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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组建专项信息服务项目组 

为确保备伦敦奥运会信息服务的质量与效益，组 

建了一支由体育信息研究人员、运动队管理人员、教练 

员、下队科研人员组成的跨领域、多学科信息服务项 目 

组，成员涵盖体育信息咨询、信息技术、情报研究、运动 

训练等学科，为知识化信息服务提供人才保障。 

2．2 完善体育信息主客互动机制 

体育信息主客互动机制是项目组多年来在总结历 

届大赛信息服务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创新的一种有效 

的信息服务模式。为准确把握运动队的信息需求，确 

定需要重点提供的信息服务，项目组保持动态的信息 

需求调研，并充分调动教练员参与信息工作的积极性， 

共同参与信息筛选、挖掘、分析和应用全过程，近一步 

实践和完善了主客一体互动机制。 

2．3 多渠道拓展信息来源 

信息来源是信息服务全面、准确、高效的物质保 

障。3年来，项 目组通过与总局体育信息中心、主要体 

育院校和省市兄弟单位密切合作，加强相互之间的体 

育信息交流。另外，还通过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中 

文科技期刊数据库、CSA、PEI、SIRC等中外文数据库 

搜集情报信息；选编国内外体育类期刊中的相关文献， 

进行二次或三次文献加工和信息整合，提高信息实用 

价值；充分利用国际乒联官方网站、世乒赛官方网站及 

其他国外知名体育网站等网络信息资源，收集、编译张 

继科国外主要竞争对手情报信息和最新运动训练信 

息。 

2．4 利用“库刊网”提供一体化信息服务 

在备战伦敦奥运会周期，信息团队将采集到的信 

息储存和制成数字格式，包括我国优秀乒乓球运动员 

和教练员数据、张继科奥运夺金主要竞争对手数据、乒 

乓球项 目历次世界大赛成绩等，以方便数字文献的传 

递和使用；以活页形式，为乒乓球运动管理中心提供 

22期《竞训参考信息》，共计20万余字，并提供专项训 

练信息 汇 编 2册；在 山东省 体 育科研 中心 网站 

(http：／／www．sdssc．org．cn)开辟专项信息平台，及时 

有效地提供专项训练和其他科研保障信息。 

3 信息服务成果 

3．1 张继科主要竞争对手情报信息 

在当今世界乒坛，韩国和德国运动员是男乒金牌 

的有力争夺者。由于国际乒联对乒乓球规则的改革， 

打破了中国运动员原有的、既定的比赛模式，对运动 

员的技术、战术、心理、体能等各方面都是一个全新的 

考验，特别是 11分制的实行，使得比赛的偶然性增 

大。无遮挡发球的实行，从理论上讲，降低了接发球 

的难度，因而运动员前三板的技战术使用也会相应的 

发生变化。这些规则的变革打破了我们原来的训练模 

式，对我们形成的技战术体系也造成了冲击。在这种 

情况下，对张继科的主要竞争对手情况进行分析研究， 

并根据对手特点展开有针对性的训练就显得尤为必 

要。 

项目组根据2000年雅典奥运会以来，历届奥运会 

乒乓球项 目、乒乓球世界杯、世乒赛的八强名单，结合 

世界乒联最新排名，最终选取水谷隼、波尔等十人为张 

继科伦敦奥运会夺金主要竞争对手(见表 1)。为确保 

竞争对手情报信息的准确性和有效性，项 目组会同相 

关专家，通过实地调研和比赛录像分析，总结出张继科 

主要竞争对手的技战术特点并提出应对策略，编辑成 

《张继科伦敦奥运会主要竞争对手情报信息》，赛前及 

时提供给山东省体育局领导和乒乓球运动管理中心。 

在伦敦奥运会乒乓球单打和团体赛中，张继科先后和 

研究对象中的萨姆索诺夫、奥恰洛夫、波尔、朱世赫等 

交手，除在团体赛中1：3输给德国的波尔外，其余皆胜 

出。下面以4人为例，简述张继科对手情报信息的研 

究情况。 

表 1 张继科伦敦奥运会夺金主要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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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萨姆索诺夫特点分析及应对策略 

萨姆索诺夫右手横握球拍打法，技术全面，防守能 

力强，柔中带刚，善于造成对手的失误。从一三板发抢 

来看，萨姆索诺夫多以正手上手为主，时而也用反手 

拉。正手拉球、攻球动作幅度较小，引拍拉球时引拍位 

置只引拍到体侧偏后，从而弥补他因为身体高而造成 

的速度慢的问题 ；反手动作幅度也很小，反手球拍拍头 
一 般指向 10到 11点位置，以推挡为主，但推挡位置极 

为刁钻，他的推挡策略就是不让对手连续进攻，最后找 

到机会以正手解决战斗。萨姆索诺夫反手第一板多采 

用挂起，但随后的连续进攻质量极高。若对方接发球 

回球质量较差出现机会球时，萨姆索诺夫多采用反手 

弹击抢攻，常常能直接得分。 

从其二四板技术来看，接球后萨姆索诺夫第四板 

的反击意识强，控制接发球后会寻找机会抢攻。其劈 

长速度快、线路长、旋转强，弧线低平，出手凶狠。常使 

对手无法获得上手进攻所必须的引拍距离，然后进行 

第四板反拉进攻。萨姆索诺夫在接发球段的得分率 

高，说明他第二板的控制和第四板的拉弧圈技术衔接 

紧密。因此，项目组建议张继科在与其交手时，可以在 

发球和摆短反控制落点多变正手位，通过正手突破破 

坏其反手组织进攻，抑制其常规战术发挥。 

3．1．2 奥恰洛夫特点分析及应对策略 

奥恰洛夫采用正反手轮换下蹲式发球 ，发球质量 

高，球低平且旋转，姿势独特。在以反手发球为主要战 

术套路的前提下，根据不同的对手以及场上形势的变 

化，有时也会换成正手发球，并穿插高抛发球。其反手 

能力很强，反手发球、防守、快撕一气呵成，防守能力也 

很好。奥恰洛夫发抢段上手积极、前三板杀伤力较凶 

狠。从发抢来看，奥恰洛夫发球后反手衔接灵活、力量 

大，发抢反手线路以斜线为主。中路反手发侧旋球后 

接正反手抢攻，是奥恰洛夫经常使用的发抢战术。 

奥恰洛夫在接抢段抢攻积极凶狠，接发球多采用 

全台反手拧或挑，有时会在反手位劈长控制对方以加 

强防守。奥恰洛夫在二四板接发球连续攻上常以反手 

组织进攻，第四板的反手衔接紧密流畅，多打斜线球。 

奥恰洛夫在正手位近网短球处理上技术稍显逊色，常 

采用反手摆短控制回球，但常因回球质量不高，导致失 

分。因此，项目组赛前提出建议 ，张继科在与奥恰洛夫 

对阵时，可以选择从正手突破以化解接抢威胁。另外， 

由于其发球刁钻多变，建议张继科在接发球环节要处 

理好凶狠和稳健的关系，寻找战机，果断出手，同时避 

免因一两次吃发球导致的心理影响。 

3．1．3 波尔特点分析及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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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尔是左手横握球板，两面反胶，弧圈球结合快攻 

打法。其打法代表了目前欧洲男子乒乓球技术的最高 

水准。这种打法很好的将中国式的发抢和前三板技 

术，同欧洲选手传统的弧圈球相持技术结合起来，攻得 

上，受得住，技术全面而不失特点。波尔打球，上手速 

度非常快，结合他旋转强，变化多的逆向发球，使得他 

的前三板得分率非常高。同时，波尔的中台相持和转 

进攻能力非常出色，正手反拉反带技术熟练，落点和力 

量俱佳。其反手反拉技术非常突出，反手能够拉出非 

常高质量的快速弧圈球，其质量堪与正手进攻相媲美。 

波尔在发抢段积极上手的同时特别注重控制。其 

发球以正手低抛、正手位短球和左侧下逆转中路为主， 

中间穿插有正手右侧下旋、侧上旋、急上旋和不转发 

球，波尔发左侧下逆转球质量很高，旋转很强。发球后 

多为反手位抢攻，落点以中路长球为主。波尔抢攻很 

少直接抢冲抢拉，大多先将球挂起，增加旋转，然后打 

连续，反手抢攻常打斜线。侧身时进攻线路灵活，击球 

质量高，较难防御。在抢接段，波尔得分能力较强，注 

重球的落点和线路变化。接发球常使用台内上手特别 

是反手台内上手技术，另外，也常使用摆短和劈长等控 

制进攻技术。从以往比赛录像看，波尔相持段技术正 

手连续进攻能力强，衔接球速度较快，球的线路以斜线 

为主，变直线能力较差。其中路和反手位制约较多，不 

能有效发力进攻。当反手位被压制后，变正手导致的 

失分较多。因此，项目组在研究报告中建议，张继科在 

与其交手时增加线路转换，抑制波尔前三板技术的发 

挥。在左半台反手对反手相持时，如不能抢先侧身要 

注意通过击球落点和线路的变化来牵制对手。 

3．1．4 朱世赫特点分析及应对策略 

作为一名削球手，朱世赫有着很独特的技术打法。 

朱世赫的正手和一般削球手不同，他能够在全台拉弧 

圈球，并且在连续性和进攻力量、准确程度上不输给攻 

球手。这一技术能在比赛中给对手造成很大威胁，因 

为在同朱世赫的比赛中，其对手已经习惯其下旋球的 

节奏和旋转，突然间遭遇强烈上旋的进攻时，会非常的 

不适应，此时朱世赫会把握战机，连续得分。凶狠和高 

质量的正手连续进攻，是朱世赫得以屹立世界乒坛高 

手之林的法宝。 

朱世赫反手长胶削接弧圈球的技术也非常出色， 

弧线低平，旋转强烈，逼角凶狠。其反手顶大板能力非 

常突出，面对对手的大角度强转弧圈球的冲击，能够将 

球稳稳的削回对方选手的底线。朱世赫的近台技术多 

样化，击球变化繁多。在近台，朱世赫能用长胶磕、拱、 

挡、切等技术接发球，干扰和破坏对手的发球抢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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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其后的正手进攻制造良机。 

在发抢段，朱世赫发球抢攻比较突然，多以发反手 

位近网或长上下旋球后侧身抢攻为主，抢冲两条线路 

皆有。在发控环节中控制的落点主要以回摆中路短球 

和劈长到反手端线附近为主。在抢接段，朱世赫接发 

球很少直接上手，接发球多用搓长球为主，劈长斜直两 

条线路兼顾 ，控制后较多以正反手的削球衔接。朱世 

赫进入相持阶段的球较多，相持削中反攻使用多发生 

在正手位，反攻突然，威胁力强，角度较大。朱世赫相 

持中削球技术稳定，削球旋转强、质量高并且削球旋转 

变化灵活。从相持中的失分来看，朱世赫因回球旋转 

虚实变化、落点长短调动及来球节奏变化而导致的失 

分较多，特别在反手位削后突然回到正手位失分较多。 

因此，我们在赛前建议，在与朱世赫的比赛中，张继科 

首先应提高打相持球的耐心和信心，警惕其发球抢攻 

技术与削中反攻技术的运用。加强对其正手位的进 

攻，同时注意回球落点、旋转虚实和线路的多样性，以 

打乱其习惯的技战术打法。 

3．2 训练信息汇编 

在伦敦奥运会 3年备战周期，项 目组通过对国内 

外最新训练理念、训练手段和方法等前沿信息的搜集、 

编译和整理，为运动队编发了内部参考资料《竞训参 

考信息》。该资料立足奥运会竞技备战需要，紧紧围 

绕科学化运动训练实践，为省体育局和管理中心领导 

以及运动队教练员、运动员、科研人员提供及时的动态 

信息服务。《竞训参考信息》以活页形式每半月刊发 
一

次，在伦敦奥运会备战周期共刊发22期，共计 20余 

万字。其中，编发的《中国男子乒乓球队新老交替的 

用人之道》、《奥运选手备战过程中的疲劳管理》、《功 

能性体能训练的再认识》、《体~ ,Jil练的误区与对策》、 

《心理训练在运动实践中的作用》等文章引起较大反 

响。 

根据乒乓球项 目训练实际和需求，为山东省乒乓 

球管理中心编发《乒乓球训练综合信息研究》2册，内 

容涵盖乒乓球运动最新技战术、体能与训练、生物力学 

分析、运动损伤康复和优秀乒乓球运动员研究与分析 

等方面。该文集共收录文献 5O余篇，32余万字。 

3．3 专题研究报告 

在伦敦奥运会前 ，项 目组向省体育局领导和乒乓 

球管理中心提供专题研究报告 5篇，内容包括伦敦奥 

运会男子乒乓球综合实力分析预测、举办城市水文和 

气候特点、比赛场地和器材、比赛规则以及运动员参赛 

注意事项等，为相关领导宏观把握形势起到参考作用。 

例如，《伦敦奥运会男子乒乓球单打及团体实力 

分析报告》结合重点夺金运动员和团体的近年大赛成 

绩和竞技状态，得出：“韩国、德国仍然是男子团体金 

牌强有力的竞争者”，“男子单打金牌可能在张继科、 

王皓和马龙之间展开争夺，但波尔和奥恰洛夫也具备 
一

争高下的实力”等分析结论，为运动队进行备战训 

练和布局安排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伦敦奥运会乒乓球比赛场馆及器材介绍》中， 

介绍了乒乓球项 目所选用的器材和比赛场馆情况： 

“比赛器材均为中国上海生产的红双喜品牌”，“蓝色 

地胶可能让习惯了红色地胶的运动员感到不太适 

应”；“乒乓球比赛将在卓越展览中心举行，它占地面 

积将近 1O万平方米，乒乓球 比赛场地可以容纳近 

6 000人；根据不同类型的比赛，比赛场地将分别设置 1 

张球桌，2张球桌和 4张球桌。比赛场地和设备将按 

照《乒乓球比赛规则》和《国际乒乓球联合会手册》的 

规定布置；运动员的热身区域紧邻比赛场地，共设置了 

8张球桌”。根据这些信息，运动队可以根据场地器材 

情况提前展开有针对性地适应性训练，将比赛环境变 

化对运动员竞技状态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 

《伦敦奥运会期间伦敦气候及水文特点》则结合 

2001--2010年(7月28日至 8月 12日)伦敦各时段天 

气情况统计数据，介绍了伦敦各时段的温度、风向、风 

速、湿度等气象信息，为运动员在伦敦期间的训练和比 

赛提供参考，使他们可以根据温度变化情况增减衣物， 

预防感冒。 

根据英国内政部、伦敦奥组委、世界反兴奋剂组织 

等发布的对外籍运动员的通知公告，项 目组撰写了 

《伦敦奥运会运动员参赛注意事项》，内容包括：“世 

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发布 2012年禁药清单”、 

“奥运期间逗留伦敦外籍运动员禁止结婚”、“英国禁 

止(限制)进出境物品”、“慎服营养品补充警告”等。 

由于某些参赛运动员有抽烟的习惯，在《英国禁止 

吸烟的规定》一文中指出：“英国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包括 

车站、办公室、电影院、酒吧、餐厅、商店等全部禁止吸 

烟。另外，在商场、车站、写字楼、娱乐场所等所有公众 

聚集的场所也都禁止吸烟。烟的种类不仅包括香烟，还 

包括雪茄、烟斗和植物类香烟等。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 

乘客也不允许吸烟。如果违反规定，将被处以50英镑 

以上的罚款。如果拒绝支付将会被起诉或缴纳最高 

1000英镑的罚金”。将这些规定赛前及时提供给运动 

队，有效避免运动员参赛期间不愉快事情的发生。 

4 信息服务实证检验 

4．1 男单 1／8决赛，张继科 4—3逆转萨姆索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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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奥运会男单 1／8决赛中，张继科在先丢一 

局、大比分一度2—3落后的被动局面下顶住压力，最 

终以 4—3(4—11、11—7、1 1—5、8—11、8—11、11—7、 

11—7)逆转白俄罗斯老将萨姆索诺夫，艰难挺进8强。 

在关键的决胜局之战中，张继科狠抓开局，以4—1领 

先。随后萨姆索诺夫反手弹击抢攻连续得分，将比分 

追到 3—4。刘国梁主教练随即请求暂停。在战术安 

排方面，要求张继科多打正手突破对方反手进攻。6— 

5之后，张继科在多拍对拉 中拿下非常关键的一分。 

此后，张继科越战越勇，随着正手反拉得分，以9—5扩 

大领先优势。接着，张继科因击长球被对手连得两分， 

被追到 7—9。最后，张继科通过发正手位逆旋转球连 

得两分，以 11—7拿下了这一局，4—3逆转萨姆索诺 

夫，惊险挺进 8强。从整个比赛过程可以看出，在萨姆 

索诺夫利用反手弹击抢攻连续得分的关键时刻，张继 

科采用赛前建议的通过摆短反控制落点变正手位，以 

正手突破破坏其反手组织进攻，抑制了萨姆索诺夫的 

技术发挥，最终成功逆转，拿下比赛。 

4．2 男单半决赛，张继科 4—1战胜奥恰洛夫 

在伦敦奥运会乒乓球男单半决赛中，张继科以 4 
— 1力擒奥恰洛夫进入决赛，五局比分为 11—8、11— 

3、5—11、1 1—9和 11—9。首局双方短兵相接，迅速展 

开对攻，奥恰洛夫反手位攻势极为凶狠，张继科稳住局 

面，抑制对方的上手，并利用三板优势以 11—8获胜。 

第二局，张继科利用正手的凶狠攻势，连续得分，将对 

手气势完全压制，以 11—3再下一城。在第三局的交 

战中，奥恰洛夫正是利用发球的变化，打乱了张继科的 

节奏，以 11—5获胜。第四局，张继科在比分三平后， 

通过抢攻对手的正手位空当，连得 3分，打出气势，在 

后来的相持对拉中，张继科敢打敢拼，掌控住 比赛节 

奏，以11—9继续取胜。第五局，张继科开局以 3—0 

领先，背水一战的奥恰洛夫抑制住颓势连得 6分。张 

继科及时调整心态，稳扎稳打，连续得分挽回劣势。随 

着奥恰洛夫接发球下网，反拉回球出界，张继科 10—8 

获得赛点。最后，奥恰洛夫拉球出界，张继科 11—8结 

束战斗，总比分 4—1力擒奥恰洛夫，晋级决赛。比赛 

中，奥恰洛夫一度利用刁钻的发球连续得分，张继科并 

没有因连续两次吃发球影响心态，通过采用赛前建议 

的利用正手突破化解了抢接威胁，并正确处理好了接 

发球环节凶狠和稳健的关系，敢打敢拼，成功压制对方 

气势，取得胜利。 

4．3 男团半决赛，张继科 1—3不敌波尔 

在伦敦奥运会男团半决赛中，张继科 1—3不敌波 

尔，这也是他在伦敦奥运会上唯一输掉的一场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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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局，张继科开局先得两分，波尔利用 自己出色的前 

三板技术积极抢攻，中局一度以8—6领先。随后张继 

科加强了前三板的质量，打出一波5—0的高潮，以 11 
— 8逆转拿下第一局。第二局波尔一上来打得积极主 

动，抢冲抢拉连续得手，取得了一个 7—1的完美开局。 

波尔掌控大局以 10—4拿到 7个局点，张继科此后如 

梦初醒连扳4个局点，不过优势明显的波尔还是以 11 
— 8拿下这一局。第三局，张继科一上来对波尔的弧 

圈球还是有些不适应，从 6—4到8—6，波尔在中局阶 

段多次保持领先，张继科反手发力一度追平 8平。但 

波尔把握住关键分还是以 11—9再赢一局，大比分 2 
— 1反超。第四局张继科开局 2—3落后，刘国梁主教 

练随即请求了暂停。张继科此后还是有些着急，波尔 
一 度以5—2领先 3分。中局阶段张继科失误不减，波 

尔曾分别以8—5、9—6领先 3分。张继科一度连得两 

分，可惜反拉下网让波尔拿到赛点，波尔最终以 11—8 

拿下这一局，3—1击败张继科。总结张继科输掉本场 

比赛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输在了心态；二是输在了技 

战术发挥。获得单打金牌后，张继科成就“大满贯”， 

在本场比赛中张继科想赢怕输，背上思想包袱。并且 

在马龙获胜后，他急于拿下比赛，扩大比分优势，导致 

比赛中有些缩手缩脚。在技战术发挥方面，张继科本 

场比赛亦有不妥之处。针对波尔反手位被压制后变正 

手常导致失分的特点，赛前项 目组曾建议在与其对阵 

时，增加线路转换，通过击球落点和线路变化牵制对手 

发挥，而在本场比赛中，张继科过度依赖反手，一味地 

用反手去拧正手位的小球，导致反手空当很大，给波尔 

以可乘之机。 

4．4 男团决赛，张继科3—1击败朱世赫 

在伦敦奥运会团体决赛中，张继科在第二盘登场， 

迎战削球名将朱世赫。第一局，张继科在开局3—1领 

先的情况下对朱世赫的旋转判断出现一些失误，朱世 

赫一度将比分 6—4反超。张继科加强了正手拉冲质 

量，几次发力扣杀打出气势，以 11—9拿下第一局。第 

二局朱世赫加强了削球质量，张继科出现较多的失误， 
一

度以4—8落后4分。张继科由于急于将比分扳平， 

被朱世赫抓住机会连得 3分以 11—5扳回一局。第三 

局张继科加强击球落点的变化，在 5—4之后，张继科 

的出手非常果断，强势打出一波 5—0以 l0—4领先。 

虽然浪费了两个局点后，随着侧身抢攻得手，张继科以 

11—6再赢一局。第四局张继科攻势不减，中局阶段 

以6—3拉开了分差。朱世赫也打得非常顽强，一度追 

到7—8只差 1分。关键阶段，张继科敢于出手，最终 

以 11—9锁定胜利，大比分 3—1击败朱世赫，帮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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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队拿下男子乒乓球团体金牌。在遭遇团体半决赛的 

败绩之后，本场比赛张继科积极调整心态，采用赛前建 

议的利用回球落点、旋转虚实和线路变化打乱朱世赫 

习惯打法的建议 ，较好地发挥了自己正手的优势。 

5 小结 

5．1 信息服务目标明确 

在备战伦敦奥运周期，山东省男子乒乓球队信息 

服务项目组目标明确，即通过向运动队提供张继科主 

要竞争对手情报信息、运动训练信息和备战综合信息， 

确保张继科“保一争二”夺金任务的顺利完成。在备 

战期间，项目组的所有信息服务工作都紧紧围绕这一 

目标展开。 

5．2 信息服务效益显著 

山东省男子乒乓球队根据项目组提供的张继科主 

要竞争对手情报信息，在备战期间展开有针对性的技 

战术训练，取得良好训练效果。在伦敦奥运会上，张继 

科分别以4—3、4—1、3—1战胜项目组赛前分析的主 

要竞争对手中的萨姆索诺夫、奥恰洛夫和朱世赫，勇夺 

男子单打和团体两块金牌，成就“双冠王”。 

5．3 体育信息服务新模式的实践 

在信息服务过程中，体育信息研究人员、管理人 

员、教练员、和下队科研人员组成专项信息服务项 目 

组，共同参与信息的收集、分析和应用，是取得良好服 

务效益的组织保障；体育信息主客互动机制是项目组 

多年来在总结历届大赛信息服务经验的基础上，探索 

创新的一种有效的信息服务模式，是准确把握运动队 

的信息需求，确定信息服务重点的机制保障；另外，项 

目组将信息服务的数据库形式、书面形式和网络形式 

结合起来，形成库刊网一体化的全方位信息服务模式， 

实现了信息服务形式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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