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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季首战，海港球迷的观赛热情
同样高涨，比赛开始前一个小时，就
陆续有不少球迷入场，除了比赛之
外，周五晚的上汽浦东足球场还进行
了新赛季中超联赛的开幕式，亮丽的
灯光秀之中，16位小朋友手持16家俱
乐部队旗亮相场地中央，在“以热爱，
竞未来”的主题字样中，拉开了新赛
季的序幕。

相较上赛季，海港主场的套票数
量有所增加，而且随着上赛季各方的
磨合，球场的观赛规模和赛前赛后的
流通秩序效果都比较可观，这些都是
促使球市得到上扬的因素。首轮比赛
约有22000名球迷来到现场观战，而
且考虑到比赛是放在周五晚举行，仍
有许多球迷忙于工作等因素无法前来
现场，未来海港主场的上座率有望进
一步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海港队的主
场还增设了部分亲子套票，一经开售
几乎是以“秒空”的速度售罄。其中，
有两组家庭的两对父子曾在去年年底
海港俱乐部18岁生日会举办的定向
赛上获得各自年龄组第一名，而获赠

了亲子套票。上周五晚，这两组家庭
也来到现场为球队呐喊助威。“作为球
迷对比赛是很满意的，球队在落后的
情况下，保持旺盛的斗志和既定的打
法，对对手保持压制，从场面和结果看
都很棒，最重要的是看到了球队的变
化，一是比赛更细腻，短传配合和前场
压制会更多，可以从控球时间上看出
来；第二是新球员特别是外援和年轻
球员的表现，都给球队带来活力，特别
是三名巴西外援，带给大家很大想象
空间。”球迷黄亮说。据他透露，当球
队主场搬到浦东后，自己和儿子黄徐
成看球就更方便了：“只要有时间，我
们都会去球场为球队加油。我们小区
也有很多上到70多岁的老人，下到几
岁的小孩，都是海港的球迷。我孩子
平时也踢球，周末要参加上海青年Y
联赛，我们白天就去看孩子比赛，晚上
或下午就可以看海港的比赛。”

另一组在定向赛上获得亲子套票
的家庭中，父亲桂军领着8岁的儿子
桂梓涵一起来到现场为球队助威，球
队逆转取胜的结果和精彩的过程令父
子俩满载而归。“虽然先被对手打进一
个反击球，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稳的，
主要是打法方面比去年更加积极，主

动向前，压迫对手，更加愿意控球和掌
控场面，这是最大的变化，印象深刻。”
桂军是从东亚时期就支持球队，现如
今儿子也跟着他成为看台上的一员，

“去年底我报名参加了上海海港足球
俱乐部18周年亲子定向赛，获得了小
龄组的冠军，非常意外和高兴。我自
己是从东亚队成立就开始关注支持到
现在，我孩子的话是从幼儿园大班开
始关注足球和海港队的。上小学以
后，自己也有在练足球，这次拿到了亲
子套票以后，我们就决定过来看新赛
季第一场比赛了，他很开心。”

在海港队里，父子俩最喜爱的球
员都是武磊，对桂军来说，等于也是
一路看着武磊成长至今，比赛中，武
磊也用两粒进球回馈了现场所有球
迷。“他其实真的很不容易，面对的质
疑声特别大，他也已经是生涯晚期
了，我们要继续支持他。希望海港队
在新赛季在各条战线取得突破，尤其
是亚冠赛场。联赛今年其实竞争比
去年大很多，尤其是山东还有申花
队，包括成都很强，到时候要看相互
战绩了，努力保三争一。首轮开门
红，希望球队就此扬帆起航，努力拼
搏，越来越好。”

第79分钟，穆斯卡特做出本场比
赛最后一次换人调整，海港主帅一口
气连换三人，其中刚刚来到球队仅一
周的新外援莱奥·奇塔迪尼登场亮相，
对于这名最后敲定的新援，海港球迷
可谓期盼许久，当现场播报员报出他
的名字时，引来全场一阵欢呼。

奇塔迪尼是在超级杯赛前那个周
末抵达上海的，满打满算与新队友磨
合不过一周时间，海港在上周二上午
前往上汽浦东足球场训练，那也是奇塔
迪尼首次踏上主场草皮，初来乍到的他
很快用手机拍摄下新主场的画面。考
虑到奇塔迪尼在来到上海前曾在巴西

进行了一段时间系统训练，因此穆斯卡
特在让巴西人参加了几堂训练课后就
打定主意要将其放进上周五的比赛名
单，而奇塔迪尼自己也对在海港的首次
亮相极度渴望。随着他顺利完成赛前
最后一练，意味着奇塔迪尼上演海港生
涯处子秀就成了时间问题。

算上伤停补时，留给奇塔迪尼的
时间有近20分钟，可以看到，这名外
援具备了不错的脚下持球能力，而更
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点是，奇塔迪尼对
防守端的投入态度。刚刚出场不久，
他就完成了一次在本方禁区内的断
抢，当时刘若钒在边路一路带球切入
禁区，奇塔迪尼先是跟防然后找准时
机完成断抢，这一幕也引得现场不少
掌声。此后，他还有一次带球推进过
程中左脚突然扣球变向，让人看到其
不错的节奏感。

明显可以感觉到，由于刚刚到队，
身体和体能仍在恢复期的奇塔迪尼对
于比赛还显得有些生疏，但他的到来能
令球队在换人调整时有更丰富的选
择。值得一提的是，在奇塔迪尼登场
后，海港队预期中的巴西三中场正式亮
相，其中奥斯卡更多负责进攻，而茹萨
与奇塔迪尼在其身后提供“辅助”，两人
都具备了一定技术和防守意识，考虑到
巴西球员之间天然的默契，相信用不了
多久，三人就能建立更好的配合度。

桑巴旋风只等古斯塔沃
随着新外援奇塔迪尼的替补登场亮相，海港队此役在

比赛中先后使用了四名外援，这一幕令不少海港球迷颇为
感慨。上赛季，海港多场比赛只用了两名甚至一名外援出
战，虽然最终夺得了冠军，但总给人一种“没有困难制造困
难”的感觉。本赛季，至少从前两场比赛的情况来看，海港
在本土球员与外援的使用上，明显更为合理，待磨合继续深
入，有理由相信目前这支海港还会更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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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三中场初次联袂

在蒋光太回归、奇塔迪尼亮相后，
海港队常规阵容当中的伤病员还剩李
圣龙、傅欢、古斯塔沃，三人目前都已
经开始恢复训练，其中外界对于古斯
塔沃的期待颇高，作为海港在休赛期
内引进的唯一外援中锋，他的发挥如
何事实上将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球队的
战绩，因此尽管首轮胜利带来的喜悦
不小，可队内包括球迷在内，都希望这
名巴西中锋尽早回归。

古斯塔沃是在海口的热身赛时受
伤，距今已经过去近一个月，最近一段
时间，他已经开始进行恢复训练，看起
来进展还算不错。在联赛首轮对阵三
镇的赛前发布会上，穆斯卡特表示几
名伤员都已经接近复出，其实这当中
就包括了古斯塔沃。目前看起来，这
位巴西中锋有机会在第二轮客场对阵
浙江队的比赛中，争取进入比赛名单，
前提是本周的恢复达预期。

在海港的进攻端，武磊不是正印
中锋，但过去两场比赛他都作为箭头
人物顶在最靠前的位置。与三镇一战
的下半场，当刘祝润出场后，武磊回到
了自己原先得心应手的右路，以他的

技术特点和后插上的嗅觉，如果前场
有一名队友能吸引一部分防守注意力
的话，海港的进攻肯定能够更加立
体。另一方面，无论是超级杯还是联
赛首轮，由于禁区内没有中锋，两侧的
起球更多时候选择低平球或者高球找
后点，武磊对阵三镇的第一粒进球就
是源于吕文君后点的摆渡，可长此以
往，一旦遭遇压迫能力更强、综合实力
更突出的球队时，海港仍需要“攻城
锤”的存在，而这样的责任肯定要落到
古斯塔沃身上。

除古斯塔沃外，李圣龙也恢复了
有球训练，同样在海口热身赛上受伤
的傅欢，也在过去一周开始动球。目
前这支海港队里，王燊超和王振澳可
以成为右路的轮换配置，但左路只有
李帅一名正牌边后卫，李昂偶尔可以
客串。而在冬训期间，傅欢经常会出
现在左路，对这个位置其实他也不陌
生，早年入选里皮执教的国家队时，傅
欢就被安排在左路，上赛季为南京城
市出战中甲时，傅欢也是队内的主力
左后卫。等到上述人员全部回归，海
港的阵容才称得上是真正完整。

球迷：给大家带来很大的想象空间
古斯塔沃接近复出

联赛首
轮，海港主
场取得开门
红，新帅穆
斯卡特对于

球队技战术的打造是显而易见的。在
我看来，他的理念是比较先进的，对于
边后卫内收以后在进攻上的参与，包
括颜骏凌短传找后腰、边后卫、中后卫
这种，大脚相比以前少了很多，毕竟现
在五大联赛的强队都是朝着这个方向
去走，这些细微的变化我觉得是释放
了积极的信号。

回到比赛中，海港的前两场比赛，
包括超级杯和这场联赛，传接球失误
相对比较高，一旦在阵型和站位上有
变化，这样的高失误率反而会造成整
体的被动，在边后卫压上之后就只留
下双中卫，后场的人相对偏少，当球权

丢失后容易被对手打反击。就像超级
杯面对申花，对手在前场的冲击力还
是比较强的，这时丢球往往容易失位，
也会让对手冲起来，这对于海港来说
踢起来就会比较累。

武汉一开始的反击质量打得一
般，但是海港自身传接球的失误也暴
露了出来，通过磨合后如何得到进一
步的提升？我觉得随着比赛进行会慢
慢会好的，因为双后腰也进行了人员
上的变化，互相之间没有达到最熟悉
的状态，包括茹萨和徐新也是属于相
对偏技术和传控类型的。从以往来
看，后腰位置要求做好防守的同时组
织好进攻，也没有规定哪个球员专门
负责防守还是进攻，无非根据球的运
转来决定哪个队员上前，另外一个就
做好协调保护。

海港的前场攻击线，在我看来条

件是具备的。武磊、巴尔加斯、奥斯卡
都能串起来，不过就这两场比赛看来，
打到前场后的一些配合还不够熟练，
没有给对手施加更多的威胁。无论是
超级杯还是本场比赛的上半场，海港
都还处于磨合阶段，不过到了下半场，
传接球和攻防转换方面都好了很多。
穆斯卡特上任后，我感觉他对球队的
攻防转换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只是
在快节奏中容易暴露出问题，如果在
快速返回去的过程中能够提升传接球
成功率，这样威胁就大了。毕竟在赛
季前几场比赛，大家都觉得身体状况、
对于比赛的热情等都已经准备充分，
其实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生疏，在实战
中不会有预想中的顺利，最重要的是
把竞技状态提升上来，我觉得海港整
体的实力在中超依然是强的。

·特约记者 陈嘉明 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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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战术的打造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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