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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舞蹈运动损伤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对比分析①

邹红  陈华  李朝
(厦门大学体育教学部  福建厦门  361005)

摘  要：本文利用文献资料、对比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刊载在我国体育专业类核心期刊及运动医学领域核心期刊上的有

关体育舞蹈运动损伤的文献进行综述研究，对选手伤病率、损伤特点、损伤的产生原因、损伤的预防几个方面进行研究现

状分析，并进行国际对比。随着体育舞蹈运动水平的日渐提升，对选手的运动能力也有越来越严格的要求，随之而来的就

是日益增加的大强度、大负荷的运动训练，由此诱发的运动损伤也会愈加频繁、严重。了解体育舞蹈项目的运动损伤，及如

何预防运动损伤势在必行。本文对发表于国内高水平期刊上和学位论文中的体育舞蹈运动损伤文献进行综述，再与国外

文献进行对比分析研究，以期促进体育舞蹈运动损伤的研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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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体育舞蹈运动损伤研究现状
1.1 选手损伤发生率

我国体育舞蹈选手的伤病率非常普遍。许立[1]对参加

2005年第十五届全国体育舞蹈锦标赛专业组的部分选手

进行调查，研究发现损伤发生率为82.9%。田鑫[2]的调查

研究发现伤病率为89.80%。王春阳等[3]的调查结果更是显

示，选手的伤病率高达100%。只有秦晓松等[4]的调查研究

显示体育舞蹈选手的伤病率较低，为48.9%。从这几篇的

研究对象来看，结论为伤病率非常普遍都是以省赛和全国

赛的专业组选手为调查对象；结论为伤病率较低的，调查

对象笼统表述为获奖选手，而没有详细说明参加什么组别

赛事、获得何种奖项。

1.2 损伤特点

从损伤部位来看，体育舞蹈选手中最常见的损伤部位

依次是膝部、踝部和足趾，占损伤总比率的51.34%，其余

依次为腰部、颈部、小腿、肩部等[1]。还有调查显示，体育

舞蹈运动员的损伤多发生于下肢和下肢的关节部位，按发

生率依次为膝关节、脚趾、踝关节、足部[2]。说明对体育舞

蹈选手而言，下肢和下肢关节是最易发生损伤的部位，尤

以膝关节、踝关节和足趾的损伤居多。

从损伤类型来看，王春阳等[3]的调查中，体育舞蹈选手

的运动损伤以软组织损伤为主，排名前三位的是皮肤擦伤

挫伤、肌肉拉伤、韧带拉伤，分别占损伤的36.5%、19.95%

和13.63%。田鑫[2]的研究结果显示，挫伤占35.61%、肌腱扭

伤占18.18%、拉伤占18.18%。许立[1]在对专业组选手的损

伤调查中也得出了相似的结果，认为膝关节中关节损伤比

例最高，踝关节中韧带损伤比例最高。

从损伤性质来看，大部分研究结果显示体育舞蹈选手

的运动损伤以慢性损伤为主。两大舞种的损伤性质方面

的对比分析结果显示，拉丁舞由于动作更激烈、运动所需

要的幅度和强度都更大，因此，比摩登舞更易产生运动损

伤，且损伤以急性损伤更多见。而摩登舞的受伤比例相比

较小，且受伤以慢性为主[1-3]。

1.3 损伤产生的原因

有研究认为，身体素质差、技术要领不正确、舞伴之间

配合不当、准备活动不合理、过度疲劳、在训练中受伤得

不到及时治疗与积极调整是引发体育舞蹈选手运动损伤

的6大因素[1]。田鑫[2]的调查结果也相似，第一大因素是身

体素质差，其次是准备活动和整理活动不充分，然后是技

术掌握不熟练，其余依次为舞伴之间配合不当、过度疲劳

和与其他选手发生碰撞。王春阳和秦晓松的调查结果都认

为训练因素是引起体育舞蹈选手运动损伤的最大因素，由

比赛、舞伴及场地等外界因素诱发的运动损伤也占有较大

比例。

1.4 损伤的预防

除了采集损伤流行病学数据外，大部分的文献都对预

防损伤给出了一些建议，总结起来包括以下几方面：（1）

加强正确技术动作学习的同时，加强身体素质练习；（2）

遵循科学训练原则，根据个人特点和技术水平制定训练计

划；（3）既重视课前的准备活动，也重视课后的整理活动；

（4）加强和舞伴之间的配合；（5）医务监督应成为预防运

动损伤的重要手段。

2  国外体育舞蹈运动损伤研究现状
2.1 选手损伤发生率

在南非，有研究认为32.8%的体育舞蹈选手曾受过或

正遭受运动损伤，其中，男选手中有16.7%、女选手中有

46.8%曾受过或正遭受运动损伤。还总结了总训练时间的

损伤发生率，男女分别为1∶2050和1∶688[4]。从选手的伤病

率来看，国内和国外的数据具有非常大的差异，这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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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界定损伤的条件不一样，上述文章需要导致以下3

个结果的一个才被认定为损伤：（1）完全停止训练或比赛；

（2）需要医生或者理疗师的治疗；（3）停止训练2d以上。

而国内的文献并没有作此要求。

2.2 损伤特点

从损伤部位来看，体育舞蹈选手中最常见的损伤部位

是踝、足、趾（39.5%），其次为背部和颈部（23.3%），口腔、

牙齿、颌、上肢和胸部损伤发生率最低，为4.7%[4]。Riding	

MT[5]的研究发现体育舞蹈女选手中，最常见的受伤部位依

次是背部、颈部、脚和膝盖，而男选手则是膝盖、脚踝、腰

部和大腿。

从损伤类型来看，体育舞蹈男选手的损伤类型没有显

著差异，而女选手在此方面有显著差异，其中肌肉痉挛和

水泡是最常见的损伤类型，分别占损伤的24%和21%，远

远高于脱臼、骨折、擦伤等运动损伤的3%。此外，水泡和

挫伤两种运动损伤女选手的伤病率远远高于男选手的伤

病率[4]。Riding	MT[5]的研究表明，肌肉、关节、肌腱是体

育舞蹈选手排名前三位的运动损伤类型，分别占总损伤

38%、21%和8%。

从损伤性质来看，与国内研究相似，都认为运动损伤

以急性为主。显著性分析后，总人群和女选手中，发生急性

损伤和慢性损伤并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然而，在男

选手中，急性损伤发生率更高，且急性、慢性之间具有显著

性差异（P<0.05）。

2.3 引起运动损伤的风险因素

体育舞蹈选手运动损伤的几大风险因素，分别是跳舞

年龄、训练时间、选手年龄、准备活动时间、场地。通过数

据分析得出，受伤的女选手比未受伤的女选手具有更长的

跳舞年龄，两者的平均数值分别为11.1和5.1，具有显著性

差异，而男性没有明显差异；维护不当的木地板可能会比

瓷砖或混凝土会造成更高的运动损伤[4，5]。大强度的训练

负荷（11.6±2.6h/周）、教师没有针对每个选手的特点制定

训练计划、练习了不适合的技术动作。

2.4 损伤的预防

有研究对如何预防运动损伤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如：

选手在发生损伤时应该积极进行治疗、加强核心力量的训

练、提高表现能力[4]。还有研究者建议在比赛中应设立医

疗服务中心，选手应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和放松练习，选

手应在适宜的环境中进行训练和比赛，应该学会缓解运动

疲劳的方法[5]。

3  国内外的研究比较
3.1 对运动损伤调查范围的界定不同

国外文献，明确规定只有出现以下3个条件中的一个才

被列为统计范围，损伤导致训练或比赛完全停止、这种损

伤需要寻求医生或者理疗师的治疗、损伤导致停止2d及以

上的训练。而国内的文献除秦晓松要求“对既往损伤有明

确诊断或根据主诉对选手进行临床检查”[6]，其他文献在

此方面没作任何说明。

3.2 对损伤发生率的定义不同

国内文献的研究大多数都是以发生损伤的人数除以参

与调查的总人数来表示损伤发生率，这种统计并不是非常

准确。Kuisis	S.M除以这种方法来说明损伤发生率外，还用

了Injuries	 per	 dancer-hours（最后换算成1例/运动小时进

行统计）和Injuries	per	1000	dancer-hours（损伤例数/1000

跳舞小时）进行说明，这样得出的统计数据更准确，更易

与别的项目进行对比分析研究。

3.3 对显著性差异分析的不同

国内很多文献在统计损伤的流行病学数据外，无一例

外都做了男女选手和摩登、拉丁两大类舞种的损伤对比分

析，但也都只做了百分比例的对比说明，做显著性检验的比

较少。而国外的几篇文章除百分比例外，都进行了显著性

差异分析，用来说明这种差异是否具有显著性。

4  结语
国内外有关体育舞蹈运动损伤的研究基本都是以调

查问卷的形式开展的，所分析的流行病学数据大多包含损

伤发生率、损伤部位、损伤类型、损伤性质等几个方面，分

析引起运动损伤的风险因素，再提出预防措施。从国内外

研究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到，研究存在以下不同：（1）所统

计运动损伤的研究范围不同，造成不同研究者之间的数

据差异较大；（2）定义损伤发生率这一概念不同，造成研

究结果难以进行国际间的对比研究；（3）显著性差异分析

的不同，造成对舞种、男女选手之间的损伤差异难以辩认

是否具有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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