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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特征及其评价体系研究

摘要

本研究募集了 2006 年在中国排协注册的全部现役 79 名女子沙滩排球运动

员中的 70 名进行体能测试，通过数据主成分分析等统计方法和计算机软件开发

建立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特征及评价体系。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 与中国一般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相比，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的

身体形态特征表现为身高臂长、体型匀称、体重高和肌肉含量高; 身体机能特

征表现为有氧和无氧能力强: 运动素质则以动作速度快、爆发力大、柔韧性好、

协调能力强和专项耐力好为特征。与世界顶级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相比，中国

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的快速动作和爆发力相对较弱。

2. 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评价三级指标体系中，身体形态代表

性指标包括去脂体重、手足间距、上臂围差和跺围x 10 0 / 跟键长; 运动素质

的代表性指标包括 X 字移动、助跑摸高、掷实心球、坐位体前屈和渐进式折回

跑; 身体机能的代表性指标主要为最大摄氧量和最大无氧功率。

3. 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体能评价综合得分前 10 名运动员的身体形态以

身高臂长、跺小和肌 肉含量高为特征; 其弹跳和挥臂能力等运动素质突出，但

沙地移动较慢，柔韧性相对较差; 心肺功能和糖酵解供能能力相对较高。

4. 大部分中国国家女子沙滩排球队员体能综合得分在所有优秀女子沙滩排

球运动员中排名位于前 10 位，其体能一级指标水平与理想成绩的差距以运动素

质最为显著，身体机能其次，身体形态最小。

5. 体能评价三级指标体系中，大部分中国国家女子沙滩排球队员的心肺功

能、沙地移动和弹跳能力应该进一步提高，绝大部分国家队运动员的上臂围差

和去脂体重也有提升空间。

6 . 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评价体系能够简便 、准确地展示中国

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的体能水平等级和优劣势 ，可 以为教练员客观 、针对性的

制定体能训练计划提供参照标准。其 内容主要包括评价指标、评价模型、评分

表和计算机评价系统等。

关键词: 沙滩排球 ; 优秀女子运动员 ; 体能特征 : 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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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中国代表团在 2004 年第 28 届雅典奥运会上取得了空前出色的战绩，以金牌

32 枚 、奖牌总数 63 枚的优异成绩，一举登上奖牌榜第二位 ; 奖牌夺金面增至

13 个大项，达到历史新高。更令人鼓舞的是，在阔别亚洲 20 年后，奥林匹克运

动会将于 2008 年首次在中国举行。然而，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被视为中国竞

技体育优势项 目的乒乓球、羽毛球 、跳水、体操、举重、射击和柔道等在雅典

受到不同程度 的挑战，仅有其中的部分单项真正 占据优势地位 ，甚至部分单项

与世界一流水平已出现不同程度的差距[lJ 。在此背景下，开掘新的金牌增长点已

成为我国竞技体育重点思考的问题。

1996 年进入奥运会的沙滩排球在我国也只有 10 年多的发展时间。10 年来，

我国沙滩排球尤其是女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国家体育总局排管中心对其寄予

厚望，并提出女队 2008 年 “必须进入前 8，死拚奖牌，力争金牌 ”的 目标。

遗憾的是，中国女队与世界优秀选手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其中，体能差

距对比赛成绩的影响越来越引起体育科研工作者的关注I2] 。尽管长期以来中国女

子沙滩排球逐步形成了体现中国运动员特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训练体系并在此

基础上取得优异成绩，但是中国女子沙滩排球体能训练在全部训练 内容内所 占

的比重仍远远低于世界一流强队l3] 。为了弥补中国女子沙滩排球各方面的不足，

缩短与世界强队的差距，国家体育总局排管中心提出了 “体能为本、意识当先、

攻防均衡、技术全面、配合默契、快准巧变 ”的指导原则[4] 。这一原则更加强调

了体能在沙滩排球训练、比赛中的重要性。

尽管如此，目前国内还没有一套可以对专业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进行评定的

标准和操作系统 ，体能训练及选材仍多依赖于感性认识和经验 。如何尽快解决

这些问题，为沙滩排球项 目2008 奥运 目标的实现提供坚实的科研保障已成为迫

切需要解 决的 问题 。

1 .1 当今世界沙滩排球运动的竞争格局

诞生于上世纪 20 年代美国的沙滩排球集娱乐、表演和健美于一身，它的出

现给人们带来 了一种全新的消闲娱乐方式并迅速在全球普及 。同时，经 国际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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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及 2 12 个会员协会不懈努力，沙滩排球运动技术水平逐渐竞技化，竞赛呈现

职业化趋势，并最终于 19% 年成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 目。

综观历届奥运及世界沙滩排球巡回赛，男子沙滩排球的竞争格局已经由美国

“一支独秀”转变为诸强队 “百花齐放”，世界强队行列逐渐加入了巴西、澳大

利亚、德国、加拿大 、西班牙 、瑞士等队伍 。这些强队除努力缩小与美国队的

技战术差距外，重视和加强体能训练也是其 比赛成绩迅速提高的主要原因。在

注意到男子沙滩排球重视体能、诸强并列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世界女子沙滩排

球的格局基本没有大的变化 ，第一集团依然 由实力雄厚的美国、巴西和澳大利

亚等国占据，其他国家女子沙滩排球体能水平与这些女子强队间仍有较大差距。

1 .2 当今世界沙滩排球运动发展趋势

王建平ls] 对影响我国沙滩排球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分析，他注意到在体能与个

人综合能力方面，现代沙滩排球对弹跳高度 、滞空能力、专项耐力 以及连续转

化作战能力等方面的综合运动素质要求更高 ; 在技战术变化方面 ，沙滩排球更

强调在突出网上实力的基础上进攻形式多样化 ; 在强调技术全面 、实用的基础

上 ，要求拦防专位化但又提倡打破沙滩排球队员的左右界限，形成一专多能。

这些特点体现了现代沙滩排球运动正朝着技术全面、能力均衡和突出网上的方

向发展，这就要求沙滩排球应更加重视体能，其训练 内容应更加科研现代化 。

对于女子沙滩排球 ，其竞技能力的男子化趋势 己不可避免。

1.3 中国沙滩排球运动简史及其在世界沙滩排球竟争格局中的地位

中国沙滩排球活动起步较晚。1994 年 ，原国家体委批准沙滩排球为第 8 届

全运会正式比赛项 目并于当年首次推出了全国沙滩排球巡回赛。10 余年来，随

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迅速增长，沙滩排球广大教练员、运动员、裁判员和专家

学者不懈努力，对沙滩排球运动规律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在此基础上，中国沙

滩排球特别是中国女子沙滩排球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中国女子沙滩排球队在和

世界一流强队的比赛中，已经具备了冲击和抗衡能力。

2000 年悉尼奥运会和 2004 年雅典奥运会 中中国女子沙滩排球队在均获第 9。

2006 年，新一代中国女子沙滩排球队经过不断磨合，陆续给国人乃至世界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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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更大惊喜。在同年国际排联世界沙滩排球巡回赛 13 站的赛事中，中国女队取

得了 4 站冠军、5 站亚军和 4 站季军的优异成绩。其中，田佳/王洁、张希/薛晨

两对选手的世界排名分别位居第 2、3 位。这是中国女子沙滩排球队在世界排名

史上的最好成绩 。随后，在 200 6 年的多哈亚运会上，张希/薛晨和 田佳/王洁不

负众望 ，分别取得 了冠军和季军。

尽管十多年来中国女子沙滩排球队取得的骄人战绩举世瞩 目，但是我们应清

醒地认识到， 目前中国女子沙滩排球队与世界女子沙滩排球强队相 比仍然存在

一定差距，如比赛中的连续转换能力，爆发力、灵活性等等[2] ，这些都与运动员

的体能密切相关。在最短时间内采取针对性训练克服这些缺陷无疑会对我国女

子沙滩排球缩小与世界强队差距，取得更好成绩做出贡献。

1.4 本研究的目的和愈义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的体能特征，建立中国

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的体能评价体系。具体内容包括:

(l) 探索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项 目的体能特征及模型;

(2 ) 对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优选和论证;

(3) 建立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的体能评价标准及模型;

(4 ) 制作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的体能模型的计算机评价系统。

这些 目的的完成，必将为我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运动能力水平监测标

准和保障体系的最终建立、我 国竞技体育人才体系建设与可持续发展前景评估

提供有效参数 ; 为我 国女子沙滩排球队在奥运会上取得更好的成绩提供重要的

科研支持。

2 文献综述

自 199 6 年成为奥运会项 目以来，沙滩排球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随着训练水平的提高和职业化进程的推进，沙滩排球 比赛 日益激烈 ，对体能的

要求 日渐突出。沙滩排球强调技战术的重要性 ，属技能类项 目。但是众所周知，

良好的体能不仅是技战术得 以充分发挥 的基础 ，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技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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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足，甚至决定比赛的胜负。自2001 年实施新规则以来，沙滩排球更加强调

体能的重要性，要求其训练 目标主要转向实战技战术训练和综合体能训练两方

面 。

遗憾的是， 目前国内外对于沙滩排球运动员的体能研究仍涉及较少。国内

仅有我们对中国与世界顶级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的比较研究[z] 。在该项调查中我

们发现，我国顶级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在快速力量和爆发力等方面与国外同水

平队员相比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对于我国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的整体现

状研究 目前仍然是空白。本文综述了国内外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研究的状况，

希望在加深对该项 目更深认识的基础上，引起大家对沙滩排球体能研究的重视。

也希望本文能为我国沙滩排球体能训练和实现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奋斗 目标提供

一定的理论参考。

2.l 体能的构成 匡硕刃

，广 火、[巫巫】一 「巫巫〕
图 1 体能组成及相互的关系

一 ) 表示基础作用，--一) 表示影响作用 )

(根据体育院校通用教材 《运动训练学》171 改编 )

作为竞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能是指运动员机体的运动能力，是运动

员为提高技战术水平和创造优异成绩所必需的各种身体运动能力的综合 ，包括

身体形态、身体机能和运动素质三个部分l6] 。其中，身体形态、身体机能是形成

运动素质的必要基础，而运动素质是体能的最重要决定因素I7] (图 1) 。随着训

练水平和职业化进程的发展，运动损伤越来越成为影响运动员体能的重要因素。

因此，本文也对运动损伤给予一定的关注。

2.2 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研究状况

2. 2.1 身体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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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形态是指机体的内外部形状，包括长度、宽度 、围度 、充实度等。身

体形态为运动员提供运动的力学条件，是身体机能和运动素质的外在表现形式

和基础，与身体机能一起构成体能的基础结构。

身高、上肢长等是身体长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下肢长度及四肢 比例是否

适当，也是身体长度中不可缺少的指标。如下肢长(c m )X 100 / 身高(c m )，该指

数表示躯体与下肢之间的比例。由于既要在前排扣球和拦网，又要在后排防守，

下肢过长重心过高，对防守时的下蹲和移动时重心的变换不利 ; 但下肢过短，

重心过低，则会影响弹跳高度，故沙滩排球运动员的该比例应适中为宜。

在运动员的身体宽度的指标 中，肩宽和骨盆宽是两项尤其重要指标 。从生

物力学角度看 ，骨盆宽度会对 以下肢运动为主的运动项 目的成绩产生更大影响

I8] 。若骨盆较宽，骨盆各处至转动轴的半径就大，根据动量矩守恒定律，转动惯

量与转动半径的平方成正比，因此 ，转动惯量相应地增加 ，从而使转体角速度

下降，影响转体的灵活性和速度。一般来说，骼宽(c m )X 100 / 肩宽(c m )这个指

数越小，运动员的背部和腰部肌力就越大。

身体围度的各项指标分别从不同的部位反映肌 肉的发育状况和体型特征。

如对于弹跳要求较高的项 目，常选取躁围(c m )X 100 / 跟键长(c m )来反映跺关节

灵活性 。该指数越小，说明跺关节灵活性好 ，越有利于起跳和移动时快速变换

方向。

身体充实度是指体型的匀称、结实和胖瘦情况。我们常用克托莱指数 (体

重 (kg ) x 1000 / 身高 (cm )) 来反映运动员的身体充实度【9一，”]。其合理性在于

身高主要受遗传的控制，而体重更多受环境、营养、运动训练的影响11’】。结合

B M I、体脂百分比、去脂体重等指标，我们可以了解运动员骨骼和肌肉的发展程

度 。

由此可见，身体形态的各组成部分从不同的角度为运动员提供运动的力学

条件。一定的力学结构可以为机体的身体机能和运动素质提供 良好的物质基础。

由于身体形态是身体机能、运动素质等体能要素的基础，采用科学的方法塑造

出适合该项 目特点的身体形态无疑会为创造优异专项成绩打好基础。

目前，国外对沙滩排球运动员身体形态的零散研究仅仅停 留在对少量形态

学指标的简单定量描述上I”一’4] (表 l)。如 Fuchsloehe:等I”]测量了来 自北美洲、

南美洲、欧洲、亚洲和澳洲的 38 名优秀沙滩排球运动员 (男子 17 名，女子 21

名 ) 的部分生理学指标 ，这些队员中有 14 名排名世界前 32 位 ，形态学指标仅

包括身高、手足间距、手臂长、体重、和体脂百分 比等。D av ies llZ 一14]对 13 名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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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优秀沙滩排球运动员的形态学描述也仅包括身高、体重和体脂% 。而国内对沙

滩排球运动员身体形态的少量研究则更停 留在教练员多年带队经验的定性描述

上【’5]。对这些研究的分析我们发现， 目前报道的关于沙滩排球运动员身体形态

的指标除身高以外，仅涉及上肢长度I川。对于下肢长度及上下肢 比例 、以及身

体形态的其他组成，如身体宽度、围度均未见报道。在身体充实度的研究方面，

也主要侧重体重和体脂百分比。对于身体形态与体能的关系的研究则更没有涉

及 。

表 1 国外沙滩排球运动员身体形态研究

样本量

(性别 )

13(M )

17(M )

2 1(F)

身高

(em )

体重

(kg)
体脂%

手臂 长

(em )

手足 间

距(em )
参考文献

18 5 .2 8士7 .2

19 1料

17 8土6

8 2 .0 1士9 .7

8 5 .5士6 .3

6 8 .2 士5 .6

13 .12士2 .4

13 .牡 1.9 9 6士4

7矢 8

2 4 7士6

2 2 6士10

D a v ie s，2 0 0 0 [12一14-

F u c h slo eh er，Z o o 4 [川

2. 2. 2 身体机能

身体机能指机体各器官系统的功能。一方面，身体机能对运动素质起基础

作用 ，某种运动素质的高低往往 由多器官系统的机能水平决定，如心 、肺机能

相对于耐力素质，快肌纤维百分比相对于爆发力。另一方面，身体机能也受运

动素质的影响，如在最大运动条件下，高有氧耐力素质的人会 出现心 、肺机能

的节省化。由于机体各器官系统的发育状况决定相应器官系统的机能，决定了

身体机能的绝大多数指标主要由遗传决定，如最大心率、最大摄氧量的遗传度

分别为 85 .9% 、93 .4% 〔’61。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适宜的运动训练又可在不同

程度上对身体机能产生 良性影响。对于高水平运动员，身体机能的微小差距在

某种程度上就可对体能产生决定性影响，提示科学训练对于体能的重要性。

目前国内外多从能量代谢角度对沙滩排球运动员的肌 肉、心、肺机能进行分

析，并多以室内排球作为项 目参照加以研究。事实上早期就有研究证明，沙地

较硬地运动能够消耗更多的能量。这些研究多通过某一动作下的摄氧量改变水

平进行能量消耗 的换算 ，其量化结果表 明沙地行走所 消耗 的能量至少是硬地 的

1.5 倍l”一’”l，跑动l”一，9]和跳跃1201所消耗的能量均约为硬地的 1.2 倍 。L ej eun el’8]更通

过公式换算证明沙地较硬地相 同动作条件下的高能耗来源与前者在沙地上消耗

的额外机械功以及肌 肉维持沙地动作姿势所消耗的额外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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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与室内排球相比沙滩排球具备 自身鲜明的项 目特点。沙滩排球场上队

员人数少、场地相对较大，因而跑动、跳跃 以及击球次数相对增多，要求队员

具备较高的快速移动能力和灵活性; 在训练、比赛场地方面，由于沙滩排球场

地松软，在完成相同动作如相同起跳高度下要求运动员克服更大阻力因而要求

更高的能量输出功率，加之运动员单位时间消耗的能量相对较多，因而更容易

产生疲劳; 由于多在室外进行训练和比赛，沙滩排球还常受环境影响，特别是

高温、风雨气候条件下运动员的能量消耗更加增多; 沙滩排球新规则的实施使

比赛的偶然性和激烈程度增加，运动员心理压力的加大也对其能量消耗产生不

利影响。上述因素加上沙滩排球赛程相对长且集中，在要求运动员具备更高的

无氧、有氧运动能力的前提下还要求运动员具备较高的恢复能力。

无氧运动能力与沙滩排球中的扣球、拦网、跳发等主要技术动作质量有关，

其代表指标爆发力是保证这些高频率、高强度的技术动作快速准确完成的前提。

目前的多数相关研究均支持沙滩排球运动员较室内排球运动员具备更高的无氧

功率。D av ie sl ’2】甚至发现优秀男子沙滩排球运动员的下肢无氧功率与同性别的某

些 田径项 目运动员相当。

对于沙滩排球有氧能力的评价则存在研究偏差。D av ies 【‘2]和丁世聪等[2’l都

在跑台力竭运动后观察到沙滩排球运动员的血乳酸水平高于室内排球运动员，

提示在最大运动条件下沙滩排球运动员较室 内排球运动员具备更大 的耐酸能

力。但是 国内外研究【’2，2 ’一22] 又多报道优秀沙滩排球运动员与室 内排球运动员运动

后的最大心率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提示这两项运动的有氧能力相 当。更有趣

的是对于沙滩排球与室内排球运动员最大摄氧量的比较研究。D av ies l’2]观察到南

非优秀男子沙滩排球运动员在跑台力竭运动后 的最大摄氧量绝对值和相对值均

高于室内排球运动员。而丁世聪等[2’]在跑台力竭运动后的观察结果却与 D av ies

完全相反。即丁世聪等发现我 国男子沙滩排球运动员的最大摄氧量绝对值、相

对值和无氧闭均显著低于室内排球运动员。国内外针对沙滩排球运动员最大摄

氧量水平高低评价的相反结果可能与不同研究下运动模式、测试方法的差异有

关。但是我们注意到，丁世聪等[2’]还将中国沙滩排球运动员的有氧运动能力与

国外沙滩排球 以及室 内排球运动员进行 了比较 。他们发现 中国沙滩排球运动员

的最大摄氧量绝对值、相对值和无氧闽均低于国外沙滩排球及室内排球运动员。

这一观察结果提示国内沙滩排球相对于室内排球的低有氧运动能力水平很可能

与国内沙滩排球较低的有氧训练水平有关。

不管 国内外文献对沙滩排球运动员有氧运动能力评价结果差异 的原因如

论文随机验证编号: BT2007528249 17.7055475

一9 -



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 员体能特征及其评价体系研究

何，这种差异的存在肯定会影响对沙滩排球有氧运动 能力变化规律的揭示。特

别是采用新规则 以后 ，沙滩排球 比赛时间从原来的平均每场半小时左右延长到

平均每场 40 多分钟，2001 年世界巡回赛更出现了单场 比赛用时达 75 分钟的最

高纪录。沙滩排球 比赛的实际用时[23 l和间歇时间的延长123 一24】和改变必然伴随机

体能量消耗系统的相应变化，因此，对新规则下沙滩排球运动员能量代谢的研

究更显必要。

综上所述 ， 目前 国内外有关沙滩排球运动员有氧和无氧运动能力的少量研

究结果离整体、系统地揭示沙滩排球运动的能量代谢特征还有很大的距离，更

不能从本质上揭示沙滩排球运动员的身体机能。我们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

将会有更多成果为有针对性进行沙滩排球训练，提高训练的实效性提供依据。

2. 2. 3 运动紊质

运动素质是体能组成的核心部分，是身体机能的外在表现形式。国内外对

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的研究中，更关注运动素质 。尤其是 国内，这可能是 由于

在 以往的训练理论中，只是把单一的运动素质作为体能，而没有整体地、全局

性地来研究运动员的体能，因此，对运动员的体能主要局限于运动素质的训练

这一单层次的理解上125 ]。

2.2.3.1 沙滩排球运动员应具备的运动素质

徐 国红等126 ]对参加第八届全国运动会的 18 支女子沙滩排球代表队的 24 名

运动员和 巧 名教练员进行了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专项运动素质的问卷调查。这

些运动员和教练员分别来 自全国 n 个省市。调查结果显示，国内运动员和教练

员对沙滩排球运动员重要运动素质及运动素质重要性程度的认识具有一致倾 向

性，即认为灵敏协调性、速度耐力、短距离移动速度、爆发力及弹跳耐力是沙

滩排球运动员应具备的重要运动素质 。这一研究结果也在 国内其他研究中[27 一zs]

得 以验证 。

沙滩排球运动员重要运动素质中的灵敏协调性是指运动员迅速 改变体位 、

转换动作和 随机应变 的能力 ，是运动员各种技能和各种运动素质在运动 中的综

合表现 ，是一种复杂的综合能力。沙滩排球 比赛中，各种情况瞬息万变，变幻

莫测 ，这就要求运动员能在各种条件下迅速改变体位、转换动作 、对外界刺激

做 出快速 、准确 、协调 的反应 。因此 ，沙滩排球对运动 员的灵敏协调性要求 比

较突 出。

速度耐力是运动员在无氧情况下保持快速移动或快速挥臂的耐久力 。沙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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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球正式 比赛上场人数少，来回球次数多，不仅要求运动员能快速移动或快速

挥臂，而且要运动员能保持快速移动或快速挥臂的能力。如果运动员的速度耐

力差，体能消耗就大，就不利于运动员后半程比赛中各种技战术的发挥。

由于场地 限制，沙滩排球对速度 的要求主要是短距离移动速度 ，包括短距

离起动速度、制动和转换方向的速度。比赛意识、预判能力、反应速度、移动

步法 、下肢爆发力等都是影响短距离移动速度 的因素，其中比赛意识、预判能

力对短距离移动速度的影响最为重要。

沙滩排球运动员的爆发力主要体现在上肢、肩带、腰腹和下肢等部位的肌

肉爆发力。前三者主要与运动员的挥臂速度有关。出色的上肢 、肩带 、腰腹等

肌 肉爆发力可 以为运动员创造力量更大、更有威力的挥臂击球 ; 强大的下肢爆

发力可 以为运动员提供更高的弹跳 、更快的起动、移动等 。

沙滩排球 比赛的日趋激烈，网上争夺 日趋 白热化，不仅需要运动员的弹跳

高度，更需要运动员的弹跳耐力。Gi ats islz gl的研究证明，一场正式沙滩排球比赛

中运动员最大跳跃的次数达 30 次之多，可见弹跳耐力对沙滩排球运动员争取空

中优势，寻求制空权的重要性。

2.2.3.2 沙滩排球爆发、弹跳力研究现状

尽管灵敏协调性 、速度耐力和短距离移动速度三种专项运动素质对于沙滩

排球的重要性有 目共睹，但是我们并未发现涉及沙滩排球这三种专项运动素质

特征的公开研究资料发表。国内外涉及沙滩排球运动员运动素质的研究多集 中

于对爆发力和弹跳素质的研究上。爆发力是沙滩排球运动员的核心素质，体现

在移动速度、弹跳力和挥臂速度等方面。尽管研究证明在进行相同的下肢蹬伸

动作时沙地下肢伸肌群的爆发力显著低于硬地130 一川但是，大量的研究122 ，33 一35]也证

实，沙地训练可 以通过提高运动员膝、躁关节伸、屈肌群的等速 向心收缩力来

显著提高膝伸肌快肌的最大肌力和爆发力、膝屈肌快肌纤维的爆发力以及躁关

节拓屈肌快 、慢肌群的最大肌力和爆发力。提示长期进行沙地训练 、比赛的沙

滩排球运动员的这些运动素质相对高于室 内排球 ，但是 目前也无对这两种排球

运动中爆发力素质进行对比研究的报道。

目前 国 内外 对 下 肢 爆 发 力 的研 究 主 要 通 过 运 动 员 的 弹 跳 力 来 反 映

i‘3一，4，22 ，3’，34 书]，其主要测试指标包括扣球高度、拦网高度、直膝垂直跳 (预备时，

腿 部 先采 直立姿 势 ，然 后弯 曲膝 关节 ，身体迅速 下蹲 ，最 后 向上跃起 。即

eount erm ovem ent jum p，C M J) 拦网高度、直膝垂直跳和屈膝垂直跳 (预备时，

先 曲膝下蹲，然后 向上跃起 。即 sq uat jum p，sQ J) 等五种 (表 2 )。这些指标的

论文随机验证编号: BT2007528249 17.7055475



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特征及其评价体系研究

大小都和下肢无氧功率间的关系密切，到底哪种指标最能反映运动员下肢无氧

功率也是研究者 比较关注的话题 。To mP os [’3 ]分析 由于直膝垂直跳可 以预先拉长

肌 肉，因而通过牵张反射可以获得更多的弹性势能。据此，To mP os 认为用 C MJ

测得的弹跳高度最能反映运动员下肢无氧功率。D av iesl ”一，4]发现沙滩排球运动员

的下肢无氧功率高于室内排球运动员，但 同时又观察到沙滩排球运动员弹跳高

度与室内排球运动员相当。其原因可能就因为在 D av ies [1’一，4]的研究中运动员采用

的是屈膝垂直跳，并非直膝垂直跳 。

表 2 国外对沙滩排球运动员弹跳力的研究

样本量

(性别 )

13(M )

17(M )

2 1(F)

扣球高度

(em )

拦 网高度

(em )

C M J 拦网

高度(em )

C M J

(em )
参考文献

3 13士10

2 7 2士9

3 0 1土10

2 6 3 :k 9

6 8土6

5 3士7

5 9士5

4 5士5

S Q J

(em )

6 1 .7 3

5 4 士4

4 2 土5

D av ies，2 0 0 2 [川

F uc h slo eh er，Z o似 113]

为了更好地理解沙地与硬地弹跳高度差异的原因，我们检索了国内外对沙地

与硬地弹跳高度的比较研究[20 ，3’，36 ，37，3 91 (表 3) 。不论什么项 目的运动员，不论采

用哪种测试方法，绝大多数的研究证明沙地弹跳高度一般低于硬地测试结果的

10一12 0/01 川。从能量守恒的角度而言，这主要是 由于弹跳过程中人体部分能量被

松软的沙地吸收，致使人体运动的动能减少，做功效率降低”“]所致: 从生物力学

角度分析 ，由于沙的流体特性和不稳定性 ，导致骸 、膝 、踩关节动力肌群蹬伸

过程形成的对地面的垂直反作用力和蹬伸肌力的收缩速度低于硬地 ，造成下肢

弹跳肌力的发挥水平低于硬地 131. 341 。此外，为了维持和补偿身体的平衡，髓关

节前屈的角度更大132 ，4’]，运动员在沙滩上更要依靠髓、膝关节动力肌群收缩力来

完成后继蹬伸动作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沙地弹跳的高度 。尽管如此 对

于优秀运动员而言，由于在预跳阶段 (下蹲 )，身体重心离地面的距离在沙地和

硬地没有显著性差异 ，且与地面松软程度无关，因此 ，可 以用硬地测试结果反

映优秀沙滩排球运动员的弹跳素质[39] 。

表 3 国内外对不同地形条件下运动员弹跳力的比较研究

受试 者

运动项 目

沙滩排球、

样本量

(性别 )

扣球高

度(em )

拦网高度

(em )

C M J 拦 网

高度(em )

e M J SQ J 参考文献

(em ) (em )

12(F ) 沙地 一 2 0士3 * 徐 国红，2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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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排球

非排球项 目 4一(M ) D a v ie s，2 0 0 2

沙滩排球 10(M )，8(F)
5 5 .3士1 1.4 *

6 4 .9士1 1.1*

4 6 .9士8 .8 *

4 9 .8土8 .2 *

5 3 .1士10 .5 *

5 6 .3士8 一8 *

B ish o P，2 0 0 3

沙滩排球 15(M )

2 5士6

4 9 .0士5 .3 * *

5 5 .11士5 .5

5 1.3士9 .3

5 5 .1士8 .1

I刃显低于

硬地**
G iatsis，2 0 0 4

室内排球 8(M )

硬地

沙地

硬地

沙地

硬地

沙地

硬地

沙地

硬地

硬地成绩的

6 4 .0 士4 .4 %
M u ralllat su ，2 0 06

与硬地测试结果相比，‘尸<0. 05 ，’*p <0. 01 ; 注 : Bi sh op 的研究结果中男女为一个整体研究对象 。

不同质地地形条件下运动员弹跳高度差异比较研究的意义在于可以为运动

员从沙地 (硬地 ) 转到硬地 (沙地 ) 条件下从事类似运动提供借鉴，尤其是对

于室内排球运动员转型为沙滩排球运动员后，重新建立新的弹跳动力定型提供

了理论依据网。由于沙滩质地松软，具有流动性和可压缩性，不利于踏跳过程中

人体保持平衡，因而扣球起跳时优势侧膝、跺角速度峰值均出现在同侧髓角速

度峰值之前，且该侧跺在该侧膝之前，加上肩关节发力过早影响了上、下肢动

作的协调性。如果沙滩排球运动员在扣球起跳时延迟摆臂将会促进上、下肢协

调地运动，从而有利于运动员完成起跳扣球动作。

2.2.3.3 中外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主要运动素质及技术动作 比较

对沙滩排球运动员下肢爆发力和弹跳高度的相关研究仅揭示了沙滩排球单

一专项运动素质的某些特点，对于沙滩排球运动员的综合体能特征描述及 比较

并未涉及。为了分析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在体能与技战术方面与国外

顶级运动员的差异，2005 年我们[2l 对世界沙滩排球巡回赛 中国金 山站实际比赛

中中外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的体能分配特征进行 了比较研究。

我们发现中外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在场上的基本技术动作运动距离分

配大体相当，按照从大到小的方式排列，实际比赛中沙滩排球的基本技术动作

运动距离分配依次是走动、向前运动、向侧运动和 向后运动。同时我们也发现

中外两对顶尖选手在快速动作和跳发球、扣球、拦网等方面存在技术动作运动

距离分布上的差异 (表 4 )。快速动作可部分反映运动员的爆发力和灵敏性，而

跳发球、扣球、拦网等技术动作是比赛中得分的主要手段。这些技术动作在 比

赛距离分配上的差异可能是影响甚至决定比赛胜负的关键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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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中外女子优秀沙滩排球运动员主要得分技术动作在单场 比赛

运动距离 (持续时间) 中的分配 百分比 (% )

快速动作

l (l)

2 (l)

2 (I)

4 (3)

跳发球

2 (2)

5 (3)

l (0 .5)

3 (3)

扣球 拦网

田佳

工菲

阿德里安娜

谢尔达

2 (2)

2 (2)

4 (2 .5)

4 (3)

0 .1 (0.5)

l (2)

I (3)

0 .2 (l)

数值为运动距离 (持续时间 )，所有数据来 自2005 年世界沙滩排球巡回赛中国金山站

与运动员在场上技术动作运动距离分配比例顺序相类似，中外优秀女子沙

滩排球运动员各 自在单场 比赛 中的基本技术动作时间分配大体相当，其基本技

术动作时间分配 比例从大到小依次为走动 、向前运动 、向侧运动 、向后运动。

在快速动作和主要得分的跳发球、扣球、拦网等技术动作运动时间分配上，中

国运动员和 巴西优秀选手之间也存在与技术动作运动距离分配类似 的差异 (表

4 )，除跳发球 以外 ，巴西运动员在单场 比赛 中的快速动作、扣球和拦 网的持续

时间分配百分 比均高于中国运动员。如 中国田佳在实际比赛中，快速动作和拦

网的移动距离只占单场比赛运动距离的 1% 和 0.5% ，明显低于阿德里安娜和谢尔

达 。

尽管在单场技术动作的距离和时间分配比例顺序上 国内外优秀女子沙滩排

球运动员相当，但我们发现在单场 比赛中中国两名运动员除在跳发球的移动距

离上高于巴西队员外 ，在反映无氧运动能力及灵敏素质 的快速移动和主要得分

手段的扣球、拦网移动距离等方面，均明显低于两名 巴西运动员。总体上两名

巴西队员在 比赛中表现 出较好 的体能，其技术动作体能分配也较 中国选手更为

合理 。我们发现 中国两名 队员在跳发球移动距离方面优 于两名 巴西队员 。其 中，

中国的王菲明显较其他三名队员为高 (分别是 田佳 、阿德里安娜和谢尔达的 2.4、

7 和 1.5 倍 )，主要原因可能与她身高腿长、下肢力量大等有关; 比赛中阿德里

安娜基本上没有采用跳发球 ，故其跳发球的移动距离最低 。但是，巴西两名队

员在单场比赛时间内的扣球移动距离明显高于中国的两名选手，均为中国队员

的 2 倍以上 。提示巴西队员在进攻上更有准备，更有攻击性 ; 巴西队员的快速

移动距离也较中国队员高 (为中国运动员的 2一4 倍 ): 阿德里安娜的拦网距离为

中国运动员的 2一6 倍 ，该队员基本上包揽 了本对 巴西组合的所有拦 网，拦网移动

距离居四人之首。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和 巴西两对选手的年龄分别为 24 、24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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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37 岁，国外选手在大国内选手 10 岁的条件下仍能保持超水平的体能及合理

分配，提示其训练、比赛方面应该有独到之处。

我们最终 比较 了中外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单场 比赛中的技术动作次

数。除巴西队谢尔达在单位比赛中快速运动次数是中国两名队员的 2 倍外，中

国队员在单场 比赛的走动 以及 向前、向侧、向后运动、跳发球 、扣球和拦网的

次数等方面多高于巴西两名队员。如前所述 ，国内运动员在走动 以及 向前、向

侧和 向后运动等实际比赛基本技术动作运动距离分配 比例上与国外运动员相

当，但在快速移动和主要得分手段的扣球 、拦 网的移动距离等方面明显低于国

外运动员。在此前提下，两名中国队员似乎依靠增加单场 比赛的技术动作次数

来缩小与国外优秀运动员在实际比赛体能分配上的差距 ，提示中国运动员在实

际比赛中的技术动作有效性低于国外优秀运动员。

综上所述，我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与国外优秀沙滩排球运动员的体

能差距主要表现在反映无氧运动能力及灵敏素质的快速移动和主要得分手段的

扣球 、拦网移动距离上 。快速动作可部分反映运动员的爆发力和灵敏性 ，而跳

发球 、扣球 、拦 网等技术动作是 比赛中得分的主要手段 。这些技术动作在 比赛

距离分配上的差异可能是影响甚至决定比赛胜负的关键因素之一[21 。可见，爆发

力、短距离快速移动和灵敏性对于沙滩排球运动员尤其重要。沙滩排球 比赛参

赛队员较少，每个队员必须防守更大的范围，这就要求运动员必须具备更快的

速度和更高的灵活性125 】。

2.2.3.4 沙滩排球运动素质研究现状小结

运动素质作为体能的核心组成部分，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一般认为灵

敏协调性、速度耐力、短距离移动速度 、爆发力及弹跳耐力是沙滩排球运动员

应具备的重要运动素质 。但是 目前对沙滩排球专项素质的研究仅局 限在爆发力

和弹跳力方面，对于沙滩排球运动员灵敏协调性、速度耐力、短距离移动速度

等其它重要运动素质的定量研究基本没有涉及。对实际比赛中中外优秀女子沙

滩排球运动员的体能比较研究表明爆发力、短距离快速移动和灵敏性正是中外

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差距之一，对沙滩排球运动员这几个运动素质的

系统研究必然能尽快缩短中外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的体能差距 ，为实现

2008 年沙滩排球奥运会 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

2. 3 运动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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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滩排球 比赛场地松软，队员肢体与场地间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均相对较

小，身体各环节承受的应力也因此较小。尽管隶属集体项 目，由于参赛双方各

两名队员隔网对抗，在 sm x sm 的场地上彼此冲撞的机率也降低。这些因素均

决定了沙滩排球的运动损伤发生率相对较低 。如我们t44] 对参加第 10 届全运会沙

滩排球 比赛的全部运动员的调查中发现 ，我 国优秀沙滩排球运动员的总体运动

损伤发生率为 47 .7% ，明显低于田得祥等145 】20仍 年发表的其他球类项 目的运动

损伤发生率。此外，B ahr 等146 ]报道职业沙滩排球运动员比赛和训练中的急性损

伤暴露分别为 3.1 例/ (一000 小时 ) 和 0.5 例/ (1000 小时 )。A agaar dI47]报道沙滩

排球和室 内排球的总体损伤暴露没有显著差异且均低于其他绝大多数集体项

目。我们发现沙滩排球 的运动损伤发生率不受性别、运动年限和运动级别的影

响，急性损伤的性质多为拉伤、扭伤和挫伤等软组织损伤，且因沙滩排球运动

损伤造成的停训和 / 或停赛时间有 58 .1% 集中在 1 天 以内、近 80 % 集中在 1 周

以内。这些研究也各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沙滩排球是一个相对安全 的运动148 〕。

与国际排联公布的数据相似146 】，我国优秀沙滩排球运动员的急性运动损伤

部位主要集 中在足跺 、指和腕部，并呈现 由肢体近端 向远端逐渐增高的趋势 ;

慢性损伤发生部位则似呈相反趋势，以腰背、膝、肩多见 (表 5 )。指、腕、足

躁等肢体远端部位的骨骼、肌 肉等解剖结构相对近端肢体细小。手、腕主要完

成精细动作: 足躁部则承受躯体重量，是人体多数躯体动作的支点。沙滩排球

远端肢体的技术动作灵活多变，如轻扣技术具搓、推 、敲、捅 、扣等手法。由

于比赛双方各仅有两名队员，尽管队员间的撞击几率较低 ，但 同时运动员的触

球次数、跑动距离则相对提高，造成远端肢体承受较大的应力，导致手指、腕

部和足躁等部位急性损伤机率增加 ; 对于慢性损伤部位 ，由于沙滩排球场地松

软，很多技术动作如扣球 、拦 网，要求增加腰部肌群的协调和稳定性 以保证动

作的完成 。沙滩排球训练和 比赛多存在腰背部的反复过屈 (如 弓步接 吊球 ，跨

步接、垫球 ) 和过伸 (如扣球、跳发球等 )。尽管腰背肌 肉、韧带等保护支持组

织发达 ，反复应力刺激也容易造成该部位的软组织慢性损伤 。由于训练、比赛

中挥臂动作较多，如长期在不当位置对飞行轨迹多变的来球扣、接，极易引起

肩部的慢性劳损149 ]。此外，沙滩排球上旋球较多，且垫出的球多与网平行，如

果双臂回旋肌力较弱，也易造成肩部慢性损伤[50 】。对于膝关节来讲，沙滩排球

的基本技术动作如起跳、扣球和拦网等多要求膝关节在半屈曲位 (30 ”) 屈伸和

扭转 ，此时内、外侧和十字交叉韧带以及两侧肌 肉均处于松弛状态 ，难 以有效

保护膝关节的稳定性 ，是沙滩排球运动员易患骸键炎 (跳跃膝 ) 的主要原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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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5’一521 。在运动实践中，队员往往忽视轻微的远端肢体急性损伤 。事实上对远

端肢体损伤部位的反复刺激除造成损伤部位病程迁延以外，还会使运动员在训

练、比赛中不 自觉的将运动量集中于对侧和近端肢体。由于人体骨架类似链锁

结构，远端肢体的急性损伤易通过改变对侧和相邻关节的应力而造成其他部位

关节的逐一损伤。因此在治疗近端肢体慢性损伤时注意对远端肢体运动损伤的

防护不容忽视。

表 5 中国和国外147 1优秀沙滩排球运动员急、慢性运动损伤部位发生率比较‘

急性损伤 慢性损伤

中国 国外 中国

足躁

手指

腕部

膝 部

肘部

艘 部

腰背部

肩部

23.3% (20)

7 .0% (6)

4 .7% (4)

4 7% (4)

3 .5% (3)

2 .3% (2)

3 .5% (3)

2 .3% (2)

6.7%( 12)*

5 .1% (9)

0 (0)*

4 .5% (8)

0 (0)*

1 .1% (2)

3 .4% (6)

1 .lo/K Z)

7 .0% (6)

0 (0)

4 .7% (4)

15.1% (13)

1 .2% (l)

1 .2% (l)

17.4% (15)

7 .0% (6)

国外

1 .7%( 3)*

0 .6% (l)*

0 (0)*

1 1.8% (2 1)

0 (0)*

1 .1% (2)

13.5% (24)

10 .1% (18)

，数据用部位损伤发生率% (损伤人数 ) 表示; 中国和国外优秀运动员总体分别为 86 人和 17 8 人: ’vs 中

国 尸< 住0 1

尽管沙滩排球急、慢性运动损伤发生率的解剖学分布呈现相似趋势，但与

国外优秀沙滩排球运动员相比，我国运动员的足跺部急、慢性损伤发生率均显

著高于国外 。除训练 、比赛的科学性外 ，我国沙滩排球的选材仍多来源于室 内

排球 ，而跺关节损伤正是室内排球运动损伤发生率最高的解剖学部位[53 一54] 。众

所周知，存在躁关节损伤史的运动员在后来的训练和 比赛 中再次发生踩关节损

伤的机率将大大增加[55 ]。

中国优秀沙滩排球运动员在进攻、防守与拦网时的运动损伤发生率彼此无

统计学差异 (表 6 )。有趣的是，丹麦职业沙滩排球运动员在进攻、防守时的运

动损伤发生率均显著高于拦网。尽管中国和丹麦选手在进攻与防守时的运动损

伤发生率彼此无显著差异，但是中国沙滩排球运动员拦网时的运动损伤发生率

显著高于丹麦。对十运会沙滩排球比赛进行的另一项调查 (未发表资料 ) 表明，

十运会沙滩排球 比赛中男、女运动员拦网的空跳均超过 50 % ，女子问题更加突

出。表现为过早起跳与取位不合理，拦 网后落地转身救球的意识与能力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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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我 国沙滩排球运动员的下肢 、腰部力量及柔韧性不足 ，被动救球 时增加 了

拦 网的运动损伤机率。

表 6 国内外147 1沙滩排球运动员运动损伤 的技术动作诱因比较

进攻 防守 拦 网

中国

国外

20.9% (18)

25.1% (74)

3 1 .4% (27)

3 1.90，0 (94)“

26 .7% (23)

9 .2% (27)*

数据用损伤发生率% (损伤人数 )表示: 中国和国外优秀运动员总体分别为 86 人和 295 人; ‘vs 中国

0.0一， “vs 拦网 P < 0.0一。

表 7 中国优秀沙滩排球运动员急、慢性运动损伤 的运动训练诱因 (选取 百分比)

准备活动

不充分

带病带

伤训练

急性损伤

慢性损伤

2 6 .0 %

7 3 5 %

习11练水

平不足

5 .2 %

2 .9 %

心理状

况不好

身体机

能欠佳

5% 3 6 .4 %

9 % 19 .1%

长期动

作重复

2 9 .9 %

4 4 .1%

场地设

施不佳

18 2 %

技术动作

不规范
其他

2 6 .0 %

4. 4 %

3 .9 %

4. 4 %

导致沙滩排球运动损伤的运动训练诱因见表 7。身体机能欠佳、长期动作重

复、准备活动不充分和技术动作不规范等是导致运动员急性损伤的主要运动训

练诱因。我们在对第十届全运会沙滩排球比赛运动损伤调查中发现了一例沙滩

排球罕见的指骨青枝骨折病例。通过追踪调查，发现该队员存在前述提及的急

性运动损伤的所有训练诱因。因此，根据身体状态及时调整运动负荷 (如运动

负荷的突增会大大增加膝痛的风险: 减少肩部训练量可以降低肩部过度负荷，

为组织的恢复提供更多机会156 ]) 、积极创新多样有效的训练方法、进一步提高准

备活动质量、以及完善技术动作[57 一58]等手段均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沙滩排球急

性运动损伤 的发生。对于慢性损伤 ，运动训练诱因主要集 中在带伤带病训练和

长期动作重复等方面 。因此积极预防和治疗急性损伤 、创造多样有效的训练方

法 、提高训练的科学性和趣味性是减少慢性损伤的主要手段 。值得关注的是，

分别有 18 .2% 和 4. 4% 的运动员认为场地设施不佳是导致沙滩排球急性和慢性运

动损伤 的原因之一。如果连运动员的训练条件都不能保证 ，实现我 国沙滩排球

质的飞跃将会有很大难度 。

综上所述，尽管沙滩排球是一项相对安全的运动，仍有近一半的我国优秀

沙滩排球运动员存在伤病 ，反映了职业化进程 以来训练 、比赛强度和密度的明

显提高。我 国优秀沙滩排球运动员急性运动损伤的解剖学部位呈现 由肢体近端

向远端逐渐增高的趋势 ，而慢性损伤则呈相反趋势 。我 国优秀沙滩排球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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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足躁部急、慢性损伤 以及拦网时的运动损伤发生率显著高于国外。及时根据

运动员的机能状态调整运动负荷、提高训练的科学性和趣味性、改进准备活动

质量、完善技术动作等手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运动员的运动损伤。此外，

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 目前国内外对沙滩排球运动损伤 的研究方法多停 留于

流行病学调查，对于沙滩排球运动损伤机制、运动损伤与体能、运动损伤与技

战术的相互关系很少涉及。这些问题的揭示无疑会对沙滩排球运动损伤的理解

与防治产生重大影响。

2. 4 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 ，国内外对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的初步研究涉及 了沙滩排运动员

部分身体形态，个别沙地动作的能量消耗以及部分核心运动素质等，对影响沙

滩排球体能的运动损伤也进行了一定的流行病学调查。这些研究多从单纬度出

发，甚至仍有研究依然停 留在定性水平。研究对象的选取上多限于男子沙滩排

球运动员，对于女子和青少年运动员的相关研究仍然缺乏，不利于整个沙滩排

球运动的发展。研究方法上缺乏运动生理生化、计算机技术、统计学等多种学

科多手段的结合使用 。由于缺乏对沙滩排球体能系统全面的研究，对于沙滩排

球运动员体能组成与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揭示不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国

内至今仍缺乏一套具有沙滩排球项 目特色的较为完善的运动员体能监测评价系

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 了我国沙滩排球运动水平质的飞跃。

关于沙滩排球运动员专项体能还有很多领域值得我们进一步地探索，尤其

是有关训练和比赛的应用研究。例如: 沙滩排球对运动员的专项身体形态、身

体机能和运动素质的要求; 新规则下运动时间/休息时间的变化对运动员能量代

谢的影响; 如何在提高速度、弹跳力的同时，提高运动员的速度耐力、弹跳耐

力; 沙滩排球运动员与室内排球运动员的生理学特点、运动素质等之间存在哪

些差别 ? 如何对沙滩排球运动员的体能进行评价和监控; 随着职业化进程和训

练 比赛强度 的增大，如何预防运动员的伤病 ; 运动损伤后 的康 复等 。总之 ，沙

滩排球 的体能研究 前景广 阔，伴随沙滩排球在全世界的迅猛发展 ，人们对沙滩

排球的相关研究必然逐渐深入，对沙滩排球项 目的 自身规律及发展趋势的认识

也将越来越清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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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对象与方法

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募集 了截止至 2006 年在中国排协正式注册的全部现役 79 名女子沙滩

排球运动员进行测试，其中 9 人因伤病或训练没有参加，实际测试人数 70 名。

我们将 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界定为运动运动成绩在 国家一级 以上

(包括国家一级 ) 的现役运动员，其他现役运动员界定为一般女子沙滩排球运

动员。

根据这一标准 ，本研究中的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有 30 名 (年龄

21 .8士2. 8，训练年 限 5.4士2.1) ，中国一般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有 40 名 (年龄

17.1士2.4，针11练年限 2.6士1.4 )。

3. 2 研究方法

3. 2.1 文献资料法

查阅国内外体能、排球和沙滩排球有关文献。收集反映沙滩排球运动员身

体形态、身体机能及运动素质的指标。

3. 2. 2 问卷调查法

对 国内一线沙滩排球教练员、运动员及相关专家就沙滩排球运动员身体形

态 、身体机 能及运动素质指标进行两次 问卷 。第一次进行体能初选指标 问卷 ，

第二次对体能复选指标及权重进行 问卷 (附件 4，附件 5 )。

(l) 调查对象情况:

教练员包括我国沙滩排球国家队和各省市教练员 25 人，其年龄、执教沙滩

排球年 限、职称和学历分布见表 8 和 图 2一3。

表 8 我 国女子沙滩排球教练员年龄与执教年限

年龄

带队年限

N

2 3

2 2

M e d ia n

4 1.0

8 .0

V arian e e

9 8 .1

3 5 .2

M in M aX

2 1 .0 5 8 .0

1 .0 2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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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测信度 ，即利用 2005 年 10 月十运会赛前动员大会和 2006 年 4 月北海集训

进行 2 轮 问卷发放，然后计算主要调查内容 2 次调查间的相关系数。结果表明，

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 (u= 0. 901 )。共发放教练员问卷 25 份，回收 23 份，回收率

为 92. 0% 。发放运动员问卷 90 份，回收 86 份，回收率为 95 .6 % 。

3. 2.3 访谈法

对国内一线沙滩排球教练员及运动员、专家就排球就沙滩排球运动员身体

形态、身体机能及运动素质相关内容进行访谈，了解国内两种排球运动员主要

体能指标区别 (附件 6 )。

1 2. 4 侧试法

3.2.4.1 初选指标的确定

利用清华同方 C N K I数字图书馆全文数据库、北京体育大学图书馆的体育科

技文献检索数据库、G oo gl e 等搜索，查阅 10 年来国内外关于室内排球和沙滩排

球运动员体能研究的相关文献，收集和整理反映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水平的身

体形态、身体机能、运动素质指标。

为使研究更加与实际训练贴近，我们在收集、整理体能指标的基础上，访

谈了国家女子沙滩排球队的教练员和一线沙滩排球教练员及运动员、专家，利

用他们的专项经验 ，剔除在实际训练或 比赛中根本不采用或很少采用的指标 ，

最后确定初选指标 68 项，其中身体形态指标 40 项、运动素质指标 17 项、身

体机能指标 n 项 (表 10 )。

表 10 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初选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形态类

素质类

机 能类

身高、手足间趾、指间距 、指间距一身高、手足间距一身高、手足间距 / 身高、上

肢长、下肢 长a、上肢长 / 身高、下肢 长 a / 身高、上臂长、前臂长、大腿长 、小

腿长、手 长、足长、跟健长、躁围X 10 0 / 跟健长、胸围、腰围、臀围、上臂围差、

前臂围、大腿 围、小腿 围、躁围、腕 围、肩 宽、骼 宽、艘宽、骸宽 x 100 / 肩宽、

体重 、体脂 % 、去脂体重 、维尔维克指数 、胸 围指数 、腰 围指数 、臀 围指数 、胸腰

指数 、腰臀指数 、B M I、克托莱指数

转肩 、屈膝触墙 、纵 向劈叉 、横 向劈叉 、坐位体前屈、摇板平衡测试

移动速度 、助跑摸高、灵活性测试、30 秒十字跳 、掷实心球 、掷羽毛球

深蹲 、卧推 、立定二级跳远 、B ee p 测试 、x 字移动

安静心率、最高心率、最大摄氧量 、肺活量、血红蛋白、最大无氧功率

平均无氧功率、血清翠酮 、血尿素氮 、磷酸激酶 、反应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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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l 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复选指标

一级指标 三级指标

形态类

素质类

机能类

身高、手足间距、指间距一身高、手足间距 / 身高、上肢 长、下肢长 a、上肢 长 /

身高、下肢 长a / 身高、跟键长、跺围X 10 0 / 跟键 长、胸围、腰围、臀围、上臂围

差、跺围、肩宽、韶宽、散宽、骼宽 X 100 / 肩宽、体重、体脂 % 、B M I、克托莱

指数 、去脂体重、维尔维克指数、胸围指数、腰 围指数、臀围指数、胸腰指数、腰

臀指数

转肩 、屈膝触墙 (左 ) 、屈膝触墙 (右 ) 、坐位体前屈、助跑摸高、沙地摸高、掷

实心球 、羽毛球掷远 、X 字移动、网前移动、硬地二级跳远 、沙地二级跳远 、

渐进式折 回跑

最高心率、最大摄氧量相对值和绝对值、血红蛋白、最大无氧功率相对值和绝对值、

选择反应 时

3.2.4.3 复选指标的测试

本研究的测试工作得到国家体育总局排管中心沙排部的大力支持，并得以

顺利完成 。

由于本研究测试指标较多，为保证测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本研究对测试

进行 了严格的测试质量控制和管理。

身体形态测试严格按照 《运动员科学选材》[ss] 测试细则的要求进行;

运动素质测试绝大部分严格按照((运动员科学选材》ls8] 测试细则的要求进行 。

另外，网前移动、X 字移动和 ZOm 渐进式折回跑在相关专家指导下完成 ;

身体机能测试严格按照 《优秀运动员机能评定方法》网的要求进行。

3.2. 4冬测试的时间、地点

本研究的测试工作于 2006 年 4 月 4一4 月 14 日在广西北海沙滩排球训练基

地进行 。

3. 2. 5 效理统计法

数理统计 由 SP SS 10.0 软件包处理。主要数理统计方法包括 :

3. 2. 5.I T 检验

对运动员按优秀与一般运动员两个组别比较 50 项复选指标，采用 T 检验 。

显著性水平为 尸<0.05 。

3.2. 5.2 单因素方差分析

对运动员按运动成绩和运动运动成绩进行 50 项指标的分组分析，均采用单

因素方差分析 ，显著性水平 为 尸<0.05 。

3.2.5.3 主成分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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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择体能评价指标体系时采用因子分析方法，用 SPSS 的 Fac tor 过程，以

Pri nc iP al C om po ne ni s法。为了使分类集中，对因子载荷矩阵采用了方差极大法进

行正交旋转，根据特征值 入户 1、累计贡献率大于 75 % ，得出反映女子沙滩排球

运动员体能水平的几个主成分，并根据指标的贡献率和专项经验确定体能每个

维度中的代表性指标。

关于指标贡献率的确定: 在确定一级指标贡献率时，主要根据教练员问卷

进行。在确定三级指标的贡献率时主要依据统计学结果。

3.2.5.4 百分位数法

评价标准 的建立采用百分位数法确定。百分位数法是观测值在群体中所处

位置的值 ，该方法对观测数据的分布没有要求，对于正态分布或非正态分布的

数据均可使用，对各评价等级分界点是在排序得到的位置百分 比后直接确定t591 。

评价标准分为单项评价标准和综合评价标准，具体见 4.4.5 我国优秀女子沙

滩排球运动员体能评价标准的确定。

3.3 本研究的技术路线

本研究的技术路线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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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研究结果与讨论

中国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基本情况

4.1.1 年龄及训练年限

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高运动级别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和优秀运

动成绩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的年龄和运动年限分别显著高于一般女子沙滩排球

运动员、低运动级别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和一般运动成绩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

(表 12一14 )。我们将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的年龄与参加 26一28 届奥运会

女子沙滩排球 比赛前 8 名的运动员年龄进行 了比较 。历届奥运会国际优秀女子

沙滩排球运动员参赛年龄分别为 26.7士5.7 岁 (1996 年 )、29.5士4.5 岁 (2000 年 )

和 29. 9士3.7 岁 (2004 年 )，明显高于中国现役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的年龄

(2 1 .8士2.8 岁 )。

以上有关中国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年龄、训练年限的比较结果说明了运动经

历、比赛经验对运动成绩的重要影响，这也是本研究界定中国女子优秀、一般

沙滩排球运动员的主要依据之一。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积累运动员的比赛经验，

国家体育总局排管中心一方面将优秀运动员送出国门学习国外先进训练理念、

方法 ，另一方面 ，在社会各界人士及各级地方排协的大力支持下，举办全 国甚

至国际大型沙滩排球赛事。从而使我国沙滩排球健儿在短期 内有快速成长，在

国际大赛中也有不俗的表现。

表 12 不同组别中国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的年龄和训练年限

SD一282.4指标 组别 N M e即 M ed i明 V 时iallC e

年龄(yr)
优秀

一般

优秀

一般

3 0

4 0

2 1.8 * *

17 .1

2 2

17

7 .6

5 .7

nU咤」气J，‘训练年限

(yr)

R an g e

17 .0 .2 7 .0

12 .0 一2 2 0

2 .0一1 1 .0

1 .0一5 .0

与一般组相比 * P <0.05，中*P <0刀l

表 13 不同组别中国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的年龄和训练年限

指标 M Cd ia n V ar ian eeso一2.63.2

0气︸0

…
，‘nl户口，‘，︸l

年龄(yr)

运动成绩

国际/家健将

一 、二级

无级别

N

2 2

l0

3 8

M e即

2 2 .1 * *

2 0 .9 * *

17 .1

R an g e

17 .0 一2 7 .0

17 .0 一2 5 .0

12 0 一2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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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声IC，，j ...月，..2 .0，︸0气‘..二

训练年限

(yr)

国际/家健将

一 、二级

无级别

6 .1* *

3 .5本

6 .0

3 .0

4 .0 一1 1 .0

2 .0 ·5 .0

2 5 2 .6 忿 2 .0 1 .0一5 .0

lj无级别相 L匕 *尸<0.05，尸<o.ox; 与国际z家健将相比 幸尸<0.05，:六 0.0 -

表 14 不同运动成绩中国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的年龄和训练年限

指标

年龄

(yr)

M e助

2 2 .1 b aa

2 3 .3 “bb aa

2 1.l aa

19 .9 . aa

18 .l f二

16 .7 仔ee dd C

6 .5

S D

2 .6

2 .6

2 .6

八U nUO-5-4-5nUn八U，J ...1，.1

dd eC feeffee
，J LU 90﹃，了4，J，‘

，‘﹄日n︸，‘0‘J

O八l-Q户n，，j︵XI-八，n，l

训练

年限

(yr)

运动成绩

国家队

前 8 名

9一16 名

17一24 名

参赛无名次

未参赛

国家队

前 8 名

9·16 名

17一24 名

参赛无名次

未参赛

M ed i阶

2 3 ，0

2 3 .5

2 0 .5

19 .0

18 .0

17 .0

6 .5

7 .5

4 .0

4 .0

3 .0

2 .0

0 .8

V ar ian e e

7 .0

3 .0

9 .4

6 .6

3 .1

6 .7

3 .4

3 .3

2 .0

0 6

R an g e

17 .0一2 5 .0

2 0 .0 一2 6 .0

17 .0 一2 7 .0

16 .0 ·2 4 .0

16 .0 一2 2 .0

12 .0 一2 4 .0

4 .0 ·9 .0

4 .0 . 1 1.0

3 .0 ·7 .0

2 .2 ff . dd

1 .4

2 .2

lj未参赛相L匕.称 0.05，aa 尸<0.0 1; 与参赛无名次相比 b称 0.05，bb尸<0.0 1; 与 一7一24 名相比 “尸<0 .05，CC

爪 0.0一;与9一6 名相比 d六 0.05，dd尸<0.0一;前 8 名相比 ’入 0.05，ee 六 0.0一;，J国家队相比 f尸<0.05，ff尸<0.0 -

4.1.2 学历

本研究中国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的学历分布由高到低分别为本科、高中、

大专、中专和初中 (图 5 )，其中学历为大学本科 的运动员约 占受试者总数的

45 .5% 。一方面，说明我国的学历激励机制比较好，沙滩排球运动员获得较高学

历的途径逐渐增加 ; 另一方面，与我国室 内男排大学本科率在 35 % 相比，我国

沙滩排球运动员的文化程度较 高。但与其他诸如乒乓球 、跳水等个别项 目运动

员在攻读硕士学位研 究生而言 ，我 国沙滩排球运动员的学历还有待提 高。由于

在 比赛 中不能有场外教练指导，因此，沙滩排球运动员更需要知识结构的化 ，

从而有利于沙滩排球运动员对本项 目的进一步理解和成绩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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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45如努3025加巧10

学历分布百分比(%)

本科 商中 大专 中专 初中

图 5 我国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学历分布

4.1.3 日常运动训练

目前我国沙滩排球女队中有 85 % 的球队的训练频率是一周六或七天 (图 6 )。

《3天 闷天 ，天 6天 7天

图 6 日常运动训练颇率

4.1.4 运动技术等级分布

在有级别的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范围内运动技术等级主要分布在 国家健将

及 国家一级 (图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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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健将 国家健将 . 东一级 国家二级 无等级

图 7 中国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运动技术等级分布

队员个数司

新谧 广东 山西 江苏 上海 八一 山东 天津 海南 浙江 辽宁 福建 四川

图 8 中国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地域来源分布

4. 1.5 地域来派分布

中国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的地域来源分布 已经不再仅限于沿海省市，呈现

由原来的绝大部分来 自沿海省市逐步向内地发展的趋势 (图 8 )。与此相对应，

内陆地区沙滩排球队伍的运动水平也稳步上升 ，初步形成 了与沿海城市队伍分

庭抗争的竞争局面。如八一女队和 山西女队。当然 ，从参赛队伍的总体数量来

看 ，开展沙滩排球运动 的内陆地区还 比较少 ，具有更大 的发展空间。因此 ，打

破传统观念 ，大力推广 内陆地 区的沙滩排球运动 ，通过普及来促进竞技水平的

提高 ; 同时，用提高成绩来进一步带动普及 ，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其 中，从而形

成 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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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特征

4. 2.1 确立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特征的意义

4. 2.1.1 体能特征的建立有助于对沙滩排球项 目特征进行一定的解释和概括

尽管从项群划分[00] 的角度来看，沙滩排球隶属于技能类项群，但鉴于我国沙

滩排球运动员体能与国外优秀运动员的差距 以及体能本身对于沙滩排球运动员

的重要性，有专家建议将沙滩排球列入体能类项 目I6l] ，这与 2008 奥运周期工作

计划 中也提 出 “体能为本、意识当先 、攻防均衡、技术全面、配合默契 、快准

巧变 ”I4] 的指导思想完全一致。

沙滩排球项 目的 “快、准、巧、变 ”都与体能有一定的关系。建立我国优

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的体能特征，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刻揭示我国优秀沙滩

排球运动员体能的共性和特征，进而为高级运动员的体能训练建立靶 目标。

4.2.1.2 体能特征的建立有助于对我国优秀沙滩排球后备力量进行体能状况评价

并为多年体能训练发展规划提供理论基础

建立我国优秀沙滩排球运动员的体能特征，可以为我们对 目前我国优秀沙

滩排球后备力量的体能进行诊断和评价提供参照。根据这个客观基准，通过 比

较使我们从更深的层次发现 目前制约我国优秀沙滩排球后备力量体能发展的因

素，在此前提下制定的训练计划可以有针对性地纠正和预防训练中存在的问题，

使训练更加具有 目的性和方向性。

4. 2.1 .3 体能作为竞技能力的基础，可以服务于更高层的技战术

在 了解运动员的体能特征的基础上 ，一方面 ，我们可 以根据每个运动员的

不 同特点，在训练或 比赛中选择不同的技战术 。由于正式 比赛场上人数仅两名

队员，场上空当相对较多，因此 ，可 以根据 自身的体能特 点，选择擅长的技战

术 。如轻扣 、各种搓、顶、磕 、拍等动作 ，不但可 以达到与重扣相 同的效果 ，

还能节省体力且减少失误 。另一方面，根据不 同运动员的特 点，选择不 同的运

动员进行搭配 。如在第 14 届釜 山亚运会上，身高 1.79 米的尤文慧，下肢爆发力

好 、灵活性高、技术细腻 、心理稳定。尽管临时调入 国家队仅 3 个月，但她与

身高 1.88 米 ，扣球 的击球点高，力量大 ，线路变化 多的王露搭档 ，相互取长补

短 ，一路过关斩将 ，先后淘汰 了上届冠军和季军，并与中国的另一对选手在决

赛 中会师 ，确保 了这个项 目的金牌和银牌 。由于沙滩排球正式 比赛过程 中教练

员不能临场指挥 ，这对沙滩排球运动员的 自主意识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何根

据 自身的体能特征 ，扬长避短 ，合理运用技战术成为考验一名优秀运动员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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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之一 。

4. 2. 2 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特征分析

我们从体能构成的三个组成部分对沙滩排球运动员的相关指标分别进行 比

较和分析，以探讨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特征。其中每个组成部分均按照指标的

测试结果、典型指标的讨论和小结三个板块进行。

本研究将整个运动员群体分为优秀与一般两个组别对中国女子沙滩排球运

动员的测试结果进行 比较 。在此基础上，为了寻找运动员体能的敏感指标 ，为

制订体能标准奠定基础 ，本研究在数据 比较分析的过程中，还根据运动成绩对

相关数据进行了比较分析，即运动成绩分为国家队、十运会前八名、第九至十

六名、第十七至二十四名、参加十运会没有获得名次、没有参加十运会六个组

别，分别简称为国家队、前 8 名、9一16 名、17 一24 名、无名次、未参赛。

4. 2.2.1 身体形态指标

4.2.2.1.1 身体形态指标测试结果

对中国沙滩排球教练员及相关专家的问卷结果显示，一般认为沙滩排球运

动员的身体形态为瘦长型，表现为: 身材修长、体重较轻、骨骼细长、皮下脂

肪少、胸肩部扁平、肢体围度较小、躯干稍短、肩稍窄、上肢较细、臀部窄小

且向上收、其肌肉向上紧缩、骨盆小、跟键清晰且较长、足弓明显等特征。

因此，在长度方面，我们选择了身高、手足间距、指间距一身高、手足间

距 / 身高、上肢长、上肢长 / 身高、下肢长 a、下肢 a / 身高、跟腿长等指标 (表

巧，表 16 )。在宽度方面，我们选取 了髓宽、肩宽、骼宽、骼宽 x 100 / 肩宽等

指标 (表 17 ，18 )。在围度方面，我们选取 了上臂围差、胸围、腰围、臀 围、躁

围、跺 围 X 100 / 跟键长 (比躁围 )、维尔维克指数 、胸围指数 、腰 围指数 、臀

围指数、胸腰指数、腰臀指数等指标 (表 19 ，表 20 )。在充实度方面，我们选

择 了体重、体脂 % 、B M I、克托莱指数和去脂体重等指标 (表 21 ，22 )。

本研究不同组别和不 同运动成绩的中国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长度指标 (表

巧，表 16 ) 和宽度指标 (表 17 ，表 18 ) 组间均没有显著性差异 。

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的胸围 (P<0. 05 )、维尔维克指数 (P<0. 05 )、

胸围指数 (P<0.05 ) 均明显大于中国一般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其它围度指标优

秀与一般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无组间差异 (表 19 )。

不 同运动成绩的中国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身体围度 比较 中，所有指标均没

有显著性差异 (表 20 )。

中国优秀沙滩排球运动 员的体脂百分 比明显低于一般运动员 (P <0.05 )，而

论文 随机验证编号 : BT2007528249 17.7055475

一3 0 -



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特征及其评价体系研究

体重 (P<0.05 )、B M I (P<0.05 )、克托莱指数 (P<0.05 ) 和去脂体重 (P<0.0 1)

均高于中国一般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 (表 21)。

不同运动成绩运动员的身体充实度指标均有显著性差异。其中，体重平均

值的大小顺序是: 国家队>前 8 名>参赛无名次>9一16 名>1 7一24 名>未参赛: 体脂

% 平均值的大小顺序是 :未参赛> 9一16 名>参赛无名次>l 7一24 名> 国家队>前 8 名 ;

B M I平均值的大小顺序是: 国家队>前 8 名>未参赛习 7一24 名>9一16 名>参赛无名

次; 克托莱指数平均值的大小顺序是国家队>前 8 名>参赛无名次>9一16 名>l 7一24

名>未参赛; 去脂体重平均值的大小顺序是国家队>前 8 名>9一16 名>参赛无名次

> 17一24 名>未参赛 (表 22 )。

表 巧 不同组别中国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的长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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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不 同运动成绩中国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 长度 比较

指标

身高(e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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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8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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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不同组别中国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宽度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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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7

3 1.8

7 4 .4

3 1.5

3 1 .5

7 2. 8

7 2 .7

5 .5

5 .0

.0

.5

10 191019 ﹄1019一1012

表 18 不同运动成绩中国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宽度 比较

指标 N M ean M e d ian S D V ar ian e e R a n ge M in M a X

﹃、︸nUn︸︸、以尸O

..…
OOn，0 90，J代J4，J40︸UO﹄、︶0

..…
O八︸O八‘U心J﹃f︸内j，J肉j内J，j

肩宽

(cm )

运动成绩

国家队

前 8 名

9一16 名

17一24 名

参赛无名次

未参赛

国家队

前 8 名

9一16 名

17一24 名

参赛无名次

3 8 .3 3 8 .3

3 8 .5 3 8 .5

3 8 .4 3 8 .8

3 8 .3 3 9 .0

3 8 .1 3 8 .5

0 .4

0 .7

1 .8

1 .6

1 .6

0 .1

0 .5

3 .2

2 .7

2 .6

0 ，5

1 .0

4 .0

4 .0

5 .5︸、一

0，‘，‘4 61

2 .1

0 .7

4 .0

2 .5

2 9 .0

3 1.0

3 1.0

2 9 .5

0 0 00孟U︸日﹃月了2内J 223 .0

1 .0

‘J尸、︸

.0 1 .7

.0 1 .1

4 .5

0 .5

3 .0

1 .2

7 00八192内j，︸，‘﹃、甘﹃、曰月no八工2内JZ

煞 宽

(em )

2 8 .4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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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参赛

国家队

前 8 名

9一16 名

17一24 名

参赛无名次

未参赛

国家队

前 8 名

9一16 名

17一24 名

参赛无名次

未参赛

15 2 7 .8 2 8 .0 8 3 .2 5 .0 2 5 .0 3 0 .0

7 6 .3

8 1 .6

8 1 .6

7 8 .4

8 1 .1

﹃、︶9哎J，4 nU，了了O，了n，内」了O，︸6‘U6

:8 4. .18.
O八︸月竹19-了0 00︸UQ矛8. 0. L 32.内j 1 4n，，︸，山八j 4 CUO八工︸‘U内J6八j4

韶 宽 x l00 /

肩宽

︸、J

nZ，︸4 LUI

‘J一Iln︸﹃、曰﹃、︸2-2 44，J内J内j门j内」八U 0 nUl﹄”n，凡j内j，1曰、以nU nU，且心且弓」

0

2 3 1.8 3 1.8

0 .7 0 .5

2 .3

3 .5

亡JO八︶

口、J CUn己

…
0 12傀J弓J伟」‘JO八︶00

0 3 1.8 7 2 .9 5 .0

3 1.0

2 9 .5

八U 0 22内J凡‘︸，j八、︸

0

，︸4 41
艘 宽(cm )

表 19 不 同组别中国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围度 比较

指标

上臂围差(c m )

组别

优秀组

一般组

优秀组

一般组

优秀组

一般组

优秀组

一般组

优秀组

一般组

优秀组

一般组

优秀组

一般组

优秀组

一般组

优秀组

一般组

优秀组

一般组

优秀组

一般组

优秀组

V ar ian e e

0 .3

0 .5

R an g e M in

0 .9

M aX

3 .2

4 .2

﹃产‘J，.1内」

nUn︸，︸On︸O八︸︻召了

胸围(em )
8 8 .0 *

8 5 .4

M e d i即 S D

2 .1 0 .5

2 .6 0 .7

8 7 .6 3 .7

8 6 .0 4 .2

13 .7

17 .7

3 .3

13 .6

18 .6

2 4 .8

2 7 .0

9 5 .6

9 6 .6

9 5 .6

9 3 .0

10 2 .0

10 5 .0

7 rl︶，盆内」

，矛气j4‘U八”甘0七J4，了月了n，2，了6，产.，矛月了︸、︸，.压丹」

腰 围(cm )

9 6 .

9 4 .

O几，产
0Q

n，007口‘J-，J
臀 围(em )

O八，‘

6 .9

8 .0

1 1.3

1 1.2

0 .9

12 8 .2

12 6 .4

0 .8

3 1.0

3 4 .6

3 .8

5 .0

2 3 .

2 5 .

00，‘，‘，白，山

躁 围(em )

躁 围 x l00 /

跟膛长

维尔维克指数

2 2 .0

2 2 .1

，矛4，.二内j

7 6 .8

7 5 .9

6 .0

7 .3

八，‘J内J6O产n，内J，J，‘，JO八︸月了8 6 .

8 3 .

‘U4‘JZ44
胸 围指数

6 *

8

0 *

2

3 .3

4 .4

2 .0

10 .6

19 .5

4 .2

6 .2

腰 围指数
4 3 .4 13 .9

19 .2

臀 围指数
53 .6

5 1 .8

1 16 .6

1 16 .5

2 .5

3 .7

4 .4

6 .3

6 .3

2 0 .0

3 8 .1

1 1.6

2 3 .2

7 .9

10 .7

12 .8

15 .0

17 .1

7 0 .8

6 6 .0

7 1 .0

7 0 .4

2 0 .0

2 0 .2

6 1 .7

6 1 .9

8 1 .7

10 0 .0

6，‘丹J﹃j，产月j4 16，ft/﹃、︸，J，.二凡‘︸

，r﹃I︸1.1，J

，J，J

:
4847一4240n，月了44，产砚」︸且弓」

42一5049

，声‘J，.盈﹃j

20一2624一54

护623940一9793护O了O，﹃勺，.二门」

0了︸/O八0

:
1 13 .8

1 12 .9

7一、︼，.且傀」

胸腰指数

腰臀指数 l7 8 8 .1 7 7 .4 19 .9 3 9 4 .1

B T 2 0 0 7 5 2 8 2 4 9 1 7 . 7 0 5 5 4 7 5

3 9 .8

3 6 .4

3 9 .4

3 7 .6

10 0 .0

10 0 .0

7 2 .4

5 3 .5

5 3 .1

5 2 .5

5 1.4

5 6 .5

5 8 .1

12 6 .9

12 4 .7

12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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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组 35 87.3 77 2 0 .3 4 1 1.3 5 5 .6 6 8 .3 12 3 .9

与一般组相t匕 * P< 0.05，中*尸<0.0 1

表 20 不同运动成绩中国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身体围度比较

指标 N M ean M e d ian S D V ar ian e e R a n g e

0

M ill M aX

0 .4

1 .4

2 .5

2 .1

2 .6

2 .0

1 .8

1 .7

0 .9

1 .2

2 .4

3 .2

4 .2

3 .0

3 .8

，.几内j

:
002 .22 462 22

上臂围差

(em )

0 .3

0 .6

0 .8 0 .6

，‘000产

2 .3 0 .7 0 .5

丹J 4422，‘

2 4 2 .5 2 .6 0 .7 0 .5

00尹O孟U 266 .f︸0‘J6O八︶9 9 992 2 nU八UO﹄、J勺﹄.、以，J 00OOR︸00 00 tz1 .3

14 .4

4 .2

1 3 .6

2 1 .3

1 .6

13 .4

5 .6

12 .2

1 8 .6

0 rJO孟U486 88 89 8684

0 2 8 9 924

胸围(em )

1 .1

3 .8

2 .0

3 .7

4 .6

0，J内J 4486 88 88 8784

4沙02‘UO4︸f︼0尹O内j，矛9 90八工C，O八︶n︶60凡jl7 12，6 .5

八U，4

001、JO八

…
﹃，.卫Q了了O︸f︸，‘

6内J 0020亡，︸内，︸7 OOn凡︸月/

腰 围(em )

运动成绩

国家队

前 8 名

9一16 名

17一24 名

参赛无名次

未参赛

国家队

前 8 名

9一16 名

17·24 名

参赛无名次

未参赛

国家队

前 8 名

9一16 名

17一24 名

参赛无名次

未参赛

国家队

前 8 名

9一16 名

17一24 名

参赛无名次

未参赛

国家队

前 8 名

9一16 名

17一24 名

参赛无名次

未参赛

国家队

前 8 名

9一16 名

17一24 名

2 4

7 2 .6

8 1.5

8 1 .8

7 3 .7

7 4 .7

99矛

7 2 .4

2 .5

8 .2

7 .2

5 .5

7 .2 5 1.6

3 .6

2 2 6

1 8 .6

19 .4

2 7 .0

6 7 2

6 6 .0

臀 围(cm )

1 .4

12 .8

1 1.7

9 .7

10 .8

2 .0

16 4 .1

13 6 .7

9 3 .2

1 15 .7

2 .0

2 8 .0

2 9 .2

3 1.6

3 4 .6

9 5 .8

7 1 .0

7 2 .8

7 1 .4

7 0 .4

9 7 .8

9 9 .0

10 2 .0

10 3 .0

10 5 .0

OOC，︸6 2 ..16，1 OU 004n，00，了gQ矛只U CUC，20八6 64‘JOn，00 00八，9

4

n︸2 OOC，n，2

nU 00 4 222凡j凡J凡j‘J22，1 224‘UO︸，‘2l，.to-02 22，︸，︸‘U勺乙4n︶n︸nU，l，、︼，‘︸、︶

跺 围(em )

2 3

2 1 .7

2 2 .3

2 1.8

2 1 .9

2 2 .1

2 1.7

2 2 .0

2 1 .4

2 2 .0

2 2 .0

0 .4

0 .8

1 .2

0 .7

1 .2

0 .2

0 .7

1 .4

0 .4

1 .5

Q︸n，

n西，刃l

…
21，I，6‘U

躁 围 X

100 / 跟膛

长

3 .3

6 .6

5 .0

10 .9

.O

.5

4 .7

19 .8

14 .0

7 7 .5

8 1 .5

8 1 .1

内J44，工

‘J 00 工工J，J7月了.、︸‘J连.，.，矛︵/

02，矛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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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7 4 .0 7 4 .2 5 .1 2 5 .6

2 1 7 7 .2 7 8 .1 8 .6 7 3 .4

16 .6

3 8 .1

6 6 .9

6 1 .9

8 3 .5

10 0 .0

︸、︶-n，n，︸、口‘U，‘O八气J︸600八，︸O八︸90了4，j，‘0
O八O八︸00 00

0

2 8 5 .4 8 5 .4

门了内JZ维尔维克

指数

8 8 7 .0

9 8 6 .6

9 8 5 .9

2 4 8 2 .7

0

2 .7

2 .2

4 .0

4 .8

2 .3

7 .4

4 .9

15 .6

2 2 .7

2 .1

8 .4

6 .7

13 .7

2 3 .2 7 3 .3

‘J，一IL 00︸O，了矛02
00 00 000八︸

︸、Jl、J，.1

0，41一、J 工t︸.、Jn，月内J︸‘U447 46 47 45424 9 .2

4 8 .9

4 9 2

4 8 .2

4 6 .6

4 9 .2

4 8 .5

4 9 .4

3 .4

胸围指数
3 .2

4 7 .

4 5 .

2 .3 5 .5O八︸Q

99

2 4 2 .7 7 .2

2 .6

5 .8

3 8

7 .9

10 .7

5 3 .5

5 3 .1

00‘J 4C，4n，00‘U6凡j 44内j今」

0

2 4 1.5 4 1 .5

4 5 .4

2 .5

4 .6

3 .9

3 .0

3 .8

6 .1

2 0 .9

15 .2

9 .2

14 .4

3 .5

12 .0

10 .6

10 .9

15 .0

4 3 .3

5 2 .5

5 1 .0

4 7 .8

5 1 .4

，J ...1 11甘

…
7 nUO4 44

2护0︸6心J﹃I甘04 4400八，Q

腰围指数

2 4 4 1 .3

月/04弓JI‘J︸I︸6t了k 00﹃、︶‘J‘J︸j︸f︶Q产4八，4 204n，n八，7︸、︶丹J4凡j，j

︸、一亡」，Jg42

0 .5

6 .8

6 .6

5 .4

6 .2

0 .3

4 6 .2

3 8 4

0 .8

15 .6

1 5 .5

17 .8

2 0 .5

内J 00 6 02︸、﹄﹃了内J 42︸、︸4月呀‘J︸t︶内J了04︸I曰2‘J 7 tz，妇0‘J 44‘J︸I︸

0 2 8 9 924

臀 围指数

，J，J‘JQ产丹」20 23 26 26247n︸n一11︶八U‘U八Un︸no1 0 0 00
，.二︸..且心..且︸..盈勺.二

傀J︸I︸O产内」

.7 3. 6. 6.4.内JZ，‘，白，山2 .6

10 .4

10 .8

7 .9

9 .0

6 .7

10 7 .5

1 15 .6

6 2 .9

8 1 .4

‘J﹃I︸八“n砚」18. 06. 00. 21.16.

.5.2…7
18 09 08 1913

0 2 8 9 924

胸腰指数

-n，，J 00

.…
7，J-02，‘2，‘

吸.二..1 1.且，..盈

4 114气一，j，‘，Jlf甘00 00门了，了月2 663 3. 8.2.心J︸f︸4︸I︸

腰臀指数

参赛无名次

未参赛

国家队

前 8 名

9一16 名

17一24 名

参赛无名次

未参赛

国家队

前 8 名

9一16 名

17一4 名

参赛无名次

未参赛

国家队

前 8 名

9一16 名

17一24 名

参赛无名次

未参赛

国家队

前 8 名

9一16 名

17一24 名

参赛无名次

未参赛

国家队

前 8 名

9一16 名

17一24 名

参赛无名次

未参赛

国家队

前 8 名

9一16 名

17一24 名

参赛无名次

未参赛 2 4

7 5 .0

9 5 .8

1 13 .2

7 4 .3

7 6 .3

3 .7

2 3 .2

2 1 .1

16 .2

1 8 .2

13 .9

5 4 0 .5

4 4 4 .3

2 6 3 .0

3 2 9 .8

7 7 .7

5 2 .4

n曰6 9 00275 97 98 7884

O八9

与未参赛相比 ’尸<0.05，aa 尸<0.0 1: 与参赛无名次相 比 b尸<0.05，“b六 0.0 1: 与 17一24 名相 比 “六 0.05，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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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0.0一;‘j g一6 名相比 d尸<0.05，dd尸<0 0 1;前 s 名相比 e六 0.05，ee尸<0.0一;‘J国家队相比 尸< 0 .0 5，ff 尸< 0 .0 1

表 21 不同组别中国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充实度 比较

指标 R an g e M in

nU nU，口4︸、︸一、︸，‘︸、︶2，‘nUg﹃J，J

体重(kg)

4︸、︶，‘丹」

体脂 %

组别

优秀组

一般组

优秀组

一般组

优秀组

一般组

优秀组

一般组

优秀组

一般组

M ean M ed ian S D

6 9 .2 * 7 0 .0 5 .2

6 6 .5 6 6 .0 5 .1

2 0 .9 * 2 0 .9 3 .6

2 2 .8 2 2 .4 3 .0

V ar ian ee

2 6 .8

2 6 .0

12 .6

9 .1

M a X

7 9 .9

7 9 .0

2 7 .8

3 2 .5

2 1 .1*

2 0 .3

2︸I曰月了044

B M I(kg/ m ，)

克托莱指数

(kg/ em )

去脂体重

(kg)

3 8 2 .2 *

3 6 7 .6

5 4 .8 * *

5 1.1

2 1.3

2 0 .3

3 8 2 .4

3 7 0 .2

5 3 .5

5 1 .0

13 .7

15 .2

5 .7

7 .2

2 3 .9

2 3 .8

0︸9，，︸月、︸

2 4 .5

2 5 .2

4 .2

3 .9

6 0 1 .6

6 3 2 .9

17 .4

15 .5

1 14 .6

13 4 .1

16 .2

17 .4

14 .1

17 .3

18 .2

16 .7

3 2 2 .0

3 0 0 .0

4 3 6 .6

4 3 4 .1

on，，J内」

6 3 .4

5 7 .9

4︸、︼，妇内」

与一般组相比 *尸<0.05，**尸<0.0 1

表 22 不同运动成绩中国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充实度比较

指标

9 9 4 nU︸U CU79 79 76 74 7479‘曰nUO︸U 002，‘，少2，J4了O︸6︸I︸‘U6亡」n，n64了0 0 00气‘气JZrJ 29︸I︶0 tz，f 7.6 6 76

M e d ian S D V a rian ce M ill M a X

，︸1 4n，007召00︸I口了O‘U 66

，︸on，

O八1 IQ户n，2

体重(kg)

3 5 .2

2 5 .6

0 5 .3

0 4 .0

0 4 .0

0 5 .3

0︹11︶00气，︼O凡︸、︸4 4t口矛7.﹃、︶22，‘，‘，‘，︸内j3 .3

3 .4

体脂 %
2 .7

2 .2

2 4

19 .1 .

18 .2 aa

2 2 .3

2 1.7

2 2 .2

2 3 .4

2 1.8 .

2 1 .6 “

2 .9

3 .2

14 .9

14 .1

18 .9

1 7 .3

19 .8

17 .8

7 00

99

19 .1 2 3 .9

19 .1 2 3 .9

000产O八l

.…
00︵U nU，‘2 22

20︸

R︸l，..且

9

Q产9，‘
B M 一(kg/ m Z)

运动成绩

国家队

前 8 名

9一16 名

17一24 名

参赛无名次

未参赛

国家队

前 8 名

9一16 名

17一24 名

参赛无名次

未参赛

国家队

前 8 名

9一16 名

17一24 名

参赛无名次

未参赛

国家队

前 8 名

19 .8

17 .7

2 1.1

2 1.7

2 1.7

2 2 .7

2 2 .0

2 1 .5

2 1.5

2 1 .3

2 1 .0

1 .6

1 .4

1 .2

0 .9

1 .3

1 .4

1 8 .2

19 .1

2 1 .7

nU勺矛n6

…
勺‘2内、︼22，4

9了O
泊..盈门.月

，矛‘U2，‘克 托 莱指 数

(kg允m ) I2

4 0 0 .9 “

3 92 .0 .

16 .1

15 .8

2 8 .4

1 1.0

1 1 .6

8 .1

7 .5

5 .0

10 .6

2 .5

1 .9

1 .4

0 .8

1 .6

2 .0

7 3 2 .0

6 9 0 .1

R an g e

17 .4

17 .9

19 .4

12 .0

1 1.0

2 5 .0

9 .1

9 .9

8 .9

10 .0

6 .0

14 .7

4 .8

4 .8

3 .5

2 .8

3 .7

7 .2

9 1 .3

9 1 .3

3 4 5 .3

3 4 5 .3

4 3 6 .6

4 3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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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凡j，一︸、以n凡︸00‘J .1︸，︸，︸，︸0

.…
4︸UI︸工甘尹O-月n，‘J气J4产O哎Jn，6，‘

.…
nU 7 4000 tz 00 tz气J内J气J凡」

9一16 名

17一24 名

参赛无名次

未参赛

国家队

前 8 名

9一16 名

17一24 名

参赛无名次

未参赛

!0

9

9

2 9

3 7 6 .8

3 7 4 .1

3 7 7 .3

3 6 4 .4

2 3 .8

17 .6

2 1 .7

2 6 .4

3 2 2 .0

3 4 4 .3

3 4 6 .2

3 0 0 .0

4 0 4 .2

4 0 0 .0

4 0 4 .5

4 3 4 .1

去脂体重

(ks)

5 9 .3 “ab“ 6 0 .1

5 8 .1 aa 5 9 .7

5 3 .9 5 3 .1

5 2 .5 f 5 0 .9

5 3 .2 f 5 2 .9

5 0 .0 代ff 5 0 .7

3 .1 9 .9

4 .3 18 .2

2 .8 8 .0

9 .9

10 .6

10 .2

13 .0

9 .7

8 .9，妇，J，J凡」

3 .9 15

8 .5

16 .2

5 3 .2 6 3 .4

5 0 .4 6 3 .4

5 0 .7 6 0 .4

4 9 .1 5 7 .9

4 9 .1 5 7 .6

4 0 .5 5 6 .74

月O八n，n，n，，白

与未参赛相L匕“六 0.05，aa 尸<0.0一; 与参赛无名次相比 ”尸<0.05，bb尸<0.0 1: I万27一24 名相比 c六 0.05，CC

尸<0.0 1:与9一6 名相比 d尸<o刀5，dd尸<0.0一:前 8 名相比 ’称 0.05，ee 尸<0.0 1;与国家队相比 f尸<0.05，ff尸<0.0 1

4 .2.2.1.2 身体形态典型性指标的讨论

. 从不 同组别和不 同运动成绩的中国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身体形态指标

的测试结果比较中可 以看出，中国优秀沙滩排球运动员和中国一般沙滩排球运

动员的部分形态指标有显著性差异。这说明中国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具有较明

显的形态特征。

. 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在身体长度与宽度方面与中国一般女子

沙滩排球运动员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说明身体长度和宽度对于优秀女子沙滩排

球运动员而言，不是影响其运动成绩的重要因素。

. 身体围度方面，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与中国一般女子沙滩排球

运动员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优秀运动员的胸围、维尔维克指数、

胸围指数均明显大于一般运动员。胸围、维尔维克指数、胸围指数等均可反映

人体胸部围度，与心肺呼吸机能有关。中国优秀女子运动员的上述指标明显高

于中国一般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提示心肺呼吸机能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

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的运动成绩。

. 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与中国一般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在身体

充实度各指标上的差异最显著。具体表现在优秀运动员的体脂百分比明显低于

一般运动员，而体重、B M I、克托莱指数和去脂体重均明显高于一般运动员。身

体充实度反映人体肌 肉发达程度，与肌体力量密切相关。除体脂百分比外，优

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的身体充实度全面高于一般运动员，说明力量对于中国

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而言尤其重要，受到优秀运动员的重视。

4.2.2.1.3 身体形态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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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特征及其评价体系研究

上述分析显示，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的身体形态特点是身材高大、

体型匀称、体脂含量低、去脂体重大，这与沙滩排球的项 目特点决定了运动员

身体形态上更要符合移动快，灵活性高、挥臂动作快的要求相一致。

4.2.2.2 运动素质指标

4. 2.2.2.1 运动素质的测试结果

运动素质是指人体在中枢神经系统的统一调配下，机体运动系统所表现出

来的各种动作的活动能力。通常包括力量、速度、耐力、柔韧等基本素质，还

包括灵敏、协调等复合素质。沙滩排球运动对运动素质有着较高地要求，尤其

是在弹跳高度、滞空能力、专项耐力和连续转化作战的能力等方面。具体表现

在: 沙地移动动作速度敏捷，跳发、扣球等快速击打力量大，扣球、拦网弹跳

力强，转体、转骸柔韧性好等。因此，我们在众多素质指标中选择 了转肩、坐

位体前屈、屈膝触墙左、屈膝触墙右、掷实心球、沙地助跑摸高、硬地助跑摸

高 (下文中没有特别说明的均为硬地助跑摸高)、沙地二级跳、硬地二级跳、渐

进式折回跑、网前移动、X 字移动、羽球掷远等 13 项作为运动员运动素质的测

试指标。

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柔韧性指标中的坐位体前屈优于中国一般女

子沙滩排球运动员 (表 23 )。不同运动成绩的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柔韧性指标均

没有显著性差异 (表 24 )。

我们还 比较 了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和中国体育专业女大学生的柔

韧性。结果显示，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坐位体前屈均值约位于中国体

育专业女大学生的柔韧性的中等水平，转肩则处于中国体育专业女大学生的柔

韧性 “差 ”的等级 (表 25 )。

尽管柔韧性不是沙滩排球运动员的主要运动素质 ，但是 良好 的柔韧性对于

优秀运动员而言，也具有重要作用 : 首先， 良好的柔韧性有利于减少运动损伤

的机率和损伤程度 。其次， 良好的柔韧性有利于使运动成绩最佳化 ，因为它能

促进平衡能力的发展 。而这三项素质是该项运动的关键。另外 ，良好 的柔韧性

有利于延长运动寿命[63l 。因此 ，对 于中国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柔韧性普遍较差的

现状 ，应 引起相关部 门的足够重视 ，并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加 以有针对性训练 ，

在最大程度上予 以解决 。

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 员沙地二级跳成绩优于中国一般女子沙滩排球

运动员 (P< 0.05 ) (表 26 )。

不同运动成绩中国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弹跳能力指标有显著性差异。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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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地二级跳平均值的大小顺序均是国家队> 前 8 名> 9一16 名>l 7一24 名>参赛无名次

>未参赛 (表 27 )。

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掷实心球 (P<0. 0 1)、羽球掷远 (P< 0. 05 ) 的

成绩均高于中国一般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 (表 28 )。

不同运动成绩运动员的中国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挥臂能力指标也均有显著

性差异。其中，掷实心球平均值的大小顺序均是国家队>前 8 名>9一16 名> 17一24

名>参赛无名次>未参赛 ;羽球掷远平均值的大小顺序均是 9一16 名>一前 8 名> 17一24

名>参赛无名次>未参赛 (表 29 )。

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网前移动 (P<0. 05 ) 和 X 字移动 (P<0. 0 1) 均

快于中国一般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 (表 30 ) 。

不同运动成绩中国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耐力、速度、灵敏性指标均没有显

著性差异 (表 31 )。

指标

表 23 不同组别中国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柔韧性比较

N M ean M e d ian S D V ar ian e e R an g e M ax

nU nU

转肩(em )
16 .9

13 .3

2 8 7 .1

17 5 .8

6 0 .0

4 7 .0

2 9 .5

4 7 4

M ifl

6 0 .0

5 3 .0

10 .0

0 .8

12 0

10 0

，、︸﹃、J，‘，J

19 .0

15 .8

5 .4

6 .9

2 9 .9

2 9 .0

2 0 .0

2 0 .5

﹃、J 11︼，︸，J

nU，J，‘nU一且‘..三

坐位体前

屈(em )

屈膝触墙

左(em )

屈膝触墙

右(em )

组别

优秀组

一般组

优秀组

一般组

优秀组

一般组

优秀组

一般组

8 1.3

7 7 .6

18 .6 *

1 5 .2

15 .4

1 5 .9

15 .0

16 .5

2 .2

2 .6

4 .8

19 兮

2 8 .2

8 .0

6 .6 10 .2

13 .3

1 1.5

，矛︸、︺-、J

16 15 .0

3 5 16 .3

14 .9

16 .5

3 .1

2 9

9 .8

8 .6

6 .0

10 .0

19 .3

2 1 .5

与一般组相 比 * P <0.05，*’P <0.0 1

表 24 不同运动成绩中国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柔韧性运动素质较

指标 运动成绩

国家队

前 8 名

9一16 名

17一24 名

参赛无名次

未参赛

国家 队

前 8 名

N M ea n M ed i助 S D V a rian ee R an g e M in M a X

0︵U 0 0 00nUn︸0︸I︸n甘nU，‘，‘0 0 00d..且，.二...盈，..且﹃..月..︸n on︸on︸01 4 0 lr︸︵，J66乙U石U气一︸、口0︷11 0 on︸0n，20 00门J 12﹃、︶︸、︸4 4 440 0 on︸n︶‘J﹃了，.nU rl︸09On 00，J 00 00 tz0月2 07矛，‘.j 41O八︸00 7.00，n，月了Q‘

转肩

(em )

4，j7 8 .

7 7 .

924

99gn，2，白坐位体前屈

(cm )

2 1.6

2 0 .2

2 2 .9

17 .1

2 1，9 4 7 7 .7

2 0 .3 4 12 .0

15 .3 2 3 2 .7

12 .8 16 3 .3

14 .7 2 16 .5

13 ‘3 17 6 .1

5 .7 3 2 .8

7 .3 5 2 .7

14 .8

19 .9

15 .1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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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 nUn︸n气j亡、︸Q︸石U22，‘，‘孟UO八，jg︸n，1 00，‘l内、︸哎J月峙18 .0

16 .9

15 .4

15 .2

19 .0

18 .0

14 .5

16 .2

4 .4

5 .6

7 .6

6 .6

1 1.0

19 .5

12 .0

5 .5

6 .5

0 .8

O了n，

‘J勺‘2︸I︶2，4

4

n，，一

0 on︸︸、口﹄”︸00 0021，‘，‘屈膝触墙左

(em )

9一16 名

17一24 名

参赛无名次

未参赛

国家队

前 8 名

9一16 名

17一24 名

参赛无名次

未参赛

国家队

前 8 名

9一16 名

17一24 名

参赛无名次

未参赛

12 .8

15 .6 2 .2

2 .8

4 .9

1 .5

7 .0

12 .0

13 .0

13 .5

nU nU勺.且妇..皿

7 .6

2 .8 7 .8

7 .7

9 .5

00 00‘J

.…
2尸J︸66

，.1山..1 1.1︸..1

2 4 16 .4 2 .2 5 .0 9 .6 10 .9

46︸6
d..且口.1一..1

屈膝触墙右

(em )

10 .5

15 .6

14 .3

17 .1

10 .5

15 .0

14 .8

17 .5

17 .1

6 .4

2 .6

0，‘

2 .2

，声O产

2 4 16 .6

2 .1

2 .9

4 0 .5

6 .7

5 .0

4 .2

8 .4

9 .0

7 .8

7 .0

7 .2

10 .7

6 .0

1 1 .5

10 .0

1 3 .3

10 .8

15 .0

19 .3

17 .0

2 0 .5

2 1 .5

表 25 中国体育专业女大学生柔韧性等级划分

等级

上等

上中等

中等

中下等

差

转肩 (em )

13 以下

1 3 .1一2 0

2 0 .1一3 0 .5

3 0 .6 礴 5 .5

45.6 以上

坐位体前屈 (c m )

2 8 以上

2 3一2 7

19 一2 2

13一18

12 以下

(根据 《体育测量 与评价》162 }编制 )

表 26 不 同组别中国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弹跳能力 比较

指标

沙地助跑

摸高(em )

助跑

摸高(em )

沙地 1级跳

(m )

硬地 乙级跳

(m )

组别

优秀组

一般组

优秀组

一般组

优秀组

一般组

优秀组

一般组

N M ean M ed ian S D V arian ee M in M 拟

﹃、︸000922，口0尹06，‘28078一8988，‘22 .7 8

2 .7 6

0 .0 6

0 .0 8

，J八U0︸U内J，j02
00八︸八，乙，‘

0 .0 0

0 .0 1

0 .0 1

0 .0 0

R an g e

0 .18

0 .3 0

0 .2 3

0 .18

，j气」，.盈气」

O八︸︸60 nU0 nU229288，︸，‘

，..二

9l

，..盈勺.几工︸..1‘..三

4 .1*

3 .9

4 .3

4 .2

4 .2

4 .0

4 .3

4 .2

0 .3

0 .3

3 .6

3 .3

3 .9

3 4

4 .8

4 .4

00Q︺，Jl内j

0 .2

0 3

4 .9

4 .9

04
、J，Jl，J

与一般组相比 * 尸<0刀5，**尸<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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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不同运动成绩中国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弹跳能力比较

指标 运动成绩

国家队

前 8 名

9一16 名

17一24 名

参赛无名次

未参赛

国家队

前 8 名

9一16 名

17一24 名

参赛无名次

未参赛

国家队

前 8 名

9一16 名

17一24 名

参赛无名次

未参赛

国家队

前 8 名

9一16 名

17一24 名

参赛无名次

未参赛

N M ean M ed ian S D V arian ee R an g e M in

0

M a X

2 .7 2 .7 0 .0

0 .1

0 .2

0 .2

0 .3

2 .7 2 .7

沙 地 助 跑

摸高(m )

2 .8 2 .8 0 .0

2 .8 2 .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8

2 .7

2 .9

2 .9

2 .8 2 .8 2 .7 2 .9

2 2 2 .7 2 .7 2 .6

，.且，.二，.二1 ....1，..1，.1，.1

2 .9 2 .9

助 跑 摸 高

(m )

2 .9

2 .9

2 .9

2 .8

2 .9

4 .5

4 .3

2 .9

0 .

O .

0 .

O .

2 .8

2 .8

2 .9

2 .9

2 .9

2 .8

2 .8

2 .9

2 .8

月片.、︶l

0 .0 0 .0

0 .1

0 .2

0 .0

0 .1 2 .8

2 .9

3 .0

3 .0

3 .0

3 .0

2 .8

3 .0

4 .5

4 .5

4 .2

4 .1

3 .9

3 .9

0 .2

0 .4

0 .1

0 .2

0 .3

0 .3

0 .0

0 .2

4 .2

3 .6

0 .0 4 .0

0 .0

0 .6

1 .2

0 .3

0 .6

0 .7

0 .9

3 .8

3 .7

3 .3

4 .8

4 .8

4 .3

4 .4

4 .4

4 .2

r孟︸.且

2 1 CU

…
4 44﹃、口Q矛n，沙 地 _ 飞级

跳(m )

2 2 3 .8 ff dd e

硬 地 一三级

跳(m )

4 .2

4 .4

4 .3

4 .2

4 .4

4 .3

4 .2

4 .2

0 .3 0 .1

0 .2 0 .1

0 .2 0 .0

0 .4 0 .1

0 .0

0 .7

0 .9

4 .2

4 .2

0 .7

4 .2

4 .2

3 .9

4 .0

3 .4

4 .2

4 .9

4 .7

4 .7

4 .9

Q产Q产

2 2

一与未参赛相 L匕a尸< 0 05，aa 尸<0.0 1; )万参赛无名次相比 b尸<0.05，bb尸<0 0一: ，J 17一24 名相比 “尸<0.05，CC

p <0.0 1:‘J g一16 名相 比 d尸<0.05，dd尸< 0.0一:前 s 名相比 e尸<0.05，ee 尸<0.0 1:与国家队相比 f尸<0.05，ff尸<0.0 1

表 28 不同组别中国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挥臂能力比较

指标

掷 实 心 球

(m )

羽 球 掷 远

(m )

组别

优秀组

一般组

优秀组

一般组

M ea n

13 .2 * *

10 0

7 .0 *

6 .5

M ed ia l】 S D

12 .1 3 .5

10 .1 1.1

6 .9 0 .8

6 .5 0 .6

V arian Ce

1 1 .9

1 .3

0 .6

0 .4

R a n g e

9 .1

4 .6

3 .1

2 .6

M in

8 .9

7 .7

5 .3

5 .3

M a x

1 8 .0

12 .3

8 .4

7 .9

，矛内」，.1丹」

6‘Jl内」

与一般组相 比 * 尸<0.05，**尸<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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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不同运动成绩中国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挥臂能力比较

指标

掷 实心 球

(m )

M e a n

17 .6 .e

16 .1

1 3 .3

1 l.l ff

10 .s ff

9 .5 e ff

M ed i胡 S D

17 .7 0 .4

17 .5 3 .4

1 1.9 3 .2

1 1.2 1.0

10 .8 0 .9

9 .6 1 .0

M ill

16 .9

9 .2

1 1.4

8 .9

9 .5

7 .7

M a X

18 .0

17 .7

18 .0

12 .4

12 .3

1 1.4

羽 球 掷 远

(m )

运动成绩

国家队

前 8 名

9一16 名

17一24 名

参赛无名次

未参赛

国家队

前 8 名

9一16 名

17一24 名

参赛无名次

未参赛

2 2

V a rian c e R an g e

0 .2 1 .1

1 1.5 8 .5

9 .9 6 .6

1 .1 3 .5

0 .8 2 .8

1 .0 3 .7

2 4

6 .9 8 0

7 .0 17

6 .9 0 1

6 .6 4 4

6 .4 7 9

6 .9 8 0

6 .9 8 0

7 .0 4 0

6 .7 5 0

6 .4 2 0

1 .2 0 2

0 .4 9 0

0 .8 9 8

0 .4 9 0

0 .6 4 6

1 .4 4 5

0 .2 4 0

0 .8 0 6

0 .2 4 0

0 .4 18

1 .7 0 0

1 .4 8 0

3 .10 0

1 .6 3 0

2 .5 9 0

6 .1 3 0

6 .4 3 0

5 .2 6 0

5 .7 4 0

5 .3 2 0

7 .8 3 0

7 .9 10

8 .3 6 0

7 .3 7 0

7 .9 10

与未参赛相比 .尸<0 .0 5，aa尸<0 .0 1; 与参赛无名次相比 ”尸<0 .05 ，bb 尸<0.01 ; 与 17一24 名相比 “尸<0.05 ，“

六 0.0 1:‘j g一16 名相比 d尸<0.05，dd尸<0.0 1;前 s 名相比 ‘六 0.05，ee 尸<0.0 1:与国家队相比 f尸<0.05，ff尸<0.0 -

表 30 不同组别中国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耐力、速度、灵敏性比较

N M ean M ed ian S D V ar ian c e

2 .0

R an g e

4 .0

5 .1

M in

8 .1

8 .1

2 .8

3 .0

M a X

12 .1

13 .1

5 .1

5 .0

4气」凡J，Jl，J

2 .2

2 .0

-，山
，.二气、一

指标

渐进式折

I口1跑(级)

网前移动(s)

八Un，nU内」，‘20，山，.且﹃J

X ‘多移动(s)

组别

优秀组

一般组

优秀组

一般组

优秀组

一般组

10 .1

10 .4

3 .8 *

4 .2

17 .8 * *

2 0 .4

9 .1

1 1.0

3 .8

4 .2

17 .6

2 0 .5

0 .6

0 .4

1 .6

1 .8

0 .4

0 .1

2 .6

3 .2

4 .3

6 .8

15 .6

17 .1

，J一般组相 t匕 * 称 0 05，**P <0 .0 1

表 31 不同运动成绩中国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耐力、速度、灵敏性 比较

指标 M ean M ed ian S D V ar ian e e R an g e M in M a X

.1 2.3.O少，.卫-

9 .0

2，.1
，..二︸..盈心..二一..且

:
八，O八︸3 .0

目..二门.且

:‘..二
..且j..二.

1.二IC，

l0 3 .0

，..且口..二..三

1们0 1 no9 1 1 lx

渐进式折

回跑(级)

网前移

运动成绩 N

国家队 O

前 8 名 l

9一16 名 5

17一24 名 9

参赛无名次 9

未参赛 22

国家队 0

论文随机验证编号: B T 2 0 0 7 5 2 8 2 4 9 17 . 7 0 5 5 4 7 5

4 3



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 员体能特征及其评价体系研究

动 (s) 前 8 名

9一16 名

17一24 名

参赛无名次

未参赛

国家队

前 8 名

9一16 名

17一24 名

参赛无名次

未参赛

3 .82 0

3 .9 6 0

3 .9 2 0

3 .8 7 6

4 .2 2 7

3 .8 2 0

4 .0 9 0

4 .0 3 5

3 .8 7 0

4 .2 3 0

0 .5 5 7

0 .5 9 2

0 .2 4 0

0 .4 5 5

0 .3 10

0 .3 5 1

0 .0 5 8

0 .2 0 7

0 .0 0 0

1 .0 9 0

1 .6 3 0

0 .8 3 0

2 .2 2 0

3 .8 2 0

3 .3 5 0

2 .9 9 0

3 .3 9 0

2 .8 3 0

3 .8 2 0

4 .4 4 0

4 .6 2 0

4 .2 2 0

5 .0 5 0

X 字移动

(s)

18 .2 3 0

17 .7 9 0

19 .1 13

19 .5 5 6

2 0 .3 3 1

18 .2 3 0

17 .7 9 0 3 .0 6 9

19 .0 3 0 2 .2 19

19 .4 8 0 1.8 3 9

2 0 .5 4 0 1 .9 9 3

9 .4 18

4 .9 2 5

3 .3 8 2

3 .9 7 3

0 .0 0 0

4 .3 4 0

5 .9 0 0

6 .3 2 0

8 .1 6 0

18 .2 3 0

15 .6 2 0

16 .8 3 0

17 .2 6 0

15 .6 9 0

18 .2 3 0

19 .9 6 0

2 2 .7 3 0

2 3 .5 8 0

2 3 .8 5 0

，J未参赛相 比 . 取 0.05，aa 尸<0.0 1; 与参赛无名次相比 b 尸<0.05，b卜尸<0.0 1; 与 17一24 名相比 “尸<0.05，CC

六 0.0 1:与9一6 名相比 d尸<0.05，dd尸<0.0 1:前 s 名相比 ’尸<0.05，ee 取 0.0一:LJ国家队相 比 f尸<0.05，fr尸<0.0 1

4. 2.2.2.2 运动素质的代表性指标分析

. 沙滩排球运动对不同运动成绩和不同运动成绩的运动员体能要求基本

一致 ，区别在于程度 的不同。对不同组别和不同运动成绩中国女子沙滩排球运

动员运动素质测试结果的比较显示，优秀运动员的速度灵敏性 、弹跳能力、挥

臂能力等均优于一般运动员，说明这几种运动素质是沙滩排球运动员的核心素

质，这与一线教练员的问卷结果一致。

. 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柔韧性成绩优于中国一般女子沙滩排球

运动员，但与体育专业女大学生相 比，仍然 比较差。这一说明柔韧性还没有受到

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的足够重视，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 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弹跳成绩优于中国一般女子沙滩排球运

动员。随着沙滩排球的快速发展，网上争夺 日趋激烈 。一方面，要求沙滩排球

运动员尤其是拦网队员的身高会进一步提高，以增加拦网高度 ，减少防守压力:

另一方面，对运动员的弹跳能力也提 出更高的要求，以进一步增加击球点，取

得制空权 。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较 中国一般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有更

好的弹跳能力，反映了沙滩排球的发展趋势。

， 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的挥臂能力强于中国一般女子沙滩排球

运动员。随着沙滩排球的迅猛发展，女子沙滩排球运动逐渐显现男子沙滩排球

特点。世界大赛中，越来越多的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发球采用跳发球技术，在

世界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中更为常见。过人的挥臂能力，超强的体能，突

出的身体协调性为成功的采用跳发球技术奠定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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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优秀运动员的速度、灵敏性优于中国一般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新

规则下的沙滩排球运动，速度依然是核心。反应速度快、移动速度快、动作速

度快是取胜的前提和条件。与此同时，沙滩排球比赛中的变化多端，需要运动

员在各种复杂变换的条件下迅速、准确、协调地改变身体运动的空间位置和运

动方向，轻松、协调完成符合战术需要的动作、速率、幅度等。运动员的运动

成绩越好，其速度、灵敏性体现得越明显。

4.2.2.2.3 运动素质小结

体能的核心组成部分— 运动素质 ，是隔网对抗类项群竞技能力的一项重

要因素，其原因不仅是因为运动素质是掌握各项技术的基础，而且因为运动素

质是比赛中运用技术和完成战术的前提。从技术动作来看，沙滩排球主要依靠

脚步移动和手臂挥动。由于沙滩排球相对较轻 (260一2809 )，要想打出有威胁

的球，就要依靠挥击的速度，因而要求肌 肉有爆发力，特别是挥臂需要的上肢、

肩带及腰腹的肌 肉爆发力。球的速度很快，进攻的节奏也快，又有多种变化来

攻击空档，就要求以更快的起动、移动速度来控制 自己较大的防守区域，以更

加灵活的动作应付对方的各种变化 。

沙滩排球的比赛时间不定，势均力敌的队，比赛时间往往很长，2001 年世

界巡回赛最长时间达 75 分钟。有时候运动员一天要进行 3一4 场 比赛，因此耐

力也是必不可少的，主要体现在快速移动和快速挥臂的耐力上。

沙滩排球对弹跳的要求很高，而且不仅需要弹跳高度，还需要弹跳耐力和

弹跳速度 。

4.2. 2.3 身体机能指标

4.2. 2.3.1 身体机 能指标测试结果

我们主要选择有氧能力、无氧能力和神经一肌 肉系统灵敏性等指标来反映

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身体机能。这些指标包括 : 最大摄氧量相对值 、最大摄氧

量绝对值 、血红蛋 白、最 高心率 、无氧功率相对值 、无氧 功率绝对值 、选择反

应时等 。

优秀运动员的选择反应时明显 比一般运动员短 (P <0.0 1): 最大摄氧量绝对

值 、最高心率、无氧功率绝对值均明显优于一般运动员 (P< 0. 05 ) (表 32 ) 。

不 同运动成绩运动员身体机能指标有显著性差异 。其中，最高心率平均值

的大小顺序均是前 8 名>未参赛>参赛无名次>l 7一24 名> 9一16 名> 国家队。血红蛋

白平均值 的大小顺序均是 9一16 名> 国家队>参赛无名次>未参赛> 前 8 名> 17一24

名 。选择反应时平均值的大小顺序均是前 8 名> 国家队> 9一16 名> 未参赛> 17一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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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参赛无名次 (表 33 )。

表 32 不同运动级别沙滩排球运动员身体机能指标 比较

M ea n

4 2 .5

4 1 .5

3 .0 *

2 .8

18 9 .1*

19 0 .5

14 .6

14 .4

0 .3 4 5 * *

0 .3 7 9

1 1.3

10 .8

7 8 7 .4 *

7 2 3 .6

M e d i即 S D

4 2 .1 3 .2

4 1 .1 2 .8

2 .9 0 .3

2 .8 0 .3

18 9 .1 3 .4

19 0 .5 1.4

V arian e e

10 .3

7 .9

0 .1

0 .1

1 1.3

1 .9

R an g e

3 7 .1·4 7 .3

3 7 .8一 6 .8

2 .4 一3 .6

2 一3 .4

17 8一19 9

18 8一19 3

13 .1一15 .8

13 .2 一16 .0

0 .2 4 9 一0 .4 2 4

0 .3 12 一0 .4 7 9

9 .4 一1 2 .5

8 .4 一1 2 .3

5 8 9 .4 一9 3 3 .8

4 5 6 .3一8 7 9 .3

1.1气」2气」

l，42件」

︸、︸0，‘气」

指标

最大摄氧 量

(m Fkg/ m in)

最大摄氧量

(m Fm in)

最高心率

(b/ m in)

血红蛋 白

(m g/ m l)

选择反应

时(s)

无氧功率

(W /k g)

无氧功率

(W )

组别

优秀组

一般组

优秀组

一般组

优秀组

一般组

优秀组

一般组

优秀组

一般组

优秀组

一般组

优秀组

一般组

3 5

14 .8

14 .4

0 .3 5 4

0 .3 7 4

1 1.4

10 .8

8 0 4 .1

7 3 7 .8

0 .9

0 .8

0 .0 4 5

0 .0 3 8

0 .9

1 .2

0 .7

0 .6

0 .0 0 2

0 .0 0 1

0 .8

2530一25

9 6 .0

10 5 .0

9 2 1 1 .8

1 10 14 .9

20犯一2032

与一般组相比 ’P <0.05，**P < 0.0 1

表 33 不同运动成绩沙滩排球运动员身体机能指标 比较

指标 N M e幼 M ed lan

4 1 .5

S D V arian C e

9 .4

气J on︸凡jC，n，

;，;
凡J︸工曰，、一n，O户4 44代J内、一

，肉J-，产，妇气J 424 d.月片月呼

最大摄氧最

(m ljk g/ m in)

2 2

00最大摄氧 最

(m l/m in )

八U︸日︸

运动成绩

国家队

前 8 名

9一16 名

17一24 名

参赛无 名次

未参赛

国家 队

前 8 名

9一16 名

17一24 名

参赛无名次

未参赛

国家队

前 8 名

9一16 名

4 1 .3

4 0 .9

3 .1

2 .7

3 .1

2 .9

2 .8

2 .7

4 .0

3 .9

2 .5

2 .3

2 .7

3 .2

2 .8

2 .9

2 .8

18 9 .0

19 0 .0

18 8 .7

R an g e

3 9 .8一4 7 .3

4 3 .3 一4 3 .3

3 7 .1一4 6 .5

3 7 .8一4 6 .8

3 8 .5一 6 .1

3 7 .8一4 6 .5

2 .6 一3 .6

2 .7 一2 .7

2 .5一3 .3

2 .5 一3 .4

2 .5一3 .2

2 一3 .2

17 8 一19 2

1 8 8 .1一19 9

1 8 8·19 0 .7

99

0 .3

1 5 .9

14 .9

6 .2

5 .2

0 .1

0 .3

0 .4

-︸勺O尹

0 .2

0 .3
妇..二

9，︸

O八02. 0..6门J，‘n︸最高心率

(b/ m in)

6 18 7 .0

5 19 1 .3

9 1 8 8 .s aa

5 .7

4 .5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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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17一24 名

参赛无名次

1 8 9 .9

19 0 .0

18 9 .8

18 9 .1

0 .8 0 .6

1 .8 3 .1

18 8 .8一19 1.2

18 8 .4 一19 2 .8

n，

?.8
..压气曰.、︸12心..100凡、︸内」月了nU内j，jo勺‘了O﹄、卜一︸、以000一‘︸‘d9一4内j

99血红蛋 自

(m 留m l)

14 .2

巧 .1 ““

14 .l d

14 .5

14 .4 d

0 .5

0 .5

0

n，内」

e d a，了门j

1且2内j︸lj0 nUO︸110 nU nU nU八Un︸n︶0选择反应

时(s)

l0
劝.盈门.二

l亡、︶n，

无氧功率

(W /kg )

17一24 名

参赛无名次

未参赛

国家队

前 8 名

9一16 名

17一24 名

参赛无名次

未参赛

国家队

前 8 名

9一16 名

17一24 名

参赛无名次

未参赛

国家队

前 8 名

9一16 名

17一24 名

参赛无名次

未参赛

2 4

0 .2

0 .9

9

2 l

7

0 .4

1 .0

0 .9

1 .2

1 16 .6

0 .8

13 5 8 6 .6

月了4尸」月了尹O，J了O，︸、︸无氧功率

(W )

2 l

0 .3 13

0 .3 0 6

0 .3 6 4

0 .3 8 7

0 .3 9 4

0 .3 6 8

1 1 .4

12 .2

1 1.7

10 .8

1 1.1

10 .7

8 3 5 .5

7 5 6 .4

8 0 8 .8

7 2 4 .1

7 6 0 .1

7 0 9 .3

1 1 .0

1 1.0

8 6 1 .1

7 5 6 .4

8 19 .7

6 9 7 .5

7 6 4 .4

7 3 1 .0 1 19 .8

4 5 8 4 .9

5 8 3 8 .0

2 8 6 6 .8

14 3 5 0 .0

，J未参赛相比 .尸<0 05，aa 尸<0.0 1: 与参赛无名次相 比 ”尸<0.05，比六 0.0 1: 与 一7一24 名相比 “六 0.05，CC

内 0.0 2:‘j g一26 名相比 d尸<0.05，dd尸<0.0 1:前 s 名相比 e六 0.05，“尸<0.0一;‘j国家队相 比 f爪 0.05，ff尸<o、0 1

4. 2 .2.3.2 身体机能典型性指标分析

. 对不 同组别和 不同运动成绩沙滩排球运动员身体机能测试结果的比较

显示，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主要身体机能强于中国一般女子沙滩排球

运动员。身体机能作为体能的基础结构 ，在一定程度 上直接影响体能水平 。沙

滩排球运动员的身体机能越好 ，越有利于发挥其体能水平。

. 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的有氧能力优 于中国一般 女子沙滩排球

运动员。最大摄氧量是反映有氧代谢运动 能力的有效指标 ，它反映 了机体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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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及利用氧的综合能力，即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及线粒体的功能能力。随着

沙滩排球运动的普及和发展，沙滩排球 比赛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且比赛之间越

来越长，因此有氧代谢能力是沙滩排球运动员比赛时长时间维持高强度运动能

力的基础，优秀沙滩排球运动员应该具备较高的最大摄氧量水平。

今 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的无氧能力优于中国一般女子沙滩排球

运动员。无氧功率代表运动员短时间内全力做功的能力，与运动员的绝对力量、

速度力量和力量耐力均呈正相关关系。沙滩排球项 目强调运动员爆发力 (最典

型的是下肢弹跳和上肢挥臂)，因此对运动员的无氧功率峰值的要求较高。

， 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的神经 一肌 肉的灵敏协调性优于中国一

般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神经一肌 肉的灵敏协调性越高，运动员的反应越快。

在体现速度为核心的现代沙滩排球运动中，快速的反应能使运动员提前准备或

起动 以争抢最高、最 前的击球点，从而让 自身争取更多的主动权 ，使对手回击

的难度最大。

4. 2.2.3.3 身体机能小结

尽管沙滩排球属于技能主导类项 目，但是对身体机能的要求也较高。沙滩

排球运动竞赛时间短、总运动时间长。随着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机能对 比赛

成绩的影响也越来越来大。尤其是参加巡回赛等系列赛事，对身体机能的要求

会更高。当在连续参加大赛又无修整机会的情况下，经常是机能满足不了技战

术的需要而影响比赛成绩。

对不同组别和运动成绩中国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身体机能指标的测试结果

比较显示，中国优秀沙滩排球运动员具有一定水平的有氧代谢能力，并且无氧

能力也较强。

4. 3 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特征模型

“优秀运动员特征模型反映着训练 目的的状态结构 ，我们所选拔的训练对

象，应 该是在未来有可能发展至这一要求的训练素材 ”1641 。对此，本研究对中国

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特征进行研究 ，并分别探讨其体能特征的一般模型和

理想模型。

4. 3.1 中国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特征的一般模型

我们 以 70 名运动员为对象，构建中国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特征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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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其中，身体形态的基本特征为身高臂长，体重高，肌肉含量高; 运动素

质的基本特征为动作速度快，爆发力大，柔韧性好，协调能力强，有一定的专

项耐力; 身体机能的基本特征为无氧能力和有氧能力强 (表 34 )。

4. 1 2 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特征的理想模型

我们 以 30 名运动员中运动运动成绩在国家健将 以上 (包括国家健将 ) 的运

动员为对象，并以其构建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理想模型。方法是取各指标

的第 90 百分位数进行计算，并汇总得到了我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特

征的理想模型 (表 35 )。

表 34 中国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结构一般模型参考值

一级

指标
二几级指标 二级指标 R an g

身体

形态

运动

素质

身体

机能

充实度

高度

围度

长度

柔韧类

挥臂类

弹跳类

耐力类

速度灵敏类

无氧能力

(x 土S)

5 2 .6士4 .4

2 3 2 .4士6 .1

2 .5土0 .7

7 4 .9士7

16 .7士6 .5

1 1.1士2 .7

2 9士0 .1

8士0 .9

19 .1士2 .2

1 1土l

4 0 .5 ~ 6 3 .4

2 17 ~ 2 4 7

0 .9 ~ 4 .2

6 1 .7 ~ 10 0

0 .8 ~ 2 9 .9

7 .7 ~ 18

2 7 ~ 3 0 3

7 .0 3 ~ 10 .0 3

15 .2 ~ 2 3 .9

8 .4 ~ 1 2 .5

95 % 置信区间

下 限 上 限

5 1 .4 5 3 .7

2 3 0 .8 2 3 4 .0

2 .4 2 .7

7 2 .9 7 6 .8

15 .0 18 .4

10 .3 1 1.9

2 9 2 .9

7 .0 7 8 .0 2

18 .5 19 .7

10 .7 1 1.3

有氧能力

去脂体重(kg )

手足 间距(c m )

上臂围差(c m )

比跺 围

坐位体前屈(c m )

掷实心球(m )

助跑摸高(m )

渐进式折 回跑(级)

X 字移动(s)

无氧功(W 瓜g)

最大摄氧量

(m l/k g/ m in)
4 2土3 3 7 .1~ 4 7 .3 4 1 4 2 .8

表 35 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结构理想模型参考值

一级指标 几级指标

身体形态

充实度

高度

围度

长度

三级指标

去脂体重(kg)

手足 间距(c m )

上臂围差(c m )

比躁围

运动素质 柔韧类

挥臂类

弹跳类

耐力类

坐位体前屈(c m )

掷实心球(m )

助跑摸高(m )

渐进式折 回跑(级)

B T 2 0 0 7 5 2 8 2 4 9 17 . 7 0 5 5 4 7 5

参考值

) 6 0 .6

) 2 3 9 .4

) 3 .4

蕊 6 5 .5

多 2 8

) 17 .8

) 3

) 9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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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机能

速度灵敏类

无氧能力

有氧能力

X 字移动(s)

无氧功(W /kg)

最大摄氧量(m l/k 留m in)

( 15 .6

) 12 .4

) 4 6 .5

4. 4 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评价体系的建立

建立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评价模型流程图 (图 9 )。

制作评价软件

︸

制定单项和综合评价标准

︸

建立专项体能评价模型

一

评价指标贡献率的确定

︸

评价指标的确定

︸

确定评价的思想和厦则

图 9 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评价模型

4. 4.1 建立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评价体系的指导思想

专项体能是运动员比赛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客观地评价沙滩排球运动员

专项体能水平是评价运动员综合 比赛能力的基础 。因此，设计一个专项体能评

价体系就可 以对运动员的专项体能状况做 出比较全面 的了解 ，一方面 ，为从整

个运动员群体中选拔优秀运动员提供体能参考: 另一方面，对于同一个运动员

可 以明确其体能优势和劣势 ，从而为体能训练提供科学的依据 。根据课题的研

究需要，我们确定选择评价指标的指导思想为: 评价指标必须有典型性，能够

反映沙滩排球专项体能的特点和本质: 评价方法简便 、易行，尽量少运用仪器

或运用较简单的仪器，尽量排除操作技巧因素; 指标的测试符合测量学有效、

可靠 、客观的 “三性原则”。

4. 4. 2 建立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评价体系的原.lj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本研究形成建立我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评

价模型的原则主要有 :

. 科学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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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体系一定要建立在科学基础上，指标概念必须 明确 ，并有一定的科学

内涵，能反映出沙滩排球运动的特点和专项体能的本质 。因此，要以评价的 目

的和要求为准绳 ，以专家 咨询和调查 的结果为依据 ，建立全面 、客观 的指标评

价体系和科学易行的评价方法。

， 可行性原则

中国优秀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水平综合评价指标的基本特性之一是把统计

理论和实际操作结合起来，它既应 以理论分析为基础，必须兼顾到统计的可操

作性和现实数据资料支持的可行性以及全国比赛的时间安排和人力、物力条件。

评价方案要简单易行，方案中的指标体系、贡献率分值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容

易被人们接受并能够在大范围内推广运用。

令 可比性原则

明确综合指标体系中每个指标的含义，统计 口径和范围，以保证时空上的

可比性 。在选择指标时根据 目前我国优秀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的状况和存在 问

题注意选取较精确的、易于控制实验条件的指标。评价的内容应根据沙滩排球

专项体能的构成、特点以及表现形式，力求全面、客观地反映其本质和 内在的

规律，能够真实地体现出专项体能水平的优劣。评价指标的内容应该标准化、

客观化，使之能在广泛的范围内取得通用性的效果。

， 相对独立性原则

描述复合系统状况的指标体系中，其各指标间往往存在着重叠，尽管这是

不可避免的，但在选择指标时，应尽可能选择具有相对独立的指标 ，从而增加

评价 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

今 相对完整性原则

沙滩排球运动员的体能水平有深刻而丰富的内涵 ，这就要求描述和刻画的

指标体系具有足够的涵盖面，能较全面、概括地反映各个侧面，对其主要内容

不应有遗漏 ，反映的信息量既有必要又应充分 ，应能 比较全面地反映和测量评

价 目前我国优秀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的状况和存在问题。

4. 4. 3 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评价指标的确定

体能评价指标 的确定经过三轮筛选 :

. 初选

见测试法部分之表 10。

今 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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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测试法部分之表 11。

今 精选

将 30 名优秀运动员的原始数据分为形态指数、运动素质和身体机能指标 3

大模块分别进行主成分分析，确定体能评价的敏感指标。

主成分分析165 1 (Pr inc iP al co mP onent an al ys is ) 是将分散在一组变量上的信息

集中到某几个综合指标 (主成分 ) 上的探索性统计分析方法。这样就将原来众

多具有一定相关性 (比如 P 个指标 )，重新组合成了一组新的互相无关的综合指

标来代替原来的指标 ，以便利用主成分描述数据集 内部结构，实际上也起着数

据降维的作用。

进行主成分分析主要步骤如下:

1. 指标数据标准化 (SP SS 软件 自动执行 );

2. 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判定: 即计算相关矩阵 R 。以主成分分析法并配合最

大变异法行正交转轴，得出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3. 确定主成分个数 m : 取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数为共同因子数。

4. 选取主成分 Fi 的代表性指标: 选取指标时，除首要考虑因子载荷数值和

相对独立性因素外，经验与教练员问卷的重要性不可忽视。

5. 主成分 Fi 命名 : 为各主成分命名，原则上取各主成分中因子载荷最大的

指标作为此因子的代表，如若需要取其它指标时，应考虑彼此之间的相关系数

值，以保证选取指标的相对独立性。

4. 4.3.1 身体形态指标的主成分分析

对构成沙滩排球运动员身体形态的 30 项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

为了使分类集中，对因子载荷矩阵采用了方差极大法进行正交旋转 ，根据

特征值 冲 1、累计贡献率大于 75 % ，得出反映中国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身体形

态的 4 个主成分 (表 36) ，各成分中的高载荷指标及其因子载荷，并对每个主成

分给予适 当的命名 。(表 37) 。

表 36 中国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身体形态特征值

主成分 特征值

9 .4 5 3 2

3 .9 3 3 4

2 .9 6 7 7

2 .6 8 6 1

累计贡献率(% )

八曰Q︸66内J ro 419︸f﹄月了孟U内j︸f︶‘U工了

K M O 值 0.7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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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主成分

l

中国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身体形态主成分分类及命名

高载荷指标 主成分命名 因子载荷

去脂体重 充实度因子 0. 9301

B M I 0 .9 2 0 1

维尔维克指数 0. 8848

克托莱指数 0. 8301

体重 0.8064

手足间距 高度因子 0. 9343

身高 0.9 148

上臂围差 围度因子 0. 71 70

腰臀指数 0. 71 10

体脂 % 0.6096

跺 围、100 / 跟膛长 长度 因子 一0. 681 9

指间距 一身高 0.6445

跟健 长 0.5293

因为上述 4 个主成分涉及的指标数量较多，因此本研究从每一个主成分中

挑选 1一2 项指标作为代表。挑选指标的依据有三个 : 一是与沙滩排球专项关系

密切并在实际训练中较常采用的指标 ; 二是能够 比较简便地进行测试 ; 三是因

子分析的因子载荷大小。

第一个主成分包括 5 个高载荷指标。去脂体重在不同级别、不同等级与不

同组别的沙滩排球运动员中都是越高越好 。而 B M I、维尔维克指数、克托莱指

数和体重都应该保持适当才‘能更好地发挥运动员的体能和技战术水平 。因此 ，

第一主成分我们选择 了去脂体重作为代表性指标 。

第二主成分包含 3 个高载荷指标，这三个指标对于沙滩排球而言，都是越

大越好 。而其 中手足 间距的载荷最大，因此选择手足 间距作为第二主成分的代

表性指标。

第三主成分中的三个指标都与身体组成有关，其中腰臀指数和体脂 % 应保

证在一定范围，而上臂围差是越大说明上臂肌 肉越发达，越有利于发挥上臂的

爆发力，加上上臂围差的载荷最大 ，因此选择上臂围差作为第三主成分的代表

性指标。

第四主成分中也含有三指标 。其中躁围 x 100 / 跟键长与下肢爆发力有关，

其值越小 ，说明下肢爆发力越好 。指间距 一身高与运动 员的上臂长度有关，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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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越大 ，说明运动员的上臂越长。考虑到第三主成分中己经选择 了反映运动员

手臂长度的指标— 手足间距，因此在此我们不再重复考虑这类指标。跟键长

主要反映运动员的下肢爆发力，一般该值越小，运动员的下肢爆发力越好 。而

相比较而言，复合性指标跺围x 100 / 跟键长比单纯性指标跟腿长更能反映运动

员的下肢爆发力。因此我们选择跺围x 100 / 跟键长作为第四主成分的代表性指

标。

根据表 37 中各主成分的特征值，我们确定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身体形态四

个代表性指标的贡献率，即贡献率以各主成分的特征值分别除以 4 个主成分特

征值之和来确定 (表 38 )。

表 38 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身体形态指标的贡献率分布

指标

去脂体重

手足 间距

上臂围差

躁围、100 / 跟键 长

贡献率

0 .4 9 6

0 .2 0 7

0 15 6

0 .14 1

4 .4 .3.2 运动素质指标 的主成分分析

对构成沙滩排球运动员运动素质的 13 项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 。为了使分类

集 中，同样对因子载荷矩阵采用了方差极大法进行正交旋转，根据特征值 从> 1、

累计贡献率大于 76 % ，得出反映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运动素质的 4 个主成分 (表

39 )，各成分中的高载荷指标及其因子载荷，并对每个主成分给予适当的命名。

(表 40 )。

表 39 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运动素质特征值

主成分

l

2

3

4

K M O 值

特征值

3 .2 6 5 5

1 .7 7 9 7

1 .5 7 7 6

1 .2 6 9 8

0 .7 9 0

累计贡献率(% )

3 9 .3 0

5 5 .6 9

6 7 .4 6

7 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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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0 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运动素质土成分分类及命名

主成分 高载荷指标

助跑摸高

沙地助跑摸高

二级跳

沙地二级跳

实心球掷

羽球掷远

X 字移动

网前移动

坐位体前屈

转肩

渐进式折回跑

主成分命名

爆发力因子

速度灵敏因子

柔韧性因子

心肺耐力

因子载荷

0 .8 4 0 4

0 .8 3 0 0

0 .8 3 0 4

0 .7 9 7 2

0 .7 6 9 7

0 .6 6 9 8

0 .8 7 6 8

0 .8 6 9 5

0 .7 6 5 5

一0 .7 4 9 5

0 .7 6 4 8

以上 4 个主成分中涉及运动素质的指标共 13 项，同样根据沙滩排球 “专项

性 ”原则和 “简便性”原则从每个主成分中选取 1一2 个典型性指标。

第一个主成分为爆发力类，主要包括下肢弹跳和上肢挥臂两类指标。下肢

弹跳中又包含 4 个高载荷指标，其中助跑摸高和沙地摸高主要反映运动员纵向

移动爆发力，二级跳和沙地二级跳主要反映运动员横 向移动爆发力。由于在沙

滩排球运动中，跳跃动作较多，因此我们选择能反映纵向移动爆发力的指标，

即助跑摸高或者沙地摸高。相 比较而言，助跑摸高比沙地摸高测试更方便 ，且

有研究表明，可以用硬地助跑摸高反映优秀沙滩排球运动员的弹跳能力140 ]，因

此 ，我们选择助跑摸高作为下肢弹跳的代表性指标 。在上肢挥臂类指标中，与

羽球掷远相 比，掷实心球对测试场地、外界环境的要求更低些，且载荷高于羽

球掷远 ，因此我们选择掷实心球作为上肢挥臂类指标的代表。综上所述，第一

主成分有 2 个典型指标 : 助跑摸高和掷实心球 。

第二主成分包含 2 个高载荷指标，这两个指标主要反映运动员的速度灵敏

素质。其中，X 字移动反映运动员各个方 向的变 向移动能力，网前移动反映运动

员横 向移动能力 。在沙滩排球项 目中，由于场地较大，场上每边仅两人 ，因此

对运动员各方 向的变 向移动能力 (包括横 向移动能力 ) 都较高。另外 ，X 字移动

的因子载荷较网前移动高，因此我们选择 X 字移动作为第二主成分的代表性指

标 。

第三 主成 分 中的两个指标都反 映运动 员 的柔韧性 ，其 中坐位体前屈反映下

肢和腰部柔韧性 ，转肩反映肩部柔韧性 。二者中坐位体前屈的载荷更 高，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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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坐位体前屈作为第三主成分的代表性指标 。

第四主成分中只含有渐进式折回跑一个指标。该指标反映运动员的心肺耐

力，其值越高，说明运动员的心肺耐力越好。

根据表 39 中各主成分的特征值，我们确定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运动素质五

个代表性指标的贡献率，即贡献率以各主成分的特征值分别除以 4 个主成分特

征值之和来确定 (表 41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第一主成分选择了助跑摸高

和掷实心球两个代表性指标，因此，这两个指标的贡献率各为第一主成分贡献

率的一半。

表 41 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运动素质指标的贡献率分布

指标

X 字移动

助跑摸高

掷实心球

坐位体前屈

渐进式折回跑

贡献率

0 .2 2 5

0 .2 0 7

0 .2 0 7

0 .2 0 0

0 .1 6 1

4.4.3.3 身体机能指标的主成分分析

对构成沙滩排球运动员身体机能的 7 项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为了使分类

集中，同样对因子载荷矩阵采用了方差极大法进行正交旋转，根据特征值 入1> 1、

累计贡献率大于 70 .3% ，得出反映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运动素质的2个主成分(表

42 )，各成分中的高载荷指标及其因子载荷，并对每个主成分给予适当的命名。

(表 43 )。

表 44 中 2 个主成分中涉及身体机能的指标共 5 项，同样根据沙滩排球专项

性、测试的简便性和因子载荷大小等原则从每个主成分中选取 1一2 个典型性指

标 。

第一个主成分为无氧能力因子，主要包括最大无氧功率 / 体重和最大无氧

功率 。这两个指标都能很好地反映运动员的力量和爆发力 。由于最大无氧功的

载荷高于最大无氧功率 / 体重 ，因此选取最大无氧功率 / 体重为第一主成分代

表性指标 。

第二主成分包含 3 个高载荷指标，这三个指标都与运动员的有氧能力有关。

三个指标 中最大摄氧量 / 体重的载荷最大，因此选择最大摄氧量 / 体重作为第

二主成分的代表性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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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43 中各主成分的特征值 ，我们确定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身体机能两

个代表性指标的贡献率，即贡献率以各主成分的特征值分别除以 2 个主成分特

征值之和来确定 (表 44 )。

表 42

土成分

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身体机能特征值

特征值 累计贡献率(% )

2

K M O 值

1 .2 3 2 1

1 .0 0 3 1

0 .5 0 8

4 5 .3 5

7 8 .7 1

表 43 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身体机能主成分分类及命名

土成分 高载荷指标

最大无氧功 / 体重

最人无氧功

最大摄氧量 / 体重

最大摄氧量

最高心率

主成分命名

无氧能力代谢因子

有氧能力代谢因子

因子载荷

0 .8 2 6 3

0 .8 13 2

0 .8 2 18

0 .8 13 9

0 .7 8 5 1

表 44 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身体机能指标的贡献率分布

指标

最人无氧功 / 体重

最人摄氧量 / 体重

贡献率

0 .5 5 1

0 .4 5 3

4. 4. 4 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评价指标贡献率的确定

体能评价指标分为一级指标和三级指标两类 ，不同级别指标的贡献率根据

不同的方法确定。三级指标贡献率主要 以统计学方法确定 (表 45 ); 一级指标贡

献率主要根据一线教练员和专家 问卷确定 。方法是采用五级评分法 ，根据公式

(l) 计算 :

n

s一 艺XIW i (l，2，3，‘’、n)
( l )

其中 S 为贡献率 ; Xi 为各项指标经加权量化后的分值 ; W i为第 i项指标的

组合加权系数 ; n 为一线教练员和专家个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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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评价指标及贡献率 (% )

一级指标 贡献率 贡献率

7 .4

身体形态 巧

运动素质 50

身体机能 35

二级指标

去脂体重

手足间距

上臂围差

躁围x 100 / 跟腿长

X 字移动

助跑摸高

掷实心球

坐位体前屈

渐进式折回跑

最人摄氧量

无氧功率

2 .3

2 .2

1 1 .4

10 .3

10 .3

10 .0

8 .0

15 .7

19 .3

4. 4. 5 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评价标准及评价模型的确定

4.4.5.1 体能单项指标评价标准的制订

单项评价标准的制订依照百分位数法来确定。主要步骤为:

( l) 分别找出所有 70 名运动员各单项成绩的 Pl 。、P3。、P70 和 几。4 个 百分

位点;

(2 )根据上述 4 个百分位点划分不同的成绩区间 (P I。以下 、P 10~ P 30 、P30 ~

P 7o、P 7o~ P go、Pgo 以上 );

(3 ) 依据不同区间界定不同等级，即上述各百分位点对应的等级分别为五

级 、四级 、三级 、二级和一级 。

(4 ) 根据各指标 的贡献率，计算各指标的得分。需要说明的是，表 45 中

的三级指标的贡献率即五级制中最高等级所对应的得分，各指标等级对应的得

分遵循 “一级: 二级 : 三级 : 四级 : 五级 = 1: 0. 8: 0. 6 : 0. 4 : 0. 2 ”的原则，因

此 ，可 以推算其他等级对应的得分。由于躁 围xl 00 / 跟腿长、X 字移动两个指

标属于低优指标 ，因此其最高等级及对应的得分位于 P l。处，最低等级及对应 的

得分位于 P90 处。各等级对应得分的比例分配见表 46。

(5 ) 据此，确定我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结构的单项评分表 (表

47，表 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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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单项评分标准各等级对应得分的比例分配

等级 百分位数 高优指标 等级 一百分位数 低优指标

一等 P90 以上 1 一等 Pl 。以 卜 0. 2

二等 P7。一Pg。一△ 0.8 二等 P，。一P3。一△ 0.4

二等 P3。一P7。一△ 0.6 三等 P3。一P7。一△ 0.6

四等 P I。一P3。一△ 0.4 四等 P7。一Pg。一△ 0.8

五等 P1 0一△以 卜 0. 2 五等 P90 一△以上 1

表 47 我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结构的单项评分表

指标

心..且1 J...l

去脂体重

得分

手足间距

得分

上臂 围差

得分

助跑摸高

得分

掷实心球

得分

坐位体前屈

得分

渐进式折回跑

得分

最大摄氧量

得分

无氧功率

得分

一等

Pgo 以上

七5 9 .5

7 .4

七2 4 0 .2

3 .1

七3 .4

2 .3

七3

10 .3

> 16 .5

10 ，3

七2 4 .9

l0

> 9 .10

8

七4 7 .3

1 5 .7

全12 .3 4

19 .3

二等

P 70 一 P 90 一△

5 9 .4 ~ 5 3 .8

5 .9

2 4 0 .1 ~ 2 3 5 .5

2 .5

3 .3 ~ 2 .8

1 .8

2 .9 9 ~ 2 .9 4

8 .2

16 .4 ~ 1 1.2

8 .2

2 4 .8 ~ 2 0

8 .0

9 .0 9 ~ 8 .10

6 .4

4 7 .2 一 4 5 .5

12 .6

12 .3 3 ~ 1 1.4 4

1 5 .4

三等

P 3o一 P 7o一△

5 3 .7 一 5 0 .4

4 .4

2 3 5 .4 ~ 2 2 8 .7

1 .9

2 .7 ~ 2

1 .4

2 .9 3 ~ 2 .8 5

6 ，2

1 1 .1 ~ 9 .7

6 ，2

19 .9 ~ 12 .7

6 .0

8 .0 9 ~ 7 .0 9

4 .8

4 5 .4 ~ 4 0 .2

9 .4

1 1.4 3 ~ 10 .5 0

1 1.6

四等

P 10一 P 3o一△

5 0 .3 ~ 4 7 .3

3 .0

2 2 8 .6 一 2 2 4 .3

五等

P，。一△ 以一卜

5 4 7. 2

.2

.9 ~ 1 .6

.9

2 .8 4 ~ 2 .8 2

4 .1

9 .6 ~ 8 .8

4 .1

12 .6 ~ 7

4 .0

7 .0 8 ~ 7 .0 2

3 .2

夕 2 4 .2

0 .6

三1 .5

0 .5

三2 .8 1

2 .1

三8 .7

2 .1

必 .9

2 .0

三7 .0 1

4 0 .1 ~ 3 8

6 .3

10 .4 9 ~ 9 .3 5

7 .7

邻 7 .9

3 .1

三9 .3 4

3 .9

注 : △为各指标最小单位

表 48 我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结构的单项评分表

指标

踩 围 X IOO / 跟胜长

得分

X 字移动

得分

一等

P 10 以 卜

二6 5 .8

2 .5

三16 .7 0

9

二等

P 一。+ △ ~ P 3o

6 5 .9 ~ 7 0 .6

2 .0

16 .7 1 ~ 18 .0 5

7 .2

二等

P 3o+ △ 一 P 7o

7 0 .7 一 7 8 .3

1 .5

18 .0 6 ~ 2 0 .5 2

5 .4

四等

P 7o+ △ 一 P go

7 8 .4 ~ 8 2

1 .0

2 0 .5 3 ~ 2 2

3 .6

五等

P go+ △ 以上

七82 .1

0 .5

七2 2 .0 1

1 .8

注 : △为各指标最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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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5.2 体能综合评价标准的确定

体能综合评价标准的制定主要是根据运动员的体能总分来划分。体能总分

的计算采用加权求和法计算，其步骤是:

(l) 对照单项评价标准，根据每项指标的实际测试结果，得出对应的定性

等级;

(2 ) 按评定等级的对应的得分折算每项指标的实际测试结果，由定性转为

定量 ;

(3 ) 然后将此分值与各指标 的权数相乘 ，得到每项指标的评价分值 ，完成

了 “二次量化 ”;

(4 ) 最后将量化的各项指标分值相加，就得到了该项指标评价的总评价值，

从而求出每位运动员的体能总分值 。

由于这种方法经过两次加权 (等级加权和指标加权 )，故该方法也被称为“双

权法 ”。

二次量化法 (加权求和法 ) 根据为公式 (l) 计算 。

根据公式 (l) 和表 45 中各指标的贡献率，我们可以计算我国优秀女子沙

滩排球运动员体能总分 ，并根据总分对所有运动员进行等级评价，因此 ，该公

式也可以称为体能评价模型。即体能评价模型= 7. 4 x 去脂体重十3.lx 手足间距+

2.3 x 上臂围差+2.2 x 蹂围x100 / 跟胜长+ 11.4 x X 字移动+ 10.3 x 助跑摸高+10.3

x 掷实心球+l 0. 0 x 坐位体前屈+8. 0 x 渐进式折回跑+1 5. 7 x 最大摄氧t +l 9. 3 x

无氧功率。

根据该体能评价模型计算 出运动员的体能总分后 ，我们就可 以制定体能综

合评价标准，方法类似于单项评价标准的制定。即找出 70 名运动员体能总分的

P l。、P30 、P7。和 P90 4 个百分位点; 根据上述 4 个百分位点划分不同的成绩区间

(P lo 以下 、P lo~ P3。、P3o一P7o、P7。~ Pgo、Pgo 以上 ); 依据上述不同区间界定

不同等级 ，即上述各百分位点对应的等级分别为不及格、及格 、中等 、良好和

优秀。据此，确定我国优秀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评价的综合评分表 (表 49 )。

表 49 我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综合评分表

指标
优秀 良好 中等

体能总分

Pgo 以上

) 8 8

P :o一P go一△

8 7 .9 ~ 8 0

P 3o一P 7o一△

7 9 .9 ~ 7 0

及格

P 10一P 3o一△

6 9 .9 ~ 6 0

不及格

Pl 。一△ 以一卜

簇 59 .9

注 : △为得分最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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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6 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评价模型的检验

要证明我国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评价模型是否具有普遍适应性，对其它

具有发展潜力且适合该评价标准前提条件的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同样有效，以

此为我国所有适龄阶段的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的体能评价提供一个参照标准，

就需要对该评价模型进行验证。

本研究中，我们采用结构公式模型对我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模

型进行检验。

结构公式模型(stru etur al equat ion m odeling，SE M )是根据因果关系假设，同

时求解 由多元变量构成的一组线性方程的方法1061 。结构公式模型包括两个基本部

分: 验证性因子模型 (验证性因子分析 ) 和因果模型 (路径分析 )，因子模型又

称为测量模型 (m ea sur em eni m odel )，其中的方程称为测量方程 (m ea sure m eni

eq uat in n) ，描述 了潜变量与观察变量之间的关系; 所包含的因果模型又称为潜变

量模型 (lat en t vari ab le m odel) ，也称为结构模型，其中的方程称为结构方程

(stru etur al equat ion )，描述 了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步骤主要有 :

1、确定初始模型

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变量 (包括观察变量和潜变量 ) 的关系，关键一步

是根据专业知识和研究 目的，构建出理论模型，然后用测得的数据去验证这个

理论模型的合理性 。

2、模型拟合

模型拟合就是通常所说的参数估计，所要做的是使模型隐含的协方差矩阵

(即再生协方差矩阵 ) 与样本协方差矩阵之间的 “距离”最小。这个 “距离”

称为拟合函数。两个矩阵之间的 “距离 ”有多种不同的定义方法，因而产生了

不同的拟合函数，即不同的参数估计方法。

3、模型评价

参数估计出来之后，就得到了拟合模型。要知道模型拟合的好坏，还应对

模型进行评价 。大致从 以下三个方面讨论 : 一是参数合理性和参数检验的显著

性; 二是决定系数的大小; 三是拟合指数[67l 。

4、模型修正

对模型进行评价的 目的，是根据评价的结果来寻求一个理论上和统计上都

有意义的相对较好的模型。一个好的模型应具备的条件有 : (1)测量模型中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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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负荷和因果模型中的结构系数的估计值都有实际意义和统计学意义 ; (2) 模型

中所有固定参数的修正指数不要过高; (3) 几种主要的拟合指数达到了一般要求;

(4 )测量模型和因果模型中的主要方程的决定系数 R 应足够大; (5) 所有的标准拟

合残差都小于 1.% l08] 。

通过结构公式模 型对体能评价模型的检验 。统计软件 为 A M O S 4. 0 fo r

Wi ndow s，输入数据类型为原始数据 。

X 一

6 8 9 .74

表 50 体能评价模型的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情况

df x 2/ df C F I T L I

指数值

拟合情况

2 9 8 .3 2 .3 12

可接受

0 .9 0 3

较好

0 .9 0 2

较好

R M S E A

0 .0 7 6

较好

本次证实性因素分析选取单位卡方值 x’/df 、比较拟合指数 C FI (C om parat ive

F it Index )、Tu eker- L ew is 指数 (Tu eker- L ew is Index )以及近似误差均方根 R M SE A

(Ro ot M ean Squar e E rr or of A pproxim at ion ) 作为判断模型拟合度好坏的指标[69]

(表 50 )。

一般认为， x Z/df 的值在 5 以内时模型的拟合度可 以被接受，在 2 以内时模

型的拟合度较好 ; C FI 与 T U 的值等于或大于 0.9 时表示模型的拟合度可 以被接

受，等于或大于 0. 95 时表示模型的拟合度较好; R M SE A 的值等于或小于 0. 08

时表示模型的拟合度较好，等于或小于 0.05 时表示模型的拟合度非常好[v0] 。

表 50 中 x Z/df 为 2.0 12，C F I和 T L I 均大于 0.95，R M S E A 为 0.076，拟合

都较好 。说明整体的拟合指标 比较令人满意，假设模型较好地拟合了观察数据。

因此 ，本研究开始提 出的体能评价模型可 以成立 。

4. 5 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休能中存在的问魔

根据前述的体能评价模型，我们对所有参加测试的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的

体能综合得分进行统计。结果显示，国家队队员的体能综合得分主要分布在前

10 名，因此我们在此部分主要讨论前 10 名运动员的体能概况，并对国家队队员

的体能进行重点分析 。

4. 5.1 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水平总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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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讨我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总体体能水平，我们对体能综合得

分前 10 名运动员的所有 11 项指标的最高分出现次数进行了统计。这些运动员包

括 6 名现役国家队队员，另两名因伤没有参加所有的测试，因此在此不予分析。

前 10 名运动员体能各指标及体能综合等级如下 (表 51) :

表 51 体能综合得分前 10 名运动员各项成绩及综合等级分布

各 项 得 分

姓 名 手足 去脂 上臂

间距 体重 围差

掷实 助跑 折回

跑

X 字

移动

无氧 等级

功率

代表队

了1﹁乍l

久女嶙霖
优秀

优秀

八一队

天津队

瓢
山东队

山西队

罩率鲜
上海队

，J月兮潇兮月」9︸、︸59

4‘0心口00

摸高

卿_
1似

10 .3

10价4，‘厂，翻气乙，‘

O丹︸‘UOO

.3 2.8厂21，白1，l

祥一 一吧介一林
2.5 井 一7.4 一~ 一场

3 .1 5 .9 1.8

洁希畅王张刘

好好好良良良

10 .3

6 .2

抵戈
10 .3

6 .8

1 1 .4

里琳

妇 -

9 .1

9 .1

鲜井
6 .8

最大摄

氧量

可
15 .7

12 .6

粼
15 .7

15 .7

免刃一
6 .3

15 .4

1 1 .6

又沈

19 .3

伤8.2

8 6

切聋
8 .2

4 .3

3 .2

”夕一仲1.41.4卜冲l.44.4拼4.4 5.9 4.47.4”

为了更好地 了解我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各单项成绩的好坏 ，我

们对这 10 名运动员各项成绩达满分的次数进行 了统计 (图 10 )，结果显示 :

最高分次数砌

即地 拐实 渐进式 手 七眼 遥大扭 无级 劫份 存 坐位体 上臂

摸高 心球 折团包 高 圈 氮最 功率 体重 称动 前屈 围差

图 10 体能总分前 10 名运动员各指标满分出现频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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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助跑摸高和掷实心球两项指标满分出现次数高。助跑摸高和掷实心球

分别反映运动员的弹跳力和挥臂能力。由于沙滩排球上场人数少，运动员的击

球次数、弹跳次数等相应增加，因此，对运动员的弹跳力和挥臂能力要求均较

高。前 10 名运动员在 11 项指标的最高分出现次数中，助跑摸高和掷实心球两项

指标最高分频率出现较多，分别为 6 次和 5 次，各占每项总数的 60 % 和 50 % 。

表明，教练员注重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的力量和爆发力等运动素质 ; 也说

明上下肢力量和爆发力是决定女子沙滩排球水平的重要因素。

(2 ) 手足间距、比裸围、渐进式折回跑、最大摄氧量、无氧功率等项 目满

分次数较高。手足间距可以反映运动员手臂的长短。手臂越长，越有利于拥有

制空权，就越能发挥 出击球点高、落点深的特点，从而缩短对手回动时间，增

加对手移动距离而体现 “快 ”17’l。比跺 围主要与运动员的下肢爆发力有关。在一

定范围内，该值越小，一说明下肢爆发力越好。渐进式折回跑主要体现运动员的

心肺耐力，与最大摄氧量密切相关。尽管沙滩排球对运动员的无氧能力要求较

高，但随着 比赛激烈程度的增强和新规则的实行，沙滩排球对运动员的有氧能

力要求也更高。良好的有氧能力是运动员长时间发挥无氧能力的基础，也有效

促进运动员疲劳的消除。最大摄氧量主要反映人体心肺耐力，遗传度较高，可

达 93 .4% 。无氧功率主要反映人体 AT P一C P 和糖酵解能力，与扣球、弹跳等高功

率、快速动作密切相关。手足间距、比跺围等项 目满分较高，说明各队都注重

对身高臂长、比躁 围小的队员的选拔，这些基本形态指标在初级选材阶段 己受

到高度重视 。渐进式折回跑、最大摄氧量 、无氧功率等满分较高，提示 良好 的

心肺耐力和无氧能力是影响运动成绩的重要因素。

(3 ) 沙地移动慢、柔韧性普追较差。正式的沙滩排球比赛场上人数少，每

人要顾及的面积较大 ，速度依然是沙滩排球运动的核心 。反应速度快、移动速

度快、动作速度快是胜利的前提和条件，更是战术配合、创造获胜机会的前提

和条件 。遗憾的是 ，在前 10 名运动员中仅有 2 名队员的 X 字移动 (主要反映运

动员的速度灵敏性 ) 得满分。说明对于运动员的专项速度灵敏性还应大力加强。

坐位体前屈体现下肢和腰部的柔韧性 ，柔韧性好有利于增加动作幅度并减少运

动损伤的机率 。前 10 名运动员中仅 1 名运动员的坐位体前屈得满分，说明运动

员的柔韧性还有待提高。

(4) 去脂体重、上臂围差等身体形态需进一步改善。前 10 名中只有 3 名

运动员的去脂体重得满分 ，更有甚者 ，没有一名运动员的上臂 围差得满分 。这

两个指标均能反映运动员肌 肉含量的高低 。对优秀沙滩排球运动员而言，在其

论文随机验证编号: BT2007528249 17.7055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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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肌 肉含量越高，越有利于运动成绩的发挥。去脂体重轻、

上臂围差偏小，说明一方面要适当控制运动员的体脂百分 比，另一方面，应适

当加强力量训练，增加肌 肉含量。

4. 5. 2 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强项和弱项分析

为了直观对 了解我国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的体能状况，我们选择雷达 图分

析法对运动员体能一级和三级指标进行分析，以发现我国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

的体能强项和弱项，为实际训练和比赛提供依据。

雷达图分析法是将主要体能指标进行分类汇总绘制成一个直观的体能分析

雷达图，从而达到综合反映运动员体能状况的一种方法。它是常见的统计图之

一。该方法具有全面、清晰、直观、易判断等特点，广泛受到各领域的青睐。

进行雷达图分析法之前，我们需要先找出各指标的强项值和弱项值 。本研

究中，我们分别以所有运动员各指标两次加权后实际得分的 (平均数+ 标准差 )

和 (平均数一标准差 ) 代表各指标的强项值和弱项值 (表 52 和表 53 )。然后和

每名运动员每项指标的实际得分一起，绘制雷达图。

表 52 体能一级指标的强项值和弱项值 (n= 70)

指标 强项值(x + s) 弱项值(x 一S)

身体形态 11 .8 4. 5

运动素质 36 .5 11 .7

身体机能 27. 8 6. 4

表 53 体能三级指标的强项值和弱项值 (n = 70)

指标 强项值(x + S) 弱项值(x 一s)

八，O八︸90八︶，了2 n CU，J气」

O才，且0092 6 11

1 t4‘Jg4内j4护67

手足 间距

去脂体重

上臂围差

比躁 围

坐位体前屈

掷实心球

助跑摸高

渐进式折回跑

X 字移动

最大摄氧量

无氧功率

8 .3

8 .6

8 .6

6 .6

9 .6

13 .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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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1 我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一级指标的强弱项分析

根据表 52 ，我们对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一级指标的强弱项进行雷达图

分析 。限于篇幅有 限，我们仅显示部分现役国家队队员的体能状况 (图 11 一图

16 )。

采用雷达图对运动员的体能一级指标强项和弱项进行分析，可以使运动员

的体能强项和弱点一 目了然，6 名国家队队员的体能综合等级均在 良好以上，没

有明显弱项。如王x 身体形态、身体机能和运动素质的实际得分均明显超过各指

标的强项值，说明该队员体能综合素质突出; 田x 除身体形态实际得分略低于强

项值外，身体机能和运动素质也略高于强项值; 张 x 各体能一级指标的得分也均

明显超过各指标的强项值; 薛 x 的身体形态和运动素质均稍高于强项值，而身体

机能明显有待进一步提高; 左 x 除身体形态实际得分略低于强项值外，身体机能

和运动素质也略高于强项值; 季 x x 除身体形态实际得分略高于强项外，运动素

质略低于强项值，身体机能与强项值的差距稍大。
身称形密

功娜机 谁

扩 笋右

一 份~ 铭理的
翻顶艘

实际娜分

盛琪值

拐翔值

买际娜分

动嗽月 舟体挑彼

图 11 王 X 体能一级指标强弱分布 因 12 用 X 住 旅 一 切 指 坛 福 困 朴 布

名呼班
。.. 弓顶门

翻班口

实际娜分

姗体祝睡 运动派段

图 13 张 X 体能一级指标强弱分布

身体形态

图 14 薛 X 体能一级指标强弱分布

身体形态

张顶值

弱顶值

实际得分

身佑机 有挽 坛动素 后 身体机能

图 15 左 X 体能一级指标强弱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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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2 我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三级指标的强弱项分析

根据表 54 ，我们对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三级指标的强弱项进行雷达图

分析。同样，我们在此显示几名现役国家队队员的雷达图分析 (图 17 一图 22 )。

如图所示，王x 的体能均均衡，没有明显的弱项。该队员的身材较高，助跑摸高、

掷实心球和去脂体重等成绩突出。坐位体前屈、X 字移动、渐进式折回跑较好;

上臂围差等成绩一般。说明该队员肌肉含量高、弹跳和挥臂能力等爆发力突出。

相对于爆发力而言，王 x 的柔韧性素质、速度灵敏性、心肺耐力和挥臂能力略差，

且上臂围差偏小。因此建议进一步加强王 x 的柔韧性、速度灵敏性、心肺耐力和

挥臂能力，另外，对其上臂肌肉进行针对性训练。薛x 也没有明显的弱势项 目。

该队员身高、助跑摸高、掷实心球、去脂体重等成绩均较突出; X 字移动、坐位

体前屈、上臂围差等成绩较好 ; 渐进式折回跑一般。说明该队员虽然身材高大，

但速度灵敏性较好; 弹跳和挥臂能力突出; 柔韧性也较好; 心肺功能较差。因

此，对薛 x 应重点发展其心肺功能，其次是速度灵敏性、柔韧性和上臂肌 肉力量。

由于薛x 目前年仅 17 岁，身体还没有完全停止生长发育，考虑到未成年运动员

心肺功能等一般都较成人稍差，因此，在进行训练时，宜多采用发展有氧代谢

能力的练习，突出以强度为主的间歇性训练，避免强度较大且持续时间较长的

练习。训练强度应循序渐进。同时，要培养该阶段的运动员加大呼吸深度和使

呼吸与动作配合 的能力，尽量减少屏气活动 。

一 加- 弓项值

— 拐项值

一 乃，. 强项值

— 、弱项值

上臂困理~合旧- 实际得分 最大摄级量 上臂围差一于- 实际得分

浮 移动 比跟圈 比跟围

渐进式折回路

图 17 王 x 体能三级指标强弱项分布 图 18 田X 体能三级指标强弱项分布

一 。- 弧顶值

一-一一羽项值

一 。- 强顶值

一-— 马弓项值
上臂围理一护- 实际娜分 上臂围差毕- 一实际得分

护宇移动 比跳围 解笋移动 比跟围

坐位体前屈 渐进式折回跑

，，，. 产碑 ，. . 沪‘‘ M . 切‘‘ .J J 一 一八 ，幼 J . ~ ‘ 一 切 曰 . ， ~ ~ ~ ‘ . 山

图 19 张 X 休能三级指标强弱项分布 图 20 薛 x 体能三级指标强弱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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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强项值

* 一 一弱项值

上臂围差一妙一实际得分 上臂围差.一 实际得分

比跳围 比跟围

坐位体前屈

图 21 左 X 体能三级指标强弱项分布 图 22 季 x x 体能三级指标强弱项分布

4. 5. 3 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实际体能水平与理想水平的差距分析

运动员体能的优弱项的分析，为运动员实际训练和 比赛中 “练什么”提供

了依据 。除此之外，“练多少 ”也受到我们的关注 。如果找到运动员每项指标 的

实际水平与理想水平的差距，就能帮我们有效地分析并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根据公式 “差距二 (每项指标的满分一每项指标的实际得分 )”分别计

算出我国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一级指标、三级指标与理想水平中对应指标

的差距 ，并 以柱状 图直观显示每名运动员的差距大小。其中，每项指标满分即

理想水平，亦为经过两次加权后各指标的贡献率 (表 45 )。限于篇幅有限，我们

在此对体能综合得分前 10 名的运动员进行报表分析，其中包括 6 名国家队队员。

4.5.3.1 体能一级指标的实际水平与理想水平差距分析

根据上述差距公式和运动员体能一级指标实际得分，我们对体能综合得分

前 10 名的运动员的体能一级指标实际得分与理想水平的差距进行 了统计 (图

23 )。结果显示，部分现役国家队队员体能一级指标实际得分与理想水平之间仍

有较大差距 ，且一级指标差距程度不同。其中，王 x 、张 x 、田x 和左 x 一级指

标差距的程度 由大到小均为运动素质>身体机能>身体形态 ;而薛 x 和季 x x 一级

指标差距程度 由大到小均为身体机能>运动素质>身体形态。

4.5‘3.2 体能三级指标的实际水平与理想水平差距分析

同样根据上述差距公式和运动员体能三级指标实际得分，我们对体能综合

得分前 10 名的运动员的体能三级指标实际得分与理想水平的差距进行 了统计，

在此仅对 国家对部分队员进行图示分析 (图 24一26 )。

论文随机验证编号: BT2007528249 17.7055475



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特征及其评价体系研究

生距州

卜X 张 X 田 X 薛 X 左 X 季 X 火

图 23 部分国家队队员体能一级指标与理想水平的差距比较

图 24 为部分现役国家队队员身体形态得分与理想水平差距 比较。从该图可

看出，绝大部分运动员上臂围差和去脂体重等受一定后天影响的身体形态指标

均有提升空间，提示 日常训练中可针对性进行体能训练，从而提高体能水平

图 25 显示，绝大部分现役国家队队队员的沙地移动、弹跳和心肺耐力可以

进一步提高。沙地移动、弹跳是沙滩排球运动员的核心素质 ，这些运动素质的

加强对于提高体能水平有直接的影响。

有氧能力是无氧能力的基础，且能有效促进疲劳的消除。随着新赛制的实

行，比赛时间的延长，有氧能力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但与无氧能力相比，现役

国家队大部分队员的有氧能力稍差 (图 26 )。

2 0

差

距 1，多

(分)

1 0

图 24 部分国家队队员实际形态得分与理想水平的差距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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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坐位体前屈

曰实心球掷

口助跑摸高

口渐进式折回跑

. 义宇移动

公J月叶恤刁，‘

差距分

仁x 张 X 1l lx 薛 X 左 X 季 X X

图 25 部分国家队队员实际素质得分与理想水平的差距比较

差距分

X 张 X 11，X 薛 X 左 X 季 X x

图 26 部分国家队队员实际机能得分与理想水平的差距比较

4.5. 4 国内外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差距原因探析

4.5.4 .1 中国与世界强队的主要差距认识分析

由于 以往对于世界强队的总体与细致分析研究成果较少，本研 究主要 以调

查问卷中教练员与运动员的主观感觉的认识比较来描述这种差距 (附件 2，附件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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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对中国与世界强队主要差距看法的比较

图 27 为运动员与教练员对我国与世界强队最主要差距看法的比较 。经过卡

方 检验 ，运动 员和教练 员对 中外沙滩排球运动员差距 的认识有显著性差异

(尸<0.00 1) ，但教练员和运动员均认为主要差距的前三位依次为运动素质、经验

和 队员个人 能力 。

这说明教练员和运动员对队员运动素质 、经验和个人能力都很重视 ，有利

于训练计划和训练 目标的实施。教练员和运动员对上述差距的大小程度有较大

分歧 ，特别是对中外沙滩排球运动员在运动素质和攻防转换节奏差距的看法上，

也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 。在运动素质方面，近 70 % 的运动员认为国内外沙

滩排球运动员的差距最大，而仅 40 % 有余的教练员认为中外运动员最大差距在

于运动素质。这样运动员在平时的训练中必然会加强地运动素质的训练和提高。

同时，过分强调运动素质的重要性 ，在与国外优秀选手交锋时首先在心理上会

产生弱项，不利于比赛成绩的发挥。在攻防转换节奏上，有 3.6% 的运动员认为

国内运动员差于国外优秀运动员，而所有的教练员并不认为中外运动员在攻防

转换节奏上有差距 。如何学习和借鉴 巴西、美 国等优秀沙滩排球运动员科学、

有效的训练体系来提高代表亚洲特点的中国运动员的运动成绩，争取在 2008 年

奥运会上夺取沙滩排球女子项 目的奖牌，甚至金牌，将是广大沙滩排球工作者

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本的问题 。

4. 5.4. 2 教练员执教过程中所遇的主要 困难

教练员在执教过程中的主要困难见图 28 。选材来源少是我 国所有沙滩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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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练员面临的最大困难 。在与教练员的访谈中得知，目前，由于各种因素导致

我国沙滩排球运动员绝大部分来源于室内排球运动员。与国外很多优秀的沙滩

排球运动员从小就接触沙滩排球运动相比，我国沙滩排球运动员的选材范围过

于狭窄，这样在很大程度上阻碍 了我国沙滩排球运动成绩更快地提高。在本次

调查中，我们还注意到信息交流不足也是影响教练员执教的主要困难。我们从

国家队的总结报告中也发现，目前国家队己经开始建立了例会制度 ，通过教练

员之间的信息互补机制加强信息交流。不过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还可以从

多种途径入手，建立起一个可供教练员获得更多信息的交流平台。

. 选材来源少

口执教经验不足

图 28 执教过程中的主要困难

4. 6 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评价的计算机系统的研制

4. 6.1 系统的研制目的

在制定我 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单项和综合评价标准 的基础上，本

研究将评价标准编制成交互性强、使用方便快捷 的软件系统。将大量繁琐复杂

的计算工作交给计算机处理，为教练员及相关人员节省大量人力、物力和精力，

并在最短时间内向教练 员及相关人 员提供有关运动员体 能的各种信息 ，实现体

能评价的 自动化 。

4. 6. 2 系统简介

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评价是通过本系统对采集 的运动员体能

成绩进行分析和价值判断、并对运动员的体能水平进行综合评价 的软件 。它基

于 目前被广泛使用的 Vi su al B as ic 语言开发，可 以适用于所有基于 Wi nd ow s 操作

系统平台的计算机。

在 v B 编程中通常要与数据库打交道 ，对于数据量较小的应用 ，已有越来越

多的人开始采用 A cc es s。它是一个功能强大的数据库管理系统和 M IS 系统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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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具有界面友好 、易学易用、开发简单、接 口灵活，功能也比较齐全 ，数

据的备份 、拷贝都很方便 ，且程序发布时不需要额外单独安装其它的数据库管

理软件 。利用 A cc es s 中的各种 向导和对话框，创建和设置数据库的难度 比其他

数据库 (如 SQ L SE R V E R )小得多。因此，在功能能够满足要求的条件下，A cc es s

数据库往往成为一些小型数据库软件的首选 。

4 一6 .3

4 .6 .3 .1

系统的结构与模块功能

系统结构

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的计算机评价系统主要有四大模块 (图

2 9 )

··数据 输 入入  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 ·······  ··基本 情 况    况

... 数据管理 理                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 ·          ·                ··一级 指标数据据

·······  ··三级指标 数据据··数据 修 改改  改改改改改改改改改

’’等级评 定定                    

··优 劣分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 ’’’’’’’  ’          ’’’单项        项
数数据分析  析  析析析析析析析析              析

·········差距 分析析  析 . 综合         合

·········数 据备 份份  份 单项          项

... 数据备份 份份份份份份份份  份份份份份份份份份
·········数据还原原  原 综合          合

用用户管理  理                                  

主要模块

图 29 计算机评价系统主控结构

4. 6.3.2 模块功能

系统登录后 (图 30 )，可进入 以下主要模块 :

今 数据管理模块 : 在 “数据管理 ”菜单中分别录入运动员基本信息 、测试数

据 ，输入界面如图 31 所示 。在此 界面下 ，可进行 自动翻 记录 、数据添加 、删 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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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查找等工作。

今 数据分析模块: 该模块主要根据一定的公式计算运动员的得分和等级，并利

用统计图对运动员的体能进行等级划分，并对体能优弱项和与理想模型的差距

进行直观演示，包括等级划分 (图 32 )、优劣分析 (图 33 )、差距分析 (图 34)

和评分标准 (图 35 ) 四个部分。

. 数据备份模块: 主要完成对相关数据的备份和恢复 (图 36 )。

今 用户管理模块: 主要完成对系统权限的保护 (登录密码的输入、修改 ) (图

3 7 )。

图 30 登录界面

，，记录录                

乖乖乖乖乖乖乖加加加 修改改

末末记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

论文随机验证编号 : BTZ
图 31 数据管理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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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欣的

印·压肉

曲 1公m

Q ·吸11

田 68

肠 万

53 肠

以 58

肠 16

阳 氏

阵 拍

肠 阳

的 艾

61 从

图 32 等级划分

图 33 优劣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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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差距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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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数 据 还 原原

图 36 数据备份与还原
图 37 用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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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建议

5. 1 结论

本研究募集了 2006 年在中国排协注册的全部现役 79 名女子沙滩排球运动

员中的 70 名进行体能测试，通过数据主成分分析等统计方法和计算机软件开发

建立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特征及评价体系。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 与中国一般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相比，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的

身体形态特征表现为身高臂长、体型匀称、体重高和肌 肉含量高; 身体机能特

征表现为有氧和无氧能力强; 运动素质则以动作速度快、爆发力大、柔韧性好、

协调能力强和专项耐力好为特征。与世界顶级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相 比，中国

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的快速动作和爆发力相对较弱。

2 . 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评价三级指标体系中，身体形态代表

性指标包括去脂体重、手足间距、上臂围差和跺围xl oo / 跟键长; 运动素质的

代表性指标包括 X 字移动、助跑摸高、掷实心球、坐位体前屈和渐进式折回跑;

身体机能的代表性指标主要为最大摄氧量和最大无氧功率。

3. 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体能评价综合得分前 10 名运动员的身体形态 以

身高臂长、跺小和肌 肉含量高为特征; 其弹跳和挥臂能力等运动素质突出，但

沙地移动较慢 ，柔韧性相对较差; 心肺功能和糖酵解供能能力相对较高。

4 . 大部分中国国家女子沙滩排球队员体能综合得分在所有优秀女子沙滩排

球运动员中排名位于前 10 位，其体能一级指标水平与理想成绩的差距 以运动素

质最为显著，身体机能其次，身体形态最小。

5. 体能评价三级指标体系中，大部分中国国家女子沙滩排球队员的心肺功

能、沙地移动和弹跳能力应该进一步提高，绝大部分国家队运动员的上臂围差

和去脂体重也有提升空间。

6 . 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评价体系能够简便、准确地展示中国

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的体能水平等级和优劣势 ，可 以为教练员客观 、针对性的

制定体能训练计划提供参照标准。其内容主要包括评价指标、评价模型、评分

表和计算机评价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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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建议

1. 有的放矢，尽快弥补体能不足

优异的体能水平是现代沙滩排球运动的项 目特点和发展趋势。应对中国女

子沙滩排球运动员进行有针对性的体能训练，力争在短时间内弥补体能弱项 ，

为技战术和心理训练等打下坚实基础。

2. 与地方医院、科研所合作，定期跟踪进行相关测试

定期跟踪测试可以更为详尽的了解运动员的体能变化状况，更为真实、科学

地反映运动员的实际体能水平 ，为合理搭配运动员以及在训练和 比赛中合理安

排技战术提供参考依据 ，也有利于做好运动员建档工作，便于沙滩排球运动员

培养的衔接。可以利用集训或全国巡回赛等机会，与当地有实力的地方医院、

科研所合作，定期进行相关测试。

3. 建立俱乐部，形成沙滩排球 自身后备人刁‘的培养体系

我国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选材起点低、选材面较窄，仍然主要依靠室内排球输

送后备人才。沙滩排球俱乐部的建立不仅可 以取得一定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还

可 以提 高沙滩排球的知名度和普及率 ，吸引更多的青少年参加沙滩排球运动 ，

是培养沙滩排球运动员的一条可行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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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主要体能指标的测试细则

今 身体形态侧试方法:

. 手足间距 (手足间距 ) 受试者赤足，以立正姿势站于底板上。足跟、骸

骨部和肩脚间靠拢墙 ，人体 自然挺直，头部挺直、两眼平视，保持耳屏上缘和

眼窝下缘呈水平。测试人员站在凳子上于受试者右侧，用带有游标的直钢板尺，

测量底板平面至受试者中指指尖点间的直线距离。记录单位以厘米为单位，精

确到一位小数。

. 跟键长: 用皮尺测量小腿胖肠肌内侧肌腹下缘至跟点的垂直距离。受试

者面向墙，两脚 自然分开，扶墙提踵，小腿三头肌充分收缩 。测试人员在受试

者左腿胖肠肌 内侧肌腹下缘画一标志，然后令受试者还原成 自然站立姿势，再

在跟点做一标志，测量内侧肌腹腔下缘到跟点的垂直距离。记录时以厘米为单

位，保留一位小数。测试误差不超过 0. 2 厘米。注意事项 : 在画胖肠肌内侧下缘

标志时，小腿三头肌必须充分收缩，使胖肠肌外形充分显露。此外，在画标志

点时不得移动皮肤。

. 上臂围差: 用力屈肘时在胧二头肌最高处测量 (紧张围 )，然后伸直肘

(放松围 )，仍在原地测量。取一位小数记录。

. 跺围: 受试者姿势同上 。皮尺放在胫骨 内躁上方小腿最细处水平环绕一

周测量 。

. 运动素质侧试方法:

l) 柔韧性

. 坐位体前屈 :受试者两腿伸直 ，两脚平蹬板凳坐在平地上 ，两脚分开 10 ~

巧 厘米 ，上体前屈，两臂伸直 向前，用两手中指尖逐渐板凳边缘 向前推动 ，直

到不能向前为止 。脚蹬板凳最一前缘 内沿平面为 0 点，向内为负值 ，向前为正值 。

记录 以厘米为单位 ，保 留一位小数 ，测试 2 次，取最好成绩 。注意受试者测试

过程中不能振动身体 。

2) 弹跳类

. 助跑摸高: 助跑距离和方 向不限，采用助跑方式，双脚起跳单手摸高，

每人连续做 3 次，取最好成绩 。精确到厘米，保留一位小数。

3) 挥臂类

. 实心球掷远: 助跑 3 米双手头上投掷。投掷时一脚可以离地但王坦翌壑
过些 (包括投掷后)。每人连续投 2 次，以最远 1 次计算成绩。2 次犯规以该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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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该项测验最低成绩计算。单位为米，保留一位小数。

4) 灵敏、移动类

“X ”移动: 在场地中央位置起动，从俯卧撑开始 (要求每次俯卧撑下的过

程中必须整个身体触地)，然后冲向①，进行徒手扣球跳，着地后变向，返回起

动位置，重新俯卧撑，再到②徒手扣球跳，再返回、俯卧撑，再到③ ，返回起

点俯卧撑，再到④ ，最后回到起点。(见下图) 记录全过程时间，单位为秒，保

留一位小数 。 05 m ”。 3.5m 0.汕

溅。/、.④

扣引广气、
乎邝曦跳

币
T
}3 .sm

!
!

上”

△卿

\

伙\/户‘

吻

5) 耐力

20m 的渐进式折回跑:

它以声音节奏控制每个 20

灵敏侧试: X 移动

该测试反映心肺耐力，并且和最大摄氧量高度相关。

米跑的时间。从约 10 秒渐缩短，每个大的级别的总

时间约一分钟。在一个小的级别的时间内跑完20米并踩线者原地等待，听酬 嘟”

宣质立塑折返旦鱼，跑完 20 米后等待下一个 “嘟”的声音。不能按时跑完 20

米并踩线者 ，第一次警告，第二次出局 。测试过程 中运动员必须跟上声音 节奏 ，

跑太快浪费体力，跑太慢会提前出局，不能测得真实成绩。

. 身体机能侧试方法

l) 最大摄氧量

最大摄氧量的测试采用直接法测定，具体步骤如下:

》 进入实验室静坐 30 分钟，测定安静心率;

》 在跑台上 以 5000 的速度跑步 3 分钟，作为准备活动;

》 开始递增跑台运动，起始速度为 8000 ，坡度为 0 % ;

》 每 2 分钟增加 25 % 的起始速度 ;

》 运动持续至力竭。

2 ) 无氧功率:

受试者准备活动; 受试者尽可能快蹬 ，在 3一4 秒内调整到规定的阻力负荷，

论文随机验证编号 : BT2007528249 17.7055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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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特征及其评价体系研究

同时开始计时进行 30 秒全力蹬车运动; 记录 30 秒平均功率和 5 秒最大功率 。

附件 2 十运会沙滩排球运动训练情况调查表

(教练员、专家问卷)

尊敬的教练员、专家:

您好 ! 运动训练直接影响到运动成绩的发挥。为了解我国沙滩排球运动训

练现状 ，希望您对本调查表做出客观、真实的填写，对您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深

表感谢 !

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沙滩排球部

2 0 0 5一10一15

性 别 年 龄 … 职 称

工作单位 带队年限 学 历

您的队员中参加国家集训队的人数 您带队参加国际大赛的次数

您执教的沙滩排球队取得的最好成绩是 (可多写 )

(1) 对有备选答案的问题 ，请您在答案编号上划 “了’，;

(2 ) 如果没有备选答案，请在 问题后的横线上写上简单的文字或数字。

1、您是否进行过专业排球训练 ? 起止年限和运动成绩如何?

(l) 否 (2 )是，从 _ 年至 年 ，成绩:

2、您是否进行过专业沙滩排球训练? 起止年限和成绩如何?

(1 )否 (2 )是 ，从 年至 年，成绩 :

3、您认为下列几项对沙滩排球 比赛成绩影响的重要性 由大到小依次是

(一)技术 (2)战术 (3)体能 (4)心理 (s)对手成绩 (6)其他

4、对于沙滩排球运动员的身体素质请按重要 由大到小性排序

(1 )爆发力 (2) 短距离移动速度 (3) 协调性 (4) 灵敏性 (5) 速度 耐力

论文随机验证编 号 : BT2007528249 17.7055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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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平衡性 (7) 柔韧性

5、在沙滩排球的训练和比赛中，您是否采用心率的即时监控?

(1)是 (2)否

6、如果采用了，您是否给队员佩带过 pol ar 表 ?

(1)是 (2)否

7、如果您没有给队员佩带过 pol ar 表，原因是什么?

(1 )经费不足 (2) 没有必要 (3) 了解不多 (4) 其他

8、您认为导致您队员受伤的最主要原因是? (可多选)

(1 )准备活动不充分 (2) 队员机能状态不好 ③防护措施不当 (4) 治疗不及时

(5) 队员注意力不集中 (6) 技术动作不规范 (7) 运动负荷太大 (8) 其它_

9、您在执教过程中所遇的主要困难是什么? (可多选 )

(1 )选材来源少 (2) 执教经验不足 (3) 缺乏训练经费 (4) 信息交流不足

(5) 教练间、教练与队员间缺乏沟通 (6) 训练场地无保障 (7) 其它_

10、您认为我国沙滩排球和世界强队最主要的差距是什么? (可多选 )

(1 )身体素质 (2) 经验 (3) 队员个人能力 (4) 拦防配合 (5) 攻防转换的节奏

(6) 心理素质 (7) 自身失误 (8) 战术 (9) 防守技术动作 (l0) 科技投入 (ll) 其他_

11、您认为未来的沙滩排球队员间的配合趋势将会是?

(1) 明确分工负责 (2) 分工不明确

12、您选择该趋势是因为该配合 ?

(1) 便于训练 (2) 有利于发挥队员的强项 (3) 便于选队员 (4) _

13、您认为哪种模式更能发挥教练员的强项和积极性 ?

(l) 地方和 国家共建 (2) 保留原来的管理模式，设立专职的国家队

14、您认为阻碍我国有潜力运动员从事沙滩排球训练的因素有哪些 ?

(1) 训练环境艰苦 (2) 收入少、待遇低 (3) 比赛少、奖金低 (4) 退役后出路少

(5 )获得优异成绩的几率较低 (6) 选不到好苗子 (7) 其它

15、您如何评价一个运动员在 比赛中的表现?

(1) 经验和 印象 (2) 运用统计数据说话

(3) 印象和利用统计数据证明 (4) 其他

16、您认为科研工作对训练和比赛中是否有必要?

(1 )有必要，但执教经验更重要 (2) 很有必要，科学的数据更能说明问题

再次衷心感谢您的支持与帮助 !

论文随机验证编号 : BT2007528249 17.7055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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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十运会沙滩排球运动员损伤及训练情况调查表

尊敬的运动员:

您好 ! 运动损伤直接影响到运动训练的开展和运动成绩的发挥。为了解我国沙滩排球

运动员的运动损伤状况，有效预防伤病，希望您对本调查表做出客观、真实的填写，对您

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深表感谢 !

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沙滩排球部

2 0 0 5一10 一15

性 别 出 生 日 期 身 高 体 重

沙地助跑摸高 沙地原地拦网高度 学 历

沙滩排球运动年限_ 年，运动等级 ;从事沙滩排球运动前的专项 ，有_ 年

参加的最高级别的沙滩排球比赛是

获得的最好沙滩排球运动成绩有 (可多写 )

问卷城写说明:

(l) 对有备选答案的问题，请您在答案编号上划 “了’，;

(2) 如果没有备选答案，请在问题后的横线上写上简单的文字或数字。

(3 ) 问卷中所指的运动损伤是指在沙滩排球训练或比赛中发生的，妨碍运动员运动和 / 或

为了继续运动而需要特殊处理 (如绷带等医护措施 ) 的伤病。

一、2的5 年运动损伤情况

1、 您的急性运动损伤 (突发性运动损伤 ) 发生部位主要在哪里:

(l))白 (2)肘 (3)腕 “)手指 (5)腰背部 (6)膝 (7)躁 (8)足 (9)骸 (10)其他

2、 您的急性运动损伤性质是什么:

(l) 扭伤 (2)挫伤 (3)拉伤 (4)脱位 (5)·骨，折 (6)其他

3、您认为您的急性运动损伤原因是:

(l) 准备活动不充分 (2) 训练水平不足 (3) 心理状况不好 (4) 身体机能欠佳

(5 )长期动作重复 (6 )场地设施不佳 (7) 技术动作不规范 (8) 其他

论文随机验证编 号: BT2007528249 17.7055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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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次损伤导致您今年停_!_卜身体训练多久?

(1)没有停止 (2)l一3 大 (3)3一7 大 (4)7一15 天 (5)15一30 大 (6)30 大以上

5、这次损伤导致您今年停比技术训练多久?

(1)没有停止 (2)l一3 大 (3)3一7 天 (4)7·15 天 (5)15一30 大 (6)30 大以上

6、这次损伤导致您错过几次国内外正式比赛?

(l)0 次 (2)l 次 (3)2 次 (4)3 次 (5)4 次 (6)5 次

7、这次损伤发生在:

(l )训练的准备活动 (2) 一般身体训练 (3) 专项身体训练 (4) 比赛的准备活动 (5) 比赛中

8、如果这次损伤发生在比赛中，当时您正在:

(l)发球 (2才全网 (3)进攻 (4)防守

9、您现在是否还有 长期疼痛或不适 (慢性运动损伤 ) 的部位:

(l))自 (2)肘 (3)腕 “)手指 (5)腰背部 (6)膝 (7)躁 (8)足 (9)靛 (10)其他_ (lD无

10、您认为这些疼痛或不适是什么原因造成 的:

(l )带病带伤训练 (2) 治疗不及时 (3) 训练缺乏科学性 (4) 训练水平不足

(5 )心理状况不好 (6) 身体机能欠佳 (7) 长期动作重复 (8) 场地、一设施不佳

(9)其他

11、这些疼痛或不适导致您今年停止身体vIl 练多久?

(1)没有停_L卜 (2)l一3 天 (3)3一7 天 (4)7一15 天 (5)15一30 大 (6)30 大以上

12、这次损伤导致您今年停止技术训练多久?

(l)没有停止 (2)l一3 大 (3)3一7 天 (4)7一15 天 (5)15一30 天 (6)30 大以上

13、这次损伤导致您错过几次国内外正式比赛?

(l)0 次 (2)l 次 (3)2 次 (4)3 次 (5)4 次 (6)5 次

止、200 5 年训练及比赛情况

1、今年您参加了_ 次全国比赛，_ 次国际人赛。

2、一般您一周训练儿大 :

(l)3 大 以内 (2) 4 大 (3) 5 天 (4) 6 天

3、一般您平均每大训练儿次:

(l)l (2)2 (3)3

4 、在每次训练中，准备活动一般 .ll’:

(l)10一15 分钟 (2)15一20 分钟 (3)20一25 分钟

论文随机验证编号: BT2007528249 17.7055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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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您侮次的身体素质训练人约多久:

(l)l一1.5 小时 (2)1.5一2 小时 (3)2一2.5 小时 (4)2.5一3 小时 (5)3 小时 以上

6、 您每次的专项素质训练大约多久:

(l)l一1.5 小时 (2)1.5一2 小时 (3)2一2.5 小时 (4)2.5一3 小时 (5)3 小时以上

7、您认为下列儿项对沙滩排球比赛成绩影响的重要性 由大到小依次是 __

(l)技术 (2)战术 (3)体能 (4)心理 (5)对手成绩 (6)其他

8、您认为我国男女沙滩排球和世界强队相比最主要的差距在哪里? (可多选 )

(1) 身体素质 (2) 经验 (3) 队员个人能力 (4) 拦防配合 (5) 攻防转换的节奏 (6) 心理素质

(7 )白身失误 (8) 战术 (9) 防守技术动作 (10) 科技投入 (1l) 其他

9、您认为阻碍我国有潜力运动员从事沙滩排球训练的因素有哪些 ?

(l) 训练环境艰苦 (2) 收入少、待遇低 (3) 比赛少、奖金低 (4) 退役后出路少

(5 )获得优异成绩的儿率较低 (6) 选不到好 苗子 (7) 其它

再次衷心感谢您的支持与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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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选材初选指标及孟要性

调查问卷

尊敬的

您好 ! 我国竞技体育若要在奥运会上取得成功，则必须从选材入手做好精

心准备。您是沙滩排球运动方面的专家，对本项 目的选材有着丰富的经验。本

问卷主要想 了解您对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选材指标及权重的意

见。对于您的帮助和支持表示真诚的谢意 !

北京体育大学博士生 张晓丹

指导老师 葛春林 教授

2 0 0 5一10一15

年龄 职称 职务

您执教沙滩排球的年限 学历

您的队员中参加国家集训队的人数_ 您带队参加国际大赛的次数_

您执教的沙滩排球队取得的最好成绩是 (可多

写 )

问卷坑写说明:

我们 以身体形态、身体机能和运动素质作为体能的三个组成部分。每 日各

组成部分包括一些具体指标 。每个指标的重要性 由大到小依次是 5、4、3、2、1。

(l) 请您根据每个指标的重要性在其对应的空 白处直接划 “了”。

(2 ) 如果您认为还有重要指标没有列出，请在其它指标填写该指标 ，并同

样在对应得分下划 “了”。

表 1 中国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初选选材指标及重要性

一一级指标标 二级指标标 二级指标标 重要性            性
55        55        55        555 55 4 44 3 33 2 22 l ll

素素      素 柔韧性  性 转肩    肩  肩  肩  肩  肩  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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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质  质        质 屈膝触墙                墙  墙  墙  墙  墙  墙

类类  类        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 纵    纵        纵纵 向劈叉                叉  叉  叉  叉  叉  叉

横    横        横横 向劈叉                叉  叉  叉  叉  叉  叉

坐    坐        坐坐位体前屈              屈  屈  屈  屈  屈  屈

其    其        其其他指标                标  标  标  标  标  标

平    平平衡性  性 摇板平衡测试            试  试  试  试  试  试
其    其        其其他指标                标  标  标  标  标  标

移    移移动    动 反应时                  时  时  时  时  时  时移    移        移移动速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其    其        其其他指标                标  标  标  标  标  标

弹    弹弹跳    跳 纵跳高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扣    扣        扣扣球高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拦    拦        拦拦网高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其    其        其其他指标                标  标  标  标  标  标

灵    灵灵活性  性 灵活性测试              试  试  试  试  试  试

协    协协 调性  性 30 秒十字跳              跳  跳  跳  跳  跳  跳

力    力力量    量 掷实心球                球  球  球  球  球  球

羽    羽        羽羽毛球掷远              远  远  远  远  远  远

卧    卧        卧卧推                    推  推  推  推  推  推

深    深        深深蹲                    蹲  蹲  蹲  蹲  蹲  蹲

立    立        立立定二级跳远            远  远  远  远  远  远

其    其        其其他指标                标  标  标  标  标  标

耐    耐耐力    力 渐进式折 回跑‘(Y 。一Y o) ))  ))  ))  ))  ))  ))

机机  机 有氧能力力 最大摄氧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育育旨旨        旨旨旨旨旨旨旨旨旨旨旨旨旨旨旨旨旨旨旨旨旨旨旨旨

类类  类        类 肺活量                  量  量  量  量  量  量

血    血        血血色素                  素  素  素  素  素  素

最    最        最最大心率                率  率  率  率  率  率

无    无无氧能力力 最大无氧功率            率  率  率  率  率  率
平    平        平平均无氧功率            率  率  率  率  率  率

神    神神经 一肌肌 反应 时                  时  时  时  时  时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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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系统

身高

手足 间距

指间距一身高

上肢全 长

一下肢全长

上臂长

前臂 长

大腿 长

小腿长

手 长

足长

跟键 长

其他指标

胸围

腰 围

腹 围

上臂围差

前臂围

大腿 围

小腿 围

跺 围

腕 围

其他指标

肩 宽

骼宽

髓宽

其他指标

体重

体脂 %

形态类

度一度长一围

宽度

充实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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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褶厚度

其他指标

*渐进式折回跑: 以声音节奏控制每个 20 米跑的时间，随着级别的提高，每个

20 米的时间越来越短。该测试主要反映运动员心肺耐力。

衷心感谢您的支持与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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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选材复选指标及权重调查问卷

尊敬的

您好 ! 我国竞技体育若要在奥运会上取得成功，则必须从选材入手做好精

心准备 。您是沙滩排球运动方面的专家 ，对本项 目的选材有着丰富的经验 。本

问卷主要想 了解您对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选材指标及权重的意

见 。对于您的帮助和支持表示真诚的谢意 !

北京体育大学博士生 张晓丹

指导老师 葛春林 教授

2 0 0 6 一4 一15

年龄 职称 . 职务

您执教沙滩排球的年限 学历

您的队员中参加 国家集训队的人数 您带队参加国际大赛的次数

您执教的沙滩排球队取得的最好成绩是 (可多

写 )

问卷填写说明:

我们 以身体形态、身体机能和运动素质作为体能的三个组成部分。通过对

沙滩排球 国家队和今年北海集训运动员的测试统计结果 ，得出中国优秀女子沙

滩排球运动员体能结构 、指标 的相对重要性 (表 1、表 2 )。由于测试过程 中部

分指标的数据不全，统计结果可能有偏差，故特此征求您对该结果的意见。

(1) 对于表 1，您是否同意 3 个结构的重要性百分比?

(2 ) 对于表 2，您认为选取的各指标是否合适? 各指标的重要性百分比是

否合适 ?

对于 以上问题 ，如果您同意我们的结果，请直接划 “V ”，如不同意则划 “x”，

并在修改意见或其他处填写您认为的百分比或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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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体能结构及其重要性

结结构      构 重要性 (% ) )) 同意 (V ) )) 不同意 ( X ) )) 修改意见见

身身体形态  态 15 %       %%        %%          %%        %%

运运动素质  质 50 %       %%        %%          %%        %%

身身体机能  能 35 %       %%        %%          %%        %%

重重要性合计计 100 %                                      %%

表 2 体能指标及其重要性

结结构构 内容      容 指标              标 重要性性 同意意 不同意意 修改改
((    ((          ((                  ((  (% ) )) (V ) )) ( X )   )) 意见见

身身  身 充实度    度 去脂体重          重 48 %   %%    %%      %%    %%

体体  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

形形  形 高度      度 手足间距          距 27 %   %%    %%      %%    %%

态态  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

围    围围度      度 上臂紧张围一放松围围 25 %   %%    %%      %%    %%

长    长长度      度 躁围x 1OO / 跟键长   长      长    长      长    长

其    其其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重    重重要性合计                    计 100 %  %%                  %%

运运  运 速度灵敏类类 X 字移动           动 35 %   %%    %%      %%    %%

动动  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

素素  素 弹跳类    类 助跑摸高          高 26 %   %%    %%      %%    %%

质质  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

挥    挥挥臂类    类 掷实心球          球 23 %   %%    %%      %%    %%

耐    耐耐力类    类 渐进式折回跑      跑 10 %   %%    %%      %%    %%

柔    柔柔韧类    类 坐位体前屈        屈 6 %    %%    %%      %%    %%

其    其其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重    重重要性合计                    计 100 %  %%    %%      %%    %%

身身  身 有氧能力  力 最大摄氧量        量 45 %   %%    %%      %%    %%

体体  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

机机  机 无氧能力  力 无氧功率          率 55 %   %%    %%      %%    %%

能能  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

其    其其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重    重重要性合计                    计 100 %  %%    %%      %%    %%

再次衷心感谢您的支持与帮助 !

论文随机验证编号: BT2007528249 17.7055475



中国优秀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特征及其评价体系研究

附件 6 沙滩排球运动员体能结构访谈纲要

1. 你认为沙滩排球项 目对运动员能力有哪些要求 ?

2. 该要求与室内排球对运动员的要求的区别主要有哪些 ?

3. 中国沙滩排球运动员一般始训年龄、成材年限和一般退役年龄各是多少?

4. 请您描述优秀沙滩排球运动员的理想形态特点?

5. 您认为优秀沙滩排球运动员应具备哪些运动素质?

6. 这些运动素质通常用哪些指标反映?

7. 您认为优秀沙滩排球运动员应具备哪些机能特点?

8. 这些机能特点通常用哪些指标反映?

9. 优秀沙滩排球与室内排球运动员在身体形态、运动素质和身体机能上的主要

区别有哪些?

10 . 国内优秀沙滩排球与国外优秀沙滩排球运动员在身体形态、运动素质和身体

机能上的主要区别有哪些?

n . 哪些负荷承受能力在沙滩排球训练中最重要?

12 . 如何评价运动员承受负荷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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