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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男子链球运动员身体特征、身体素质与专项投掷能力分析
Analysis on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Fitness and Specific Throwing Ability of Male

Hammer Throwers in Jiangxi

邓卫权1,崔国红2

DENG Weiquan1 , CU I Guohong2

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等方法, 对江西男子链球运动员身体特征、身体素质和专项投掷能力进行分析。结果

发现江西省男子链球运动员体重过大, 身体素质尤其是速度力量素质相对偏低, 专项投掷能力差距明显,并

进而探讨江西省男子链球运动员存在的问题及其改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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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using the method o f liter ature review , this paper made analysis on physical characterist ics, fitness

and specific t hr ow ing ability of male hammer throw ers in Jiangx i.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ir body w eight is

too heavy, t he physical fitness, especially the speed strength is low , and the specif ic throw ing ability has sig

nif icance difference. Furthermore, the ex isting problems and improv ing measurements ar 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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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男子链球运动水平自 80 年代以来取得了飞跃的进

步,毕忠在 1989年曾以 77. 04 m 的成绩创亚洲记录, 代表江西

省链球运动水平已处于全国领先地位。90 年代以来一批新秀

脱颖而出,于光培养的运动员姜兴东、吴永清、王超、王震等在

全国比赛中逐渐显示优势。目前江西省最好的链球运动员王

震比赛最好成绩为 69. 17 m (大奖赛总决赛) , 在国内位居前

三甲。

然而从总体来讲, 江西省乃至全国男子链球水平自 90 年

代以来却呈现徘徊不前, 甚至有下降趋势, 在亚洲逐渐失去优

势,与世界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如何尽可能地缩短同世界水

平的差距,使我国的链球水平早日冲出亚洲, 走向世界,是摆在

体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

身体素质是运动员竞技能力的重要构成因素,是创造优异运

动成绩的基础。在掷链球的训练中, 掌握运动员专项身体素质的

发展状况,明确各项身体素质指标在训练中所处的地位,是最佳化

控制掷链球训练过程、实现掷链球训练科学化的基本保证。本文

试图通过对江西省优秀男子链球运动员身体素质指标和专项投掷

能力的分析,确定影响掷链球专项成绩的各种要素,为科学地组织

掷链球训练,促进运动成绩的提高提供参考依据[ 1]。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对优秀男子链球运动员身体特征、身体素质与专项投掷能

力进行研究。

1. 2 研究方法

1. 2. 1 文献资料法

通过查阅文献 26 篇和向有关专家咨询。选取国内外相关

研究中采用的男子链球运动员 3 项身体特征指标和 7 项身体素

质指标进行对比分析。

1. 2. 2 问卷调查法

在测试前向于光和毕忠所带运动员逐一发放男子链球运

动员身体特征、身体素质和专项投掷能力现状调查表, 并对其

教练员进行访谈。通过专家评判法对问卷表的效度进行检验,

专家认同率为 88% , 达到效度检验的基本要求。在问卷设计的

过程中, 采用折半信度检验法对问卷的信度进行检验, 折半信

度检验系数为 0. 762,达到信度检验的基本要求。共发放问卷 6

份, 回收有效问卷 6 份,有效率为 100%。

1. 2. 3 数理统计法

采用 SPSS 11. 0 统计软件对原始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得出

男子链球运动员专项成绩与各项身体素质的相关系数。获得

各项指标的平均数、标准差, 并与国内外优秀男子链球运动员

的相关指标进行比较和分析。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 1 身体特征方面的分析

对比国内、外链球运动员的身高、体重、克托莱指数与运动

成绩的平均值看出(见表 1) :在身高方面,江西省运动员与国外

的链球运动员两者的均值差异性很小。谢迪赫和利特维诺夫

的身高仅达 184 cm 和 180 cm, 身高虽比尼库林和克瓦末尔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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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许多,但其专项成绩却分别达 86. 74 m 和 85. 14 m。显然,在

合理的范围内,身高与运动成绩 (相关系数 r = 0. 21)的相关性

很小。

从体重指标上看, 江西省运动员与国外运动员相比较, 体

重明显偏重,因而, 克托莱指数(相关系数 r= 0. 82)也明显偏

高,两者专项成绩的差距极其明显, 高达 14. 14 m。可以看出,

体重因素成为制约江西省链球运动员专项成绩不可忽视的原

因。从本质上看,运动员体重偏大,降低了身体的灵敏度, 直接

影响运动员的动作速率,从而降低了链球的运行速度。至于罗

军与利特维诺夫的条件几乎相同, 但成绩却有天壤之别 , 这可

能与罗军身体素质的初始水平和训练过程 (基本素质、专项素

质、专项能力及技术)未达到应有水平密切相关。

需要指出的是,运动员的身高、体重和派生指标克托莱指

数,在常规情形下, 均应处于特定合理的范围内。通过对身高、

体重与运动成绩的回归分析, 本文认为, 身高和体重分别在

( 186 6) cm 和( 100 5) kg 为宜。除身高、体重指标外, 运动员

应呈现重而不胖、高而不细、结实而较匀称的体型特征[ 2 3]。

2. 2 身体素质与链球成绩的关联度分析

田径运动训练,经历了自然发展阶段、创新技术阶段与大

运动量阶段,现已进入多学科综合利用的训练阶段, 与之相应

的是训练过程的系统化及训练手段、训练方法的现代化和科学

化。为了使掷链球训练具有更明确而清晰的指向性, 从而提高

掷链球训练的针对性与实效性,我们对运动员的 13 项指标: 身

高( X1 )、体重( X 2)、克托莱指数 ( X 3 )、30 m 跑 ( X4 )、立定跳远

( X5 )、抓举( X 6)、高翻( X 7 )、深蹲( X 8 )、后抛铅球( X 9 )、投 5 kg

链球( X 10 )、投 6 kg 链球( X 11 )、投 8 kg 链球(X 12 )、投 9 kg 链球

(X 13 ) , 进行了聚类分析运算和效果测度灰色关联分析, 并对各

项指标与掷链球成绩的关联度进行了序列排定; 其中对运动成

绩影响力大的前 7 项指标的排列顺序为: 掷 5 kg 链球、高翻、深

蹲、后抛铅球、抓举、起跑 30 m、克托莱指数(见表 2) [ 4]。

表 1 江西省与国外链球运动员身体特征指标比较

姓名 身高 体重 克托菜指数 成绩

王 震 183 110 601. 09 69. 17

毕 忠 188 105 558. 51 77. 04

吴永清 186 120 645. 16 64. 44

罗 军 181 98 541. 44 70. 08

王 超 185 98 532. 43 62. 54

N 平均值 184. 6 106. 2 575. 72 68. 65

谢迪赫 184 100 543. 48 86. 74

尼库林 191 108 565. 45 84. 48

克瓦末尔 193 102 528. 50 81. 54

伏里克 180 95 527. 78 77. 40

利特维诺夫 180 98 544. 44 85. 14

W 平均值 185. 6 100. 6 544. 93 83. 06

表 2 江西与国外链球运动员身体素质与投掷成绩指标比较

姓名 X 1 X 2 X 3 X 4 X 5 X 6 X 7 X 8 X 9 X 10 X 11 X 12 X 13 成绩

指标排序 7 6 5 2 3 4 1

王 震 183 110 601. 1 3. 9 3. 14 105 150 220 15. 84 83 74. 9 64. 17 59 69. 17

毕 忠 188 105 558. 5 3. 55 2. 97 120 160 240 16. 50 90 82 70 65 77. 04

1991集训 184 110 597. 8 4. 04 2. 97 101 141 213 16. 33 81. 03 72. 47 61. 34 58. 78 65. 86

N 平均值 185 108. 3 585. 3 3. 83 3. 03 108. 7 150. 3 224. 3 16. 22 84. 68 76. 46 65. 17 60. 93 70. 69

谢迪赫 28 184 100 543. 5 3. 45 3. 03 115 155 240 17. 00 108 96 79 75 86. 30

谢迪赫 25 184 100 543. 5 3. 45 3. 12 140 170 290 16. 71 103 92 74. 6 70 81. 80

前苏联 187 96 513. 4 3. 84 2. 93 128 157 214 18. 46 88. 23 81. 67 68. 25 63. 58 74. 01

W 平均值 185 98. 7 533. 5 3. 53 3. 03 127. 7 160. 7 243 17. 33 99. 74 89. 83 73. 95 69. 53 80. 70

注:本表部分数据引自参考文献[ 2] [ 3]。

掷链球项目是力量、动作速度、灵敏性和旋转技术的有机

结合,前三者能否产生有效的迁移是通过技术这一环节来实现

的;它们的结合越紧密、越有效,对处于不同序列阶段的运动员

来说,其运动成绩的体现就越优越。

对掷链球成绩影响最大的指标是掷 5 kg 链球。它是一项

反映链球运动员专项动作速度与专项技术有效结合能力的主

要指标,它对提高成绩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 , 链球

投掷远度取决于链球出手的初速度,而链球出手初速度有 85%

是通过旋转获得的, 因此, 决定链球投掷成绩的主要因素表现

在旋转速度上。提高旋转速度既是技术问题, 也是身体素质问

题,它是体现在旋转速度上的 2 个方面, 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作为第 1 排序掷 5 kg 链球的这一指标, 它显示出如下特质

与优点: ! 由于链球重量较轻, 降低运动员掌握完整技术的难

度,有利于运动员更快地掌握和完善掷链球技术; ∀ 有利于更

快地提高运动员的旋转速度, 从而提高链球的运行速度; # 有

利于运动员增强自信心与提高心理素质水平 (见表 2) , 王震和

毕忠与谢迪赫专项成绩的差距, 明显地表现在掷 5 kg链球的差

距上, 即使成绩较高的毕忠差距也达到 18 m。

高翻和深蹲这 2 项素质指标, 综合反映出运动员基础力量

的水平。根据运动训练学原理, 力量素质是其他一切素质的基

础, 运动员速度(位移速度、动作速度、反应速度)的提高, 归根

结底是通过运动员自身力量的提高而实现的。正是因为运动

员具备较强大的下肢力量、腰腹力量、胸背力量和上肢力量, 以

便有效地支撑和对抗整个身体和链球的快速位移与强大的离

心力, 从而保证了对身体和链球在高速旋转中的有效控制, 继

而产生投掷的最佳作用与效果。在高翻和深蹲这 2 项指标上,

江西省的王震和谢迪赫有小差距, 而毕忠则处在同等水平上,

但其专项成绩分别低 17. 13 m 和 9. 26 m。由此看来, 毕忠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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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基础素质的利用率偏低, 而王震基础素质的迁移则存在更

大的缺陷。

从排序看,后抛铅球和抓举的影响力不及高翻和深蹲, 这

与其在掷链球过程中的作用不同有关。掷链球技术的核心部

分是旋转,在高速的转动中, 由于链球及人体产生了强大的离

心力,这就需要同样大的向心力与之平衡, 而平衡要靠两腿有

力而恰当的支撑以及身体处于稳定而合理的高度位置。在这

种状态下,高翻和深蹲 2 个基础素质显示出较高的贡献率。我

们应该看到,后抛铅球的动作特征与掷链球的最后用力 , 其动

作相似。这种动作,既有方向上、角度上的相似点, 更有两腿爆

发用力及腰背部、上肢等相关肌群快速而协调用力的相似特

征,这对于理解和模仿掷链球的最后用力技术有着不容忽视的

帮助作用。我们在训练中如果能恰当地运用不同重量的球进

行练习,对提高球的加速度是有益的。

从抓举动作特点看, 它要求下肢、腰背部、上肢等各个环

节,快速地完成一定重量杠铃的提举, 并使完成动作的时间短

暂且一气呵成。这种对身体的协调配合高、动作速度快的素质

特征,无疑对掷链球技术有着重要的作用。上述 2 项指标, 除

毕忠和谢迪赫较接近外,其他个体的成绩与均值差距明显。

起跑 30 m 这一素质指标, 对掷链球的影响与作用,表现在

运动员起动时所具备的爆发力量、快速变换的节率及其灵巧性

上,它集中体现在运动员摆脱静止状态及起跑后前半程加速跑

的能力上。可以看出,运动员的爆发用力和两腿快节奏的蹬伸

与交换,对掷链球过程下肢的蹬转、两腿的快速交换及最后用

力的快速蹬伸动作有着重要的关联性。尽管优秀的掷链球运

动员起跑 30 m 的成绩不逊于短跑运动员, 但短跑运动员毕竟

不可能通过训练成为优秀的链球选手。起跑 30 m 这一指标与

前 5 个指标所不同的是, 它缺少外加的负荷量, 虽然其关联度

不及前 5 个指标,但仍不失为重要的身体素质指标之一。

我们在从 5~ 9 kg 掷链球成绩及专项成绩看, 王震的差距

极其明显,反映出专项素质水平、专项投掷能力及身体素质与

技术的结合上,存在着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毕忠的各项指标表明,毕忠的各项身体素质水平与谢迪赫

相比较并不逊色,但在 5~ 9 kg 掷链球成绩方面存在着明显的

差距。毕忠的这种差距可能来自 2 个方面: 1)掷链球技术本身

不完善; 2)身体素质未能向技术实现高效的迁移。正因为身体

素质与掷链球技术的契合不紧密, 使专项成绩出现 9. 26 m 的

差距。从另一角度说,谢迪赫之所以创造世界纪录, 正是由于

他能很好地将身体素质转化到专项中, 通过合理技术充分地发

挥出来, 表现了极强的专项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 表 2 中各项指标的排序, 虽然说明对专项

成绩作用的主次, 但掷链球过程是各种因素的高度综合, 是身

体素质、专项能力和技术的集中整合。由于各种指标的内在联

系与作用, 它将为各种训练手段与方法的科学组合提供重要的

依据。

3 结论

1)影响江西优秀男子链球运动员专项成绩的主要身体素

质指标依次为: 掷 5 kg 链球、高翻、深蹲、后抛铅球、抓举、起跑

30 m、克托莱指数。

2)江西省优秀男子链球运动员与国外优秀运动员相比, 在

身体特征上表现为体重过大, 克托莱指数上存在着显著性差

异。在一般身体素质上差异不显著,在专项力量素质上差异较

显著, 在掷不同重量链球的专项能力上差异很显著。

3)江西省优秀男子链球运动员与国外优秀运动员相比, 今

后应更加重视身体素质训练效应的整体性,使身体素质水平更

快、更有效地迁移到专项投掷能力上。

4 建议

1)江西省男子链球运动员的身体素质训练应突出重点,优先

发展与专项成绩关联度最大的专项速度素质,运动员在不同的训

练阶段上, 可分别采用 3 kg、4 kg、5 kg 等不同重量的链球进行投

掷训练,其前提是达到 80 m以上(逐步达到) ,使运动员逐步建立

80 m 以上的动力定型, 而后逐步向 6 kg、7. 26 kg过渡。

2)根据链球运动员的特点, 在不同的训练阶段中, 将各种

身体素质训练的主要内容与训练手段即投掷技术有机地结合

起来, 并使之体现出训练的整体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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