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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拳击运动属于技能主导类格斗对抗性项群，技术为项目的核心。前人在拳

击技术领域的研究多为对运动员整场比赛技术运用进行罗列分析，较少有学者采

用统计学相关方法对技术运用规律进行总结。本文首次将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引入

拳击项目技术分析，主要通过个案分析法、录像观察法及数理统计法对 2020 东京

奥运会男子拳击 57 公斤级冠军阿尔贝特· 巴亚尔加济耶夫在比赛中各项技术的运

用情况进行统计、总结及分析。通过分析阿尔贝特· 巴亚尔加济耶夫各项技术运

用成功率与总成功率灰色关联度后得出，9项得分技术关联度排序为：前手直拳单

拳＞两拳组合＞后手直拳单拳＞三拳组合＞三拳以上组合＞后手摆拳单拳＞前手

摆拳单拳＞后手勾拳单拳＞前手勾拳单拳；6项防守技术关联度排序依次为：步法

防守＞闪躲防守＞拍击防守＞抱头防守＞格挡防守＞贴靠防守。建议我国男子拳

击 57 公斤级运动员在训练中着重练习前、后手直拳单拳、组合拳技术及步法防守、

闪躲防守技术，以提高上述技术在比赛中的运用效果，从而为取得更好的成绩打

下坚实基础。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可以将各项技术指标的重要性做出定量评定，较

为清晰地反映运动员个体的技术特征（优势与劣势），在后续研究中可以增加更

多指标及相关场次，使研究更加细致精准，从而为运动员制定更严谨、更细致、

更精确的技术训练计划及比赛备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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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研究背景

我国拳击项目自 1986 年恢复以来，经过几代拳击人的努力，近年来在国际赛

场上屡创佳绩。我国著名拳击运动员邹市明在雅典奥运会摘铜后，于四年后的北

京奥运会，携队友张小平、张志磊、哈纳提· 斯拉木拿下两金一银一铜，创造了

中国拳击队在奥运赛场上的历史最好成绩；2012 年伦敦奥运会，邹市明成功卫冕；

2016 年里约奥运会，胡建关拼得一枚宝贵的铜牌；2020 东京奥运会，中国拳击队

3名男子运动员全部取得开门红，却均在第二轮比赛出局，连续两届奥运未能实现

金牌入账，低于业内预期，中国男子拳击需要寻求突破
[1][2]

。通过复盘我国拳击近

年来取得的成绩，可以看出必须走符合我国拳击特点的创新之路，深入发掘我国

小级别的成功经验，才能延续成功
[3][4][5]

。为了解当今世界顶尖男子小级别拳击运

动员的技术运用特征及发展趋势，有必要针对本届东京奥运会小级别优秀运动员

的技术运用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

1.2 研究目的

拳击运动属于技能主导类格斗对抗性项群，技术是该项目的核心
[6][7]

。在拳击



运动中，技术是突破对手防守而得分的手段，是控制对手取得胜利的关键，运动

员技术水平的高低往往能对比赛的胜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8]
。纵观前人在拳击技术

领域的研究，多为对比赛中运动员整场比赛的技术运用进行罗列分析，较少有学

者采用统计学相关方法对比赛中运动员技术运用规律进行总结。因此，本文首次

尝试将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引入拳击项目技术分析中，通过对 2020 东京奥运会男子

57 公斤级冠军阿尔贝特· 巴亚尔加济耶夫在比赛中各项技术的运用情况进行总结

与分析，尝试得出其技术运用规律，帮助我国拳击从业者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

拳击项目的特点及本质，把握拳击运动的制胜规律，从而为运动员制定更严谨、

更细致、更精确的技术训练计划及比赛备战策略
[9]
。

2.1 研究对象

本文以 2020 东京奥运会男子拳击 57 公斤级冠军阿尔贝特· 巴亚尔加济耶夫

在比赛中各项技术的运用情况为研究对象，旨在分析其各项技术运用成功率对技

术运用总成功率的贡献程度。

2.2 研究方法

2.2.1 个案分析法

如表 1所示，本文的个案分析对象阿尔贝特· 巴亚尔加济耶夫（Albert

BATYRGAZIEV），1998 年 6 月 23 日出生于俄罗斯加盟共和国达吉斯坦。8岁时便

开始搏击训练，在自由搏击领域，阿尔贝特· 巴亚尔加济耶夫先后获得 2013 年欧

洲自由搏击锦标赛冠军；2014 年世界自由搏击锦标赛冠军；2016 年世界自由搏击

锦标赛冠军；2017 年俄罗斯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冠军。2016 年转项拳击后，2017

年首次参加俄罗斯全国拳击锦标赛获得冠军，之后陆续获得欧洲拳击锦标赛冠军；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拳击邀请赛冠军；欧洲 U-22 青年拳击锦标赛亚军；德国科隆

拳击世界杯冠军，并蝉联三次俄罗斯全国锦标赛冠军。根据 Boxrec 拳手档案网站

显示，阿尔贝特· 巴亚尔加济耶夫在同级别拳击运动员中，国内排名第一，世界

排名第一。

表 1 阿尔贝特· 巴亚尔加济耶夫基本信息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国籍 身高 体重 国内排名 世界排名 比赛战绩

阿尔贝特· 巴亚尔

加济耶夫

Albert BATYRGAZIEV

男 23 俄罗斯 1.67M 57KG 1/121 1/473
共计 56 场

53胜3负6KO

注：上述信息来源于 boxrec 拳手档案网站（截止至东京奥运会赛后 2021 年 9 月 1 日）。

2.2.2 文献资料法

根据本文研究需要，以拳击（Boxing）、拳击技术（Boxing technical）、

男子拳击技术（Men's boxing technical）、男子拳击小级别运动员（Men's boxing

small level athlete）、灰色关联分析（Gray correlation analysis）等为关

键词，运用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据知识平台、Web of Science 等广泛检索

查阅和收集学术专著、硕博士学位论文、学术期刊，并通过查阅有关拳击运动、



运动训练学等相关书籍，对相关研究进行整理分析，总结前人的研究方法和思路，

为本研究的设计、构思、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

2.2.3 专家访谈法

根据本研究中的相关问题，设计访谈提纲，对来自北京体育大学、北京理工

大学、中国拳击协会、国家拳击队的 6位拳击领域的专家、优秀教练员及裁判员

进行细致地访问，听取专家意见和建议，以保证本文研究过程和论点的科学性、

准确性和客观性。

表 2专家访谈名单

序号 姓名 职称/级别

1 于× × 副教授

2 邱× × 高级教练

3 张× × 副教授

4 张× × 国际级裁判

5 宋× × 国际级裁判

6 王× × 国家级教练员

2.2.4 录像观察法

通过观察阿尔贝特· 巴亚尔加济耶夫在 2020 东京奥运会进行的四场比赛（基

本信息见表 3），对其在比赛中的技术运用情况进行细致地统计，为本文的研究收

集必要的数据支持。

表 3 比赛基本信息表

场次 比赛阶段 对手姓名 国籍 年龄（岁） 站架 身高（米） 比赛结果

Bout137 1/8 决赛
亚历克西· 米格尔· 德

拉· 克鲁斯· 巴耶斯
多米尼加 26 左 1.78

WP

5:0

Bout225 1/4 决赛 滕巴塔尔·埃德内巴特 蒙古 25 左 1.63
WP

3:2

Bout245 半决赛 拉扎罗· 阿尔瓦雷兹 古巴 30 左 1.65
WP

3:2

Bout263 决赛 杜克· 拉根 美国 24 右 1.65
WP

3:2

注：上述信息均来源于 boxrec 拳手档案网站。

2.2.5 数理统计法

首先，使用本人设计的统计表对阿尔贝特· 巴亚尔加济耶夫在 2020 东京奥运

会中四场比赛的技术运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把原始数据在 Excel 软件中建立数

据库并进行量化分析，随后运用 word 软件将所得数据进行整理后，制成图表进行

分析。



2.2.6 灰色关联度分析法

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是基于行为因子序列的微观或宏观几何接近，以分析和

确定因子间的影响程度或因子对主行为的贡献程度而进行的一种分析方法。根据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邓聚龙教授创立的灰色系统理论，运用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研

所研发的 GSAP(3.0)软件，以影响拳击比赛胜负的得分技术指标（1.前手直拳单

拳技术；2.后手直拳单拳技术；3.前手摆拳单拳技术；4.后手摆拳单拳技术；5.

前手勾拳单拳技术；6.后手勾拳单拳技术；7.两拳组合技术；8.三拳组合技术；9.

三拳以上组合技术）及防守技术指标（1.闪躲防守技术；2.格挡防守技术；3.拍

击防守技术；4.步法防守技术；5.贴靠防守技术；6.抱头防守技术）的运用成功

率为特征序列，以上述得分技术指标及防守技术指标运用总成功率为母序列，从

而判断各项入选指标对技术运用总成功率贡献的大小[10][11]。以阿尔贝特· 巴

亚尔加济耶夫在2020东京奥运会的五场比赛各项得分技术运用成功率与总成功率

为例，详细介绍其具体运算步骤，如下:

（1）确定原始分析序列

在对所研究问题定性分析的基础上，确定一个因变量因素和多个自变量因素。

设因变量数据构成参考序列 X'0 ，各自变量数据构成比较序列 X'i ( i=1，

2，...) ，n+1 个数据序列形成如下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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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 为变量序列的长度。

根据阿尔贝特· 巴亚尔加济耶夫每场比赛中各项得分技术运用成功率及各项

得分技术运用总成功率，建立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每场比赛中各项得分技术运

用总成功率为因变量，确定为参考序列，每场比赛各项得分技术运用成功率为自

变量，确定为比较序列（表 4）。

表 4 阿尔贝特· 巴亚尔加济耶夫各项得分技术运用成功率与总成功率数据统计表

技术指标 1/8 决赛 1/4 决赛 半决赛 决赛

前手直拳单拳技术 0.600 0.515 0.383 0.362

后手直拳单拳技术 0.500 0.500 0.375 0.357

前手摆拳单拳技术 0.000 0.500 0.000 0.000

后手摆拳单拳技术 0.000 0.200 0.000 0.750

前手勾拳单拳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后手勾拳单拳技术 0.000 0.250 0.000 0.000

两拳组合技术 0.578 0.478 0.452 0.396

三拳组合技术 0.792 0.459 0.519 0.400

三拳以上组合技术 0.556 0.708 0.588 0.600

总成功率 0.615 0.503 0.426 0.393



（2）对变量序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常用的无量纲化方法有均值化法、初值化法等，本研究使用均值化法（见公

式 A）。对原始序列进行处理。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统一量纲)，对各组数据求其

平均值。无量纲化后各因素序列形成如下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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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所求均值去除各个原始数据得均值化数列（表 5）。

表 5 阿尔贝特· 巴亚尔加济耶夫各项得分技术运用成功率与总成功率数据均值化数列

（3）计算差序列、最大差和最小差

计算矩阵（2）中的第一列（参考序列）与其余各列（比较序列）对应期的绝

对差值，形成如下绝对差值:

0i 0 iΔ (k) X (k) X (k) (i 1, 2 n k 1, 2 N)     
（3）

绝对差阵中的最大数和最小数即为最大差和最小差

0mimax 0 nΔ (k ) (k ) ,Δ ( ) ( )i iX X X k X k 为 的最大值 为∣

参考序列（技术运用总成功率）与比较序列（各项技术指标成功率）在同一

场比赛的绝对差值数列（表 6）。

技术指标 1/8 决赛 1/4 决赛 半决赛 决赛

前手直拳单拳技术 1.290 1.108 0.824 0.778

后手直拳单拳技术 1.155 1.155 0.866 0.825

前手摆拳单拳技术 0.000 4.000 0.000 0.000

后手摆拳单拳技术 0.000 0.842 0.000 3.158

前手勾拳单拳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后手勾拳单拳技术 0.000 4.000 0.000 0.000

两拳组合技术 1.214 1.005 0.950 0.831

三拳组合技术 1.460 0.847 0.956 0.737

三拳以上组合技术 0.906 1.155 0.960 0.979

总成功率 1.270 1.039 0.879 0.812



表 6 阿尔贝特· 巴亚尔加济耶夫各项得分技术运用成功率与总成功率的绝对差值数列

（4）计算关联系数

m in m ax
0 i

0 i m a x

Δ Δ( k )
Δ ( k ) Δ








（B）

公式（B）中分辨系数ρ在（0，1）内取值，一般情况下多在 0.1 至 0.5 取值，

ξ0i（k）是不超过 1的正数，它反映第 i个比较序列与参考序列在第 k期的关联

程度。将表 6中相应差数、最小差数△（min）和最大差数△（max）代入灰色关

联系数计算公式（B），ρ取值为 0.5，得出各项得分技术运用成功率与总成功率

的关联系数（表 7）。

表 7 阿尔贝特· 巴亚尔加济耶夫各项得分技术运用成功率与总成功率的关联系数数据

（5）计算关联度

n

0 i 0 i
i 1

1 (k )
n

 


 
（C）

通过求表 7中每一列关联系数的平均值，可以得出各项得分技术运用成功率

技术指标 1/8 决赛 1/4 决赛 半决赛 决赛

前手直拳单拳技术 0.020 0.069 0.055 0.034

后手直拳单拳技术 0.116 0.116 0.013 0.013

前手摆拳单拳技术 1.270 2.961 0.879 0.812

后手摆拳单拳技术 1.270 0.197 0.879 2.346

前手勾拳单拳技术 1.270 1.039 0.879 0.812

后手勾拳单拳技术 1.270 2.961 0.879 0.812

两拳组合技术 0.056 0.034 0.071 0.020

三拳组合技术 0.189 0.192 0.077 0.074

三拳以上组合技术 0.364 0.117 0.080 0.167

技术指标 1/8 决赛 1/4 决赛 半决赛 决赛

前手直拳单拳技术 0.995 0.964 0.973 0.986

后手直拳单拳技术 0.936 0.935 1.000 1.000

前手摆拳单拳技术 0.543 0.336 0.633 0.651

后手摆拳单拳技术 0.543 0.891 0.633 0.390

前手勾拳单拳技术 0.000 0.000 0.000 0.000

后手勾拳单拳技术 0.543 0.336 0.633 0.651

两拳组合技术 0.972 0.986 0.963 0.996

三拳组合技术 0.894 0.893 0.959 0.960

三拳以上组合技术 0.810 0.935 0.957 0.907



与总成功率的关联度（表 8）。

表 8 阿尔贝特· 巴亚尔加济耶夫各项得分技术运用成功率与总成功率的关联度数据

技术

指标

前手

直拳

后手

直拳

前手

摆拳

后手

摆拳

前手

勾拳

后手

勾拳

两拳

组合

三拳

组合

三拳以

上组合

关联度 0.980 0.968 0.541 0.614 0.000 0.541 0.979 0.927 0.902

以上内容是以阿尔贝特· 巴亚尔加济耶夫在 2020 东京奥运会中四场比赛的得

分技术数据为例，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各项得分技术运用成功率与总成功率的关联

度计算方法，阿尔贝特· 巴亚尔加济耶夫防守技术指标与防守技术运用总成功率

的关联度算法相同。

3.1 阿尔贝特· 巴亚尔加济耶夫各项得分技术运用成功率与总成功率

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下表（表 9）为阿尔贝特· 巴亚尔加济耶夫各项得分技术运用成功率与总成功

率的灰色关联度分析，通过观察得出阿尔贝特· 巴亚尔加济耶夫的 9项得分技术

关联度排序依次为：前手直拳单拳技术＞两拳组合技术＞后手直拳单拳技术＞三

拳组合技术＞三拳以上组合技术＞后手摆拳单拳技术＞前手摆拳单拳技术＞后手

勾拳单拳技术＞前手勾拳单拳技术。在单拳技术运用中，前手直拳单拳技术运用

成功率与各项得分技术运用总成功率关联最为密切，后手直拳单拳技术运用成功

率关联度为第三位，可见阿尔贝特· 巴亚尔加济耶夫的前、后手直拳单拳技术为

比赛中的常用技术，且使用效果较好，在比赛中常用单拳直拳技术进行主动进攻

与控制距离；后手摆拳、前手摆拳、后手勾拳及前手勾拳技术在关联度排序中分

别为第六、七、八、九位，且关联度均在 0.7 以下，可知阿尔贝特· 巴亚尔加济

耶夫前、后手摆拳及前、后手勾拳单拳技术在比赛中运用次数较少且效果不佳。

在组合拳技术运用中，两拳、三拳及三拳以上组合技术运用成功率与各项得分技

术运用总成功率关联度排序分别为第二、四、五位，可见阿尔贝特· 巴亚尔加济

耶夫的组合拳技术运用在比赛中起重要作用，在比赛中常利用多拳组合技术进行

主动进攻、迎击与防守反击，从而在比赛中确立优势。

表 9 阿尔贝特· 巴亚尔加济耶夫各项得分技术运用成功率与总成功率的关联度及排序

技术指标 关联度 排序

前手直拳单拳技术 0.980 1

两拳组合技术 0.979 2

后手直拳单拳技术 0.968 3

三拳组合技术 0.927 4

三拳以上组合技术 0.902 5

后手摆拳单拳技术 0.614 6

前手摆拳单拳技术 0.541 7

后手勾拳单拳技术 0.541 8

前手勾拳单拳技术 0.000 9



3.2 阿尔贝特· 巴亚尔加济耶夫各项防守技术运用成功率与总成功率

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下表（表 10）为阿尔贝特· 巴亚尔加济耶夫各项防守技术运用成功率与总成

功率的灰色关联度分析，通过观察得出影响阿尔贝特· 巴亚尔加济耶夫的 6项防

守技术关联度排序依次为：步法防守技术＞闪躲防守技术＞拍击防守技术＞抱头

防守技术＞格挡防守技术＞贴靠防守技术。在防守技术运用中，步法防守技术与

闪躲防守技术排序较高且关联度均在 0.98 以上，其中，步法防守技术运用成功率

与各项防守技术运用总成功率关联最为密切，可见阿尔贝特· 巴亚尔加济耶夫可

以在比赛中善于且可以较高质量地完成步法、闪躲防守技术。此外，拍击、抱头、

格挡防守技术的关联度均在 0.93 以上，可见阿尔贝特· 巴亚尔加济耶夫在比赛中

可较高质量地完成上述防守技术动作。贴靠防守技术运用成功率与各项防守技术

运用总成功率的关联度中排最后一位，可知阿尔贝特· 巴亚尔加济耶夫在比赛中

贴靠防守技术运用次数较少且效果不佳。

表 10 阿尔贝特· 巴亚尔加济耶夫各项防守技术运用成功率与总成功率的关联度及排序

4.1 本文首次将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引入对拳击运动员的技术分析中，该研究方法

可以将各项技术运用成功率对各项技术运用总成功率的重要性做出定量评定，较

好地反映运动员的个体技术特征（优势与劣势）。

4.2 阿尔贝特· 巴亚尔加济耶夫在比赛中前、后手单拳技术及两拳、三拳、三拳

以上组合技术运用成功率与各项得分技术运用总成功率关系密切，且其权重较其

他技术指标有一定差距，表明上述技术运用在当前男子拳击 57 公斤级比赛中较为

重要，建议该级别运动员在日常训练中着重练习，以提高在比赛中进攻、反击及

迎击的成功率。

4.3 阿尔贝特· 巴亚尔加济耶夫在比赛中步法防守、闪躲防守技术运用成功率与

各项防守技术运用总成功率关系密切，建议该级别运动员在日常训练中着重练习，

以提高在比赛中的防守效果。

4.4 因视频资源有限，本文只选取了阿尔贝特· 巴亚尔加济耶夫在 2020 东京奥运

会中的四场比赛，在后续的研究中需要用更多的数据进一步消除偶然性，技术运

用的统计可以增加更多指标，使研究更加细致，也可以使用本文的研究方法对运

动员战术运用情况进行分析，旨在更全面地把握拳击项目制胜规律，从而为运动

员制定更严谨、更细致、更精确的技术训练计划及比赛备战策略。

基金项目：1 中国拳击协会，国家拳击队技战术分析及训练过程调控的科技服务项目

技术指标 关联度 排序

步法防守技术 0.997 1

闪躲防守技术 0.986 2

拍击防守技术 0.977 3

抱头防守技术 0.953 4

格挡防守技术 0.932 5

贴靠防守技术 0.534 6



（BSU20190764） ；2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基于东京奥运会赛后视角下拳击项

目优秀运动员制胜关键技术特征研究（2022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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