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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运动表现渊Athletic performance冤是指在体育活动或

竞技运动中袁 个人或团队在追求特定目标的过程中所展现的

竞技能力和执行水平袁包括了运动员在体能尧技术尧战术以及

心理等层面的表现咱1暂遥在当前国际竞技体育竞争愈加激烈的背

景下袁 运动员竞技运动表现水平的提升越来越取决于竞技体

育的科学化训练水平遥 竞技体育是国家实力尧体育文化和国际

影响力的重要标志袁中国国务院印发的叶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曳
渊国办发也2019页40 号冤明确指出袁野加强科研攻关袁构建科学合

理的训练体系袁是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的重要举措冶遥 在推

动竞技体育训练方式转型的关键时期袁 及时了解国际竞技运

动表现研究的现状和趋势对于丰富我国竞技运动表现科研和

实践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遥
竞技运动表现的细分研究方向较多袁文献数量繁多遥 如何

在海量且多样化的文献中高效尧 快速地了解和把握竞技运动

表现研究领域的发展概况尧 知识结构以及研究前沿成为体育

科研工作者共同关注的焦点遥 文献计量研究是一种涉及数学

和统计学的定量分析方法袁可以帮助研究者了解期刊尧国家尧

收稿日期院2024-01-05
基金项目院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渊2023SJYB0384冤曰南京
体育学院校级教改研究课题渊JG202338冤遥
第一作者简介院叶家驰渊1991耀冤袁男袁安徽黄山人袁在读博士袁中级实验
师袁研究方向院体能训练理论与实践袁E-mail院yejiachi@nsi.edu.cn遥

全球竞技运动表现研究的现状与启示
要要要基于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

叶家驰袁程 瑞
渊南京体育学院 学训融合中心袁江苏 南京 210023冤

摘 要院 以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数据在 2012要2022 年收录的 11 507 篇以竞技运动表现为主题的文献为

样本袁采用文献计量分析及可视化等方法袁从发文量尧期刊尧国家和研究前沿方面梳理竞技运动表现研究领域

的现状遥 结果显示院1冤竞技运动表现研究成果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袁年均发文量高达 1 003 篇曰2冤研究力量主要

集中在欧美和大洋洲等发达国家袁其中美国尧英国和澳大利亚在该研究领域处于绝对领先地位曰3冤研究前沿

领域主要涵盖了运动负荷量化及其应用尧身体素质的测评与提升尧运动损伤的防治与重复赛场尧运动员的成

才路径尧运动营养与体重控制以及认知与运动表现等方面遥 建议我国学者应继续拓宽理论视野与学科视角袁
紧跟国际研究前沿袁提高我国在竞技运动表现研究领域的国际影响力遥
关键词院 运动表现曰竞技体育曰运动员曰身体素质

中图分类号院 G807 文献标识码院 A 文章编号院 1003-983X渊2024冤03-0034-08

Present Situa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Global Athletic Performance Research: Analysis
Based on CiteSpace
YE Jiachi袁 CHENG Rui

渊Center of Teaching and Training袁 Nanjing Sport Institute袁 Nanjing Jiangsu袁 210014冤
Abstract院 Based on the 11袁507 literatures on athletic performance collected by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data from 2012 to 2022袁
this paper uses bibliometric analysis and visualization methods to sort out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research field of athletic performance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袁 journals袁 countries and research frontie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袁 1) The research re鄄
sults of competitive sports performance showed an increasing trend year by year袁 with an average annual number of papers reaching
1袁003. 2) Research forces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Europe袁 the United States and Oceania袁 among
which the United States袁 the United Kingdom and Australia are in an absolute leading position in this research field. 3) The research
frontier mainly covers the quant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raining load袁 evalu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physical fitness袁 the preven鄄
tion and treatment of sports injury and the return to sport袁 the path to athlete success袁 sports nutrition and weight control袁 cognition
and sports performance. It is suggested that Chinese scholars should continue to broaden their theoretical vision and disciplinary per鄄
spective袁 keep up with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frontier袁 and improve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China in the field of athletic per鄄
formance research.
Keywords院 athletic performance曰 athletics曰 athlete曰 physical quality

第 源3 卷 第 3 期
湖北体育科技

Hubei Sports Science
May. 2024

Vol. 源3 No. 3
2024 年 5 月

34窑 窑



第 43 卷 湖 北 体 育 科 技 第 3 期

机构和作者在某个领域的科学研究状况袁 以及某一领域的研

究趋势和重点袁 研究结果可为今后的研究和决策有关提供参

考咱2-3暂遥 国际著名的信息可视化专家陈超美教授基于 java 计算

机编程语言开发的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可对某一研究领域

的文献进行计量袁 并将大量文献数据以知识图谱的形式呈现

出来袁研究者可以从整体视角袁直观全面地分析某一研究领域

的发展历程袁识别最活跃的研究前沿和发展趋势咱4暂遥
目前国内外鲜有研究学者对运动表现研究领域进行可视

化分析研究遥 为此袁 本文以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为数据

源袁从年发文量尧刊载期刊尧国家和研究前沿这 4 个方面袁借助

CiteSpace 5.7.R 软件对近十年来以竞技运动表现为主题的文

献进行梳理袁以期为国内学者准确尧及时地了解和掌握国际竞

技运动表现研究现状提供参考遥
1 数据来源与方法

1.1 数据获取

本文的研究主题为竞技运动表现遥 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袁
经过对多个检索式进行反复组配与比较袁最终确认在?Web of
Science渊WoS冤核心合集数据库的高级检索中输入检索式院TS=
渊performance AND 渊sport* OR athlet* OR Playe* OR com鄄
petit*冤冤袁设置语种=English袁时间跨度=2012要2022 年袁索引=
SCI-EXPANDED袁共得到 123 595 篇文献遥 鉴于野performance冶
在不同学科中的宽泛含义袁为了提高文献的查准率袁从中选定

WoS 类别=sport sciences袁 文献类型=article 和 review袁 共获得

35 635 篇文献遥剔除无关文献后袁最后获得 11 507 篇遥检索时

间为 2023 年 3 月 16 日遥
1.2 研究方法

采用 CiteSpace V 软件对已获取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院
1冤将时区跨度设置为 2012要2022 年袁时间切片为 1 年袁选择

全部主题词术语来源曰2冤 每个时间切片提取 top50 节点曰3冤节
点类型选择国家和被引文献曰4冤 图谱修剪选择为寻径和修剪

合并网络曰5冤 采用基于关键词的方法对共被引文献图谱进行

聚类袁使用对数似然率算法提取聚类标签袁使用突现性技术探

测高突现性文献袁 最少突现持续时间设置为 2 年遥 运用 Ex鄄
cel2007 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数据分析袁采用文献资料法对重

点文本进行研究前沿解析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年发文量特征

学术期刊作为科技文献的主要载体袁承担着积累前沿科技

信息和文献资源的主要职责咱5暂遥 近十年来袁国际学术权威 WoS
数据库年均收录的竞技运动表现研究成果高达 1 003 篇袁年
发文量从 2012 年的 612 篇上升到 2022 年的 1 469 篇袁 呈现

出逐年上升的趋势渊图 1冤遥 可见袁竞技运动表现研究领域是体

育科学学科的研究热点袁 学界广泛关注和重视竞技运动表现

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遥 同时也反映了竞技运动表现研究成果的

深度和质量较高袁得到了相关期刊的认可遥

图 1 竞技运动表现研究年发文量

2.2 主要期刊来源

通过对文献来源期刊的汇总袁 可为学者查阅和投稿相关

期刊提供参考遥 研究发现袁在 91 种刊载竞技运动表现研究成

果的期刊中袁 发文量位列前 10 的期刊占发文总量的 51.41%
渊表 1冤袁期刊主办国主要来自美国和欧洲等国袁其中美国和英

国均占 3 席袁具有明显的集中趋势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

美国家在竞技运动表现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遥 利用 WoS 数据

库的期刊引用报告功能分别检索所列期刊归属数据集和发文

量袁结果发现袁这 10 种期刊均属于 SCIE 单一收录袁2019 年期

刊平均发文量达 22 240 篇袁其中叶J STRENGTH COND RES曳
在 7 本年发文量超过 200 篇的期刊中以年发文量 406 篇位居

第一名遥 与国外自然科学类期刊种多尧发文量大不同袁我国 16
种体育类北大核心期刊在 2014要2018 年期间的年发文量呈

逐年下降趋势遥 2018 年袁仅有 2 家期刊发文超过 200 篇文章袁
平均发文量仅为 14 512 篇咱5暂袁且均属于社会科学门类遥 然而袁

表 1 运动表现研究领域主要期刊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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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STRENGTH COND 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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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J SPORT PHYSIOL

J SPORT MED PHYS 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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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 SCI SPORT EXER

INT J PERF ANAL SPOR

J SCI MED SPORT

EUR J SPORT SCI

INT J SPORTS MED

排名 期刊

2 071

1 074

914

558

478

476

454

452

451

354

发文总量/篇 频次/%

14.09

7.57

6.03

3.91

3.44

3.42

3.29

3.28

3.27

2.70

2019 年发文量/篇

406

338

203

271

124

299

81

236

148

118

国家

美国

英国

美国

意大利

波兰

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

英国

德国

2019 年影响因子 学科

2.973

2.597

3.528

1.432

1.664

4.029

1.518

3.607

2.781

2.556

体育科学

体育科学

体育科学尧生理学

体育科学

体育科学

体育科学

体育科学

体育科学

体育科学

体育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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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运动表现研究是以野运动中的人冶为研究对象袁主要采用

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对竞技运动表现进行研究遥 这提示袁在建

设体育强国和竞技体育国际交流愈发频繁的背景下袁 我国的

体育类期刊可适度增加竞技运动表现研究成果的发表力度遥
2.3 主要研究国家和地区

发表研究成果排名前 10 的国家占发文总量的 67.95%袁
其中美国尧英国和澳大利亚以 39.74%的发文量比例在竞技运

动表现研究领域处于绝对领先地位渊表 2冤遥 除巴西外袁其余 9
个国家的中心性均逸0.1遥 高中心性渊逸0.1冤通常被认为是分析

对象的重点咱6暂袁这说明排名前 10 位国家在该领域具有较大的

国际影响力遥 这主要与以下因素相关院1冤经济基础雄厚遥 竞技

体育的资金投入尧 后备人才培养和保障服务等方面均需要依

靠国家厚实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袁 上述国家的经济发达或处

于经济高速发展期遥 2冤 竞技体育发达遥 上述大部分国家在

1896要2018 年的历届夏季奥运会或冬季奥运会中获得的奖牌

总数位列前茅袁同时还建立了世界一流的足球尧篮球尧网球和

橄榄球等职业体育联赛遥 运动员的竞技运动表现直接关系到

职业体育俱乐部的知名度和收益袁 职业俱乐部需将运动员的

竞技运动表现提升工作放在重要位置遥3冤科技助力支撑遥科学

研究是运动成绩和训练水平快速提升的强大引擎袁美国尧俄罗

斯尧 英国和德国等世界竞技体育强国在备战奥运会过程中高

度重视科技支持咱7暂遥
相比之下袁我国仅以 198 篇发文量位居第 20 位袁中心性

为 0.04袁且大部分研究成果来自香港的研究机构袁这表明我国

大陆地区在该领域的国际影响力还较为欠缺袁 这与我国奥运

会的竞技实力不相匹配遥 一方面与 WoS 数据库收录的期刊以

英文为主有关袁 以英语交流为主的国家和地区在发表研究成

果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遥 另一方面与我国运动生物学理

论基础薄弱袁运动训练理论的科技知识含量较低有关遥 虽然近

几十年来袁 中国大陆积极学习了大量欧美运动训练理念和实

践方法袁但与体育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着明显差距咱8暂遥提示袁在
建设体育强国和竞技体育科技助力的背景下袁 我国相关学者

应最大程度地运用自然科学研究范式袁 围绕制约运动员运动

表现提升的具体问题开展研究袁同时还应积极拓宽国际视野袁
加强国际合作研究袁提升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影响力遥

表 2 竞技运动表现研究领域国家(地区)分布

注院中国的发文量包含了香港尧澳门的数据袁未包含台湾地

区的数据遥

2.4 主要研究前沿

参考文献共被引是指 2 篇参考文献被同一篇文献引用遥
通过共被引网络中的聚类和关键节点分析袁 可以揭示某一研

究领域的知识基础和研究前沿咱9暂遥 结果发现袁由 855 个节点和

846 连线组成的被引文献(知识基础)和施引文献聚类标签(研
究前沿)混合网络形成了 26 个较大的知识聚类渊表 3冤遥Q 值(模
块值)为 0.922 2袁S 值(平均轮廓值)为 0.979 6袁说明聚类图谱的

网络社团结构显著和聚类效果信度较高咱9暂遥高突现性被引文献

代表了某一领域在相应时间段内的研究前沿和热点问题袁聚
类中包含的突现性文献与研究活跃程度呈相关遥 本研究通过

突现性技术共探测到 141 篇文献袁95.04%的文献分布在 26 个

知识聚类中袁突现持续时间均持续到 2022 年遥 为进一步阐明

各聚类之间的关系袁以图谱显示的聚类模块为基础袁结合高突

现性文献对内部知识结构进行挖掘袁 最终将竞技运动表现研

究分为 6 个知识聚类群渊图 2冤遥

图 2 竞技运动表现研究的文献共被引聚类图谱

2.4.1 运动负荷量化及其应用研究

运动负荷量化及其应用研究是竞技运动表现研究的核心

内容袁起着连结其他知识聚类群的枢纽作用袁主要可细分为 4
个方向的研究内容遥

运动负荷量化方法的研究遥 数据驱动的体育决策是现代

竞技训练转型的重要特征遥 运动负荷的科学量化对于优化训

练负荷模式袁了解运动员竞技状态和水平袁降低过度训练和运

动损伤的发生风险袁提高专项体能训练效果具有重要作用咱10暂袁
其通常作为运动负荷量化应用研究的知识基础遥 现阶段运动

负荷量化方法的研发和论证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袁 研究者侧重

于从人体内外部交互影响的视角来研究运动员承受的运动负

荷的程度咱11暂袁其中 GPS尧心率尧sRPE 和力速曲线监控是目前研

究者的关注重点咱12暂遥 然而袁所有的定量方法都有其固有的优点

和局限性遥例如袁当前 GPS 的信度和效度可能会受到复杂运动

情境尧移动速度咱13暂和设备型号咱14暂等因素的影响遥 建议未来的研

究应基于内外负荷的交叉视角对所获得的定量数据进行整合

优化袁制定出适合专项特点的数字化运动负荷量化方法遥
运动疲劳监测与消除的关键技术研究遥 监测运动员的疲

劳和恢复状态袁可以为了解运动员的竞技状态尧过度训练和伤

病风险等提供有益信息遥 考虑到最大身体表现评估尧血液与尿

液等生化指标的疲劳量化方法存在着耗时费力袁 可能无法便

1

2

3

4

5

6

7

8

9

10

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

西班牙

巴西

加拿大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新西兰

排名 国家

0.14

0.15

0.15

0.25

0.02

0.08

0.04

0.15

0.10

0.14

中心性 发文数量/篇

2 535

2 080

1 766

1 065

778

672

611

527

471

407

频次/%

15.79

12.95

11.00

6.63

4.84

4.18

3.80

3.28

2.93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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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地检测运动员整个赛季疲劳状态的变化袁 最近采用运动员

自我报告量表尧 基于心率衍生指数的自主神经系统和用于评

估神经肌肉功能系统的纵跳测试等快速便捷尧 非侵入性的方

法评价运动员的疲劳状态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咱15暂遥 运动

疲劳消除的关键技术是该研究主题的另一个重点遥 运动性疲

劳的消除是一个生理和心理等多层面修复的过程袁除了睡眠尧
休息和营养这 3 大常规恢复措施外袁拉伸尧压缩服尧按摩和电

刺激等短期加速恢复的物理疗法在现代竞技体育中已被广泛

采用遥 在比赛急性充血期间袁冷水浸泡可以更快地抑制急性炎

症和恢复运动表现咱16暂袁已引起研究者的关注遥 精英运动员在重

大比赛前尧高强度训练周期和长途旅行后易发生睡眠障碍咱17暂袁
这将对恢复过程和运动表现产生负面影响袁 是目前的研究前

沿热点遥 总之袁随着运动疲劳监测和恢复方法的迅速发展袁对
运动疲劳的产生和恢复机制已取得较多研究成果遥 未来研究

还有必要分析不同恢复策略对人体的长期影响以及组合恢复

方案诱导抗炎或促炎反应的影响袁 以进一步明确疲劳监测结

果与运动员的竞技表现尧伤病之间关系遥
运动员的运动表现分析研究遥 该主题的前沿研究可划分

为以下 3 个细分方向院1冤运动员比赛表现分析遥 运动表现分析

是指对运动员或运动队在训练和比赛过程中的表现的测量与

分析袁包括技战术分析尧专项体能需求分析尧运动心理以及行为

分析等咱18暂遥 现阶段研究者多基于以 GPS 为代表的时间要运动

分析和心率尧血乳酸等生理生化参数袁从运动水平尧球员位置尧
比赛级别和上下半场等方面揭示运动员的比赛运动特征咱19暂遥2冤
基于比赛负荷特征的体能训练方法设计遥 了解专项比赛负荷

特征可为体能训练和比赛准备提供客观的决策依据咱20暂遥 例如袁
有研究分析了橄榄球运动员身体素质与比赛表现的相关性袁
提出运动员的下肢尧 上肢力量和高强度间歇跑动能力应作为

橄榄球项目重点发展内容咱21暂遥 此外袁小场地训练具有综合提升

运动员的体能尧 技战术能力和训练积极性以及缩短训练时间

等优点袁在集体球类项目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袁目前的研究主要

是对不同形式的小场地比赛中运动员的体能尧 战术和技术能

力进行评价咱22暂遥3冤比赛表现与比赛效果分析遥研究主要从运动

员的技战术特征咱23暂和体能水平视角咱24-25暂揭示影响比赛效果的

因素遥 总之袁国际学者在该主题上基本形成了以数据驱动核心

的 野比赛要分析要信息反馈要训练要比赛冶 的标准化研究范

式袁但我国在此研究领域仍然相对滞后袁仍存在着诸多问题需

要进一步探索和解决遥
运动负荷调控与伤病防控遥运动员承受的训练和比赛负荷

与损伤尧 疾病和肌肉酸痛发生率之间存在剂量要反应关系咱26暂遥
如何通过运动负荷调控达到竞技运动表现提升最大化的同时

最小化损伤风险的目的是学界关注的焦点遥 澳大利亚的 Gab鄄
bett 研究团队在该研究领域表现突出袁提出急性与慢性训练量

比是一个较好的损伤预测指标袁并建议将急性工作负荷(计算

外部和内部工作负荷的 1 周数据)与慢性工作负荷(4 周滚动

平均数据)的比例控制在 0.8耀1.3 范围内咱27暂遥 Hulin 等咱28暂在 6 年

的时间里收集了 28 名板球投球手的 43 个赛季数据袁 发现急

性工作负荷的快速增加与快投球手受伤的风险增加有关遥 目

前国内在这一研究方向的成果相对较少袁 后续研究可在不同

项目中进行大规模的调查袁 以深入探究运动负荷与损伤之间

的关系袁 从而为科学的负荷管理和伤病预防提供更多的数据

支持遥
2.4.2 身体素质的测评与提升研究

运动员的身体素质发展受到先天遗传尧 环境和后天训练

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遥围绕此主题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 2
个方面遥

体能测试与数据分析遥 肌肉发力率是评价力量和具有肌

肉爆发性收缩特征的跳跃尧速度和变向等动作的关键指标咱29暂遥
测力台尧 线性位移传感器等动测力计和肌电等生物力学测试

设备已被广泛应用于肌肉发力率的评估遥 研究表明袁等长大腿

中部拉测试易于规范动作标准袁且可获得较高信度的峰值力尧
发力率和冲量等指标咱30暂袁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前沿遥然而袁该方法

存在动作专项性不足的问题袁是否能够有效评价各项目运动员

的专项力量还存在一定的争议遥 此外袁基于生物力学测试设备

深入挖掘影响速度尧灵敏能力的关键因素也受到了研究者的关

注遥 研究发现袁力量素质较好的运动员在制动到再加速阶段期

间的垂直和水平制动力尧推进力更大袁变向速度更快咱31暂遥
身体素质的提升机制及干预效果研究遥 运动员身体素质

的有效提升一直是竞技运动表现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焦点和热

点问题遥 该研究方向主要分析了不同运动专项尧年龄尧性别和

运动等级运动员的身体素质特征袁 并探讨了不同身体素质之

间的相关性以及不同干预策略提升身体素质的效果遥 该部分

的研究主要有 2 个研究视角院一是以后激活增强效应练习尧复
合力量训练尧 快速伸缩复合训练等为代表的力量和爆发力训

练方式对爆发力尧速度尧灵敏和跳跃能力提升效果的研究咱32暂遥
二是以高强度间歇训练方法为核心的对提升重复冲刺能力的

作用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目前大部分研究更多地集中在身体素质

的应用层面袁而基础理论研究相对较薄弱遥 建议未来的研究基

表 3 竞技运动表现研究的前沿主题

C1

C2

C3

C4

C5

C6

运动负荷量化及其应用研究

身体素质的测评与提升研究

运动损伤的防治与重返赛场研究

运动员成才路径研究

运动营养与体重控制研究

运动认知与运动表现研究

聚类群 研究前沿主题

#1 外部负荷尧#4睡眠尧#5冲刺尧#6手球尧#7全球定位系统尧#8自主神经系统尧#10风险因子尧#11监
控尧#12 健康尧#13比赛分析尧#14低氧训练尧#17运动表现分析尧#18力速曲线监控尧#23运动技术

#2 发力率尧#5冲刺尧#9伸缩复合周期尧#19抗阻训练尧#20后激活增强效应尧#25变向

#0 前交叉韧带尧#10风险因子尧#21腘绳肌尧#24肘关节

#9 伸缩复合周期尧#10风险因子尧#22运动选材

#1 外部负荷尧#15增补剂尧#16饮食失调

#3 认知尧#13比赛分析

子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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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运动训练学尧生物力学尧生理生化等多学科的交叉视角袁深
入探究身体素质提升的机制与原理遥
2.4.3 运动损伤的防治与重返赛场研究

运动损伤的发生会严重影响运动员的职业生涯遥 如何降

低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中的损伤发生率袁 帮助受伤运动员尽

快康复并重新参加比赛是一直以来都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遥
该研究领域主要围绕以下 3 个研究视角展开院1冤 运动项目的

损伤特征调查遥 加强对运动项目伤病问题的认识可以为减少

和预防运动员伤病提供参考遥 研究者常通过前瞻性或回顾性

的损伤报告或问卷调查等方法袁 分析专项运动损伤特征及其

影响因素遥2冤运动损伤的防控策略研究遥除了采用运动负荷调

控的方法进行伤病预防之外袁 动作筛查可识别运动员潜在的

功能障碍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测运动员的损伤风险遥 以

功能性动作筛查渊FMS冤尧星型偏移测试尧单腿下蹲等为代表的

野慢速冶动作筛查和以起跳误差评分测试尧跳跃测试等为主野快
速冶动作筛查已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遥 3冤伤后重返赛场是决定伤

病运动员能否安全地重新参加训练或比赛的关键策略袁需要综

合考虑医学和运动学等角度遥该方向的高突现性论文主要集中

在前交叉韧带和尺侧副韧带重建后的重返赛场问题袁研究者主

要关注伤后重返赛场的标准以及伤后重返赛场的运动表现遥结
果发现袁通过测评伤后运动员在完成星形偏移测试咱33暂尧起跳误

差评分测试咱34暂和跳跃测试咱35暂等功能性测试时的肢体对称指数

是一个备受关注的指标袁 伤后重返赛场的运动表现研究多采

用前瞻性的纵向研究方法咱36暂遥
尽管国际学者在运动损伤领域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

果袁但仍存在一些问题袁例如损伤定义尧统计方法和损伤特征

的分类标准尚未统一遥 国际奥委会制定的运动伤病监测系统

对损伤调查方法进行了规范袁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咱37暂遥 未来的

研究还需进一步明确基于动作筛查结果制定的干预方案在损

伤预防效果方面的有效性遥 我国运动损伤与康复研究起步较

晚袁 建议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应借鉴和完善不同运动专项的

损伤监控体系袁并基于运动训练学尧运动医学和运动生物力学

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视角对运动损伤问题展开纵向研究遥
2.4.4 运动员成才路径研究

运动员成才路径的研究主要关注于如下 2 个方面遥
运动员选材遥 运动员选材是指从青少年运动员中甄别出

有潜力发展成为精英运动员的过程咱38暂遥 研究集中在院1冤基因多

态性遥 竞技运动表现受到一些潜在的关键基因多态性的调控袁
尤其是涉及爆发力尧耐力和损伤咱39暂等方面的相关基因遥 已有研

究证实咱40暂袁至少存在 120 个与优秀运动员相关的基因袁其中 77
个与耐力相关袁43 个与爆发力和力量咱40暂遥2冤精英运动员成才模

型遥 基于循证证据对精英运动员潜在的成功预测因子进行测

量具有相对简单尧标准化和可测量化的优点遥
早期专项化训练研究遥 早期专项化训练是指运动员在青

春期之前围绕一个特定运动项目进行的高强度的训练咱41暂遥 研

究主要聚焦于院1冤早期专项化训练与成才率遥 与早期多项化训

练相比袁 有限的研究证明了早期专项化训练与成长为精英运

动员的正相关关系咱41暂遥 2冤早期专项化训练的运动损伤风险防

控遥 主要观点认为早期专项化训练很可能会对青少年身体机

能产生负面影响袁是重要的损伤风险因素咱41暂遥 这在 Jayanthi 等

的研究中得到了验证袁 发现从事单一运动项目的青少年运动

员存在过劳性损伤的风险咱42暂遥
总体而言袁 运动员成才规律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体系还有

待完善袁 但以往的研究成果对提高运动员成材率仍具有重要

的指导价值遥 研究指出袁提高选材成功率应基于体能尧技能尧心
理尧社会学等多学科预测和长期选拔青少年运动员的方法咱43暂遥
此外袁 应采取一系列防控策略来降低早期专项化训练所带来

的损伤风险袁包括院密切监测高强度训练和专项运动负荷曰参
加周期性的体能训练袁尤其是整合性神经肌肉训练袁以做好专

项需求准备并促进不同运动技能的发展咱44暂遥
2.4.5 运动营养与体重控制研究

合理搭配营养补充可促进机体疲劳恢复袁预防运动损伤袁
提高最佳竞技表现咱45暂遥 研究主要聚焦于 2 个方面院1冤运动营养

与运动表现提升遥 该部分的研究主要有 2 个研究视角袁一是生

酮膳食营养策略遥 该方法以摄取高脂肪和低碳水化合物为特

征袁可导致不同强度运动过程中脂肪氧化率的增加遥 二是营养

补剂策略遥 通过在常规膳食之外有目的地摄入补剂袁以达到健

康或运动表现提升增益的目的咱46暂袁其中咖啡因和膳食硝酸盐

是研究的热点遥 膳食硝酸盐在绿叶蔬菜和甜菜根中含量丰富袁
有研究证实咖啡因咱47暂和膳食硝酸盐咱48暂可以改善运动员的耐力

和高强度间歇运动表现遥2冤体重控制与饮食失调遥难美型和重

竞技项目运动员常面临着如何在不损害身体健康和竞技运动

表现的前提下达到控制合理体重的目的咱49暂遥 研究发现袁多数格

斗运动员采用的快速减重法并未得到营养师的指导袁 这有可

能导致营养不良和饮食失调咱50暂遥 综上袁运动营养与体重控制方

面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袁 但该领域存在着实验室

研究和实践应用方面的隔阂问题遥 例如袁生酮膳食营养方法能

够显著提升运动员竞技表现的证据不足咱51暂遥 营养补剂的实验

效果还受到使用情景尧个体基因和习惯饮食等因素的影响遥 未

来的研究还需进一步论证其在实际应用方面的效果遥
2.4.6 运动认知与运动表现研究

运动员具备了良好的认知控制能力才能在运动过程中对

非预期信号刺激进行快速反应和采取灵活转换策略遥 该主题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2 个方面院1冤心理疲劳对运动表现的影响遥
心理疲劳指由于长时间的高要求认知活动而引起的主观评分

的急性增加或认知能力急性下降的心理生理状态咱52暂遥 研究者

常采用长时间的持续性认知任务来诱发受试者的心理疲劳状

态袁主要观点认为心理疲劳有可能会对运动员的体能尧技术尧
战术和认知表现造成改变和不利影响咱53-54暂遥 2冤节奏策略对比

赛结果的影响遥 节奏策略指运动员以合理分配体力为目标导

向的运动强度调节行为遥 节奏策略的调整取决于竞争情况和

运动员当前的内部状态袁 对个人比赛成绩有着重要影响遥
Hanley 等咱55暂分析了参加奥运会和世界马拉松锦标赛的 673 名

男子运动员和 549 名女子运动员的跑动节奏袁 提出马拉松运

动员应寻找与自己运动水平相近的对手袁 教练员应注意战术

的性别差异并设计相应的训练方案遥 总体而言袁国外的心理疲

劳和节奏策略研究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态势袁 但对在实际运

动场景操作中的具体问题探讨还有待深入遥
3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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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运动表现一词在国内竞技体育领域的广泛应用可追

溯到国家体育总局邀请以美国野Athletes' Performance冶为代表

的体能训练机构袁协助中国国家队备战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和

2012 年伦敦奥运的训练工作遥 内涵和外延是概念的 2 个基本

特征袁 明确竞技运动表现的外延对理论研究和科学指导运动

训练实践至关重要遥 由本文的研究结果可知袁竞技运动表现的

研究成果涵盖了运动训练学尧运动生理学尧康复医学尧营养学

以及运动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遥 提示袁与提升运动员竞技运动表

现的相关研究均可归属于竞技运动表现的研究领域遥
竞技运动表现研究要拓宽研究视野与学科视角遥 竞技运

动表现研究领域的 6 个主要研究前沿表现出了以运动训练学

为核心袁与运动生理学尧康复医学尧营养学和运动心理学等交

叉融合的态势遥 其中袁运动训练学的研究成果最多袁对竞技运

动表现研究领域的影响力最大袁是学术界的重点关注对象遥 同

时袁运动训练学与康复医学尧营养学和运动心理学的交叉融合

为竞技运动表现研究领域提供了更广阔尧 更丰富的研究视域

和内容遥 提示袁进一步扩大与相关学科的合作与交流袁开辟新

思路袁寻求新方法袁是提高竞技运动表现研究深度和广度的长

效发展路径遥
竞技运动表现研究是以运动员需求为中心袁 侧重实证研

究遥 随着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理念的转变袁对竞技体育

的高质量发展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遥 国务院印发的叶体育强国

建设纲要曳渊国办发也2019页40 号冤和国家体育总局印发的叶野十
四五冶体育发展规划曳渊体发也2021页2 号冤等政策文件指出袁借鉴

国际先进训练经验袁创新训练理念尧方法和技术袁建立科学有

效的训练体系是构建竞技体育发展新模式的重要举措遥 当前

我国竞技体育科研体系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逐渐缩

小袁但在定量研究尧科研人员配置尧国家队和地方队伍科研攻

关服务均衡性方面仍有提升的空间遥 随着我国竞技体育发展

战略的调整袁 竞技体育表现研究应以运动员的训练需求为中

心袁吸收和借鉴国际竞技运动表现研究领域的研究前沿袁进一

步强化对该领域定量研究的资金尧 学术发表等方面的支持力

度袁深化竞技体育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遥
4 结论与展望

竞技运动表现研究成果近 10 年来的年均发文量呈现出

逐年上升的趋势袁是国内外竞技体育研究的热点词遥 美国尧英
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在该研究领域处于绝对领先地位袁 为这

些国家的竞技运动表现科学化发展提供了全面有力的科学支

撑和保障遥 国际竞技运动表现研究的前沿主要聚焦于运动负

荷量化及其应用尧身体素质的测评与提升尧运动损伤的防治与

重复赛场尧运动员成才路径尧运动营养与体重控制以及认知与

运动表现等方面袁呈现出学科交叉明显尧研究内容丰富尧侧重

实证研究和强调理论与实践应用转换等基本特征遥 国内研究

者应继续拓宽理论视野与学科视角袁 加强对国际竞技运动表

现研究领域的前沿成果的吸收和借鉴袁积极开展定量研究袁提
高学术发表水平袁扩大我国在该研究领域的国际影响力遥 由于

竞技运动表现的研究领域涵盖范围广泛袁 本研究未能深入探

讨每一个细分研究领域袁 未来的研究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

开袁以完善该领域的知识体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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