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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水平女子武术套路运动员身体形态特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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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武术是中国传统的体育项目, 一直以来武术基础理论薄弱, 从选材到训练没有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 通

过测试和分析以定量的、科学的方法研究和探讨我国高水平女子套路运动员身体形态特征, 以此作为武术运动员

选材、选项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 武术; 女子; 高水平运动员; 身体形态特征

Researches on Somatotype Characteristics of Elite Wushu Woman Athletes in China
HU Xiu juan1, SHI Yun jia2

( 1 Guangzhou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Guangzhou 510075, China; 2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Wushu is a Chinese traditional sport In long- term development, as a sport, Wushu is weak in its basic theory. There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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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运动固定的特点和风格使其选材的条件和

要求也有着较强的特殊性。随着武术运动的不断发

展和技术的不断进步, 武术近年来己列入亚运会比

赛项目,并正逐步向着国际项目和奥运赛场迈进, 因

此,为了使我国传统项目发扬光大和保持优势,武术

套路运动员的科学选材和训练已经越来越受到重

视,其中了解掌握武术套路运动员本身的特点是科

学选材和训练的首要条件。武术套路运动对运动员

的竞技能力有着很高的要求, 根据田麦久项群理论,

武术套路运动属于技能主导类表现难美性项目, 根

据其不同项群运动员竞技能力决定因素作用的模糊

等级判断理论, 运动员身体形态在武术运动中起着

决定性作用。综观许多研究武术套路运动员身体形

态特征的研究对象大多是数量较少的优秀武术运动

员,部分研究指标也比较局限,而且多是依据作者的

实践经验, 缺乏定量的测试数据。由于武术科研起

步较晚,文献或是单一从某一方面的指标进行阐述,

或是以经验性描述为主, 特别是对高水平武术套路

运动员的研究,较为分散, 缺乏综合性和定量分析,

更缺乏较系统的评价标准。因此, 进一步全面系统

地研究高水平武术套路运动员的身体形态,提高科

学选材和训练水平是研究的主要目的。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以北京、河北、广东、福建、江苏、山东、河南、吉

林、上海、四川、云南、安徽、江西、湖北、宁夏、陕西、

武汉体院、北京体育大学代表队高水平女子武术运

动员为研究对象,共48人。其中25%运动员曾获全

国比赛拳类冠军, 33 3% 运动员曾进入全国比赛拳

类前3名,合计达 58 3%。

表 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表

项目 n 训练年限(年) 年 龄(岁) 健将级(个) 一级(个)

长拳 18 11 77+ 3 31 20 56+ 3 11 11 7

南拳 19 11 11+ 3 02 20 47+ 1 87 15 4

太极拳 11 13 00+ 3 00 21 55+ 1 97 10 1

48 11 45 ! 3 55 20 00! 2 39 3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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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研究方法

1 2 1 文献资料法

查阅 1978年以来国内外有关武术套路运动员

身体形态研究相关的文献和专著,根据武术运动本

身的项目特点及发展趋势, 较为全面地收集和归纳

了反映武术套路运动员身体形态的指标, 为本研究

测试指标提供了原始的依据。

1 2 2 访谈法

为了使研究成果更符合运动实践的需要, 在较

为全面地收集文献的基础上, 对我国10余位武术专

家进行了访谈, 就文献所涉及的指标听取了较为广

泛的意见,并确立了初选指标。

1 2 3 专家调查法

通过问卷的形式在 2000年全国男子、女子武术

锦标赛期间广泛征求了武术行家、一线教练员们的

意见。共发放问卷 42份,回收 38份,回收率达 90.

5%。经统计整理,初选指标赞同率达 90%, 与此同

时还得到部分补充意见, 最后入选指标 38项。

1 2 4 测试法

对于筛选出的 38项指标, 每项均编写了测试细

则,并在测试之前对参加测试人员进行了分工、培训

和练习, 以提高测试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共测

试女子武术套路运动员 48人。

1 2 5 数理统计法

对初选指标进行筛选。将受试对象按项目分

组,对测试指标和派生指标进行T 检验,了解不同项

目之间的差异。

2 结果与分析

2 1 武术套路运动员的身体形态特征与普通人的

差异

武术套路运动员指标显著地大于普通人群(见

表 2)。同时,由于考虑到人体各部分的比例和相互

内在关系的影响而建立的形态指数指标, 武术套路

运动员和普通人群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见表 3)。

表 2 女子武术套路运动员与普通女青年身体形态原测指标的比较( 20 岁) 单位: cm

指 标
女子武术套路运动员

平均数( X ) 标准差( S )

普通女青年

平均数(X ) 标准差( S)
P 值

身高 157 35 4 01 161 4 5 12 < 0 01

坐高 85 54 2 66 88 5 2 48 < 0 01

上肢长 66 57 2 81 67 5 2 73 > 0 05

前臂加手长 40 21 1 38 38 9 1 59 < 0 01

上臂长 26 35 2 23 28 6 1 49 < 0 01

下肢长 84 94 6 17 82 2 3 32 < 0 01

大腿长 43 78 6 07 41 5 2 37 < 0 01

小腿长 34 51 2 40 34 0 1 71 > 0 05

小腿加足高 41 17 2 15 40 6 1 81 > 0 05

足背高 6 66 0 99 6 7 0 42 > 0 05

体重 55 15 5 7 51 1 6 18 < 0 01

胸围 84 63 3 9 79 3 4 58 < 0 01

上臂紧张围 27 76 1 69 23 6 1 95 < 0 01

上臂放松围 25 81 1 72 23 6 1 95 < 0 01

大腿围 55 3 3 39 52 2 3 43 < 0 01

小腿围 34 86 1 87 34 1 1 97 > 0 05

踝围 20 4 1 13 20 7 1 12 > 0 05

肩宽 36 26 4 34 35 0 1 40 < 0 01

骨盆宽 25 15 1 88 26 6 1 40 < 0 01

注:普通人群的数据来自#中日合作青少年体质联合调查报告∃

女子武术套路运动员身高、躯干比例与普通人

有着非常显著性差异。但本研究不同的是, 武术套

路运动员身材虽然仍属于较矮类型,但坐高却明显

小于同龄普通人,说明武术套路运动员的上身比例

有着明显下降的趋势, 与以往的研究成果有着一定

的不同。上肢长、手长加前臂明显高于同龄普通人,

下肢长、大腿长也明显大于普通人, 具有显著性差

异。只有上臂长显著小于普通人。身体围度尤其是

上臂围、大腿围显著大于普通人。肩宽显著大于普

通人,而骨盆的宽度较普通人窄。

通过以上分析, 女子武术套路运动员身体形态

突出的特征是,身体偏矮,躯干略短, 上下肢均较长,

肩较宽,骨盆较窄,身体围度大, 体重偏大,身体充实

度较大,这一结论比以往的研究报道有一定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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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女子武术套路运动员与普通女青年身体形态指数指标的比较( 20 岁)

指 标
女子武术运动员

平均数( X ) 标准差( S )

普通女青年

平均数(X ) 标准差( S)
P 值

坐高/身高* 100 54 36 0 99 55 0 1 02 < 0 01

上肢长/身高* 100 42 3 1 37 41 8 0 95 < 0 05

下肢长/身高* 100 53 99 3 80 50 9 1 04 < 0 01

小腿长/身高* 100 21 92 1 28 21 0 65 < 0 01

足高/身高% 100 4 23 0 62 4 1 0 27 > 0 05

劳雷尔指数 141 25 9 41 122 14 00 < 0 01

胸围/身高* 100 53 79 2 30 49 3 2 93 < 0 01

肩宽/身高* 100 23 06 2 98 21 7 0 73 < 0 01

盆宽/身高* 100 15 98 1 07 16 6 0 75 < 0 01

注:普通人群的数据来自#中日合作青少年体质联合调查报告∃

2 2 武术套路运动员的长度指标与普通人的差异

武术套路运动员上肢长比身高与手长加前臂有

着一致性, 均非常显著地高于普通人。可能是武术

运动中上肢的动作, 如撩拳、劈拳等舒展性动作较

多,另外以身体为圆心的上肢运动对上肢,尤其是对

上肢远端肢体, 产生一定的离心力,对骨骼长度的发

展起到一定的拉伸作用。而上臂长明显小于普通

人,这表明武术动作上肢的发力主要是靠肩带肌肉

和上臂肌肉,上臂带动前臂运动共同完成各种上肢

动作,优秀武术套路运动员的训练年限较长, 经历了

生长发育期,上臂肌肉的长期收缩对骨骼施加的负

荷较大,可能会导致上臂骨骼的骨化较早,所以上臂

较短。关于高水平武术套路运动员的这一特征有待

于进一步研究。

武术套路运动员上下肢长度均显著长于普通

人,但上下肢远端骨骼的生长却存在明显的不同, 上

肢远端的骨骼(手长加前臂)较长,与普通人存在明

显的差异,而下肢近端的骨骼发育(大腿长)与普通

人有着明显的差异, 分析原因,人体骨骼在发育过程

中,小腿骨的增长主要是近端的骨垢, 由于武术马

步、弓步、虚步、歇步等下肢动作较多,小腿骨经常受

到来自股骨的垂直作用力的影响,这种作用力对骨

骼的刺激,使下肢远端骨骼相对骨化较早。

2 3 武术套路运动员的宽度指标与普通人的差异

肩宽是发展躯干和上肢力量及表现武术姿态和

气势的形态基础。为了完成武术翻转、跳跃等动作,

对武术套路运动员力量尤其是腿部力量要求较高,

而这些动作大都是由下肢肌群带动发力的, 所以大

腿围粗是武术运动员的一个显著特征。从生物力学

的角度看, 骨盆过宽会影响以下肢运动为主的运动

项目的成绩,相对于普通人,女子武术套路运动员骨

盆较窄,有利于躯干和下肢灵活的运动。

2 4 武术套路运动员的指数指标与普通人的差异

武术套路运动员的身体形态发展趋势与武术项

目本身的特点和当代武术运动发展的需要有着密切

的关系。当代武术运动不仅仅是完成成套的武术动

作,而且还注重武术表演的美感。武术是力与美的

结合, &力∋不仅仅局限于力量本身,还包括从武术套

路运动员的身体长度、宽度、围度三个立体指标决定

的身体充实度来展现。女子武术套路运动员上肢长

比身高与普通人具有显著性差异, 这一特点符合武

术套路动作的要求, 上肢较长, 有利于加大动作幅

度,使动作更加舒展大方、挺拔奔放。

2 5 不同项目武术套路运动员身体形态差异

武术套路运动是多项目运动, 按照目前武术运

动的分类,拳术项目分为长拳、南拳、太极拳三类,由

于不同的拳术项目有着各自的演练风格及技术特

点,会对身体形态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不同选项的

运动员身体形态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从表 4可以看出,女子武术长拳运动员和南拳

运动员指标差异率相对较大, 对原测指标( 22项)和

指数指标( 10项)进行比较,结果有 31 8%的原测指

标和20%的指数指标出现显著性差异。

从表 5可以看出,女子武术长拳运动员和太极

拳运动员指标差异率相对较小, 对原测指标( 22项)

和指数指标( 10项)进行比较, 结果只有 13 6%的原

测指标出现显著性差异, 并且集中在身体长度指标

上,指数指标未出现显著性差异。

从表 6可以看出,女子武术长拳运动员和南拳

运动员围度指标差异率一般, 对原测指标( 22项)和

指数指标( 10项)进行比较,结果有 22 7%的原测指

标和 10%的指数指标出现显著性差异, 并且突出表

现在身体围度指标上。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不同拳种之间原测指标

及其指数指标显著性发生率是有着较大区别的。其

中长拳组和南拳组体格显著性指标发生率最高。

3 结 论

3 1 高水平女子武术套路运动员身体形态特征

女子武术套路运动员与普通人相比, 具有身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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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矮,躯干略短, 上下肢均较长, 身体比例趋于更合

理,上臂围较大,大腿粗壮, 肩较宽,骨盆较窄, 体重

偏大,瘦体重大。其形态特征是与武术项目特点相

适应的,这一结果为运动员选材奠定了理论基础。

表 4 女子武术长拳、南拳运动员身体形态具有显著性差异指标统计结果

指 标
长拳( n= 18)

平均数( X ) 标准差( S )

南拳( n= 19)

平均数( X ) 标准差( S)
P 值

体 重 52 48 5 59 58 16 5 68 < 0 01

前臂加手长 39 41 1 33 40 65 1 01 < 0 01

上臂紧张围 26 96 1 48 28 96 1 44 < 0 01

上臂放松围 25 14 1 57 26 91 1 54 < 0 01

大腿围 53 56 2 86 57 67 3 10 < 0 01

小腿围 34 18 2 07 35 89 1 62 < 0 05

踝 围 19 97 1 30 21 03 0 92 < 0 05

瘦体重 40 67 8 02 47 22 3 41 < 0 01

劳雷尔指数 139 24 7 83 146 97 9 17 < 0 05

表 5 女子武术长拳、太极拳运动员身体形态具有显著性差异指标统计结果

指 标
长拳( n= 18)

平均数( X ) 标准差( S )

太极拳( n= 11)

平均数( X ) 标准差( S)
P 值

身高 155 47 3 87 159 17 2 54 < 0 05

前臂加手长 39 41 1 33 40 78 1 48 < 0 05

下肢长 82 46 4 74 87 90 6 54 < 0 05

表 6 女子武术太极拳、南拳运动员体格具有显著性差异指标统计结果

指 标
太极拳

平均数( X ) 标准差( S )

南拳

平均数(X ) 标准差( S)
P 值

上臂紧张围 27 01 1 20 28 96 1 44 < 0 01

上臂放松围 25 03 1 33 26 91 1 54 < 0 01

大腿围 54 08 2 24 57 67 3 10 < 0 01

小腿围 34 17 1 05 35 89 1 62 < 0 01

踩围 20 00 0 55 21 03 0 92 < 0 01

劳雷尔指数 134 66 6 56 146 97 9 17 < 0 01

3 2 长拳、太极拳、南拳的武术套路运动员身体形

态指标之间的差异表现

不同拳种的武术套路运动员身体形态指标多数

没有显著性差异,其中南拳运动员身体围度具有一

定的特殊性,而长拳和太极拳具有很大程度的相似

性,这一结果为运动员选项、转项及科学训练提供了

一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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