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黎奧運中國香港代表
團的35名運動員中，

超過一半首次參加奧運會，
其中4名 「矚目新丁」 力爭
表現，在巴黎享受一次奧運

之旅。他們分別是繼師姐何詩蓓後為港隊獲取第3個奧
運資格的17歲少女張心悅、近1年兩項亞洲大賽取得好
成績的 「小女車神」 李思穎、愈戰愈勇的男子重劍手何
瑋桁，以及去年亞運女子花劍兩枚銅牌得主陳諾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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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新華社
報道：坐落在巴黎西南郊外
的凡爾賽宮，是巴黎奧運會
馬術和現代五項的舉辦場
地。記者日前與同事應邀探

訪場館，卻沒想到往返40餘公里竟耗費五個小
時！

走訪馬術場地 5小時往返凡爾賽

大公報記者 譚德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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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隊實力大檢閱②



衝出亞洲闖巴黎李思穎

還有 日6巴黎奧運

單
車

單車隊在巴黎奧運派出男將劉允
祐和女將李思穎參與3項賽事，當中李
思穎將出戰 「個人公路賽」 及 「場地
單車全能賽」 。李思穎曾在全運會和
亞運會分別於上述兩項賽事穿金戴
銀，在亞洲已達一線水平，如今首度
亮相奧運大舞台，重演前輩李慧詩奧
運奪牌佳績也不是夢。

亞運全能賽奪銀
獲外間冠以 「小女車神」 之譽的

李思穎，20歲時為港隊取得全運會女
子公路賽金牌，足證成為單車隊新領
軍人物的實力。去年杭州亞運，李思
穎除了在場地單車全能賽奪銀外，亦
夥拍楊倩玉於麥迪遜賽獲亞，並在團
體追逐賽掛銅，個人獨攬2銀1銅。即

使最後在公路賽只排第8名，但就協助
楊倩玉勇摘金牌。

今年初在印度新德里舉行的亞洲
場地單車錦標賽，李思穎個人取2銀2
銅，近一年亞運及亞錦賽的佳績增強
了她征戰巴黎奧運的信心。

李思穎的主項為場地全能賽，其
次為公路賽，兩者都屬長距離項目，
同樣講求體能耐力，而李思穎基礎體
力強，能力又頗全面，近年與世界各
地強手對抗的經驗與日俱增之下，表
現亦有顯著進步。而她與劉允祐亦提
早到了法國訓練，適應當地天氣、時
差等，務求以最佳狀態，為港隊衝刺
一場漂亮賽事。

李思穎 23歲

參賽項目：
單車女子個人公路
賽、單車女子全能賽

比賽日期：
8月4日（公路賽）
8月11日（全能賽）

主要獎牌紀錄：
•2021年陝西全運
會女子公路單車賽
金牌

•2023年杭州亞運
會2銀1銅

•2024年亞洲場地
單車錦標賽2銀2銅

▲李思穎將出戰
巴黎奧運的個人
公路賽及場地全
能賽。

▶李思穎2023年除
了杭州亞運，亦在
「 香 港 國 際 場 地
盃」 奪牌。

港隊35健兒 逾半首參與

劍
擊 目標8強續備戰何瑋桁

何瑋桁 28歲

參賽項目：
男子重劍個人賽

比賽日期：
7月28日

主要獎牌紀錄：
•2024年亞洲錦標賽男子重劍個人賽
金牌

•2023年杭州亞運男子重劍個人賽及
團體賽銅牌

今屆奧運劍擊隊4名代表之一的
何瑋桁，是繼2012年的梁嘉明後，
時隔12年港隊再有男子重劍選手出戰
奧運。由上屆資格賽16強止步，到去
年杭州亞運歷史性拿下銅牌，再到今
年資格賽奪冠而首度出席奧運，以至
上月亞錦賽摘金，證明何瑋桁在巴黎絕非 「志在參與」 。

上屆東京奧運資格賽，何瑋桁16強出局後一度迷失，幸在前港
將陸昶名擔任教練後，助他重新起步。何瑋桁先在世界盃勇闖8強，
去年杭州亞運更為港隊歷史性拿下男重個人及團體賽銅牌；今年4月
捲土重來在奧運資格賽決賽一劍之差擊敗對手，以亞大區冠軍資格
取得自己首張奧運入場券。

世界第26位個人新高
何瑋桁愈戰愈勇，首先在上月的亞洲錦標賽殺入決賽，並打敗

港隊隊友而成為 「亞洲第一劍」 ，亦因為這次賽事取得佳績，之後
國際劍聯公布的最新世界排名上，何瑋桁由原本的第100位急升至第
26位，寫下個人新高之餘，亦可憑此成績在奧運首圈輪空並直入32
強，對於爭取達成甚至超越自己定下的8強目標，定有幫助。

3年以來，何瑋桁用成績證明自己走在上升軌道，實現了
征戰奧運的夢想，更望為港爭光摘取獎牌。

女子花劍小將陳諾思，今年3月在自己
19歲生日後未足1周，就在美國舉行的花劍
大獎賽首次晉身世界性賽事16強，同時鎖
定了亞大區第2名身份獲得巴黎奧運花劍個

人賽入場券，送給自己一份生日大禮；
儘管在強手林立之下要突圍絕不

容易，但能夠以 「浪漫之
都」 作為首戰奧運的舞

台，絕對不失為一
次值得紀念的經

歷。

陳諾思是繼2004年雅典奧運的陳盈
敏，以及2012年倫敦和2016年里約奧運的
連寶香後，第3位出戰奧運的港隊女花代
表。早年已贏得多項青年組大賽冠軍的陳
諾思，於去年杭州亞運更有獨當一面的表
現，拿下女花個人賽和團體賽兩枚銅牌。
誠然，陳諾思的實力與世界一線仍有點距
離，但畢竟年紀尚輕，透過未來不斷比賽
改進技術和累積經驗，說不定可成為 「女
版張家朗」 。

大獎賽神勇反勝晉級
事實上，陳諾思亦以張家朗

為學習對象，特別是他未到比賽
結束也不會認輸的精神，就如去
年初女花大獎賽都靈站，陳諾思
在資格賽一度大幅落後0：7，但
在隊友從旁打氣鼓勵下，就像張
家朗般 「一分一分打上來」 ，最
終反勝入正賽；相信這種打不死

精神，將繼續在比賽中展現
出來。

陳諾思 19歲

參賽項目：
女子花劍個人賽

比賽日期：
7月28日

主要獎牌紀錄：
•2023年杭州亞運女子
花劍個人賽銅牌

•2023年杭州亞運女子
花劍團體賽銅牌以張家朗為榜樣陳諾思

◀陳諾思在杭州亞
運獲得花劍個人及
團體兩枚銅牌。

◀◀何瑋桁何瑋桁2828歲才歲才
首次參加奧運首次參加奧運。。

奧運4新丁
展開追夢之旅

取經何詩蓓減壓張心悅

游
泳

香港游泳隊除了何詩
蓓外，年僅17歲的超新星張

心悅也是焦點，去年仍只有16
歲時，便游出2分10秒35的時間達

到奧運女子200米背泳A標，拿下巴
黎奧運資格，而她在去年杭州亞運接
力取得獎牌，如今首度參與奧運，定
必可為將來累積寶貴經驗。

張心悅年紀輕輕但已嶄露游泳
天分，成為女子100米及200米背泳
青年紀錄保持者，去年4月更一舉達
奧運A標而游進 「世界大泳池」。及
至去年首次出席亞運，張心悅與 「大
師姐」歐鎧淳等組成的女子4×100
米混合泳接力隊，為港隊爭得一枚銅
牌，而在個人賽上她亦成功躋身200

米背泳決賽，取得第5名，身為泳隊
小師妹而言成績絕對有交代，亦有助
她有更好心理準備參與奧運。

無壓力才游得好
7歲半開始習泳，直言喜歡躺在

水面那種舒適感覺的張心悅，表示
會向何詩蓓取經。她透露這一年來
主要圍繞帶氧和力量方面的訓練，
而隨着奧運比賽日子越來越近，自
己的心情也越來越興奮。在亞運比
賽令她理解自己與頂級泳手的距
離，對於今次奧運自己並無定下目
標，只管拚盡全力、游到最好，亦
緊記何詩蓓的 「貼士」：無壓力去
游，就會游得最好。

▲張心悅是香港女子背泳項目
的新星。

◀張心悅表示已向何詩蓓取經
如何在奧運賽事中減壓。

張心悅 17歲

參賽項目：
女子200米背泳、
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

比賽日期：
8月1-2日

主要獎牌紀錄：
•2023年杭州亞運女子
4×100米混合泳接力
銅牌

▼馬術及現代五項的比賽場地，現場觀眾及參賽運
動員可遠眺凡爾賽宮。 法新社

去程：公交車誤點
17日，組委會舉行媒體探訪活動，下午2

點在凡爾賽宮西北側的比賽場館集合。記者下
午1點20分搭便車從位於巴黎會議宮的主媒體
中心出發，1點55分即抵達。但從酒店出發的
同事遇到麻煩，同事居住的酒店距目的地約24
公里，乘坐公共交通耗時約75至90分鐘。根據
網絡地圖推薦線路，同事乘坐地鐵40分鐘便到
達凡爾賽宮附近。但該站位於凡爾賽宮東側，
場館在西側，步行距離接近5公里。地處郊
區，在難以找到自行車和出租車的情況下，想
到達場館必須再換乘兩趟公交車。但不準時的
公交車打亂同事時間安排。地圖顯示，同事乘
車、候車加換乘大約需要35分鐘。但僅兩次候
車耗時約1小時，最終中午12點40分出發，下
午2點50左右才到達場館。

回程：地鐵線甩站
前車之鑒，回程決定嘗試另一路線：先乘坐

有軌電車，隨後換乘一班地鐵、一班公交車，預
計用時90分鐘。在有軌電車站候車、乘車許久
後，我們換乘到地鐵線。或許因為不熟悉站台指
引及不懂法語播報，我們發現地鐵甩開多站，並
未在目標站台停靠。折騰一番，終於換乘到公交
車上，同樣的戲碼卻再度上演，車路過酒店附近
站點時沒有停靠，在毫無提示的情況下又甩了兩
站。最終，我們只能就近下車，步行返回。計算
了往返總時長，記者用了三個半小時，同事則花
費約五個小時！巴黎奧運會的媒體車覆蓋能力有
限，密集的地鐵和公交線路將會成為重要補充，
各國記者需要對巴黎公共交通情況有所了解。距
離開幕還有一周，浪漫巴黎與全球訪客仍有許多
事項需要磨合。

奧運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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