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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时最短的世界纪录
为什么频繁刷新
又为什么面临争议

4秒75——作为一项竞技体育的世界纪录，这个数字听起来
比博尔特的9秒58还“疯狂”。在巴黎奥运会男子速度攀岩资格赛
中，18岁的美国选手沃森用4秒75的时间攀上了15米高的速度赛
高墙，打破了由他自己保持的该项目世界纪录。而这，已是这项纪
录自2021年来第11次被刷新了。

这无疑是所有奥运项目中用时最短的世界纪录，4秒多的时间
还不够成年人完成两次完整呼吸。而该项目女子纪录也令人咂
舌，波兰人米罗斯瓦夫在5日一天之内两破纪录，最终将其定格在
6秒06，也是奥运会上用时最短的女子项目世界纪录。自2021年
以来，它也已经刷新9次了。

据新华社

说完不断提升的原因，再来
聊聊这个纪录面临的争议。

速度攀岩的标准赛道是在
2007 年投入使用的，其设计者
——法国攀岩定线员雅基·古道
夫最开始的野心，是“设计一种像
田径 100 米跑道一样的东西”。
许多观众也确实觉得，速度攀岩
就像岩壁上的“飞人大战”。血脉
偾张的两两对决、瞬间成败的大
悲大喜、不断刷新的世界纪录，都
给攀岩这个至今在全球仍算小众
的运动带来了更多曝光。

另外，只需几秒就能完赛的速
度攀岩，无疑踩在了传播潮流的点
上。“我们在全球各地的转播商那
里都接到过这样的要求：不要完整
直播信号，只要精彩瞬间剪辑。”国
际攀联的赛事运营经理费德里科·
费罗说，观众们碎片化的注意力，
逼迫着赛事提供更密集的亮点、高
潮。“发展速度项目可以帮我们触
达更多受众，尤其是年轻一代。”

但速度攀岩也一直面临着争
议。在攀岩入奥前，这个项目已
经拥有了黏性很高的从业者、爱
好者和观众社群，他们有着自己
引以为傲的项目文化。由于项目
从户外运动发展而来，资深岩友

非常珍视人类在面对变幻莫测的
大自然时展现出的创造性。因
此，标准化的竞赛模式，在一些岩
友眼中与户外攀爬的精神相去甚
远。要求更换赛道，或者恢复使
用随机赛道的呼声一直都存在。

“我们确实考虑过在东京奥
运会后就更换赛道。”国际攀联副
主席小日向彻回应道，“但这个项
目的成绩还在飞速提升，现在换
赛道对于选手是不公平的。”

而目前速度攀岩的领军人物
沃森则认为，速度攀岩拓展了攀
岩的项目文化。“看一场速度攀岩
的比赛，是周六晚上最适合干的
事之一。”他说，“它和攀石、难度
攀岩确实不同，它有自己的精
彩。我希望攀石和难度的支持者
们给速度攀岩一个机会，来看看
人类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可以做成
什么令人惊叹的事。我相信还有
很多维度可以让攀岩变得特别。”

今年4月，在中国江苏吴江，
沃森对记者说了一段相当诗意的
话，来描述完成了一次完美攀爬
时的感受：“每个人身体里都有一
群蝴蝶，当你（在攀爬中）做对了
所有事，那群蝴蝶会自己带着你
飞起来。”

虽然只是个00后，但邓丽娟过去几年一直是中
国女子速度攀岩的领军人物。2020年 9月，她以7
秒088的成绩创造了新的全国纪录，一周以后又赛
出了超世界纪录的6秒745（全国比赛成绩不算入世
界纪录的排名）；2021年邓丽娟继续提升成绩，6秒
67再超世界纪录；2022年是邓丽娟在国际赛场扬眉
吐气的一年，她一口气拿下三站世界杯冠军，并且刷
新了亚洲纪录，6秒55的成绩仅比当时的世界纪录
慢了0.02秒；时间来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上邓丽
娟不敌印尼选手获得银牌，不过在当年底的国际攀
联亚洲区奥运资格赛上，她很快就以冠军身份拿到
了一张女子速度攀岩的奥运入场券。

当时邓丽娟表示：“我既激动又不是非常激动，
激动是因为拿到了这个（奥运）资格，能够去奥运舞
台，不是很激动则是因为自己没有发挥应有的水
平。”

听上去，这个小姑娘对自己的要求过于严苛，一
些身边人也时常谈到邓丽娟只要上场比赛总是板着
一张脸，不苟言笑。关于“表情管理”，她表示：“我也
不知道其他人是什么样，可能我更专注于自己，那个
时候只想着比赛本身吧。”

说起来，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恰恰也因为
邓丽娟的专注。早在2017年，邓丽娟就入选了
国家集训队，2018年年仅17岁的邓丽娟已经站
上了亚运赛场，她和队友们一起拿到了雅加达亚运
会攀岩接力项目的银牌，不过那个时候的邓丽娟还
是一个二队选手，但她心里也有一个征战奥运的梦
想。邓丽娟接受采访时直言不讳：“每一个运动员都
想比奥运，都想站上奥运会的领奖台。”为了这个目
标，邓丽娟加倍付出，她也告诉自己，“不要纠结于你
现在的成绩，当下不行不代表以后不行，多想想自己
当初为什么要从事这项运动，既然之前那么多苦都
坚持下来了，怎么能够因为一点困难就放弃呢？”

新的奥运周期里，邓丽娟开始爆发，从2021年
开始，只要她参加的国内比赛，冠军几乎不会旁落，
成绩突飞猛进的同时，总有媒体询问邓丽娟有什么
秘诀，她言简意赅，“就一句话，多练！”展望巴黎奥
运，她的期待也是相似的，“就想爬得更快，这种欲望
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强烈，我想把最好的自己展现
出来，争取能够站上最高的领奖台。”

眼下邓丽娟已经来到了自己日思夜想的奥运赛
场，她也处在自己的最佳状态，最终拿下了一枚宝贵
的银牌。

飞岩
走壁

一路刷新个人最好成绩
邓丽娟摘女子速度攀岩银牌

成绩不断提升的原因

这个纪录面临的争议

现场看速度攀岩，场面是极
为震撼的。它快到很多人第一次
看比赛时，都以为运动员是被保
护绳拽上墙的，因为实在无法相
信人类在垂直方向上，竟能快得
像在地面上飞奔一般。直到观看
慢镜头回放，发现保护绳明显处
于松弛状态，并没有承受下方运
动员的体重时，人们才意识到：人
类的运动能力，的确超乎想象。

一个已经快到如此地步的纪
录，为何纪录刷新频率还能如此
之高？

第一个原因是项目的标准
化。竞技攀岩下设三个分项，历
史最悠久的是难度和攀石，它们
在巴黎奥运会组成了全能项目。

二者保留了更多户外攀爬
的元素，其比赛线路每次比
赛都是全新的，就像大自然

的环境也从来不会重复一样。普
通人去岩馆体验攀岩运动，接触
的也大多是这两个项目。

但速度项目的攀岩墙却是全
球统一、男女通用的：15米高、5
度倾斜角、并列两条 3米宽的赛
道、20个形状大小完全一样的大
手点，以及11个同样完全相同的
小脚点。运动员无论在全球各地
哪里训练、比赛，遇到的都会是相
同的赛道。

这就意味着，运动员的攀爬
过程也可以是固定的一套动作，
并且可反复打磨、精进技术细节，

以达到更快的效果。
第二个因素是攀岩运动在奥

运会上地位的提升。观察该项目
世界纪录的进化史可以发现，纪
录刷新频率的明显提高发生于
2021 年，也就是东京奥运会后。
这是因为速度攀岩在巴黎奥运会
上首次作为独立的项目设置奖
牌，让各代表团对该项目的重视
程度陡增。一些国家也开始用政
府保障训练的形式，鼓励速度攀
岩的发展。

第三是适合速度攀岩的科学
训练手段正不断进化。中国攀岩
队科研负责人袁国庆介绍，作为
新项目，速度攀岩与任何传统速
度项目都有不同。游泳、田径等
项目中，运动员的动作是规律、重
复的，但速度攀岩赛道的岩点分
布不是均匀的，选手的每个动作
都不一样，上升轨迹也不在一条
直线上，因此无法完全照搬传统
速度项目的技术诊断思路，需要
一套适应项目特点的新方法。

在全球范围内，各队都在进
行自己的尝试。法国队曾利用过
航空航天部门的训练基地，对运
动员进行3D影像学分析；波兰队
用无人机跟拍过攀爬的运动员，
收集到影像后进行技术分析；中
国队也采购过国外一套装备，在
岩点上加装传感器，来监测运动
员触点的时间等各项数据，但效
果并不理想。

北京时间8月7日，巴黎奥运会速度攀岩决赛
中，面对实力强大的波兰选手米罗斯瓦夫，中国选手
邓丽娟以6秒18的成绩拿下了银牌，而世界纪录保
持者米罗斯瓦夫继续保持良好状态以6秒10夺冠。

8月5日，速度攀岩预赛，邓丽娟发挥出色，以6
秒40晋级决赛，同时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闯进
决赛的一路上又把个人最好成绩刷新到了 6 秒
36。在面对强敌米罗斯瓦夫时，邓丽娟依然敢于挑
战，在决赛中继续改写了PB（个人最好成绩），拿下
了一枚沉甸甸的银牌。女子速度攀岩也是本届巴黎
奥运会的全新项目。

据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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