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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杭州亚运会游泳比
赛在进行了最后7个项目的争
夺后落下大幕。中国游泳队
以28金21银9铜共58枚奖牌
的成绩结束了本次征程，创造
了历届亚运会的最好战绩。

上届雅加达亚运会，中国
队在41个游泳小项中夺得19
枚金牌，与日本队并列游泳金
牌榜之首。到了今年，中国队
一骑绝尘，牢牢占据老大的位
置，无可撼动。

这是明年巴黎奥运会之
前的一次“试水”：在杭州亚运
会这场“预赛”中，中国游泳队
的表现足够亮眼。在去年布
达佩斯游泳世锦赛上，中国游
泳队仅收获1枚金牌。但今年
在福冈世锦赛，中国游泳队已
经站上世界泳坛的中心舞台。

队里有“主心骨”，还有朝
气蓬勃的新人，明年巴黎奥运
会上，中国游泳队值得所有人
的期待。

“两套阵容”体现人才厚度

从1986年起，亚运会游泳

的基调就是中日对决。上届
亚运会，中国和日本队均获得
19枚金牌。41枚金牌中只有
3枚由中日以外的新加坡和韩
国获得。到了今年，形势已经
大变：本届亚运会，日本队最
终的成绩为4金 10银 15铜，
成绩甚至被获得6金的韩国队
压制，位列第三位。中国队亚
洲第一的位置，延续到巴黎奥
运会已成定局。

7月在日本本土进行的福
冈游泳世锦赛，日本队仅获得
2枚奖牌，被冠以“惨败”，这是
其1994年以来的最差世锦赛
战绩。东京奥运会之后，日本
各单项协会的经费大幅缩减，
影响了游泳队的备战，福冈世
锦赛和亚运会的落后，也成了
必然的结果。

事实上，在亚运会比赛开
始前，中国队有30个项目的成
绩和世界排名都领先于日本，
以往中日对抗的泳池大战在
杭州变成了中国游泳的“独角
戏”。

本届亚运会，中国游泳队

明星队员战绩辉煌：最后一个
比赛日，“蝶后”张雨霏在女子
50米蝶泳项目夺金，以6枚金
牌结束亚运会之旅，并且1次
打破亚洲纪录，5次打破亚运
会纪录，成绩可圈可点；徐嘉
余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5枚金
牌、覃海洋拿下5个冠军、李冰
洁包揽了所有女子中长距离
自由泳的金牌……杭州奥体
中心游泳馆见证了中国游泳
队屡破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
的激动时刻。

在本届亚运会的游泳赛
场，让人看得到的，是中国游
泳队完整的建队机制：队伍中
既有汪顺、叶诗文、闫子贝等
这样老而弥坚的老将，也有张
雨霏、覃海洋、李冰洁这样的
中坚力量，还有潘展乐、马永
慧、程玉洁这样的少年英雄。
以名将带新人，中国游泳队的
阵容厚度不断提升。

更令人欣喜的是，在显示
整体实力的各项接力比赛中，
中国队如今可以在预赛和决
赛中排出两套不同的班底争

金夺银，足以显示出人才的厚
度。

“全面发展”展现强队风范

一个国家游泳项目的综
合实力如何，从接力项目或能
一窥究竟。

26 日晚，中国队在男子
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
以3分27秒01的亚洲新纪录
夺冠，大幅提高了他们7月底
在福冈世锦赛上创造的亚洲
纪录，距离美国队在东京奥运
会上创造的世界纪录仅差
0.23秒。

从早期的“五朵金花”年
代开始，中国游泳队曾长期处
于女强男弱的状态，男子4×
100 米混合泳接力仅在 1990
年、2014年和 2018年三届亚
运会上战胜过日本队，而从
2014年开始，徐嘉余、宁泽涛、
李朱濠的崭露头角，正是中国
男子游泳从单点突破到全面
开花的起点。

本次亚运会上，覃海洋继
续延续福冈世锦赛带来的惊

喜，在轻松拿下亚运会各项蛙
泳金牌的同时继续“破世界纪
录”的目标，补足了中国男子
运动员的“短板”，也对巴黎奥
运会更加充满底气。

除了覃海洋之外，今年，
中国男子蛙泳迎来了集体性
爆发，福冈世锦赛，每个蛙泳
项目都有两人晋级决赛，中国
在这个泳姿上已经拥有了集
团性优势。但亚运会也是一
块试金石——相比之下，中国
队男子蝶泳依然是弱项，备战
奥运会，急需突破之方。

再来看女队，张雨霏的蝶
泳，唐钱婷和叶诗文的蛙泳，
彭旭玮和万乐天的仰泳，李冰
洁的中长距离自由泳，多点突
破。如果说不足的话，短距离
的自由泳，依然有可以提升的
空间。

中国游泳已经不只在某
个泳姿一枝独秀，而是男女均
衡发展，各个泳姿齐头并进，
并且都达到了世界领先的地
位。

据《解放日报》

中国游泳队创亚运最佳战绩

一骑绝尘秘诀是什么？

随着亚运赛事推进，杭州
亚运会单日金牌数再创新高，
赛事核心系统迎来处理高峰，
杭州亚运会赛事成绩发布系统
实现100%上云，成绩发布更快
捷稳定。在裁判员确认成绩之
后，5秒钟就可实现赛事信息发
布，这是全球综合性运动会上
成绩发布快捷、实用的新型技
术。

计分牌背后是世界领先的
云上系统

在激烈的体育竞技赛场，
运动员和现场观众翘首以盼
的，是计分牌上跳动的实时分
数。守在电视机、手机荧幕前
的线上观众，也想在第一时间
实时获取即时赛果信息。

计分牌背后接入的，是一
个“云上大脑”——基于云计
算建设的赛事成绩发布类系
统。基于该系统，赛场上的计
时计分设备将录得的成绩导
入至“场馆成绩系统”，进而再
推送到云端的“中央成绩系
统”进行统一汇总，输出提供
给其他各类系统调用。比如，
亚运官网、INFO系统、评论员

信息系统、智能亚运一站通、
杭州亚运行等，数据源头都来
自中央成绩系统。

赛事成绩发布类系统每
天要实时处理大量的关键信
息。以9月27日赛事为例，当
天共进行30个竞赛分项，379
场比赛，涉及场馆35个，场馆
侧累计上报109393条赛事信
息数据（ODF数据），中央成绩
系统向官网、INFO系统、智能
亚运一站通、杭州亚运行等各
大信息发布平台累计推送

358567条赛事信息数据。
统计数据显示，依托于准

确、稳定、实时的赛事成绩发
布类系统，在成绩核实后，5秒
内就可实现赛事信息发布，这
是全球综合性运动会上，成绩
发布环节快捷、实用的新型技
术。

比赛成绩云端闯过4道关

从赛场到计分牌，每场比
赛的成绩数据，要经历获取、计
算、存储、传输等 4道技术关

卡，最后实时准确地呈现给大
家。

每个技术环节都进行了技
术创新和保障。在场馆现场，
计时计分设备和场馆成绩处理
系统力求稳定，作为成绩最初
的数据源头，工程师们和现场
工作人员重保稳定。

在计算侧，依托于云平台
充沛的算力，赛事系统可以将
计算任务分发到云平台多个节
点上并行处理，大幅提高数据
处理的效率和速度，确保系统
能够实时计算并更新比赛成绩
数据。

在数据存储侧，利用云原
生的分布式数据处理和存储能
力，可实现数据的存储、跨系统
同步机制和容灾备份。同时，
结合云端实时监控和告警能
力，及时发现并处理系统异常
或故障，最大程度保障数据的
准确性和可靠性。

在传输侧，亚组委专门建
设了54个亚运竞赛场馆、非竞
赛场馆和云平台数据中心的专
网，用作传输保障。

此前，亚组委组织了6轮
技术联调演练，包括了61个体

育分项的单独测试、多体育分
项并发测试、全要素技术演练
等，充分模拟了各种情况，为赛
时系统稳定运行提供了可靠的
演练和坚实的保障。

云上亚运完成系统通、数据通

杭州亚运会是史上首届云
上亚运，包括赛事成绩发布类、
赛事管理类、赛事支持类等三
大核心系统群100%实现上云。

基于云底座，杭州亚运会
全面采用云原生技术，赛事核
心系统群实现了系统通和数据
通。这一创新的云技术方案避
免了传统模式下各自“建烟
囱”、数据难以互通的“老大难”
问题，可以更好地支撑丰富的
智能应用。

三大核心系统群将注册管
理、竞赛报名、赛事成绩等赛
事信息安全地汇聚在云计算
底座上，并通过应用程序编
程接口、文件传输等接口统
一输出，实现各类数据准确、
即时地一键输出，最终实时呈
现在现场及线上看到的计分
牌上。

据杭州第19届亚运会官网

竞赛成绩发布仅需5秒
杭州亚运会怎么做到的？

赛场上的计分牌。

■新华社记者
姚友明、周欣、谢琳

夺得杭州亚运会女子50
米蝶泳冠军后，张雨霏非常罕
见地哭了。

她是“钢铁战士”，平时总
以笑脸待人，这一次哭，不是
为自己，而是为对手——日本
选手池江璃花子。

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上，
池江璃花子在泳池里所向披
靡，斩获6金2银，被亚奥理事
会评为那届亚运会“最有价值
运动员”。而当时的张雨霏羽
翼未丰。

张雨霏和池江，本来会是
一对很好的对手，相互竞争，
相互鼓励，相互成就。

可是，池江却在 2019 年
罹患白血病，当时没多少人觉
得，这位“天才少女”能够回
来。

治疗是艰难的，但池江表
现出了超凡的毅力。治疗期
间，她偶尔还会向粉丝透露一
些生活细节，譬如在自己的生
日，她说：“治疗期间我不能吃
新鲜的奶油，等我回家后，我
一定吃一块美味的新鲜奶油
蛋糕。”

池江不仅与病魔抗争，还
将正能量通过社交网络传递
给其他病友。2020年3月，她
重回泳池开始训练。

历经身心的淬炼，她终于
复出了，一步步从日本全国比
赛游到世界大赛。因为身体
状态并未完全恢复，池江璃花

子在本届亚运会参加的项目
不多，期间还因为流感导致身
体不适，所以她把主攻方向设
在50米蝶泳，希望能收获一枚
个人奖牌。

29日上午的预赛，池江顺
利晋级决赛。她和张雨霏，终
于在亚运赛场的顶峰相见。

决赛中，当池江在张雨霏
和余依婷之后第三个触壁的
一刻，全场响起了祝福和敬意
的掌声。

张雨霏说，站在领奖台上
她听到现场广播报出“池江璃
花子”时，她就觉得鼻子发酸
了，只是觉得在全场观众和电
视转播面前，有些不好意思。

可当她看到池江拿着铜
牌奔向教练时，“微笑天使”张
雨霏终于绷不住了。她抹着
眼泪，与池江拥抱，获得亚军
的余依婷也红了眼圈。颁奖
仪式结束后的退场音乐“应
景”地戛然而止，一首日语歌
曲跃入耳畔，大屏幕上放着池
江过往的荣耀时刻，池江的眼
眸中，泪光闪烁。

池江为亚洲泳坛有张雨
霏这样的选手而感到开心，她
说自己一定要努力，加油赶
上。接受采访时，张雨霏仍泪
水涟涟，连续发烧两天带病作
战的她，对池江回归过程中经
历过的东西也有所感慨。

“你出现在这里，就已经
是你创造的莫大奇迹了。”这
是张雨霏和所有人的心声。

张雨霏的眼泪，这一刻为
池江而落。

张雨霏哭了
这次是为了池江

观珍贵藏品，看亚运故
事。如果想要了解亚运会的
历史，来杭州亚运会博物馆再
合适不过。杭州亚运会博物
馆刚刚开馆，赛后将对公众开
放，有望成为热门“打卡”地。

地铁行至奥体中心站，亚
运气息扑面而来，一条鲜艳的
田径跑道铺展在面前。杭州
亚运会博物馆开设在杭州奥
体中心主体育场地下一层。
入口不算大，但非常醒目。博
物馆由“亚运与杭州”“亚运与
亚洲”“亚运与未来”3个展厅
组成，展陈面积约5400平方
米。

博物馆除了有形式丰富、
内容翔实的介绍，还有历届亚
运会火炬、吉祥物、奖牌、海报
等实物。每件藏品背后都凝

聚着承办地付出的辛劳和智
慧，亚运会传承与发展的脉络
也更为清晰。杭州也是这座
博物馆的主角之一，从杭州亚
运会筹备过程到新建场馆，一
件件实物或模型的“讲解”，给
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在一处圆形展厅，各式各
样的小物件抓人眼球。这些
都是亚奥理事会成员赠予杭
州亚运会博物馆的珍贵藏品，
满含创意与心意，也映射出亚
运会不仅是体育盛会，也是文
化交流的平台。

先进的数字技术、逼真的
互动体验和充满科技感的音
效，也是这座博物馆的特色。
历史与现在，借助高科技手
段，以体育的方式在这里“握
手”。 据《人民日报》

小物件“讲述”
亚运故事

9 月 29 日凌晨，53 匹杭
州亚运会参赛马在杭州海关
所属杭州萧山机场海关的监
管下通关入境。这些赛马沿
着生物安全通道，由海关关
员、马术项目管理指挥中心
赛事保障组工作人员全程

“护送”至桐庐马术中心。至
此，参加杭州亚运会114匹参
赛马已全部顺利“入住”比赛
场馆。抵达场馆后，杭州海
关所属钱江海关将全程驻
场，对赛马在杭州参赛期间
的临床健康状况、生物安全
管理等实施全方位的检疫监
管，保障赛马检疫安全，健康
参赛。

通讯员俞晶 摄影报道

▲

▲

来啦
赛马

申真谞输了，柯洁输了，
最后夺冠的是来自中国台北
年仅22岁的许皓金宏。这场围
棋男子个人赛，过程跌宕起
伏，令人意想不到。

不难发现，现在的围棋赛
场群雄并起。围棋的赛前预
测越来越难了，棋手也变得越
来越年轻。为什么会这样？

一个比较明显的原因是，
每一局棋的时间越来越短了。

曾经，在川端康成的小说
《名人》中，名人秀哉在64岁那
年，要以一局棋来告退棋界。
年轻的棋手木谷实七段作为
代表被推上了舞台。这一局
棋下得十分激烈，双方限时40
小时。其间，由于秀哉的健康
状况，棋局甚至中断了三个
月。

小说描写的这局棋，是围
棋史上最有名的棋局之一。
现实中，这一局棋从1938年6
月26日一直下到当年的12月
4日。

如今，围棋再也不是川端

康成看到的，一盘棋能下几天
几夜的时代了。为了适应当
代生活的快节奏和电视转播
的需要，双方限时逐步压缩，
通常在2小时左右。此次亚运
会的角逐，对战各方用时限制
只有一个小时。

加快的棋局，更加变化莫
测，对于体力和精力都提出了
超高的要求，让年龄稍长一点
的适合“长考”的选手很难坚
持下去。比如，曾经独占鳌头
的日本棋手早已风光不在。

而在更深的层次上，人工
智能的出现和“道场制”的培
养模式，打破了传统的师承体
系，又让年轻的棋手可以通过
大量高质量的对战训练，快速
积累经验，在20岁左右就达到
巅峰。

在上世纪中期，40岁上下
的顶级棋手相当普遍，现在的
棋手年过30，就开始走入下降
通道。顶级围棋赛场，确实已
经是年轻人的天下了。

据潮新闻

为什么顶级围棋手
越来越年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