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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通过对第十二届全运会 100 m 蝶泳比赛进行技战术分析袁介绍比赛技术解析方法

在比赛中的应用袁特别是研究运动员比赛战术方面的应用遥 通过技术录像解析法对参加第

十二届全国运动会男子蝶泳 100 m 决赛第二组的运动员进行比赛视频的拍摄和解析袁结合

近几年游泳比赛男子蝶泳比赛成绩和排名情况袁 对男子 100 m 蝶泳半决赛中运动员的出

发尧转身尧途中游尧冲刺等阶段进行了分析和对比袁通过分析结果为教练和运动员选择最佳

的比赛战术提供科学依据袁这将让运动员在了解自身情况的基础上对对手在决赛中的表现

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和预判袁 为教练和运动员采用更合理的比赛战术提供了积极的帮助袁也

让运动员在比赛中对对手的把握更准确袁为其提供了心理的准备遥 运动在比赛中了解自己

的实力和弱点袁扬长避短袁不仅从心理上袁还能从合理分配体力上为赢得对手提供保障遥
关键词院 游泳曰 比赛战术曰技战术分析曰录像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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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the technique and tactics analysis of the 100m butterfly games in the 12th National Games,

the article introduc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mpetition technique analytic methods in the games, especially the

application of athletes' competition tactics. By the method of technique video analysis, the authors analyzed the

competition records of the second group competitors in the men's 100m butterfly finals of the 12th National

Games. In line with the performance results and ranking of the men's butterfly in the recent years, the article

analyzes and compares the athletes' performance at the phases of start, turning, swimming and sprint in the se-

mi-finals of the men's 100m butterfly. The result of the analysis may help coaches and athletes choose the best

competition tactics and help athletes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anticipation of the rivals' performance in

the finals on the basis of knowing themselves clearly. It provides positive assistance for coaches and athletes

choosing more appropriate competition tactics and provides mental preparation for athletes so that they may

prepare accurately and confidently for fighting against their rivals. If athletes can clearly know th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hey can not only be mentally prepared, but also reasonably distribute their strength so as to

win victory in the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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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比赛技战术分析及比赛战术应用
———以男子 100 m 蝶泳比赛为例
戚雅茜袁仰红慧袁宋 闪

从近几年的国内外游泳比赛中可以发现运动员的竞

技水平已经很高袁想要拉开与对手之间的差距就更需要从

细节上下工夫遥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袁要拉开与对手之

间的差距袁就需要了解对手的情况袁只有在此基础上袁才能

有机会拉近与主要对手之间的差距遥 细节决定成败袁就意

味着需要对运动员的出发尧转身尧冲刺和途中游等专项技

术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遥在对每场比赛面对的对手特征了

解的基础上袁教练员和运动员可以根据自身与对手差异情

况袁有针对性地制定合理的参赛战术袁使运动员可以在比

赛中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遥战术因素对优秀运动员取胜

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袁通过合理的比赛战术袁尽量减

少自身不足造成的影响遥 因此袁 本文以第十二届全运会

100m 蝶泳比赛为例袁 介绍在游泳比赛中技战术分析及比

赛战术的应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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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男子蝶泳 100 m 决赛第二

组的运动员石峰尧周嘉威尧张麒斌尧吴鹏遥

查阅游泳比赛现场技术监测的相关文章袁搜集近几年

游泳比赛男子蝶泳比赛成绩和排名情况遥

比赛现场采用 3 台 SONY 数码摄像机分别在 10 m尧
40 m 处各架设 1 台摄像机进行定点拍摄袁在 25 m 处架设

一台摄像机进行全程扫描拍摄[2]遥 事先在比赛场地用红色

防水胶布分别在比赛泳池 10 m尧25 m尧40 m 处进行标记遥
比赛视频通过 EDUIS 5.0 软件进行解析遥 图 1 为摄像机架

机平面示意图遥

图 1 全运会游泳比赛技术监测摄像机架机平面示意图

从半决赛成绩来看袁吴鹏尧张麒斌与石峰的成绩最接

近渊见表 1冤袁且决赛时分别在石峰的左右两侧泳道袁因此吴

鹏尧张麒斌在比赛中的表现将对石峰的比赛成绩产生直接

的影响袁而周嘉威多次在全运会男子 100 m 蝶泳比赛中取

得冠军袁是石峰最强的竞争对手袁故对吴鹏尧张麒斌尧周嘉

威在半决赛中的比赛技术进行了录像解析袁解析结果如表 2遥
表 1 第十二届全运会男子 100 m 蝶半决赛尧决赛部分成绩

表 2 全运会男子 100 m 蝶泳半决赛技术解析结果

由表 2 中可以发现袁石峰在男子 100 m 蝶泳半决赛中

成绩最快袁他半决赛的后 50 m 的表现突出袁特别是在最后

25 m袁比张麒斌尧吴鹏和周嘉威快了 0.25~0.46 s遥 但石峰

的出发却是 4 人中最慢的袁与其他 3 个对手出发的差距在

0.28~0.58 s 之间袁 石峰转身花费的时间也比其他对手多袁
因此出发前 15 m 和转身是影响石峰成绩的最大阻碍遥 但

从全程看袁石峰的划水质量比其他选手都要高袁在一定程

度上弥补了出发了转身的不足遥张麒斌在半决赛中比石峰

慢了 0.2 s袁但其划频比石峰快袁划水质量比石峰稍差袁而
吴鹏最后 25 m 的能力显然比石峰差遥 从半决赛的成绩看

虽然周嘉威比石峰慢了 0.6 s 左右袁 但周嘉威的实力非常

强袁 且多年来一直保持了男子 100 m 蝶泳的领先地位袁因
此对周嘉威和石峰在 2013 年 4 月冠军赛的预赛和决赛技

术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和对比遥

为了进一步了解石峰与最大竞争对手周嘉威的实力

和比赛特点的差异袁 对 2013 年 4 月冠军赛半决赛和决赛

进行了技术解析袁解析结果如表 3 所示遥

泳道 姓名 单位 半决赛成绩/s 决赛成绩/s 名次 

2 周嘉威 广东 53.17 51.88 1 

3 吴鹏 浙江 52.87 52.10 3 

4 石峰 上海 52.59 51.99 2 

5 张麒斌 山东 52.77 53.39 5 

 

姓名 石峰 张麒斌 吴鹏 周嘉威 

名次 1 2 3 5 

比赛成绩/s 52.59 52.77 52.87 53.17 

0~50m 时间/s 24.67 24.52 24.7 24.79 

50~100m 时间/s 27.92 28.25 28.17 28.38 

0~25m 时间/s 11.24 10.78 10.98 11.02 

25~50m 时间/s 13.43 13.74 13.72 13.77 

50~75m 时间/s 13.61 13.66 13.54 13.95 

75~100m 时间/s 14.31 14.59 14.63 14.43 

台上时间/s 0.62 0.7 0.68 0.66 

出发 15m 时间/s 5.98 5.7 5.4 5.6 

转身时间/s 8 7.74 7.58 7.84 

途中游时间/s 35.66 36.3 36.96 36.98 

冲刺 5m 时间/s 2.95 3.03 2.93 2.75 

15m~25m 平均划频 56.60  64.29  58.06  56.96  

15~25m 平均划幅 2.02  1.84  1.85  1.94  

15~25m 平均游速/(m/s) 1.90  1.97  1.79  1.85  

25m-45m 平均划频 54.55  57.69  55.90  53.57  

25~45m 平均划幅 2.04  1.87  1.95  2.02  

25~45m 平均游速/(m/s) 1.86  1.80  1.82  1.81  

60~75m 平均划频 53.89  56.25  54.55  51.72  

60~75m 平均划幅 2.02  1.87  1.90  1.98  

60~75m 平均游速/(m/s) 1.81  1.75  1.73  1.70  

75~95m 平均划频 53.89  53.89  54.22  52.33  

75m-95m 平均划幅 1.96  1.93  1.89  1.96  

75~95m 平均游速/(m/s) 1.76  1.73  1.71  1.71  

途中游平均划频 54.73  58.03  55.68  53.65  

途中游平均划幅 2.01  1.88  1.90  1.98  

途中游平均游速/(m/s) 1.83  1.81  1.76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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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3 年冠军赛男子 100 m 蝶泳决赛尧 半决赛技术解

析结果

对比表 2 和表 3 的解析结果可以发现袁 全运会的半

决赛比赛中袁石峰的途中游划频稍有提高袁且划幅也有一

定提高袁可见其划水质量比冠军赛有提高遥 周嘉威在冠军

赛比赛中决赛成绩比半决赛成绩提高了 1.53 s袁周嘉威在

半决赛中实力有所保留袁决赛中将实力发挥出来袁比赛成

绩有较大的提升袁周嘉威是一个可怕的对手袁特别是后半

程的能力非常强袁冠军赛比赛中周嘉威决赛后 50 m 比半

决赛提高了 1 s袁 虽然石峰冠军赛决赛的表现优于半决

赛袁但其决赛表现出的能力提高程度不及周嘉威袁周嘉威

决赛比半决赛在保持划水质量的基础上划频提高了近

4 次 / 分遥
根据以上技术分析和对比可以认为袁石峰在面对吴鹏

和张麒斌时袁实力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袁石峰只要在决赛

中保持自己的划频和划水质量袁 并减少出发和转身时间袁
领先于吴鹏和张麒斌仍然是比较有把握的袁但周嘉威通常

采用野争权夺标冶的比赛策略袁石峰要做好充分准备袁鉴于

周嘉威通常预赛和半决赛保留实力袁决赛充分发挥全部实

力的比赛特点袁建议石峰在前半程袁在保持划水质量的基

础上尽量保存体力袁 考虑周嘉威有较强的后半程能力袁石
峰要在保持前半程不落后的基础上将体力用于后半程和

周嘉威对抗遥

从表 4 可以看出袁周嘉威如预想的一样袁决赛充分发挥

了其能力袁夺得了全运会男子 100 m 蝶泳的冠军袁周嘉威决

赛比半决赛成绩提高了约 1.3 s袁而石峰只提高了 0.6 s遥
表 4 全运会男子 100 m 蝶泳决赛技术分析

通过对决赛和半决赛的解析对比发现袁石峰针对自己

出发和转身较差的弱点进行了改进袁 加快了转身动作袁转
身时间缩短了 0.36 s袁但出发 15 m 的时间几乎没有改变袁
而周嘉威转身时间提高了 0.4 s袁 为了应对周嘉威后程发

力的比赛特点袁石峰提高了后半程的划频袁加大了划幅但

石峰出发 15 m 比周嘉威相比仍然有较大的落后袁 最终决

赛石峰以 0.11 s 之差输给了周嘉威袁 而从分析中发现袁周
嘉威出发 15 m 比石峰快了 0.24 s袁 这成为石峰输给周嘉

威的关键之处遥野争权夺标冶战术是奥运会游泳比赛中优秀

运动员广泛采用的一种战术袁该战术有利于在预赛阶段保

存体力并在决赛中拼搏夺标[3]遥
出发尧转身和冲刺段的时间和平均速度袁以及各途中

游段的时间和平均游速尧平均划频尧平均划幅等袁这些技术

参数对教练员和科研人员实施运动训练控制有着重要的

价值 [4]遥 对国内各类比赛的技术参数分析袁能帮助教练员

和科研人员及时了解运动员比赛中技术发挥情况尧对手的

技术特点袁并了解运动员训练效果袁为改进训练方法提供

科学依据遥 谭明义 [5]在对奥运会游泳获奖运动员参赛战术

研究时发现无论是有经验的世界泳坛高手袁还是新近涌现

的泳坛新秀都很注重战术的运用和预渊半决赛冤决赛体力

的合理分配遥

在比赛过程中根据预赛尧半决赛以及过去比赛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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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决赛 决赛 

姓名 石峰 周嘉威 石峰 周嘉威 

比赛成绩/s 52.71 53.64 52.64 52.11 

名次 1 3 2 1 

0~50m 时间/s 24.77 24.86 24.75 24.34 

50~100m 时间/s 27.94 28.78 27.89 27.77 

前后程差值 3.17  3.92  3.14  3.43  

出发 15m 时间/s 5.46 5.44 5.74 5.56 

转身时间/s 7.84 7.78 7.92 7.42 

45~50m 时间/s 2.87 2.9 2.77 2.74 

50~60m 时间/s 4.97 4.88 5.15 4.68 

途中游时间/s 36.46 37.46 36.08 36.14 

冲刺 5m 时间/s 2.95 2.96 2.9 2.99 

15~45m 平均划频 54.55  54.95  56.18  58.59  

15~45m 平均划频总时间/s 11.00  10.92  10.68  10.24  

15~45m 平均划幅 2.01  1.98  1.97  1.92  

15~45m 平均游速/(m/s) 1.82  1.82  1.85  1.87  

60~95m 平均划频 54.45  52.45  56.93  56.50  

60~95m 平均划频总时间/s 11.02  11.44  10.54  10.62  

60~95m 平均划幅 1.93  1.91  1.86  1.85  

60~95m 平均游速/(m/s) 1.75  1.67  1.76  1.74  

途中游平均划频 54.50  53.70  56.55  57.55  

途中游平均划幅 1.96  1.94  1.91  1.88  

途中游平均游速/(m/s) 1.78  1.74  1.80  1.80  

 

 决赛 

 周嘉威 石峰 吴鹏 张麒斌 

台上时间/s 0.66 0.62 0.67 0.68 

出发 15m 时间/s 5.72 5.96 5.74 6 

转身时间/s 7.44 7.64 7.42 7.66 

45~50m 时间/s 2.51 2.54 2.64 2.59 

50~60m 时间/s 4.93 5.1 4.78 5.07 

途中游时间/s 35.92 35.66 36.24 36.8 

冲刺 5m 时间/s 2.8 2.73 2.7 2.93 

15~45m 平均划频 57.47 54.55 57.69 60.00 

15~45m 平均划幅 1.97 2.05 1.94 1.84 

15~45m 平均游速/(m/s) 1.89 1.86 1.86 1.84 

60~95m 平均划频 56.39 56.82 57.69 59.17 

60~95m 平均划幅 1.86 1.89 1.81 1.73 

60~95m 平均游速/(m/s) 1.75 1.79 1.74 1.71 

途中游平均划频 56.93 55.66 57.69 59.58 

途中游平均划幅 1.91 1.96 1.87 1.78 

途中游平均游速/(m/s) 1.81 1.82 1.79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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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解析与资料搜集能深入分析运动员和其对手的实力

特点及善用的比赛战术袁这将让运动员在了解自身情况的

基础上对对手在决赛中的表现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和预判袁
为教练和运动员采用更合理的比赛战术提供了积极的帮

助袁也让运动员在比赛中对对手的把握更准确袁为其提供

了心理的准备遥 运动在比赛中根据自己的实力和弱点情

况袁扬长避短袁不仅从心理还能从合理分配体力上为赢得

对手提供保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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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攻端相对投入精力不多遥
趋势 3院内外线球员定位模糊化

不少外线球员袁尤其是小前锋经常承担一些内线蓝领的责

任比如篮板尧盖帽袁即使是联盟顶尖球星詹姆斯尧安东尼也

常常客串大前锋参与内线轮转遥
而反观内线球员袁 不少大前锋依赖投篮立足于联盟袁

如诺维斯基尧 阿尔德里奇等都有着出色的中远投能力袁他
们的打法更加偏向外线球员袁而不是仅仅在内线单打遥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袁组织后卫尧得分后卫尧小前锋

作为外线球员应该在进攻中保证命中率袁并具备组织比赛

的能力袁同时在防守中应该可以通过抢断破坏对手的进攻

节奏袁而 NBA 的顶级外线球员往往攻防兼备袁成为球队的

主力和核心遥
而大前锋和中锋作为内线球员袁不仅要在进攻中通过

攻击篮下吸引包夹袁而且在防守中要能通过盖帽和篮板球

对篮下进行保护袁具备内线威慑力和统治力袁这是一部分

传统型内线的技术特点遥 另一部分内线球员外线化袁具备

外线球员的手感和进攻方式遥
随着外线球员的全面性以及内线球员的部分外线化袁

可以看出当今 NBA 发展的趋势是强调淡化场上位置袁注
重轮转节奏袁分工也不再依照内线外线这么绝对遥现实中袁
越来越多的球队采取一大四小 渊一个内线加四个外线冤的
阵容袁提高了攻防的节奏性遥

反观本土球员袁技术特点相对比较单一袁全面的球员

不是很多袁以控卫为例袁我国的组织后卫往往是投射型袁组
织能力和防守能力相对较弱遥 因此袁在今后的人才培养和

选拔中袁我们可以借鉴 NBA 球员的特点袁多多培养球员的

技术全面性袁外线球员提高组织能力和防守能力袁而内线

球员应该也具备一定的中远距离投射能力袁增强攻防节奏

的转换袁提高球队的整体实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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