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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4 日，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

会高山滑雪比赛在位于北京市延庆区

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收官。吉林队选

手刘校辰、黑龙江队选手倪悦名在最后

一个比赛日的角逐中，分别获得男子、

女子回转冠军。

刘校辰在首轮滑行中发挥出色，确

立领先优势。他虽然第二轮成绩落后

于队友张洋铭，但仍以 1 分 25 秒 73 的

总成绩夺得男子回转冠军。张洋铭以

0.31 秒之差摘银，黑龙江队王利玮收获

铜牌。

黑龙江队选手包揽女子回转比赛

的 前 三 名 。 倪 悦 名 以 1 分 32 秒 11 的

总成绩摘得桂冠，张玉营、朱天慧分列

第二、三位。

“十四冬”高山滑雪比赛于 1 月 29

日开赛，至此全部结束。黑龙江队和

吉 林 队 成 为 最 大 赢 家 ，均 收 获 5 枚 金

牌。

经过资格赛选拔，共有来自全国的

132 名运动员参加“十四冬”高山滑雪

项目的男女公开组滑降、超级大回转、

大回转、回转、全能和青年组大回转、回

转等 14 个小项的争夺。

在首日进行的公开组男、女滑降比

赛中，吉林队和黑龙江队选手实力超

群，徐铭甫和朱天慧分别夺得男子、女

子滑降冠军。

“谁快谁赢”，高山滑雪项目的规则

看似简单，实则是对雪上技巧和滑行技

术的双重考验。

比赛现场，运动员们从小海陀山顶

的洁白赛道上疾驰而下，溅起的雪花在

身后迎风飞舞。滑降项目是高山滑雪

项目中速度最快的单项，堪称高山滑雪

项目的“百米飞人大战”。

超级大回转比赛线路上设置多种

形式的旗门，组成障碍。运动员从山顶

沿线路连续转弯穿越旗门障碍下滑。

运动员既要高速滑行、保持对身体的控

制，又要过弯，选择合理路线，对身体是

极大的考验。

作 为 颇 具 观 赏 性 的 滑 雪 比 赛 之

一，高山滑雪的滑降、全能、超级大回

转等项目都在向观众展现速度与激情

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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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冬”高山滑雪比赛落下帷幕—

速度与激情的较量
■本报记者 仇建辉

冬日的呼伦贝尔银装素裹，宛如美

妙的童话世界。

2 月 3 日，备受瞩目的第十四届全

国冬季运动会火炬传递活动在呼伦贝

尔市进行。

本次火炬传递线路全长 230 公里，

以满洲里国门为起点，途经陈巴尔虎

旗、海拉尔区，最终抵达“十四冬”主场

馆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来自各

行 各 业 的 65 名 火 炬 手 ，通 过 跑 步 、汽

车、骑马和全地形雪地摩托车等方式，

传递“十四冬”火炬。

寒冷的天气，挡不住市民迎接冬运

圣火的热情。一大早满洲里国门景区

就人头攒动，上千人相聚在此，等待冬

运火炬点燃的那一刻。

上午 9 时许，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

动会火炬传递启动仪式在歌舞《为内

蒙古喝彩》演出中拉开帷幕。在全场

观 众 的 期 盼 中 ，8 名 火 种 护 卫 护 送 火

种 、火 炬 入 场 。“ 十 四 冬 ”组 委 会 副 主

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李颖川点燃

“十四冬”火炬，向现场观众致意，并交

给第 1 棒火炬手王桂芳。今年 62 岁的

王桂芳曾代表中国队参加 1984 年第十

四届冬奥会速度滑冰比赛。

“十四冬”圣火于 2019 年 5 月 1 日

在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五一会址”采集，

随后在 12 个盟市进行传递。此次火炬

传递，是“十四冬”开幕式前的最后一次

传递活动。

当 6 位火炬手在满洲里完成传递

后，第 7 棒火炬手孟和吉干手持火炬，

乘着汽车向茫茫雪原进发。

“这次火炬传递途经呼伦贝尔市的

3 个旗（市、区），考虑到距离较远，我们

将汽车传递作为重要组成部分，传递距

离约 210 公里，共有 7 名火炬手参加。”

呼伦贝尔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主任温

勇介绍，在跑步传递、汽车传递之外，还

有骑马传递和全地形雪地摩托车传递，

充分展现呼伦贝尔市的民族、气候、地

形地貌等特点。

15 时许，第 64 棒火炬手白岩松高

举火炬，来到“十四冬”主场馆内蒙古

冰上运动训练中心。随后，他将火炬

传递给最后一棒火炬手、“00 后”运动

员宋桂旭。2 月 15 日，宋桂旭将代表

内 蒙 古 队 参 加“ 十 四 冬 ”短 道 速 滑 比

赛。

“我要传递好体育精神，继续努力

训练，成为一名更加优秀的运动员！”宋

桂旭说。

传递活动结束后，火炬火种被存于

火种灯内，静候“十四冬”大幕拉开。

第 十 四 届 全 国 冬 季 运 动 会 将 于

2024 年 2 月 17 日至 27 日在内蒙古自治

区举行，设置滑冰、滑雪、冰壶、冰球、雪

车、雪橇、滑雪登山等竞赛项目。这是

继北京冬奥会后，国内首次举办的冬季

项目大型体育赛事。

下图：2月 3日，“十四冬”火炬传递

活动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举行。图为

火炬手孟和吉干（左）和米吉格道尔吉

在火炬传递活动中。

新华社发

“十四冬”火炬传递在呼伦贝尔举行—

冬运火炬点燃冰雪梦想
■本报记者 仇建辉 马 晶

什么是滑雪登山比赛？

作为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新设

立的项目，可能很多冰雪爱好者对其了

解也不多。

简单来说，滑雪登山运动是登山和

滑雪两个项目结合而来，运动员需要跨

越高山攀登至顶峰，再利用滑雪装备快

速灵活地从山坡上滑下来。

作为最接近冬季雪山居民传统出行

方式的滑雪运动之一，滑雪登山项目甫

一亮相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的赛

场，就吸引了不少冰雪爱好者的注意。

其实，早在 100 年前的 1924 年首届

冬奥会上，滑雪登山就作为正式项目登

上奥运舞台。百年来冬奥会项目设置几

经调整，滑雪登山阔别奥运赛场几十年

后又重新归来。2021 年 7 月，国际奥委

会第 138 次全会表决通过滑雪登山成为

2026 年米兰-科尔蒂纳丹佩佐冬奥会的

正式比赛项目。今年 1 月 31 日，在内蒙

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举办的“十四冬”滑雪

登山比赛，是该项目在全国冬季运动会

的首次亮相。

“十四冬”滑雪登山比赛与 2026 年

米兰-科尔蒂纳丹佩佐冬奥会的项目设

置一致，分别是男、女子短距离项目以及

混合接力项目，共产生 3 枚金牌，来自内

蒙古、黑龙江、辽宁、西藏等地的 16 支代

表队的 49 名运动员参赛。

滑雪登山项目是在雪山或冰雪覆盖

的山地上进行的个人和集体运动项目，

包含雪地行走、攀登、登山器械操作、下

滑等多个元素，是一项结合了雪山攀登

技术和滑雪技术的综合性冬季山地户外

运动。比赛中，运动员需要完成登山爬

坡、设备转换、过旗门下滑等多个过程。

登山爬坡又分为止滑带行进、背板行进

等环节。其中，在止滑带行进环节，运动

员利用滑雪板上的倒刺绒毛为雪坡爬升

过程提供抓地力。背板行进是模拟人们

在遇到崎岖山路无法穿滑雪板行走时，

背板徒步登山的过程；过旗门下滑则是

模拟人们下山绕障碍物滑行的过程。

在率先进行的公开组女子短距离决

赛中，曾在 2023 年滑雪登山世界锦标赛

上为中国队拿下女子 U20 组短距离冠

军的西藏队小将玉珍拉姆备受关注。赛

程前半段，她出现失误摔倒。不过，她在

起身后迅速调整状态，并且凭借出色的

耐力和爆发力实现反超，最终收获了本

项比赛的金牌。

赛后，玉珍拉姆说：“在这次‘十四

冬’赛场上，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国家

的滑雪登山运动员水平都在提高，大家

的技术也越来越成熟。我相信通过努

力，我们一定会追赶上国际领先的运动

员，直至超过他们。”吉林队的任彤和湖

南队的卯升梅发挥稳定，分别获得银牌

和铜牌。

在公开组男子短距离比赛中，吉林

队选手张成浩表现不俗，从预赛到半决

赛一路领先，以排名第一的成绩进入决

赛。决赛中，他延续了此前的状态，零失

误的完美发挥，最终摘得桂冠。张成浩

在赛后表示：“我今天的状态很好，比赛

过程也很顺利，没有出现失误。对我来

说，最大的挑战在于上升阶段的最后一

个坡，这个时候大家都很疲倦，所以就看

谁能挺得住。”

最 后 进 行 的 混 合 接 力 决 赛 ，是 对

一支队伍整体实力的检验。混合接力

赛 的 线 路 与 个 人 短 距 离 赛 线 路 相 似 ，

长 度 1100 米 ，赛 道 呈 Y 字 形 。 线 路 上

有两个上坡和两个下坡，累计爬升 130

米 左 右 ，在 第 二 个 上 坡 时 需 要 设 置 穿

板行走和背板行走两个不同路段。决

赛 中 ，按 照 女 — 男 — 女 — 男 的 顺 序 进

行 接 力 比 赛 ，每 名 队 员 需 要 完 成 两 次

比 赛 路 线 。 来 自 西 藏 、山 东 、辽 宁 、内

蒙古、湖南、重庆、吉林、青海的 8 支队

伍角逐最后一金。

比赛中，西藏队和吉林队展开了激

烈的竞争。最终，吉林队率先完成接力，

并将这一优势保持到终点，收获了这枚

混合接力赛金牌。山东队获得银牌，湖

南队摘得铜牌。在前半程发挥出色的西

藏队在男女交接时出现失误，痛失领先

优势，最终与奖牌失之交臂。

2007 年中国引入滑雪登山赛事，最

初大多是业余运动员参赛；2022 年成立

国家队以来，已有十余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成立专业运动队。2023 年滑雪登

山世锦赛上，中国队摘得 3 枚金牌，实现

该赛事零的突破。

目前，国内很多滑雪登山运动员是从

中长跑和越野滑雪项目转项过来的。他

们在前半程的爬升过程中具有速度耐力

和协调性优势，这在滑雪登山比赛中尤为

重要。此外，由于滑雪登山项目的比赛多

在高海拔地区进行，因此来自高原和亚高

原地区的运动员在这个项目中颇具优

势。此次参加“十四冬”滑雪登山比赛的

运动员中，藏族运动员占三分之一。

在女子短距离项目中夺魁的 20 岁

小将玉珍拉姆来自平均海拔 3600 米的

西藏林芝市工布江达县，小时候跟父母

一起爬山去采虫草、松茸的经历让她拥

有了出色的身体素质。在“十四冬”的赛

场上，玉珍拉姆经过长期针对性训练克

服了对陡坡滑降的恐惧，在自己原本并

不擅长的下滑过程中超越对手，率先冲

线，摘得了该项目冬运会首金。

通过这次“十四冬”的比赛，我们可

以看到中国队虽然在滑雪登山项目上起

步较晚，但运动员具有很大潜力，成绩提

升也很明显。接下来，他们将在各个环

节加强训练，弥补弱项，强化优势，力争

在 2026 年米兰-科尔蒂纳丹佩佐冬奥会

上取得突破。

上图：1 月 30 日，选手们在公开组

女子短距离比赛中的出发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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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冬”滑雪登山比赛收官—

向山而行 踏雪攀登
■本报记者 马 晶

滑雪登山源自欧洲阿尔卑斯山区。

德国人威尔海姆·帕乌尔克在 1897 年完

成了第一次高山穿越，以滑雪的方式穿

越了伯尔尼高地，他的壮举被认为是现

代滑雪登山的源起。很快，这项运动就

开始在全球流行开来。

20 世纪 70 年代，滑雪登山在北欧地

区逐渐发展为一项以雪山攀登技术为

主、滑雪技术为辅的高山探险极限运动，

这一具有上百年历史的运动有了更明确

的发展方向。

在我国，滑雪登山是一项既熟悉又

陌生的运动项目。新疆的传统毛皮滑

雪，以及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滑雪方式，

都与滑雪登山项目相似。但是作为专业

运动项目，滑雪登山从 2007 年才被正式

引入国内。

早年鄂温克族群众利用猎取的犴、狍

子等动物毛皮绑缚在松木上，制作传统滑

雪板“金勒”，用于在林海雪原追击野兽。

据扎兰屯市南木鄂伦春民族乡的鄂伦春

族老人介绍，传统滑雪板在鄂伦春语里叫

作“亲那”，是用阴干两年以上的白桦树木

制作的，再用剪成小细条的狍子皮把野猪

皮绑在滑雪板下，既能在滑行时提高速

度，还能在上山时增加抓地力。

无论是鄂温克族的“金勒”，还是鄂

伦春族的“亲那”，都是我国少数民族群

众赖以生存的通行工具，也是滑雪登山

项目在中国的早期雏形。

100 年前，滑雪登山作为 1924 年首

届冬奥会的正式项目登上奥运舞台。如

今，滑雪登山项目在阔别奥运赛场几十

年后，又将亮相 2026 年米兰-科尔蒂纳

丹佩佐冬奥会。

现代滑雪登山项目，使用的雪板比

日常滑雪板更窄更轻便，具有更好的爬

升性能和越野性能。滑雪登山靴兼顾了

高硬度和轻量化两个要求，结合滑雪靴

和登山靴的功能，为运动员提供足够支

持。滑雪登山雪板固定器可以根据地形

需求调整模式，有下滑模式和行走模式，

其中行走模式为靴前单侧固定，便于穿

板行走。

作为一项极具挑战性的高山极限运

动 ，滑 雪 登 山 充 满 了 刺 激 和 冒 险 的 元

素。它要求运动员具备强大的体能、娴

熟的滑雪技术和登山经验，同时需要合

理运用专业的登山和滑雪装备。期待通

过“十四冬”的比赛，能让更多人了解和

参与到这项运动中，体验这项传统运动

的独特魅力。

滑雪登山的起源
■俞夏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