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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运会男子跳远运动员起跳阶段
相关参数的分析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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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九运会 男子跳远运动 员起跳阶段相 关起跳技术 的运动 生 物 力 学分析
,

认为起跳

力量不 足仍 是制约 我 国 男子跳远成绩的 关健
。

因 而
,

在保持和提高速度的前提下
,

增加运动 员的

起跳 力量训 练是提高我 国跳远运动 员成绩的有效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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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跳是跳远从助跑向腾空转变的关键环节
,

起跳技术的

粗劣直接影响到跳远的最后成绩
。

参加九运会跳远决赛的前

名男子运动员总体上代表了 目前我 国男子跳远 的最高水

平
,

通过对决赛的现场录像拍摄
,

并对最后起跳阶段 的图像

进行解析
,

从而进行技术上的分析诊断
,

为我 国男子跳远训

练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帮助
。

验结果分别是显著性差异 尸 和非常显著性差异 尸

表
、

表
,

说明在踏跳技术上 我们不但没有进

步
,

而且与前 国内优秀运动员相 比有 了退步
,

进一步拉大了

踏板技术上的差距
。

主要原因是
,

运动员在最后一步上板不

够积极
,

起跳腿力量不足
,

特别是相对力量
。

研究对象与方法

选择九运会男子跳远前 名运动员 和世界 名优秀男

子跳远运动员为研究对象
。

对文献进行检索和相关的查阅
,

了解我国和世界男子跳

远技术发展状况 以及研究成果
。

运用
一

录像机对九运会男子跳远进行录

像
。

采用单点扫描的拍摄方式
,

拍摄频率为
。

主机距跳

远助跑道中心线的距离为
,

机高 一
,

拍

摄标尺
· 。

采 用 北 京 爱 捷 人 体 信息 科 研 所 的 录 像 解 析 系 统

对图像进行解析
。

运用物理学观点探讨跳远起跳的动力学特征
,

采用数学

统计法进行计算
,

求出所需的数据指标
,

并进行归类统计对

比分析
。

表 九运会男子跳远运动员踏板角
、

班离角和起跳扇面角数据统计一览表
。

路板角 蹬 离角
。

,

起跳扇面 角

温 玉 涛

劳剑峰
黄 乐

顾俊杰

王 成

谭正则

刘宏林

李大龙

蔡 鹤

。

结果与分析

起跳阶段的玲板角
、

蹬 离角和起跳扇面 角

九运会运动员起跳阶段的踏板角
、

蹬离角和起跳扇面角

为
· 、

和 表
。

踏板角最大是顾俊杰
,

最小是温玉涛
。

在踏板角上与
·

谢卢亚诺夫所设想 的跳远踏跳模

式中的
。

一 的踏板角有较大差距
。

把九运会运动员的踏

板角与前国内及世界优秀运动员 的踏板角进行对 比
,

其 检

在蹬离角上
,

九运会运动员与前国内及世界优秀运动员

的 检验结果是 无显著性差异 尸 和高度显著性差

异
,

平均值分别为
、 、 。

表
、

表
。

角值大
,

说明运动员蹬伸早
、

缓冲时间短
、

腿部力量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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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跑速度和速度的绝对利用率
,

增大起跳力量
,

特别是相对

力量的训练是提高成绩的关键
。

八八曰八,哎斗,、︺,‘

︵
。

︶侧彼

强
,

身体重心 的投影与起跳腿支撑点的距离短
,

踏板积极
。

结

合踏板角
,

更进一步说明九运会男子运动员 的腿部力量不足

是形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
。

结合最能体现跳远起跳效果的

扇面角
,

更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

三组运动员的起跳扇面角

分别为
。 、 、 ,

九运会运动员与世界优秀运动

员的起跳扇面角差值分别为 和
。 ,

与国内优秀运 动

员的差值是踏板角
。 、

蹬离角
“ ,

而与世界优秀运 动员

的差值则主要是先来 自于踏板 角
。 ,

其次是蹬离角
“ ,

故起跳扇面角与国内
、

国外运动员的 检验分别存在显著性

差异 尸 和非常显著性差异 尸 。
,

进一步说明

目前我国运动员在起跳阶段时间过 长
,

腿部的肌 肉力量偏

小
,

肌肉的缓冲能力差 也表明在训练中对于起跳腿肌 肉蹬

伸训练较多
,

相对暴露出着板时肌肉缓冲能力训练不足的弊

端 图
。

表 九运会运动员与前国内优秀

运动员的 检脸统计一览表
。

路板角 蹬 离角 起跳扇面 角

前国 内优 秀运动 员

九运会运动 员

平均值差 一 一

一 一

表 九运会运动员与世界优秀

运动员的 检验统计一览表
。

路板角 瞪 离角 起跳扇面 角

世界优 秀运动 员

九运会运动 员

平均位差 一 一

一 一

总之
,

九运会男子跳远运动员起跳阶段 踏板角偏小
,

上

板不积极
,

速度慢 蹬离角偏小
,

蹬地力量不足
,

起跳时间增

长
,

起跳扇面角过大
,

起跳效果差影响到跳远成绩
。

所 以提高

着地角 蹬离角 扇 面 角

图 九运会运动员与国内
、

外优秀运动员

板角
、

蹬离角和起跳扇面角对比圈

起跳瞬间的水平速度
、

垂直速度和腾起角

表 是九运会男子跳远前 名运动员和世界优秀运动

员的相关起跳技术的数据
。

表 是九运会前 名男子跳远运

动员和世界优秀运动员起跳瞬间的相关数据之间的对 比分

析结果
。

从表 来看
,

世界优秀男子跳远运动员起跳蹬离瞬间的

水平速度 快
,

垂直速度 高
,

起跳时间短
,

腾起角

度 大
,

所 以
,

跳远成绩也就好
。

九运会男子跳远运动员与世界优秀运动员的起跳技术

指标的相关数据 比较是较差 的
,

表 的 比较检验显示 除身

高与世界优秀运动员 比较无显著差异外
,

其它指标之间均存

在不同程度的高度显著性差异和非常显著性差异
。

特别是在

起跳瞬间的垂直速度 比较上具有高度的显著性差异 尸

。

研究表明
,

我国男子跳远运动员的助跑速度慢于世

界优秀运动员的助跑速度
。

因而在进人起跳阶段后
,

无论是

水平速度还是垂直速度与世界优秀运动员的速度都有较大

的差距
,

在取得的成绩上相差 一
。

这反映了运动

员身体素质上 的问题
,

这种差距就是腿部力量的不足
,

主要

是相对力量的不足
。

这与前文对起跳时的踏板角
、

蹬离角和

起跳扇面角的分析结果是一致的
。

表 九运会男子跳远前 , 名运动员和世界优秀运动员起跳瞬间有关指标比较一览裹

身高 体 重 起跳 时间 腾起 角 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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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温 玉 涛

李大龙

刘宏林

顾俊杰

谭正则

黄 乐

王 成

蔡 鹅

劳剑峰

九运会运动员

刘 易斯

比 蒙
埃 米亚

奥 瓦 涅安

鲍斯顿

迈 古 里 斯

世界优秀运动员

对李大龙的数据剖析认为
,

如果要 提高他的跳远成绩
,

必须提高其腿部力量
,

特别是增强相对力量的训练
,

才能使

起跳更为有力
。

如果在不降低其起跳瞬间水平速度的情况

下
,

保持起跳时间的不变
,

将起跳时的腾起角的角度增加到

以上
,

同样也增加 了起跳时的力量
,

从而增加 了身体重心

腾起时的初速度
,

最终才能把身体重心的垂直速度提高
。

由于

他的身高
、

体重与世界优秀运动员的相差不大
,

甚至接近了世界

男子跳远运动员的最佳理想模式
,

因此只要我们能够科学地进

行训练
,

就能进人世界优秀运动员的行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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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风冰
,

等 跳发飘球在世界女子排球比赛中的运用及发展趋势

跳发飘球过去主要运用于男子 比赛中
,

在现代女子排

球技术 日趋男子化的背景下
,

跳发飘球必定会在今后一段时

间内成为继跳发大力球之后
,

被更多女子排球运动员考虑采

用的发球技术
。

大部分现有使用跳发飘球技术的女运动员会继续使

用跳发飘球技术
。

因为跳发飘球与跳发大力球具有较好的迁移性
,

会有

部分运动员在熟练掌握跳发飘球的情况下逐 步过渡到跳发

大力球
。

中国队有两名一直采用跳发飘球且效果较好的女运

动员
,

在 年世界锦标赛比赛中改用跳发大力球
。

球
。

在失误率上与跳发大力球具有显著差异
,

接近于站发级

球技术
,

在现有每球得分赛制下
,

具有一定的优势
。

女运动员选择跳发飘球技术主要基于 自身的身体素

质
、

技术特点及飘球所要求的技术规格等几个因素
。

今后将会有更多的女运动员选择跳发飘球技术
。

大

部分现有跳发飘球使用者将会继续使用
,

少部分将过渡到跳

发大力球
。

结论

跳发飘球开始被一些女子排球运动员所接受
,

且使用

者数量有上升趋势
。

跳发飘球在得分效果上 比不上跳发大力球
,

但要高于

站发飘球
,

在破攻效果上
,

要高于站发飘球
,

接近跳发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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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九运会男子跳远前 , 名运动员和世界优秀运动员起跳瞬间有关指标 性脸比较一览衰

九运会
运动 员

世界
优 秀运动 员

方 差

方 差

身高 体重 起跳时 间 、

一 一 一 一

腾起角
。

。

一

结论和建议

在起跳阶段九运会男子跳远运动员的踏板角
、

蹬离角

偏小
,

起跳扇面角则过大
,

造成起跳时间过长使起跳 的效率

不高
。

在起跳水平速度
、

垂直速度
、

腾起角
、

起跳时间及体重

指标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

成绩的不理想主要不是身体形

态方面的原因
,

而是身体素质上的差异
。

建议在保持和提高原有助跑速度的前提下
,

增加运动

员的踏跳力量
,

即腿部的力量
,

才能缩短起跳时间
,

使起跳时

的垂直速度和力量增大
,

最终增加跳远的距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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