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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单：独木难成林
王楚钦击败巴西选手雨果·卡

尔德拉诺，首夺世乒赛男单冠军，成
为首位左手持拍夺得男单冠军的中
国球员，为国乒实现了男单项目的
11连冠。这一突破意义重大，在马
龙淡出、樊振东减少参赛的背景下，
王楚钦的夺冠为男队注入信心。

然而，男单的喜悦背后藏着隐
忧。男单四强中仅有王楚钦、梁靖
崑两位中国选手。三线作战的林诗
栋虽展现出技术潜力，却在单打中
暴露关键分把握不足、战术应变迟
缓的问题，混双被日本组合逆转更
凸显心理波动。小将的困境，折射
出男乒梯队建设的深层矛盾，当王
楚钦独木难支时，后续力量的成长
速度能否匹配洛杉矶周期的需求？

外协会的冲击更为直观。雨果
的异军突起打破了欧亚对抗的传统
格局，其正手暴力弧圈结合反手拧
拉的“南美旋风”，让国乒教练组不
得不重新研究美洲选手的技术特
点；法国勒布伦兄弟的横空出世，则
以“两面爆冲+不讲理发球”的打法，
对传统欧亚技术体系形成冲击。这
警示着：男乒的“护城河”正在变浅。

女单：守护荣耀
在“海产姐妹”绝代双骄的时

代，中国女乒展现出了绝对的统治
力。孙颖莎和王曼昱成功会师决
赛，提前为中国队锁定冠军，实现了
女单项目的16连冠。这两位选手
都是中国女乒的核心人物，她们之
间的对决堪称巅峰之战。

可以预见的是，洛杉矶周期内
中国女乒的优势将进一步扩大。尽
管外协会选手张本美和、伊藤美诚
会带来一定的冲击，但面对“海产姐
妹”中的任何一人时，她们都显得力
不从心。此外，陈幸同在本次世乒
赛中也表现出色，她在女单1/4决赛
中以 4 比 0 轻取日本选手早田希
娜，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中国女
乒在女单项目上人才济济，年轻选
手也在不断崛起，这为中国女乒的
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女双：喜忧参半
王曼昱/蒯曼的女双夺冠，为中

国队延续了 19 连冠的辉煌纪录。
这对“一老带一新”的组合展现出教
科书般的配合，尤其是王曼昱在女
单失利后，能快速调整心态，彰显了

“外战大于天”的集体荣誉感。蒯曼
则通过本次世乒赛，在老将带动下，
成长明显。

但另一对组合陈幸同/钱天一

的早早出局，暴露了女双梯队的隐
忧。她们在1/8决赛中被德国组合
万远/温特逆转，关键分处理犹豫、
战术变化单一的问题凸显。当“双
曼”组合承担主要冲金任务时，后备
力量的稳定性不足，可能成为未来
大赛的风险点。

男双：五十年最差
双打项目一直是中国队的传统

优势项目，但本次世乒赛，男双表现
令人尴尬。两对组合林高远/林诗
栋、梁靖崑/黄友政均未能闯入四
强，提前出局。这是自1975年加尔
各答世乒赛以来，国乒时隔近五十
年再次无缘世乒赛男双领奖台。

问题的根源或许在于“重单打
轻双打”的惯性思维。巴黎周期，男
乒主力更多聚焦单打积分，双打组
合长期“临时拼凑”，林高远/林诗栋
和梁靖崑/黄友政均非长期搭档。
反观冠军日本组合户上隼辅/筱冢
大登，从青年队开始磨合，历经多项
国际赛事锤炼，其“反手拧拉+正手
补位”的套路已形成肌肉记忆。中
国男双在未来需要加强组合之间的
磨合，提升默契度，同时加强对对手
的研究，制定更加有效的战术。

混双：需要接班人
完成世乒赛混双三连冠伟业，

王楚钦/孙颖莎彰显了奥运会冠军
的含金量。但“莎头组合”持续卫冕
时，谁能接棒更值得关注？林诗栋/
蒯曼组合虽在本次赛事打入八强，
却在1/4决赛中被日本组合逆转，暴
露出经验不足、关键球处理稚嫩的
问题。更值得关注的是，混双项目
的国际竞争正在加剧。日本组合吉
村真晴/大藤沙月、韩国组合申裕
斌/林钟勋均虎视眈眈。国乒若不
能在未来两年完成梯队迭代，恐将
面临“断代危机”。

本届世乒赛，国乒队的征程堪称
“逆境突围”。巴黎奥运会后，队伍迎
来新老交替的“阵痛期”，部分老将淡
出赛场，年轻选手尚未完全挑起大梁，
以“非最强阵容”出战的中国队面临着
前所未有的考验。与此同时，赛前训
练周期的压缩成为又一道难关，以往
大赛前长达一个月的封闭训练锐减至
不足两周，运动员们在调整状态、磨合
技战术方面的时间大幅缩水，如何在
短时间内达到最佳竞技状态，成为摆
在教练组和队员面前的一道难题。

更具挑战性的是，洛杉矶奥运会乒
乓球项目设置的调整引发了世界乒坛
格局的重构。双打项目的规则变化、人
员配对的策略调整以及运动员兼项带
来的体力分配问题，如同重重迷雾，让
国乒队在备战过程中不得不重新摸索
前行的路径。在这样的背景下，4金1银
2铜的成绩显得尤为来之不易。

中国乒协主席王励勤在赛后总结
道：“运动员在赛场上展现出的顽强拼
搏、永不言弃的精神，是我们突破困境
的关键法宝。”无论是男单决赛中王楚
钦顶住压力实现个人突破，还是女双
项目中蒯曼等新生代选手首次夺冠的
亮眼表现，都印证了国乒队在逆境中
迸发的强大战斗力。

尽管世乒赛战绩亮眼，但王励勤
总结国乒表现时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基
调。他坦言，这次的胜利来之不易，男
队在本次赛事中面临的挑战远超女
队，年轻选手的大赛经验和心理抗压
能力仍有提升空间。

以男单项目为例，虽然王楚钦的
夺冠为男队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但其
他年轻选手在面对外协会强手时的表
现仍有波动，暴露出关键分处理不够
果断、战术应变不够灵活等问题。“非
常可喜的是，这次王楚钦在男单项目
上克服了种种困难，克服了很多压力，
最终实现了个人的突破，也为球队拿
下这枚非常宝贵的金牌，为整个男队
在洛杉矶奥运周期的备战增添了很大
信心。”王励勤说道。

双打项目的短板同样不容忽视。
随着洛杉矶奥运会对双打项目的重新
定位，国乒队在配对组合的默契度、技
战术体系的针对性等方面暴露出诸多
不足。“我们对双打项目的研究还不够
深入，运动员之间的配合还不够细腻，

在应对不同风格的对手时，缺乏足够
丰富的战术储备。”王励勤指出，双打
项目的提升不仅需要运动员在技术层
面加强磨合，更需要教练组在赛前制
定更具针对性的训练方案，通过模拟
不同对手的打法特点，帮助组合快速
找到应对策略。

年轻队员的综合能力培养亦成为
亟待解决的课题。尽管蒯曼等新秀在
本次赛事中崭露头角，但从整体来看，
部分年轻选手在比赛中的战术执行能
力、临场应变能力以及对比赛节奏的
掌控能力仍显稚嫩。“大赛不仅仅是技
术的较量，更是心理、体能、战术等多
方面的综合考验。年轻队员需要在更
多的国际赛事中接受锻炼，逐步提升
自己的综合实力。”王励勤强调。

“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这
句国乒队的经典名言，在多哈世乒赛
闭幕后再次成为全队的行动指引。王
励勤透露，今后我们有很多工作，归根
结底是要聚焦新周期的备战任务，把
我们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一一解决，最
终为洛杉矶奥运会实现我们的参赛目
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针对洛杉矶奥运会项目设置的调
整，国乒队制定了“双线并行”的备战
策略：一方面，合理平衡训练与参赛的
关系。“我们需要在参赛数量和质量之
间找到平衡点，既要让运动员通过足

够的实战积累经验、检验训练成果，又
要确保他们有充足的时间进行系统训
练，提升技战术的精细化水平。”王励
勤解释道。这意味着未来国乒将通过
优化参赛计划，让队员在关键赛事中
接受锻炼的同时，避免因赛程过于密
集而影响训练效果。

另一方面，中国乒乓队加大对年
轻运动员的培养力度成为重中之重。
国乒队计划通过“以赛代练”的方式，
让更多年轻选手参与到各级各类国际
赛事中，尤其是在双打项目中尝试更
多新的配对组合，通过实战磨合寻找
最佳搭档。“我们希望通过一个周期的
培养，让年轻队员能够在洛杉矶奥运
会上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形成老中青
结合的合理梯队。”王励勤表示，要锻
炼年轻运动员，使他们尽快成长起来，
帮助他们在技术提升、心理建设等方
面实现快速成长，能够在洛杉矶奥运
会上堪当大任。

多哈这座沙漠之城，风沙之中仍
有绿洲，风暴过后留下的皆是精华，有
得必有失。从多哈世乒赛的总结到洛
杉矶奥运会的备战，国乒队正站在一
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王励勤的总结如
同一张清晰的路线图，既点明了当下
的问题与挑战，又勾勒出未来的方向
与路径。中国乒乓球队正以此次为起
点，向着新的目标稳步迈进。

2025年多哈世乒赛
落下帷幕，中国乒乓球
队以4金1银2铜的成绩
收官。尽管金牌数延续
了国乒的统治力，但男
双历史性失守、年轻选
手外战失利等问题，暴
露出新老交替阵痛期的
深层挑战。作为巴黎奥
运后的首场国际大赛，
多哈世乒赛不仅是新周
期的起点，更是一面镜
子，映照出国乒在洛杉
矶奥运周期内亟待解决
的课题。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程超

很开心在多哈世锦赛卫冕女单冠军并实现混双三连冠。夺冠的路
总是很难，但每一次站上赛场，都要为热爱坚持，每一拍都要全力以赴。

奖牌很重，你们的支持更珍贵。感谢并肩作战的队友，感恩教练
团队和现场工作人员，更致敬每一名选手的拼搏——是你们激励我不
断突破极限，一场精彩的比赛一定离不开一位伟大的对手。

未来，继续为国而战，为热爱而战！

首张答卷4金1银2铜，王励勤总结多哈世乒赛——

王楚钦夺金为男队添信心
双打缺乏足够的战术储备

长期“临时拼凑”
男双短板彻底暴露

很梦幻的一次旅程。
一个冠军的取得远远不是自己就可以做到的，在这个成绩的背后

有太多默默为之付出的无名英雄，国家、教练、亲朋好友们，需要感谢
的实在太多。也感谢我的搭档莎莎，再一次完成了我们新的目标，再
度配合又是一次对于这个项目不同的感受。更要谢谢每一次跟我一
起战斗的你们。最后，也要谢谢不论经历了多少都不想放弃的自己，
不管多痛苦也想向所有人证明一切的自己。未来我依旧会砥砺前行，
不论结局怎样我都会走出属于我自己的路。来日方长！

孙颖莎：继续为国而战

王楚钦：走出属于我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