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届奥运会女子沙滩排球运动员

身高组合与比赛效果的关系

刘静霞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体育部，河南 南阳 #$%&&%）

摘 要：通过对参加第 !" 届奥运会女子沙滩排球比赛的 !# 支队伍进行队员身高组合和技术统计数据的

比较与分析发现，当前女子沙滩排球比赛存在 # 种身高组合，分别为高高组合、较低的高高组 合、较 高 的 高 低

组合和较低的高低组合。根据比赛结果，取得好名次的球队队员之间均以攻防搭配为主，身高上则表现为 高

低组合。我国参赛队员属于较高身材的高低组合，而且比较符合攻防分工要求，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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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每支沙滩排球队只有 ! 名队员，队员之间仍像室内

排球一样有 明 确 位 置 和 分 工，并 且 在 队 员 的 身 高 上 有 所 体

现。一般来说，主要负责进攻的队员（以下称为进攻队员）相

对于主要负 责 防 守 的 队 员（以 下 称 为 防 守 队 员）身 材 要 高。

本文 通 过 对 参 加 第 !" 届 奥 运 会 女 子 沙 滩 排 球 运 动 !# 支 队

伍的队员身高组合 类 型 进 行 聚 类 分 析，将 其 分 为 # 种 组 合，

并对 # 种组合在比赛中的技术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比较，探讨

沙滩排球运动员选材过程中身高搭配的规律与要求，为我国

沙滩排球队员的选材和比赛提供参考。

: 身高组合分类

根据参赛队伍的 ! 名队员职责特点，将其分为主要负责

进攻的进 攻 队 员 和 主 要 负 责 防 守 的 防 守 队 员［(，!］。 对 他 们

的身高进行聚类分析，详见表 (。

表 ( 聚类分析后各身高组合中心值

运动员类别
组合 ( 组合 ! 组合 % 组合 #

身高 V D= 队数 身高 V D= 队数 身高 V D= 队数 身高 V D= 队数

主要进攻

主要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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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 可知，当前世界级沙滩女排队伍在身高搭配上存

在着 " 种主要组合，第 !，进 攻 和 防 守 队 员 身 高 都 很 高，平 均

!#! $% 以上，称 为 高 高 组 合；第 &，进 攻 和 防 守 队 员 身 高 较

低，平均在 !’# $% 左右，称 为 较 低 的 高 高 组 合；第 (，进 攻 队

员身高很高，平均 !#) $%，防 守 队 员 相 对 较 低，平 均 !’) $%，

称为较高的高低组合；第 "，进攻队员身高较高，平均 !’* $%，

防守队员身高很低，平均仅 !+# $%，称为较低的高低组合。

第 ! 和第 & 种组合队员身高差异不明显，第 ( 和 第 " 种

组合队员身高差异较大，是明显的攻防结合的组合方式。

! 各类别攻守技术比较

! ," 各种组合在前 # 名中的分布

在第 &# 届奥运 会 沙 滩 排 球 比 赛 前 # 名 中，第 ! 种 组 合

的有 & 支队伍，澳大利亚队（第 " 名）和德国队（第 ) 名）；第 &
种组合仅有意大利队（第 ) 名）；第 ( 种 组 合 有 & 支 队 伍，美

国队（第 ! 名）和巴西队（第 ) 名）；第 " 种组合有 ( 支队伍，巴

西队（第 & 名）、美国队（第 ( 名）和加拿大队（第 ) 名）。我国

参赛队伍只有 & 支，队员 分 别 是 尤 文 慧 - 王 露：身 高（!#’ $% -

!’# $%）；王菲 - 田佳：身高（!#( $% - !’’ $%），都 属 于 第 ( 种 组

合，即高大进攻和较高身材防守队员的组合。

! ,! 不同组合间攻防技术统计分析［$，%］

（!）不同身高组合的进攻队员攻防技术比较。

从表 & 可以看出，分 类 之 后，部 分 组 合 进 攻 队 员 之 间 身

高差异比较明显。进攻方面，第 !、( 种组合，借助身高，在进

攻上明显占有优势，与第 & 种组合相比差异明显（! . / "/!），

与第 " 种组合相差很 小；第 & 种 组 合 进 攻 次 数 最 多，但 进 攻

得分和成功率却是 最 低；第 " 种 组 合 尽 管 身 高 不 占 优 势（身

高最低），但进攻得分和成功率却最高。拦防方面，第 ( 种组

合拦网得分最高，身 高 优 势 发 挥 较 为 明 显；第 " 种 组 合 在 拦

网上略低于第 ( 种组合，第 & 种组合与其他组合相比拦网差

距较大（! . / "/)）；从防守到位次数来看，" 个组合之间在 !

0 / "/) 显著水平上无明显差异，但仍然表现出第 & 种组合到

位次数最多，第 ! 种组合紧 随 其 后，其 次 是 第 " 种 组 合、第 (
种组合。该数据表现出 第 !、& 种 组 合 队 员 位 置 之 间 身 高 差

距较小，分担防守任 务 较 为 均 衡，进 攻 队 员 同 样 担 负 较 多 的

防守任务。

（&）不同身高组合的防守队员之间攻防技术比较。

分类后各组合防守队员之 间 身 高 差 异 明 显（ ! . / " /!）。

在进攻方面，第 ! 种 组 合 防 守 队 员 进 攻 次 数、得 分 和 成 功 率

上都高于其他类别，身 高 优 势 明 显；第 ( 种 组 合 防 守 队 员 进

攻次数最少，成功率 略 低 于 第 ! 种 组 合，却 高 于 第 &、" 种 组

合；第 " 种组合进攻次 数 与 第 ! 种 组 合 非 常 相 似，但 进 攻 得

分和成功率却都是最低。拦防方面，第 !、& 种组合在拦网得

分上较第 (、" 种组 合 都 有 明 显 差 异（ ! . / " /)），从 比 赛 录 像

上可见，第 !、& 种组 合 防 守 队 员 配 合 进 攻 参 与 拦 网 较 多，两

名队员之间分工 较 模 糊；防 守 到 位 次 数 上，(、" 种 组 合 要 优

于 !、& 种组合，尤其 是 第 " 种 组 合，防 守 到 位 次 数 明 显 多 于

其他 ( 种组合。

表 & 不同组合间攻防技术统计分析（ # 值）［)］

比较!） 身高 年龄 进攻次数 进攻得分 拦网得分 防守到位次数 进攻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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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表示进攻队员，3 表示防守队员；! 1 & 2 表示第 ! 种组合与第 & 种组合的进攻队员之间的比较。

&）表示比较结果差异显著（ ! . / "/)）；(）表示比较结果差异非常显著（ ! . / "/!）。

! ,$ 不同组合攻防队员之间攻守防术比较

在沙滩排球比赛中，两 名 队 员 之 间 是 有 分 工 的，如 传 球

与扣球配合、拦网与 防 守 配 合 等，进 攻 和 拦 网 能 力 突 出 的 队

员尽量在网前多参与进攻和拦网，防守和传球能力突出的队

员多参与防守和跑动传球。攻防之间的迅速转换，似乎在要

求队员之间角 色 分 工 淡 化，就 出 现 了 上 面 第 !、& 类 阵 容 配

合，两名队员角色互换快，根据临场情况各自担任适当角色。

但是从比赛录像可 以 看 出，这 种 角 色 分 工 不 但 没 有 淡 化，反

而愈演愈烈。

（!）不同位置之间攻守技术比较。

由表 ( 可知，在 !、& 种 组 合 中，除 第 ! 种 组 合 拦 网 得 分

差异显著外（4 . / ,/)），其他技术指标无明显差异，在第 & 种

组合中甚至出现进攻队员垫球到位次数多于防守队员（5 0

/ ,+&(），防守队员进攻成功率高 于 进 攻 队 员（5 0 1 ! , #(&）这

种本末倒置现象。结合表 & 及其分析和观察比赛录像可知，

第 & 种组合队员整 体 防 守 能 力 强，防 反 次 数 多，是 造 成 该 组

合进攻次数多于其 他 组 合 的 主 要 原 因，但 整 体 进 攻 实 力 差，

造成进攻得分和成功 率 最 低。第 ! 种 组 合 与 第 & 种 组 合 正

好相反，整体进攻能力较强，并且拦网能力突出，能部分地减

轻防守队员 压 力，使 得 整 体 防 守 能 力 较 好。 从 表 ( 可 以 看

+!! 体育学刊 第 !( 卷



出，第 ! 种组合和第 " 种 组 合 两 名 队 员 之 间 分 工 是 明 显 的，

尤其是第 " 种组合，在 进 攻 次 数 非 常 接 近 的 情 况 下，进 攻 队

员的进攻得分、进攻成功率明显的高于防守队员（# $ % & %’），

另外拦网得分和垫球 到 位 次 数 两 者 之 间 区 别 也 相 当 明 显（#

$ % &%(）。表现 出 两 名 队 员 之 间 明 确 的 分 工 趋 势，结 合 表 )
和比赛录像可以看出，第 !、" 组 合 队 员 职 责 明 确，各 自 完 成

自己任务的能力强，如：进攻扣球得分、成功率和拦网都明显

高于防守队员（# $ % & %’）；而 防 守 队 员 防 守 到 位 次 数 显 著 地

多于进攻（# $ % & %(）。由 于 分 工 明 确，队 员 能 够 自 然 的 完 成

自己的职责，给队友 创 造 进 攻 条 件 或 组 成 相 应 的 拦 防 体 系，

效率较高，尤其是在进攻方面。但是这种分工明确的队伍也

存在着缺陷，由于各 司 其 职，在 一 些 位 置 变 换 很 困 难 的 情 况

下，就会出现勉强组织原有战术，造成失误，这种现象在队员

技战术能力较差的队伍里表现得更为明显。

表 ! 不同位置之间攻防技术统计分析（* 值）

比较(） 进攻次数 进攻得分 拦网得分 防守到位次数 进攻成功率

( 种 + , - , % & %’. % & !/’ ) & !%))） , ( & (!0 % & 1/"

) 种 + , - ( & 0%" % & .(! % & %%% % & .)! , ( & 1!)

! 种 + , - % & /". ( & ’)! . & /1’!） , ! & 1’"!） ( & !")

" 种 + , - % & 1)1 ) & 1.0!） ! & 0(!!） , " & (!/!） ) & !./)）

中国队 + , - ) & ’%!)） ) & 1/.)） ) & !/%)） , ( & ’(. ) & %/"

(）( 种 + , - 表示第 ( 种组合的进攻与防守队员之间的比较；)）表示比较结果差异显著（ ! $ % "%’）；

!）表示比较结果差异非常显著（ ! $ % "%(）

（)）中国队不同位置攻防技术比较。

从身高角度看，中国的两支球队属于第 ! 种组合。从表

! 数据统计看，基本上反映出 第 ! 和 第 " 种 组 合 攻 防 分 工 明

确的特点，但是也存 在 一 些 差 异。相 同 趋 势 表 现 在，进 攻 得

分、成功率、拦网和垫球到位次数两队员职责较为清晰；不同

之处在于与第 !、" 种组合相比，我国进攻队员进攻次数明显

多于防守队员，防守队员进攻机会太少，进攻成功率太低；垫

球到位次数上防守队员 并 没 有 像 !、" 种 组 合 队 员 那 样 明 显

多于进攻队员。从比赛录像和统计分析可知，我国队员在各

自的特长方面发挥得不很理想，与国外强队有一定差距。

! 结论

（(）根据队员场上职责分 工，结 合 各 自 身 高 特 点，分 为 "
种组合。第 ( 和 ) 种组合属于攻防偏态发展类型，不能很好

地达到攻守平衡的战 术 思 想。第 ( 种 组 合 进 攻 和 拦 网 能 力

强，在对方防守体系 不 完 备 的 情 况 下，可 以 借 助 强 大 的 攻 势

取得胜利，并且能够 利 用 拦 网 遏 制 对 方 的 进 攻，减 轻 防 守 压

力。但是相比与攻防 全 面 的 队 伍，后 方 防 守 漏 洞 较 大，攻 防

技战术粗糙。第 ) 种组合整体防守能力最强，但进攻和拦网

差，一方面不能很好 地 利 用 防 守 得 到 的 多 次 进 攻 机 会，在 面

对对方高大拦网时 失 误 较 多；另 一 方 面，不 能 很 好 的 遏 制 对

方进攻，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第 ! 和第 " 种组合属于

攻防结合类型，两名 队 员 之 间 有 着 较 为 明 确 的 职 能 分 工，是

当今沙滩排球运动队 员 配 备 的 主 要 形 式。第 " 类 技 术 更 全

面，并且发挥很稳定，其 原 因 与 运 动 员 年 龄 较 其 他 ! 种 组 合

大，大赛经验丰富有关。相 比 而 言，第 ! 种 组 合 队 员 年 龄 最

小，多数队员大赛经 验 少，在 比 赛 中 发 挥 很 不 稳 定。但 是 从

数据统计中可以看到，第 ! 种组合无论从进攻还是从防守上

都没有太突出的缺陷，有很大的挖掘潜力。

（)）我国队员属于 第 ! 种 组 合，攻 守 方 面 有 清 晰 的 职 责

分工，技战术水平与 世 界 强 队 还 有 很 大 差 距，进 攻 和 防 守 效

率较低。我国队员年 龄 普 遍 较 小，大 赛 经 验 少，如 果 能 够 借

助较好的身体优势，科 学 合 理 地 延 长 比 赛 寿 命，增 加 比 赛 经

验，会有很大的发展 潜 力。如 果 排 除 年 龄 和 比 赛 经 验 优 势，

第 ! 种组合既在身体形态上占有优势，又比较符合攻防分工

要求，是一种较为理想的队伍组合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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