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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就是奧運年，若以今年表現推斷港將獲獎機會，相信絕大部分人都會看好「牛下女車
神」李慧詩（Sarah）。事實上自德國名將禾高意外退役後，Sarah國際賽的表現也穩步上
揚。自去年6月起，Sarah在強項女子爭先賽已未逢敵手，狀態大勇的她今年繼續
其無敵走勢，4個世界盃分站全部奪冠，全年共掃走15面金牌，不敗走
勢延續了19個月。總結今年成績，她也十分滿意：「個人目
標都是希望爭先賽一直保持第一，變數較大的凱林賽
則其次，所以總結今年都很滿意。接下來會
與教練綜合4站世界盃的不足，探
討凱林賽失利原因並作
出改善。」

2019年很多港將都突破了自身成就為
港爭光，當中最搶眼的相信就是「美女劍手」

江旻憓（Vivian）。不過今年對她來說卻是「先甜
後苦」，3月登上女子重劍世界排名第1之後，7月便因右膝十

字韌帶重創，現正在康復中。Vivian年初連贏兩站世界盃金牌，排名
升上第2，3月積分再趕過排頭位的意大利劍手，首度成為世界「一姐」。之後

Vivian戰績反覆，「一姐」之位一度旁落，不過年尾終於重返首位，
更獲世界劍擊總會頒發女子重劍年終世界第一獎牌，成就

斐然。7月負傷為港歷史性贏得世錦賽個人賽女重
銅牌的她，事後證實右膝十字韌帶撕

裂，目前仍在康復中，對備
戰奧運可能會帶來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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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不少港超球
隊都因戰績欠佳而易帥，港
足則換了芬蘭教練麥柏倫執教鞭，惟
上任後戰績平平。曾帶領東方龍獅贏得聯賽，
成為首位以女教練身份贏得男子頂級聯賽的陳婉婷，2
月向球會請辭後，4月獲中國足協女足青訓總監孫雯賞識，邀聘
為國家女子U16代表隊助教。到7月因時任外教卡拉斯高離隊，「牛丸」
更獲提拔為主帥，成為首位擔任「國字號」主教練的香港人，教練生涯再有
飛躍突破。上任之初，大部分人都沒對國家U16女足寄予厚望，不過「牛
丸」帶隊出戰女足亞少盃卻有意外驚喜，最終更在季軍戰反勝澳洲，
躋身三甲之末。儘管仍未能殺入世少盃，但內地輿論普遍都十
分讚賞「牛丸」的治軍能力，她更在「2019年中國金
球獎」中的「金帥獎」名列最後5強。

近年
冒起
甚速
的女
飛魚
何詩
蓓，

今年
屢次
有驚
喜演
出。
屢獲
殊榮
的

她年
尾更
獲國
際游
泳網
站選
為20
19

年度
亞洲
最佳
女泳
手，
力壓
中、
日

勁敵
，為
香港
體壇
寫下
新一
頁！
22

歲的
何詩
蓓今
年在
50米
蛙泳
、10
0

米自
由泳
及20
0米自

由泳
多次
打破

香港
及亞
洲紀
錄，
11月
在國
際游
泳

聯賽
200米

自由
泳（
短池
）游
出1

分51
秒99
，更獲

國際泳
聯承認

為今

年最
快時
間。
已達
100米

自由
泳及

200米
自由
泳奧
運A
標的
她，
於東

京奧
運有
望再
獻新
猷。
此外
，香
港

泳隊
也已
獲兩
項接
力賽
奧運
門券
，

功臣
歐鎧
淳並
在10
0米背

泳達
到奧

運A
標，
成為
香港
首位
奧運
「4朝

元老
」泳
手。
此外
，李
卓耀
年尾
爆

冷稱
霸香
港羽
賽的
表現
也同
樣驚

喜；
黃尹
雋及
姚潔
貞先
後打
破香
港

全馬紀
錄，也

屬意料
之外的

喜訊。

修例風波發生以來，
香港社會方方面面都受到
影響，體育界也首當其
衝，多項國際大型比賽都因
為局勢不穩而宣佈取消或延
期；香港足球總會也因為球迷多次
「噓國歌」，而被國際足協判罰3,000
瑞士法郎（約24萬港元）。6月旅發
局先取消原定於中環海濱舉行的「香
港龍舟嘉年華」，之後的「香港網球
公開賽」、「維港泳」、「香港高爾
夫球公開賽」及「香港壁球公開賽」
也紛紛延期。10月香港對馬來西亞的
足球友誼賽，則因客軍拒絕來港被迫
取消，省港盃及賀歲盃也未知能否如
期作賽；明年3月1日舉行的「電動方
程式大賽」香港站賽事，也已胎死腹
中。同時亦有多項學界比賽取消及延
期，令不少學界運動員大呼無癮。

陳婉婷最 突 破

江旻憓最 搶 眼

李慧詩最 無 敵

圈中人離世

最
惋

惜

何詩蓓

最
驚

喜

大賽取消最 無 癮

特選「年度之最」
2019

香
港

體
壇

回
顧

為各健兒打氣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

淦）2019
年即將過去，今年

不少香港運動員都創出驕人

成績，以最佳狀態迎接來年

的東京奧運。《香港文匯

報》今日特別評選「年度之

最」，總結今年香港體壇大

事，為各位健兒打氣之餘，

同時也緬懷一下幾位離世的

體壇巨人和新星，也寄望各

界來年能夠撥亂反正，為香

港體壇建構更美好的明天。

香港足球界經歷了最戲劇性的一

年，主角正是首奪港超聯賽冠軍

的和富大埔。這支地區球會自成

立後一直以中型班自居，也曾經

歷過散班，成為「升降機」。今

年在班主蔡尚圻及教練李志堅帶

領下，力壓富力R&F及傑志等爭

標熱門，一嚐頂級聯賽冠軍滋

味。榮膺4料足球先生的巴西外援

伊高沙托尼也許是奪冠最大功

臣，但也不要忘記一班追隨「堅

Sir」多年的球員，在爭標過程中

的默默付出。識於微時的「堅家

軍」奮鬥多年後終於合力捧走聯

賽冠軍，切切實實地將戲劇中才

出現的情節演繹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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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婷成為首位擔任「國字號」主教練
的香港人。 資料圖片

■李志堅率和富大埔奪港超冠軍。資料圖片

■何詩蓓今年發揮出色。
美聯社

不少港將今年都在為奧運資格而努力，至今
已共獲10張奧運入場券。已缺席一屆奧運的
兩屆亞運金牌、香港「跳馬王子」石偉雄最
為「爭氣」，5月份連續兩站體操世界盃奪
冠，一圓多年夢想；10 月再於世錦賽憑
「李世光跳」及「李世光跳 2」躋身前

列，終於繼2012年倫敦奧運後，再獲參戰奧運
資格。此外，鄭俊樑及陳晞文也為港鎖定2
張滑浪風帆RS:X組別男、女子組入場券，
加上黃鎮廷／杜凱琹12月出戰國際乒聯世
界巡迴賽總決賽獲混雙銅牌，也得以趕
上奧運列車。

■杜敬謙離世令人惋惜。

體院圖片

■維港泳被迫取消。 賽會聲明截圖

■石偉雄表現最爭氣。路透社

石偉雄最 爭 氣

■■江旻憓在世錦賽歷史性江旻憓在世錦賽歷史性
奪得一枚銅牌奪得一枚銅牌。。 FIEFIE圖片圖片

■■李慧詩今年繼續強勢李慧詩今年繼續強勢。。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