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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男篮现状与差距审视
———基于伦敦奥运会数据分析①

颜 海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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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文献资料、对比、数理统计、录像观察等方法对伦敦奥运会男篮比赛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世界竞

技篮球区域发展不均衡，欧、美竞技水平高且差距正逐步缩小，延续欧美抗衡局面，体现运动员国际化交流与融合

发展新趋势；中国男篮竞技水平与成绩出现 较 大 滑 坡，与 世 界 强 队 差 距 被 拉 大，逐 步 偏 离 世 界 竞 技 篮 球 发 展 主 轨

道；中国男篮呈现“年轻比赛经验少，身高体单对抗弱，克托莱指数低，体能差”特征；其得分、失分、投篮次数、命

中率、篮板球、助攻、失误、抢断指标与对手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盖帽、犯规指标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并

全面分析中国男篮攻防现状、问题及与欧美球队的差距，提出发展建议，为提升中国男篮竞技水平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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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篮球比赛是汇集全世界最优秀球队及球员的篮球竞赛，深受全世界人民的喜爱与关注，在２０１２
年伦敦奥运会篮球比赛中，美国队艰难战胜西班牙夺得冠军，欧美球队展现出世界最高水平篮球竞技，而

中国男篮五战惨败位列倒数第一，社会各界对中国男篮表现极为失望，鉴于此，本研究对伦敦奥运会篮球

比赛及中国男篮现状、问题进行了剖析，以探寻中国队与世界强队间差距，旨在为快速提升中国男篮竞技

实力，争取优异成绩和中国篮球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１　研究对象及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１２年伦敦奥运会男子篮球比赛１２支参赛队数据及其比赛技术统计指标．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文献资料法

在中国知网（ＣＮＫＩ）上检索对中国男篮近１０年来研究成果，并在国际篮联官网、中国篮协官网、新浪

网等收集伦敦奥运会篮球比赛信息与技术数据，把握中国男篮基木现状．

１．２．２　数理统计法

将各项统计数据运用统计软件ＥＸＣＥＬ和ＳＰＳＳ１８．０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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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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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　对比法

将伦敦奥运会篮球比赛欧美球队技术数据与中国男篮数据进行全面比较，揭示中国男篮现状、问题与

差距．

１．２．４　录像观察法

对伦敦奥运会男篮比赛中国队五场比赛和前八名比赛录像资料进行观察与统计，记录分析中国男篮技

战术及与欧美球队对手存在差异．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伦敦奥运会男篮比赛基本特征

２．１．１　伦敦奥运会篮球比赛特征

世界男子篮球的竞技优势一直为美国拥有，进入２１世纪世界篮球运动迅速发展，美国在世界篮坛的统

治地位受到了欧洲和美洲一些新生势力的巨大挑战，美国“梦之队”在国际赛场上夺冠的难度较以前大了很

多［１］．２０１２年伦敦奥运会经过各大洲篮球锦标赛与奥运落选赛共产生１２支参赛队（表１），其中欧洲５支，

美洲３支，大洋洲１支，非洲２支，亚洲１支．最终美洲３队和欧洲４队进入前八名，欧、美各两队进入前

四名，美国与西班牙最终进入决赛，美国最终以微弱优势获得冠军，世界篮球竞技优势被欧、美国家所占

据，并延续欧美抗衡的局面，同时世界篮球区域发展不均衡，在伦敦奥运会上再次得到印证．世界篮球运

动水平差距在缩小，球员的广泛交流促进了各国篮球技术水平的提高［２］．由表１可见，各国运动员来源高

水平职业联赛人数多少决定着球队整体竞技实力，伦敦奥运会１２支球队共有１１２名国际球员分布在ＮＢＡ
（共５４人占３７．５％）、欧洲篮球联赛（共５８人占４０．２％）效力，占参赛总人数的７７．７％，从运动员来源分布

来看，主要来源有美国、西 班 牙、意 大 利、俄 罗 斯、希 腊 等 国 篮 球 联 赛，中 国 男 篮 有１１名 运 动 员 都 来 自

ＣＢＡ各俱乐部，王治郅、易建联、孙悦曾有过短暂的ＮＢＡ经历，其实力远不如欧美球队，篮球运动员国际

化交流与融合也是当今篮球发展的主要特点与趋势．
表１　伦敦奥运会各参赛队名次、地区分布及运动员来源比较表

类别 美国 西班牙 俄罗斯 阿根廷
澳大

利亚
巴西 法国 立陶宛 英国 突尼斯

尼日

利亚
中国 总人数

比例

／％
名次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ＮＢＡ　 １１　 ７　 ３　 ７　 ４　 ５　 ５　 ３　 ３　 ０　 ３　 ３　 ５４　 ３７．５

欧洲联赛 ０　 ５　 ９　 ４　 ６　 ２　 ７　 ９　 ９　 ０　 ７　 ０　 ５８　 ４０．２

　　注：参赛队员总人数１４４人．

图１　中国男篮参加历届世界比赛名次图

２．１．２　世界篮球强队主要技战术特征

世界篮球 运 动 将 沿 着“智 博 谋 高、身 高 体

壮、凶 悍 顽 强、积 极 主 动、快 速 机 敏、全 面 准

确”的方向发 展［３］，在 伦 敦 奥 运 会 上 欧 美 球 队

表现出高速度、高身体对抗，高防 守 强 度 等 特

征，进攻上强调集 体 与 个 人 能 力 的 完 美 结 合，

进攻与防守区域 不 断 扩 大，内 外 线 均 衡 发 展，

不 断 提 高 进 攻 的 质 量 与 效 率，队 员 位 置 趋 于

模糊，呈现“高、快、灵、准、全、星、悍”进攻

特征．整体防守具有联防、人盯人 与 紧 逼 的 综

合防守特点，并注重质量和效率，强调贴身紧逼攻击性防守，以“争夺球权为核心，球、人、区、时兼顾”

的立体防守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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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中国男篮历届世界大赛成绩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男篮共参加８次奥运会、８次世锦赛，最好成绩为第８名（图１），第１９９６，２００４，

２００８年奥运会（共１２支参赛队）及第１９９４年世锦赛（共１６支参赛队）进入前八名，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上以

姚明为核心的中国男篮凭借主场优势及团队力量，获得前八名，２０１１年武汉亚锦赛上以１分战胜约旦队取

得伦敦奥运会决赛阶段比赛资格．中国男篮在１２支奥运参赛队伍中属于第三集团，队伍处于新老交替阶

段，核心队员姚明的退役对中国男篮实力有较大影响［４］，伦敦奥运会小组赛中国男篮对手分别为欧（西班

牙、俄罗斯、英国）、美（巴西）、大 洋 洲（澳 大 利 亚）球 队，五 战 皆 负，位 列 第１２名，为 历 史 最 差 战 绩，自

２００６年世锦赛增加到２４支参赛队后，中国男篮从未进入前八名，参加世界大赛成绩逐步下滑，在伦敦奥

运会中跌入低谷，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年来中国篮球并未跟上世界竞技篮球发展步伐，与欧美国家差距

越来越大，逐步偏离发展的主轨道．

２．３　中国男篮运动员身体指标分析

现代篮球比赛最显著特点就是高速度、强对抗，运动员良好的身体形态和超强的运动素质是身体对抗

的物质基础和保证，竞技篮球运动员的身体形态只有既高又壮，才能在攻守双方发生身体碰撞时压制处于

弱势的另一方去占据有利位置获取主动权［５］．篮球运动员年龄、身高、体质量及克托莱指数可反映其运动

经验、身体形态及体能水平，在运动员选材及培养时应充分结合各项指标进行．欧美球队在运动员选材时，

能有效地权衡运动员高度与速度、体质量、体能、技术之间的关系，使其运动能力最优化，并非中国篮球选

材时片面的强调身高而不注重其他指标，使其跑、跳、投、体能、应变、对抗能力在比赛中都处于下风．
表２可见，中国男篮队员平均年龄最小（２５．５岁），平均身高最高（２０３．３ｃｍ），平均体质量列倒数第二

（９６．２ｋｇ），反映身体强壮程度的克托莱指数也为参赛队中最小（４７２．２），与其他参赛队比较都存在显著差

异（ｐ＜０．０５），中国运动员身体形态显现出年纪轻，身材高，体质量轻，克托莱指数低的基本特征．通过观

察比赛录像和各项身体形态数据比较发现，中国运动员在伦敦奥运会上呈现出“年轻经验少，身高体单对

抗弱，克托莱指数低，体能差”的特征，与欧美等世界强队比较还有较大差距，需要中国篮球运动员选材及

科学训练进行反思．
表２　伦敦奥运会男篮参赛队年龄、身高、体质量及克托莱指数均值表

队名 中国 美国 西班牙 阿根廷 法国 英国 立陶宛 俄罗斯 巴西 澳大利亚 突尼斯 尼日利亚

年龄／岁 ２５．５　 ２５．８　 ２７．６＊ ３０．８＊＊ ２７．３＊ ２８＊ ２８．５＊ ２５．５　 ２９＊＊ ２７．３＊ ２７．４＊ ２７．１
身高／ｃｍ　 ２０３．３　 ２００．１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３＊ ２０１．９　 ２００．４　 ２０１．３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４　 １９８．５＊ ２０１．３

体质量／ｋｇ　 ９６．２　 ９８．８　 ９８．２　 １０１．２　 ９９．５　 １０２．０＊ ９９．９　 ９５．７　 １０２．０＊ ９８．８　 ９７．８　 ９８．４
克托莱指数 ４７２．２　 ４９３．７　 ４８９．９　 ５０８．２＊ ４９９．２＊ ５０４．２＊ ４９８．５　 ４７３．５　 ５０８．６＊ ４９４．４＊ ４９２．６　 ４８８．８

　　注：数据来源于ＦＩＢＡ官网；＊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

２．４　中国男篮进攻指标分析

篮球比赛中得分、投篮出手次数、命中率、助攻、失误等技术统计指标反映出球队进攻质量及竞技水

平．伦敦奥运会篮球比赛共３８场比赛，通过整理全部比赛技术统计平均值来分析中国男篮的进攻能力及与

其他队差距（表３）．

２．４．１　得分、投篮指标比较

篮球比赛最核心制胜因素是比赛双方在激烈的攻防对抗中将球投入对方球篮的得分能力，一支球队的

核心竞争力也主要由全队成员所具备的得分能力体现出来［６］．由表４可见，中国男篮场均得分、总投篮次

数、总进球数、投篮命中率、两分出手、两分命中率、三分出手、三分命中率都排１２支参赛队最后，具有显

著性的差异（ｐ＜０．０５），反映出与欧美强队的极大差距．中国男篮场均得分仅６２．６分，场均失分８７．８分，

净负对手２５．２分，成为参加历届世界大赛净负分最多的一届．中国队在对方的严密防守下不能组织出有效

进攻，进攻速度慢，快攻少，对抗差，在对方贴身紧逼下仓促出手投篮，导致投篮次数少和命中率低，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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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投篮指标全面落后于对手．
表３　第３０届伦敦奥运会男篮比赛参赛队各项技术统计场均值一览表

参 赛 队 得 分 失 分
总 投 篮

中／投 命 中 率

２分 球

中／投 命 中 率

３分 球

中／投 命 中 率

罚 球

中／投 命 中 率

篮 板 球

前 后
助 攻 失 误 抢 断 盖 帽 犯 规

美 国 １１５．５　８３．４　３２９／６２９　 ０．５２　 ２００／３３６　 ０．６　 １２９／２９３　 ０．４４　 １１８／１６９　 ０．７２　 １４．７　 ２９．８　 ２５　 ９．５　 １０．４　 ２．５　 ２１．５
西 班 牙 ８７．８　８０．９　２２２／４９０　 ０．４５　 １７３／３４３　 ０．５　 ４９／１４７　 ０．３３　 １５４／２０９　 ０．７４　 １１．２　 ２９．３　 １９．２　 １２．５　 ３．６　 ４．０　 １９．９
俄 罗 斯 ７７．９　７２．１　２３２／４８１　 ０．４８　 １８０／３２５　 ０．５５　 ５２／１５６　 ０．３３　 １０７／１６１　 ０．６６　 ８．４　 ２７．３　 １９．７　 １３．８　 ６．１　 ５．０　 １９．１
阿 根 廷 ８６．３　８６．４　２４６／５１８　 ０．４７　 １７０／３１６　 ０．５４　 ７６／２０２　 ０．３８　 １２２／１６３　 ０．７５　 ８．３　 ２４．９　 １９．６　 １０．７　 ６．３　 ２．１　 １８．８

澳 大 利 亚 ８２．７　８２．０　１９２／４４１　 ０．４４　 １４３／２９５　 ０．４８　 ４９／１４６　 ０．３４　 ６３／８７　 ０．７２　 １３．６　 ２７．７　 １７．６　 １３．１　 ８．０　 ２．５　 ２２．８
巴 西 ７９．８　７１．８　１８６／４１１　 ０．４５　 １４８／２９２　 ０．５１　 ３８／１１９　 ０．３２　 ６９／１１０　 ０．６３　 ９．０　 ２８．５　 １６．６　 １０．５　 ６．５　 １．８　 ２３．８
法 国 ７２．５　７４．０　１６３／３７０　 ０．４４　 １２６／２４２　 ０．５２　 ３７／１２８　 ０．２９　 ７２／１０４　 ０．６９　 ９．２　 ２８．３　 １５．５　 １５．０　 ６．１　 ５．０　 ２１．８

立 陶 宛 ７８．２　８０．３　１６８／３６０　 ０．４７　 １３０／２５７　 ０．５１　 ３８／１０３　 ０．３７　 ９５／１２０　 ０．７９　 ９．０　 ２９．１　 １８．１　 １６．３　 ４．３　 ２．０　 ２４．６
英 国 ７６．０　８１．０　１３８／３４８　 ０．４０　 ９８／２２２　 ０．４４　 ４０／１２６　 ０．３２　 ６４／８９　 ０．７２　 １５．８　 ２５．２　 １３．０　 １４．２　 ４．８　 １．６　 ２３．４

尼 日 利 亚 ６７．６　９１．２　１１７／３２７　 ０．３６　 ９０／２２８　 ０．３９　 ２７／９９　 ０．２７　 ７７／１１１　 ０．６９　 １６．６　 ２２．２　 １０．６　 １７．２　 ５．２　 １．８　 １８．０
突 尼 斯 ６４．０　８２．２　１２５／３１０　 ０．４０　 ８８／２０４　 ０．４３　 ３７／１０６　 ０．３５　 ３３／６２　 ０．５３　 １２．０　 ２１．８　 １２．８　 １８．６　 ５．８　 ４．２　 １６．６

中 国 ６２．６　８７．８　１１１／２７９　 ０．３９　 ８４／２１０　 ０．４０　 ２７／６９　 ０．３９　 ６４／１０７　 ０．６９　 ８．４　 ２３．４　 ９．４　 １４．３　 ３．４　 ４．２　 １７．８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数 据 来 源：ＦＩＢＡ官 方 网 站 资 料．

表４　第２９届、每３０届奥运会中国男篮与对手比赛各位置运动员场均得分结构比较表

对象
后　　卫

第２９届 ％ 第３０届 ％

前　　锋

第２９届 ％ 第３０届 ％

中　　锋

第２９届 ％ 第３０届 ％
中国队 ２３．３　 ３２．３　 ３２．５　 ５１．９　 １３．３　 １８．４　 ２２．３　 ３５．７　 ３５．７　 ４９．３　 ７．７　 １２．４

对手 ３０．８　 ３７．５　 ３１．８　 ３６．２　 ２７．３　 ３３．２　 ３８．２　 ４３．５　 ２４．２　 ２９．３　 １７．８　 ２０．２
差值 －７．５ －５．２　 ０．７　 １５．７ －１４ －１４．８ －１５．９ －７．８　 １１．５　 ２０ －１０．１ －８

　　注：资料来源：伦敦奥运会官方统计数据，易建联统计为前锋队员．

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男篮进攻过多依赖中锋，后卫和前锋运动员得分偏低，外线运动员突破能力差，

快攻次数少，成功率低，阵地 进 攻 意 图 暴 露 明 显，内 外 不 平 衡［６］．如 表４所 示，第２９届 奥 运 会 中 锋 场 均

３５．７分，占总分的４９．３％，后卫２３．３分，占３２．３％，主要以内线中锋得分为主，外线为辅，前锋队员得分

偏少，中锋位置的得分比对手多，中锋位置具有优势（北京奥运会上姚明场均１９分、８．２个篮板球位居排

行榜的第３名，场均造成对方犯规８次排在首位），各位置得分结构不均衡．伦敦奥运会上中国男篮各位置

的得分产生结构变化，后卫场均３２．５分，占５１．９％，中锋仅７．７分，占１２．４％，前锋２２．３分，占３５．７％，

与交战对手比较仅后卫位置得分相近，前锋和中锋位置得分能力与对手差距显著，这说明中国男篮以外线

进攻为主，内线的进攻能力偏弱，各位置得分不平衡．与２９届北京奥运会相比，中国男篮从位置得分结构

上出现了内线得分优势向外线的转移，内线实力下滑较快，后卫和前锋位置的得分能力有所上升，得分结

构不均衡．通过观察发现，中国男篮进攻无核心，技术不全面，个人攻击差，习惯于固守自己的位置攻击，

站位较死，较少有各位置队员的互换，后卫只在外围进攻，中锋只擅长于篮下进攻，高大队员速度慢，技术

差，没有体现 “全面、机动、灵活”的特点，与现代篮球“位置模糊”的发展趋势相去甚远．

２．４．２　进攻篮板球、助攻、失误比较

篮板球是影响篮球比赛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抢得篮板球能增加本队进攻次数和限制对方进攻次数，

素来就有“谁能得篮板，谁将取得比赛胜利”之说［７］．进攻篮板球也是球队发动二次进攻及鼓舞士气有效途

径，也可直接增加进攻次数和得分，给对手带来极大的压力，是各球队都比较重视和强化训练的内容．通

过表４可以看到，中国男篮的前场篮板为１２队的最低值，场均仅８．４个，中国男篮整体身高已经达到了世

界强队的水平，但篮板球的拼抢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与欧美强队存在显著的差异．中国队队员在进攻中队

冲抢前场篮板球的意识较差，落点判断不准确，移动慢，抢球不凶悍，身体对抗及挤抢能力差，参与前场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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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球争夺的人数少，投篮后在原地等球或后退防快攻等不足．
助攻是指通过传递帮助己方队友完成得分，助攻数的多少代表了球队团队配合得分能力，体现了球队

控制比赛能力和进攻能力重要指标．中国男篮场均助攻为９．４次，相差美国１５．６次，西班牙９．８次，为１２
支参赛队最低值，与世界强队具有极大差差距．中国男篮在比赛中表现出控球队员传球方式单一，技巧不

足，意图明显，隐蔽性差，视野窄，当同伴获得进攻机会后不能及时、果断、有效将球转移，无球队员不能

进行有效的跑位，与同伴配合摆脱防守接球的能力欠缺，“原地等球”思想严重，造成球队助攻数量与质量

差，也体现出团队协作及控制比赛的能力差．

篮球比赛要确保胜利，除了进攻要高质量与高效率，还必须尽量控制失误次数［８］．表４可见，中国男

篮的失误场均为１４．３次，仅比立陶宛、突尼斯、法国、巴西少，比美国、西班牙等世界强队多，比直接交战

对手高６．１次，存在显著差距．分析发现，中国男篮的主动失误和被动失误都远高于对手，如：传接球稳定

性差，运球走步，配合不默契，后卫、前锋控制球能力差，高强度、贴身防守不适应、对抗技术差等，而欧

美强队在这些方面都做的较好，把失误控制到最低值．

２．４．３　进攻整体技术风格、基本配合运用比较

当代竞技篮球强调的是高、快 、壮 、准等各个要素的全面发展与有机融合［９］．从中国篮球发展历史来

看，中国男篮战胜世界强队的三大法宝为“跳投、快攻、全场紧逼”，中国篮球整体技战术风格为“小、快、

灵、准、变”，凭借鲜明的技战术特点多次战战胜欧美强队，但近年来中国运动员呈“大型化”发展，身高优

势并未在比赛中得到体现，反而因为身体“高、瘦”导致球队整体打法较慢，队员对抗性、灵活性差，得分能

力弱，变化少、内外线不均衡，无特长技术等问题，从伦敦奥运会上各项技术数据及比赛录像来看，中国男

篮“快、准、灵、变”的技战术风格及打法已丢失．
表５　伦敦奥运会中国队与对手５场比赛进攻基础配合运用比较表

对象
传　　切

总次数 场均 ％

突　　分

总次数 场均 ％

掩　　护

总次数 场均 ％

策　　应

总次数 场均 ％
中国男篮 ３１　 ６．２　 １１．９　 ４６　 ９．２　 １７．７　 １４５　 ２９　 ５５．９　 ３７　 ７．４　 １４．３

对手 ４６　 ９．２　 １２．１　 ６０　 １２　 ２３．２　 ２３２　 ４６．２　６１．２　 ４１　 ８．２　 １０．８
差值 －１５ －３ －０．２ －１４ －２．８ －５．５ －８７ －１７．２－５．３ －４ －０．８　 ３．５

　　注：中国男篮５场比赛共运用基础配合２５９次，场均５１．８次，对手３７９次，场均７５．８次．

“掩护＋突分”已成为世界强队最基本的阵地进攻发动模式，比赛中高位掩护、无球掩护、连续掩护、

连续突破及分球被大量运用［１１］．表５可见，中国男篮的基础配合（传切、突分、掩护、策应）与赛对手比较

有显著性差异，总配合次数场均比对手场均差２４次，其中传切配合比对手少３次，突分少２．８次，掩护配

合少１７．２次，策应配合少０．８次．中国男篮掩护配合与对手差距较大，与赛对手在比赛中以多人连续的给

无球同伴进行掩护接球攻击，掩护面积大，掩护质量和效果好，而中国男篮更多是内线无球队员给外线有

球队员的“高位掩护”为主，且参与掩护人少，连续性不强，掩护范围小，效果差，为同伴创造出的得分机会

少．中国男篮突分配合次数少而成功率也较低，说明外线队员突破分球及助攻能力较差，而对手突分配合

成功率高却反映出中国男篮阵地防守时全队协同防守能力以及快速移动的伸缩性较差，未能有效地遏制对

方队员的突破及分球行为．中国队在阵地进攻上反映出内线攻击力较弱，以外围攻击为主，内外结合差，

进攻方式单一，策应能力差，掩护质量不高，比赛突分、传切直接得分少，与欧美球队实力差距越拉越大并

难与抗衡．

２．５　中国男篮防守指标分析

从表４的失分数据可以清楚看到中国男篮的防守能力较差，５场球场均失分８７．８分，比比赛对手多

２５．２分，与欧美强队比较存在显著的差异（ｐ＜０．０５），表明中国男篮的整体防守能力较差，防守的强度与

方法不能适应对手进攻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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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１　防守篮板球、盖帽比较

多人围抢是当前世界篮球强队抢篮板球的一个重要特征，抢篮板队员的位置分工趋于模糊［１０］，抢防守

篮板球更是如此，中国男篮场均防守篮板数为２３．４个，与比赛对手场均相比少５．８个，还有一定差距．通

过观察及技术数据发现，中国队员的防守篮板球意识有一定的进步，但还是存在抢防守篮板球人数少，抢

球控制空间低，顶抢意识不够，挤、靠、扛等对抗能力差，抢球不凶悍等不足．中国队全队篮板偏少，而易

建联场均篮板球１０．２个排名第一，占全队３５％，则更能说明参与抢篮板的人数少．
封盖是影响对方投篮命中率的主要手段，成功的封盖对投篮队员的心理能造成较大的压力，同时可以

鼓舞和激发同伴的防守积极性［１２］．从盖帽的数据上可以可看出，中国男篮场均封盖数为４．２次，仅比法国

（５次）俄罗斯（５次）低，比对手多１．３次，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封盖多于对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

队员平均身高最高，内线有王治郅、张兆旭、易建联等高大队员，占领着防守内线的空中优势，给对手内线

攻击造成极大压力，体现了中国男篮队伍的身高优势．

２．５．２　抢、打、断球及犯规比较

抢、打、断球是现代篮球攻击性防守的主要特征，是夺取球权的重要途径，并能直接转换为进攻得分，

其质量的好坏直接决定了防守好坏．表４的数据显示，中国队场均抢断为３．４个，比比赛对手少７．５次，存

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这反映了中国篮球队员攻击性防守能力比对手弱，并且防守速度慢、灵活性差、

防守预见性弱等不足．防守中抢、打、断球能力的不足及整体防守效能低，无法有效遏制对方强攻及阵地

进攻，这是中国男篮在比赛中时常处于被动而导致失分多的重要原因．
篮球比赛中球队犯规的数量直接决定了比赛走势，往往在比赛最后时刻的犯规起着决定比赛的作用，

犯规的多少反映出球队整体防守能力高低及比赛拼抢激烈程度．表４所示，中国男篮场均犯规为１７．８次，

低于对手３．２次，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中国男篮在比赛中对篮球规则“鼓励身体对抗”的精神理解较好，

防守的规范性有所提高，反过来也说明防守不够凶悍，积极性与侵略性还有待提高，对持球人贴身防守压

力不够，控制无球人接球的意识也亟待提高．

２．５．３　防守战术运用特征比较

当今世界篮球防守理念是以“球为中心，球、人、区、时兼顾”，强调对球权的全场立体争夺，对强侧有

球区以多防少、弱侧无球区以少防多，防区不断扩大，防守阵形具有伸缩性．高大队员体能增强能伺机到

外线堵防，外围队员能到内线进行夹击，弱侧队员能伺机到强侧形成夹击或补防等．当前世界强队在比赛

中运用的防守战术阵型比例由多到少依次为：半场人盯人防守、综合防守、区域联防，全场人盯人防守［１３］．
通过表６及录像观察，中国男篮在伦敦奥运会与５场比赛中，还是以传统的半场盯人与区域联防为主，全

场紧逼及混合防守几乎未运用，综合防守的比列也较小，与世界篮球综合防守变化趋势及阵型运用上还有

一定的差距，比赛中中国男篮的所运用的半场人盯人、区域联防、全场人盯人执行力较差，运动员个人防

守能力差，对有球队员未贴身防守，脚步移动较慢，队员之间的呼应与协防较差，外围的防守强度不够，在

进攻队员控球与传球时干扰较少，而对于无球队员的防守更加松动，整体防守伸缩性差，防区较小，防守

阵型变化少，补防、协防、夹击等防守配合少．
表６　伦敦奥运会中国队与对手防守战术运用情况表

比　　赛
半场人盯人

中 对

区域联防

中 对

全场人盯人

中 对

紧逼防守

中 对

混合防守

中 对

综合防守

中 对

中国ＶＳ西班牙 ６７　 ５８　 ２１　 １２　 ０　 １２　 ０　 ５　 ４　 ２２　 ６　 １３
中国ＶＳ俄罗斯 ５６　 ３５　 １９　 １５　 ５　 １０　 ０　 １０　 ５　 ４　 １０　 ２６

中国ＶＳ澳大利亚 ５８　 ４６　 ２０　 １２　 ２　 １１　 ２　 １２　 ６　 ５　 １２　 １４
中国ＶＳ巴西 ４４　 ５３　 ２２　 ６　 １３　 ５　 ２　 １２　 ３　 ５　 １６　 ２１
中国ＶＳ英国 ５３　 ４１　 １８　 １２　 ８　 ６　 ２　 １５　 ５　 ４　 １１　 １２

　　注：资料来源：观察中国队５场比赛录像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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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与建议

３．１　结　论

１）伦敦奥运会篮球比赛体现出竞技水平高，区域发展不平衡，欧、美、大洋洲间篮球水平接近，并延

续欧美球队抗衡局面，篮球运动员国际化交流与融合是当今世界篮坛发展新特点；进攻体现“高、快、灵、

准、变、全、星、悍”特征，体现出“以争夺球权为核心，球、人、区、时兼顾”的立体防守理念．

２）伦敦奥运会中国男篮整体实力下降较快，成绩出现较大滑坡，与欧美球队的差距拉大难与抗衡，逐

步偏离世界篮球发展主轨道．

３）中国男篮队员年龄、身高、体质量及克托莱指数与欧美对手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队员呈现“年

轻经验少，身高体单对抗弱，克托莱指数低，体能差”基本特征．

４）中国男篮进攻与欧美球队指标（得分、投篮命中率、出手次数、进攻篮板、助攻、失误）等都存在显

著差异（ｐ＜０．０５）；内线实力下降，外线实力有所增加，队员技术不全面，各位置发展不平衡；进攻无核心，

节奏慢，快攻、抢攻意识不强，阵地进攻机动性差，进攻效率不高，对抗中得分能力差，得分结构不合理；

进攻基础配合少与对手有显著差异，传统“小、快、灵、准”技战术风格丢失．

５）中国男篮防守与欧美球队指标（失分、防守篮板、抢断）呈现显著差异（ｐ＜０．０５），盖帽、犯规指标与

欧美球队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整体防守以人盯人、区域联防为主，综合防守运用少，防守伸缩性及效果

差，防守变化少，攻击性弱，对持球、无球队员控制不力．

３．２　建　议

１）充分认识中国男篮与世界篮球强队的全方位差距，反思中国篮球体制与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准确把

握世界篮球内在规律与发展方向，学习国际篮球的先进理念和训练、比赛方法，将有潜力的球员输送到欧

美国家职业篮球联赛进行培养锻炼，提升竞技水平．

２）提高ＣＢＡ联赛职业化、市场化水平，对外援政策进行改革，吸引更多的高水平国际球员进入ＣＢＡ，

提升联赛整体竞技水平并促进国际化发展，均衡培养各位置球员，充分开发队员运动潜能．

３）改变“身高第一”的选材标准，注重队员身高、体能、克托莱指数、基本技术特点综合评价，合理选

拔队员及阵容配置，完成新老交替．重塑“高、快、灵、准、全、变、悍、星”技战术风格，注重队员对抗能

力、特长技术培养，从篮球后备选材、训练、比赛等环节全面学习欧美强国经验，发挥中国篮球文化优势，

培养具有世界级水准的明星球员．

４）尽快完成中国男篮队员结构调整，均衡各位置球员配置，加强运动员的基本技术、体 能 及 对 抗 训

练，提升队员在高速度、高对抗、高强度下的技战术运用能力．

５）学习世界强队先进防守理念，狠抓球队的防守训练，形成攻击性、侵略性、整体性、多变性、立体性

综合防守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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