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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9 日，中国女足队员王霜（左二）、王珊珊（右二）在训练中。当日，中国女
足在日本宫城县仙台市训练，备战 21 日东京奥运会女足小组赛 F 组首场对阵巴西
队的比赛。                    新华社记者逯阳摄

　　新华社东京电（记
者谭畅）东京奥运会开
赛在即，滑板、冲浪、竞
技攀岩等大项将首次
亮相奥运会。增加这
些项目的主旨为吸引
年轻人参与，提升奥运
赛事活力，也客观上为
东道主日本队提供了
更多争金夺银良机。
　　 2014 年 12 月，国
际奥委会全会通过《奥
林匹克 2020 议程》，围
绕可持续发展、提高公
信力和吸引年轻人提出
改革建议，其中包括相
对灵活地设置奥运会比
赛项目、东道主可提议
增项。
　　滑板、竞技攀岩、
冲 浪 均 有 深 刻 的“年
轻”“时尚”烙印，受年
轻人追捧。2016 年 8
月，国际奥委会全会表
决通过，滑板、冲浪、竞
技攀岩、棒垒球和空手
道 等 5 个 大 项 进 入
2020 年东京奥运会。

“现在的年轻人有很多
选择的机会，不能指望他们找上门来，我们必
须主动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表决通
过后表示。
　　东京奥运会滑板比赛分为碗池、街式小项，
将产生 4 枚金牌。我国两名女选手张鑫、曾文
蕙将分别出战碗池、街式，前者曾摘得雅加达亚
运会铜牌。竞技攀岩设男、女全能 2 枚金牌，
参赛选手将参加速度、抱石、难度三项比拼，决
出冠军。中国攀岩队两名“00 后”运动员潘愚
非、宋懿龄将分别参加男、女全能比赛。
　　冲浪比赛将在太平洋沿岸的千叶县举行，
男女各 20 名运动员参赛，共产生 2 枚金牌。
中国冲浪队近年取得长足进步，但与国际高水
平运动员还有一定差距，未获得东京奥运会参
赛资格。
　　棒垒球在日本广受欢迎，堪称日本国民运
动。在世界棒垒球联盟最新排名中，日本棒球、
垒球均名列前茅。与其他四项“首秀”不同，棒
垒球上次正式出现在奥运赛场是 2008 年北京
奥运会，当时日本垒球队勇夺冠军，日本棒球队
排名第四。此番重返奥运，被视为东道主冲击
最高荣誉的重点项目。
　　空手道是东京奥运会新项目中的金牌大
户，共将产生 8 枚金牌，日本队在这一项目具
有一定优势，派出了多名运动员参赛。
　　我国两员女将尹笑言、龚莉出战空手道赛
场。尹笑言曾夺得雅加达亚运会冠军，奥运积
分排名女子 61 公斤以下级第一，有冲击金牌
的实力。
　　 28 岁的尹笑言此前表示：“我是真期待奥运
会，因为这是人生当中第一次，对我来说也可能
是唯一一次，所以我又期待又很珍惜。我希望能
站上最高领奖台，我真的太渴望了。”
　　上述五个大项之外，本届东京奥运会在柔
道、射箭、射击等项目新增了混合团体赛，还在
拳击、自行车、游泳等项目新增小项。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时下很热门的霹雳舞
将进入 2024 年巴黎奥运会。到 2028 年洛杉
矶奥运会，还会有新项目加入。这就是奥运会
的魅力所在，它将不断成长，并反映体育运动的
发展趋势。”国际奥委会奥运会部执行主任克里
斯托弗·杜比日前在东京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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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叶佳

　　在推迟一年后，第 32 届夏季奥林匹克运
动会终于要在东京拉开大幕。然而，东京都连
续数日新增确诊新冠病例超千例，奥运村内也
已出现感染病例。随着这些数据每天不停刷
新，心系奥运的人们不禁发出“灵魂之问”：东京
奥运会还安全吗？

防疫手册=行为准则

　　为举办一届“安全、安心”的奥运会，东京奥
组委今年 2 月至 6 月先后发布、修订、出台了
三版《防疫手册》，旨在为所有奥运会相关人士
提供“行为准则”。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6 月
30 日向奥林匹克运动所有相关人员发出公开
信，强调各方都必须遵守最新版《防疫手册》的
规定，这些规定是考虑到组织奥运会的复杂性，
基于科学制定的。
　　最新版《防疫手册》要求，所有外国（地区）
奥运代表团和其他奥运相关人士应从入境日
本前 14 天开始自觉减少与他人接触，密切关
注身体状况；入境前四天内完成两次核酸检
测，结果为阳性者不得入境；随身携带两份阴
性检测报告抵达日本后，在机场就要接受核酸
检测，取得阴性报告方能入境；此后每天自主
测量体温、主动填报身体状况，并按规定频率
定期接受核酸检测，其中运动员和代表团官员

需每天检测一次。
　　日常行为规范方面，《防疫手册》要求与他
人保持 1-2 米安全距离，除进餐和比赛外全天
佩戴口罩，经常洗手并做好手部消毒。入境后
14 天内乘坐专车出行，不得前往与奥运无关场
所。媒体人士则只能按照事先申报、获得批准
的活动计划出行。
　　为此，东京奥组委为各国运动员安排专车
往返奥运村和训练场馆，为媒体安排班车往返
新闻中心和酒店，甚至发放免费的专用出租车
券，目的就是杜绝奥运相关人士乘坐公共交通
的可能，避免他们在入境 14 天内与当地普通
民众接触。

线上填报，定位追踪

　　东京奥运会相关人士已被一个与“茶”的日
语发音相同的词“洗脑”——— OCHA。这是一款
日本政府安排 37.5 亿日元预算，专为东京奥运
会开发的应用软件。入境日本前，每位奥运相关
人士都被反复要求下载、安装、运行这一软件。
　　 OCHA 主要提供两项功能：其一，将填写
个人信息、防疫问卷以及入境审查、检验检疫、
海关申报等各环节前移至线上，简化入境手续，
减少与机场工作人员接触；其二，用于入境后在
线填报每日体温和健康状况。
　　奥运相关人士入境日本无需申请签证，取
而代之的是要提前在 OCHA 中填写个人基本

信息，并生成相应的二维码。抵达日本后，在入
境审查、检疫、海关等各节点，只需打开软件出
示二维码，扫一扫就能完成相应手续。在日本
停留期间，还要每天测量体温，在 OCHA 中主
动填报身体状况。
　　此外，奥运相关人士还需安装一款定位追
踪软件，并确保打开手机定位功能，记录每天行
动轨迹，以便出现阳性病例后追查密切接触者。

阳性无可避免，重在如何应对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本届东京奥运会赴日
参赛选手约 1 万人，其他相关人员约 4.1 万人。
在当前的全球疫情形势下，来自世界各地的 5
万多名参与者中，检出阳性病例无可避免。无
论国际奥委会还是东京奥组委，显然都没有把
零感染作为目标。
　　巴赫透露，7 月 1 日至 16 日，共有约
15000 名与奥运相关的日本境外人士入境并
接受了新冠病毒检测，其中阳性病例 15 例，比
例约为 0.1%。“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比例。”巴赫
说，“并且这些人立刻就会被隔离，不会对其他
奥运参与者以及日本民众构成威胁。”
　　在 7 月 17 日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中，
东京奥组委首席执行官武藤敏郎表示，“出现阳
性接病例无法避免，重要的是如何去应对”。武
藤敏郎说，所有运动员每天接受核酸检测，一旦
出现阳性病例立刻隔离，同时迅速排查密接人

员，奥组委将尽一切可能保障运动员的安全。
　　此前，南非男子足球队的三名运动员检
测结果呈新冠病毒阳性，队内 21 人随后被
确定为密切接触者。东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
高谷正哲介绍，3 名运动员先后在每日例行
筛查中检测出阳性，经再次检测确诊后立刻
转移到奥运村外的酒店进行隔离。确定 21
位密接人员后，“组委会为他们提供饮料和食
物，要求他们在奥运村各自房间内接受隔离，
同时每天进行核酸检测”。
　　为国际奥委会担任防疫顾问的独立专家
组首席专家麦克洛斯基 19 日指出，东京奥
运会入境人员中出现阳性病例实属意料之
中，目前数量极低，好于预期。当被问及奥运
村是否安全时，麦克洛斯基毫不犹豫地回答

“是的”。
　　也许麦克洛斯基有点乐观。不过，可以
肯定的是，安全需要每个参与者的理解、配合
与付出。正如国际奥委会奥运会部执行主任
克里斯托弗·杜比此前接受采访时所说，每个
人遵守规定，也清楚自己身为奥运参与者，应
该为确保每个人的安全做些什么，这些都要
从运动员做起。
　　疫情下的东京奥运会对每一位参与者来
说，都是不同以往的经历，然而每个人都需要
这么做：知悉情况，保持克制，遵守规定。如
果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奥运会就会是安
全的、可控的。 新华社东京 7 月 19 日电

东京奥运会安全可控
新华社记者卢星吉

　　东京奥运会绝大多
数比赛将没有现场观
众，空场进行是否会对
运动员们的竞技状态造
成影响，进而影响竞赛
成绩？根据运动医学、
运动心理学和部分体育
社会学研究的结论，现
场观众的缺位确有可能
影响运动员们的发挥，
甚至改变比赛结果。

  观众激励带
来生理和心理状
态提升

　　研究表明，无论在
生理层面还是心理层
面，观众激励都有利于
运 动 员 竞 技 状 态 的
提升。
　　爱尔兰利莫瑞克大
学物理治疗系针对健康
女性的一项实验研究发
现，在收到积极视觉反
馈和语言鼓励的情况
下，受试者股四头肌和
跟腱的运动机能提升达
8%。
　　《运动科学杂志》

（《Journal of Sports
S c i e n c e s 》）刊 载 于
2002 年的一篇论文则
指出，在受到语言鼓励
的情况下，受试者（包括
男性和女性）在极限运
动量测试中的表现优化
了 7%。
　　观众的存在，在心
理层面也有可能对运动
员状态产生影响。美国
博林格林州立大学研究
团队的调查发现，绝大
多数受访美国大学生篮球运动员认为“活
跃吵闹的观众”，无论态度是否友好，都让
他们在比赛中发挥更好。在主场情形下，
持上述观点的受访者占比达 97%，即便在
客场情形下也达到了 74%。
　　同一调查还显示，89% 的受访运动员
表示他们会受横幅和支持标志的激励。

场馆上座率影响比赛结果

　　运动机能学家施瓦茨在 1977 年曾撰
文指出，在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MLB）的
比赛中，场馆上座率越高，主队胜率越大。
施瓦茨的统计发现，当场馆上座率低于
20% 时，主场球队的胜率仅为 48% ；但当
上座率高于 40% 时，主队胜率显著提升至
57%。
　　不过，这一效应并非在所有联赛中都
适用。另有研究指出，在英国的四级职业
足球联赛（英超、英冠、英甲、英乙）中，比赛
结果和上座率之间的关联不具有显著性。
　　但如果比赛是彻底“空场”进行的呢？
结果是否会受到影响？2020 年，受疫情影
响，德甲等联赛纷纷出现“空场”进行的阶
段，不少研究者借此对照了主场球队在正
常比赛和“空场”比赛中胜率的差异。
　　来自意大利帕维亚大学的研究者们对
照了德甲、意甲、英超、西甲、法甲联赛的历
史数据和上述联赛在 2019-2020 赛季闭
门比赛期间的数据，发现主队从主场比赛
中获得的积分平均下降了 0.223。
　　这一现象在 2019-2020 赛季的德甲
比赛中尤为明显，据奥地利格拉茨大学研
究者的统计，2019-2020 赛季德甲在“空
场”比赛期间，主场作战球队的胜率仅为
33%，而在同一赛季正常进行的比赛中，这
一数据为 43%。

  “压力休克”——— 观众带来的

不尽然是好处

　　现场观众对运动员竞技表现、比赛赛
果的影响主要被放置在“主场优势”的框架
下分析。但也有不少研究显示，主场的“友
好观众”反而可能导致运动员产生“压力休
克”。简而言之，就是因为过于紧张而竞技
发挥低于预期水平。
　　即便不从主客场角度分析，由于观众
人数上升产生的“压力休克”依旧存在。奥
地 利 开 普 勒 大 学 研 究 者 基 于 美 职 篮

（NBA）比赛数据的分析发现，比赛入场人
数和该场比赛的总体罚球命中率存在负相
关，根据其分析模型预测，当观众人数增加
14% 时，总体罚球命中率有可能下降 10%。
　　尽管东京奥运会绝大多数比赛将“空
场”进行已成定局，尽管诸多研究表明缺少
现场观众有可能制约运动员的竞技水平发
挥，但对于每一位克服重重困难站上东京
奥运赛场的运动员而言，这一趟旅程都倍
加珍贵。
　　我们仍然期待，运动员们在这个特殊
的奥运赛场上绽放出最强大的自己。
　　    新华社东京 7 月 1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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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近还是远
离，这是一个值
得考虑的问题。
郎平率领的中国

女排和中国篮协主席姚明 19 日抵达东京成田
国际机场时引起的两次小小的骚动，让这个问
题又一次浮上记者的心头。
　　日本当地时间 19 日下午 5 时许，郎平、朱婷
等中国女排的明星球员和教练刚刚走出国际到达
出口，就让现场一片沸腾。此时，距离队伍从国家
体育总局训练局出发已经过了 10 来个小时。
　　数十位守候在这里的媒体记者和少量的中
国球迷高声呼喊着她们的名字，为她们送上加
油和祝福。因为疫情防控的相关程序还没有完
成，女排姑娘们出来之后没有坐上大巴前往奥
运村，而是在工作人员的引领下集体把行李推
到机场外边的一个指定地点，然后回到机场大
楼里的某个地点继续等待。发现中国女排还没
有离开，记者们和球迷们又从抵达大厅赶出来，
利用队伍在室外等待的时间继续拍摄、采访和
交流。机场的工作人员忙坏了，他们既要指引
和服务队伍，又要提醒媒体和球迷与队伍保持
社交距离，一时之间手忙脚乱。
　　恢复平静大约两个小时之后，抵达大厅又
热闹起来。这次是因为姚明来了，高大的姚明
同中国女篮和中国男、女三人篮球队一同出现，
走在队伍的最后面。跟队伍的其他人一样，姚
明也戴着口罩和透明防护面罩，面罩上还有些
雾气。他婉拒了记者们的采访要求，但是因为

队伍“塞车”只能待在那里，几乎所有的镜头和
直播画面一直对着他。
　　在篮球队等待的过程中，记者们拥到一位球
员跟前采访。见到原本再平常不过的媒体工作
场景，现场工作人员如临大敌，大声提醒并配合
手势让大家注意保持足够的社交距离。我的同
行们仿佛突然意识到，这是一届不同寻常的奥运
会，纷纷后退，与球员拉开大约两米的距离。
　　这次在东京采访，我常常纠结于应该靠近
还是远离。18 日下午第一次到达机场参与采访
时，我下意识地整理了一下口罩，扫视周围的环
境和人员，盘算着自己应该在哪里落脚。后来，
看到年轻的女同事东奔西走开直播、做采访，我
被她带动着进入到熟悉的工作状态。但是，遇
到采访对象或熟人时，我还是会有一刹那的犹
豫——— 应该更靠近，还是保持更大一点的距离。
　　两天之前第一次从班车站换车到新闻中心，
我就意识到这是一届不一样的奥运会。那辆班
车挤得满满当当，除了单位的同事之外还有一些
外国同行。有那么一段时间，车里特别安静，仿
佛有那么一丝紧张的气氛。在那样的空间里，实
在无法依照防疫要求保持足够的社交距离。
　　那天傍晚到奥运村采访，我又感受到新的
变化。历届奥运会，记者办理相应手续即可前
往奥运村的国际区采访，那是在奥运村中采访
运动员最方便的地方。这次东京奥运会，因为
防疫的原因，记者们失去了在国际区自由采访
的权限。只有经过申请并经代表团批准，才能
进入与国际区分割开的一个小小的混合区，在

那里保持两米的距离采访运动员。媒体工作
人员告诉我们，没办法，这届奥运会有太多无
奈的变化。
　　靠近还是远离？这或许也将是运动员和
教练员们在东京奥运会上会经常面对的一个
问题。一位熟悉的运动员给我发来微信，提醒
我注意防护，我也这么提醒她。的确，在这样一
个节点来到东京，防疫是每个人的头等大事。
　　四年一度的奥运会与很多体育赛事有所
不同。它不仅仅是一次比赛，更是一个不同
文明、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人们之间交流与
融合的舞台。然而，防疫所要求的社交距离
给这种交流与融合带来了很大困难。我想起
以往的奥运会开、闭幕式上不同国家和地区
的运动员相互拥抱、合影甚至亲吻的镜头，这
次还会出现这样的场景吗？包括国际奥委
会、东京奥组委在内的所有相关机构和组织
都在尽最大努力，争取举办一届既安全又成
功的奥运会。虽然有很多改变让人无奈，却
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举办奥运会的必要条件。
　　我们结束采访离开机场的时候，姚明和
篮球队的队员和教练们还在星光之下排队等
候，不知道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完成所有手
续前往奥运村。我们现在也不清楚，这次的
疫情究竟会给体育和世界带来多大的改变，
新冠病毒会跟我们共存多久。不过，相信创
造了几千年文明的人类终将跨过这道难关，
我们一定会共同迎来隧道尽头的那束光。
  （记者王镜宇）新华社东京 7 月 1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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