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port Science Research

摘 要院 以 2014要2015 赛季 CBA 联赛 20 支球队为研究样本袁对共 406 场比赛的 17 项技术

指标进行统计分析袁探讨 CBA 联赛总冠军北京队的攻防实力及特征遥 结果显示院渊1)在球员

年龄与身体形态方面袁北京队球员的平均年龄渊28.3 岁冤大于 CBA 前八强球队球员渊2.7 岁冤袁
且北京队球员在平均身高渊1.989 m冤尧平均体重渊97.3 kg冤方面也略占有优势曰渊2冤在整个赛季

中袁北京队获胜总场数为 37 场渊主场 24袁客场 13 场冤袁总负场数 14 场渊主场 1袁客场 13 场冤袁
可见北京队拥有极好的主场优势曰3冤通过 Pearson 相关分析袁与北京队得分存在渊高度冤线性

相关关系的技术指标有 3 分命中率尧总篮板尧助攻尧快攻等 8 项遥 结论院北京队球员拥有较大

的平均年龄袁这意味着他们部分球员有更多的训练时间和参赛经历袁在身体形态方面北京队

也有略微优势遥 此外袁对主场优势的充分把握尧较多的 3 分投射次数及较高的命中率尧对篮板

球冲抢尧助攻尧快攻及对失误的控制是北京队攻防实力的主要体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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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ing the 20 teams in the CBA League of 2014-2015 season as the sample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17 technical indicators in 406 games so as to explore the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power and characteristics of

Beijing team, Champion of CBA. The result shows that as to the age and body morphology, the average age of

Beijing players is 28.3, which is 2.7 years older than that of the players of the top 8 teams of CBA. And the

players of Beijing also have an advantage in average height (1.989m) and average weight (97.3kg). During the

whole season, Beijing team won 37 games (home 24 and away 13) and lost 14 (home 1 and away 13). So the

team of Beijing has good advantage in home court. According to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earson, 8 technical

indicators, such as 3-point shooting, total rebounds, assist and fast attack, have high correlation with the high

score of Beijing team.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relatively older ages of Beijing players mean that they have

had more training and competition experience. And they have an advantage in body shape. The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power of Beijing team mainly lie in grasping the advantage of the home court, more 3-point shoot-

ings, higher scoring rate, rebound recovery, assist, fast attack and the control of mista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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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赛季 CBA联赛冠军球队攻防实力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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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在篮球这项团体运动项目领

域的广泛运用袁随着外援政策实施袁CBA 比赛已经变得越

发激烈尧复杂和多变遥 教练员已经很难仅依靠自身的主观

经验和感知袁 实现对 CBA 篮球比赛和日常训练进行最有

效的计划尧指挥和控制 [1]遥 新时期袁对 CBA 联赛球队攻防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袁从科学和客观的视角对球队和球员表

现进行记录尧分析和评价袁从而使教练员对自己球队攻防

实力和对手攻防实力有深刻尧全面的了解遥这为球队训练尧
比赛技战术的实施提供更合理尧科学的对策遥

野篮球比赛表现分析研究冶是国内外体育竞赛研究的

重要领域袁已经得到众多教练员尧俱乐部尧职业篮球队的广

泛认可与运用遥 有研究认为院欧洲男篮锦标赛球员的比赛

经验尧内线球员的身高与比赛成绩有较高相关袁外围远投

效率及防守质量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 [2]曰第 30 届奥

运会男篮整体得分与总投篮次数尧总投篮命中次数尧命中

率尧2 分球命中次数尧2 分球命中率尧 总篮板数尧 助攻等 8

项指标相关性较大袁且第一等级球队的 3 分命中率是影响

得分的主要因素 [3]遥 然而袁不同级别的篮球比赛其球队攻

防表现有所不同袁不同实力球队的比赛其攻防表现也有所

不同袁同一球队在不同赛段的攻防表现也存在差异遥因此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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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 2014要2015 赛季 CBA 联赛北京队在不同赛

段中胜场与负场各指标的统计比较渊表 2冤袁探讨冠军球队

的攻防实力遥
渊1冤常规赛院北京队在胜场的 2 分命中率渊+7%冤尧3 分

命中率渊+8%冤尧助攻渊+6冤尧总得分渊+16.9冤及主场取胜场数

渊+17冤等 8 项指标明显高于负场袁在罚球命中率和失误方

面均低于负场 4%尧2 次遥 可见袁在常规赛中北京队胜场取

胜的关键是充分发挥了主场优势袁实现了较高的中尧远投

命中率袁同时打出了较好的团队配合遥
渊2冤八强赛院北京队以全胜晋级袁与常规赛胜场各指标

相比袁罚球命中率渊+8%冤尧篮板总数渊+6.9冤尧总得分渊+10冤等
8 项指标表现出更好的优势遥 对篮板的拼抢尧保护和较高的

罚球命中率是北京队在八强赛中全胜晋级的主要原因遥
渊3冤半决赛院3 分命中率渊+8.6%冤尧罚球命中率渊+9%冤尧

盖帽渊+3.3冤尧犯规渊+6.4冤等 12 项指标明显高于负场遥 但在

发球总数和总篮板数方面袁负场表现出一定优势袁分别高

出胜场 12 个尧8.7 个遥 从盖帽和犯规次数方面可以看出北

京队在半决赛胜场的防守强度有所提高袁同时拥有较高的

3 分命中率遥 但是对篮板的冲抢尧保护及对篮筐的冲击显

然不够遥
渊4冤决赛院2 分命中率渊+5%冤尧3 分命中率渊+9%冤尧助攻

渊+6.5%冤等 11 项指标明显高于负场袁而胜场发球总数和

失误分别低于负场 17.2 个尧3 次遥 对失误的控制尧 团队配

合尧较高的 3 分命中率袁是北京队拿下决赛的重要原因遥
渊5冤北京队全部比赛院北京队在胜场的 2 分投射次数

渊+4.4冤及命中率渊+4.1%冤尧3 分命中率渊+6.7%冤尧助攻渊+5.3冤尧
总得分渊+12.9冤及主场取胜场数渊+5冤10 项指标明显高于

负场袁而胜场发球总数及命中率尧失误 3 项指标低于负场袁
其它指标无明显变化遥 以此得出院北京队在胜场取胜的关

键因素是拥有更多的 2 分出手次数及中投命中率袁尤其是

打出了极好的团队配合渊助攻 +5.3冤和很高的 3 分命中率

本研究引入野球队实力冶尧野赛段冶尧野主客场冶等变量袁在篮球规

则的限定下,根据篮球运动的基本规律袁探讨 2014要2015 赛

季 CBA 联赛冠军球队渊北京队冤在不同赛段及赛季的攻防实

力袁以期为后期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训练提供参考借鉴遥

以 2014要2015 赛季 CBA 联赛 20 支球队袁 总共 406

场比赛渊常规赛 380 场尧八强赛 13 场尧半决赛 7 场尧决赛 6

场冤的 17 项技战术指标共 812 组数据为研究对象遥

借助中国知网数据库袁以野CBA渊NBA冤篮球联赛攻防

技战术指标统计分析冶为检索词袁获取前期相关论文遥借助

中国篮球数据库新浪体育新浪网收集 2014要2015 赛季

CBA 联赛所有球队的攻防技战术指标袁 为本研究提供理

论基础和依据遥

通过观看和分析 2014要2015 赛季 CBA 联赛前八强

比赛的现场直播或实况录像袁对部分指标数据进行统计和

校正遥

使用 SPSS20.0 对各技战术攻防指标进行常规统计和

Pearson 相关分析遥

篮球运动员作为篮球运动最基本的元素袁篮球运动员

的身高尧体重尧年龄等与其运动能力和竞技水平有着密切

关联 [2]袁例如院身高与体重占优势的运动员可以在进攻渊篮
板尧投射尧挡拆尧传球等冤与防守渊篮板尧干扰对手投篮尧盖
帽等冤方面都具有优势遥 通过对 2014要2015 赛季 CBA 联

赛北京队尧 前八强球队及整体球队参赛球员基本情况统

计袁从而得出不同实力球队球员在平均年龄尧身高尧体重等

方面的差异遥 统计显示袁 北京队全队球员的平均年龄为

28.3 岁渊高于前八强队球员 2.7 岁袁高于整体球队球员 2.8

岁冤,可见袁北京队大部分球员可能比其它球队大部分球员

至少多参加了两年半的训练和比赛袁因此袁北京队大部分

球员可能拥有更多比赛经验袁这使他们在比赛中获得了一

定经验优势[2]遥 从而使他们达到更高的竞技水平并取得更

多成功[4]遥
随着 CBA 比赛水平的逐步提高袁竞争的日益激烈遥篮球

运动员的身体条件扮演着越来越主要的角色袁特别对运动员

平均身高及锋位球员的平均体重提出严格要求遥 统计显示袁
北京队球员的平均身高渊1.989 m冤尧平均体重渊97.3 kg冤均高

于前八强球队球员渊1.986 m尧94.7 kg冤袁前八强球队球员高

于整体球队球员渊1.983 m尧93.3 kg冤袁且不同位置渊前锋尧中
锋尧后卫冤球员也表现出这一趋势渊表 1冤遥 由此可见袁北京

队在平均身高尧平均体重方面占有的优势是他们获取总冠

军的又一制胜因素遥
表 1 2014要2015 赛季 CBA 联赛参赛球员基本情况统计

 全队 前锋 中锋 后卫 

项目 人数 
平均年龄 

/岁 

平均身高 

/h 

平均体重 

/kg 
人数 

平均身高

/h 

平均体重

/kg 
人数 

平均身高

/h 

平均体重

/kg 
人数 

平均身高

/h 

平均体重

/kg 

北京 15 28.3 1.989 97.3 5 1.998 99.6 4 2.088 115.8 6 1.916 83.2 

前八 123 25.6 1.986 94.7 58 1.989 93.5 32 2.083 109.5 33 1.889 82.3 

整体 314 25.5 1.983 93.3 138 1.994 93.4 75 2.089 108.2 101 1.887 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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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4要2015 赛季 CBA 联赛北京队在不同赛段中胜场与负场各指标变化情况一览表(均值)

注院+ 表示球队在胜场各指标的平均值大于负场袁－表示球队在胜场各指标的平均值小于负场曰A 表示常规赛曰B 表示八强赛曰C 表示

半决赛曰D 表示决赛袁E 表示全部比赛遥
渊+6.7%冤袁充分抓住和利用主场优势渊野主场优势冶的概念

由 Koppet 于 1972 年提出袁 是指与比赛地点和比赛胜负

有关的一种统计现象袁即主场取胜的比例大于客场取胜的

比例 [5袁6]遥 对于体育比赛中主场优势的研究一直是国外专

家和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7]冤袁本研究发现北京队在

整个赛季的 51 场比赛中袁获胜总场数为 37 场袁其中主场

拿下 24 场袁客场拿下 13 场袁负场数 14 场袁其中主场输掉

1 场尧客场输掉 13 场袁可见北京队在比赛中拥有极好的主

场优势渊即熟悉的赛场环境尧现场球迷的支持尧无旅途劳顿

等冤袁同时袁北京队在防守反击尧失误控制等方面也拥有不

错表现遥

对 CBA 联赛常规技术指标进行的统计袁 以此鉴别球队

实力水平及实力结构遥 有研究认为袁篮球比赛中的助攻数是

实现团队协作的主要手段[8,9]袁同时它是区分强队与弱队的重

要指标袁也是鉴别球队球员经验与成熟度的重要标志[10]遥抢断

和篮板球是增大对手防守压力的最好途径[11,12]遥 就篮板球这一

指标来说袁 更多的后场篮板可以实现更多的快速转换进攻袁
反之袁 抢到更多的前场篮板可以压制对手的快速转换进攻遥
通过对 2014要2015 赛季 CBA 联赛球队的常规技术指标统

计袁从而得出冠军球队北京队在整个赛季及季后赛中各攻防

指标与整体球队及八强球队攻防指标的差异渊见表 3冤遥

赛段 
2 分 

投射次数 

2 分 

命中率% 

3 分 

投射次数 

3 分 

命中率% 

罚球 

总数 

罚球 

命中率% 

总 

篮 

板 

助 

 

攻 

抢 

 

断 

盖 

 

帽 

失 

 

误 

犯 

 

规 

快 

 

攻 

扣 

 

篮 

得 

 

分 

主 

 

场 

客 

 

场 

A 胜场 55.3 58 25.6 42 26.8 72 40.4 21.2 9.5 3.4 11.8 25.1 4.1 3.9 115.4 18 9 

A 负场 50.8 51 26.6 34 25.2 76 34.5 15.2 7.2 3.3 13.7 24 3.5 2.6 98.5 1 10 

差幅 +4.5 +7% -1 +8% +1.6 -4% +5.9 +6 +2.3 +0.1 -1.9 +1.1 +0.6 +1.3 +16.9 +17 -1 

B 胜场 56.7 55.9 29.7 44.9 28.7 80% 47.3 24.3 7.7 4.0 12.7 24.3 7.3 4.7 125.3 2 1 

B 负场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差幅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C 胜场 52.3 49 27 41.9 31 74 39.3 17 10.3 5.3 14 31.4 3.7 2.7 108 2 1 

C 负场 47 46.8 27 33.3 43 65 48 13 7 2 16 25 0 3 99 0 1 

差幅 +5.3 +2.2% +0 +8.6% -12 +9% -8.7 +4 +3 +3.3 -2 +6.4 +3.7 -0.3 +9 +2 +0 

D 胜场 49 54 25.8 46 22.8 78 39.8 17.5 9 3.3 11 21.3 3.8 1.3 106 2 2 

D 负场 48.5 49 21.5 37 40 75 38 11 6 3.5 14 24.5 1.5 1.5 101 0 2 

差幅 +0.5 5% +4.3 +9% -17.2 3% +1.8 +6.5 +3 -0.2 -3 -3.2 +2.3 -0.2 +5 +2 +0 

E 胜场 53.2 53 26 41.5 31.6 55.5 42.3 18.4 8.4 4.1 13.1 26.3 4.2 3.2 112.4 24 13 

E 负场 48.8 48.9 25 34.8 36.1 72 40 13.1 6.7 2.9 14.6 24.5 1.7 2.4 99.5 1 13 

差幅 +4.4 +4.1% +1.0 +6.7% -4.5 -17% +2.3 +5.3 +1.7 +1.2 -1.5 +1.8 +2.5 +0.8 +12.9 +23 0 

 

渊1冤整赛季院北京队在 3 分投射次数渊+1.5冤及命中率

渊+1%冤尧后场篮板渊+1.1冤尧助攻渊+1.9冤尧抢断渊+1.4冤尧失误

渊-1.6冤等 9 个方面要略优于整体球队的表现遥 而在 2 分投

射次数渊-4.4冤及命中率渊-4%冤尧罚球命中率渊-4.9%冤尧总篮

板数渊-4冤尧前场篮板渊-4.9冤尧犯规渊+1.2冤尧得分渊-8冤等 8 个

指标较整体球队低遥

可见袁在整个赛季中袁北京队取胜的关键是较多的 3

分投射次数及命中率尧对篮板球的冲抢渊指攻方队员对投

篮未中的球的弹出角度尧路线及落点的判断基础上袁通过

摆脱防守队员袁对篮板球进行冲抢袁该指标反应球队球员

的冲击意识冤尧团队配合尧积极的防守尧对失误的控制等方

面遥 然而 2 分投射次数及命中率尧罚球命中率尧总篮板数尧

表 3 2014要2015 赛季 CBA 联赛球队常规技术指标统计渊均值冤

 指标 
2 分 

投射次数 

2 分 

命中率% 

3 分 

投射次数 

3 分 

命中率% 

罚球 

总数 

罚球 

命中率% 

总篮 

板 

前场 

篮板 

后场 

篮板 

助 

攻 

抢 

断 

盖 

帽 

失 

误 

犯 

规 

快 

攻 

扣 

篮 

得 

分 

整 北京 53.3 55.2 26.0 39.9 27.4 73.1 39 10.5 28.8 19 8.7 3.5 12.5 24.9 3.9 3.2 110 

赛 整体 57.7 59.2 24.5 39.9 26.5 78.0 43 15.4 27.7 17.1 7.3 3.0 14.1 23.7 2.9 2.8 118 

季 差值 -4.4 -4% +1.5 +1% +0.9 -4.9% -4 -4.9 +1.1 +1.9 +1.4 +0.5 -1.6 +1.2 +1 +0.4 -8 

季 北京 26.7 50.0 11.2 40.0 30.3 80.0 41 10.3 30.7 17.6 8.4 3.8 12.9 25.2 3.9 2.5 110 

后 整体 28.0 50.0 9.7 40.0 28.0 80.0 40 11.8 28.7 16.2 7.7 3.7 12.5 24.1 3.4 3.1 107 

赛 差值 -1.3 +0.0 +1.5 +0.0 +2.3 +0.0 +1 -1.5 +2.0 +1.4 +0.7 +0.1 +0.4 +1.1 0.5 -0.6 +3 

 注院+ 表示球队在胜场各指标的平均值大于负场袁－表示球队在胜场各指标的平均值小于负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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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2 分投 

射次数 

2 分命 

中率% 

3 分投 

射次数 

3 分命 

中率% 

罚球 

总数 

罚球命 

中率% 

总篮板 前场 

篮板 

北京  得分 0.369** 0.392** 0.141 0.597** 0.040 -0.047 0.477** 0.297* 

前八  得分 0.319** 0.511** 0.153** 0.477** 0.060 0.155** 0.193** 0.166** 

整体  得分 0.302** 0.542** 0.239** 0.488** 0.158** 0.211** 0.188** 0.154** 

指      标 
后场 

篮板 

助 

攻 

抢 

断 

盖 

帽 

失 

误 

犯 

规 

快 

攻 

扣 

篮 

北京  得分 0.409** 0.678** 0.215 -0.198 -0.238 0.083 0.428** 0.434** 

前八  得分 0.116* 0.557** 0.109* -0.028 -0.173** 0.069 0.308** 0.296** 

整体  得分 0.133** 0.576** 0.088* 0.046 -0.225** 0.215** 0.271** 0.304** 

 

渊1冤北京队院2 分投射次数尧2 分命中率尧3 分命中率尧
总篮板尧后场篮板尧助攻尧快攻尧扣篮等 8 项指标与得分存

在高度线性相关性关系渊P＜ 0.01冤袁前场篮板与得分存在

线性相关性关系渊P＜ 0.05冤遥
渊2冤前八强球队院2 分投射次数尧2 分命中率尧3 分投射

次数尧3 分命中率尧罚球命中率尧总篮板尧前场篮板尧助攻尧
失误尧快攻尧扣篮等 11 项指标与得分存在高度线性相关性

关系渊P＜ 0.01冤袁后场篮板尧抢断与得分存在线性相关性关

系渊P＜ 0.05冤遥
渊3冤整体球队院2 分投射次数尧2 分命中率尧3 分投射次

数尧3 分命中率尧罚球命中率尧总篮板尧前场篮板尧后场篮

板尧助攻尧失误尧犯规尧快攻尧扣篮等 13 项指标与得分存在

高度线性相关性关系渊P＜ 0.01冤袁抢断与得分存在线性相

关性关系渊P＜ 0.05冤遥
综上得出袁与北京队得分存在渊高度冤线性相关性关系

的指标有 9 项袁前八强球队有 13 项袁整体球队有 14 项遥与
冠军球队渊北京队冤得分存在渊高度冤线性相关关系的指标

相对集中袁即北京队依靠更集中的指标优势渊2 分出手次

数尧2 分和 3 分命中率尧篮板球拼抢尧团队配合尧助攻和快

攻冤袁实现了获取高分的机会遥 可见袁增加 2 分出手次数尧
提高 2 分和 3 分命中率尧加强对篮板球的拼抢尧加强团队

配合创造更多的助攻和快攻机会是球队砍分取胜的关键遥

北京队球员拥有稍大的平均年龄袁这为他们提供更多

的训练时间和参赛机会袁 从而拥有更丰富的比赛经验袁使
他们达到更高的竞技水平并取得更多成功遥且北京队在平

均身高尧平均体重方面也略占有优势遥

北京队在整个赛季的 51 场比赛中袁获胜总场数为 37

场渊其中主场拿下 24 场尧客场拿下 13 场冤袁负场数 14 场

渊其中主场输掉 1 场尧客场输掉 13 场冤袁可见北京队在比赛

中拥有极好的主场优势遥

渊1冤北京队在胜场取胜的关键因素是拥有更多的 2 分

出手次数及中投命中率袁尤其是打出了极好的团队配合和

很高的 3 分命中率袁充分抓住和利用主场优势袁在防守反

击尧失误控制等方面拥有不错表现遥
渊2冤在整个赛季中袁北京队取胜的关键是有较多的 3

分投射次数及命中率尧对篮板球的冲抢尧团队配合尧积极的

防守尧对失误的控制等方面遥在季后赛中袁较多的三分投射

次数尧对篮筐的冲击和对篮板球的冲抢和保护尧团队配合尧
对失误的控制等方面是北京队克敌制胜的关键遥

渊3冤通过 Pearson 相关分析袁与北京队得分存在渊高度冤
线性相关关系的指标相对集中袁即北京队依靠更集中的指

标优势袁砍取高分获取胜利遥

篮球运动属于技能主导类同场对抗性项群袁 对运动

员的身高尧体重尧比赛经验有很高要求遥这就要求在篮球运

动员初期选材阶段及后期训练阶段要针对不同锋位袁需要

前场篮板等 8 个指标成为困扰北京队发挥及得分的主要

因素遥
渊2冤季后赛院北京队在 3 分投射次数渊+1.5冤尧罚球总数

渊+2.3冤尧总篮板 渊+1冤尧后场篮板 渊+2冤尧助攻 渊+1.4冤尧失误

渊-1.6冤尧得分渊+3冤等 11 项指标的平均值要优于前八强球

队遥 在 2 分投射次数渊-1.3冤尧前场篮板渊-1.5冤尧犯规渊+1.1冤3

个指标的表现较前八强球队差遥 在 2 分命中率尧3 分命中

率尧罚球命中率 3 个指标没有差异遥
可见袁在季后赛中袁较多的 3 分投射次数尧对篮筐的冲

击和对篮板球的冲抢和保护尧团队配合尧对失误的控制等方

面是北京队克敌制胜的关键遥 然而袁2 分出手次数少尧前场

篮板丢失尧犯规较多 3 个指标是北京队需要克服和改进的遥

通过对 2014要2015 赛季 CBA 联赛冠军球队北京队尧
前八强球队尧 整体球队得分与各技术指标的 Pearson 相关

分析袁得出以下结论渊见表 4冤遥
表 4 2014要2015 赛季 CBA 联赛球队总得分与各攻防技术指标的 Pearson 相关分析

注院** 表示各攻防指标与得分存在高度线性相关关系袁P＜ 0.01曰* 表示各攻防指标与得分存在线性相关关系袁P＜ 0.05曰- 表示存在负线

性关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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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对运动员的针对性与科学选材遥同时使整个队伍中保

持一定比例有经验的老运动员数量袁从而使球队部分球员

拥有丰富的比赛经验袁从而获得优势遥
在平时的训练和比赛中袁 要充分创造及利用主场优

势遥赛前根据主客场条件有针对性地进行模拟攻防训练和

认知训练袁在比赛中有的放矢地进行技战术调整袁充分发

挥主场优势袁同时最大限度降低客场劣势袁从而提高比赛

的获胜几率遥
在训练中要有意识地加大对 2 分投射次数尧2 分命

中率尧3 分命中率尧总篮板尧后场篮板尧助攻尧快攻尧扣篮等

8 项与得分存在高度线性相关性关系指标的训练和提高遥
同时袁进一步加强对篮板的冲抢尧保护袁增加 3 分投射次

数尧提高发球命中率袁并尽量减少犯规次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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