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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AHP 法对足球运动员身体形态选材
Ξ

温永忠
(广州体育学院 足球教研室 , 广东 广州 510076)

摘 　要 : AHP法是一种将定量与定性分析结合在一起的决策思维方法。对于足球运动员身体形态选材这样一个包

含多个因素而且不能完全依赖数据的综合性过程 , 采用 AHP法将测量所得数据和教练员的定性判断科学地结合起

来 , 可有效地提高选材成功率 , 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科学决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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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ng Body Types of Soccer Players by AHP Method

WEN Yong2zhong
(Soccer Department of Guangzhou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 Guangzhou 510076)

Abstract : AHP is a kind of methodology in policy - making that combines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It is a multiple pro2
cedure in selecting soccer player′s body types which includes many factors , but we don′t completely rely on those data. Using AHP

method scientifically combines both the measured data and coach′s qualitative judgement , so it is a kind of scientific method of poli2
cy - making and can als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uccessful rate in selecting soccer pla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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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运动项目运动员的身体形态特点 , 既是自然选择

的结果 , 也是长期从事专项训练的必然效应。在足球运动

员身体形态选材过程中 , 需要对体长、体宽、体围等方面

的多种因素进行综合评价 , 在这些因素中 , 有许多是可以

通过各种测试手段进行定量测量的 , 但也有一些因素需要

依靠教练员的定性判断 [1 ] 。另外 , 各项有关的测试指标并

不是同等重要的 , 在选材时需要对这些指标的相对重要性

加以区分 , 这也离不开人的判断。因此 , 对于足球运动员

身体形态选材这样一个包含多个因素而且不能完全依赖数

据的综合性过程 , 如何将测量数据和定性判断科学地结合

起来 , 进行条理化的综合评判 , 是选材的一个重要研究课

题。

1 　AHP 法简介

由美国系统科学家 T1L , Saaty 开创的层次分析法[2 ]

(Analytic Hier arahy Proess , 简称 AHP) , 是一种将定量与定性

分析结合在一起的决策思维方法。由于此法具有深刻的理

论基础 , 另一方面又十分简洁实用 , 因此在国际上被广泛

运用于各个领域。这种方法针对的主要是半结构化问题 ,

既需要测量数据的支持 , 又离不开人直观判断的这类问题 ,

足球运动员身体形态选材即属于这种类型。

2 　AHP 法在足球运动员身体形态选材中的运用

211 　建立足球运动员身体形态选材的梯阶层次结构

AHP法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把复杂问题分成不同层次 ,

同一层次的元素作为准则 , 对下一层次的部分或全部元素

起支配作用 , 同时它又受上一层元素的支配。这种从上至

下的支配关系就构成了递阶层次。基本的层次结构模式为 :

目标层 ———准则层 ———子准则层 ———方案层。

212 　足球运动员身体形态选材梯阶层次结构两两比较判断

矩阵

在足球运动员身体形态选材过程中 , 教练员要反复回

答问题 : “针对图 1 的某个准则层 , 两个元素 Ai 和 Aj 哪一

个重要 ? 重要多少 ?”, 可以把“重要多少”表示程度的语

言转换为一个数量标度 , 常用的数量标度“1 —9”, 见表 1。

如果 Ai 比 Aj 是“次要”, 则使用同样的形容词标度分

别为表 2 内数值的例数 , 也可取中间值。这一步是判断思

维条理化的一个关键 , 如果有关的因素很多 , 要想把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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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分别作出标度是困难的 , 但两两比较则会容易得

多和准确得多。根据这一原理得出足球运动员身体形态选

材准则层间的判断矩阵见表 2。

表 1 　足球运动员身体形态选材常用的数量标度表

Ai 比 Aj

同等重要

1

稍微重要

2

明显重要

3

强烈重要

5

极端重要

7

表 2 　足球运动员身体形态选材中准则对目标层的判断矩阵

A B C D

A

B

C

D

　

1

1/ 5

1/ 3

1/ 4

01561

5

1

4

3

01077

3

1/ 4

1

1/ 2

01211

4

1/ 3

2

1

01136

213 　在足球运动员身体形态选材中计算单一准则下的相对

权重

这一步要解决在某一准则层下 , 各元素 A1、A2 ⋯⋯An

权重排序的计算问题并进行一致性检验。这里主要是数学

计算 , 可用合法或根法进行计算。一致性检验的目的是因

为在进行元素重要两两比较时 , 若元素较多 , 可能会出现

这样的情况 , 即 A 比 B 重要 , B 比 C 重要 , 而 C 又比 A 重

要 , 这显然发生了矛盾 , 这是由于人的思维偏差引起的。

计算一致性指标可以判别是否发生了这类预告 , 当一致性

达不到要求时 , 应重新进行两两比较判断。根据这一方法

得出单一准则下各元素间相对权重的排序结果见表 3。

表 3 　足球运动员身体形态选材中单一准则层内各元素相对权重排序结果

A1 A2 A3 A4 A5 A6 B1 B2 B3 B4 B5 C1 C2 C3 C4 C5 C6 D1 D2 D3 D4 D5

01403 01091 01071 01071 01222 01133 01438 01146 01095 01245 01067 01305 01050 01102 01069 01305 01164 01352 01074 01352 01050 01102

214 　在足球运动员身体形态选材中计算各层元素的组合权

重

在这一步中 , 将单一准则下的相对权重排序结果进行

组合 , 得到每一层次中所有元素对于目标层的相对权重。

根据这一要求出足球运动员身体形态选材中子准则层相对

目标层的排序结果见表 4。

表 4 　足球运动员身体形态选材中子准则层相对于目标层的排序结果

A1 A2 A3 A4 A5 A6 B1 B2 B3 B4 B5 C1 C2 C3 C4 C5 C6 D1 D2 D3 D4 D5

01226 01050 01042 01040 01124 01075 01034 01011 01007 01019 01005 01064 01011 01022 01015 01064 01035 01048 01010 01048 01007 01014

215 　对足球运动员身体形态作出最后评判

对于最低层 (方案层 : 在本文中即每个运动员的各项

指标测量值或打分值) 进行归一化处理 , 再与其上一层

(子准则层) 所得的排序结果进行矩阵乘法 , 即得到每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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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即每一个运动员) 相对于目标层的绝对排序 , 这一结

果就是对每一个运动员所有有关的形态因素都综合考虑后 ,

相对于目标层而得出的一个询值。根据这一原理 , 我们对

足球运动员身体形态的每一个测试项目中 , 取理想值为 10

分 , 每个运动员的各项测试值以相对分数 1 —10 表示 , 将

各项分数值与表 4 中的排序值相乘再求和 , 即得到每位运

动员的综合评判总分见表 5。

表 5 　足球运动员身体形态选材综合评判结果

A1 A2 A3 A4 A5 A6 B1 B2 B3 B4 B5 C1 C2 C3 C4 C5 C6 D1 D2 D3 D4 D5 总分

9

6

8

9

6

8

9

6

8

8

8

8

8

6

9

8

7

7

8

6

6

9

7

6

9

7

6

7

7

6

8

8

7

7

8

7

8

6

6

8

8

6

6

8

7

9

7

6

8

6

5

9

9

7

8

7

7

8

9

8

9

6

5

7

7

7

81078

61594

71183

3 　结 　论

(1) 在足球运动员身体形态选材过程中采用 AHP 法是

一种切实可行的科学决策方法。

(2) 在足球运动员身体形态选材过程中采用 AHP 法只

能是辅助教练员进行科学化思维而不是代替教练员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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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至关重要他直接影响到锻炼的性质和效果。目前 , 国

内外最盛行是将心率指标作为规定强度。这是因为心率指

标既可以反应机体代谢的状况和水平 , 又可反应运动时内

脏器管的供氧情况 , 同时也便于在锻炼过程中自我监测。

根据机体超量恢复和适量负荷原理 , 一般把刚刚引起超量

恢复效果的强度称为健身阈强度 , 将此时的心率称为阈强

度心率 , 把最大机能潜力所能承受的健身效果的那种强度

阈限 , 称为最大健身强度。从阈强度到最大强度可称为健

身强度靶区。大量的研究得出老年人健身的阈强度心率为

73 次/ min , 最大健身强度心率为 220 次减年龄/ min。

(2) 活动时间。老年人在体育活动中 , 每次的锻炼时

间也很重要 , 时间短者不能起到锻炼效果 , 时间长者造成

过度疲劳。有资料表明 , 经研究试验老年人把 3min 作为健

身阈时间 , 把 60min 作为锻炼的最大持续时间。以正态分布

理论为论据 , 以 X
-

±5s 为参数 , 定出老年人锻炼每次平均

持续时间为 3115min , 约 95 %的锻炼者持续时间处于 20 —

43min 范围。至于锻炼频率一般可分为三种类型 : 第一种长

间隔型 ———每周活动 2 —3 次 ; 第二种短间隔型 ———每周活

动 4 —5 次 ; 第三种无间隔型 ———每日一次。从原则上说只

要身体锻炼的量和强度安排得合理 , 无论采用哪种间隔 ,

都可获得良好的健身效果。

(编辑 　朱 　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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