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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体能评价是指通过科学的方法和手段袁 对运动员

在不同训练阶段和比赛环境下的身体素质尧运动能力尧健康状

况等方面进行客观尧全面尧系统的测量和分析袁以指导运动员

的训练计划尧调整策略尧预防损伤尧提高成绩等咱1暂遥 2020 年 2 月

27 日袁由竞技体育司发布的叶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强化

基础体能训练恶补体能短板的通知曳中指出野恶补体能短板袁
持续狠抓体能训练工作冶咱2暂遥可见袁运动员体能评价已成为体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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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文章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 CNKI 和 WoS 国内外运动员体能评价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和研究趋势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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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多采用定性或半定量手段袁大致分为引进借鉴期尧自主创新期尧跨学科融合时期 3 个阶段袁总体呈现从向外

关注宏观的竞技环境和运动需求转为向内关注运动员自身的身体素质和技术水平的发展趋势遥 未来从宏

观要中观要微观建立科学化运动员体能评价体系袁为提升评价工作的可操作性提供科研依据遥
关键词院 运动员曰体能评价曰CiteSpace曰可视化分析

中图分类号院 G808.1 文献标识码院 A 文章编号院 1003-983X渊2024冤05-0026-08
DOI院10.20185/j.cnki.1003-983X.2024.0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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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tract院 The article uses CiteSpace software to visually analyze and compare research trends on the physical fitness evaluation
literature of CNKI and WoS athletes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research on athlete physical
fitness evaluation in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is on the rise袁 but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in China is relatively low and there is
a lack of core authors曰 The research topics and methods of athlete physical fitness eval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are gradually
becoming consistent袁 with the main research focus on the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research of athlete physical fitness evaluation袁
the application and practical research of athlete physical fitness evaluation袁 and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of athlete
physical fitness evaluation; Foreign research often adopts quantitative or semi quantitative methods袁 while domestic research mostly
adopts qualitative or semi quantitative methods袁 which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introduction and reference period袁
independent innovation period袁 and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period. Overall袁 there is a trend of shifting from external focus on the
macro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and sports needs to internal focus on the physical fitness and technical level of athletes. By summarizing
and sorting out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athlete physical fitness evaluation袁 this provides scientific basis for
establishing a scientific athlete physical fitness evaluation system and improving the operability of evaluation work袁 and promotes the
effective transformation of athlete physical fitness evaluation value into engineer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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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化的迫切需要尧 新发展阶段运动员体能高质量发展的动

力源泉尧提升运动员竞技水平的必然途径遥 随着运动员体能评

价在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中重要性日渐凸显袁 其相关学术研究

逐渐增多遥目前袁已有学者探讨了运动员体能评价的指标咱3暂尧指
标体系咱4暂尧指标模型咱5暂尧评价标准咱6暂等方面的问题遥然而袁现有研

究主要是以个案或者小样本为基础袁 缺乏对大规模数据的深

入挖掘和分析袁 也没有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对运动员

体能评价进行可视化呈现和交互式探索遥 因此袁本研究借助文

献可视化工具 CiteSpace6.2.R2 版本对 CNKI 和 Web of Sci鄄
ence 国内外运动员体能评价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性的梳理比

较袁 以期在全面把握国内外运动员体能评价的研究热点和演

化规律基础上袁分析国内运动员体能评价的研究局限袁提出具

体研究建议和策略袁 进一步推进我国运动员体能评价研究深

入开展袁 为蓬勃发展的国内运动员体能评价实践提供更多的

理论支持遥
1 数据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为了全面地收集国内外运动员体能评价领域的核心文

献袁本研究选择了中国知网数据库和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

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袁以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和科学性遥 本研究

采用以下检索策略院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袁以野运动员体能评

价冶野运动员身体素质评价冶野运动员身体机能评价冶野运动员身

体形态评价冶为检索主题袁不限制发表年份袁检索结果去重后

共得到论文 308 篇遥 在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数据库中袁以
野Topic冶=野physical fitness evaluation of the athletes冶and 野Ath鄄
letic爷 physical evaluation冶 and 野The evaluation of athletic fit鄄
ness冶 and 野Athletic physical evaluation冶 and 野physical fitness
evaluation of athletes冶 and 野evaluation of athlete sports quality冶
and 野physical efficiency assessment冶等为检索主题袁不限制发

表年份袁检索结果共得到论文 2 194 篇遥 为了提高数据的准确

性和科学性袁本研究进一步手动筛选文献类型为 article袁并进

行人工去重袁最终得到论文 820 篇遥
1.2 数据来源及处理

运行 CiteSpace6.2.R2 版本软件前先对 CNKI 和 WOS 核

心合集的数据预处理袁进行格式转换和重复数据去除袁参数设

置时区分割为文献最早时间袁时间切片设置为 1 年遥 节点类型

分别选择关键词渊Keyword冤尧作者渊Author冤进行图谱分析袁得到

国内外运动员体能评价研究领域的共现尧聚类图谱袁使用 Ex鄄
cel 统计 CiteSpace 导出的图谱信息数据袁 探测运动员体能评

价有关的研究热点问题尧路径尧演化潜在动力与发展趋势遥
2 文献产出时间趋势

文献的年产出量及时间趋势可揭示运动员体能评价相关

研究领域的客观发展规律咱7暂遥 如图 1袁可见 CNKI 文献 1984要
1999 年发文量整体为缓慢零散增长趋势袁发文量在 1要5 篇波

动袁其中 1988 年缺少相关文献遥 1984 年袁唐汝安咱8暂等在国内学

术界首次对运动员体能评价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袁 分析了运动

员身体素质的年龄特点和在成长过程中身体素质评价袁 但并

未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遥 2000 年之后随着国民体质监测

的开展尧北京奥运会的成功申办袁2000要2007 年发文量呈现逐

渐起伏递增阶段袁其中 2005 年和 2006 年发文量较多渊12 篇和

16 篇冤曰2008 年奥运会的举办激发了国内运动员体能评价研

究的高潮袁2008要2021 年发文量呈现出波浪型增长阶段袁既有

上升也有下降袁 年均发文量为 8要25 篇曰2022 年和 2023 年空

缺可能受新冠疫情影响导致研究活动受到限制咱9暂遥
WOS 核心合集运动员体能评价研究领域的外文文献袁

1960要1990 年之间发文量共 2 篇袁多处于发文量为 0 的空缺

阶段袁 检索 WoS 数据总库运动员体能评价外文文献发现袁
1990 年前非核心期刊文献几十篇袁运动员体能因其多维度的

特征咱10暂袁早期运动员体能评价相关研究难以形成权威的标准袁
随着研究手段逐渐成熟袁由文献的层次及发文时间可见袁近年

相关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遥 一些学者探讨了运动员

体能评价的理论和方法袁如 Kraus咱11暂和 Weber咱12暂提出了最低肌

肉适应性测试袁 用于评价运动员的力量尧 柔韧性和协调性曰
McArdle咱13暂等提出了运动员体能评价的生理学基础袁并介绍了

运动员体能与心肺功能尧 代谢率尧 营养状态等生理指标的关

系遥1991要2006 年外文文献整体呈现波动式增长阶段袁发文量

均在 1要11 篇曰2007要2023 年外文文献呈现持续快速上升的

趋势袁并于 2022 年达到发文量顶峰渊135 篇冤遥
通过对 CNKI 和 WOS 核心合集数据库中运动员体能评

价相关文献分析袁国内外文献的发展都经历了 3 个阶段袁从时

间上来看袁国外研究起步较早袁发展速度较快袁呈现出不断创

新和深入的趋势曰国内研究稍晚袁受到社会需求尧国家政策等

因素的影响袁呈现出不同的高峰和低谷遥 从总体发文量来看袁
中文与外文文献运动员体能评价研究的热度持续上升趋势袁
外文文献较中文处于优势袁 其间外文文献年均发文量是中文

的 1~10 倍不等袁这一差异反映了国内外在运动员体能评价领

域的不同关注度和研究水平咱14暂遥 一方面袁国内在该领域起步较

晚袁受到国情尧经济尧文化等因素制约袁缺乏系统的理论框架和

科学的评价方法袁导致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数量不尽如人意曰另
一方面袁国外在该领域的发展较早袁受益于先进的技术尧设备

和人才袁形成了多元化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袁产生了大量的高水

平的研究成果遥

图 1 国内外运动员体能评价领域文献产出趋势图

3 作者合作网络比较分析

中文文献作者合作网络 377 个节点尧290 条线尧 网络密度

0.004 1渊图 2冤袁其中连线代表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袁表明作者

之间的合作并不显著袁多偏向于独立研究遥 外文文献作者合作

网络 774 个节点尧959 条连线尧网络密度 0.003 2渊图 3冤袁说明

发
文

量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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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作者之间有一定的合作关系袁但总体合作比较散漫遥 以作

者为节点绘制合作网络图谱袁按照文献作者发文量进行统计袁
由表 1 排名前十的作者发文量可见袁 中文和外文文献运动员

体能评价研究领域的学者已初具规模遥 中文文献对该领域研

究的贡献较大者有崔冬冬和马瑞华等人遥 我国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袁相继开展了运动员体能评价研究工作袁如崔冬冬
咱15暂结合多种测试手段袁对运动员身体素质进行评估并分析其

结果袁 在此基础上构建包含多个评估指标的综合体能评价模

型遥 外文文献发文学者 Franchini, Emerson 和 Bay, Curtis 等对

该领域的研究贡献较大袁 国外运动员体能评价多以基于系统

建模的适应方案为主体袁 运用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技术对

运动员体能进行模拟和优化评估袁 并制定运动员体能评价模

型遥 Franchini咱16暂利用神经网络模型对柔道运动员的最大摄氧

量尧心率尧血乳酸等生理指标进行预测和分析袁以及对柔道运

动员的训练效果和竞技表现进行评估和优化遥Lam咱17暂介绍了运

动员体能与心肺功能尧代谢率尧营养状态等生理指标的关系袁
以及对运动员体能进行测试和评价的方法和原理遥 根据普赖

斯定律的计算公式咱18暂院 =0.74 NMAX姨 袁表示核心作者群发文

量最少的那位作者的发文数量袁NMAX 表示发文量最多的作者袁
得出国内外核心作者群发文量阈值约为 1.9袁即国内外发表了

2 篇以上论文的作者属于核心作者群遥此数据说明了中文样本

和外文样本中的核心作者群的规模和贡献方面没有显著差

异遥 然而袁就总体高产作者发文数量统计袁中文样本高产作者

129 篇袁外文高产作者 168 篇袁说明外文样本在高产作者的数

量和贡献优于中文样本袁影响力更高袁国际合作更为广泛遥
国内外运动员体能评价作者合作网络分析有着各自的特

点和差异袁从空间上看袁国内外运动员体能评价研究领域的学

者已初具规模袁 但是国外高产作者的数量和贡献优于国内高

产作者袁影响力更高袁国际合作更为广泛曰从合作网络上看袁国
内作者的网络节点和连线数量较少袁网络密度较低袁说明国外

作者之间有一定的合作关系袁但总体的合作比较散漫曰从研究

主题上看袁 国内外作者在运动员体能评价的研究方法和内容

也有不同侧重点袁国内作者多结合多种测试手段袁构建包含多

个评估指标的综合体能评价模型袁 国外作者多以基于系统建

模的适应方案为主体袁 运用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技术对运

动员体能进行模拟和优化评估遥

图 2 国内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图 3 国外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4 关键词共现与聚类分析

关键词共现分析是指对多篇文章中的关键词联系程度进

行分析袁以揭示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和演化趋势咱19暂遥 为更清晰

地呈现出运动员体能评价研究领域热点关键词的隶属领域袁
在 CiteSpace 生成关键词共现图谱上袁使用 LLR 标签算法生成

聚类群组袁根据研究需求设置最大关键词聚类数量为 10遥指标

模块值渊Q冤和平均轮廓值渊S冤,能够衡量聚类图谱的绘制效果袁
Q 在 咱0,1暂 区间内袁Q>0.3 表明生成聚类图谱是合理的袁S>0.7
则表明聚类图谱是高度可信的咱20暂遥 如图 4 和图 5袁本研究绘制

CNKI 中文文献关键词聚类图谱 Q 值为 0.800 6袁S 值为 0.925袁
WOS 核心合集外文文献的关键词聚类图谱 Q 值为 0.806袁S 值

为 0.920 2袁2 类关键词聚类图谱网络结构均表现良好袁能够划

分出具体聚类遥 为归纳国内外运动员体能评价研究领域的主

要方向及热点主题袁本研究根据高频关键词共现与聚类图谱袁
表 1 发文量排名前十位作者信息

1

2

3

4

5

6

7

8

9

10

7

4

4

4

4

4

4

4

3

3

崔冬冬

马瑞华

柯勇

陈刚

袁运平

王卫星

李兵

李宁

吕万刚

聂应军

7

6

4

4

4

3

3

3

3

3

Franchini, E

Bay, RC

Mcleod, TCV

Lam, KC

Valier, ARS

Hewett, TE

Hopman, MTE

Maessen, MFH

Arciero, RA

Eijsvogels, TMH

数量/篇 作者 数量/篇 作者
序号

CNKI W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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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国内外运动员体能评价重要文献高频关键词

1

2

3

4

5

6

7

8

9

10

身体素质

体能

评价

评价标准

评价体系

专项体能

体能训练

身体形态

青少年

女子

75

54

52

39

26

25

23

22

22

21

0.14

0.16

0.29

0.07

0.12

0.12

0.13

0.17

0.18

0.25

exercise

performance

physical activity

strength

physical fitness

reliability

athletic performance

children

body composition

injury

157

125

104

70

68

66

58

42

42

38

0.35

0.07

0.21

0.09

0.07

0.07

0.07

0.14

0.09

0.04

关键词 频次/次 中心性 关键词 频次/次 中心性
序号

CNKI WOS

将 CNKI 中文文献关键词主题划分为 野体能评价的理论与方

法冶野专项体能的特征与训练冶野特定人群的体能评价与训练冶曰
WOS 核心合集外文文献可归纳为主题为野运动表现与体能的

相关性研究冶野运动损伤与体能的相互影响冶野特定人群的体能

评价指标与训练冶3 个领域的研究遥

图 4 中文文献关键词聚类图谱

图 5 外文文献关键词聚类图谱

按频次大小选取排名前 10 的关键词进行排序袁如表 2遥可
见中文文献野身体素质冶野专项体能冶与外文文献野exercise渊锻
炼冤冶野athletic performance 渊运动表现冤冶 有较强的关键词相关

性遥 国内运动员体能评价研究领域中文文献关键词 野身体素

质冶的出现频次渊75冤最高袁因此野身体素质冶是运动员体能评价

研究的基本内容和目标遥 如袁以身体素质为关键词的陈海鸥咱21暂

通过构建青少年排球运动员身体素质方面的系统监控袁 促进

排球运动员持续健康发展曰何强咱22暂建议进一步深化对身体素

质内涵和结构的研究袁 以探究不同群体运动员的身体素质特

点遥 关键词野评价冶具有最高的中心强度渊0.29冤袁说明评价是运

动员体能评价的核心问题和关注点遥 评价涉及评价指标尧评价

方法尧评价标准尧评价体系等方面是运动员体能水平的反映和

检验袁也是运动员体能评价的主要研究内容遥 其次袁野女子冶和
野青少年冶是较高中心性的关键词袁说明这两类运动员的体能

评价有特殊性和重要性遥
外文文献关键词野exercise冶出现的频次渊157冤和中心度

渊0.35冤最高,作为一个基本的概念袁他可以分为不同类型的运动

渊如有氧运动尧无氧运动尧抗阻运动等冤袁不同的强度袁不同的频

率袁不同的持续时间袁是早期体能评价研究的基础袁反映了运动

员体能评价中各个子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咱23暂遥 例如袁Caimi咱24暂对
不同项目运动员的红细胞变形性和一氧化氮代谢产物进行了

相关评价遥 Charitonidis咱25暂研究表明男女排球运动员的心肺功

能与最大摄氧量及通气厌氧阈值没有差异袁 跑步速度低于通

气厌氧阈值时袁需要进行临床评估和运动表现评估遥 基于生理

和训练视角分析运动员运动表现是运动员体能评价外文文献

出现频率极高的热点主题袁 同时国外文献也多围绕健康促进

的研究目的进行体能评价遥
综上所述袁 国内外运动员体能评价的研究领域和热点主

题既有差异又有联系遥 从研究领域来看袁国内文献更多关注体

能评价的理论与方法袁专项体能的特征与训练袁特定人群的体

能评价与训练等方面袁说明国内文献涉及了不同类型尧层次尧
领域和对象的体能评价问题袁 反映了国内运动员体能评价研

究的广泛性和多样性曰 国外文献则更侧重于运动表现与体能

的相关性研究袁运动损伤与体能的相互影响袁特定人群的体能

评价指标与训练等方面袁 这些研究深入分析了体能与运动表

现尧运动损伤等重要因素之间的关系和影响袁反映了国外运动

员体能评价研究的深入性和前沿性遥 从热点主题来看袁国内文

献以野身体素质冶野专项体能冶为核心关键词袁国外文献以野exer鄄
cise冶野athletic performance冶为核心关键词袁这说明国内文献以

身体素质为基本内容和目标袁以专项体能为重要特征和手段袁
反映了国内运动员体能评价研究的基础性和实用性曰 而国外

文献以锻炼为基本概念和方法袁 以运动表现为主要内容和指

标袁 反映了国外运动员体能评价研究的应用性和效果性遥 此

外袁国内外文献都关注特定人群渊如女子尧青少年冤的体能评价

与训练袁说明这两类运动员的体能评价有其特殊性和重要性遥
5 关键词突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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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CiteSpace 软件的突发性检测功能袁对国内外运动员

体能评价研究文献的突显词进行了分析袁 以反映其研究热度

和前沿遥 本文设置突发性阈值为 0.6袁得到国内中文文献和外

文文献的突显词袁如图 6 和图 7 所示遥 国内运动员体能评价研

究文献共得到 20 个突现关键词渊图 6冤袁可见突现强度较大且

近 5 年突现的中文文献关键词有野评价体系冶野青少年冶和野体
能训练冶等袁野评价体系冶截止时间是 2021 年袁同时袁结合表 2
高频共现关键词野评价冶野青少年冶野体能训练冶以上 3 个术语共

同组成国内研究前沿遥 评价体系是运动员体能评价研究的核

心议题袁在我国主要应用于野体能评价的理论与方法冶野专项体

能的特征与训练冶野特定人群的体能评价与训练冶等领域遥 评价

体系主要集中在近 30 年袁更多的新理念尧新方法融入研究中袁
如国内学者相关研究黄家善咱26暂基于野职业化尧实战化尧健康化冶
的理念袁对体能理论和术科两大模块进行评价创新曰李世昌咱27暂

等通过指标测量法对竞技健美操运动员的身体形态尧 身体机

能和运动素质作为体能评价指标建立体能评价体系遥 受体育

强国战略的影响袁 运动员体能评价成为运动员夺取优异成绩

不可缺失的一部分遥 国外运动员体能评价研究文献共得到 19
个突现关键词 渊图 7冤袁 强度最强和持续时间最长的突现词是

野young冶袁 说明了运动员体能评价和青少年密不可分的联系袁
其次是野players冶袁说明国外日趋重视青少年运动员案例研究

成果袁结合表 2 共现关键词野performance冶野physical fitness冶和
野reliability冶袁说明了国外主要倾向于青少年运动员的运动表现

与体能评价的关系袁最近几年出现的突显关键词野fitness冶野bal鄄
ance冶野reliability冶袁这是运动员体能评价中的核心话题袁反映了

运动员体能评价的新趋势和新要求遥突现词分析结果再次呼应

了前文关于国内外运动员体能评价研究主题分析结果遥

图 6 国内文献关键词突现分布

图 7 国外文献关键词突现分布

6 结果与分析

6.1 国内外运动员体能评价研究的横向比较

体能评价是运动科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袁 它可以反映运动

员身体素质尧基本技术尧专项体能等方面的水平袁为运动训练尧

竞技表现尧康复恢复等提供依据咱28暂遥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

体能评价研究方向可能受到文化尧经济尧教育尧政策等因素的

影响袁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趋势咱29暂遥 尽管国内外运动员体能评

价研究侧重点各有不同袁但是研究交叉领域仍较为明显遥 文章

结合相关研究袁 将国内外运动员体能评价的研究主题大致分

为以下 3 个方向遥
运动员体能评价的理论与方法研究遥 国外运动员体能评

价研究主题包括运动员体能评价指标尧 运动员体能训练原理

与方法尧运动员体能监测与评价系统等内容遥 其中袁一个重要

的方面是运动员体能评价的理论框架袁 即运用何种理论基础

和方法论来指导和实施体能评价遥 例如袁常用的理论框架有功

能动作系统 渊Functionl Movement Systems冤尧 运动链训练渊Ki鄄
netic Chain Training冤尧神经肌肉整合训练渊Neuromuscular Inte鄄
gration Training冤等袁这些理论框架主要从运动功能学尧运动控

制学尧神经生理学等角度出发袁强调了身体功能尧动作质量尧神
经肌肉协调等因素在体能评价中的重要性咱30暂遥 国内运动员体

能评价常用的理论框架有体能评价指标体系尧体能评价模型尧
体能评价标准等内容袁这些理论框架主要从运动生理学尧运动

生物力学尧运动心理学等角度出发袁构建适用于不同运动项目

和水平的体能评价方法和系统咱31暂遥 例如袁根据不同项目的特点

和需求袁确定影响竞技成绩的关键因素咱32暂遥
运动员体能评价的应用与实践研究遥 运动员体能评价的

应用与实践研究是运动训练科学的一个重要领域袁 涉及运动

员的身体机能尧技术动作尧训练效果和竞技水平等方面的测量

和分析遥 国内外学者在这方面有不同的研究重点和方法袁其分

为 4 个方面进行介绍院运动生理信号监测与分析尧运动生物姿

态信号监测与分析尧运动数据挖掘与智能决策尧运动员体能评

价指标与标准研究遥 首先袁运动生理信号监测与分析是国外运

动员体能评价研究的主流内容之一袁 包括了运动员的心肺功

能尧肌肉活力尧血液循环尧代谢水平咱33暂等内容的研究曰其次是运

动员生物姿态信号监测与分析袁 国外学者倾向于关注高速摄

像机尧惯性传感器尧压力传感器等视觉传感器和力学传感器的

应用袁实现对复杂场景下多人姿态的高精度检测袁以及运动员

的速度尧加速度尧角速度尧角加速度尧力量尧力矩等参数的实时

采集和处理遥 国内学者倾向于关注可穿戴性传感器尧电子皮肤

等新型传感器的开发和改进袁监测运动员训练过程中的速度尧
加速度尧力量和功率等参数诊断分析袁为实时监控训练过程和

科学评价训练效果提供了依据咱34暂遥 再次是体能评价运动数据

挖掘与智能决策袁这方面研究主要包括数据预处理尧数据可视

化尧数据建模尧数据挖掘算法尧智能决策系统等研究内容遥 国外

学者更倾向于关注大规模尧多源尧异构的运动数据的集成和分

析袁实现对海量运动数据的高效处理和挖掘袁以及对复杂运动

场景的智能模拟和预测咱35暂曰国内倾向于关注针对特定运动项

目或领域的运动数据建模和分析袁实现对运动员体能水平尧技
术水平尧竞技状态等方面的评价和优化袁以及对运动训练和竞

赛策略的制定和调整咱36暂遥 最后袁国外学者在前 3 个方面有较多

的创新和突破袁利用先进的传感器尧仪器和技术袁实现了对运

动员体能的实时尧精准和智能的监测和分析曰国内学者在后 1
个方面有较多的探索和贡献袁 结合我国的国情和运动项目的

特点袁制定了科学合理的体能评价指标和标准袁建立了符合实

际情况的体能评价模型和系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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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体能评价的创新与发展研究遥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

社会的进步袁运动员体能评价也呈现出多样化尧智能化和个性

化的发展趋势袁其主要包括基于多维度模型尧智能化技术和个

性化方案的运动员体能评价方法遥当前遥国外学者倾向于从微

观层面探索运动员体能评价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手段袁 利用大

数据尧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袁对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中产生的

生物信号渊Biosignal冤进行实时采集尧分析和优化咱37暂遥 国内学者

则更关注从宏观层面总结运动员体能评价的实践经验和应用

效果袁比较不同项目尧不同阶段尧不同水平的运动员在身体形

态尧身体机能和运动素质咱38暂袁试图揭示世界级冬季两项运动员

的专项体能特征等方面的差异与特征袁 构建不同的体能评价

指标和方法咱39暂遥
6.2 国内外运动员体能评价阶段演化的纵向归纳

自 2010 年起袁 国外运动员体能评价研究话题逐渐成熟袁
运动员体能评价方法和理念经历显著演进袁先进技术尧数据驱

动训练尧综合性训练方法尧个体化计划和深入研究相互交织袁
共同塑造了新的发展格局咱40暂遥 研究阶段大致以 2010 年为界划

分为 2 个阶段院2010 年之前袁主要研究主题包括运动员体能评

价的理论基础尧评价指标和方法尧评价结果的应用和反馈等遥
这一阶段的研究以实验和测量为主袁 注重运动员体能评价的

科学性尧客观性和有效性袁以及评价结果对运动员训练和竞技

水平的指导作用遥 例如袁Bangsbo咱41暂等提出了一种基于间歇运

动能力的足球运动员体能评价方法袁 即 YoYo 间歇恢复测试曰
Batterham 和 Hopkins咱42暂探讨了运动员体能评价中的变异性和

可变性问题袁提出了一种基于最小重要差异渊minimal impor鄄
tant difference冤的评价方法遥 2010 年之后袁伴随着信息技术和

大数据分析等新技术的兴起袁 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运动员体能

评价话题的讨论热度袁其研究深度进一步扩展袁主要探讨运动

员体能评价的个性化尧智能化和实时化咱43暂等问题遥 这一阶段的

研究以数据挖掘和建模为主袁注重运动员体能评价的灵活性尧
精准性和实用性袁以及评价结果对运动员健康的影响遥 例如袁
Sutehall咱44暂等利用可穿戴设备收集了英超联赛中 22 名足球运

动员在比赛中的生理数据袁 并采用机器学习方法对数据进行

分类和分析袁 发现不同位置的运动员在比赛中表现出不同的

生理特征曰Garc侏a-Unanue咱45暂等开发了一种基于智能手机应用

程序的篮球运动员体能评价系统袁 并对其可靠性和有效性进

行了验证袁 结果表明该系统可以实时地对篮球运动员进行个

性化和定量化的体能评价曰Mann咱46暂等研究了不同类型的反馈

对游泳运动员体能评价结果的影响袁 发现正向反馈可以提高

游泳运动员的自我效能感和满意度袁 而负向反馈则会降低游

泳运动员的自我效能感和满意度遥
根据运动员体能评价发展的不同阶段袁 国内运动员体能

评价研究主要集中在近 30 年袁 基于运动科学领域发展历程尧
研究主题演变尧 方法取向变化和社会需求转变等多重因素的

综合考量袁将国内运动员体能评价研究划分为引进借鉴期尧自
主创新期和跨学科融合时期的 3 个阶段袁 凸显出其层次性和

历程性的特征遥
第一个阶段是引进借鉴期渊2000 年之前冤袁运动科学研究

起步阶段遥 这一阶段运动员体能评价的研究多借鉴国外理论尧
方法和经验袁 探讨运动员体能测试的基本内容尧 程序和技术

等袁及不同项目尧不同年龄段尧不同性别的运动员体能水平和

特点等遥 研究方法主要采集文献综述尧 案例分析和比较研究

等遥
第二阶段是自主创新期渊2001要2010 年冤袁运动科学研究

发展阶段遥 这一阶段运动员体能评价的研究呈现出多样化尧细
分化和本土化的特征遥 研究者多针对某一特定项目或特定群

体开展实证研究袁 探讨如何构建适合中国国情和特色的运动

员体能评价体系咱47暂尧指标和模型建构等袁以及如何优化运动员

体能训练计划和提高运动员竞技水平等内容咱48暂遥 研究方法主

要采集试验尧测量尧统计等定量或半定量的手段袁以获取运动

员体能的精确数据和规律遥
第三个阶段是跨学科融合时期渊2011 年至今冤袁运动科学

研究创新阶段遥 随着国家战略的推进和社会需求的变化袁运动

员体能评价的研究逐步与其他学科领域交叉融合遥 更多的研

究者给予生物学尧心理学尧社会学等理论视角袁开始关注运动

员体能评价中的深层次问题袁如运动员体能评价的生理机制尧
心理影响尧社会效应等体能指标模型构建咱49暂袁以及运动员体能

评价与健康尧教育尧文化等方面的关联性和互动性咱50暂遥 研究方

法主要采用综合尧多元和创新的手段袁以获取运动员体能的全

面信息和多维视角遥
7 结论与建议

7.1 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 CiteSpace 软件对 CNKI 和 WOS 运动员体能

评价领域的文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袁 补充构成了国内外运动

员体能评价研究全景袁总体来说袁国内外运动员体能评价相关

研究的主题和方法正在逐步趋向一致袁 作为一个与体育发展

紧密结合的研究领域袁 其研究选题更趋向于实践与理论紧密

结合袁以期对行业实践给予更多的参考和建议遥
第一袁检索发现运动员体能评价领域的 WOS 核心合集外

文文献多于中文文献袁 国际发文量总体呈现波动式快速增长

的趋势袁国内发文量呈现稳步增加趋势袁外文文献发文量较中

文明显较高遥 对文献关键词分析及文献内容梳理发现袁以理论

与实践方法相结合的动态综合评价是国内外运动员体能评价

当下和未来的热点研究方向袁 未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在

运动员体能评价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遥
第二袁作者合作网络袁国内外运动员体能评价研究已初具

一定规模的作者和合作网络袁 国际发文者之间的联系相对更

为密切袁影响力更高袁国际作者合作更为广泛遥
第三袁研究主题上看袁国内外研究主要集中在运动员体能

评价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尧运动员体能评价的应用与实践研究尧
运动员体能评价的创新与发展研究遥 国内研究主要从宏观层

面对运动员体能评价的实践经验和应用效果给予了较多关

注袁划分为引进借鉴期尧自主创新期和跨学科融合时期的 3 个

阶段曰 国外研究更多从微观层面探索运动员体能评价的理论

基础和技术手段遥 整体呈现出从宏观到微观尧从单一到多元尧
从经验到科学尧从普通到个性化的研究转变遥

第四袁从研究范式和方法上看袁国内外运动员体能评价研

究呈现出运动科学尧生物学尧心理学尧生理学尧统计学等多学科

交叉研究趋势遥 国外研究多采用试验尧测量尧统计等定量或半

定量的方法袁而国内多采用文献综述尧案例分析和比较研究等

31窑 窑



第 43 卷 湖 北 体 育 科 技 第 5 期

定性或半定量的手段袁 针对某一特定项目或特定群体开展实

证研究袁研究范式有待进一步规范遥
7.2 研究建议

第一袁运动员体能评价既要注重理论与实践方法的结合袁
也要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还要拓展和深入应用

领域袁根据运动员的个体差异和项目特征袁制定科学尧有效和

个性化的动态综合评价方案袁收集尧分析和处理运动员的多维

数据袁构建智能化的评价模型和系统袁实现评价的自动化尧智
能化和精准化曰不仅要为运动员的训练和竞赛提供服务袁也要

为运动员的健康和康复袁 以及社会公众的体育健身和健康促

进提供支持袁提升运动员体能评价的社会价值和影响力遥
第二袁搭建学术交流平台袁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

活动袁促进国内运动员体能评价领域的学者尧专家开展国际交

流与合作袁与国际接轨袁从而保障中国运动员体能评价始终处

于国际前沿遥
第三袁 运动员体能评价的宏观研究未来应重点关注运动

员体能评价的标准化尧规范化和普适化等问题袁进一步提高运

动员体能评价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曰 宏观研究的重点则是运动

员体能评价的多学科交叉和融合袁以及针对不同项目尧不同群

体尧不同环境的个性化评价等议题袁为运动员体能训练和竞技

水平提供指导性建议曰从微观角度来讲袁随着运动员体能评价

的数据量和数据质量的不断提升袁 运动员体能评价研究应逐

渐从传统的定量或半定量的方法袁转为利用大数据分析尧机器

学习尧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和方法袁实现运动员体能评价的智

能化和自动化遥
第四袁未来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混合方法以及文本分析尧实

验法尧 网络分析等创新研究方法的应用将进一步丰富运动员

体能评价的研究内容和形式袁而广泛的国际交流和合作袁也将

不断拓展运动员体能评价研究的视野和深度袁 逐步形成具备

国际影响力的运动员体能评价理论体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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