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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在吸取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袁根据经典野三段指标评估法冶的基础框架和乒乓球比赛

的基本规律袁提出只要将运动员的第五拍得分归为相持段袁第五拍失分归为发球抢攻段袁就

可以比较好地解决经典野三段指标评估法冶存在着比赛双方运动员技术统计数据不对应的

问题袁进而在技战术分析中引入了实力差与技术效益两个概念遥在此基础上袁详细地论述了

野三段指标评估法冶横向与纵向扩展应用的具体计算方法袁并通过两个实例进行了说明遥野三

段指标评估法冶的扩展应用将有利于教练员尧运动员从多个角度袁直观地进行乒乓球技战术

特征分析袁对提高优秀运动员的科学化训练水平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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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he previous study, the paper uses the typical framework of "three-phase-index evalua-

tion" and basic laws for table tennis competitions to explore the expanded application for "three-phase-index

evaluation" in technical and tactical analysis. It indicates that classifying the scoring of the fifth stroke as the

rally phase and the losing of the fifth stroke as the attack-after-service phase can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

of non-correspondence, which exists in the method of "three-phase-index evaluation" for players of the two

sides. Besides, the two terms, strength difference and technical effectiveness, are introduced into the technical

and tactical analysis. On this basis, the calculation method of expanded application of "three-phase-index e-

valuation" is elaborated horizontally and vertically and the two cases are taken as examples. The expanded

application of "three-phase-index evaluation" helps coaches and players analyze the technical and tactical fea-

tures directly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which will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improving scientific training for

elite table tennis players.

table tennis; three-phase-index evaluation method; expanded application; strength difference; techni-

cal effectiveness

乒乓球是技能主导类隔网对抗性项目袁技战术是乒乓

球运动员竞技能力的主导因素遥乒乓球比赛技战术研究不

仅是了解运动员技战术特点尧制定训练计划和比赛方案的

重要依据袁而且对于增强运动员获胜信心和稳定比赛情绪

有着极大的帮助遥 因此袁技战术分析一直是提高乒乓球项

目科学化训练的核心内容之一遥随着乒乓球比赛规则的改

革与器材的改进袁运动员在比赛中技战术的运用与变化也

得到了快速发展袁本文是在乒乓球比赛经典野三段指标评

估法冶的基础上袁根据近十多年来的研究成果袁重新梳理并

拓宽了野三段指标评估法冶在训练与比赛中的应用袁以期为

提高我国乒乓球运动训练水平提供科技支撑服务遥

吴焕群尧李振彪等人在国家乒乓球队多年备战世界锦

标赛和奥运会的科技攻关研究中袁 于 1989 年提出了一种

乒乓球比赛技战术分析方法袁即野三段指标评估法冶遥 该研

究方法以每个回合最后一拍的得分或失分为观察点袁将运

动员的比赛能力从整体上分为发球抢攻段尧接发球抢攻段

和相持段遥在此基础上袁通过大量的实践研究袁提出了乒乓

球比赛制胜的经验模式渊即实力评估标准冤袁包括各段的得

分率与使用率遥 长期以来袁研究人员运用该方法对国家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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乓球队重点队员和国外主要对手的技战术特征进行了科

学分析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袁成为球类比赛分析中的一个

范例袁并逐步在各级乒乓球训练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1-3]遥
野三段指标评估法冶的特点是按照乒乓球比赛的击球

次序规律进行了野段冶的划分袁这样可以对同一个运动员在

不同时期或相同时期不同运动员之间的实力进行比较袁它
是从宏观上对一个运动员在比赛中临场发挥的能力(或实

力)进行一个整体评估袁其优点是简单易懂尧操作方便袁因
此自 1989 年提出以来以后被广大乒乓球研究人员所广泛

应用遥 至今为止袁绝大多数乒乓球技战术特征研究的文献

采用此方法袁它被证明是可行的与有效的 [4-12]遥
但经典野三段指标评估法冶在长期的应用过程中也产

生了一个问题袁当对一场比赛的双方运动员同时进行技术

统计时会出现袁A 方发球抢攻段渊或接发球抢攻段冤的使用

率不能对应 B 方接发球抢攻段渊或发球抢攻段冤的数据袁
而 A 方相持段的得分率与使用率也不能对应 B 方相持段

的数据 [13]遥

李今亮和苏丕仁在 1998 年提出了 野十项指标评估

法冶袁野与野三段指标评估法冶不同的是袁此方法对运动员前

四板技术连续统计袁并结合进攻尧相持尧防御 3 方面设立评

估指标遥 冶[14] 李强和王於竞则在野三段指标评估法冶的基础

上袁于 2011 年提出了贡献率和技战术快速诊断的新概念袁
贡献率是乒乓球比赛中野段得分冶与野比赛总得分 + 总失

分冶之比袁快速诊断公式如下院野技战术快速诊断公式 =渊甲
方发球抢攻段的贡献率－乙方接发球抢攻段的贡献率冤+

渊甲方接发球抢攻段的贡献率－ 乙方发球抢攻段的贡献

率冤+渊甲方相持段的贡献率－乙方相持段的贡献率冤冶 [15]遥
吴飞等人 2014 年在叶关于改进乒乓球三段技尧战术统

计方法的研究曳一文中提出了解决经典野三段指标评估法冶
比赛双方技术统计数据不对应的问题院即野第三板为上旋

球渊发球方采用发抢战术冤后袁第五板得分归为发球方相持

得分袁接发球方也归于相持段曰发球方第三板为下旋球渊发
球方使用回摆尧劈长技术冤袁第五板防守或进攻失误袁统计

为 耶第五板失分袁 属于发抢段失分爷袁 接发球方此球归为

耶接抢段爷得分曰发球方第三板为下旋球袁第五板抢攻尧反
拉渊转攻冤得分袁此球对于发球方归于相持得分袁接发球方

归于相持失分遥第四板的归纳划分类似于第五板的归类方

法袁取决于第二板渊接发球冤与第四板的关系遥 冶 [13]

在实际运用野三段指标评估法冶时还会遇到一种困境袁即
当得分率和使用率不一致的时候袁 如某一段的得分率很高袁
但使用率较低时袁就很难对该段技术实力做出判断遥 针对这

种情况袁 张辉和刘炜等根据得分率和使用率之间的关系袁运
用二次函数构建了一个技术效益计算公式袁以便能够更加精

确地反映各项技术渊或段冤在比赛中的使用效益 [16袁17]遥

随着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飞速发展袁计算机辅助与智

能计算等方法被引入到了乒乓球比赛技战术分析领域袁如
乒乓球技战术数据采集与智能分析系统尧乒乓球比赛视频

实时分析系统以及人工神经网络袁决策树尧粗糙集尧马尔科

夫链尧灰色关联尧TOPSIS尧关联规则及序列模式挖掘等在

乒乓球比赛技战术分析中的应用 [18-24]遥

野三段指标评估法冶是按照乒乓球比赛击球的时间次

序将运动员的总体能力分成了 3 段袁因此在本文中称其为

横向技战分析袁与此相关的扩展应用定义为野横向扩展冶遥
乒乓球比赛规则规定袁双方运动员发球与接发球交替

进行袁从乒乓球比赛的战术起始点来分析袁不外乎野发球抢

攻及相持冶与野接发球抢攻与相持冶两种模式遥 因此袁为了

能够更加清晰地分析在不同轮次 渊发球轮与接发球轮冤中
运动员技战术发挥情况袁本文将发球轮与接发球轮分开计

算袁分别计算发球抢攻段渊一三拍冤和发球轮相持段渊I冤的
得分率尧使用率及技术效益曰接发球抢攻段渊二四拍冤和接

发球轮相持段渊II冤的得分率尧使用率及技术效益袁并将其

定义为野纵向扩展冶遥
为了能够更好地用公式来描述 野三段指标评估法冶扩

展应用的方法袁本文以每个回合中一方运动员最后一拍的

得分或失分为观察点袁并对其观察方法及代码做下列定义

渊表 1冤遥
表 1 乒乓球比赛技战术观察与代码

经典野三段指标评估法冶之所以存在比赛双方各段技

术统计数据不能对应的问题袁关键在于运动员第五拍的归

属袁即第五拍到底归属于发球抢攻段袁还是相持段遥根据乒

乓球比赛的击球规律袁当 A 方第五拍得分时袁即为 B 方的

第六拍失分袁因此将此球渊第五拍得分冤归为相持段曰当 A

方第五拍失分时袁即为 B 方第四拍得分袁将此球渊第五拍

失分冤归为发球抢攻段袁这样就可以解决经典野三段指标评

估法冶所存在的不对应问题遥 该方法与吴飞等人提出的解

决野不对应冶问题的方法基本相同袁但更加简单明确 [13]遥 在

野三段指标评估法冶横向扩展应用中袁本文就采用了此方

轮次 击球 得分观察点及代码 失分观察点及代码 
合计 

代码 

发球 对方接发球失误（A+） 本方发球失误（A-） A 

第三拍 对方第四拍失误（B+） 本方第三拍失误（B-） B 

第五拍 对方第六拍失误（C+） 本方第五拍失误（C-） C 
发球 

轮 

相持 I 
对方第六拍以后失误

（D+） 

本方第五拍以后失误

（D-） 

D 

接发球 对方第三拍失误（X+） 本方接发球失误（X-） X 

第四拍 对方第五拍失误（Y+） 本方第四拍失误（Y-） Y 接发 

球轮 
相持II 

对方第七拍及以后失

误（Z+） 

本方第六拍及以后失

误（Z-）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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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袁并进一步引入了野实力差冶与野技术效益冶两个概念遥 比

赛各段得分率尧使用率尧实力差及技术效益计算如下院
渊1冤横向扩展各段得分率的计算

发球抢攻段得分率 A++B+
A+B+C- 伊100% 渊1冤

接发球抢攻段得分率 X++Y+
X+Y 伊100% 渊2冤

相持段得分率 C++D++Z+
C++D+Z 伊100% 渊3冤

渊2冤 横向扩展各段使用率的计算

为叙述方便袁 设 S 为比赛总得分与总失分之和袁即
S=A+B+C+D+X+Y+Z 渊以下相同冤袁 则各段使用率计算如

下院
发球抢攻段使用率 A+B+C-

S 伊100% 渊4冤
接发球抢攻段使用率 X+YS 伊100% 渊5冤
相持段使用率 C++D+ZS 伊100% 渊6冤
渊3冤横向扩展各段实力差的计算

实力差计算方法与李强和王於竞 2011 年提出的技战

术快速诊断公式思路相同 [15]袁但由于快速诊断公式没有

解决经典野三段指标评估法冶中一直存在的 A尧B 双方技术

统计数据不对应的问题袁因此其应用过程中存在着较大的

缺陷遥 本文采用将第五拍得分归为相持段袁第五拍失分归

为发球抢攻段的计算方法袁则乒乓球比赛双方运动员各段

数据存在着下列一一对应关系院渊1冤A 方的发球抢攻段与

B 方的接发球抢攻段相对应曰渊2冤A 方的接发球抢攻段与

B 方的发球抢攻段相对应曰渊3冤A 方的相持段与 B 方的相

持段相对应遥 因此袁比赛双方运动员的实力差即为 A 方段

得分比例减去 B 方相对应段的得分比例袁 各段实力差与

总实力差的计算如下院
A 方发球抢攻段实力差 (AA++BA+)-(XB++YB+)S 伊100% 渊7冤
A 方接发球抢攻实力差 (XA++YA+)-(AB++BB+)S 伊100% 渊8冤
A 方相持段实力差

(CA++DA++ZA+)-(CB++DB++ZB+)S 伊100% 渊9冤
在公式渊7冤尧渊8冤和渊9冤中袁下标 A 和 B 分别代表比赛的

A 方和 B 方的统计数据袁以下相同遥 B 方各段的实力差的

计算方法则反之遥 整场比赛总实力差即为各段实力差之

和院
总实力差 = 发球抢攻段实力差 + 接发球抢攻段实力

差 + 相持段实力差 渊10冤
渊4冤技术效益的计算

野乒乓球运动员的技术效益受到得分率和使用率两个

因素的影响袁当得分率大于 50%的时候袁使用率越大对比

赛获胜产生的积极影响越大曰 当得分率了小于 50%的时

候袁使用率越大袁则对比赛获胜产生的消极影响也越大遥 冶
根据这个原理袁乒乓球运动员的技术效益渊TE冤可以通过

下列公式计算获得院

TE=A+B伊[(1+UR)SR-0.5]+C伊[(1+UR)2(SR-0.5)] 渊11冤
公式 渊11冤中 袁其中 A-(1+ 2姨2 )曰B= 渊1.5+ 2姨 冤曰

C=- 2姨2 曰SR 表示某段技术的得分率曰UR 表示某段技

术的使用率遥 并具有下列性质院
渊a冤技术效益渊TE冤值总满足院0臆TE臆1袁TE 值越大表

明该段技术效益越高曰 当得分率 SR＞ 0.5 时袁 技术效益

渊TE冤为使用率渊UR冤的递增函数曰当得分率 SR＜ 0.5 时袁
技术效益 渊TE冤 为使用率 渊UR冤 的递减函数曰 当得分率

SR=0.5 时袁无论使用率渊UR冤如何袁技术效益渊TE冤值都取

0.5遥
渊b冤当得分率 SR=1袁且使用率 UR=1 时袁表明运动员

的该段技术效益达到了最大化袁TE 值为 1遥
渊c冤当得分率 SR=0袁且使用率 UR=1 时袁表明运动员

的该段技术效益最小化袁TE 值为 0 [16-17]遥
由于技术效益渊TE冤仅涉及某段技术的得分率和使用

率袁与其它因素无关袁因此无论是在横向扩展袁还是在纵向

扩展中应用袁其计算公式均相同遥 表 2 是技术效益计算对

应表袁其中横轴为得分率袁纵轴为使用率袁通过该表可以很

容易地找到各段技术得分率与使用率所对应的技术效益遥
例如袁A 段技术的得分率为 0.7袁使用率为 0.2袁该段的技术

效益为 0.555曰而 B 段技术的得分率为 0.6袁使用率为 0.4袁
该段的技术效益为 0.551遥可以看出袁B 段技术虽然比 A 段

技术使用率多一倍袁 但其技术效益仍然要小于 A 段技术袁
也可以说 B 段技术对比赛获胜的效益不如 A 段技术遥

在纵向扩展的野三段指标评估法冶中袁分别计算发球轮

的发球抢攻段尧发球轮相持段渊I冤和接发球轮的接发球抢

攻段与接发球轮相持段渊II冤的得分率尧使用率尧实力差与

技术效益遥 在此基础上袁还可以进一步计算发球轮和接发

球轮的得分率和使用率渊但由于运动员的发球数和接发球

数是按照规则规定来实施的袁在一场比赛中双方运动员使

用率差异很小袁因此发球轮和接发球轮的得分率对技战术

分析有更大的意义冤遥
渊1冤纵向扩展各段得分率的计算

发球抢攻段得分率与公式渊1冤相同

发球轮相持段渊I冤得分率 = C++D+
C++D 伊100% 渊12冤

接发球抢攻段得分率与公式渊2冤相同

接发球轮相持段渊II冤得分率 = Z+
Z 伊100% 渊13冤

渊2冤纵向扩展各段使用率的计算

发球抢攻段使用率 = A+B+C-
A+B+C+D 伊100% 渊14冤

发球轮相持段渊I冤使用率 = C++DA+B+C+D 伊100% 渊15冤
接发球抢攻段使用率 X+YX+Y+Z 伊100% 渊16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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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乒乓球技术效益对应表

接发球轮相持段渊II冤使用率 ZX+Y+D 伊100% 渊17冤
渊3冤纵向扩展各段实力差的计算

发球抢攻段实力差与公式渊7冤相同

发球轮相持段渊I冤实力差 (CA++DA+)-ZB+S 伊100% 渊18冤
接发球抢攻实力差与公式渊8冤相同曰
接发球轮相持段渊II冤实力差 ZA+-(CB++DB+)S 伊100% 渊19冤
总实力差 = 发球抢攻段实力差 + 发球轮相持段实力

差 + 接发球抢攻段实力差 + 接发球轮相持段实力差 渊20冤
渊4冤发球轮与接发球轮得分率

发球轮得分率 = A++B++C++D+
A+B+C+D 伊100% 渊21冤

接发球轮得分率 = X++Y++Z+
X+Y+Z 伊100% 渊22冤

渊5冤发球轮与接发球轮使用率

发球轮使用率 = A+B+C+DS 伊100% 渊23冤
接发球轮得分率 = X+Y+ZS 伊100% 渊24冤

野三段指标评估法冶是通过各段的得分率和使用率来

对运动员的技术实力进行评估的遥 其中袁得分率是反映某

一段指标的质袁而使用率则代表某一段指标的量袁前者反

映的是运动员该项指标的效益袁后者代表该项指标对运动

员获得比赛胜利的贡献程度遥
横向与纵向扩展应用在计算各段指标得分率方面是

相同的袁但在计算使用率方面却有较大的差异遥 即在横向

扩展应用时以整场比赛的总分为基准渊分母冤来计算各段

的使用率袁而在纵向扩展应用中分别以发球轮总分和接发

球轮总分为基准袁 计算发球轮中的发球抢攻段和相持段

渊I冤 使用率以及接发球轮中的接发球抢攻段和相持段渊II冤
使用率遥

从战术分析的角度来看袁横向扩展应用是从整体的视

角考察运动员各段的实力与对比赛获胜的贡献程度袁而纵

向扩展应用是分别从两个体系渊发球轮和接发球冤来考察

发球抢攻段与相持段渊I冤袁或者是接发球抢攻段与相持段

渊II冤对比赛获胜的贡献程度遥 最为明显的是袁纵向扩展应

用方法可以明确地知道袁 运动员是发球轮中的相持段渊I冤
比较好袁还是接发球轮中的相持段渊II冤更好遥

以 2012 年世界锦标赛男子团队决赛张继科 VS 波尔

渊德国冤 的比赛为例袁 该场比赛张继科 3:2 获胜渊12-10曰
11-6曰9-11曰10-12曰11-6冤袁表 3 和表 4 分别是张继科和波尔

的比赛技术统计遥
从表 3 中可以看到袁在该场比赛中袁张继科的主要优

势是相持段袁得分率高达 63.64%袁使用率为 22.45%袁相
持段实力差为 6.12%袁技术效益也最高渊0.541冤曰张继科

在发球抢攻段略占优势袁 得分率为 53.85%袁 使用率为

39.80%袁 发球抢攻段实力差 3.06%袁 技术效益列第二位

渊0.519冤曰尽管张继科的接发球很有威胁袁直接得 8 分袁但
由于第四拍失误较多渊失 14 分冤袁因此张继科该场比赛的

接 发 球 抢 攻 段 得 分 率 较 低 袁 仅 为 48.65% 袁 使 用 率

37.76%袁接发球抢攻段实力差为 -1.02%袁技术效益也较

低渊0.494冤遥

渊UR冤
渊SR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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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张继科 VS 波尔 2012 世界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技术统计

注院相持 I 为发球轮袁相持 II 为接发球轮遥
表 4 显示袁 波尔发挥最好的是发球抢攻段袁 得分率

51.35%袁使用率为 37.76%袁发球抢攻段实力差为 1.02%袁
技术效益在 3 段中排列最高渊0.506冤曰波尔在接发球抢攻

段略显劣势袁得分率为 46.15%袁使用率为 39.80%袁接发球

抢攻段实力差 -3.06%袁技术效益列第二位渊0.481冤曰波尔发

挥最差的是相持段袁得分率仅为 36.36%袁使用率 22.45%袁
相持段实力差为 -6.12%袁技术效益也很低渊0.459冤遥
表 4 波尔 VS张继科 2012世界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技术统计

注院相持 I 为发球轮袁相持 II 为接发球轮遥

以 2012 年世界锦标赛男子团队决赛马龙 VS 奥恰洛夫

渊德国冤 的比赛为例袁 该场比赛马龙 3:0 获胜渊11-3曰11-9曰
13-11冤袁 表 5 和表 6 分别是马龙和奥恰洛夫的比赛技术统

计遥
从表 5 中可以看到袁在该场比赛中袁马龙得分率最高

是发球轮相持段袁得分率为 87.50%袁但使用率偏低袁仅为

28.57%袁技术效益为 0.641曰马龙技术效益最高的是接发

球抢攻段袁得分率虽仅为 69.57%袁但使用率高达 76.67%袁
因此技术效益高达 0.667曰 得分率与技术效益排在第三位

的是接发球轮相持段 袁 得分率为 57.14% 袁 使用率为

23.33%袁技术效益为 0.522曰马龙虽然以较大的优势赢得

了该场比赛袁但发球抢攻段的得分率较低袁仅为 40.00%袁
使用率 71.43%袁技术效益仅为 0.419遥

从实力差来看袁马龙在发球抢攻段为 -6.90%袁发球轮

相持段为 10.34%袁接发球抢攻段为 15.52%袁接发球相持

段为 1.72%遥从中可以发现袁在该场比赛中袁马龙主要是赢

表 5 马龙 VS 奥恰洛夫 2012 世界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技

术统计

注院相持 I 为发球轮袁相持 II 为接发球轮遥
在接发球抢攻段和发球轮相持段遥 从整场比赛看袁无论是

发球轮还是接发球轮袁马龙均占有优势袁其得分率分别为

53.57%和 66.67%遥
表 6 显示袁奥恰洛夫在该场比赛中的技术优势主要也

是在接发球抢攻段袁得分率为 60.00%袁使用率为 71.43%袁
技术效益 0.581曰奥恰洛夫其它各段的得分率均较低袁发球

轮相持段得分率为 42.82%袁使用率为 23.33%袁技术效益

为 0.478曰 接发球轮相持段得分率 12.50%袁 使用率为

28.57%袁技术效益为 0.359曰发球抢攻段得分率为 30.43%袁
使用率为 76.67%袁技术效益 0.334遥
表 6 奥恰洛夫 VS 马龙 2012 世界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技

术统计

注院相持 I 为发球轮袁相持 II 为接发球轮遥
从实力差的角度观察袁奥恰洛夫主要输在发球抢攻段

渊-15.25%冤和接发球轮相持段渊-10.34%冤遥

根据经典野三段指标评估法冶的基础框架和乒乓球比

赛的基本规律袁只要将第五拍得分归为相持段袁将第五拍失

分归入发球抢攻段袁就能够比较好地解决经典野三段指标评

估法冶存在的双方运动员技术统计数据不能相对应的问题遥

发球抢攻段 接发球抢攻段 相持段  

发球 第三拍 第五拍 接发球 第四拍 第五拍 相持 I 相持 II 

得  分 7 14 — 8 10 6 2 6 

失  分 0 12 6 5 14 — 2 6 

得分率/% 53.85  48.65  63.64  

使用率/% 39.80  37.76  22.45  

实力差/% 3.06 -1.02 6.12 

技术效益 0.519 0.494 0.541 

 

发球抢攻段 接发球抢攻段 相持段  

发球 第三拍 第五拍 接发球 第四拍 第五拍 相持 I 相持 II 

得  分 5 14 — 12 6 2 4 2 

失  分 0 8 10 7 14 — 6 8 

得分率/% 51.35  46.15  36.36  

使用率/% 37.76  39.80  22.45  

实力差/% 1.02 -3.06 -6.12 

技术效益 0.506 0.481 0.459 

 

发球抢攻段 发球轮相持段接发球抢攻段 
接发球轮 

相持段 
 

发 

球 

第三 

拍 

第五拍 

失分 

第五拍 

得分 

相持 

I 

接发 

球 

第四

拍 

相持 

II 

得分 2 6 4 11 5 4 

失分 1 8 
3 3 

1 3 4 3 

段得分率/% 40.00 87.50 69.57 57.14 

段使用率/% 71.43 28.57 76.67 23.33 

实力差/% -6.90 10.34 15.52 1.72 

技术效益 0.419 0.641 0.667 0.522 

轮得分率/% 53.57 66.67 

轮使用率/% 48.28 51.72 

 

发球抢攻段 
发球轮 

相持段 
接发球抢攻段 

接发球轮

相持段 
 

发球 
第三

拍 

第五拍 

失分 

第五拍 

得分 
相持I 接发球 

第四

拍 
相持 II 

得分 3 4 0 9 3 1 

失分 0 11 
5 3 

4 2 6 7 

段得分率/% 30.43  42.86  60.00  12.50  

段使用率/% 76.67  23.33  71.43  28.57  

实力差/% -15.52  -1.72  6.90  -10.34  

技术效益 0.334 0.478 0.581 0.359 

轮得分率/% 33.33  46.43  

轮使用率/% 51.72  4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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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曳 关于仲裁事项可授权国务院立法的规

定袁进一步获得国务院法制部门的支持袁做好制定体育仲裁

行政法规的工作曰三是我国正在进行对叶中华人民共和国仲

裁法曳的修改探讨[11]袁在抓紧前述体育仲裁立法的同时袁应将

体育仲裁作为一种特殊仲裁反映到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

法曳修改的研究之中袁力争体育仲裁在修改后的叶中华人民共

和国仲裁法曳中得以显现袁最终实现中国体育仲裁制度在中

国仲裁体系和法律体系的统一轨道上袁健康地向前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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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横向冶与野纵向冶扩展应用的各段得分率计算是相同的袁
但使用率的计算有很大的区别袁横向扩展应用重视从比赛整

体的视角考察运动员的技术实力袁纵向扩展应用更关注运动

员在不同的轮次渊发球轮与接发球轮冤中的技术实力表现遥
两个案例的分析表明袁扩展应用方法能够进一步揭示

乒乓球比赛的客观规律袁丰富了乒乓球比赛技战术分析理

论与方法袁也有利于教练员尧运动员从多个角度袁更加深入

与直观地进行比赛技战术特征分析袁提高优秀乒乓球运动

员的科学化训练水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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