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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伦敦奥运会的当前赛艇世界格局及发展动向
Current Rowing World Pattern and Developing

Trend Based on London Olympic Rega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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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伦敦奥运会赛艇比赛奖牌榜和积分榜以及决赛艇的比赛过程和运动员特点

进行剖析，结合赛艇的项目特点和运动员生理特点，给出了伦敦奥运会赛艇比赛的世界格局

特点，以及世界赛艇呈现出桨频高、冲刺早、冲刺距离长，战术多采用两头快战术，运动员具

有大龄化趋势的发展动向特点；根据我国参赛艇和运动员的具体情况，以及前述世界赛艇发

展动向特点，为我国赛艇项目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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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stract：Based on the medals standing and points standing，the process of final A regatta and

rowers was analyzed．Combination with relevant the characteristic of rowing sport，rower’S

physiology and rowing training，this paper described the world pattern of rowing，and charac-

teristic of world rowing developing trend such as high stroke rate，earlier sprinting，longer
sprinting，t、Ⅳo—pole faster tactics and 1earring to higher age．According to the description of

world rowing developing trend and the status of Chinese boats and rowers in national team，

some suggestions for Chinese rowing development are put forwar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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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是世界最高水平的体育竞技，奥运会的比赛结

果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某个国家在某个体育项目上的真

正实力。因此，针对伦敦奥运会赛艇项目的比赛过程和结

果进行分析，对认识当前世界赛艇项目的竞技格局以及发

展动向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本研究以伦敦奥运会赛艇

项耳的比赛过程和结果为对象，结合我国赛艇队运动员的

相关数据进行分析，为我国赛艇项目的发展提供参考。

l 当前赛艇世界格局

图1和图2为伦敦奥运会赛艇项目的奖牌榜和积分

榜前10名的国家，赛艇的积分按照国际惯例，第1名积8

分，第2名积6分，第3名积5分，第4名积4分，第5名积

3分，第6名积2分，第7名积1分。

伦敦奥运会赛艇项目共14枚金牌，从奖牌榜看(图

1)，英国以4枚金牌位列第一，新西兰以3枚金牌位列第

二，德国以2枚金牌位列第三，这3个国家金牌总数共9

枚，占据了金牌总数的64．2％。丹麦、捷克、美国、乌克兰

和南非各分别获得了1枚金牌。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

利、法国、中国、克罗地亚、荷兰、希腊、波兰和斯洛文尼亚

尽管没有获得金牌，但是均有奖牌，尤其是澳大利亚，获得

3银2铜，共5枚奖牌。由此可见，英国、新西兰和德国当

前处于第一集群，丹麦、捷克、美国、乌克兰和南非则处于

第二集群，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怯国、中国、克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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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荷兰、希腊、波兰和斯洛文尼亚则处于第三集群。中国

凭借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LW2×)项目获得1枚银牌而

位列第三集群。

奖牌榜反映出某一国家在赛艇项目上的突出表现，积

分榜则反映出某一国家在赛艇项目上的整体实力。从积

分榜来看(图2)，英国以总积分70分位列积分榜第一，澳

大利亚以总积分46分位列积分榜第二，新西兰以总积分

43分位列积分榜第三，德国以总积分34分位列积分榜第

四，美国以总积分29分位列积分榜第五，丹麦以总积分23

分位列积分榜第六，积分榜第七至第十分别为中国、加拿

大、捷克和荷兰。由此可见，若论赛艇整体实力，英国、澳

大利亚和新西兰位于第一集群，积分均在40分以上，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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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表现最为突出，以70分的总积分遥遥领先，表明其在

世界赛艇舞台上的地位；德国、美国和丹麦位于第二集群，

积分均在20以上；其余如中国、加拿大、捷克和荷兰则位

于第三集群。从积分榜来看，中国处于第三集群首位，表

明中国赛艇具有一定的整体实力，但是和位于第一集群的

英国相比差距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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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 伦敦奥运会赛艇项目奖牌分布示意图

Figare 1． Medal Standings ot Olympic Regatta in London

注：G=金牌，S=银牌，B一铜牌，GBR=英国，NZL=新西兰，

GER=德国，DEN=丹麦，CZE=捷克，USA=美国，UKR=乌克

兰，RSA一南非，AUS=澳大利亚，CAN=加拿大，ITA=意大

利，FRA=法国，CHN=中国。CR0=克罗地亚，NED=荷兰，

GRE=希腊，POL=波兰，SLo=斯洛文尼亚。

图2伦敦奥运会赛艇项目积分榜前10名示意图

Hg峨2．Top 10 of Point Standings in London Olympic Regatta

注：GBR一英国，AUS=澳大利亚，NZL=新西兰，G隙=德国，

USA=美国，Ⅸ烈=丹麦，CHN--中国，CAN=加拿大，CZE=捷

克，NED=荷兰。

在本届奥运会上，赛艇项目的世界格局体现出如下特

点：

1．奥运会赛艇项目14枚金牌被8个国家获得，42枚

奖牌被18个国家获得，平均每个国家约1．75枚金牌，

2．33枚奖牌，这充分体现了奥运会赛艇比赛竞争的激烈

性。

2．在14枚金牌当中，英国获得4枚，占28．6％，新西

兰获得3枚，占21．4％，德国获得2枚，占14．a oA，这3个

国家一共获得9枚金牌，占64．3％，而其余5枚金牌分别

被另外5个国家所分别获得，这体现了赛艇金牌分布的不

平衡性，表明赛艇强国的明显优势。

3．英国赛艇的整体实力和突出表现均处于绝对的优

势地位，一方面固然有东道主因素，另一方面英国是赛艇

项目的发源地，属于老牌的赛艇强国；新西兰赛艇属于后

起之秀，在伦敦奥运会上展现出了仅次于英国的整体实力

和突出表现。综合上看，英国赛艇和新西兰赛艇处于当前

世界赛艇的第一集团。

4．澳大利亚赛艇的整体实力位列第二，但缺少突出表

现，没有金牌；德国在伦敦奥运会上获得了2枚金牌，1枚

银牌，但是整体实力位列第四，相对较弱。澳大利亚赛艇

和德国赛艇处于当前世界赛艇的第二集团。

5．除此以外，美国、丹麦、加拿大、捷克、荷兰、乌克

兰、南非、意大利、法国、中国、克罗地亚、希腊、波兰和斯洛

文尼亚等国家的赛艇项目在伦敦奥运会上或者获得了奖

牌，或者总积分进入前10名，均处于当前世界赛艇的第三

集团，中国赛艇在第三集团中处于中等偏上的位置。

2赛艇项目的发展动向

2．1 比赛桨频高、冲刺早、冲刺距离长

赛艇比赛桨频在某种程度上能直接反映比赛的激烈

程度和艇速，一般而言，高水平赛艇比赛过程中桨频越高，

艇速也相对越快，因此，在赛艇比赛过程中广大教练员和

体育科研工作者会常常关注自己和对手的桨频。根据赛

艇的比赛距离和特点，整个比赛过程被分为启航段、途中

段和冲刺段，因此，赛艇比赛的桨频也相应的被分成启航

桨频(O～100 rn的桨频)，途中桨频(500～1 500 rfl的桨

频)和冲刺桨频(1 500～2 000 m的桨频)。本研究通过反

复的查看决赛录像，采用2 000 m比赛航道中0～50 m

处、500 m处、1 000 m处、1 500 m处、1 750 m处和1 950

～2 000 m处的桨频来反应上述3段的桨频。其中，o～50

In处的桨频表示启航桨频，500 rfl、1 000 m和1 500 m处

的桨频表示途中桨频，1 750 m和2 000 rfl处的桨频表示

冲刺桨频。

表1为伦敦奥运会14个项目冠军艇和我国进入决赛

艇比赛途中不同阶段的桨频。由表1可知，伦敦奥运会冠

军艇比赛桨频具有如下特点：

1．途中桨频普遍较高

本次奥运会上大部分项目途中桨频都较高，如男子双

单(M2一)、男子双双(M2×)、男子四单(M4一)、男子八

单(M8+)、男轻双双(LM2×)、男轻四单(LM4一)、女子

双单(W2一)、女子双双(W2×)、女子八单(W8+)和女轻

双双(LW2×)，这些艇的途中桨频都比较高。相比较而

言，我国进入决赛的四条艇(女子单人艇W1×，女子双双

W2×，女子四双W4×和女轻双双LW2×)途中桨频都

低，尤其是女子双双(W2×)和女轻双双(LW2×)这两个

项目，我国艇低于冠军艇2～4个桨频。

2．冲刺启动早，冲刺距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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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奥运会上赛艇比赛桨频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大部

分冠军艇冲刺启动早，且冲剌距离长。“冲刺启动早”具体

表现在1 500 m处桨频高于500 m和1 000 rn处桨频，如

男子单人艇(M1×)、男子双双(M2×)、男子四单(M4

一)、男子四双(M4×)、男子八单(M8+)、男轻双双(LM2

×)、男轻四单(LM4一)、女子单人艇(Wl×)、女子双双

(W2X)、女子四双(W4×)、女子八单(W8+)和女轻双双

(I州2X)共12条艇，说明这些艇从1 500 m处其桨频已

经高于途中桨频了，表明其已经开始冲刺了。“冲刺距离

长”一方面表现在冲刺启动早，另一方面表现在冲刺桨频

上，如大部分艇1 750 rn处桨频达到最高，2 000 m桨频仍

然保持或略有下降，如男子双单(M2一)、男子双双(M2

×)、男子四单(M4一)、男子四双(M4×)、男子八单(M8

+)、男轻双双(LM2×)、男轻四单(LM4一)’、女子双单

(W2一)、女子双双(W2X)、女子四双(W4X)、女子八单

(W8+)和女轻双双(I朋X)共12条艇，这说明这些艇在1
750 rn处冲刺桨频达到最高，表明其在1 750 m处已经处于

全力冲刺状态，并尽可能的把这种状态保持到比赛结束。

表1伦敦奥运会冠军艇和我国进入决赛A艇桨频情况一览表

Table 1 Stroke Rate of Gold medalist and Cl妇ese Final A b啦lt in London Olympic Regatta

注：M1×=男子单双，M2一=男子双单，M2×=男子双双，M4一=男子四单，M4X=男子四双，M8+一男子八单，LM2X=男轻双双，

LM4一一男轻四单，w1×=女子单双，w2一=-k-子双单，W2X=4c子双双，W4X=-k-子四双，W8+----女子八单，LW2X一女轻双双。

相比而言，我国进入决赛艇冲刺起步晚，且持续距离

短。如我国女轻双双(LW2×)在1 500 m处桨频34．7，和

途中桨频基本一致，在1 750 m处桨频36．5，才有明显提

高，到2 000 m桨频达到40，为整个冲刺阶段的最高，但此

时比赛也已经结束了，这表明，我国女轻双双(LW2X)在

1 500 rn过后才开始准备冲刺，在1 750 m处桨频并未达

到高峰，到冲刺的最后阶段——即2 000 m处桨频才达到

最高，但此时已经没有冲刺的距离了，因此，这种全力冲刺

阶段并没有任何持续，或者也可能由于冲刺距离不够还未

达到全力冲刺的效果。

伦敦奥运会冠军艇的桨频特点表现为途中桨频高，冲

刺启动早，且冲刺距离长。相比之下，我国艇途中桨频低，

且冲刺晚，冲刺距离短，造成该现象的原因主要和我国赛

艇运动员的划桨技术不好、运动员后程耐力较差有很大关

系。

2．2 决赛艇比赛战术大部分采用两头快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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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赛艇比赛全程距离2 000 ITI，国际上常把这

2 000 rngg离分成4段，每段距离500 ITI。在比赛过程中，

艇上运动员如何在这4个500 rn当中把握好体力的分配

(比赛战术)相当关键，有时候往往是决定比赛胜负的关键

因素。因此，国际上常常采用每个500 m的平均船速和

2 000 m全程的平均船速进行对比，观察其最快分段和最慢

分段的位置——即最快的500 ITI和最慢的500 m，采用

“数字一数字”来表示，如“1—2”指第1个500 rn最快，第2

个500 nl最慢，类似的再如“4—2”指第4个500 rn最快，第

2个500 m最慢。通过上述的描述来对该艇在比赛过程

中的战术进行分析[5]。

表2给出了伦敦奥运会赛艇比赛决赛艇的战术统计。

由表可知，决赛艇、奖牌获得艇和金牌获得艇中大部分均

采用“1一*”战术，即第1个500 m最快，其比例分别为

77．3％(决赛艇)、76．2％(奖牌获得艇)、71．5％(金牌获得

艇)；少部分采用“4一*”战术，即第4个500 rn最快，其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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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分别为16．7％(决赛艇)、23．8％(奖牌获得艇)、28．5％

(金牌获得艇)。采用中间两个500 m最快战术(“2／3一

*”)的很少，且奖牌获得艇和金牌获得艇无人采用该种战

术类型。

表2伦敦奥运会赛艇决赛艇的战术统计一览表

Table 2 Tactics Statistic from Final A b噙t in London Olympic Regatta

根据赛艇的项目特点和该项目运动员的机体能量供

应特点[3’4]，在赛艇比赛过程中，运动员第一个500 m内的

启航所动用的供能系统为磷酸原供能系统，随后有部分乳

酸供能，大约300～400 m之后有氧供能系统才逐步成为

主导供能系统，并持续到最后，磷酸原和乳酸供能系统的

输出功率高于有氧供能系统。因此，第一个500 m船速应

该最快。目前，国内不少运动员甚至教练员认为：启航不

用太快，有所保留到后程甚至最后冲刺时。按照上述分

析，这种观点存在较大的误区，启航所采用的是磷酸原和

乳酸供能系统，后程和最后冲刺主要采用的是有氧供能系

统，两者所采用的供能系统不同。因此，启航所留的“劲”，

不可能应用于后程或者最后冲刺时。在实际比赛过程中，

我们发现伦敦奥运会中大部分决赛艇，奖牌和金牌获得艇

均采用第一个500 rn最快的战术，这符合赛艇的项目特点

和运动员能量供应特点。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1一*”战术中，“1—3”战术采用的

最多，这也很符合赛艇的项目特点和运动员比赛时的心理

特点。“1—2”战术主要在决赛艇和奖牌获得艇当中占据一

定的比例，对于金牌获得艇来说很少采用该种战术；然而，

“1—4”战术尽管在决赛艇和奖牌获得艇当中很少采用，但

是在金牌获得艇当中采用较多。这表明，要想获得金牌，

不仅第1个500 m要快，争取领先位置，且在第二个500

m不能太慢，应该一直保持领先位置；如果第二个500 m

太慢，造成落后对手过多，第三、四个500 rn很难追回。

在“4一*”战术中，“4—2”战术采用最多，其次为“4—3”

战术，“4—1”战术最少。这表明，第一个500 m不能是最慢

的，如果第一个500 m没有划好，船速较慢，需要在第二个

500 m调整过来，通过第三、四两个500 m来追对手，并可

能战胜对手获得金牌的；若在第三个500 m才调整过来，

只剩下第四个500 m来追对手，这种情况下战胜对手获得

金牌的几率较小。

本届奥运会赛艇比赛中，大部分决赛艇采用的是两头

快的战术，即第一个500 m或者第四个500 m最快的战

术。具体表现在：决赛艇主要采用“1—3、1—2和1—4”战术，

奖牌获得艇主要采用“1—3、1—2和1—4”战术，金牌获得艇

主要采用“1—3、卜4和4—2”战术。这表明，第一，要想进入

决赛和获得奖牌，基本采用第一个500 m最快的战术，其

中部分艇能获得金牌；第二，某艇如果在第一个500 m没

有划出自身的最快艇速，需要其在第三、四个500 m追赶

对手，才有可能战胜对手获得金牌。

2．3决赛艇运动员整体年龄大龄化

表3为伦敦奥运会赛艇项目决赛艇运动员平均年龄，

伦敦奥运会赛艇项目决赛艇运动员平均年龄为28．2岁，

奖牌获得艇运动员平均年龄为28．0岁，金牌获得艇运动

员平均年龄为27．7岁。对比决赛艇、奖牌获得艇和金牌

获得艇运动员的平均年龄发现，年龄呈现逐渐递减趋势，

但是变化幅度不大。进一步观察这3类艇运动员的男、女

差异发现，在这3类艇中，男性运动员的变化趋势和总体

变化趋势一致，女性运动员则相对稳定在28岁左右。

表3伦敦奥运会赛艇比赛决赛艇运动员年龄特点一览表

Table 3 Age Characteristics of Final A

boat Rowers in London Olympic Regatta

由此可见，伦敦奥运会赛艇项目决赛艇运动员平均年

龄呈现大龄化，且从决赛艇运动员、奖牌获得艇运动员、金

牌获得艇运动员的年龄变化呈现出递减趋势。根据赛艇

的项目特点，赛艇是一项技术性强的体能类项群[4]，这说

明赛艇项目本身对技术要求很高。一般来说，运动员训练

的年限越长，水感越好，划桨技术也越好，这造就了奥运会

赛艇项目金牌运动员的平均年龄在27～28岁左右的特

点。对比决赛艇、奖牌获得艇和金牌获得艇运动员之间的

平均年龄差别发现呈现递减趋势，这说明，年轻的运动员

相对年老的运动员具有一定的优势，且该现象在男性运动

员当中更为明显，这从另外的侧面表明，赛艇项目同时也

是对体能要求很高的项目。由此可见，赛艇运动员的水

感、技术和体能对其获得优异的比赛成绩具有关键作用。

进一步分析决赛艇、奖牌获得艇和金牌获得艇运动员

年龄分布发现(表4)，三个群体的年龄分布特点基本一

致，即处于25～30岁之间的人数最多，基本达到50％左

右，其次为20～25岁之间，再次为30～35岁之间，然后是

35岁以上的，低于20岁的仅1人。这进一步表明，赛艇项

目的特点同时需要运动员有出色的体能和技术，甚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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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体能更为重要，因此在金牌获得艇运动员的年龄分布当

中，不仅25～30岁之间的运动员占据一半以上，年龄位于

30～35岁之间运动员的人数仍然高于年龄位于20～z5

岁之间运动员的人数。

表4伦敦奥运会赛艇决赛艇艇上运动员年龄分布一览裹

Table 4 A嚣Distributi蚰of H瑚l A b咂t’s Rowers in h耐∞Olympic Regatta

奥运会高水平竞技场上赛艇项目具有优异表现运动

员的年龄特点在于：身体体能处于相对良好的状态，同时

技能水平非常娴熟、水感很好。因此，27、28岁左右的赛

艇运动员恰好符合赛艇项目特点对年龄的需求。25岁左

右的赛艇运动员尽管身体处于体能最佳时期，但是其技术

不够娴熟和完善，水感也相对较差，30岁以上的赛艇运动

员随着训练时间的更长，技术更好，水感更好，但是体能又

相对较差。因此，年龄位于25～30岁左右的赛艇运动员

能更好的平衡赛艇项目对体能和技术、水感的同时需求，

该年龄阶段是赛艇项目出优异成绩的黄金年龄。

相比较而言，我国赛艇队参加伦敦奥运会的运动员平

均年龄25．9岁，其中男性24．8岁，女性26．6岁。从参赛

运动员年龄分布来看(表5)，我国赛艇队的参赛运动员年

龄主要分布在20～30岁之间。可见，我国赛艇队参加伦

敦奥运会的运动员平均年龄远小于伦敦奥运会决赛艇选

手。这表明，一方面。我国赛艇队运动员可能体能上不

错，但是技术上不够娴熟和完善，水感相对较差；另一方

面，目前我国赛艇队的这一批运动员相对年轻，如果训练

得当，其中的运动员应该在下届奥运会上有突出的表现。

表5我国赛艇队参加伦敦奥运会

运动员年龄特点及分布一览表

Table 5 The Clmraaeristi岱and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Rowem’Age in London Olympic Re孕tta

3对我国赛艇项目的启示

综合前文所述，伦敦奥运会赛艇项目的世界格局及发

展动向对我国赛艇项目有如下几点启示：

1．尽管我国在北京奥运会取得了1金1银的良好成

绩，但是从伦敦奥运会来看，我国仅处于赛艇项目的世界

第三集团，离第一集团还有很大的差距；

2．我国赛艇运动员的总体桨频低，途中桨频表现的尤

为明显，且冲刺启动晚，冲刺距离短。这需要在日常训练

过程中有针对性的加强超高桨频的训练，值得注意的是，

加强超高桨频的训练并不意味着增加高桨频训练量，而是

要从划桨技术上和训练质量上进行改进。根据高桨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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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在平时的低桨频训练过程中要体现出高桨频的划法

特点和肌肉的收缩速度特点，通过大量的低桨频训练发展

利于高桨频的划法技术。在训练质量上通过“桨频一船

速”系统的评价来提高有限的高桨频训练课质量[1]；

3。在参赛战术的选择上，应该让运动员采用“1—3”或

“1—4”的战术类型，即第一个500 in最快，争取领先对手，

并在途中划过程中保持优势直到最后。这不仅符合赛艇

的项目特点，同时也符合人体生理能量供应特点。根据上

述特点，要求我国赛艇在训练过程中主要突出后程的有氧

耐力和运动员的启航能力(无氧能力)，这样才能在第一个

500 m突出并领先对手，同时在后程通过良好的有氧能力

来保持优势；

4．通过我国和世界赛艇决赛艇艇上运动员的年龄及

分布特点对比发现，伦敦奥运会我国赛艇运动员明显较为

年轻，体能相对较好，但是成绩并不理想，这表明，我国赛

艇运动员技术存在较大问题，也从侧面折射出我国赛艇项

目对其中的两个关键因素——体能和技术——把握不好，

这是长期以来制约我国赛艇发展的瓶颈问题[1]。年龄问

题同时从另一个侧面反应出，我国赛艇的老运动员太少，

这可能和运动员过早退役有关，而有关运动员过早退役的

因素很多，有研究表明，训练造成的伤病是我国赛艇运动

员过早退役的重要因素之一[2]。因此，需要在具体的运动

训练过程中进行合理的科学化训练，加强对训练过程和运

动员机能状态的监控，延长运动员寿命，保持运动员高水

平的竞技状态，使运动员得以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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