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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叶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曳袁提出建设国家队训练大数

据管理系统遥基于体育科研数据管理的发展需求袁以排球项目为例袁构建了大数据模式

的野互联网+体育科研冶排球项目数据管理平台袁形成数据共享与分析决策体系袁实现体

育科研数据全覆盖袁助力科学训练遥该系统整合涉及排球项目运动员基本信息尧训练数

据尧体能数据尧机能数据尧营养数据尧心理数据和比赛数据七大数据模块资源袁通过体育

科研数据管理平台的设计与实施袁打造了基础设施层尧数据中心层和展现层 3 个层次

的总体架构袁并针对体育科研项目数据中心和平台功能建设过程中的关键技术及难点

问题袁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设方案遥平台可实现数据查询尧汇总分析尧竞技状态报告尧智能

预测尧项目制胜规律探究和精准选材等功能袁为中国体育科研数据管理提供了有价值

的参考袁更是践行国家野互联网+冶行动计划和叶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曳的重要举措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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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院G842 文献标志码院A 文章编号院1006-1207渊2022冤03-0065-08
DOI院10.12064/ssr.20220310

CHEN Zhenxiang1,2, ZHAO Defeng1*, REN Xue1, ZHANG Hengnong3, LIU Shuqiang1,

HOU Bin1, LI Jianxin1

(1. Shanghai Research Institute of Sports Science & Shanghai Anti-doping Agency, Shanghai 200030,

China曰2.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 3. Beijing Jiesoft Technology

Co. LTD, Beijing 100085, China)

In 2019,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The Outline for Building a Leading
Sports Nation, proposing to build a big data management system for national team training. Regarding the

demand on development of sports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this study attempts to build a big data

based "Internet + sports research" volleyball data management platform to formulate a system of data

sharing, analysis and decision-making, so as to realize full coverage of sports research data and help sci-

entific training. The system integrates seven data module resources involving the volleyball athletes' ba-

sic information, together with the data of their training, physical fitness, body function, nutrition, psy-

chology and competition performance. Through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ports research da-

ta management platform, the overall architecture composed of three dimensions has been created: infra-

structure, data center and display. In view of the key technologies and difficulties in constructing the

sports science research data center and realizing the platform function,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a feasible

construction plan. The platform can realize the functions of data query, summary and analysis, competi-

tive state report, intelligent prediction, game winning rule exploration and precise selection of athletes,

and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 for sports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in China. The platform construc-

tion is an important initiative to implement the national "Internet plus" action plan and The Outline for
Building a Leading Sports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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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使得人类逐步进入信

息化尧网络化社会曰大数据时代悄然到来袁以其独特

方式影响着现代体育的形态和发展 [1]遥 各类应用软

件和各种计算工具不断被应用在体育领域袁 移动互

联网尧平板电脑尧手机和 PC 都具备大量的数据处理

与采集技术袁体育项目训练和比赛逐步数据化袁其中

产生数据的类型和规模不断增加袁 海量数据处理成

为体育科研面临的客观问题 [2]遥 传统分散的体育数

据管理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体育科研需求袁数
据指导科学训练的作用无法最大程度地体现袁 同时

海量数据的产生尧采集尧存储和可视化给体育发展带

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遥 及时和准确地对科研数

据进行采集尧 汇总分析和融合处理对于进一步提升

运动员竞技能力尧 辅助预防治疗运动损伤和取得优

异比赛成绩有着积极作用遥
国务院于 2015 年 7 月发布关于推进 野互联网 +冶

行动的指导意见袁 指出互联网与各领域的融合发展具

有广阔的前景和无限的潜力袁提出野互联网 +冶与九大

领域的深度融合[3]遥 互联网与传统行业深度融合袁形成

野互联网 +X冶创新发展模式[4]遥国务院办公厅于 2019 年

8 月印发了叶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曳袁明确提出建设国家

队训练大数据管理系统袁加强对运动员基本信息尧训练

计划制定与执行尧训练过程机能监控尧专项测试尧技战

术诊断与分析尧伤病康复尧心理训练等数据的规范与管

理袁科学分析尧指导训练参赛工作[5]遥我国三大球改革已

进入了深水区袁 但仍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全方位的差

距袁原因有很多袁其中我国长时间大运动量封闭训练与

大数据科学助力训练比赛不足的矛盾凸显遥
在 2020 年新年贺词中袁习近平总书记回顾了中

国女排野感动中国 2019冶袁中国女排精神及其相关研

究空前高涨袁 排球项目具有较好的时代代表性遥 再

者袁 排球是三大球之一袁 属于技战能隔网对抗类项

群袁技战术在体育科研中占有较大比重袁其技战术分

析国际化水平较高袁能较好进行程序化和可视化袁且
涉及心理尧营养尧体能康复尧机能监控等数据内容遥故
选择排球项目具有时代价值尧 改革需求和典型代表

性袁能为其他项目野互联网 +冶数据平台的搭建提供

模式和参考袁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遥
因此袁本研究紧密围绕上海排球项目野训科医冶

复合型团队工作模式袁遵从野互联网 +冶的融合理念袁
以实用和解决问题为导向袁 自主构建并开发了集教

练员尧科研人员尧医务人员尧管理人员和运动员多主

体应用为一体的野互联网 + 体育科研冶数据管理平台[6]遥
通过整合运动员基本信息尧训练数据尧体能数据尧机
能数据尧营养数据尧心理数据和比赛数据七大数据模

块资源袁实现了数据查询尧汇总分析尧竞技状态报告尧
智能预测尧制胜规律探究和精准选材等功能遥平台的

建设将有助于提高科研数据管理工作的效率袁 并进

一步为促进科学化训练和比赛提供更为高效的大数

据融合分析探索袁将是践行国家野互联网 +冶行动计

划和叶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曳的重要举措和应用典范遥

长期以来袁国内运动队的科研尧训练和医务人员

在训练和比赛期间采集的大量有价值的数据往往是

碎片化的袁 相互之间较难形成数据的汇总和融合分

析遥 实践发现袁已有数据收集尧存储和处理方式已然

不能满足学科间综合攻关的需求袁 迫切需要一个高

效的大数据平台出现袁具体主要表现为院一是科研人

员通过实验室采集的不同学科的实验数据是孤立

的袁 难以长期追踪一名运动员或一个运动队的多年

训练计划或成长历程袁 进而形成高效的科研资料和

有价值的科研成果曰二是运动伤病尧康复的记录不详

尽袁 难以进一步将运动员伤病史与历史医学检查等

数据进行比较分析袁从而做好伤病的预防尧诊断和康

复训练曰三是优秀运动员的成才规律无数据可寻袁难
以从数据中形成有价值的科研成果曰 四是赛前心理

变化尧机能指标等时效性较高的数据难以收集曰五是

难以快速对重点运动队或运动员及其主要对手的技

战术特点生成多场次的汇总与分析报告以指导训练

和比赛曰 六是对于运动疲劳较难做到多指标联合预

警遥在计算机科学领域袁近年来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

的迅速发展为该平台的构建提供了技术支撑遥

在我国体育科研迅猛发展的新形势下袁 探索构

建具有项目特征的野互联网 + 体育科研冶排球数据管

理平台袁实现体育科研数据多维管理与融合分析袁是
助力科学训练的必经之路遥基于大数据和野互联网 +冶
理念及相关技术袁结合体育科研工作特点袁以野实验

室服务竞技运动项目冶和野复合型团队工作需求冶为
主线袁在充分考虑野互联网 +冶未来发展前景的基础

上袁构建以实用性和融合性为特色的野互联网 + 体育

科研冶数据管理平台遥平台开发的实用性指是以构建

运动项目最需要的核心科研数据为出发点袁 以为复

合型团队解决关键问题提供数据支撑为导向遥 融合

性指汇总的各实验室科研数据尧 训练与比赛数据在

平台内能根据各方需要被融合使用袁 实现平台各模

块数据间融合分析和可视化输出的功能遥 本文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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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平台整体架构功能模块

的平台袁能提供 7 个数据模块的快速查询尧实时分析

和处理袁挖掘数据的潜在价值袁提升体育科研人员科

技支撑和科研攻关的时效性和准确性袁 助力竞技体

育科学化训练袁从而为教练员制定训练计划尧比赛决

策提供技术支撑袁 并为其他运动项目数据平台的构

建提供经验遥

科研数据管理平台整体架构是由基础设施层尧

数据中心层和展现层三部分组成的渊图 1冤遥 基础设

施层主要包括平台建设所需的服务器尧 存储设备尧
网络尧操作系统等基础设施曰数据中心层包括数据

集成管理尧数据处理与整合和数据存储 3 项内容 [7]袁
由 10 个功能块构成曰展现层是面向教练员尧科研人

员尧医务人员尧管理人员和运动员的系统建设与功

能呈现袁具有数据查询尧汇总分析尧竞技状态报告尧
智能预测尧制胜规律探究尧精准选材与冠军模型数据

积累等功能遥

平台采用了 Apache Tomcat 6.0 应用服务器以

完成物理执行构架袁所有终端通过 Web 浏览器渊Mi-

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冤进行系统访问遥 业务数据通

过 SQL Server 数据库和 NoSQL 数据库完成存储 [7]袁
附件内容存储到服务器遥 系统的稳定性和数据的安

全性是大数据发展中日益凸显的两大难题 [8]袁为解

决这两个难题袁 平台选用成熟的阿里云服务器以降

低成本和增强安全性袁 云服务器为 12 核 48 GiB 大

数据网络增强型袁系统盘为 500 GB SSD 云盘袁数据

盘为 1 200 GB SSD 云盘袁操作系统为 Windows Server

2019 数据中心型 64 位中文版尧48 GiB 内存尧100 Mbps

固定带宽遥

平台开发采用了 Java 语言编程袁通过系统的模

块化尧标准化袁达到管理的信息化尧规范化 [8]遥 选用

Spring Framework 2.5 .6 作为主体框架袁 页面展示

以 jquery-ui 10.1 为基础框架袁 同时以 Spring 框架

构建 Web 应用程序的全功能 MVC 渊Model-View-

Controller冤 模块袁 实现 MVC 的软件模式遥 以 Con-

troller 类为核心袁将所有对象连接为统一整体遥 DAO

渊Data Access Object冤类组件实现了数据访问及业务

模型袁 较多地通过合成方式被控制器使用袁 最后以

JSP 技术实现数据展示遥科研数据管理平台主要包括

Controller 类尧DAO 类尧Service 类尧Model 类和 Util 类

5 种组件袁是一个门户全面展示各系统功能的平台遥

根据平台的总体架构袁 数据中心层的建设主要

包含 3 项重点内容院 数据资源集成尧 数据处理与整

合尧数据存储遥通过整合运动生理生化尧运动心理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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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生物力学等多学科实验室的数据袁 形成体育科研

数据库袁实现集中尧统一尧规范的数据存储管理袁深入

探索科研数据的利用方法袁 构建以排球项目特征为

基础的体育科研数据管理平台遥

数据资源的全面性尧准确性和有效性是平台构建

的基础袁而数据采集策略制定是数据资源快速尧准确

集成的关键影响因素[9]遥 竞技能力由不同表现形式和

不同作用的体能尧技术能力尧战术能力尧心理能力以及

知识能力构成袁任何运动项目或运动员的竞技能力都

是由这 5 个要素构成的袁 都应该从这 5 个方面去认

识尧发展和评价[10]遥 平台围绕竞技能力 5 个核心要素袁
将实验室核心数据和排球复合型团队采集的训练及

比赛数据分类筛选后袁 通过计算机编程模式优化袁根
据内容属性划归到不同模块中遥科研数据管理平台由

基本信息尧训练数据尧体能数据尧机能数据尧营养数据尧
心理数据和比赛数据 7 个核心模块组成渊图 2冤遥

图 2 科研数据管理平台七大核心模块

基本信息模块是数据管理平台的基础袁运动员

编码和运动队编码具有唯一性袁并贯穿整个数据平

台遥 通过 Excel 模板导入或录入运动员或运动队的

信息袁收集和整理运动员基本情况袁建立不同运动

队及运动员的详细档案袁并可及时变更信息遥 本模

块还可记录运动员的伤病治疗过程袁掌握伤病对其

他测试数据的影响袁尤其是康复训练数据与体能训

练数据相互参考评价分析遥 运动员伤病信息包括院
伤病起因尧治疗手段尧评估尧现状和用药等袁建立不

同阶段可追踪的详细档案袁可快速形成详尽的病例

和用药记录表为运动员就医和康复训练提供指导袁
助力实现了运动员野一人一档案冶的用药和伤病管

理渊图 3冤遥

图 3 基本信息模块效果

基本信息模块院编号尧运动队尧姓
名尧出生日期尧身高尧体重尧训练

年限尧场上位置尧扣球高度尧拦网

高度尧伤病史和用药登记

训练数据模块院训练内容尧训练

时间尧平均心率尧起跳次数等专

项负荷数据袁发球尧扣球尧拦网等

技术训练数据袁训练组数尧负荷

强度等训练计划制定数据

比赛数据模块院 发球尧 接发球尧扣
球尧各轮次进攻特点尧关键比分进

攻特点尧拦网等运动员/运动队技战

术统计数据袁程序化形成对手技战

术分析报告和上海队赛季汇总数据

体能数据模块院1RM 等上下技力
量尧CMJ 等爆发力尧BMFC 等躯

干核心力量尧60毅/s 膝关节向心屈
伸等速肌力尧半米字移动等多方
向速度的数据尧FMS 和 Y 平衡等
功能能力评价数据

排球项目科研

数据管理平台

机能数据模块院睾酮尧皮质醇等血
液数据袁尿十项等尿液数据袁最大
摄氧量等有氧能力尧 最大无氧功
率等无氧能力数据袁反应时尧晨脉

和安静心率等疲劳恢复数据

心理数据模块院焦虑尧注意力尧心
境尧疲劳感觉等心理数据袁竞赛
焦虑尧中枢疲劳尧人格特质尧心理
韧性和睡眠质量等常用问卷及

新建添加问卷功能

营养数据模块院体脂%尧瘦体重等

体成分数据袁日均热量尧三餐热量
和三大营养素尧微量元素等膳食摄
入数据袁能量消耗和功能营养补剂

数据袁深度睡眠时间等记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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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数据模块可系统梳理和记录运动员或运动

队技术训练数据和训练计划执行负荷数据遥 将教练

员统计的技术训练效果进行梳理袁 以及将排球比赛

时应用 Data Volley 4 软件统计的技战术数据进行导

出袁再以模板形式读取后上传到该模块袁进而对训练

效果进行统计和与比赛效果比较袁 可反映训练课的

完成质量和运动员技术水平的动态变化遥同时袁越来

越多的便携式可穿戴设备能实时监测运动员训练负

荷情况袁 可通过模板制作导入的方式或通过关键信

息输入的方式收集到平台进行汇总遥目前袁与可穿戴

设备公司沟通实现数据接口的共享是实现平台更加

智能化的关键因素和难点之一遥

运动员具有良好的基础体能和专项身体素质袁
对有效提高快节奏和强对抗比赛中的技战术运用具

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袁并对比赛结果有重要影响[11]遥本

模块通过收集和整理运动员基础体能数据尧 排球专

项身体素质测试数据尧测力台测试数据尧Isomed 测试

和 FMS 及 Y 平衡功能性测试数据袁 建立相关档案袁
为教练制定基础体能与专项体能训练计划尧 康复体

能计划和评价运动员体能训练效果提供参考遥

构建的机能数据模块可收集运动员身体机能数

据袁与运动生理生化实验室的功能对接袁建立相关档

案遥目前袁该模块功能开发和效果实现主要围绕运动

生化和生理实验室测试数据展开遥 根据测试目的和

周期不同袁 划分为重点训练课和阶段训练机能测试

与评定两部分袁包括睾酮尧皮质醇尧血色素尧肌酸激

酶尧尿素氮尧最大摄氧量和无氧功率等指标遥

营养数据模块的构建是为收集和整理运动员营

养情况袁 通过将运动员膳食调查结果和体成分结果

进行汇总袁建立相关档案袁通过接入 Actigraph 等便

携式仪器测试运动员能量消耗袁 为运动员精准营养

和调控体重提供数据支撑遥

在现代竞技体育对抗性项目中袁 比赛技战术分

析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袁是制胜的核心因素袁其作用

不仅包括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袁 而且对运动员比赛

心理的稳定性也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12]遥 不同项目

具有各自的技战术特征袁 比赛数据模块主要围绕排

球技战术数据进行构建袁 将日常耗时较多的重复性

比赛对手分析工作程序化袁提高效率遥模块包括排球

运动员技术特点尧主要对手的技战术打法特点渊图4冤
和赛季数据管理三部分袁 比赛视频以 mp4 格式上

传袁 最终形成运动员技术和运动队详细技战术统计

资料遥目前平台数据是以模板读取导入收集为主袁程
序化手动录入编辑修改为辅袁 满足了提升工作效果

的需求袁但尚存在视频上传和下载速度慢的难点遥

图 4 主要对手技战术打法特点分析效果

为更好实现收集尧归纳和分析运动员心理数据袁
建立相关数据档案和分析输出袁 模块预录入运动员

竞赛焦虑特质尧运动员中枢疲劳尧运动员人格特质和

运动员心理韧性等经典的心理问卷袁 并构建了可添

加功能袁对不同运动员进行问卷调查袁达到实时进行

心理调查和心理状态监测的目的遥

基本信息模块是平台系统的基础袁对数据模式

优化袁 其原则是实现数据模板的全面灵活且可扩

展袁充分考虑数据收集和管理效率袁便于数据筛选尧
查询尧汇总尧可视化和建立相互联系袁实现每个运动

队或运动员数据的唯一性和可追溯性遥 因此袁平台

数据处理与整合主要从优化数据的输入格式尧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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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的模式和优化数据可视化制作模式三方

面实施遥

Hadoop 分布式文件系统尧基于分布式文件系统

的 NoSQL 数据库尧 分布式数据库 HBase尧GoodData尧
对象存储系统等都是目前常用的大数据存储平台袁
适合捕捉和存储海量数据 [13]袁可实现数据的高效存

储管理袁搭建扩展性强的数据存储架构遥 针对体育

科研领域机能状态尧训练负荷尧体能等结构化数据袁
以及心理报告尧 图片和比赛视频等非结构化数据袁
科研数据管理平台采用关系型数据库与非关系型

数据库相结合的方式袁 对数据资源进行组织与存

储袁满足体育科研的应用需求遥SQL Server 数据库存

储能力和管理能力更强袁是全球重要的数据库袁在许

多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遥 本平台采用 SQL Server 数

据库进行结构化数据的存储曰 而 NoSQL 是一种非关

系型数据库袁具有高效的开发效率尧强大的扩展能力

和灵活的数据模型袁用以存储报告尧图片和视频等非

结构化数据遥

结合体育科研工作特点袁以野运动实验室服务运

动项目冶和野复合型团队工作模式需求冶服务排球项

目科研工作为主线袁根据各方主体的工作需求袁数据

管理平台可以实现数据查询尧汇总分析尧竞技状态报

告尧智能预测尧制胜规律分析尧精准选材与冠军模型

数据积累六大功能遥

查询系统包括运动员查询尧指标查询尧常用数据

导出和附件下载等遥 具有权限的用户可以结合工作

需要袁 通过科研数据管理平台查询科研团队成员上

传的数据库资源袁 查询运动员或运动队特定时间内

各项指标袁 掌握运动员或运动队身体负荷和竞技表

现等情况袁便于管理人员尧科研人员尧教练员和队医

及时采取相应策略曰 查询重点运动员关键场次发挥

情况袁可更好地了解对手曰另外工作人员外出时袁可
通过手机尧PC 等终端迅速查询相关资料袁 提高工作

效率遥

体育数据可视化已经成为信息可视化领域的重

要研究和应用方向袁 是分析单个运动员尧 多个运动

员尧运动员之间相互协作的高效方法 [14]遥平台汇总分

析包括测试项目汇总分析尧运动员汇总分析尧运动队

汇总分析 3 项内容遥 测试项目汇总分析是不同维度

数据的基本统计袁包括各类数据的总体测试情况尧各
项指标发展态势等遥 运动员汇总分析是指运动员不

同维度指标的变化袁 通过运动员相同或不同训练负

荷下机能指标变化分析其机体适应性遥 运动队汇总

是基于对整个赛季尧 某个阶段或某场比赛或者比赛

中某个比分段袁或基于某个训练阶段的汇总分析袁有
利于掌握运动队训练或比赛进程的整体变化趋势遥
此外袁 平台预设程序可以汇总后输出日常科研工作

中较为常用尧制作较为繁琐尧耗时较长的数据袁并对

接到各大模块中遥 除了以时间段进行数据汇总统计

分析袁并自动生成柱状图或折线图袁直观反映运动员

各种数据以外袁 还可以通过统计图对比分析掌握训

练负荷调整尧营养调控尧心理训练等手段对运动员的

影响遥

马特维也夫认为袁野竞技状态冶 是在一个大的训

练周期渊全年或半年冤中为获得最佳运动成绩所做的

最佳准备程度状态袁呈现周期性变化 [15]遥 张卫强等 [16]

认为竞技状态应包括时间维度尧 水平维度和内容维

度三方面袁因此袁竞技状态的评价应该包括生理生化

指标评价尧运动成绩评价和应对水平评价三方面遥科
研数据管理平台通过完整汇总多学科尧 多实验室的

多次测试数据和训练数据袁可以从时间维度尧水平维

度和内容维度对运动员的竞技状态进行高效率评

价遥通过在训练上量期尧调整期和赛前准备期 3 个时

期生成的涵盖生化数据尧心理数据尧训练数据的竞技

状态报告袁依此评价每位运动员的综合状态袁为通过

训练尧营养尧心理调节和管理等手段袁帮助运动员尽

快恢复至最佳竞技状态提供科学依据袁 并以链接形

式推送至相关人员遥

随着大数据运算的产生以及数据获得能力和手

段的提高袁两种事物相关性的建立变得相对便捷袁大
量数据的采集和技术应用也帮助人们对事物发展的

规律进行有效预测 [17]遥 结合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等

手段袁 平台可以根据以往数据集对未来行为做出预

测袁既有助于解析对手的策略袁也能够对球队内部的

不安定因素做出预判遥 科研数据管理平台通过分析

各项测试指标袁 根据系统预设正常区间进行训练强

度预警尧身体机能指标预警尧精神疲劳预警尧营养素

缺乏预警和伤病预警等遥在运动训练过程中袁各项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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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是相互影响的袁长期大负荷训练会引起运动疲劳袁
但疲劳累积有一定的过程袁 通过汇总运动员训练负

荷和身体机能指标袁可以对运动疲劳进行预警遥

制胜规律是指在竞赛规则的限定内袁教练员尧运
动员在竞赛中战胜对手袁 争取优异运动成绩所必须

遵循的客观规律 [18]遥 排球属技战能主导类隔网对抗

性项群袁 技战术特征的研究对于比赛备战和指导训

练均具有重要意义遥 杜宁等 [19]以中国女排职业联赛

2017要2018 赛季排名前八名球队的技战术表现为

研究对象袁对排球竞技过程中得分比重最大的发球尧
一攻尧防反 3 项竞技单元表现进行诊断和分析袁进而

发现中国女排职业队发球尧一攻和防反的特征规律遥

数据管理平台通过汇总运动队近期比赛技战术表现

特点袁推测其技战术特征规律袁探究项目制胜规律特

点遥通过平台袁教练员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并结合对手

实际情况袁决策训练和比赛遥
此外袁该模块还可通过构建双曲线图形袁分析身

体机能与技战术表现之间的关系渊图 5冤遥 运动员睾

酮水平在 350~610 ng/dL 范围内波动袁队内训练赛一

攻成功率在 60%~66%袁当运动员睾酮水平处于下限

时袁一攻成功率也处于较低水平袁两者表现出一定的

关联性遥 由此袁当发现赛前运动员睾酮水平较低时袁
推测运动员竞技状态处于相对低水平袁可通过营养尧
睡眠调控和调整训练等袁 使运动员的机能指标恢复

至相应水平袁 保障运动员以良好竞技状态参加比赛

和训练遥

图 5 运动员睾酮水平和一攻成功率双曲线图形预测身体机能数据及技战术表现

运动员选材与培养是国际竞技体育成功的重要

因素 [20]遥 无论是基于刻意练习理论的传统运动员选

材袁还是有组织的跨项选材袁均对不同形式的优秀运

动员数据积累提出了更高要求遥 运动训练学是运用

科学的研究方法揭示和总结运动训练的普遍规律遥
具有前沿性的训练实践往往领先于既有训练理论袁
运动员成长的过程是训练实践的过程袁 而选材是对

优秀运动员成才规律的总结遥 大数据技术所拥有的

预测与技术跟踪功能使原本依靠经验判断的选材变

得更加科学有效 [17]袁使教练员经验选材和科学选材

测评有效结合 [21]袁达到实施精准选材以提高运动员

成材率袁 将有限资源投入到更具发展潜力的运动员

身上袁降低优秀运动员的培养成本遥平台的构建和应

用试图通过长期跟踪上海市优秀排球运动员袁 甚至

全国优秀排球运动员袁 对运动效能进行多维度角色

感知评价袁进而对运动员价值进行量化评估袁以期达

到建立优秀运动员冠军模型的目的袁 据此对运动员

发展潜力进行科学预测袁实现精准选材遥

大数据带来的技术变革已经深入到体育的各个

领域袁野互联网 +冶 与体育深度融合的背后是科技发

展的创新遥 基于野互联网 + 体育科研冶的排球项目数

据管理平台的构建与应用在数据查询尧汇总分析尧竞
技状态报告尧智能预测尧制胜规律探究尧精准选材与

冠军模型数据积累方面取得一定的应用效果袁为野训
科医冶 复合型团队提供了数据信息互通平台和综合

分析工具袁 可以提升科技助力效果和科学化训练水

平袁 使数据的应用价值和科研助力训练的作用更为

显著袁成为贯彻落实叶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曳中大数据

管理系统建设的先试者袁 为其他体育项目大数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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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平台的构建起到示范作用遥 当然袁正视不足袁不断

优化平台内容袁 打通测试设备与平台读入接口间的

共享通道袁或自动读取仪器多种格式的报告数据袁融
入新技术解决应用中遇到的部分数据关联筛选问题

是平台进一步完善研究的关键点遥 探索建立各学科

数据之间的联系并融合运用是平台发展的难点遥 在

准确做好数据的采集尧分析和可视化输出的基础上袁
对数据进行智能化深度挖掘袁 必定能使平台成为竞

技体育攻坚克难的利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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