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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目的院通过对 2018要2020 年 2 个赛季短道速滑世界杯所有站男女 1 500 m
半决赛和决赛的比赛表现进行统计分析袁为当今短道速滑 1 500 m 科学训练提供一

定的理论支持遥 方法院主要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法及肯德尔相关分析法进行统计分

析遥 结果院渊1冤男女滑行的总时间表现为 A 组决赛＜半决赛＜B 组决赛袁第 12 圈用时

最短袁男子第一名最后 5 圈用时明显少于最后 2 名运动员且呈显著性差异渊P＜0.05冤袁
男子前 3 名各单圈用时无差异袁女子第一名最后 4 圈用时明显少于最后 3 名运动员

且呈显著性差异渊P＜0.05冤袁女子前 2 名各单圈用时无差异曰渊2冤男女前 11 圈的排位

相关性不大袁第 12 圈表现出中等相关袁最后 2 圈表现出高度相关袁女子各单圈排位

相关性略高于男子袁男女第一名在比赛前半程更多采用跟随滑行袁使自己排位不断

靠前袁运动员在第 12 圈的排位是整个比赛的关键袁第 12 圈处于排位前 3 名的男子

运动员和处于排位前 2 名的女子运动员最后获得冠军的概率分别为 83.8%和

80.0%遥 我国运动员在比赛中合理分配体能的同时袁 应更加注意转换节奏前的自身

排位情况袁从而降低后程超越难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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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provide som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scientific training of 1500m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performance of men's and women's 1500m semi-finals

and finals of the 2018-2020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World Cup. Methods院Multi-factor analysis of

variance and Kendall correlation analysis were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earch found: (1)Circle

time: The total skating time of men and women was the shortest in final A, followed by semifinal, final

B, and the 12 th lap time is the shortest. The men's first place winner took shorter time than the last

two skaters in the last five laps, and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lap time among the top three men. Women's first place took shorter time than the last three skaters

in the last four laps, and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lap time between the top two women. (2)Ranking: The first 11 laps have little correlation, the 12 th lap

shows moderate correlation, and the last two laps show high correlation. Women's laps were slightly

more correlated than men'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race, the men's and women's first place winners tend

to follow others in order to keep themselves ahead of the race. In the whole race, the 12 th lap was the

key. If the men athletes are in the top three and the women are in the top two on the 12 th lap, the

probability of winning the first place is 83.8% and 80.0% respectively. Chinese skaters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ir own rankings before changing the rhythm while allocating their physical

stamina reasonably in the race, so as to reduce the difficulty of overtaking in the back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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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道速滑是一项以运动员的身体素质尧 技术水

平尧心理素质为基础配合袁使用一定战术的竞速性的

冰上运动项目 [1-4]遥 目前设有冬奥会尧世锦赛以及世

界杯站赛等国际性大赛袁 其中短道速滑 1 500 m 属

于中长距离比赛项目袁运动员需在场地滑行 13.5圈袁
与 500 m尧1 000 m 相比滑行距离稍长尧 速度变化较

多尧场上位置变化较频繁遥因此比赛中战术运用时机

较多 [5]袁尤其是在运动员的体能尧技术等水平相当的

情况下袁战术运用往往会对比赛结果产生决定性的作

用[6]遥 我国短道速滑虽是传统优势项目袁但在 1 500 m

分项上还需加强袁 且目前还未取得过男子项目的金

牌 [7-8]遥 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战术策略尧比赛

中的战术方法袁以及个别运动员的战术意识尧心理等

情况袁 普遍认为战术策略是长距离项目的重要组成

部分袁 提高战术意识对比赛中战术方法的应用非常

有利 [9-13]遥 目前有关短道速滑的科学研究较少 [14]袁结
合比赛阐述各国优秀运动员滑行表现的研究缺少量

化的数据 [15]遥 国外除战术策略重要性的描述研究 [16]

外袁还有对比赛中运动员滑行节奏进行的研究袁统计

赛中的排位特征来说明战术策略遥有研究发现在中长

距离比赛中袁开始排位和最终名次之间的相关性较低

甚至没有相关性[17-19]袁Noorbergen 等[18]对 2012要2013 赛

季短道速滑 1 500 m 比赛进行研究发现袁 冠军只在

最后 3 圈比最后 2 名运动员快袁 前 4 名运动员单圈

用时没有差异曰前 10 圈排位相关性较低袁最后 2圈高

度相关袁且战术排位大约是从第 10 圈开始的遥 综合

来看袁 国内外对短道速滑 1 500 m 比赛的量化研究

较少袁且未按性别分开描述遥 从平昌冬奥会的成绩来

看袁短道速滑 1 500 m 比赛的竞争越来越激烈[20]袁战术

运用也更加多样化[14]遥 因此有必要对当下 1 500 m 比

赛的运动员滑行表现进行研究袁 为当今短道速滑的

科学训练提供参考建议和理论支持遥

为保证研究对象水平的集中性袁 本研究的对象

选自国际短道速滑官网渊ISU冤提供的 2018要2020 年

2 个赛季短道速滑世界杯所有站赛 1 500 m 半决赛

和决赛的比赛成绩 [ 21 ]渊包括单圈用时及排名冤袁共
计982 个样本遥 经过数据遴选袁最终纳入 777 个样本

渊图 1冤袁其中男子比赛场次共计 70 场袁共 45 名运动

员袁最高频率参赛者为韩国的李俊瑞渊18 次冤袁女子

比赛场次共计 74 场袁共 66 名运动员袁最高频率参赛

者为韩国崔敏静渊21 次冤遥

图 1 数据遴选与统计过程

ISU 网站梳理 2018-2020 赛季男女 1 500 m 半

决赛及决赛成绩数据袁 共计男子 499 个样本曰
女子 483 个样本遥

为保证数据完整性袁去除犯

规尧未完成比赛尧摔倒等情

况样本袁 男子共计 56 个样

本袁女子 52 个样本遥

为保证排位的顺序性袁去除

最终排位在 6 以后的样本袁
男子共计 42 个样本袁 女子

30 个样本遥

为保证可信度袁去除因意外

摔倒导致成绩较差的样本袁
男子共计 14 个样本袁 女子

11 个样本遥

最终纳入统计分析的样本为男子共计 387 个样本袁女
子 390 个样本遥 对其进行统计学分析遥

运用多因素方差分析法对

男女子分别进行比赛类

型尧 最终名次对各单圈用

时及总时间的影响统计遥

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对

男女子分别进行第一名与

其他名次各单圈时间的差

异分析遥

运用肯德尔相关分析法对

男女子分别进行各单圈排

位的相关分析遥

运用描述性统计法分别对

男女子进行第一名在各单

圈的排位概率统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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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知网袁pubmed袁web of science 等数据库

搜索野短道速滑冶野短道速滑技战术冶野战术策略冶野滑
行节奏冶等关键词袁对符合要求的文献进行下载研读遥

运用 SPSS23.0 对数据进行汇总与分析袁 采用多

因素方差分析滑行时间与性别尧最后排位尧比赛阶段

的关系袁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第 1 名与其他名次的单

圈用时差异袁P＜0.05 表示具有显著性差异袁P＜ 0.01

表示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遥 采用肯德尔相关分析法

分析各圈排位与名次的相关关系袁 当 r＜ 0.50 表示

没有或存在较小相关性袁0.50臆r＜ 0.70 表示存在中

等强度相关袁r逸0.70 表示存在高度的相关性遥采用描

述性统计法对第 1 名的各圈排位等进行概率统计遥

1 500 m 比赛中运动员需要在场地滑行 13.5 圈袁
第 1 圈为半圈遥 由于比赛中单圈用时均表现出性别

差异袁因此对男女分别进行数据统计遥对男女运动员

的各单圈用时及总时间与比赛阶段尧 最终排位 2 个

类型之间的关系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袁 多变量检验

发现比赛阶段与最终排位的交互作用下男女单圈用

时均没有表现出差异袁 因此自建模型分析比赛阶段

和最终排位 2 个类型的主效应遥 对各类型的单圈用

时与总时间统计如图 2 和表 1 所示遥
表 1 1 500 m 比赛总时间统计渊X依SD冤

类型 男子 女子

总样本 140.78依6.97渊N=387冤 149.66依5.54渊N=390冤
比赛阶段 ** A 组决赛 139.24依4.36渊N=79冤 148.01依6.03渊N=79冤

B 组决赛 146.27依8.46渊N=79冤 152.78依4.10渊N=80冤
半决赛 139.43依6.18渊N=229冤 149.15依5.41渊N=231冤

最终排名 第 1 名 139.90依6.56渊N=70冤 148.51依5.04渊N=74冤
第 2 名 139.99依6.62渊N=68冤 148.91依5.03渊N=69冤
第 3 名 140.80依6.74渊N=64冤 149.39依5.07渊N=62冤
第 4 名 140.72依6.24渊N=67冤 149.47依5.31渊N=63冤
第 5 名 140.57依6.17渊N=61冤 150.20依5.45渊N=65冤
第 6 名 143.11依9.19渊N=57冤 151.97依6.93渊N=57冤

图 2 各类型与圈时间的多元方差分析

注院* 表示各类型圈时间差异显著袁P＜ 0.05曰**表示各类型圈时间差异非常显著袁P＜ 0.01遥 各类型分别为性别尧比赛阶段尧比赛名次遥

注院** 表示各比赛阶段用时差异非常显著袁P＜0.0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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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院* 表示单圈用时间差异显著袁P＜ 0.05曰** 表示单圈用时间差异非常显著袁P＜ 0.01遥

从表 1 总时间统计来看袁现阶段 1 500 m 比赛中

男子总用时约 140.78 s袁而女子约 149.66 s遥 男女总时

间在比赛阶段均表现出非常显著性差异 渊P＜ 0.01冤遥
表现为 A 组决赛总时间最少袁 其次是半决赛袁B 组

决赛总用时最长遥 最终排名对总时间的影响没有表

现出统计学差异渊P＞0.01冤遥 由图 2 可见袁男女各单圈

用时均表现出差异渊P＜0.01冤袁整体表现为除第 1 圈

为半圈外袁 第 2 圈开始整体表现为各单圈用时先

逐渐减少再略增加袁倒数第 3 圈用时最短遥 男子从

第 10 圈之后各单圈用时表现为 A 组决赛最＜ 半

决赛＜ B 组决赛袁 女子前 7 圈的单圈用时表现出

相同差异袁从最终排名来看袁男子在最后 5 圈表现

出单圈用时差异渊P＜ 0.01冤袁女子在最后 4 圈表现

出差异遥
由于比赛阶段最终排名对单圈用时没有统计学

影响袁因此对所有第 1 名与其他名次的各圈用时时间

差只进行分性别统计袁如表 2 和表 3 所示袁男子第 1 名

在最后 3 圈比其他名次快袁最后 3 圈与第 5尧第 6 名

运动员的单圈用时表现出非常显著性差异渊P＜0.01冤遥
女子第 1 名从第 8 圈开始各单圈用时均比其他名次

少袁且在最后 5 圈与第 4尧第 5尧第 6 名运动员的单圈

用时表现出非常显著性差异渊P＜ 0.01冤遥
表 2 男子第 1 名与其他名次运动员的单圈用时差统计表

注院* 表示单圈用时间差异显著袁P＜ 0.05曰** 表示单圈用时间差异非常显著袁P＜ 0.01遥

圈次
男子第 1 名的

平均圈时/s
其他与第 1 名圈时的差值/s

第 2 名 第 3 名 第 4 名 第 5 名 第 6 名

1 9.98 0.03 0.03 0.07 0.14 0.11
2 13.31 0.01 0.00 0.02 -0.03 -0.04
3 11.94 0.02 0.04 0.04 -0.04 -0.04
4 11.06 0.04 0.06 0.09 0.03 0.09
5 10.47 0.07 0.14** 0.07 0.12* 0.14**

6 9.97 0.06 0.04 0.05 0.12* 0.05
7 9.70 -0.01 -0.02 0.00 0.04 0.02
8 9.47 0.01 0.01 0.00 0.02 0.04
9 9.33 0.02 0.01 0.03 0.03 0.04
10 9.11 -0.02 0.00 0.01 0.03 0.07*

11 8.92 -0.02 0.02 0.04 0.05 0.10*

12 8.81 0.04 0.06 0.08 0.12* 0.21**

13 8.85 0.02 0.05 0.10 0.16** 0.34**

14 8.99 0.00 0.06 0.18* 0.41** 0.67**

表 3 女子第 1 名与其他名次运动员的单圈用时差统计表

圈次
女子第 1 名的

平均圈时/s
其他与第 1 名圈时的差值/s

第 2 名 第 3 名 第 4 名 第 5 名 第 6 名

1 10.55 0.08 0.09 0.02 0.09 0.13
2 14.15 -0.05 -0.02 -0.06 -0.03 -0.07
3 12.82 -0.03 -0.02 -0.01 0.01 -0.08
4 12.00 0.00 0.01 0.08* 0.01 0.05
5 11.26 -0.03 -0.01 -0.01 0.01 -0.06
6 10.72 0.03 0.01 0.01 0.00 0.04
7 10.25 -0.03 -0.02 0.03 0.03 0.05
8 9.94 0.02 0.03 0.02 0.03 0.06*

9 9.72 0.00 0.01 0.02 0.03 0.07**

10 9.56 0.03 0.03 0.07* 0.06* 0.11**

11 9.39 0.02 0.04 0.09** 0.13** 0.20**

12 9.30 0.05 0.07 0.12** 0.24** 0.33**

13 9.34 0.08 0.17** 0.17** 0.36** 0.53**

14 9.50 0.09 0.15* 0.21** 0.52**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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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1 500 m 运动员的开始排位以及各单圈排位

与最后名次统计并进行肯德尔相关分析袁如图 3 所

示袁在 1 500 m 比赛中袁男女运动员均表现出第 5 圈

之后各单圈排位与最后名次的相关性逐渐增大袁第
12 圈表现出中等强度的相关性袁最后 2 圈表现出高

度相关袁女子运动员的排位相关性较男子运动员高遥
男子运动员在第 3 圈和第 4 圈的排位与最后名次为

负相关遥

图 3 各圈排位与名次相关性

对每场比赛第 1 名的各单圈排位概率进行描述

性统计袁结果如表 4 和表 5 所示袁男女第 1 名在出发

后处于第 1 排位的概率均表现为先下降再不断上

升袁女子与开始排位相比有所下降袁第 6 圈开始才不

断上升曰54%以上的第 1 名在第 11 圈处于领先排

位袁75.7%的第 1 名在倒数第 4 圈处于前 3 排位袁
94.3%的第 1 名在倒数第 2 圈处于前 2 名排位遥 男

子第 1 名在第 12 圈处于第 1 排位的概率为 63.2%袁
83.8%的第 1 名在倒数第 3 圈处于前 3 排位遥 95%以

上的第 1 名在倒数第 2 圈处于前 3 排位遥 最后 1 圈

男女第 1 名均在第 1 排位遥

研究认为运动员的赛中表现可以体现其战术及

生理需求[22]遥 在短道速滑 1 500 m 比赛中袁由于滑行

距离较长袁在场运动员较多袁因此战术运用时机较

多 [5]遥 前人研究发现比赛中运动员多采用前程跟随

滑行的战术袁以充分节省体能曰而在后程中多进行变

速滑行袁干扰或打乱对手的节奏袁从而利用自身体能

和技能的优势在外道完成超越 [10,16,19,23]遥 本研究从运

表 4 1 500 m 比赛中男子第一名的排位概率统计渊单位院%冤

排位 第 1 名 第 2 名 第 3 名 第 4 名 第 5 名 第 6 名 第 7 名 第 8 名 第 9 名

开始排位 13.20 8.80 19.10 17.60 25.00 10.30 5.90 0.00 0.00
第 1 圈 17.60 16.20 16.20 13.20 17.60 10.30 8.80 0.00 0.00
第 2 圈 13.20 14.70 13.20 17.60 16.20 11.80 13.20 0.00 0.00
第 3 圈 4.40 10.30 17.60 22.10 23.50 7.40 13.20 1.50 0.00
第 4 圈 13.20 5.90 14.70 22.10 19.10 10.30 13.20 1.50 0.00
第 5 圈 29.40 5.90 11.80 13.20 17.60 11.80 7.40 1.50 1.50
第 6 圈 27.90 16.20 11.80 16.20 10.30 8.80 7.40 0.00 1.50
第 7 圈 20.60 25.00 11.80 11.80 13.20 10.30 7.40 0.00 0.00
第 8 圈 25.00 16.20 13.20 16.20 14.70 8.80 5.90 0.00 0.00
第 9 圈 25.00 23.50 14.70 11.80 13.20 7.40 4.40 0.00 0.00
第 10 圈 33.80 20.60 19.10 7.40 7.40 8.80 2.90 0.00 0.00
第 11 圈 47.10 20.60 10.30 8.80 11.80 1.50 0.00 0.00 0.00
第 12 圈 63.20 14.70 5.90 10.30 5.90 0.00 0.00 0.00 0.00
第 13 圈 77.90 13.20 4.40 4.40 0.00 0.00 0.00 0.00 0.00
第 14 圈 1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动员的圈用时和排位综合来看袁 在 1 500 m 比赛中

男女运动员均表现出前半程滑行单圈用时较长袁且
排位相关性不高袁随着比赛的进行袁排位相关性逐渐

增大袁除第 1 圈外袁各单圈用时呈现出先逐渐减少再

增加的趋势遥 说明运动员在比赛前半程多采用慢速

滑行袁节省体力遥 最后 2 圈用时略有上升袁可能与运

动员的体力消耗以及肌肉疲劳有关[5,18,24]遥但最后 2 圈

排位相关性最高袁 说明运动员在最后阶段虽竞争激

烈袁但有效超越较低遥 所以袁运动员除了掌握好滑行

节奏袁做到体能合理分配之外袁日常训练中还应加强

个体无氧耐力训练袁提高乳酸耐受性袁从而保证体能

在冲刺阶段得到有效分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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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 500 m 比赛中女子第一名的排位概率统计

渊单位院%冤

Muehlbauer 等 [17]认为运动员会随着资格赛的重

要程度来决定他们的努力程度遥 本研究分析不同比

赛阶段男女运动员的时间分配袁 发现在比赛的前半

程阶段渊前 10 圈冤男女均表现为半决赛和 A 组决赛

的各单圈用时差异不大袁B 组决赛的用时较其他 2 个

阶段长曰 这主要是因为半决赛成绩决定运动员进入

A 组决赛还是 B 组决赛袁且半决赛中运动员成绩差

异相对较大袁因此前半程滑行阻挡较少袁滑行较快[19]遥
而 A 组决赛是决出奖牌以及追击记录的阶段袁因此

运动员在比赛前期努力程度也较多袁用时较少遥B 组

决赛主要是成绩排位赛袁 一般运动员在比赛前期均

会保持体力袁以备后半程冲刺遥男子运动员后半程表

现为 A 组决赛用时最短袁第 11~13 圈用时表现为 A 组

决赛＜半决赛＜B 组决赛袁最后一圈表现为 A 组决

赛＜B 组决赛＜半决赛遥 女子运动员后半程表现为

A 组决赛＜B 组决赛＜半决赛袁 可能是半决赛最后

阶段运动员排名已提前锁定 [18-19]袁导致前面排位的运

动员主观努力程度减少 [25]遥 对于进入决赛的运动员

而言袁前半程滑行中不断超越袁使得自身排位不断靠

前袁这样的体能分配对后程滑行更为经济尧有利遥
郑小凤等 [19]提出运动员各圈滑行时间及不同比

赛阶段滑行用时变化是反映运动员滑行节奏的关键

要素遥 本研究对男女运动员的各圈用时进行统计袁发
现男女均在第 12 圈用时最短袁 且在不同比赛阶段和

前 5 名的各单圈用时统计中也表现为第 12 圈用时最

短袁即最大平均单圈速度出现在 1 166.76~1 277.88 m

的范围里袁说明运动员在第 12 圈之前已经完成转换

节奏袁最后 2 单圈用时增加袁主要和运动员在长距离

比赛中后程速度耐力下降袁疲劳有关[19-20]遥 对不同排

位下运动员的各单圈用时进行分析袁 发现男子运动

员在最后 5 圈袁女子运动员在最后 4 圈表现出差异袁
说明各排位男子运动员从第 10 圈开始就转换节奏袁
加速滑行袁 而女子运动员从第 11 圈开始转换节奏遥
转换圈次不同也说明了男女速度耐力的能力不同袁
主要是持续性无氧运动能力和间断性无氧运动能力

的不同[26-27]遥 对于我国运动员后程降速明显的现象袁
男女运动员都需要再进一步加强无氧耐力训练袁才
能在冲刺阶段取得好的表现遥

对同场比赛中第 1 名与其他运动员的单圈用时

进行研究袁发现男子运动员在最后 3 圈与第 5尧第 6 名

表现出明显差异袁每圈快约 0.12~0.67 s渊表 2冤遥 女子

运动员在最后 5 圈与第 4尧第 5尧第 6 名表现出明显

的单圈用时差异袁每圈快约 0.06~0.76 s渊表 3冤曰与
第 2 名没有差异袁 说明女子运动员比赛中在最后几

圈主要是前 2 名的竞争袁 男子运动员比赛中前 3 名

的竞争更加激烈袁 对比男女第 1 名与第 6 名的单圈

用时差异袁 发现女子运动员比赛中各名次间单圈用

时差异较男子明显遥
从排位来看袁 男女运动员在出发后前 3 圈排位

相关性均有降低袁之后各圈排位相关性逐渐增加袁主
要是因为运动员比赛前期对排位的关注度较少袁前
期排位对结果影响较小 [18,23]遥 且女子各圈排位相关

性较男子大袁说明女子运动员间后期有效超越较少遥
男子在第 3~4 圈排位为负相关袁说明男子运动员前期

阶段排位关注较女子运动员小袁变化较大遥 1 500 m

滑行距离较长袁速度越快风阻越大袁且对领滑运动员

的速度耐力要求更高袁 因此运动员在开始阶段滑行

时间较长袁以此来节省体力[9,16,28]遥男子运动员第 1 名

从第 4 圈开始处于第 1 排位的概率开始增加袁 女子

运动员从第 6 圈开始增加袁 说明女子运动员跟随滑

行距离较长遥到开始转换节奏的圈次时袁男子第 1 名

在第 10 圈处于前 3 排位夺冠的概率为 73.5%渊表 4冤袁
女子第 1 名在第 11 圈处于前 3 排位夺冠的概率为

75.7%渊表 5冤遥 在 1 500 m 比赛中袁男女第 1 名在前

半程渊转换节奏以前冤较少采用领先滑行战术袁但是

约有一半的第 1 名都处于前 3 排位遥 后半程中随着

比赛的进行袁 处于第 1 排位的概率逐渐增加袁有
20.1%的男子第 1 名在最后 1 圈完成超越袁取得第 1

排位曰有 15.7%的女子第 1 名在最后 1 圈完成超越袁
取得第 1 排位袁说明尽管随着比赛的进行袁超越难度

在增加[18,29]遥 但是如果运动员的速度耐力较好袁赛中

排位 第 1 名 第 2 名 第 3 名 第 4 名 第 5 名 第 6 名 第 7 名

开始排位 22.90 14.30 15.70 10.00 20.00 11.40 4.30
第 1 圈 18.60 20.00 14.30 20.00 8.60 15.70 1.40
第 2 圈 15.70 11.40 22.90 18.60 11.40 14.30 5.70
第 3 圈 10.00 12.90 17.10 28.60 14.30 14.30 2.90
第 4 圈 10.00 22.90 15.70 20.00 14.30 15.70 1.40
第 5 圈 5.70 25.70 18.60 21.40 12.90 8.60 7.10
第 6 圈 20.00 14.30 22.90 12.90 15.70 7.10 7.10
第 7 圈 21.40 14.30 15.70 15.70 15.70 14.30 2.90
第 8 圈 25.70 18.60 12.90 14.30 12.90 12.90 2.90
第 9 圈 31.40 20.00 8.60 11.40 12.90 14.30 1.40
第 10 圈 42.90 15.70 10.00 11.40 11.40 7.10 1.40
第 11 圈 54.30 10.00 11.40 11.40 5.70 5.70 1.40
第 12 圈 62.90 17.10 8.60 5.70 4.30 1.40 0.00
第 13 圈 84.30 10.00 2.90 2.90 0.00 0.00 0.00
第 14 圈 1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侯亚丽, 等. 短道速滑世界杯 1 500 米滑行节奏分析

98



Sport Science Research体育科研 2021年 第 42卷 第 6期

体能分配合理袁也有可能在最后一圈完成有效超越遥
综合来看袁在短道速滑 1 500 m 滑行中袁运动员

在不同比赛阶段的战术意识不同袁会依据比赛重要程

度及赛场排位情况来选择自身的付出曰不同排位的运

动员在比赛前半程多是跟随滑行袁 排位关注度不高袁
而后半程更加体现运动员的体能和技术水平曰 男女

第 1 名在前半程更多处于中间排位袁 转换节奏时袁开
始完成更多有效超越遥 男女比较来看袁 男子 1 500 m

比赛的竞争更加激烈袁速度耐力维持时间较短遥
由此袁针对我国运动员体能较差袁后程弯道外道

超越能力较韩国尧匈牙利等国家运动员差的情况[9,19]遥
可以采用前半程交替领滑的跟随滑行袁 保证在领滑加

速前袁自身排位靠前袁且与第 1 排位距离相差不大袁在
滑行节奏转变的圈次中渊男子第 10 圈曰女子第 11 圈冤袁
我国男子运动员要保证自己的排位在前 4袁 女子运

动员处于前 3袁且随着比赛排位变化的难度渊A 组决

赛＞B 组决赛＞半决赛冤袁在转变节奏前需使自身排

位更加靠前袁 最终通过冲刺滑行及内外道超越技

术袁提高夺冠的概率遥 并且面对多名同国籍对手滑

行时要更主动袁采用领先滑行控制节奏或主动抢占

前 2 排位袁防止其形成多人战术遥

男女滑行的总时间表现为 A 组决赛＜ 半决

赛＜B 组决赛袁第 12 圈用时最短遥 男子第 1 名最后

5 圈用时明显少于最后 2 名运动员且呈显著性差异

渊P＜ 0.01冤袁男子前 3 名各圈用时无差异曰女子第 1 名

最后 4 圈用时明显少于最后 3 名运动员且呈显著性

差异渊P＜ 0.01冤袁女子前 2 名各圈用时无差异遥
男女前 11 圈的排位相关性不大袁第 12 圈表现

出中等强度相关袁最后 2 圈表现出高度相关袁女子各

圈排位相关性略高于男子遥 男女第 1 名在比赛前半

程更多采用跟随滑行袁使自己排位不断靠前袁运动员

在第 12 圈的排位是整个比赛的关键袁 第 12 圈处于

排位前 3 的男子运动员和处于排位前 2 的女子运动

员最后获得冠军的概率分别为 83.8%和 80.0%遥

在短道速滑比赛中袁运动员应随时观察场上排位

变化袁前半程宜采用跟随滑行战术袁男子在最后 5 圈开

始冲刺袁女子最后 4 圈开始冲刺袁在第 12 圈时男子将

自身排位锁定在前 3袁 女子将自身排位锁定在前 2袁
最终夺冠的概率较大遥

建议我国运动员加强后程冲刺能力的训练袁提
高体能和无氧耐力袁 在比赛中应更加注意转换节奏

前的自身排位情况袁从而降低后程的超越难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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