所延迟也情有可原，毕竟，
这已经是本届大运会的第二次改期
了。

它最初的举办时间定在2021年8
月8日至19日，这个开幕时间也有纪念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日的意思，之
后，第一次改期是被改到了2021年8月
16日至27日。

与成都大运会相比，明年的陕西
全运会更加前途未卜。在原档期的
2021年8月已被奥运会和大运会瓜分
殆尽后，它无论是跟在大运会之后让
奥运选手们继续疲劳作战，还是延期
到2022年去与北京冬奥会、杭州亚运
会争辉，看起来都不具可行性。现在的
一种呼声是，总习惯跟在夏季奥运会
之后一年举办的全运会，或许真要换
个思路、逆境求生了。
比如，陕西全运会能否通过与奥

运备战的结合，来为自己辟出一条生
路呢？
之前，陕西全运会的具体办赛时

间一直未定，只被圈出了一个2021年8
月的大范围。如今，在原档期已被占尽
的情况下，它的可能性无外乎就是三
种：被延期、被取消或者提前举办。
取消的话太自伤。毕竟，从2015年

12月官宣陕西将承办2021年全运会至
今，在人力、物理、财力方面，该省都已
经花了大功夫。本周从陕西方面传出
的官方消息是，今年6月30日前，全部
场馆都能竣工，且能在12月31日前完
成试运行并做好测试赛准备。也许有
人觉得，与奥运会、亚运会相比，全运
会显得不足道，但是，作为国内最高水
平、最大规模的综合性运动会，全运会
又确确实实在中国体育发展的链条上
稳占一席。无论对陕西方面、对未来可
能申办全运会的省、对各地方队，亦或
运动员、教练员群体来说，赛事被取消
都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东京奥运会都延期了，陕西全运

会能不能也效仿呢？目前看来，非常困
难。
在成都大运会落幕和陕西气候转

寒前，如果非要塞进一届全运会，那对
奥运选手来说，就有点太过魔鬼赛程

了。通常跟在夏季奥运会之后一年举
办的全运会，它一方面肩负着在新的
奥运周期内发现、考察年轻运动员的
使命，另一方面，也往往是老将们光荣
谢幕的舞台。在退役前为地方队最后
一次效力，这是国内绝大部分奥运选
手的选择。但考虑到东京奥运会已被
延期一年的现实，如果要让“超长时间
在岗”的老将们在2021年先参加完奥
运会（有些可能还得参加大运会），马
上再去拼全运会，这难度将明显高于
以往。而如果往2022年延期的话，那
就更是要“大撞车”了，后年中国可是
要举办北京冬奥会和杭州亚运会两项
大赛。
最后一种可能，也是目前呼声最

高的一种猜想———在明年东京奥运会
前举办陕西全运会，将它与奥运备战、
选拔结合起来。如此一来，也能实现优
化资源、精简办赛的多赢愿望。
从过往十三届全运会的办赛历史

来看，其实真有先办全运会再参加奥
运会的例子。从第三届到第六届全运
会，它们都是在奥运会前一年举办，后
来是由于国际奥委会对夏季奥运会和
冬季奥运会的举办规则进行了调整，
所以全运会才相应地变成在夏季奥运
会之后一年举办。
当然，猜想终归是猜想，确定的消

息还得等官宣。不过昨天下午，陕西全
运会的志愿者招募工作方案倒是公布
了，计划招募1.5万志愿者。
另外就在这两天，国家体育总局

竞体司向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
局以及有关项目管理中心、中国足球
协会、改革试点项目协会发出《关于征
求十四运改革方案意见函》。这些都是
证明陕西全运会还在筹备中的利好消
息。

·田径

世界田联兑现承诺，在东京
奥运确定了2021年7月23日至8月
8日举办的新档期后，该机构决定
将明年的田径世锦赛延期到2022
年举办。这届田径世锦赛的原定
日期为2021年7月23日至8月8日，
办赛地是美国俄勒冈州的尤金。

·游泳

国际泳联对奥运延期表示欢
迎，并透露他们将与2021年游泳
世锦赛组委会商讨如何修改这一
比赛的日期。该赛事原计划于明
年7月16日至8月1日在日本福冈
举行。国际泳联表示，他们将向运
动员、教练、各国（地区）泳协以及
电视转播商、赞助商征求意见后，
再做出最终决定。

·羽毛球

2021年的羽毛球世锦赛，它
原计划将于明年8月在西班牙韦
尔瓦举行。受奥运延期影响，国际
羽联表示他们目前正在与东道主
西班牙讨论合适的替代方案。不
过，在马来西亚羽协负责人看来，
国际羽联应该考虑取消这届赛
事，因为历来就有逢夏季奥运会
年就停办羽毛球世锦赛的传统。

·乒乓球

国际乒联下手更早，早在2月
底，国际乒联已经宣布原定于4月
在韩国釜山举行的团体世乒赛延
期至6月下旬，现在看来6月举行
比赛也不合适，国际乒联决定再
度推迟比赛时间，具体举办日期
将于下周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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