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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转换快速转换，，申花的法宝申花的法宝

本周一，北京电
视台的一档足球节目
对上周六的京沪大战
进行了全方位的复
盘，该节目中也解读
了申花4321的阵型，
对于国安进攻套路的
精准限制。如今，我
想补充几个之前可能
没有提到的数据，大
家可以更直观地看出
申花这场比赛到底赢
在哪。

专题撰稿
首席记者 姬宇阳

高强度跑
是胜负手

——通过数据告诉你，申花拿什么破了“工体心魔”

京沪大战已硝烟散尽，19岁的
申花小将刘诚宇替补登场18分钟便
被换下的画面虽只是这场焦点战役
的插曲，却足以让他铭记。

这短暂的亮相，像一面放大镜，
将年轻球员在顶级赛事中暴露的短
板清晰地呈现在公众视野——传球
失误、身体对抗处于下风、面对国
安外援后卫时显得力不从心。然
而，当我们剥离比赛结果的即时性
评判，会发现这18分钟更像是一堂
生动的“成长课”，印证了那句：罗
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天才也无法一
蹴而就。

刘诚宇的足球之路，是近年来
中国足坛年轻球员快速崛起的一
个缩影。18岁开启中超生涯，不满
十场的联赛经验，却已被推上中锋
这一需要扛起进攻大旗的关键位
置。从国青赛场的青涩，到申花一
线队的崭露头角，他的每一步都被
寄予厚望。

本赛季申花与国安的首回合
交锋中，斯卢茨基在胜负未分的关
键时刻将他派上场，用一场颇具戏
剧效果的首秀，为他的职业生涯留
下深刻的印记。彼时，球迷看到的
是教练敢于使用新人的魄力；而如
今，当同样的剧本在工体重演，人
们开始冷静审视：这个 19 岁的年
轻人，究竟准备好了吗？

申花旧将的点评或许道出了
问题的核心：“大合唱时你不是领
唱相对容易，独奏音乐会或是领唱
了，肩上的担子和任务不一样了。”
对于刘诚宇而言，从“配角”到“主
角”的角色升级，考验的不仅是技
术，更是意识与心态。

作为9号位球员，背身护球如
何摆脱防守？出球如何串联队
友？策应时如何为队友创造空
间？这些看似基础的能力，在中超
顶级赛场的高压环境下，都被放大
为“必须攻克的难关”。当他面对
国安的双中卫时，身体对抗的劣势
固然明显，但更值得关注的是，他
尚 未 形 成 属 于 自 己 的“ 生 存 法
则”——就像哈兰德并非仅靠身体

称霸足坛，技术与意识的结合，才
是前锋安身立命的根本。

球迷的声音则充满了理解与
理性。“19岁，身体对抗完全不够对
面外援后卫打的，很正常地交学
费”，这样的评论道出了年轻球员
成长的共性规律。当刘诚宇被换
下场，于汉超的登场立刻展现出

“尖刀级前锋”的冷静与素质，这种
对比并非否定新人，而是在提醒，
经验的积累、心态的打磨，从来都
需要时间。

外界提到刘诚宇在国青时期因
点球失误而心态波动，这恰恰说明，
对于年轻球员而言，心理素质的建
设与技术提升同样重要。在胜负悬
念拉满的京沪大战中，一次传球失
误可能被无限放大，一次对抗失败
可能打击自信，如何在高压下保持
专注，是刘诚宇必须跨过的坎。

如今，刘诚宇的职业生涯正站
在一个关键的岔路口。技术上，他
需要打磨脚下的真功夫，让每一次
触球都体现价值；意识上，他需要
理解“9 号位”的深层含义，从被动
执行转向主动创造；心态上，他需
要学会在失误中成长，将交学费转
化为汲取养分。球迷的包容、教练
的信任、前辈的点拨，都是他成长
路上的助力，但最终能否破茧成
蝶，还要看他能否在日复一日的训
练中，将压力转化为动力。

或许，京沪大战的18分钟，会
成为刘诚宇职业生涯的“觉醒时
刻”。足球世界里，没有谁能一帆
风顺，那些曾经的失误与挫折，终
将沉淀为未来的底气。当他某一
天真正在前锋线上站稳脚跟，人们
或许会想起这场让他尴尬的京沪
大战——原来，所有的“成长烦
恼”，都是通往优秀的必经之路。

而对于中国足球而言，多一些
对年轻球员的耐心，多一些允许试
错的空间，才能让更多的“刘诚
宇”，在跌跌撞撞中，走出属于自己
的罗马之路。

摘自《上观新闻》

这尴尬的18分钟
是刘诚宇成长的阶梯

首先，上周六的京沪大战，净
比赛时长达到了 60 分 56 秒，这应
该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今年中超
联赛非常高的一个净比赛时长的
纪录。

同样是第一集团的强强对话，
此前申花客场对成都蓉城的比赛，
净比赛时长只有48分43秒。

至少从京沪大战体能数据看，
国安并不是输在球员态度上。全
队跑动总距离，国安比申花多 800
多米。

国安全队本场比赛跑动距离
超过 10000 米的有五名球员，其中
就包括了两名外援中卫，而吴少聪
跑动距离也接近10000 米。“塞鸟”
和张玉宁以及古加，跑动距离都超
过了10000米。

国安这场比赛，整个阵线压得
过于靠上，而申花队又非常坚决地
要打国安的身后，导致了北京国安
几名后卫不停地要回追，对申花后
插上的球员进行防守。

不过说到节目中提到的高强
度跑，作为主队的国安，最高的数
据也就是后卫的800多米，也多少
显示出国安在进攻时转换速度偏
慢且冲击力不足的问题。

对比一下就能感觉到差距了，
此前申花主场击败天津津门虎的
比赛，在右路不断冲击对方的马纳
法，高强度跑达到1176米，而前锋
刘诚宇在那场比赛高强度跑也达
到了1108米。

京沪大战中，特谢拉以 849 米
的高强度跑名列申花全队第一，并
且整场京沪大战他的跑动总距离
也超过 10000 米，但这并不是他的
峰值数据，他在申花客场 3 比 0 击
败大连英博的比赛中，曾经创造出
1425米的高强度跑惊人纪录。

这可能才是特谢拉对于申花
而 言 ，不 可 缺 少 的 重 要 原 因 之
一。诚然他不像其他队10号位球
员一样，每个赛季能交出一张漂
亮的助攻数据成绩单，但他对于
如今申花队的战术价值和意义，
也完全对得起他当初加盟申花
时，自己主动向俱乐部提出并选
择的那件10号战袍。

低控球高效率，换人决定比赛走势
与此同时，中超联赛第17轮传

球成功率排行榜公布，在对阵上海
申花的比赛中，北京国安的传球成
功率为85.9%，位列本轮第一，这也
是北京国安本赛季第六次登顶传球
成功率排行榜。

其实不止是传球成功率，包括
这场京沪大战的控球率，国安也以
72%对申花的28%，占据明显优势。
28%，申花这个赛季还从未在哪场
比赛中有过如此低的控球率。即便
亚冠客场对川崎前锋的0比4惨败，
申花控球率也达到45% 。

但悬殊的控球率之下，预期进
球(xG)国安却以1.32落后于申花的
2.12，而得分机会国安和申花更是0
比5，射正球门次数，国安是1，申花
是7，同样相差悬殊。

对比川崎主场对申花的大胜，
川崎的得分机会是6，而申花是1；

射正次数川崎8，申花4。
总体而言，申花队在这场京沪

大战的开局阶段成功抢到了先手，
而随后的防守也是布重兵于中场，
迫使国安更多地只能在申花的禁区
外寻找一些机会。同时，在国安获
得的八次角球中，申花也做到了注
意力高度集中，未给对手机会。

虽然这场比赛北京国安的控球
率包括传球次数都远高于对手，但
大多数都未能真正对申花防守形成
威胁。其实在古加第26分钟把比
分变成1比2之后，北京国安有足够
的时间，且板凳上有足够的人员去
完成进球，但国安教练组在比赛中
的临场调度慢了半拍，最终输掉了
这场强强对话。

想想也是挺巧合的，联赛第一
阶段国安客场对申花的比赛，国安
第一个进球和申花在工体这次第一

个进球一样，也来自于前场定位球
之后的二次进攻头球破门。

这次做客工体，申花一名外援
前锋黄牌停赛，另一名外援前锋踢
了差不多60分钟也被换下。双方
第一回合交锋，申花队的两名外援
前锋也在比赛的下半场先后因伤被
换下。

北京国安主帅塞蒂恩在客场对
申花比赛中，中场休息就同时换上
了李磊等三名球员，这次在工体，反
倒是申花主帅斯卢茨基比较少见地
在中场休息就同时换上两名替补。
双方第一回合交锋，正是下半场替
补登场的杨立瑜、李磊策划了国安
最后扳平比分的进球。而双方的第
一回合交锋中，于汉超作为申花替
补并没有登场，但是这一次，于汉超
最后时刻替补上场，并最终进球为
申花锁定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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