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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运动员在比赛中对身体能量的分配称为配速策略遥 现有关于赛艇配速策略

的研究结论不一袁来源数据陈旧袁对我国赛艇东京奥运会备战的参考性有限遥 本研究

旨在探究近十年来赛艇世界顶尖比赛的配速策略遥 从国际赛艇联合会官方网站采集

2010要2019 年间历届奥运会和世锦赛决赛 A 的分段时间数据袁 分析我国已获得奥运

会参赛资格的 6 个艇种渊W1伊尧W2-尧W2伊尧M2伊尧W4伊和 M4伊冤对应 4 个比赛分段渊500 m伊4袁
分别对应为 Q1~Q4冤 的相对速度 渊相对于全程比赛速度的百分比冤袁 并探究其在

2010要2019 年的变化趋势尧不同成绩水平间[水平 1渊第 1 名冤vs.水平 2渊第 2~3 名冤袁水
平 1渊第 1 名冤vs.水平 3渊第 4~6 名冤袁水平 2渊第 2~3 名冤vs.水平 3渊第 4~6 名冤]的差异尧
不同赛事渊奥运会 vs.世锦赛冤间的差异遥 结果院渊1冤过去十年内各艇种 Q1~Q4 的相对速

度整体稳定曰渊2冤 各艇种在各比赛分段的相对速度方面袁 除了 W2伊的水平 1 和水平 3
在 Q3 存在显著差异袁3 个成绩水平之间都不存在显著差异曰渊3冤 各艇种在各比赛分段

的相对速度方面袁奥运会 vs.世锦赛间无显著差异渊W2-的 Q2 除外冤曰渊4冤W1伊尧W2-尧
W2伊尧M2伊尧W4伊和 M4伊在 Q1~Q4 的平均速度分别约为 102%尧99%尧98%~99%和

99%~101%遥 结论院2010要2019 年袁6 个赛艇艇种在奥运会和世锦赛决赛 A 中的配速策

略整体稳定袁决赛 A 不同成绩水平间的配速策略类似袁奥运会与世锦赛的配速策略类似遥
关键词院 赛艇曰配速曰演变曰成绩水平曰比赛类型曰奥运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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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ing strategy refers to the distribution of athletes' energy during the course of a race. Re-

sults from previous research have limited reference for the Chinese national rowing teams preparing

for the Tokyo Olympic Games, due to the inconsistency among studies and the outdated datasets.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pacing strategies in the world elite rowing races from 2010 to 2019.

The official results of the finals A from 2 Olympic regattas and 8 World Rowing Championships dur-

ing the period of 2010 to 2019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World Rowing Federation

(FISA). The relative speed (relative to the overall average speed) of four quarters (500 m伊4袁Q1~Q4)

from those 6 events (W1伊尧W2-尧W2伊尧M2伊尧W4伊 and M4伊) that qualified for the Tokyo Olympic

Games were analysed, so as to explore the evolving trends of each quarter, and the differences in pac-

ing strategy among teams of different levels (level1:1st vs. level 2: 2nd~3rd, level1:1st vs. level 2:

4th~6th, level 2: 2nd~3rd vs. level 3: 4th~6th) and types of competitions (Olympic regattas vs. World

Championships) over the last decade. Results: (1) the relative speed of 4 quarters of 6 events dis-

played a stable performance over the last 10 years; (2)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bserved

among three levels, except for the comparison between level 1 and level 3 from W2伊 in Q3; (3)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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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 in each quarter exists between Olympic regattas and World Championships (except for the

Q2 of W2-); (4) the average relative speed of 4 quarters of W1伊, W2-, W2伊, M2伊, W4伊 and M4伊 could

be described as: 102%, 99%, 98~99% and 99~101%. Conclusions: over the last 10 years, the pacing

strategy rowers adopted in the finals A of 6 events remains stable in general, the pacing strategy

adopted by different levels of teams and in different types of competitions were similar.

rowing; pace; evolution; performance level; competition type; Olympic preparation

奥运会赛艇比赛要求运动员以最短的时间完成

2 km 的距离遥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袁运动员需要合理

分配自己的能量袁 避免过早出现疲劳导致后程明显

降速袁或冲过终点时还有能量节余 [1-2]遥 这种为了获

得更好的成绩袁 在比赛不同阶段对自身能量的分配

被称为配速策略渊Pacing Strategy冤[3-4]遥 在 6 种常见的

配速策略类型渊积极型尧消极型尧全力型尧均匀型尧变
化型和抛物线型 [5-6]冤中袁赛艇项目常呈现抛物线型

渊又称倒 U 型冤 [7-10]袁即第 1 个 500 m 速度最快袁中间

1 000 m 速度下降袁第 4 个 500 m 速度再次增加遥 尽

管决定赛艇比赛表现的因素主要为生理学的做功

能力和更好的技术[11-12]袁但当今赛艇国际比赛往往在

0.01~0.1 s 间决出胜负 [13]遥 在这种情况下袁运动员在

能力方面的差异可能微乎其微袁 而配速策略可能在

此时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14]遥
前期研究选取不同的比赛数据围绕不同运动

形式渊水上划 vs.测功仪 [6,9]尧运动水平 [7,10,14]尧比赛轮

次渊决赛 vs.非决赛冤[8-9,14]尧艇种 [8-9,14]尧性别 [8,10]尧国家 [14]

等探究了赛艇比赛的配速策略遥 然而袁这些研究在

不同运动水平尧不同比赛轮次和不同艇种方面的发

现并不一致遥 导致这种不一致的原因可能与这些研

究所选用的比赛数据不同有关袁如某届奥运会的数

据渊悉尼奥运会 [14]和北京奥运会 [8]冤袁连续 3~4 年的

数据 渊2000要2003 年 [10]冤袁 连续 17 年的比赛数据

渊1993要2009 年 [15]冤遥 此外袁对 1993要2009 年间历届

奥运会和世锦赛比赛数据的分析表明袁 赛艇比赛配

速策略有朝着均匀型 [即 4 个 500 m 比赛分段的相

对速度渊相对于全程平均速度冤]发展的趋势 [15]袁这意

味着基于 10 年前的比赛数据得到的赛艇配速策略

可能并不适用于现在遥近年来袁世界赛艇呈现出桨频

高尧冲刺早尧冲刺距离长等发展动向 [16]袁这些动向可

能会带来配速策略的改变遥因此袁有必要针对近十年

的比赛数据进行赛艇配速策略的研究遥
东京奥运会上我国赛艇将向金牌和奖牌发起冲

击袁届时我国已获奥运资格的 6 个参赛项目渊尤其是

2019 年世锦赛获得金牌的女子四人双桨项目和男

子双人双桨项目冤将与对手展开激烈竞争袁任何有助

于我国赛艇在东京奥运会上取得更好名次的策略都

显得尤为重要遥然而袁现有赛艇配速策略研究的结论

不一致袁 以及来源数据的陈旧都可能导致我们对当

今世界赛艇配速策略的最新特征的认识出现偏差遥
我国运动员参加东京奥运会需要采取何种配速策略

急需基于赛艇世界顶尖比赛的数据得出的结论遥
鉴于此袁本研究选取 2010要2019 年历届奥运会

和世锦赛决赛 A 的 6 个艇种[女子单人双桨渊W1伊冤尧
女子双人单桨渊W2-冤尧女子双人双桨渊W2伊冤尧男子双

人双桨渊M2伊冤尧女子四人双桨渊W4伊冤和男子四人双

桨渊M4伊冤]的比赛数据探究院渊1冤奥运会和世锦赛决

赛 A 的配速策略在过去十年是否发生了变化钥 渊2冤
决赛 A 第 1 名尧第 2~3 名和第 4~6 名间的配速策略

是否相同钥渊3冤奥运会和世锦赛在配速策略上是否存

在差异钥 对这 3 个问题的回答将为我国赛艇项目这

6 个艇种在东京奥运会上选取最佳配速策略提供参考遥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样本为 2010要2019 年历

届奥运会和世锦赛赛艇 W1 伊 尧W2-尧W2 伊 尧M2 伊 尧
W4伊尧M4伊 6 个比赛项目决赛 A 所有队伍每 500 m

的比赛用时数据袁其中包括 2 届奥运会渊伦敦奥运和

里约奥运会冤和 8 届世锦赛遥数据均采集自世界赛艇

联合会官方网站渊www.worldrowing.com冤袁比赛数据

由官方授权的 Omega Timing 进行采集遥 在对原始数

据进行筛选过程中袁 数据出现有以下情况的艇已被

剔除院渊1冤比赛犯规和弃赛的艇曰渊2冤比赛总成绩和

各个比赛分段成绩中有任一项为 0 或缺失的艇曰渊3冤
比赛总成绩和各个比赛分段成绩中有任一项数据明

显超出正常比赛数据范围袁被认定为异常值遥最终有

354 条艇的比赛分段成绩数据被纳入到分析中遥

根据各条艇每 500 m 的比赛用时袁 计算出各

500 m 分段的平均速度袁单位为 m/s遥 由于赛艇比赛

易受到比赛时天气情况的影响袁 因此在将不同比赛

时间和地点产生的比赛速度数据纳入到一起进行分

析时袁首先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转换袁将绝对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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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院2012 和 2016 年采用的是奥运会比赛数据袁 其余年份则采用的是世锦赛比赛数据曰Q1 为 0~500 m袁Q2 为 500~1 000 m袁
Q3 为 1 000~1 500 m袁Q4 为 1 500~2 000 m曰速度数据以相对速度渊%冤的形式表示曰a 表示 Q1 与 Q2 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曰b
表示 Q2 和 Q3 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曰c 表示 Q3 和 Q4 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遥

图 1 2010要2019 年各比赛分段的平均相对速度的演进趋势

转换为相对速度并以百分比的形式呈现遥 具体的转

换方式为院 队伍在各比赛分段的平均速度分别除以

该轮比赛中全程的平均速度 [10]遥
本文使用统计分析软件 Stata 对比赛数据进行

统计学分析遥 在对数据的正态分布和方差齐性进行

检验以后袁 首先计算各个艇种每一年在 0~500 m

渊Q1冤尧500~1 000 m 渊Q2冤尧1 000~1 500 m 渊Q3冤和

1 500~2 000 m 渊Q4冤4 个比赛分段的平均相对速度遥
然后袁以比赛分段为自变量袁各比赛分段在各年份的

平均相对速度为因变量袁拟合成线性回归方程袁计算

出 6 个艇种的各比赛分段在过去十年的年平均增长

率袁 并且对 4 个比赛分段的均值之间在每一年的差

异显著性进行了检验遥之后袁将参加 2017要2019 年世

锦赛决赛 A 的艇按成绩水平分为水平 1 渊第 1 名冤尧
水平 2渊第 2~3 名冤和水平 3渊第 4~6 名冤3 组袁对 3 种

水平在 4 个比赛分段之间平均相对速度的差异进行

显著性检验遥最后袁计算 6 个艇种的 4 个比赛分段在

奥运会和世锦赛这两类赛事中的平均相对速度袁对

两类赛事之间以及每类赛事的 4 个比赛分段之间平

均相对速度的差异显著性进行检验遥 以上差异显著

性检验均采用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袁P＜ 0.05 定义

为具有显著性差异袁遥

图1为 6个艇种Q1~Q4的相对速度在 2010要2019年

的变化情况遥 除个别情况外袁各艇种 Q1~Q4 在过去十

年内整体稳定袁 年均增长量分别为 -0.34%~-0.06%尧
-0.17%~0.21%尧-0.13%~0.11%和 -0.13%~0.20%渊表 1冤遥
除个别年份外袁6 个项目在历年比赛中的 Q1 大都显

著大于 Q2渊P＜ 0.05冤曰约 50%渊32/60冤的情况下 Q4

显著高于 Q3渊P＜ 0.05冤曰约 63%渊38/60冤的情况下 Q2

和 Q3 间无显著差异渊P＞ 0.05冤遥 综合 2010要2019 年

的数据袁6 个项目 Q1~Q4 的相对速度见表 1袁 其中

Q1~Q4 的平均速度分别约为 102%尧99%尧98~99%和

99~101%遥

2010要2019 年赛艇世界顶尖比赛配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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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院实力水平划分为水平 1渊第 1 名冤尧水平 2渊第 2~3 名冤袁水平 3渊第 4~6 名冤曰数据包含 2017要2019 年间 3 届世锦赛决赛 A

比赛数据曰Q1 为 0~500 m袁Q2 为 500~1 000 m袁Q3 为 1 000~1 500 m袁Q4 为 1 500~2 000 m曰速度数据以相对速度渊%冤的形式

表示曰* 表示水平 1 和水平 2 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袁# 表示水平 1 和水平 3 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袁△表示水平 2 和水平 3 之间存

在显著差异曰a 表示 Q1 与 Q2 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袁b 表示 Q2 和 Q3 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袁c 表示 Q3 和 Q4 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遥
图 2 决赛 A 不同实力水平队伍之间配速策略比较

图 2 为 2017要2019 年间袁3 种成绩水平在 4 个

比赛分段中的平均相对速度遥 除了 W2伊的水平 1 和

水平 3 在 Q3 存在显著差异以外渊P＜ 0.05冤袁所研究

的 6 个项目在所有比赛分段内袁3 个水平之间的相

对速度都不存在显著差异渊P＞ 0.05冤遥 除 W4伊外袁水
平 1 在 Q1 的相对速度都不是最大的曰除 W1伊外袁水
平 2 在 Q4 的相对速度都是最大的遥 在水平 1 对应

的 6 个艇种中袁 除 W2伊的 Q2 vs. Q3 和 W4伊的 Q1

vs. Q2 外渊P＜ 0.05冤袁其余各艇种相邻两个比赛分段

的相对速度间无显著差异渊P＞0.05冤曰水平 2 和水平 3

相邻两个比赛分段间的相对速度类似渊水平 2 中 M4伊
的 Q3 vs. Q4 除外冤袁Q2 都显著小于 Q1 渊P＜0.05冤袁
W1伊尧W2- 和 M2伊的 Q2尧Q3 和 Q4 相邻间无显著差

异渊P＞0.05冤袁W2伊的 Q2 和 Q3 间差异显著渊P＜0.05冤袁
W4伊的 Q3 和 Q4 间差异显著渊P＜ 0.05冤遥

表 1 2010要2019 年决赛 A 各比赛分段平均相对速度及变化趋势

注院Q1 为 0~500 m袁Q2 为 500~1 000 m袁Q3 为 1 000~1 500 m袁Q4 为 1 500~2 000 m曰相对速度渊%冤以均值依标准差的形式

表示曰年均增长量指相对速度平均每年增长的量渊%冤遥

艇种
Q1 Q2 Q3 Q4

均值依标准差 年均增长量 均值依标准差 年均增长量 均值依标准差 年均增长量 均值依标准差 年均增长量

W1伊 102.45%依1.70% -0.04% 99.42%依1.40% 0.04% 98.67%依1.01% -0.13% 99.46%依1.74% -0.13%

W2- 102.39%依1.89% 0.15% 98.70%依0.94% 0.03% 98.80%依1.31% -0.03% 100.11%依1.70% -0.15%

W2伊 102.27%依1.88% -0.27% 99.11%依0.80% -0.02% 98.72%依1.31% 0.08% 99.91%依1.75% 0.20%

M2伊 102.38%依2.26% -0.34% 98.80%依0.81% 0.21% 98.37%依1.00% 0.11% 100.46%依2.20% 0.01%

W4伊 102.40%依1.30% -0.06% 98.97%依1.32% 0.07% 98.42%依0.92% 0.00% 100.22%依2.03% -0.01%

M4伊 101.76%依1.64% 0.10% 99.16%依1.30% -0.17% 98.52%依0.94% -0.03% 100.55%依2.03%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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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 2010要2019 年赛艇项目历

届奥运会和世锦赛决赛 A 的数据袁为我国赛艇项目在

东京奥运会上配速策略的选取提供参考遥 主要研究结

果表明院渊1冤 过去十年内各艇种 Q1~Q4 的相对速度整

体稳定曰渊2冤各艇种在各比赛分段的相对速度方面袁3 个

水平队伍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渊P＞0.05袁W2伊在 Q3 的

水平 1vs. 水平 3 除外冤曰渊3冤 各艇种在各比赛分段的相

对速度方面袁奥运会 vs. 世锦赛间无显著差异渊P＞0.01袁
W2- 的 Q2 除外冤曰渊4冤W1伊尧W2-尧W2伊尧M2伊尧W4伊和
M4伊在 Q1~Q4 的平均速度分别约为 102% 尧99% 尧
98~99%和 99~101%袁其中 Q1 都显著大于 Q2袁约 60%

情况下 Q2 与 Q3 类似袁约 50%情况下 Q4 大于 Q3遥

本研究的 6 个艇种在 2010要2019 年内袁Q1~Q4 的

相对速度整体稳定袁这与 Kleshnev等[15]对 1993要2009年

历届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分析结果一致遥 但研究也指

出袁伴随赛艇比赛绝对速度的增加袁赛艇配速策略有

着朝均匀型方向发展的趋势渊即 Q1~Q4 的相对速度

趋于接近冤遥 本研究 6 个艇种在 Q1~Q4 的平均速度

分别约为 102%尧99%尧98~99%和 99~101%袁 这也验

证了 Kleshnev 等人的预测遥 Kleshnev 等 [15]的分析结

果中第 1 名在 Q1~Q4 的平均速度分别为 103.1%尧
99.0%尧98.2%和 100%遥 本研究中所有艇种的第 1 名

渊水平 1冤在 Q1 的相对速度都小于 103%袁且 W1伊尧
W2伊尧M2伊和 M4伊都小于 102.0%袁 只有 W4伊略高于

图 3 是 2010要2019 年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配速

策略比较遥 其中袁除 W2- 的 Q2 外渊98.1% vs. 98.9%袁
P＜ 0.01冤袁同一艇种相同比赛分段的相对速度在奥

运会和世锦赛间无显著差异渊P＞ 0.01冤遥 此外袁尽管

差异不显著袁 但 W1伊和 M2伊在奥运会上倾向于采

取比世锦赛更慢的 Q1 和更快的 Q4袁W2- 和 W4伊
在奥运会上倾向于采取更慢的 Q2 和更快的 Q4袁

M4伊在奥运会上倾向于采取比世锦赛更快的 Q1 和

更慢的 Q4遥 奥运会和世锦赛上 6 个项目的 Q1 都显

著高于 Q2渊P＜ 0.05冤曰除世锦赛上的 W1伊和奥运会

上的 W2伊外袁 奥运会和世锦赛上 6 个项目的 Q4 都

显著高于 Q3渊P＜ 0.01冤曰除奥运会上的 W1伊尧世锦赛

上的 W4伊尧奥运会和世锦赛上的 M4伊外袁奥运会和

世锦赛上 6 个项目的 Q2 和 Q3 间无显著性差异

渊P＞ 0.05冤遥

注院 奥运会包括 2012 和 2016 年 2 届比赛袁 世锦赛包括 2010要2019 年非奥运年世锦赛共 8 届比赛曰Q1 为 0~500 m袁Q2 为

500~1 000 m袁Q3 为 1 000~1 500 m袁Q4 为 1 500~2 000 m曰速度数据以相对速度渊%冤的形式表示曰* 表示奥运会和世锦赛之间

有显著差异曰a 表示 Q1 与 Q2 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袁b 表示 Q2 和Q3 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袁c 表示 Q3 和 Q4 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遥
图 3 奥运会与世锦赛配速策略比较

2010要2019 年赛艇世界顶尖比赛配速策略

90



Sport Science Research体育科研 2021年 第 42卷 第 1期

102.0%袁W2- 略高于 102.5%曰本研究所有艇种在 Q3

的相对速度都高于或接近 99%遥 因此袁相比于 10 年

前袁 近十年赛艇项目在 Q1 的相对速度有所降低

渊~102% vs.103.1% 冤袁Q2 保 持 不 变 袁Q3 略 有 增 加

渊98~99%vs.98.2%冤袁Q4 保持不变遥
本研究基于近十年的比赛数据给出了 6 个艇种

的配速策略袁 但是不同艇种的配速策略并不完全相

同袁这一发现与 Muehlbauer 等 [8]报道的结果并不完

全一致遥 Muehlbauer 等 [8]针对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

研究表明袁不同艇种渊单人艇 vs.其他艇冤的配速策略

一样袁 其 Q1 和 Q4 的相对速度都显著大于 Q2 和

Q3袁但不同艇种 Q2 与 Q3 间的差异不同遥 本研究中

的 Q1 都显著大于 Q2袁但 Q4 显著大于 Q3 的情况只

有约 50%袁 这也表明近十年内赛艇比赛配速策略似

乎在保持 Q1 较高相对速度的同时袁 部分艇种在部

分年份出现更快的 Q3袁并推动配速策略朝着均匀型

方向发展遥

本研究所探究的 6个艇种为我国在 2019 年世锦

赛上已获得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的艇种袁 我国在这

些艇种上将力争创造历史最好成绩遥因此袁针对赛艇

世锦赛决赛 A 不同成绩水平的配速策略进行研究

能为我国赛艇在东京奥运会上比赛目标的实现提供

参考遥此外袁由于不同国家在国际比赛中的配速策略

存在差异[14-15]袁且各个艇种在不同奥运周期内的比赛

名次可能会由于运动员的流动渊新入选或退役冤等原

因而波动袁 因此本研究只选取了东京奥运会周期世

锦赛渊2017要2019 年冤的比赛成绩进行了分析遥
本研究结果表明袁除了 W2伊的第 1 名与第 4~6 名

在 Q3 有显著差异之外袁第 1 名尧第 2~3 名和第 4~6 名

在各比赛分段上的相对速度无显著差异袁 这一结果

与 Garland[10]的报道基本一致袁但与 Brown 等 [7]报道

的不同遥 Garland[10]将 2000要2002 年奥运会和世锦赛

上所有公开级艇袁以及 2001要2002 年英国室内赛艇

渊即测功仪冤的前 170 名纳入分析袁发现排名前一半和

后一半的艇 / 运动员配速策略类似遥但是袁Brown 等[7]

发现国际级渊2004要2008 年奥运会和 2003要2007 年

世锦赛决赛 A冤尧国家级 1渊2006要2008 年法国全国

锦标赛决赛 A 和 B冤和国家级 2渊2006要2008 年法国

全国锦标赛决赛 C 和 D冤在各比赛分段间差异显著遥
此外袁尽管未报道差异的显著性袁但 Kleshnev 等 [14-15]

针对 1993要2009 年期间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分析同

样发现袁不同成绩水平间在配速策略上存在差异遥导
致本研究与文献结论不一致的原因可能为成绩水平

的划分标准和比赛数据的选择遥 本研究对应 3 种成

绩水平为奥运会和世锦赛决赛 A 的第 1 名尧第 2~3 名

和第 4~6 名袁而 Garland[10]对应的两种成绩水平为所

有纳入艇的排名前一半和后一半袁Brown 等[7]对应的

3 种成绩水平是奥运会和世锦赛决赛 A尧 全国锦标

赛决赛 A 和 B尧 全国锦标赛决赛 C 和 D袁Kleshnev

等 [14-15]对应的成绩水平为奥运会和世锦赛决赛 A 的

第 1~6 名遥 相比之下袁本研究与 Kleshnev 等 [14-15]研究

中的成绩水平划分范围最小 渊都为奥运会和世锦赛

的决赛 A冤袁而 Garland[10]研究中的划分范围最大渊如
2000要2002 年间奥运会和世锦赛上所有公开级

艇冤袁 但这些划分范围最小和最大的研究都表明袁不
同成绩水平间的配速策略类似袁 这似乎可以排除成

绩水平划分范围大小导致差异的可能遥因此袁不同比

赛数据的选取导致差异的可能性也许更大袁 这也进

一步证明针对近十年的比赛数据重新进行配速研究

的必要性袁 因为现有有关赛艇配速策略的研究所对

应的比赛数据都为 2009 年及之前的遥
本研究还发现袁 尽管各成绩水平在每个比赛分

段的相对速度差异不十分显著袁但除 W4伊外袁水平 1

在 Q1 的相对速度都不是最大的曰除 W1伊袁水平 2 在

Q4 的相对速度都是最大的曰整体上袁水平 1 的配速

策略更趋于均匀型遥 这一发现与 Brown 等 [7]的报道

类似袁其发现国际级比国家级在配速策略上更趋于均

匀型袁国际级比赛在 Q1 和 Q4 的相对速度显著小于

国家级遥 此外袁尽管不完全一致袁但 Kleshnev 等 [14-15]

的两篇报道也有类似发现遥 针对 1993要2009 年奥运

会和世锦赛决赛 A 的研究发现袁 第 2 名和第3 名往

往在 Q4 相对速度更大袁但由于其主要在 Q2 与第 1 名

差距过大袁而只能屈居第 1 名之下袁而第 6 名尽管在

Q1 的相对速度最大袁但其在 Q4 的相对速度最小 [15]遥
在 Kleshnev 等 [14]另一则针对悉尼奥运会的研究中袁
第 1~3 名和第 4~6 名在 Q2 和 Q3 的相对速度类似袁
但第 1~3 名在 Q1 的相对速度更小袁在 Q4 的相对速

度更大遥综合以上分析似乎可知袁水平 1 在比赛中的

配速策略更趋于均匀型袁 水平 2 在 Q4 中更大的相

对速度很难弥补 Q1 和 Q2 落下的差距袁 水平 3 在

Q1 中过快的速度导致其在 Q4 很难继续保持遥 当

然袁 这里对应的速度都为相对自身全程平均速度的

相对速度袁 各成绩水平的艇由于运动员生理学做功

能力和生物力学技术效率上的差异[17-18]袁在比赛中表

现出来的绝对速度上同样存在差异 [14]袁如第 6 名尽

管在绝对速度上可以实现与第 1~3 名在 Q1 上的较

量袁 但这个绝对速度对于第 6 名来说可能超出了其

自身能力范围袁 可能会造成其在比赛中过早出现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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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袁进而导致其后程更小的绝对速度和相对速度遥

尽管上文分析了不同成绩水平在配速策略上的

差异袁但其所选取的数据为 2017要2019 年世锦赛的

比赛数据袁 而本研究的目的是为我国赛艇项目参加

东京奥运会提供参考依据袁 那么从世锦赛比赛数据

中得到的结论能否推广应用于奥运会钥鉴于此袁本研

究专门对比了奥运会和世锦赛在配速策略上的差

异遥研究结果表明袁同一艇种相同比赛分段的相对速

度在奥运会和世锦赛间的相对速度类似渊除 W2- 的

Q2 外冤袁但不同艇种呈现不同的趋势遥由于未见前人

对此问题探究的报道袁 本研究在此部分的数据难以

与文献进行对比遥 奥运会和世锦赛在各艇种的参赛

数量上有着不同的要求袁 前者只允许一个国家一条

艇参加比赛袁 而后者允许一个国家有多条艇参加比

赛袁这可能导致世锦赛的整体竞争更加激烈遥但由于

本研究探究的只是决赛 A 的比赛成绩袁不管各国整

体实力如何袁 本研究所分析的数据中还未见决赛 A

中出现一个国家的两条艇遥因此袁奥运会和世锦赛决

赛 A 都能够代表赛艇国际比赛的最高水平遥 二者在

配速策略上的相似性表明袁 上文的相关结论对于奥

运会参赛同样具有借鉴意义遥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遥 首先袁 本研究采用的是

500 m 分段渊分段比为 25%冤袁高于配速策略研究建

议的分段比渊5%~10%[19]冤袁这可能会降低相对速度

的变异系数[20]袁掩盖不同组在更小分段渊如出发和冲

刺冤中的差异遥 但是袁现有赛艇配速策略文献采用的

都为 2010 年以前的数据袁 均采用的是 500 m 分段

渊国际赛艇联合会公开的数据自 2010 起才有每 50 m

分段的数据冤遥本研究为了更好地与现有文献进行对

比袁故沿用了 500 m 的分段方式袁未来研究可探究不

同分段方式对配速策略特征的影响遥其次袁尽管本研

究在结论上整体与前人研究类似袁 但研究结论一定

程度上验证了前人关于赛艇配速策略在抛物线基础

上向均匀型方向发展的预测袁 且 Q1 和 Q3 中小于

1%的变化在竞技体育中也属于有价值的最小提高

渊Smallest Worthwhile Enhancement冤[21]遥 第三袁本研究

只描述了世界顶尖赛艇比赛的配速特征袁 并未介绍

如何通过生理学做功能力和生物力学技术效率的改

善来实现这种配速策略袁 但对此问题的深入分析已

超出本文的范围渊可见文献 [18,22-24]冤遥 第四袁参加世界

顶尖比赛的运动员 / 艇具有极强的个体化袁 本研究

得到的配速策略对于每个个体的适用性可能有限袁
但研究所给出的 4 个分段的相对速度对于运动员参

赛仍然具有参考价值遥最后袁现有赛艇配速研究方法

采用的相对速度这一指标袁而不是绝对速度袁这可能

会掩盖不同水平间的绝对实力差异袁 但配速策略这

一研究领域重点关注的是全程体力分配袁 本研究保

持了与前人研究关注对象的一致性遥 未来研究可以

将赛艇配速研究的视角拓展至绝对速度遥

2010要2019 年袁W1伊尧W2-尧W2伊尧M2伊尧W4伊和

M4伊 6 个赛艇艇种在奥运会和世锦赛决赛 A 中的

配速策略整体稳定袁金牌艇与银尧铜牌艇袁银尧铜牌艇

与非奖牌艇的配速策略类似曰 奥运会与世锦赛的配

速策略类似遥 近十年内 6 个赛艇项目在 Q1~Q4 的相

对速度分别约为 102%尧99%尧98~99%和 99~101%遥
建议在东京奥运会决赛 A 中袁我国赛艇 6 个参赛项

目在确保高的绝对平均速度基础上参考此配速策

略袁并可考虑在赛前对此配速策略进行适当演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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