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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统计看九运会男子排球决赛的技术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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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数理统计和分析对九运会男子排球前 12 名决赛阶段 46 场比赛的 20 063 技术个数据进行了

探究。结果表明：我国男子排球参赛队伍发球技术和拦网技术偏低，扣球技术缺乏制胜特点，各队应从系统的

角度加强相关的技术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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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using spss，the article made an analysis on the 20063 dates from 46 matches by top 12 men’s volleyball teams
in 9th National Games. The conclusions are：Spike is the main techniques for scoring，back defender take a great toll in los-
ing marks. Special should be pad to the two techn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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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全运会排球比赛，代表了我国目前排球运动的最

高水平。各参赛队在比赛中对技战术的掌握与运用，比赛节

奏的控制和临场发挥，是竞技体育研究的核心；比赛的制胜

规律，胜队在一局或一场比赛中如何牢牢地把握先手和主动

权，自如地运用和控制各项技战术，使对手产生较多的失误，

从而取得比赛的胜利是对抗型项目研究的重点。本文运用

中国排协专用技术统计软件对参加第九届全运会男排决赛

阶段各队比赛的技术数据进行现场统计处理，共计 46 场有

统计数据 20 063 个；并对比赛中各项技术（发球、一传、进攻、

拦网、防守等）的得失分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参赛队在比赛

中对各技术控制上的差异，并探究男子排球比赛的制胜规

律，为我国排球水平的提高尽绵薄之力。

1 男排技术运用分析

（1）总的情况

通过技术得失分的情况来分析总的情况。本技术统计

得分类技术包括发球、扣球和拦网；失分类技术包括发球、扣

球、拦网、一传和防守。表 1 显示，在九运会男排比赛中，得

分最 多 的 技 术 是 扣 球 得 分，共 得 4 279 分，占 总 得 分 的

76.89%；其次是拦网技术，共得 891 分，占总得分的 16%；得

分最少的技术是发球得分，只占总得分的 7. 3%。在失分技

术群中，防守技术独占鳌头，共失误 3 575 分，占总失分的

46.8%；扣球、拦网和发球技术相差无几，分别占总失分的

17.3%、15.5%和 13.9%；失分最少的技术是一传，只占总失

分的 5.6%。表 2 为前后各 3 名队的技术统计。

表 1 男排决赛阶段技术统计 分（%）

发球

得分 失误

扣球

得分 失误

拦网

得分 失误

一传

到位 失误

防守

好球 失误

408（7.3） 1 060（13.9）4 279（76.8）1 375（17.3） 891（16.0） 1 183（15.5） 4 885（—） 428（5.6） 1 979（—） 3 575（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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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前 3 名与后 3 名队单项技术得分（失分）名次 %

名次
发球

队名 比值

扣球

队名 比值

拦球

队名 比值

一传

队名 比值

防守

队名 比值

第 1 名 浙江 0.57 江苏 3.88 浙江 1.05 江苏 18.16 上海 0.63

第 2 名 江苏 0.55 四川 3.73 上海 1.01 浙江 17.88 四川 0.63

第 3 名 上海 0.45 解放军 3.72 江苏 0.96 解放军 15.52 山东 0.62

第 10 名 湖北 0.30 北京 2.72 福建 0.64 河南 9.06 河南 0.49

第 11 名 四川 0.26 福建 2.43 广东 0.62 福建 7.71 福建 0.49

第 12 名 福建 0.25 湖北 2.10 河南 0.57 湖北 6.36 湖北 0.47

（2）发球技术

发球是一项先发制人的进攻技术，好的发球，不只是可

以直接得分，很大程度上抑制对方一传的技术和削弱一攻的

威力，对本队其他的技战术产生良性的影响。在本次比赛的

发球技术中，运动员采用的发球类型主要有上手飘球、勾手

飘球、跳发球与跳发飘球，也能充分利用发球区的不同位置

与距离，进行有目的的发球。从技术统计分析，发球是得分

最少也是失分次少的技术，但从得失分的绝对值看，各队发

球的总得分与总失分比值为 0.38:1，发球技术状况最好的浙

江队和江苏队，其得失分比才分别是 0. 57 : 1 和 0. 55 : 1，最差

的福建队和四川队则高达 0.26:1 和 0. 25 : 1。本次比赛中发

球技术可以说是得不偿失的赔本技术，发球得分是建立在大

量的发球失误基础之上的。从技术环节上看，本次比赛绝大

部分的失分和得分都落在跳发球队员的身上，所有上场队员

约有 2 / 3 采用跳发球技术，其中也不失发球技术上乘的队

员，他们发球的力量大、速度快、落点清晰、破坏性大。但大

部分队员技术不稳定，心理不过硬，导致失误过多。在当今

一攻不断强大和每球得分的男子排球比赛中，发球环节至关

重要，发保险球已毫无意义，要在激烈的比赛中发出强劲而

稳定的球，技术和心理都处于成熟的状态才能成为可能。因

此，如何提高发球技术水平应是我国男排在今后一个时期内

亟待解决的问题。

（3）扣球技术

扣球水平向来是用来衡量一个队实力高低的重要指标，

也是各队主动得分的主要来源。九运会男排决赛的数据表

明，本次比赛扣球总得分与总失误比为 3. 14 : 1，扣球得分占

总得分的 76.7%，扣球失误占总失分的 15. 5%，扣球技术状

况最佳的江苏队得失分比是 3. 88 : 1，扣球得分占总得分的

80.8%；最差的湖北队得失分比值是 2. 10 : 1，占总得分的

71.2%；扣球失误最多的福建队占总失分的 19. 7%。单从统

计的指数看，本次比赛各队的扣球技术水平发挥呈较好状

态，即使是名次排在最后的几个队，其扣球得分数是本队总

得分的主体。但从个人技术统计上分析，本次比赛的扣球相

对集中在少部分尖子队员身上，尤其是集中在张翔、安家杰、

卢卫中等已年近 30 岁的老队员身上，大部分年青运动员得

不到锻炼机会。快攻技术也无所突破，只有山东一队员利用

单脚背飞技术扣球。扣球进攻技术是男子排球比赛中不可

动摇的主要得分手段，只有将快攻、强攻、立体攻 3 种进攻形

式有机的结合，提高整体扣球进攻能力，建立适合自身特点

的打法系统，冲破重围，走出困境，创造新高。

（4）拦网技术

从总体来而言，我国男子排球与世界强队相比，拦网技

术是处于较低的水平，本次比赛拦网技术较为突出的是浙江

队和上海队，拦网得失分比值分别是 1. 05 : 1 和 1. 01 : 1，其得

失分值几乎相等，表现出在国内拦网技术的领先地位。拦网

技术最差的队是河南队，得失分比值为 0. 57 : 1，其拦网失分

几乎是拦网得分的两倍。网上争夺是比赛双方必争之地，是

胜负的关键之所在。在男子排球比赛中，唯一能有效对抗扣

球进攻的技术就是拦网，相对而言，现代男子排球如果没有

拦网就没有后排防守。我国男排的拦网技术在各个技术细

节上，与世界强队有差距，况且拦网技术与后排防守相关最

高的，因此，加强拦网技术的水平也就是加强防守，可以一举

两得。

（5）一传技术

本次比赛一传到位与失误的总比值为 11.4 :1，一传失分

占总失分的 5.6%。从总体分析，我国男子排球优秀队伍在

本次比赛中一传技术水平的发挥属于正常，失误数也属于合

理。这与目前男排发球技术水平不高有相当大的关系，本次

比赛一传最好的队伍是冠军江苏队和第 3 名浙江队，到位与

失误比例分别是 18.16:1 和 17.88:1，呈现出高水平的接发球

能力；最差的是第 11 名湖北队，其比值是 6.36 : 1，与冠军队

有近 3 倍之差距，体现出一传技术环节上在我国优秀队伍中

存在着特殊的现象。与世界强队相比，我国男子排球的一传

技术还是薄弱环节。1998 年世界排球锦标赛中，中国男排在

与南斯拉夫、意大利等世界强队的比赛中，面对对手强大的

发球攻击表现出毫无招架之功。在世界排球先进行列中，我

国男子排球一传的能力一般。一传技术的提高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发球技术的加强。自由人一传的能力也是值得注意

和提高的问题。

（6）防守技术

在排球攻防技术中，后排防守是防御系统的第二道防

线，是一项绝对被动的技术。在本次比赛技术统计中，防守

得球与失分比值是 0.55:1，防守失误占总失分的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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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论与建议

（1）发球技术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各个队其他技战术

水平的发挥，目前我国排球由于发球水平严重低于与国外，

在一些比赛的挑边中，首先选择接发球已成为一种趋势，这

一方面说明了对发球没有信心，另一方面也是否说明了在技

战术指导思想上的偏差，拱手将“先发制人”的权利交给了别

人，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排球的整体水平发展，因此，强化发

球技术，是振兴我国排球水平的一条必经之路。

（2）网上争夺愈演愈烈，其中扣球技术是获胜的主要手

段，在本次比赛中的数据也加以证明，我国男子排球队在国

际比赛中，强攻不强，战术乏力的现象历历在目，如何发展与

形成自己的进攻特点，如何与强队进行“对标”，找出差距，提

高主动得分能力，减少自身失误，是比赛获胜的关键。

（3）每球得分的排球新规则，规定排球比赛中的任何失

误即失分，将一攻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作为一

攻基础的一传技术，是本次比赛中失误率最低的，表明各队

对这项技术非常重视。

（4）发球和拦网技术是影响防守水平的重要因素，各队

应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待防守技术，不仅只是加强防守的技战

术能力，也应该有针对性地加强发球和拦网技术的练习，并

且结合本队的具体情况，合理地运用自由人战术，用整体协

作来看待后排防守，将这一技术失分大户减少到最低点，也

是获取比赛胜利的另一个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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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强调练想结合，培养勤于思考的良好习惯

思维是在感知的基础上进行的，没有对动作的感知，便

不能形成动作概念。基于此，教练员在训练前应使运动员了

解动作和配合行动的实质、规则以及完成动作和配合要素与

细枝末节；通过运动员的内部语言，自觉地思索概念且默识

于心，使运动表象在大脑皮层中获得强化和巩固。

在教学训练过程中强调队员带着问题去练习。例如：如

何才能更快更好地提高和完善技术动作，如何才能提高战术

配合质量和效果，如何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等。教练员

要针对训练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启发队员积极思考、分析原

因，找出症结、提出改进措施，使每次练习都具有目的性和预

见性，培养队员在练习中思考，通过思考再去练习，不断总结

提高的良好思维习惯。

3 .4 加强情绪控制和调节能力的培养

由于思维活动与情绪联系紧密，因此在训练比赛中要有

意识地加强自我情绪控制和调节能力的训练。不同的情绪

对思维活动有很大影响。一般情况下运动员对比赛充满信

心，心情放松愉快，能形成增力情绪，可使思维活跃，并促进

运动员创造性的完成技战术任务。但是情绪体验过于强烈，

也会影响思维过程的进行，想赢怕输过于紧张，盲目自信过

于放松，都可能造成思维活动迟缓，动作“变形”，判断不准，

目的性不强，表现失常等现象发生。由此我们认为赛前教练

员应将比赛的意义，运动员要完成的任务，双方实力的对比，

外部环境的影响及比赛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应采取的对策等

向运动员交待清楚，让他们积极思考，有充足的思想准备，才

能保持思维的最佳状态。另就是在训练中根据实战的需要，

有意识地对运动员提出一定数量与质量的指标要求，实施各

种干扰，施加心理压力，以提高其自我控制和调节能力。

3 .5 在实战中提高思维活动能力

队员通过全面地观察、了解、分析比赛双方战术意图和

特点所作出的判断及预见，以及根据临场变化经所采取的有

针对性的对策，都是在比赛过程中进行的，而且又必须在行

动中来实现和加以调整。这种思维过程的高速度和灵活性

及所获得的直观效应，只有通过紧张激烈的比赛磨炼才有可

能得到充分体现和提高。因此，多让运动员进行教学训练比

赛和参加水平较高的正式赛事，在实战中磨炼，积累比赛经

验，随着比赛经验的增多，思维活动能力也会随之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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