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文章编号 :1001 - 747 Ⅹ(2002) 03 - 0074 - 04

九运会前 10 名竞技布局中存在的

训练学问题之研究

罗　智1 , 鲍　勇2

(11 广东韶关学院体育系 , 广东韶关 512012 ; 21 山东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 , 山东泰安 277100)

摘　要 : 运用网络查询和数理统计等方法 , 通过对九运会前十名的竞技成绩以项群为单位进行整体分析和研究 ,

结果显示 : 各地区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竞技特色 , 同一地区同一亚项群的不同项目之间的竞技成绩存在明显的偏

差。提示 : 目前训练实际中以项群为整体考虑各项目之间的内在联系还远远不够 ; 不同项目之间训练方法和手段

的移值和借鉴还需进一步研究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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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mpetitive Composition and Problem of Training in the 9th National Games of

China Between the Front Ten - position

LUO ZHi1 , BAO Yong2

(Physical Eductation Department , Guangdong senguan Teacher′s college 512012 ; Shando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 , 277100 , China)

Abstract : Researching the competition result of front - ten - position of the 9th national Games of the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 on

the basis of using event - groups as unit and statistics , intel - net - inquiring as metholds1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different of co2
mopetitive composition was existed in all district , Even different projects in the same - event - group and the same district. The dif2
ferent of competition - composition is existed as usual , all these prompting that there are not enough to think about the relate of all

projects using event - groups as units in the practice of training now , and the tranoplantion of method of traing about different project

may need furthed 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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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方法

文献资料法、网络查询法、数理统计法、归纳法。

项群理论把竞技体育项目分成由不同亚项群构成的体

能类和技能类项群 [1 ] 。本文以亚项群为单位对夏季奥运主

要项目进行分数统计 ,统计采用传统赋分方法 (前 8 名取分

数为 9、7、6、5、4、3、2、1) ,并以九运会为背景 ,以竞技成绩相

对较好、竞技布局相对合理的九运会前 10 名 (奖牌数) 为研

究对象 ,用各地区的得分与该项群总发的百分比进行全面分

析研究。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1 　从各地区的竞技布局看训练实践中存在的训练学问题

21112 　各地区体育主导类项群的竞技布局及存在的训练学

问题

表 1 横向比较发现 :竞技势力在各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

衡 ,速度项群中径赛和游泳分别以广东和上海的竞技势力较

强 ,而辽宁和浙江相对较差 ,相差达 10 —20 %不等 ;速度力量

项群中 ,田赛和游泳以广东的竞技势力最为强悍 ,浙江最为

弱小 ,相差 10 %左右 ;耐力项群中 ,各竞技势的分布 ,径赛以

辽宁最强 ,游泳以广东最强 ,径赛和游泳都以湖北和湖南最

弱 ,前者相差达 30 %左右 ,后者相差达 14 %左右 ,划船以广东

最强 ,湖南最弱 ,相差达成 14 %左右。

表 1 纵向比较可看出 ,在体能主导类项群中 ,不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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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整体竞技能力的构成有着不同的竞技特色 ,且在同一亚项

群的不同项目之间有着明显的成绩偏差 ,以广东为例 ,表现

为在耐力项群中划船强于径赛 ,且二者相差最为显著达

11168 % ,其次是速度项群中游泳与径赛二者的差值为

313 % ,在速度力量项群中田赛强于举重差值为 313 % ;其它

代表队如表 1 所示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众所周知 ,对个人而言 ,依据能量连续统一体的原理 ,某

一供能系统供能能力的提高必将伴随着依靠该供能系统供

能的相应运动项目成绩的增长 ,但在上述可见的竞技实践

中 ,竞技群体却很难表现出某一供能系统的改善 (表现为某

一项目成绩的提高)与依靠该供能系统供能的亚项群的其它

项目整体成绩的同步发展 (体能主导类同项群拥有相同或相

似的能量供应系统) 。目前 ,随着竞技体育的高速发展 ,在竞

技体育要想以单个项目的优势取得整体成绩提高的可能性

越来越小 ,故这种依靠高度发展的单个项目来弥补整体竞技

能力的不足的做法 ,已明显不利于群体在优胜劣汰的竞技体

育得到良好的发展。从而提高各代表队在加大某项目力度

的同时 ,不能忽略同亚项群其它项目的同步发展。

表 1 　九运会前 10 名体能类亚项群的成绩百分比

地区 广东 辽宁 解放军 上海 江苏 北京 山东 湖南 浙江 湖北

速度 径赛 1613 0178 1136 917 7177 1194 812 411 0158 311

项群 游泳 1916 1019 1214 2313 0158 2133 3188 0 8116 0158

速度力量 田赛 1319 1160 6123 1015 3104 8195 1012 6107 2140 1112

项群 举重 1115 7182 4196 4101 9116 0138 8102 9154 1153 1134

耐力 径赛 5102 2813 5165 0180 0160 2141 1219 0 1100 0

项群 游泳 1419 1410 1215 1219 1180 1105 1215 0130 1615 0130

划船 1617 1012 3196 7191 314 510 517 2192 8129 5174

表 2 　技能主导类项群主要项目群运会得分百分比

同场对抗 表现准确性 格斗对抗 隔 网 对 抗 表 现 难 美

足球 篮球 射击 射箭 摔跤 柔道 击剑 羽毛球 网球 乒乓球 排球 跳水 花样游 体操 蹦床

广东 9146 14186 3167 1188 13182 9146 13162 10145 3113 1015 0 21144 1216 19178 514

辽宁 1315 14186 10 1613 615 15167 5179 2161 0 10111 7104 0 0 0 217

解放军 1018 2413 10 311 10157 8178 4126 516 0178 10111 14108 1212 0 315 0

上海 2116 2116 10 3113 4188 1189 7116 7156 315 5106 2118 8135 9 312 118

江苏 0 9146 8109 0 0181 7157 17172 16179 1196 1414 11126 6155 14141 811 2215

北京 1419 8111 6176 215 1212 9112 018 0 2315 14 0 9193 14641 1012 0

山东 8111 514 5129 1613 9149 4182 1153 0 0 7 7104 2193 0 5112 0

湖南 0 0 2179 0 4134 311 0 19103 5109 0 0 2103 514 6172 2116

浙江 0 0 3182 0 0 0117 0 10145 0139 0 717 0 0 6172 811

湖北 0 0 1161 0 0181 2141 0 917 2511 0 0 1135 9 6172 0

31112 　各地区技能主类项群主要项目的竞技势力布局及存

在的训练学问题

由表 2 可知 :各地区在技能主导类项群中表现出不同的

竞技布局 ,同一地区在同一亚项群的不同项目之间表现出不

同的竞技势力 ,在同场对抗亚项群中足球以上海、篮球以解

放军为最强 ;表现准确性亚项群中射击以江苏、射箭以山东

为最强 ;格斗对抗类亚项群中摔足以广东、柔道以辽宁、击剑

以江苏为最强 ;隔网对抗亚项群中羽毛球以湖南、网球以湖

北、乒乓球以江苏、排球以解放军为最强 ;表现难美亚项群中

跳水以广东、花样游泳以江苏和北京、体操以广东、蹦床以江

苏为最强。以上的这些竞技项目都可称为相应地区的竞技

优势项目。

另一方面 ,同一地区在同一项群的不同项目之间也出现

不同程度的成绩偏差 ,广东的表现难美性亚项群整体竞技势

力最强 ,但在跳水和蹦床的竞技成绩之间相差 16 % ,格斗对

抗的势力次之 ,以摔跤优于柔道 6136 % ,隔网对抗中羽毛球、

乒乓球与排球相差 1015 % ,同场对抗中篮球优于足球 514 % ;

表 3 是各地同一亚项群不同项目成绩的最大偏差值。

由表 4 可知 :各地区主要是通过一项明显的竞技优势弥

补其它项目的不足 ,从而使整体亚项群的竞技成绩保持在一

定水平上 ,这样势必会由于上述成绩的偏差 ,而使整体项群

竞技潜力降低。这在一定层面上反映目前国内运动训练领

域的不完善之处。

从以上体能和技能的竞技布局明显可看出 :同一亚项群

的不同项目之间的成绩发展极不平衡 ,从而提示各地区都有

竞技势力相对较强的项目 ,在全运全长期优胜劣汰的竞争中

能保持优势 ,该地区必然拥有与之配套的相对较为先进的训

练方法和手段 ,另外同一亚项群的不同项目拥有相同或相似

的以供能系统或技、战术特点 ,因此如果能把该先进的训练

方法和手段适当地、成功地引用到具有相似竞技获胜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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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亚项群的其它项目的训练中 ,则同一亚项群的竞技势力

将得到同步发展。以上海为例 ,如果能把决定着上海队领先

的游泳成绩的训练方法合理地、成功地移植到同项群的径赛

训练中 ,由上海队将会表现出与游泳同样领先的径赛水平。

依此类推 ,各地区某一优势运动项目训练方法的成功移植必

将引起同一亚项群其他非优势项目运动成绩革命性的提高。

表 3 　技能主导类各亚项群内不同项目之间的最大偏差 (最大值与最小值百分比之差)

地区 广东 辽宁 解放军 上海 江苏

同场对抗 篮球 - 足球 (514) 篮球 - 足球 0164 篮球 - 足球 1317 0 篮球 - 足球 9146

表现准确性 射击 - 射箭 1179 射箭 - 射击 615 射击 - 射箭 419 射击 - 射箭 4185 射击 - 射箭 8109

格斗对抗 摔跤 - 柔道 6136 柔道 - 击剑 9188 摔跤 - 击剑 6131 击剑 - 柔道 5127 击剑 - 摔跤 16191

隔网对抗 羽毛球 - 排球 1015 乒乓球 - 网球 10111 排球 - 网球 1313 排球 - 网球 16174 羽毛球 - 网球 14183

表现难美性 跳水 - 蹦床 16104 蹦床 217 跳水 - 花样游泳/ 跳床 1212 花样游泳 - 蹦床 712 蹦床 - 跳 15195

北京 山东 湖南 浙江 湖北

同场对抗 足球 - 篮球 6179 足球 - 篮球 2171

表现准确性 射击 - 射箭 4126 射箭 - 射击 11121 射击 - 射箭 2197 射击 - 射箭 3182 射击 - 射箭 1161

格斗对抗 摔跤 - 击剑 11152 摔跤 - 击剑 7194 摔跤 - 击剑 4134 柔道 0117 柔道 - 击剑 2141

隔网对抗 网球 - 乒乓/ 排球 2515 排球 - 羽毛/ 网球 7104 羽毛球 - 乒乓/ 排球 19105 羽毛球 - 乒乓球 10145 网球 - 乒乓/ 排球 2511

表现难美性 花样游泳 - 蹦床 14141 体操 - 花样游泳/ 蹦床 5112 蹦床 - 跳水 2116 蹦床 - 跳水花样游泳 811 花样游泳 - 蹦床 9

　　注 :表中数值表示不同项目成绩百分比之差。

　　另一方面 ,这种各地区在同一项群的同一项目之间竞技

能力发展的极不平衡 ,除了竞技以外的其它原因 ,一方面说

明各代表队之间在同一项目的训练方法和手段上缺乏交流

和沟通 ,某些项目的训练可能在一种不健康的半封闭状态下

进行 ,从而造成了各种代表队之间成绩相差甚远 ;另一方面

各代表队内部忽略了同一亚项群不同项目之间训练方法、训

练手段的移植 ,以至于同一地区在同一项群不同项目之间出

现较大的成绩偏差。这种在同地区内部竞技成绩和谐的现

状明显不利于各地区在优胜劣汰的竞技体育中得以很好的

发展 ;同时各地区之间竞技成绩的偏差和训练的封闭必然不

利于整个国家整体竞技势力的飞速发展。以体能主导类速

度项群为例 :各队代表如果能在充分发挥自身竞技特色的前

提下 ,在径赛和游泳的训练方法和手段上分别借鉴广东和上

海的训练方法的手段 ,则各代表队的之间的成绩差距将会显

著缩小 ;由此可见 ,不仅各地区之间应相互借鉴高水平项目

的训练方法和手段 ,而且即使同一地区也应在同一项群的不

同项目之间相互借鉴。

表 4 　体能类项群各项目的相关系数

速度项群 速度力量项群 耐力项群

径赛 游泳 田赛 举重 径赛 游泳 划船

速度项群 径赛 0147 01742 3 01602 - 01282 01283 0155

游泳 01524 01137 01146 01628 301676 3

速度力量 田赛 01315 - 01238 0115 0141

项群 举重 01170 01300 0129

耐力项群 径赛 01493 0130

游泳 01647 3

　　3 表示相关关系为显著 ( P < 0105)

当然 ,由于人力和物力等方面的原因 ,各地区不可能实

现各亚项群各项目之间的这种理想平均主义 ,存在各项群和

项目的竞技偏差是一种必然 ,但在小范围内有限的人力和物

力资源条件下 ,完全可以通过优势项目训练方法和手段的移

植 ,做到尽量缩小自身传统优势亚项群各项目之间的差距。

312 　从各项目之间的相关关系看实践中存在的训练学问题

31211 　体能主导类项群的主要项目之间的相关关系

从表 4 可看出 :A1 只有速度项群的径赛与速度力量项群

的田赛之间 ,速度、耐力项群中的游泳之间 ,以及耐力项群中

的游泳和划船之间呈显著性关系 ,其它各项目之间的相关均

不显著。B1 同一项群内部的各项目之间的相关 (除耐力项

群中的游泳与划船项目之间的相关外) 没有显著性 ,进一步

说明各地区以项目为单位训练的片面性而忽略了项群训练

的整体性 ,以及关于同一项群不同项目之间训练方法、手段

移植的研究大有潜力可挖。

从显著相关的各项目可看出 :速度项群中的径赛项目与

速度力量项群的田赛项目成绩呈现显著性相关 ,不难理解二

者的这种较为显著性的依赖关系 ,因为田赛的发展尤其是跳

跃项目 ,其成绩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速度的提高 ;反过

来 ,速度力量的提高也会对速度的发展有一定的帮助 ,故二

者相关显著。另外 ,速度、耐力项群中的游泳之间 ,以及耐力

项群中的游泳和划船之间均呈显著性相关 ,而速度项群与耐

力项群供能方式、用力程度都明显不同 ,且借鉴训练方法和

手段的可能性小 ,而它们的成绩却相关显著 ,这只能说明目

前体能类的水上项目仍以项目在划分训练区域 ,而非把项目

归纳于项群的整体之中 ;从而进一步可了解到各地区在体能

类水上项目上 ,与重视项群之间的联系相比更着重于项目之

间的关联。这实际上是一种不经济的做法 ,各地区完全可根

据自己的竞技优势 ,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重点发展竞技优势

所在的亚项群的各项目 ,这样在人力上和经济上都会得到最

大程度的节约。

31212 　技能主导类各亚项群的主要项目之间的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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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技能类项群主要项目的相关系数

　　　　　隔网对抗类 　　　　　　　　　表现难美类 　　　　　　　　　格斗对抗类 　 　　同场对抗 　　　表现准确

　　　网球 乒乓球 排球 　花样游泳 体操 蹦床 　　　　柔道　　　　击剑　　　　　　　足球 　射击

羽毛球 20114 201395 201085 跳水 　01492 　　 0171 3 - 0115 摔跤 　　01538 　　　01075 　　　　　篮球 01754 3 　　　　射箭 01361 　

网球 - 01011 　- 01512 　花样游泳 　　　　 0162 3 0125 柔道 　　　　　　01375

乒乓球 01287 体操 　　　　　 　0114

　　3 表示相关关系为显著 ( P < 0105)

　　从表 5 可知 :除表现难美项群中的体操与跳水、花样游

泳以及同场对抗类中足球和篮球相关外 ,其它各亚项群的各

项目之间的相关均不显著 ,其中以隔网对抗类各项目之间的

相关程度最低 ,且大多呈负相关 ,说明在训练实践中 ,隔网对

抗类中的羽毛球、乒乓球、网球和排球的相互借鉴、相互联系

最小。另外 ,格斗对抗类中 ,柔道与摔跤之间的相关大于击

剑与柔道、摔跤之间的相关 ;而表现准确类的射击和射箭的

竞技成绩完全不相关。从以上分析可知 ,在技能主导类项群

中 ,各亚项群的各项目之间并非是在同步发展 ,各地区在某

一竞技项目上的优势还未完全幅射到同项群的其它项目上 ,

也就是说 ,各地区以项群为整体单位考虑各项目之间的相互

联系还远远不够。可见 ,在目前的情况下 ,关于同一项群的

不同项目之间训练方法和手段借鉴和移植的研究显得至关

重要。

4 　主要结论与建议

(1)竞技势力的布局各地区都有自已的特色。

(2)从各地区体能类水上项目的相关关系可看出 ,各地

区在对竞技势力的布局上 ,与重视项群之间的联系相比更着

重于项目之间形式上的关联 ,而非逻辑上的关联。表现在训

练中为以项目为单位的片面性 ,忽略项群训练的整体性

(3)各地区应加强同一亚项群不同训练方法、手段和借

鉴与移植的研究。

(4)在目前 ,各代表队应重点发展现有优势项目所属亚

项群的其它项目 ,而不是一些竞技水平普遍较低的各项目所

属的亚项群。

(5)各地区应根据自己的竞技优势 ,把有限的资金投入

到竞技优势项目所在的亚项群的各项目上 ,使该亚项群的各

个项目都保持较高的竞技潜力 ,力争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大

的收获。

参考文献 :

[1 ]田麦久 1 论竞技运动项目的分类 [M]1 北京 :人民体育出

版社 ,19831
[2 ]李 　卫 1 中国竞技体育区域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D ]1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01130 - 451
[3 ]谢亚龙 ,王汝英 1 中国优势竞技项目制胜规律 [M]1 北

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 19921
[4 ]中国体育总局网站 ,http :/ / www19thgames1org1cn120011121151
[5 ]曹景伟 1 第 24 —26 届奥运会各竞技体育强国优势竞技项

目研究[J ]1 体育科学 ,2001 ,21 (1) : 39 - 431

(上接第 52 页)

4 　结 　论

(1)唾液溶菌酶在低负荷条件下对负荷强度反应灵敏 ,

所反映的身体机能状况与血尿素和尿 AIb 相似 ,可选作为一

般运动量评定的无创性指标。

(2) 中大强度负荷条件下对负荷强度反应不够灵敏 ,运

用该指标进行运动量评定时 ,需区别对待 ,因例数尚少 ,有待

进一步研究。

(3) 训练中运动员唾液溶菌酶个体差异大 ,表明影响唾

液溶菌酶变化因素较多 ,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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