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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能比“武”守初心竞未来

上海竞技体育迎“七秩芳华”
战酷暑，夏训“热”练

显身手；强体能，健儿比
“武”竞风流。7月28日，
2022年上海市体育局夏训
体能大比武暨庆祝上海市
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成
立70周年体能大赛在崇明
体育训练基地进行。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丁荣

狠抓体能“入场券”
比拼中提升精气神

本次夏训体能大比武设个人赛及
团队赛，其中个人赛分为男子组、女子
组，包含速度灵敏三项赛、下肢耐力三
项赛、个人全能三项赛；团队赛（混合
团体），由跳绳双飞、俯身+跳箱组合、
推拉雪橇、药球抛接、4×400米接力
等五个项目组成。各支运动队通过层
层选拔派出了“最佳阵容”，共有155
名运动员突出重围参加比赛。

本次体能大比武活动是上海竞技
体育7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之一，也是
检验夏训的重要平台。体能是竞技比
赛的基础，也是竞技赛场的“入场
券”。烈日之下，各支运动队打破专项
壁垒，比能力更比毅力，比体能更比精
神，希望通过活动进一步提升运动员
体能基础和团队凝聚力，进一步提升
基础体能向专项体能和技战术水平转
化，进一步提升上海体育人的“精气
神”。

团队有了“新翅膀”
科技助力保驾护航

在本次体能大比武场边，各运动

队的科医保障人员也忙得不亦乐乎，
积极用手中的仪器记录下运动员的数
据。“此前一个人要管好几支队伍，如
今每支队伍都有一支高质量的复合型
保障团队，上海竞技体育的科医保障
已取得突飞猛进的进步。”长期从事上
海竞技体育科研保障工作的上海体育
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邱俊感慨
道。

70年来，中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
突飞猛进的发展。科技助力也在上海
竞技体育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曾几何时，运动员的生理生化、
血乳酸等指标是研究重点。而如今，
科技的助力不仅关注运动员的运动表
现，还包括了心理、睡眠、防伤防病等
方方面面。

到了训练场，先激活肌肉再下场，
练完后还要通过恢复训练，将运动员
调整到训练开始前的状态，为下堂课
做好准备，科学训练已逐渐成为上海
竞技体育教练员的共识。邱俊表示，
科技对运动员的保障已不再是单纯的
“头疼医头，脚痛医脚”，而是围绕重点

项目和运动员，形成运动生涯发展的
全周期保障。

发扬精神“传家宝”
守初心启航新征程

掐着秒表，看到上海现代五项运
动员在体能训练中取得佳绩，上海现
代五项队主教练向运动员微微点头，
心中满是感慨。回望当年，身穿铅衣
跑楼梯，背着队友做负重的体能训练
岁月，曹忠荣至今依然历历在目。如
今条件好了，但在曹忠荣看来，运动员

不能失去顽强拼搏与追求卓越的精
神，这是上海现代五项队的“传家
宝”。“上海竞技体育发展至今已70
年，从运动员到教练员，作为参与者经
历者，我还是希望现在运动员要学习
老一代运动员的精神，把克服夏训的
高温高湿作为一种励志教育，提升能
力，才能制致胜赛场。”

比完所有项目后，上海跳水运动
员掌敏洁走下赛场，气喘吁吁，但脸上
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今天的体能大比
武对我是一次挑战，很高兴我战胜了
自己，用刻苦与拼搏扛了过来。”掌敏
洁口中的“刻苦与拼搏”，正是她从“霞
姐”（吴敏霞）身上学到的精神力量。

今年是上海竞技体育70周年。
1952年，上海市体育训练班在南昌路
的57号成立。70年来，上海竞技体育
经历风雨，一代代优秀运动员怀揣梦
想，接续奋斗，致敬前辈、超越前辈。
从1984年我国首次参加夏季奥运会
到去年的东京奥运会，上海共有运动
员348人（次）参加比赛，获得金牌24
枚、银牌43、铜牌31枚，进入项目前八
的有235人（次），上海作为南方城市
还培养了三名运动员历史性地参加了
2022北京和2018平昌两届冬奥会，这
些都是照耀上海城市的体育荣光。

七十韶华，回望来路，从上海市体
育训练班到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
中心，从筚路蓝缕到星光闪耀，更觉壮
怀激烈；展望未来，守住不变的初心，
挥洒奋斗的汗水，追梦的脚步永不停
下。上海竞技体育人众志成城，用团
结、拼搏、比拼、成长致敬70周年，以
这个夏天为新的起点，整装再一次出
发，用百倍努力为祖国荣誉而战，为上
海城市增光添彩，为人生书写壮丽篇
章。

重创新、强引导、促发展

上海多举措引导体育科技腾飞
为充分发挥科技创

新在上海建设全球著名
体育城市进程中的支撑
作用，着力搭建体育科技
创新平台，近日，上海市
体育局发布了2022年上
海市体育科技项目申报
指南。同时，全新的《上
海市体育科技项目管理
办法》也相应出炉。通过
管理+扶持两方面的抓
手，上海力争用科技为体
育插上翅膀。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李一平

在2022年上海市体育科技项目
申报指南中，共有四类可供申报的体
育科技项目。

其中，第一类备战攻关计划项目
是主要针对上海备战2024巴黎奥运
会、2025粤港澳全运会重点项目重点
运动员开展科技攻关研究，重点解决
关键、复杂、疑难问题和强化科技服务
保障，加强科技支撑、促进科学训练，
研究优化科研服务方案、改进运动训
练关键技术、提高运动员体能储备、降
低运动伤病发生率，提升运动员竞技
表现；引导新技术、新方法、新理念在
竞技体育领域推广应用，促进训练理
论和训练方法创新发展。

在备战东京奥运会的周期里，体
育科技就为运动员们提供了坚实的保
障。例如陈芋汐恰逢生长发育的高峰

期，在半年时间里，她的身高从1米46
长到了1米54。对此，上海体育科学
研究所配合国家跳水队，开始对陈芋
汐进行个性化的膳食评估与指导、机
能测试和定期问卷跟踪调查其睡眠和
焦虑情况，帮助运动员克服生长发育
给身体机能和训练状态带来的种种挑
战。

通过运动伤病预防、诊断、治疗和
康复性训练的研究与应用、冠军模型
研究等体育科技项目，更多的运动员
能得到科技的加持，帮助他们在逐梦
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第二类的全民健身计划项目则是

面向广大的市民健身爱好者和全民健
身活动领域开展体育科学与技术应用
研究，加强科学健身指导，增进市民体
质健康，促进全民健身活动开展。

在之前，杨浦区就开展了关于健
身气功锻炼影响帕金森患者的研究。
相信将来，市民还将能享受到更多适
老化科学健身和慢性病的运动干预的
服务。

第三类的雏鹰计划项目则是以上
海市青少年优秀体育人才培养需求为
导向，通过开展体育科学训练和技术
应用研究，完善青少年运动员选材标
准和选材体系，加强青少年科学训练

指导，提高成材率，为上海竞技体育培
养输送更多更高质量的优秀运动员。

科学训练一直是青少年体育中的
重中之重，有了科技体育的助力，青少
年无论是从选材、训练还是参赛，都有
了更好的保障。

第四类的腾飞计划项目是鼓励市
区两级体育系统的科技人员、教练员
或医务人员围绕上海建设全球著名体
育城市的目标，聚焦体育科技创新实
践的具体问题，结合自身研究方向自
行选题开展研究，提升体育青年的科
研能力和水平。

通过鼓励科研人员对这四类体育
科技项目的创新研究，体育科技的服
务面也从运动员逐渐普及向市民，这
些科技的发展，都将成为大家享受体
育的一部分。

为进一步提高上海体育科技工作
质量和效益，促进体育科技项目成果
推广、转化和应用，加快体育科技人才
队伍建设，切实规范并加强上海市体
育科技项目管理，在深入研究、广泛调
研，听取有关单位和行业专家意见建
议的基础上，市体育局对早年发布的
《上海市体育局科研课题管理办法》
《上海市体育局科研课题经费管理暂
行办法》《上海市体育科技腾飞计划管
理办法》进行修订，形成了全新的《上
海市体育科技项目管理办法》。

对比修订前，新的《办法》重创新、
强引导、促发展，希望通过管理方法，
进一步提升体育科技助力水平。

新的《办法》明确指出，要围绕《上
海市体育发展“十四五”规划》发展目
标，结合《上海竞技体育科研中心发展
规划（2020-2025年）》《上海体育运动
医疗康复中心发展规划（2021—2025
年）》建设要求，进一步激发科研工作
者积极性、创新性，加大激励科技创新
力度，释放体育科技项目创新活力，为
加快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提供更强
有力的科技助力。

同时，也要引导社会科技力量在
竞技体育、全民健身和青少年体育三
个方面开展科研攻关，推进体育科技
创新，推动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和体育
强国建设。并突出体育科技项目绩效
激励，着力激发科研人员工作积极性。

鼓励科技服务大众

管理引导
创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