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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运动员多于女子棳棽 岁以后棳女子明显多于男子椈运动员的年龄结构呈现较强的项目和项群特点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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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椇棽棸棸椆灢棸椂灢棽棿
作者简介椇于奎龙棬棻椆椃 暘棭棳男棳山东临沂人棳硕士棳讲师棳研究方向为体

育教学与训练椈敬龙军棬棻椆椃椂暘棭棳男棳云南曲靖人棳在读博士研

究生棳讲师棳研究方向为田径训练方法与原理暎
作者单位椇棻灡宝鸡文理学院体育系棳陕西 宝鸡椃棽棻棸棻棾椈棽灡 曲靖师范学

院体育系棳云南 曲靖椂 棸棻棻棻灡斈斿旔斸旘旚旐斿旑旚旓旀斝旇旟旙旈斻斸旍斉斾旛斻斸灢
旚旈旓旑棳斅斸旓旉旈斦旑旈旜斿旘旙旈旚旟旓旀斄旘旚斸旑斾斢斻旈斿旑斻斿旙棳斅斸旓旉旈椃棽棻棸棻棾棳斆旇旈灢
旑斸椈棽灡斈斿旔斸旘旚旐斿旑旚旓旀斝旇旟旙旈斻斸旍斉斾旛斻斸旚旈旓旑棳斞旛旉旈旑旂斘旓旘旐斸旍斦旑旈灢
旜斿旘旙旈旚旟棳斞旛旉旈旑旂椂 棸棻棻棳斆旇旈旑斸棶

暋暋当今的田坛竞争越来越激烈棳年轻运动员人才辈出棳大龄运

动员不甘落后棳优秀运动员的年龄特征在发生变化暎优秀运动员

的成长过程又是一个连续而完整的时间过程棳年龄特征始终贯穿

这个全过程椲棻椵棳另外棳运动员的竞技年龄和运动寿命大大超出过

去人们所认定的界限棳因此棳及时暍深入地研究当今优秀运动员的

年龄特征棳从年龄特征的角度探讨田径运动员多年训练的特

点椲棽椵棳有助于提高对田径多年运动训练过程科学化暎
棻暋研究对象与方法

棻棶棻暋研究对象

棽棸棸椄年第棽椆届奥运会田径比赛棻暙椄名田径运动员暎
棻棶棽暋研究方法

棻棶棽棶棻暋文献法

从国家体育总局获得第棽椆届奥运会田径运动员年龄的

资料暎
棻棶棽棶棽暋数理统计法

第棽椆届北京奥运会田径决赛男女子棻暙椄名选手的年龄分

别建立数据库棳用斢斝斢斢旀旓旘斪旈旑斾棻椃棶棸进行统计分析暎
棻棶棽棶棾暋分析归纳法

对统计结果进行分析和归纳暎
棽暋结果与分析

棽棶棻暋年龄阶段情况分析

棽棶棻棶棻暋第棻阶段年龄特征棬棽棸岁以下棭
北京奥运会田径比赛进入前椄名的运动员年龄 小的棻椆

岁棳共有椃人棳占前椄名棾棿棿名运动员的棽棶棸棾棩暎其中获金牌

和银牌的人数各棻名棳占金牌总数的棽棶棾棽棩棳棿暙椄名的人数为

人暎棽棸棸棿年奥运会年龄 小的运动员为棽棻岁棳棽棸棸棸年奥运

后前椄名运动员棾棾棾人中棻椆岁以下为 人棳占棻棶棩暎棻椄暙棻椆
岁是初露锋芒的年龄棳个别运动员虽然表现出很高的运动水

平棳但在需要丰富的比赛经验暍稳定娴熟的运动水平和激烈竞

争意识的奥运会上还是很难稳住一席之地椲棾椵暎年轻运动员在

前椄名呈现出增高的趋势棳与当今田坛的竞争加剧及年轻运动

员的进步和成熟正加速世界田坛新老交替的过程有关暎
棽棶棻棶棽暋第棽阶段年龄特征棬棽棸暙棽棿岁棭

从表棻可看出棳该年龄阶段进入前椄名的运动员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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斨旓旍灡棽棾斘旓灡 棷斢斿旔旚斿旐斺斿旘棽棸棻棻

棻棸棾人棳占总数的棽椆棶椆棿棩棳其中有棻椆人获得金牌棳棻 人获得银

牌棳棻棿人获铜牌棳所占比例分别为椇棿棿棶棻椆棩暍棾棿棶椄椄棩暍棾棽棶椂棩暎
上届运动会棽棸暙棽棿岁运动员获得冠军棻 项棳占棾 棶椃棻棩棳与其

相比该年龄阶段人数上升较快暎该年龄阶段是田径运动员成

绩快速增长期棳许多优秀运动员在该年龄段逐渐将自己的运动

水平推向顶峰棳随着参与比赛次数增加棳经验积累棳生理和心理

趋向成熟棳已具备披金夺银的能力椲棾椵椈因此棳可以看出棻棷棾左右

金牌被该阶段的运动员获取棳彰显了强劲的竞争能力暎
棽棶棻棶棾暋第棾阶段年龄特征棬棽 暙棾棸岁年龄特征棭

雅典奥运会中棳该年龄段的运动员获得冠军棻椆项棬男棻棸项

女椆项棳占总单项棿棽项的棿 棶棽棾棩棭棳北京奥运会共有棽棾名在

此年龄段的运动员获冠军棳其中棻棽名女子运动员棳棻棻名男子运

动员棳占总单项金牌的 棾棶棿棩棳共有棻棾 人进入前椄名棳占总金

牌数的棾椆棶棽棿棩暎无论从金牌暍银牌和铜牌的总数以及进入前椄
名的总数来看棳棽 暙棾棸岁这一年龄段是多数田径项目运动员出

成绩达到高水平的 佳年龄段棳这也表明该年龄段运动员渐渐

成为奥运会主力军椲棿椵暎这是由于棽 暙棾棸年龄处于集技术水平暍
心理暍经验于一起成熟稳定的竞技顶峰阶段椲椵棳也是经过多年

艰苦的训练在一定年龄阶段才可能达到高峰期暎
棽棶棻棶棿暋第棿阶段年龄特征棬棾棻以上的年龄特征棭

雅典奥运会中棳棾棻岁以上年龄的运动员共有椂椂人棳占总数

的棻椆棶棻椆棩棳获 得 冠 军 椄 项 棬男 女 各 棿棳占 总 单 项 棿棽 项 的

棻椆棶棸棿棩棭棳在北京奥运会棳运动员年龄 大的是 棸岁棳共有棾项

该年龄阶段的运动员获金牌棳全是女运动员棳占椂棶椆椃棩棳这一数

字棳与上一届相比有所下降暎由于前棾个年龄阶段运动员进入

前椄名以及获得奖牌的人数增多棳在强有力的冲击下棳本年龄

阶段的下降也是必然的棳但是棳仍可以看出成熟的心理棳丰富的

比赛经验棳高水平的运动技能是该年龄阶段的运动员制胜法

宝棳再次证明了运动寿命延长是田径运动发展的重要趋势暎

表棻暋棽椆届奥运会年龄结构及获奖牌的情况统计表

名次 棻椆岁 棽棸暙棽棿岁 棽 暙棾棸岁 棾棻岁以上

棻名 棻 棻椆 棽棸 棾
棽名 棻 棻 棻椄 椆
棾名 棸 棻棿 棽棾 椂

棿暙椄名 椃棿 棿椄

棽棶棽暋不同名次年龄阶段的情况

从图棻可以看出棳不同的名次所显示的年龄阶段不同暎第

棻名的平均年龄 小为棽 棶 岁棳其余各名次的年龄成直线上升

状态棳但第椄名的平均年龄有所下降棳从走势图可以看出运动

员创 好成绩的年龄棳是有阶段性的棳也是有限度的棳不是无限

上升的暎另一方面棳前 名运动员的年龄在棽 棶暙棽椂之间棳这
说明这一阶段是创造优异成绩的 佳年龄阶段暎
棽棶棾暋性别情况分析

棽棶棾棶棻暋性别年龄阶段特征比较

从图棽中可以看出棳男子运动员在棽棿岁以前的人数较女运

动员多棳在棽 岁以后的女运动员的人数明显增多棳这与黄建军

研究相符合椇特别近棿届奥运会年龄奖牌曲线变化明显棳表现

为棽 暙棽椆岁年龄段曲折波动上升棳棾棸以上快速上升棬尤其是近

棾届棭棳而棽棸暙棽棿岁年龄段呈下降趋势椲椵暎可见棳女性运动员的

年龄增长速度比男性要快棳获奖牌运动员平均年龄女子为棽椃棶
椂椃岁棳男子棽椃棶棽棻岁棳男女年龄差异为棸棶 岁左右棳不难说明女

子竞技运动年限相对较长椲棾椵暎

图棻暋前椄名运动员平均年龄走势

图棽暋不同年龄阶段男女运动员数量的比较

棽棶棾棶棽暋性别的整体差异比较

对男女运动员的年龄进行 检验棳发现女子运动员的平均

年龄大于男子运动员棻棶棸椂岁左右棳并且男子运动员的离散程

度较大暎两者相比较棳有显著性的差异棬 椉棸棶棸 棭暎这与宋光

林的研究椇女子运动员的年龄比男子运动员大棻岁左右棳但总

体差异不具有差异性棬 椌棸棶棸 棭椲棾椵以及曹景伟世界级优秀男女

运动员的平均年龄在同一分组项目中和男暍女选手分别在不同

分组项目间的差异均无显著意义棬 椌棸棶棸 棭椲椂椵研究结果不相符

合暎从图棽可知棳可能是由于近年女子的运动年限延长趋势加

大棳男子的竞技年龄在棽棿岁以前运动人数高于女子棳也就是男

子竞技年龄趋于年轻化棳所以棳造成两者的差异显著棳说明近年

来男女运动员的年龄结构出现了新变化暎

表棽暋男女年龄差异的指标

性别 年龄棷岁 指标

男 棽椂棶棾棿暲棿棶棿棿棾 斬暲斢
女 棽椃棶棿棸暲棾棶椆椆棾 斬暲斢

棽棶棿暋运动项目年龄分析

根据田麦久的运动训练学理论棳借鉴孙玉堂的研究椲椃椵棿把

棽椆届奥运会的田径项目按表棾的方式把各运动项目划分为速

度类项群暍耐力性暍速度力量性项群以及综合性项目棬全能项

目棭棳发现运动员的年龄结构呈现较强的项群特点棳即耐力类项

群棬棽椃棶棻棽椄暲 棶棻棿椆棭椌快速力量项群棬棽椂棶棾棽棿暲 棶椃棻椄棭椌全能类

项群棬棽 棶椂棾暲棾棶棾椂 棭椌速度性项群棬棽棿棶棸棿暲 棶棿棾椆棭棳 检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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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项群之间没有差异性棬旔椌棸棶棸 棭椈为更好地分析项目

之间的差异棳把运动项目分为短跨类暍长跑类暍超长距离类暍投
掷类暍跳跃类暍全能类椈表棿表明棳不同项目的年龄特征为椇超长

距离项目 椌 投掷项目椌长跑项目椌 跳跃项目椌短跨项目椌全

能项目椈由于不同项目对运动员的身体素质要求差异性较大棳人
体生长发育规律决定了人的各种运动能力的发展具有一定的顺

序和敏感期椇速度素质暘耐力素质暘力量素质棳这就相应地决定

了素质的消退顺序棳因此棳各项目所需的主要素质对其年龄大小

顺序也是从以绝对力量为主的投掷和以耐力为主的长距离跑暍竞

走到以速度为主的短跑和跳跃项目的一般规律椲棽椵暎
表棿表明椇超长距离项目与其他项目相比差异显著棬 椉

棸棶棸 棭棳但是宋光林等人的研究认为椈总体差异不具有稳定性棬
椌棸棶棸 棭的研究结果有所不同暎这可能是由于超长距离项目的

运动员的竞技年龄保持的时间较长棳短跨类运动员的年龄新老

更新得频繁棳部分项目的年轻化趋势所造成的影响引起了项群

之间的差异棳这也说明当今运动员年龄之间的稳定性有所改

变棳进一步证实了随着训练科学化程度的提高棳优秀运动员的

年龄特征正在发生改变暎

表棾暋田径项目项群项目分布一览表

名称 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项目与分类

速度类 短跨椇棻棸棸旐暍棽棸棸旐暍棿棸棸旐暍棻棻棸旐栏暍棿棸棸旐栏

力量类 跳跃椇跳高暍跳远暍三级跳远暍撑杆跳高椈投掷椇铅球暍铁饼暍标枪暍链球

耐力类 中长距离椇椄棸棸旐暍棻 棸棸旐暍棸棸棸旐暍棻棸棸棸棸旐暍棾棸棸棸旐障碍暍棽棸旊旐竞走椈超长距离椇棸旊旐竞走暍马拉松

全能类 十项全能 暍五项全能

表棿暋各项目的平均年龄的比较一览表

项目 超长 投掷 跳跃 长跑 短跨 全能

暲旙 棽椄棶椃 暲棿棶椃棿 棽椃棶棸椄暲棿棶棾棿棿 棽椂棶椄棾暲棿棶椃椆椂 棽椂棶棽棸暲棿棶椃棽棻 棽 棶椆椂暲棾棶棿椄棿 棽 棶棾暲棾棶棿椄棽
棸棶棸 棸棶棸 棸棶棸 棸棶棸 棸棶棸 棸棶棸

棽棶暋优秀运动员竞技年龄的划分再认识

宋广林对竞技年龄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棳指出椇暟竞技年龄是

运动员的生物年龄暍智力年龄暍运动年龄和心理年龄的一种综

合表现暎为研究需要本文把竞技年龄界定为运动员在经过基

础训练阶段后达到较高的水平棳使自己表现高水平运动能力和

创造优异成绩棳并保持这一状态的年龄区间暎运动员竞技年龄

与运动寿命有着密切的关系棳对运动员竞技年龄的深入研究对

延长运动寿命有着重要的意义暎暠椲棾椵

图棾暋不同的年龄阶段获金暍银暍铜的变化

图棿暋竞技年龄阶段划分结构

暋暋从图棾中可以看出棳不同的年龄阶段获得奖牌的比例是不

同的暎在图中有棿个变化点棳棻椆岁以下及棾棻岁以上获得奖牌

的比例明显减少棳但是棾棻岁老将或奖牌额的数量明显多于棻椆

岁以下的年轻人棳说明参赛经验以及心理的稳定性在田径比赛

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暎曲线的第一波峰是夺牌的高峰期棳年龄一

般在棽棾岁左右棳另一高峰棳也是夺牌的黄金年龄应该集中在棽椃
岁左右棳这时人体的生理暍心理和经验暍体能均达到人体的高

峰椈所以棳是夺金牌暍银牌和铜牌的 佳时期暎
因此棳可以把竞技年龄阶段棬如图棿所示棭划分为棿个阶段棳

即初步形成阶段暍巩固阶段暍 佳年龄阶段以及 佳年龄消失

阶段暎从图棿中可以看出棳初步形成阶段为棽棸岁以下棳巩固阶

段为棽棸暙棽棿岁棳 佳年龄阶段为棽 暙棾棸岁棳消退阶段为棾棻岁

以上棳可根据项目的不同有所区别暎
棾暋结论

暋暋棻棭棽椆届奥运会前椄名运动员的年龄可划为棿个阶段棳棽棸暙
棽棿和棽 暙棾棸岁是运动员夺取金暍银暍铜的主要阶段棳本阶段运

动员心理暍身体素质以及经验可达 优组合暎
棽棭男女运动员的人数存在区别椇棽棿岁以前棳男子运动员多

于女子棳棽 岁以后棳女子明显多于男子暎
棾棭运动员的年龄结构呈现较强的项群项目和项群特点棳分

别是椇超长距离项目椌投掷项目椌长跑项目椌跳跃项目椌短跨

项目椌全能项目椈耐力类项群椌快速力量项群椌全能类项群椌
速度性项群暎

棿棭竞技年龄可以划分为棿个阶段椇即初步形成阶段棬棽棸岁

以下棭暍巩固阶段棬棽棸暙棽棿岁棭暍 佳年龄阶段棬棽 暙棾棸岁棭以及

佳年龄消失阶段棬棾棻以上棭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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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强度暎本研究结果显示棳训练期第棽暍棾个阶段血睾酮浓度分

别为棬椄椂棽棶椂 暲棽棿椂棶棿椆棭旑旂棷斾斕和棬椄椃棻棶椆棸暲棽椂椂棶棽棽棭旑旂棷斾斕棳较第

棻阶段有显著性差异暎尤其在第棿阶段棳血睾酮的质量浓度达

到棬棻棸棸椄棶 暲椆椂棶棸棭旑旂棷斾斕棳具有非常显著性的差异暎大量研

究表明棳在运动训练过程中棳如安静时血睾酮浓度升高棳表明运

动员承受负荷的能力强棳训练后恢复快椈而血睾酮浓度低的运

动员承受负荷能力差棳训练后恢复慢暎从本研究结果看棳说明

运动员的机能状态良好棳运动能力增强暎
棿暋结论

棻棭马拉松运动员在亚高原训练过程中棳血红蛋白值逐渐升

高棳尿素氮逐渐下降棳血睾酮浓度逐渐升高棳表明训练安排合

理棳运动员的身体机体状况良好棳适应能力明显增强棳达到了预

期训练目标暎
棽棭亚高原训练期血清斆斔随着运动负荷和运动强度的增大

出现了先升高棬仍处于运动员正常范围值内棭后下降的趋势棳说
明运动员逐渐适应了亚高原环境及运动负荷对机体的刺激棳机
能状态良好暎

棾棭亚高原训练期间通过监测马拉松运动员的生化指标棳可
以为合理安排训练计划暍预防疲劳提供理论依据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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