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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0 日，在 2024－

2025 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

业联赛（CBA）常规赛第 20

轮比赛中，深圳马可波罗队

主教练兼球员周鹏（上左）

在比赛中上篮。

新华社发（彭志刚 摄）

在低谷中艰难前行
——中国三大球的2024年

在即将过去的
2024 年，被誉为世界第一

运动的足球、职业化程度很高的
篮球以及闪耀着“女排精神”的排
球，依然牵动着广大球迷的心。然而，
这一年来，中国三大球的国家队，在
竞技层面深陷低谷，与世界强队的差
距愈发明显。十年饮冰，难凉热血。
虽然中国三大球在艰难爬升，但
希望在前，从业者惟需奋楫

笃行，久久为功。

排球
继续爬坡 任务艰巨

随着奥运冠军张常宁、朱婷的回归，中

国女排如愿晋级巴黎奥运会，并在小组赛

中连克美国、法国和塞尔维亚队，但此后憾

负土耳其队，无缘四强。虽然中国女排未能

带来更大惊喜，虽然她们从低谷中向上攀

登的进程比预想的艰难，但这支经过重塑

的中国女排总体表现及格。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女子 U 系列国家

队战绩喜人。在匡琦率队夺得 U20 女排亚

锦赛冠军后，赵勇又率队获得 U17 女排世

锦赛冠军，郭湘玲、李晨瑄等多名新人表现

抢眼。较为深厚的人才储备，让人们对还将

继续爬坡的中国女排增添一份期待。

无缘巴黎奥运会的中国男排提前开启

洛杉矶奥运会备战。本土主帅吴胜去职后，

中国队将帅印交到外籍教练手中。经验丰

富的比利时人海宁率队在采用单败淘汰赛

制的男排挑战者杯赛中夺冠，中国队拿到

世界男排联赛和世锦赛参赛资格。正如他

所言，中国男排需重拾信心，他将以打好世

界男排联赛为抓手，带领中国队提高世界

排名、冲击下届奥运会资格。

中国排协在2024－2025赛季中国排球

超级联赛中推出联赛分级、升降级、外援补

偿、限制底薪、严格准入等举措。参考了海

宁建议的外援补偿政策与国家队建设直接

相关，其出发点即鼓励优秀运动员去国外

高水平联赛提升实力。中国排协有关人士

称，出国打球和外援补偿名额挂钩在新奥

运周期不会有大的变化，这进一步显示了

管理者求变的决心。朱婷、袁心玥、张景胤

等 10余名球员前往国外联赛打球，与新政

相呼应。

在巴黎奥运会中国三大球整体表现欠

佳的背景下，首届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

会举行，产生的 6 枚金牌将计入明年全运

会成绩榜。这次运动会既给青少年精英运

动员提供了竞技舞台，也是对后备人才的

检阅。

有了 2025 全运会杠杆的加持，各省区

市对这项赛事高度重视。虽然三大球人才

培养非一日之功，虽然体教融合尚未完全

走通、功利化思维依然存在，但这一创新赛

事将为扩大三大球人口规模、为各级国家

队培养输送人才带来有益探索。

据新华社

篮球
历史的辉煌与现实的萧瑟
12 月，中国篮协宣布，包括李汉亭、巩晓彬、

杨洁、苗立杰在内的 9 人被确定为 2024 年中国篮

球名人堂入堂人物。至此，中国篮球名人堂已产生

42位入堂个人和 3个集体。

每个名字的背后，都代表着中国篮球过去的

辉煌。在 2024年，我们追忆着曾经的辉煌，也慨叹

着现实的落寞。

今年是奥运年，但中国男篮已经连续第二次无

缘奥运会。中国男篮上一次在奥运会上赢球还要追溯

到2008年。上一次在境外举办的奥运会上赢球，则要

追溯到20年前的雅典奥运会，在那届奥运会上，以姚

明为攻防核心的中国男篮绝境中逆袭，杀入八强。在

那之后，中国男篮在世锦赛和奥运会上留下了绝杀斯

洛文尼亚、击败德国、把世界冠军西班牙队逼进加时

的经典战例。然而，在伦敦、里约奥运会以全败结束，

又连续8年没有登上奥运赛场之后，“奥运会”对中国

男篮来说，已有了越来越明显的距离感。

2024年，姚明迎来了人生中的又一次重大转变

——卸任中国篮协主席。在担任篮协主席的7年中，

他主导的国家队、小篮球、CBA赛制等方面的创新让

人耳目一新，但在男篮亚洲杯、世界杯等大赛上的接

连失利则成为了挥之不去的遗憾。同样在这一年，同

样在雅典奥运会中国男篮阵中的郭士强也迎来了

人生中的重要转变——再次担任中国男篮主教练。

历史的辉煌与现实的萧瑟产生了强烈的对比。

2024年的中国篮坛，主题就是寻找未来、寻求突破。

未来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在U17男篮世界杯

上，中国队虽仅获第13名，但李悦洲、张博源等一批

队员在对阵法国队等强队比赛中表现亮眼。身高超

过 2米 20的希望之星张子宇在 U18女篮亚洲杯上

大放异彩，帮助中国队获得亚军。她还率领山东队在

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上夺冠。

一批青年才俊开始在国外的大学、高中历练。

今夏的美职篮（NBA）选秀大会上，中国球员崔永熙

虽未被选中，但通过努力与篮网队签下双向合同。10

月，在NBA常规赛篮网队与雄鹿队的比赛中，崔永

熙完成首秀，成为第七位在NBA正赛中出场的中国

球员。虽然不久前因伤被裁，但他的努力值得肯定。

2024 年，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BA）进入

第 30 个年头。为了增强观赏性，联赛放宽了外援

政策。CBA 俱乐部杯赛首次亮相，全新的赛制也

成为了职业联赛吸引观众的新尝试。中国女子篮

球联赛（WCBA）扩军至历史最多的 21支队伍，赛

程赛制和球员政策也迎来升级。

致敬传统，放眼明天。中国篮球正在为未来蓄

力，期待着下一次辉煌早日到来。

足球
最差之时 或迎最大希望

2024年对中国足球是一个特殊年份。自2022年

11月中国男足原主教练李铁被查开始，中国足坛刮

起新一轮反腐风暴，涉案人员多在今年得到审判。此

外，中国足协对“假赌黑”涉案人员作出行业处罚，其

中43人被终身“禁足”。

自本世纪初开始，中国足球已出现三次大规

模腐败乱象，“十年轮回”“前腐后继”发人深省，中

超公司自成立开始连续 6 任董事长全部落马，更

是令人唏嘘。中国足球要浴火重生，必须与腐败行

为、行业乱象做彻底切割。所有足球从业者要勇于

刮骨疗毒，树立红线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更要团

结一心，脚踏实地，“重整河山”。

足坛动荡中，男足国家队的表现如果用球迷

的话说，或许是一句“在最差的时候，却迎来最大

的希望”。在踉踉跄跄闯入世预赛亚洲区 18 强赛

后，中国队开局遭遇三连败，无论是过程和结果，

几乎让人看不到希望。然而，逆境中的国足，在球

迷们不离不弃地一路追随和全力支持下，拼出两

连胜，扭转困局。再负日本队后，国足虽小组垫底，

但仅比小组第二少 1 分，晋级希望仍在。事实证

明，即便在实力上处于劣势，只要国足敢于战斗、

尽显血性，依然可以攥紧希望、获得支持。

同样带来希望的是中国U16男足，他们在U17

亚洲杯预选赛最后一场战平韩国队，取得明年正赛

资格。与今年2月建队时相比，全队在各方面有了明

显提高。这也是一年来各级国字号梯队通过赛练结

合取得进步的缩影。

处于大赛“空窗期”的中国女足，任务之一是

球队换血和重建。澳大利亚人米利西奇成为国家

队主教练后，率队参加的 5 场国际比赛 2 胜 1 平 2

负，成绩尚可。但在与澳大利亚和荷兰等世界强队

的较量中，中国队在高强度对抗下的技战术水平，

明显不足。接下来，米利西奇需加快换血速度，确

定阵容框架，为 2026年亚洲杯做准备。

2024 赛季中超联赛迎来积极的变化。联赛竞

技水平明显提升，中超场均净比赛时间、高强度跑

动距离等核心技术数据均高于上赛季。三级职业

联赛 U21 球员的平均上场时间和进球率显著提

升。此外，对俱乐部申诉判罚案例公开评议并公布

结果、与国际接轨选派部分女子裁判执裁男子职

业联赛等裁判工作新政获得好评。

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联赛依然存在部分俱

乐部欠薪、俱乐部造血能力不足、本土球员与外援

水平差距明显、俱乐部青训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

展望 2025，每一个中国足球人，仍需踏踏实

实做好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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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刚过，冰雪运动、冰雪旅游正
当时，“尔滨热”迎来 2.0版。热闹背后也
有“小插曲”：有网友舔铁，不小心“舌头
被粘”；有人玩“泼水成冰”，被热水烫
伤；还有人调侃“打出溜滑儿的尽头是
骨科”。记者采访相关专家，看看这些

“窘境”如何“破解”。

“舌头被粘”还想舔？

“年年都提醒别舔铁，连中央大街

的铁柱子都穿上‘花棉袄’了，但还是有

人中招。”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

院烧伤病区主任医师赵震宇说。

哈尔滨冬季气温低至零下 20 多摄

氏度，一些游客在室外用舌头、手指触

碰冰面或铁栏杆，很可能被粘住。哈尔

滨工业大学物理学院教授李均说，舌头

被粘住，其实是唾液与铁栏杆相遇，瞬

间形成一层薄薄的冰，这和夏天吃雪糕

感觉粘舌头是同样的原理。

身体部位一旦被粘住甚至冻伤，如

何是好？赵震宇说，可用 37至 40摄氏度

的温水浇淋粘连部位，尽快复温。水温

不能太高，最好有温度计测量，如果没

有，就用手试探，以温和、不烫手为宜。

同行伙伴也可用“哈气”帮忙松解，不过

操作难度较大。

被冻伤的身体部位通常会发硬，用

温水浸泡约 30 分钟后，若恢复红润、变

软，即复温成功，用毛巾轻轻吸干，注意

千万别擦破皮肤。

赵震宇说，受伤面积小，可自行观

察后续状况；若面积大且较为严重，尽

快前往医院烧伤科就诊。“一般医院没

有专门的冻伤科，而冻伤和烧伤的致伤

机制类似，都是环境变化导致皮肤软组

织损伤，所以要到烧伤科就诊。”

就诊时，皮肤破溃、起大水疱，医生会

抽水疱、上药膏、用敷料包扎等，严重冻伤

或许还需溶栓药物治疗。如疼痛感剧烈，

可口服布洛芬等非甾体类抗炎药缓解。

赵震宇着重提醒，医学上冻伤分为

4度，情况严重的面临截肢风险，所以千

万别轻易以身试险。“实在想体验舔铁

的感觉，不妨在中央大街买根马迭尔冰

棍尝尝，也算是过把瘾。”

“泼水成伤”怎么“破”？

要想拍出惊艳的“泼水成冰”大片，

哈尔滨工业大学物理学院教授任延宇
给出建议：在零下 20 摄氏度以下的环
境，用 90 摄氏度以上的热水，手持保温
杯，用力向斜上方泼出，同时背景光线
要暗，这样拍出的照片、视频才够震撼。

然而，实际操作时稍有不慎，比如
动作变形，烫伤部位往往集中在头部、
面部、手、脚等。赵震宇说，安全起见，泼
水前务必戴好帽子、围巾、手套，挑选远
离人群的空旷场地，有专业人员指导则
更稳妥。

不慎被热水烫伤，又该如何处理？
赵震宇说，首先要迅速转移至温暖

室内，脱掉被热水浸湿的衣物，接着用
流水冲洗受伤部位 20到 30分钟。

冲洗完毕后，查看烫伤情况，若仅
皮肤发红、无水疱，属于一度烫伤，保持
清洁干燥即可，一周左右便能痊愈。如
果出现水疱，就是浅二度烫伤，水疱面
积大，建议前往医院烧伤科治疗。水疱
小，则可自行处置，先消毒，再用注射器
抽吸水疱液，注意保留水疱皮，随后涂
抹烧伤药物，最后用无菌纱布包扎。

赵震宇还提醒，烫伤后用雪搓、用
火烤、擦牙膏、涂蜂蜜、抹大酱等民间偏
方“万万不可取”，非但没有科学依据，
还极易诱发感染，加重病情。

“打出溜滑儿”如何优雅？

许多南方游客来到哈尔滨，第一件
事就是找块冰面，打个“出溜滑儿”。但
有人还没开始“炫技”，就先摔了跤。“整

个冰雪季，我们科室会接待三四百名患
者。”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运
动医学关节外科副主任谷守滨说。

怎样才能优雅地“打出溜滑儿”？哈
尔滨工业大学体育部副主任张宝军传
授技巧：首先，选平整、光滑且无杂物的
冰面，穿摩擦力小的鞋子。滑行前，先缓
步助跑，后面的脚轻轻蹬一下，快速助
跑反而容易摔倒。滑行时，两脚前后分
开，膝盖弯曲，微微侧身，脚尖向前，重
心适当前倾，两臂自然下垂。

“千万别为了耍帅，把手插裤兜。”张
宝军说，不慎失去平衡，应主动屈膝降低
重心，同时收紧下颌，防止头部着地。

天寒地冻，万一摔伤了，该怎么办？
谷守滨说，若摔伤部位肿胀严重，最

好拍X光片，确认是否有骨折。如果没有
骨折，但肿胀明显，大多是软组织或韧带
损伤，建议休息 3周左右，尽量少做体育
运动、少走路，有条件的尽量乘车。

倘若肿胀不明显，可先观察，受伤
48 小时内冰敷，48 小时后热敷，这样消
肿效果更佳。若两三天后仍不见好转，
甚至疼痛加剧，就得尽快前往医院骨科
就诊。

专家提醒，来“尔滨”玩，一定要注
意保暖，别穿潮湿或过紧的鞋袜、衣物，
在户外别长时间“静若处子”，适当“动
若脱兔”，有助于保持体温，尤其要注意
酒后不宜长时间暴露在室外。

据新华社

游客体验“泼水成冰”。新华社记者 杨思琪 摄

“泼水成伤”怎么“破”？
“尔滨”专家来教你

“暗能量”可能并不存在
据新华社伦敦 12 月 23 日电

一项发表在英国《皇家天文学会月
刊：快报》上的新研究认为，“暗能量”
可能并不存在。这一观点或将引发人
们对宇宙膨胀的重新认识。

多年来，天体物理学界普遍认为
宇宙在各个方向都是均匀膨胀的。为
了解释宇宙为何看起来会加速膨胀，
科学家引入了“暗能量”这一概念，也
就是有一种尚未被认知的能量在影
响宇宙膨胀速度。不过相关理论一直
存在争议。

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的研究人员
近日发表论文说，他们通过对超新星光
变曲线的分析发现，宇宙膨胀本来就并
不均匀。这一结论支持了一个不需要

“暗能量”的宇宙膨胀模型，即“时间景

观”模型。该模型认为，光被拉伸相关现
象并非宇宙加速膨胀的结果，而是人们
如何校准时间和距离的结果。

根据这一模型，引力越强时间越
慢，那么同样的时钟在银河系中可能
比在空荡荡的宇宙空洞中走得慢得
多。也就是说，在宇宙空洞中时间过
得更快，空间膨胀得也更多，看起来
就像是宇宙膨胀在加速。

研究人员说，他们的发现表明，
不需要“暗能量”来解释为何宇宙似
乎在加速膨胀，这可能有助解决关于
宇宙膨胀的一些关键问题。不过，“时
间景观”模型是否成立，还需欧洲航
天局的欧几里得卫星以及美国航天
局即将发射的罗曼空间望远镜进一
步观测来验证。

月球可能更“年长”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3 日电

月球年龄有多大？科学界对此结论不
一。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在英国

《自然》杂志报告说，月球最早可能形
成于 45.3 亿年前，比原来认为的更

“年长”。
太阳系约在 46亿年前开始形成。

关于月球起源，此前一般认为，月球
是在新生地球和一颗火星大小的岩
石相撞后形成的，当时月球表面布满
了岩浆海洋。根据此前对月球岩石样
本以及月球锆石颗粒的研究推算，月
球年龄在 43.5亿岁至 45.1亿岁之间。

为了进一步弄清这一问题，美国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等机
构的研究人员利用计算机建模证明，
月球可能经历了充足的潮汐加热，导
致月球表面在 43.5亿年前发生了“重
熔”，这会“重置”月球岩石的年龄，导
致月球的真实年龄“被掩盖”，同时还
保留了罕见的早期形成的锆石。

研究人员据此推断，月球形成在
44.3亿至 45.3亿年前。此外，月球“重
熔”事件或许解释了为何撞击形成的
月球撞击盆地比预期的要少，因为这
些盆地可能在“重熔”中被抹掉了。

人工智能可“闻香识美酒”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3 日电

德国研究人员近日在英国《通讯化
学》杂志上发表论文说，他们开发出
一种人工智能算法，可辨别出 16 种
威士忌各自最突出的 5 种香气，且与
品酒师品鉴的结果相吻合。

威士忌的香草、焦糖或烟熏等香
气由超过 40 种化合物分子组合产
生，但各种气味混合在一起会相互抑
制，且每种化合物分子在空气、水和
油等不同介质中呈现出不同的气味，
因此仅靠质谱仪等工具探测分析挥
发物的分子组成难以辨别微妙的香
气变化，而品酒师辨别则需要投入时
间和精力等，且存在品酒师意见不统
一的现象。

来自德国弗劳恩霍夫工艺工程与

包装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首先把 16 种
预先分析过分子组成的威士忌作为样
本，并使用两种人工智能算法联合测
试。一种是研究人员自己设计的数据
模型OWsum，可根据检测到的分子区
分样品，另一种是经过训练的神经网
络算法，可根据检测到的分子来预测
气味。结合这两种算法，研究人员得出
了每种威士忌最突出的5种香气。

随后，研究人员让 11 名品酒师
分辨出这些最突出的香气，在他们品
鉴的结果中选取最一致的结论，再与
算法生成的结果相比较。结果发现，
结合两种算法得出的结果与品酒师
得出的结果吻合。研究人员表示，考
虑到人工品鉴存在细微差异性，人工
智能算法的结论相对更为准确。

新研究

22 日发布的《国务
院关于2023年度中央预
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
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的报告》显示，截至 2024
年9月底，农村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项
资金审计方面已整改问
题涉及资金 40.39亿元，
完善制度248项，处理处
分1200人。

2023 年 度 审 计 揭
示的农村学生营养餐问
题，既体现了审计工作

“应审尽审、凡审必严、
严肃问责”的原则，也彰
显了中央对这一民生关
切事的高度重视。

让每一分钱伙食费
都吃进学生嘴中，是确保
校园食品安全的基本保
障。一段时间以来，国内
多地通报的发放霉变蛋
糕、提供变质肉给学生食
用等校园食品安全问题，
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这也
说明，有的地方校园餐主
体责任缺位、监管失职等
问题仍然存在。

筑牢校园食品安全
防线，应“严”字当头。在
审计利器发挥作用的同
时，进一步加大惩处力

度，严惩在校园餐里“捞油水”等违
纪违法行为，让违法者付出沉重代
价，才能保障在校师生“舌尖上的安
全”。

“严”字当头，还需织密制度之
网。教育部近日印发了《中小学校园
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管理工作指
引》，聚焦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细
化操作流程和规范标准，进一步提
升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管理规
范化、精细化、科学化水平。未来，各
地还应针对暴露出的问题，不断探
索完善校园食堂管理的措施办法。

千招万招，不落实就是空招。筑
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落实是关键。
在实现校长老师、食堂经营管理人
员、家长代表、学生“四方同餐”的基
础上，要建立供校食材质量控制体
系和管理平台、探索 AI技术推动学
校食堂优化升级“互联网＋明厨亮
灶”监管平台，让校园餐真正成为放
心餐、满意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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