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排球 2025年2月28日 星期五
首席编辑 郑 毅10

3月 1日，2024-2025中国女排超
级联赛总决赛将在卢湾体育馆拉开战
幕。上海光明优倍女排将坐镇主场迎
战江苏中天钢铁女排，总决赛采用主
客场三场两胜制。

连续多个赛季打进决赛，上海女
排成绩稳定有目共睹。本赛季，上海
女排晋级之路堪称“逆袭教科书”。尽
管赛季初引进俄罗斯强力外援费多罗
夫采娃后一度领跑常规赛，但其因个
人原因突然离队导致球队实力骤降，
目标从争冠调整为“保四强”。然而，
季后赛阶段上海队展现出超预期的韧

性，关键战役面对曾经的“苦主”天津
女排，交过多次学费的上海队展现出
关键分把握能力和团队精神。

历经季后赛淬炼，上海女排精气
神发生显著变化。将时间拉回到 1
月，上海队正面临着“屋漏偏逢连夜
雨”的窘迫，成绩上先后不敌实力相近
的江苏女排和辽宁女排，接连输球导
致外界唱衰声音接踵而至。另一方
面，仲慧、许晓婷、高意等多名主力饱
受伤病困扰，主教练王之腾一度陷入

“无牌可打”的局面。磨难中透露出一
支球队的底色，上海女排拿出了“蹑手

蹑脚地输，不如放手一搏”的勇气，触
底反弹后上海队迎来了爆发。

上海女排决赛对手是江苏女排。
江苏队本赛季则延续了“全华班”传
统，以五名国手为核心构建阵容。巴
黎奥运会后，江苏女排国手进步显著，
联赛中刁琳宇的传球分配灵活、吴梦
洁的速度平拉开、龚翔宇的右翼突破、
张常宁的后排攻，形成了立体化攻势，
半决赛轻松战胜辽宁队晋级决赛。

本赛季，上海和江苏共交手四次，
各有胜负。展望总决赛，上海女排亟
需打破“亚军魔咒”，而江苏女排自

2017年夺冠后始终与冠军失之交臂，
历史因素交织下两队都渴望拿下联赛
冠军。

决赛首回合交锋对上海女排而言
至关重要，如若能在主场取得开门红，
压力将给到对手。虽然上海女排整体
实力不俗，但缺少“一锤定音”的关键
球员是不争事实，比赛中发挥一传的
稳定性和拦防的实效性就显得尤为重
要。与此同时，近来状态不错的外援
泰纳拉在保持稳定输出的同时，还需
减少自身失误。期待明日上海女排能
有亮眼表现！

一个巨星撑起的脆弱体系
对于天津队来说，李盈莹在和不在

是两支不同球队。队伍战术体系长期
围绕李盈莹构建，其缺阵直接导致攻防
体系瓦解。数据显示，半决赛中天津队
进攻成功率与常规赛相比下滑明显，关
键分处理能力更是断崖式下跌。

这种现象并非偶然：当李盈莹在场
时，她每局平均承担全队一半调整进攻
任务，“巨星模式”在短期内带来成绩红
利，却抑制了年轻球员的成长。刘美
君、陈博雅等年轻队员在常规赛中鲜有
处理关键球机会，导致半决赛中出现连
续进攻失误的致命局面。

李盈莹在国家队同样承担核心角
色。自东京奥运周期起，她逐渐接班
朱婷成长为攻防核心，但国际赛事与
国内联赛出战的“劳模式”参赛，导致
身体长期超负荷。2023年奥运资格
赛带伤作战、2024年世俱杯依赖止痛
药，这些选择虽体现拼搏精神，却违背
运动科学规律。此次重伤的直接诱

因，正是俱乐部在提前锁定小组第一
后仍坚持派她出战无关紧要的比赛，
最终酿成苦果。类似问题并非个例：
朱婷曾因手腕伤情被迫带伤参赛，最
终恶化至需手术。

李盈莹的受伤不仅影响天津女
排，更对中国女排战术体系构成挑
战。目前，国内年轻球员中尚无一人
能完全填补李盈莹的空缺。这种“核
心缺失”的困境，可能影响中国女排
2025年世锦赛的备战。据了解，3月
中国排协或公布国家队新一期集训名
单，6月初国家队就将参加世界女排
联赛。李盈莹的足舟关节半脱位需

“伤筋动骨一百天”的康复期，大概率
将错过国家队集训，使得中国队出战
世锦赛前景不容乐观。

超越伤病的价值觉醒
李盈莹受伤，表面是天津女排的

战术困境，实则也给中国女排敲响了
警钟。中国体育长期推崇“轻伤不下

火线”的牺牲精神，但李盈莹的案例警
示：运动员是需精心呵护的宝贵财富。

国际先进经验表明，核心球员的
出场时间需严格管控。例如，土耳其、
意大利等联赛通过限制球员赛季总时
长保障健康。中国排协可借鉴此类政
策，强制俱乐部在无关排名的比赛中
轮休主力，保护好运动员是排球持续
发展的不竭动力。

李盈莹职业生涯如同一面镜子，
映照出短期成绩与长远发展的冲突、
个体健康与集体荣誉的博弈。唯有多
方合力从运动员角度出发，制定预防、
保护措施，才能让“李盈莹们”在赛场
上绽放更持久的光芒。正如网友所
言：“顶尖运动员不是工具，而是需要
被珍视的财富。”

地方队需要明星球员争取联赛成
绩以获得更多资源，国家队需要核心
力量维持国际排名，两方都存在现实
困难。相信在李盈莹受伤事件后，保
护好顶尖球员的任务将会成为重要课
题，期待李盈莹早日回归赛场。

进决赛，上海男排剑指18冠

半个月前，天津女排核心李盈莹在比赛中意外崴脚，韧带板块造成足舟关节半脱位，需
要进行手术治疗和长期恢复。李盈莹受伤造成了一系列涟漪反应：首当其冲的是天津女排
不敌上海女排止步排超联赛半决赛；抛开联赛上升到国家队层面，同样也是重创性消息。

外界不禁感叹：排球是一项集体运动，少了一名球员真会造成如此严重的情况吗？

李盈莹受伤 给中国女排提个醒

拒绝“亚军魔咒”，上海女排放手一搏
直面“国字号”江苏队，决赛首回合周六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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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场比赛慢热的上海男
排回到主场后，面对非主力
出战的山东男排，用一场
速胜早早“下班”。联赛17
冠王上海队本赛季延续统
治力，开赛至今仅输三
场。外援组合帕达尔、库
比亚克和霍尔特构成“三叉
戟”火力网。帕达尔是重要火力
点，库比亚克的领袖气质与霍尔特
的高效拦网进一步巩固了球队攻防体
系。国内球员方面，曲宗帅、张哲嘉、郭
成等国手经验和能力进入成熟期。

联赛开始前外界普遍认为，武装
到牙齿的上海男排晋级决赛只是时间
问题。昨晚，上海男排用胜利验证了
这点。总结本场比赛，主教练沈琼表
示：“我们队员贯彻了准备会上的要
求。首先我们的开局始终打得不太顺
利，这是需要去解决的问题。今天我
们的发球和一攻打得比较好，拦防也
是起到了一些效果。第三局的时候我
们队员在思想上产生一些松懈，希望
回去之后可以好好总结问题。”

轻松拿下比赛的背后，上海男排
也历经考验。赛前突发状况令上海队
捏了把汗——主力副攻张哲嘉在备战
训练中膝盖旧伤复发，经队医评估提
前退出训练。好在经过休整后，张哲
嘉出现在了首发大名单上。上海男排
坐拥三名外援，但根据联赛规定场上
只能同上两名外援，张哲嘉回归赛场，
主帅沈琼在边攻手上派出帕达尔和库
比亚克。作为球队支点，而立之年的
张哲嘉在网口展现出来的统治力不减
当年。赛后，张哲嘉表示：“身体没大
碍，关键场次需要为球队做贡献。”

比起上海男排晋级决赛，外界更
为期待的是哪支队伍将是联赛十七冠
王的对手。“明天去哪个城市都不知
道。”上海男排主教练沈琼发出感叹，
因为当上海男排晋级决赛的时候，另
外一场半决赛，天津男排和保定男排
正在进行“金局”生死大战。前者是首
次进入联赛四强，后者本赛季在温子
华和外援加持下，实力大增。无论哪
一支队伍晋级决赛，对于上海男排都
是“新面孔”。

“从我的角度来说，去天津路程更
为方便，有直达飞机。去保定队伍需
要先飞到北京再转车前往目的地，舟
车劳顿会让球队备战总决赛时间进一
步压缩。”沈琼一边关注决赛对手，一
边和记者讨论起对决赛对手的展望。
但“事与愿违”，随着保定拿下最后一
分逆转天津，上海男排出发目的地确
认为保定，“面对任何一个对手，上海
男排都会全力以赴。”沈琼说道。

当被问及这是第几次率队晋级决
赛时，沈琼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开始细
数次数。这也从侧面说明，上海男排
的霸主地位。不过比起总决赛，沈琼
更希望国内年轻选手能够通过联赛得
到成长，“今年我们还有全运会备战任
务，希望通过联赛磨合好队伍。”

决赛采用三场两胜制，根据赛程
安排，上海男排将在本周日进行总决
赛第一场比赛，下周将回到主场进行
联赛收官。

27日，在 2024-
2025男排超级联赛半

决赛第二回合，上海光明
男排 3比 0战胜山东松山
小镇男排，凭借两回合双
杀对手的战绩，上海男

排晋级决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