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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香自苦寒来——北京自行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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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自行车队成立于1958年，至今已有45年的历史。他们在国内外重大比赛中，获得了数以百计的冠

军，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培养了王平、张麟藻、张立华、杨桂铃、汤学忠、龚玉岩、江永华等大批优秀选

手，为北京争得了荣誉，为推动中国自行车运动及铁人三项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8年，为准备第一届全运会，北京市体委开始在先农坛组建自行车集训队。参加集训的队员来自本

市的公安、粮食、供销等部门，他们是自行车运动的爱好者，平时坚持业余训练。张麟藻、王平、刘义堂

等同志就是在这时调入自行车队的。集训队的队员有30多人，男女各半，没有正式教练。大家自带自行

车，集训时间为1-6个月，但脱产不离职，人事关系仍在原单位。 

  1959年9月第一届全运会，领队吉祥、副领队付满孝率北京队参战。公路自行车为主要竞赛项目，北京

队初露锋芒，获150公里个人赛冠军和男子100公里团体、女子25公里铜牌，男子团体总体总分第一名。赛

车场竞赛为表演项目，北京队一举夺得4公里男子团体和2公里女子团体两项冠军，王平获男子1公里计时赛

银牌、5公里场地个人赛第三名，北京男队也获团体总分第一名。 

  全运会后，北京自行车队很快解体，一部分队员到了北京公安系统的前卫体协，另一部分到了东郊电

子管厂工人队。 

  1961年11月，北京队重新组建。北京公安、工人队的7名运动员重回先农坛，又招收了一些有希望的新

秀，北京自行车队呈发展势头。由于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处于暂时困难时期，自行车运

动和训练暂时收缩。北京自行车队又被解散，只留下王平、张麟藻二人。二人挂靠到田径队，自己训练，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63年。 

  为备战第二届全运会，1964年北京自行车队又重新招收了30名队员集训。张立华是其中之一。这位来

自清华大学的学生，在他后来的运动生涯中共打破29项全国纪录，四次蝉联全国冠军。1965年9月，领队余

平，队员兼教练王平、张麟藻率十五六名队员参加了第二届全运会。王平、张立华两人包揽了赛车场全部

六项个人赛冠军，二人又与朱金玲、张麟藻组队获4公里团体赛冠军。马文品、闫波获女子1公里和5公里个

人赛金牌。张立华创造了赛车场1公里1分11秒4的全国纪录，首次接近了世界水平。女子赛车场1公里的成

绩也处于亚洲领先地位。 

  第二届全运会后，北京自行车队没有被解散，精减到了十几名队员。1966年7月，北京自行车男队在北

京迎战来访的日本男队，两场比赛均以7：0完胜。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北京自行车队也难逃厄运，队中集训的大部分人都走了，队伍处于

瘫痪状态。但有些队员仍在业余时间坚持训练，盼望着有一天能重回自行车赛场。 

  1972年北京自行车队逐渐恢复，张太芳任领队，王平、张麟藻是队员兼教练。为备战第三届全运会，

他们又新招了孙占波、贾宝瑞等四十名集训队员。大家抖擞精神，团结一心，由于训练完整系统而且刻

苦，恢复训练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绩。张立华于1973年正式调入北京队，便以1分11秒



1的成绩打破了男子1公里计时赛全国纪录。1974年我国自行车队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张立华又获赛车场1公

里个人赛第三名。 

  1975年第三届全运会，北京队身手不凡，喜获丰收，夺得8金6银1铜。男队张立华一人夺得1公里争先

赛及行进出发两项冠军。王平、王福祥分获1公里计时赛、4公里追逐赛冠军，二人与马建民、刘富组队，

获4公里团体追逐赛金牌。孙占波获172公里金牌。女队陈丽英、孙景芹分获1公里行进出发、5公里追逐赛

金牌。 

  第三届全运会后，北京自行车队逐步发展。王平、张麟藻、闫波等人退役，并正式走上教练岗位。王

平带男子场地，张麟藻带男子公路，闫波带女子公路兼场地。北京自行车队一直是国内强队，并在男子中

长距离上始终保持优势。1979年第四届全运会，北京队大获全胜，取得了6金5银6铜的好成绩。1982年4

月，曼谷第一届亚洲自行车锦标赛，孙景芹夺得女子70公里个人赛金牌，这是中国夺得的第一块亚洲自行

车金牌，实现了中国自行车运动史上零的突破。1983年第五届全运会，北京自行车队获2金5银2铜。杨桂铃

在埃德蒙顿召开的第12届大学生运动会上夺得第三名。1987年第六届全运会，北京队与金牌无缘。 

  1988年以来，宋国强、李国振、刘富、王永庆、马建民等人退役后也陆续走上了教练岗位。男子中长

距离继续保持优势，汤学忠是国内名将。男子短距离也有了长足进步，涌现出龚玉岩、李波、肖勇等优秀

选手。 

  1990年第11届亚运会，北京的汤学忠获男子100公里团体和177.99公里个人两枚金牌，前者以2小时4分

55秒5打破了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此外，他还获得男子4公里团体追逐赛的银牌。龚玉岩夺得男子1公里

计时赛的第4名，并以1分9秒26打破了全国纪录。 

  1991年第15届亚洲锦标赛，北京的汤学忠获2金1银，龚玉岩获1金。 

  1993年第七届全运会，北京队获2金1银2铜。汤学忠、龚玉岩分获174.1公里个人、男子争先赛金牌，

肖勇获男子1公里计时赛银牌，汤学忠、肖勇分获男子5公里记分赛、男子争先赛铜牌。 

  1994年第12届亚运会，汤学忠获男子100公里团体计时赛、180公里个人银牌和铜牌，王淑青获女子70

公里个人赛铜牌。 

  1997年第八届全运会，北京队获2银1铜，在全运会历史上第二次与金牌无缘。汤学忠、龚玉岩分获男

子180公里个人赛、1公里计时赛银牌，田芳、王淑青、赵伶艳、鲁素艳获女子50公里团体计时赛铜牌。 

  八运会上的失利，令北京自行车队清醒地看到自己与国内同行的差距，他们很快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

来，秣马厉兵，决心打一次漂亮的翻身仗。他们积极引进人才，学习国外先进的训练技术。1999年、2000

年王永庆两次带场地短距离组远赴法国进行短期训练，龚玉岩、江永华、张宏坤等人接受了法国名教头莫

雷龙的指点，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000年7月，第14届亚洲锦标赛，女子短距离取得令人意想不到的好成绩：田芳获女子奥林匹克竞速赛

金牌、女子3公里个人追逐赛银牌、女子500米计时赛第4名。男子短距离也有了很大进步，张宏坤获男子奥

林匹克竞速赛第4名。在人们的期待中，北京女子短距离迅速崛起，一鸣惊人。 

  2001年第九届全运会，江永华获500米个人计时赛金牌，并打破了全国纪录、亚洲纪录。这是1983年五

运会后北京再次获得全运会女子自行车金牌。赵伶艳、梁传亮分获女子山地车、男子凯林赛银牌，龚玉

岩、张磊、张宏坤获男子奥林匹克竞速赛银牌，张宏坤获男子1公里计时赛铜牌。这届全运会北京自行车队

获1金3银1铜，成绩整体好于上届，但男子项目已无优势可言。 

  九运会之后，北京市体育局对项目布局进行了调整。2002年3月5日北京自行车队告别了已生活训练44

年的先农坛训练基地，全队移师到了芦城体校。这一年，北京自行车女子短距离选手参加了三项国际比

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绩，令世人瞩目。5月泰国亚洲自行车锦标赛，江永华、田芳分获女子500米计

时赛、女子1000米争先赛冠军。8月云南自行车世界杯赛，江永华以34秒000的成绩获得500米计时赛金牌，

这个成绩打破了由法国名将弗雷西尔保持了4年的34秒010的该项目原世界纪录，这是我国自行车运动员首

次创造奥运会项目的世界纪录，也是北京自行车队建队以来首次获得世界冠军；田芳获得女子凯林赛第二

名、女子争先赛第三名。9月韩国釜山亚运会，江永华又获女子500米计时赛冠军；田芳亚运会前夕训练中

受伤，在带伤参赛的情况下奋勇拼搏，获1000米场地争先赛第四名。在当年的全国锦标赛、冠军赛中，北

京队共获得7个冠军。江永华被评为2002年全国电视十佳运动员，她还光荣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北

京市政协委员。 

  2003年，在先期结束的全国比赛中，江永华又获两个第一名，并和队友合作获得一个团体第一名。

2003年8月，北京自行车二级运动班从昌平迁到了第三体校。至此，北京自行车队一、二级合一，全部在芦



城落户安家。 

  北京自行车队历任领队是：吉祥、付满孝、余平、张太芳、唐亮、王兴斋、张伯余、张朝祥、韩树

刚、宋玉忠、王桂祥、朱金玲、宋国强，现任领队是刘富。 

  北京自行车队有一支高素质的教练员队伍，他们勇于奉献、肯于钻研、善于学习、勇于创新、科学训

练、管理严格，为队伍取得好成绩提供了保障。 

  目前，场地组肩负着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冲击金牌的艰巨任务，全队上下团结一心，共同努力，争

取圆满地完成任务。他们表示将发扬北京自行车队的光荣传统，争取更优异的运动成绩，为国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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