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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目的院通过分析第二届青运会排球专项身体素质成绩尧项目设置及与比赛

名次的关系袁为青年排球专项身体素质测试及训练提供有借鉴意义的参考遥 方法院
收集第二届青年运动会男排 U18 组和女排 U17 组 24 支球队的专项身体素质成绩

和比赛名次进行统计并分析二者相关性遥 结果院男排 U18 组和女排 U17 组助跑摸

高的成绩分别为 渊3.24依0.11冤 m尧渊2.91依0.11冤 m袁 占总分比为 20.1%尧21.9%曰半

野米冶 字移动成绩分别为 渊15.66依0.74冤 s尧渊16.95依0.84冤 s袁 占总分比为 20.8%尧
18.1%曰30 m 跑成绩分别为 渊4.35依0.18冤 s尧渊4.98依0.23冤 s袁 占总分比为 23.2%尧
18.2%曰 抛掷实心球成绩分别为 渊12.32依1.82冤 m尧渊9.22依1.45冤 m袁 占总分比为

23.0%尧22.1%曰 男子 1 500 m 项目平均成绩为 渊337.14依28.79冤 s袁 占总分比为

12.8%袁女子 800 m 成绩为渊183.10依22.28冤 s袁占总分比为 19.6%遥 男排 U18 组和女

排 U17 组身体素质总分与比赛名次呈负相关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 0.01冤袁即身

体素质总分越高袁比赛名次越靠前遥 结论与建议院男排 U18 组和女排 U17 组各队助

跑摸高成绩差距最小袁半野米冶字移动尧抛掷实心球和 1 500 m渊800 m冤跑成绩差距

较大曰女排 U17 组身体素质项目各项得分较为均衡袁成绩设置合理袁男排 U18 组

1 500 m 项目设置的必要性及得分设定需进一步分析研讨曰 青年排球专项身体素

质成绩越高袁比赛名次越好袁目前采用的专项身体素质测试方法较为合理袁对竞赛

成绩有较好预测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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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his study, by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ecial physical fitness re-

sults, the setting of the events and the ranking of the competition in The 2nd Youth Games of the Peo-

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tend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test and training of youth volleyball

special physical fitness. Methods: The results of the special physical fitness and competition ranking

in the U18 men's volleyball group and U17 women's volleyball group from 24 teams were collected,

and then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the competition ranking and the special physical fitness re-

sults were conducted. Results: In the U18 men's volleyball group and U17 women's volleyball group,

the run-up touch scores were 3.24依0.11 m (20.1%) and 2.91依0.11 m (21.9%)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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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ross movement were 15.66依0.74 s (20.8%) and 16.95依0.84 s (18.1%) , the results of the 30 meter

run were 4.35依0.18 s (23.2%) and 4.98依0.23 s (18.2%), the results of the medicine ball throw test

were 12.32依1.82 m (23.0%) and 9.22依1.45 m (22.1%). The average scores of men's 1 500 meters

and women's 800 meters were 337.14依28.79 s (12.8%) and 183.10依22.28 s (19.6%) respectively.

There wa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otal score of physical fitness and the competition rank-

ing of men's U18 group and women's U17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1),

that is, the one who has better physical fitness ranks higher in competition. Conclusion and sugges-

tion: Each team of U18 men's volleyball and U17 women's volleyball groups showed little perfor-

mance difference in run-up touch, but big difference in the cross movement, medicine ball throw and

1 500 m (800 m) run. The scores of physical fitness items in U17 women's volleyball group were rel-

atively balanced, and the setting of the events was reasonable. The necessity and scoring rules of the

1 500 m event in U18 men's volleyball group need further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The player who

has better physical fitness ranks higher in competition. The special physical fitness test method used

currently is more reasonable and can predict the competition results well.

volleyball曰youth athlete曰physical fitness曰competition ranking

快节奏和强对抗的特点在现代排球比赛中日显

鲜明袁球队要取得优异的运动成绩袁必须做到体能尧
智能尧技术尧战术和心理各竞技能力要素的高度协调

发展遥在技战术体系日益完善的今天袁体能的竞争正

成为排球竞赛的新焦点袁 良好的体能是技战术得以

充分发挥的前提和可能 [1]袁专项身体素质是体能的

重要组成方面遥因此加强专项身体素质训练袁提高运

动员的专项力量水平尧 弹跳能力尧 移动能力和灵敏

性袁 对于有效提高快节奏和强对抗比赛中的技战术

运用效果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遥
中国排协为巩固女排及提高男排比赛成绩袁出

台了一系列针对体能提高的举措袁如 1996 年对运动

员进行身体素质测试袁 达标运动员才有资格参加排

球联赛遥 近年来随着对现代排球竞赛规律认识的深

入袁专项身体素质测试项目不断调整和完善袁众多学

者针对排球专项身体素质训练尧 测试项目设置和评

价方法进行了诸多研究 [2-6]袁这些方法均对提高我国

排球运动员体能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遥
青少年时期是掌握技术和发展各项身体素质的

敏感期袁青少年时期打好基础对未来发展极为重要[7]遥
同时青少年运动员技战术不稳定袁 身体素质水平可

能对取得优异比赛成绩有着更重要的作用袁 但国内

排球项目未见专项身体素质与比赛名次相关性分析

方面的研究遥 青年运动会是年龄组运动员最高水平

比赛袁 因此本研究通过对第二届青年运动会排球专

项身体素质和比赛名次进行梳理袁 探讨青年排球运

动员专项身体素质的特点尧 项目设置及与全队比赛

名次的关系袁 为青年排球身体素质测试及训练提供

有借鉴意义的参考遥

参加第二届青年运动会的男排 U18 组 12 支球

队袁身高为渊191.76依7.31冤 cm袁体重为渊78.43依7.84冤 kg曰
女排 U17 组 12 支球队袁身高为渊183.12依6.27冤 cm袁
体重为渊67.31依3.92冤 kg遥 每队参赛人数均为第二届

青年运动会组委会规定的 12 人遥

专项身体素质测试项目为纵跳摸高尧半野米冶字
移动尧30 m 跑尧抛掷实心球和 1 500 m渊女子 800 m冤
跑袁评分标准由中国排协制定袁成绩和各项得分为第

二届青年运动会组委会公布数据遥在比赛名次中袁第
9~12 名未进行名次比赛袁 依据各队小组赛成绩袁小
组第 5 名为并列第 9 名袁小组第 6 名为并列第 11 名遥

采用 SPSS17.0 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袁数据采用

均值依标准差渊X依SD冤表示遥 应用双变量相关性分析对

比赛名次与专项身体素质成绩总分尧纵跳摸高得分尧半
野米冶字移动得分尧30 m 跑得分尧抛掷实心球得分和

1 500 m 跑渊女子 800 m冤得分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遥

由表 1 可见袁 山东青年男排队获得比赛第 1 名袁北
京青年男排队获得男子专项身体素质成绩第 1 名袁 总分

赵德峰, 等. 第二届青运会排球专项身体素质成绩及与比赛名次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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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 764 分袁比最低的陕西青年男排高 55.9%袁第 8 名的

河北的总分为 3 077 分袁 第 9 名辽宁总分为 2 575.5 分袁
相差了 19.5%曰 纵跳摸高最高的浙江比最低的重庆高了

40.5%袁各队占总分比在 18%~24%区间袁占比最高的陕

西为 23.8%袁最低的北京为 18.2%曰半野米冶字移动最高的

上海比最低的陕西高 77.9%袁各队占总分比在 18%~24%

区间袁最高的上海占比为 23.8%袁最低的江苏为 18.8%曰

30 m 跑最高的四川比最低的辽宁高 42.7%袁各队占总分

比在 18%~30%区间袁 其中最高的海南占比达到 29.3%袁
最低的上海为 18.5%曰 抛掷实心球最高的北京比最低的

海南高 75.2%袁各队占总分比在 20%~26%区间袁最高的

浙江为 25.6%袁 最低的上海为 20.5%曰1 500 m 跑成绩最

好的上海比最低的海南高 327.1%袁 各队占总分比在

6%~19%区间袁最高的上海为 19.0%袁最低的海南为6.2%遥
表 1 男排 U18 组比赛名次与专项身体素质成绩

队名
比赛

名次

身体素

质成绩

排名

身体素

质总分

纵跳摸高成绩 半野米冶字移动成绩 30 m 跑成绩 抛掷实心球成绩 1 500 m 跑成绩

成绩 /m 得分 占比 成绩 /s 得分 占比 成绩 /s 得分 占比 成绩 /m 得分 占比 成绩 /s 得分 占比

山东 1 3 3 574.5 3.27依0.09 679 19.0% 15.59依0.80 694 19.4% 4.38依0.14 729 20.4% 13.21依1.71 844.5 23.6% 317.67依14.62 628 17.6%

北京 2 1 3 764.0 3.27依0.12 685 18.2% 15.35依0.57 751 20.0% 4.23依0.11 820 21.8% 13.68依1.35 918 24.4% 322.33依25.49 590 15.7%

江苏 3 2 3 615.5 3.29依0.11 702 19.4% 15.66依0.80 678 18.8% 4.23依0.18 820 22.7% 13.78依1.81 917.5 25.4% 328.5依11.20 498 13.8%

河北 4 8 3 077.0 3.28依0.14 692 22.5% 15.81依0.75 641 20.8% 4.44依0.13 690 22.4% 11.81依1.76 700 22.8% 342.00依22.04 354 11.5%

上海 5 6 3 493.0 3.23依0.09 636 18.2% 15.02依0.50 831 23.8% 4.52依0.12 647 18.5% 12.00依1.56 717 20.5% 314.83依13.13 662 19.0%

河南 6 7 3 172.5 3.22依0.09 625 19.7% 15.54依0.68 707 22.3% 4.44依0.14 692 21.8% 11.61依1.31 670.5 21.1% 330.67依19.11 478 15.1%

浙江 7 5 3 504.5 3.29依0.07 708 20.2% 15.38依0.59 745 21.3% 4.25依0.15 806 23.0% 13.50依1.19 897.5 25.6% 342.17依20.50 348 9.3%

四川 8 4 3 532.5 3.24依0.10 646 18.3% 15.47依0.69 722 20.4% 4.15依0.17 865 24.5% 13.18依1.34 858.5 24.3% 333.67依17.19 441 12.5%

辽宁 9 9 2 575.5 3.21依0.14 509 19.8% 15.81依1.04 508 19.7% 4.44依0.21 606 23.5% 11.88依1.95 618.5 24.0% 342.00依32.73 334 13.0%

海南 9 10 2 510.0 3.16依0.08 548 21.8% 16.20依0.33 548 21.8% 4.37依0.10 735 29.3% 10.38依1.24 524 20.9% 377.83依49.19 155 6.2%

重庆 * 11 11 2 433.5 3.20依0.08 504 20.7% 15.77依0.57 542 22.3% 4.37依0.17 615 25.3% 11.30依0.93 528.5 21.7% 345.60依20.69 244 10.0%

陕西 11 12 2 415.0 3.22依0.08 574 23.8% 16.35依0.64 467 19.3% 4.49依0.14 609 25.2% 10.86依1.54 533 22.1% 352.09依23.89 232 9.6%

均值
3 139.0

依518.8 3.24依0.11 625.7

依74.5
20.1%

依1.8% 15.66依0.74 652.8

依112.3
20.8%

依1.5% 4.35依0.18 719.5

依91.5
23.2%

依2.7% 12.32依1.82 727.3

依155.8
23.0%

依1.8% 337.14依28.79 413.7

依163.4
12.8%

依3.7%

注院* 表示相关意义显著 P＜ 0.05袁** 表示相关意义非常显著 P＜ 0.01遥

表 2 男排 U18 组比赛名次与各项身体素质成绩相关性

身体素质总分 纵跳摸高得分 半野米冶字移动得分 30 m 跑得分 抛掷实心球得分 1 500 m 跑得分

比赛名次 -0.821** -0.523* -0.462* -0.326 -0.585** -0.708**

前 8 名身体素质成绩 -0.214 -0.071 0.143 0.109 -0.214 -0.500

由表 2 可见袁男子比赛名次与身体素质成绩总分尧
纵跳摸高得分尧半野米冶字移动得分尧抛掷实心球得分和

1 500 m 跑得分间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渊P＜0.05冤袁前 8

名比赛名次与身体素质成绩总分尧 纵跳摸高得分尧半
野米冶字移动得分尧30 m 跑得分尧抛掷实心球得分和

1 500 m 跑得分之间均不存在相关关系渊P＞ 0.05冤遥

由表 3 可见袁天津女子青年队获得比赛第一名袁
山东女子青年队获得女子专项身体素质总成绩第

一名袁 总分为 3 766.5袁 比最低的山西高 45.5%袁其
中第 8 名的上海为 3 207.5 分袁第 9 名河北的总分为

3 204.5 分袁相差 0.0%曰纵跳摸高最高的江苏比最低

的河北高 22.9%袁 各队占总分比在 19%~27%区间袁
占比最高的山西为 26.6%袁最低的山东为 19.5%曰半
野米冶 字移动最高的江苏比最低的山西高75.6%袁各

队占总分比在 16%~21%区间袁 最高的江苏占比为

20.6%袁最低的广东为 16.2%曰30 m 跑最高的山东比

最低的山西高 50.4%袁各队占总分比在 16%~20%区

间袁其中最高的河北和内蒙占比达到 19.2%袁最低的

辽宁为 16.9%曰 抛掷实心球最高的天津比最低的山

西高 56.3%袁各队占总分比在 20%~24%区间袁最高

的天津占比为 23.9%袁 最低的江苏为 20.8%曰800 m

跑成绩最好的北京比最低的山西高 98.1%袁 各队占

总分比在 16%~23%区间袁 最高的北京为 22.4%袁最
低的山西为 16.3%遥

注院* 表示重庆队测试运动员 10 人袁得分按 12 人计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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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 可见袁 女子比赛名次与专项身体素质成

绩总分尧纵跳摸高得分尧半野米冶字移动得分尧抛掷实

心球得分和 800 m 跑得分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渊P＜ 0.05冤袁前 8 名比赛名次与专项身体素质成绩总

分尧纵跳摸高得分和半野米冶字移动得分之间存在相

关关系渊P＜0.05冤袁与 30 m 跑得分尧抛掷实心球得分和

800 m 跑得分不存在相关关系渊P＞ 0.05冤遥

表 3 女排 U17 组比赛名次与专项身体素质成绩

队名
比赛

名次

身体素

质成绩

排名

身体素

质总分

纵跳摸高成绩 半野米冶字移动成绩 30 m 跑成绩 抛掷实心球成绩 800 m 跑成绩

成绩 /m 得分 占比 成绩 /s 得分 占比 成绩 /s 得分 占比 成绩 /m 得分 占比 成绩 /s 得分 占比

天津 1 3 3 714.5 2.96依0.06 793 21.4% 16.58依0.72 697 18.8% 4.93依0.15 641 17.3% 10.40依1.27 886.5 23.9% 181.92依9.20 697 18.8%

江苏 2 4 3 707.0 2.96依0.15 795 21.5% 16.30依0.38 764 20.6% 4.93依0.18 639 17.2% 9.46依1.01 772.0 20.8% 178.58依9.14 737 19.9%

北京 3 2 3 746.5 2.92依0.13 740 19.8% 16.77依0.83 652 17.4% 4.86依0.20 684 18.3% 9.97依0.82 832.5 22.2% 170.17依9.90 838 22.4%

山东 4 1 3 766.5 2.91依0.13 734 19.5% 16.54依0.58 704 18.7% 4.80依0.18 716 19.0% 10.14依0.95 855.5 22.7% 176.92依14.12 757 20.1%

福建 5 6 3 465.0 2.93依0.08 756 21.8% 16.96依0.91 607 17.5% 4.92依0.16 646 18.6% 9.50依0.54 777.0 22.4% 183.42依12.71 679 19.6%

辽宁 6 5 3 499.5 2.93依0.06 760 21.7% 17.01依0.56 594 17.0% 5.01依0.13 592 16.9% 9.71依1.06 803.5 23.0% 177.50依8.98 750 21.4%

上海 7 8 3 207.5 2.90依0.11 722 22.5% 16.96依0.66 605 18.9% 5.01依0.15 595 18.6% 8.87依0.91 701.5 21.9% 191.33依12.85 584 18.2%

河北 8 9 3 204.5 2.84依0.12 647 20.2% 17.17依0.79 556 17.4% 4.97依0.27 616 19.2% 9.24依1.67 739.5 23.1% 186.08依27.97 651 20.3%

山西 9 12 2 588.0 2.87依0.13 687 26.6% 17.85依1.30 435 16.8% 5.22依0.37 476 18.4% 7.5依2.47 567.0 21.9% 184.75依59.14 423 16.3%

浙江 9 7 3 320.5 2.89依0.10 710 21.4% 16.76依0.68 653 19.7% 4.99依0.19 603 18.2% 8.79依1.26 692.5 20.9% 184.83依18.39 662 19.9%

广东 11 11 2 713.5 2.90依0.07 662 24.4% 17.48依0.78 439 16.2% 5.10依0.19 489 18.0% 8.34依1.10 585.5 21.6% 191.09依17.68 538 19.8%

内蒙 11 10 3 140.5 2.89依0.08 712 22.7% 17.11依0.70 569 18.1% 4.99依0.22 603 19.2% 8.62依0.93 672.5 21.4% 191.33依11.05 584 18.6%

均值
3 339.5

依392.8 2.91依0.11 726.5

依46.6
21.9%

依2.0% 16.95依0.84 606.3

依99.2
18.1%

依1.3% 4.98依0.23 608.3

依69.5
18.2%

依0.8% 9.22依1.45 740.5

依100.9
22.1%

依0.9% 183.10依22.28 658.3

依112.6
19.6%

依1.5%

表 4 女排 U17 组比赛名次与专项身体素质成绩相关性

身体素质成绩总分 纵跳摸高得分 半野米冶字移动得分 30 m 跑得分 抛掷实心球得分 800 m 跑得分

比赛名次 -0.677** -0.615** -0.615** -0.481* -0.708** -0.574*

前 8 名身体素质成绩 -0.571* -0.571* -0.714* -0.286 -0.500 -0.357

注院* 表示相关意义显著 P＜ 0.05袁** 表示相关意义非常显著 P＜ 0.01遥

排球作为一项技战术为主的体能性项目袁 虽然

每支队伍由于运动员条件和教练风格不同袁 技战术

打法有较大区别袁 但对专项身体素质的要求是相同

的袁因此专项身体素质一直是训练的重点遥近二十年

来袁 国内对排球运动员专项身体素质的测试极为重

视袁虽然测试项目不尽相同袁但排球项目专项身体素

质测试主要侧重于专项需要的弹跳能力尧力量水平尧
移动能力和灵敏性等方面遥

弹跳素质是排球最重要的专项身体素质袁扣球尧
拦网都需要良好弹跳能力袁 助跑摸高是最体现弹跳

素质的测试方法遥 从国内设置专项身体素质测试以

来袁助跑摸高一直是必测项目遥 在本次比赛中袁男排

U18 组排球助跑摸高平均成绩渊3.24依0.11冤 m袁李子

林等 [5]的研究显示袁平均年龄为 17.3 岁的青年男子

运动员纵跳摸高成绩达到 3.4 m袁赵文娟 [4]对男子青

少年专项身体素质进行测试袁16.6 岁运动员纵跳摸

高平均成绩更是达到 3.43 m袁 本次比赛运动员纵跳

摸高成绩与之相比有较大差距袁有一定的提升空间袁
需要各队足够重视遥 女排 U17 组纵跳摸平均成绩为

渊2.91依0.11冤 m袁秦剑博等 [8]对平均年龄 17 岁的青年

女子运动员的身体素质研究显示袁 纵跳摸高平均成

绩为 2.92 m袁凌国钊等 [9]对平均年龄为 15 岁的青年

女子排球纵跳摸高测试的平均成绩为 2.95 m袁本研究

中 U17 青年女子纵跳摸高成绩与之相比差距不大遥
排球运动员应具备反应快尧判断快尧移动快的特

点袁半野米冶字移动是反映运动员变向移动能力的重

要指标袁近十年来袁半野米冶字移动测试在排球身体素

质测试中广泛应用遥 在本次比赛中袁男排 U18 组半

野米冶字移动平均成绩为渊15.66依0.74冤 s袁男子各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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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移动能力有一定差别袁 第 1 名和第 4 名分差达到

109 分袁仅次于 1 500 m 跑的 164 分遥 女排 U17 组半

野米冶字移动平均成绩为渊16.95依0.84冤 s袁第 1 名和第

4 名分差为 111袁差别最大袁秦剑博等 [8]的研究显示袁
青年女子半野米冶字移动平均成绩为 17.33 s袁与之相

比袁本次 U17 青年女子变速能力相对较好遥
30 m 跑是反应速度能力的测试方法袁30 m 跑也是

近十年来排球测试中较为固定的测试项目遥 在本次测

试中袁男排 U18 组 30 米跑平均成绩为渊4.35依0.18冤 s袁
李子林等 [5]对青年男子运动员进行了 30 m 跑测试袁
平均成绩为 3.98 s袁本次测试成绩与之相比有非常大

差距曰女排 U17 组 30 m 跑平均成绩为渊4.98依0.23冤 s袁
秦剑博等 [8]的研究发现青年女子运动员 30 m 跑平

均成绩为 4.4 s袁本次测试队员与之相比也有明显差

距遥 研究发现本次比赛采用挥旗加手动计时这种偏

落后的计时方式袁 可能是造成比赛中青年男子和青

年女子与以往成绩有较大差异的主要原因袁 建议在

今后比赛中采用电子计时测试遥
抛掷实心球是新增项目袁 在前期测试中应用较

少袁抛掷实心球要求下肢尧腰腹和上肢协调用力袁综
合反映了运动员下肢尧背部尧肩部尧上肢的爆发力和

全身协调力量情况[10]遥 男排 U18 组抛掷实心球平均

成绩渊12.32依1.82冤 m袁第 1 名和第 8 名抛掷实心球

成绩分差达到 247.5袁各队成绩差别较大遥 女排 U17

组抛掷实心球平均成绩为渊9.22依1.45冤 m袁第 1 名和

第 8 名分差为 185 分遥 由此可见袁 男排 U18 组和女

排 U17 组抛掷实心球存在较大差别袁各队在对抛掷

实心球测试项目的认识和训练方法上要有所改进遥
男子 1 500 m 和女子 800 m 供能特点因研究对

象水平和测试方法的不同有很多争论袁 现有研究认

为两者均以有氧供能为主袁1 500 m 有氧供能高于

800 m[11-13]遥在本次测试中袁男排 U18 组 1 500 m 平均

成绩为渊337.14依28.79冤 s袁但有氧能力发展十分不均衡袁
表明各队对 1 500 m 测试重视程度和能力有较大区

别曰女排 U17 组 800 m 平均成绩为渊183.10依22.28冤 s袁
虽然女子 U17 组 800 m 的分差没有男排 U18 组那么

大袁但第 1 名和第 8 名分差仍然达到 187 分袁第 1 名

和第 4 名分差达到 101 分袁 在所有 5 项测试中均处

于较高水平遥 研究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

各队在 1 500 m渊800 m冤测试的认识上存在一定的区

别袁导致训练不足引起的遥
排球运动员由于场上位置的不同袁 主要运动方

式有较大差别遥 张兴林 [14]对不同位置运动员的外部

负荷及运动素质进行了研究袁并根据力量尧速度尧耐
力尧弹跳尧灵敏协调性和柔韧性进行不同位置运动员

的权重计算袁结果表明主攻尧副攻尧接应尧二传和自由

人对专项身体素质的要求是完全不同的袁排球运动员

专项身体素质的各种影响指标对不同位置运动员专

项身体素质能力的影响程度也是不同的遥 张波[15]对青

年男排队员的专项身体素质进行了测试袁研究结果表

明除自由人外其余位置身体素质均无差异袁速度素质

中 30 m 跑最快的为接应袁半野米冶字移动最快的为自

由人袁弹跳素质中立定跳远最远的为主攻袁助跑摸高

最高的为副攻袁 灵敏协调素质各位置的能力都较差遥
本次二青会对运动员的弹跳尧变向移动尧速度尧力量和

有氧能力进行了测试和评分袁但本研究中未将运动员

按照场上位置不同对其专项身体素质进行对比分析袁
仅将运动员作为整体进行研究遥由于各队技战术打法

不尽相同袁本研究也没有对运动员个人身体素质得分

情况和个人比赛中得分情况进行统计分析遥
金宗强等 [16]研制了优秀排球运动员专项体能评

价与诊断系统袁 应用计算机技术对排球运动员专项

体能测试数据进行系统管理和分析袁主要从弹跳尧移
动能力尧专项力量尧上肢爆发能力和协调能力 5 个方

面进行运动数字的评价袁 并设计了权重遥 本研究认

为袁在现有测试方法和手段基础上袁建立专项身体素

质指标评价体系及诊断方法袁 对各位置运动员进行

长期跟踪研究袁 将对青年运动员身体素质训练起到

更好的指导作用遥

由表 1 可见袁 男排 U18 组纵跳摸高平均得分

625.7 分渊20.1%冤袁半野米冶字移动平均得分 652.8 分

渊20.8%冤袁30 m 跑平均得分 719.5 分渊23.2%冤袁抛掷

实心球平均得分为 727.3 分 渊23.0%冤袁1 500 m 跑平

均得分 413.7 分渊12.8%冤袁按 5 个项目占比应相对均

衡的原则袁30 m 跑和抛掷实心球占比偏高袁1 500 m

得分明显偏低袁按照目前项目设置情况袁有必要将

1 500 m 分值相应提高袁使各项目占比相对均衡遥
由表 3 可见袁 女排 U17 组纵跳摸高平均得分

726.5 分渊21.9%冤袁半野米冶字移动平均得分 606.3 分

渊18.1%冤袁30 m 跑平均得分 608.3 分渊18.2%冤袁抛掷

实心球平均得分为 740.5 分渊22.1%冤袁800 m 跑平均

得分 658.3 分渊19.6%冤袁纵跳摸高和抛掷实心球占比

偏高袁半野米冶字移动和 30 m 跑得分偏低遥
综上袁 对男排 U18 组 1 500 m 项目需要进行更

为细致的研究和调研袁统一认识遥 靳小雨等[3]通过分

析排球竞赛特点袁结合运动生理尧生化理论知识袁认
为不宜将 1 500 m 作为排球运动员的专项身体素质

测试项目遥排球比赛中停表时间较长袁因此高乳酸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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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并不符合项目特点遥 排球项目需要基础性有氧能

力袁本研究建议结合本次比赛成绩袁为 1 500 m 设定

绝大部分队员经过适当训练可达到的特定成绩袁达
到就可以给予较高分数袁 将更符合项目特点及利于

各运动队针对性训练遥

比赛胜负和排名代表球队整体竞技水平袁 受球

队和队员本身表现的竞技水平尧 比赛对手的竞技水

平尧裁判判罚和赛程安排等多种因素的影响[17]遥围绕

排球项目袁 学者对专项身体素质测试方法和评价进

行了诸多研究袁 但对专项身体素质成绩和比赛名次

关系较少分析遥在篮球项目中袁李波等[18]对青少年女

子篮球运动员的身体素质进行了测试袁 并结合全场

紧逼战术运用情况及比赛名次袁进行了相关性分析袁
研究表明身体素质越好袁 全场紧逼防守战术的成功

率越高袁运用全场紧逼防守战术的成功率越高袁则比

赛名次越好遥 于少勇等 [19]通过对篮球体能项目和技

评项目进行测试袁 结果表明身体素质与基本技术的

测试成绩尧技评成绩尧比赛成绩三者相互间均呈现出

高度相关袁且相关具有非常显著性意义遥
在此次比赛中袁 男排 U18 组身体素质成绩总分

前 8 名球队在比赛中均进入前 8 名袁由表 2 可见袁男
排 U18 组比赛名次与身体素质成绩总分成负相关尧
纵跳摸高总分尧半野米冶字移动总分尧抛掷实心球总分

和 1 500 m 跑总分均成负相关袁 即身体素质总分越

高袁比赛排名越靠前遥 这表明目前采用的专项体能测

试能较好反映青年男子运动员体能水平袁 对竞技比

赛成绩有较好的预测性遥 同时袁本次比赛名次排名前

8 名与身体素质总分和各项得分之间均没有相关关

系袁由表 1 可见袁本次比赛前 8 名球队各项身体素质

成绩相差不大袁 表明青年男子排球队在进入到八强

淘汰赛后袁如果要取得更优异成绩袁除继续重视专项

体能训练外袁 技战术水平的提高可能对取得优异成

绩起到更重要的作用遥除此之外袁进一步分析各队体

能成绩袁 发现体能成绩排名第 8 的河北在比赛中进

入四强袁 但体能成绩排名第 4 的四川在进入八强后

连输 3 场袁仅排名第 8遥河北纵跳摸高成绩排名第 3袁
其余测试项目相对较差曰 四川 30 m 跑成绩排名第

1袁纵跳摸高成绩仅排在第 6袁其余项目较为平均遥 虽

然本研究中袁 男排 U18 组八强球队竞赛成绩与各专

项体能项目均没有相关性袁但排球专项体能核心项目

对竞赛成绩的影响仍需进一步思考和重视遥
除浙江女子青年队袁 女排 U17 组身体素质成绩

总分前 8 名球队均取得比赛前 8 名的成绩袁 身体素

质总分前 4 名更是进入比赛四强遥由表 4 可见袁女排

U17 组比赛名次与身体素质成绩总分尧 纵跳摸高得

分尧半野米冶字移动得分尧30 m 跑得分尧抛掷实心球得

分和 800 m 跑得分之间均呈负相关袁 身体素质总分

越高袁比赛排名越靠前曰比赛名次前 8 名与身体素质

总分尧纵跳摸高得分尧半野米冶字移动得分呈负相关关

系袁 这表明目前采用的专项体能测试能较好反映青

年女排运动员体能水平袁 对竞技比赛成绩有较好的

预测性遥女排 U17 组与男排 U18 组差异体现在前 8 名

专项测试成绩与竞技比赛名次的关系袁女排 U17 组

专项身体测试总分尧 爆发力和灵敏性身体素质在取

得优异成绩方面的作用更为突出遥 虽然四强球队体

能测试总分相差不大袁 比赛第 1 名天津女排在四强

球队中纵跳摸高和抛掷实心球项目较为突出袁但
800 m 跑成绩却落后较多袁仍然值得认真思考遥

在篮球比赛中除设置身体素质测试外袁 还有专

项技术环节测试遥研究表明袁技术和体能测试成绩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球队的整体竞技水平袁 测试成

绩越高袁竞技水平发挥越好袁且技术类测试成绩的预

测性高于体能类[20]遥在第二届青运会排球比赛中袁并
没有设置专项技术环节测试袁在今后的测试中袁在条

件成熟情况下袁有必要结合排球项目特点袁在身体素

质测试外袁增设专项技术环节测试袁将更好地反映运

动队和运动员的竞技水平遥

男排 U18 组和女排 U17 组各队助跑摸高成绩差

距最小袁 表明各队均十分重视助跑摸高训练曰 男排

U18 组和女排 U17 组各队半野米冶字移动尧抛掷实心

球和 1 500 m渊800 m冤跑成绩差别较大遥
女排 U17 组身体素质项目各项得分较为均衡袁

成绩设置较为合理遥 男排 U18 组 30 m 跑和抛掷实

心球偏高占总分比偏高袁1 500 m 占比明显低遥
青年排球运动队身体素质成绩越高袁 比赛名次

越好袁目前采用的专项身体素质测试方法较为合理袁
对竞赛成绩有较好预测性遥

男排 U18 组 1 500 m 项目设置的必要性及得分

设定需进一步分析讨论袁 对项目的认识和训练方法

上要有所改进遥
在继续重视身体素质测试的同时袁 结合排球项

目特点袁增设专项技术环节测试袁将更好地反映运动

队的竞技水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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