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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排球比赛接发球决定着一攻扣球质量及攻击力的发挥，因此，接发球到位率是决定比赛中能否

战胜对手的关键因素。随着发球攻击性越来越强，接发球难度也越来越大，而接发球的姿势和站住阵型

是直接影响接发球效果的主要因素。运用录像观察和数据统计等研究方法，在分析中国女排伦敦奥运

会接发球效果的基础上，指出存在的问题，结果显示：上手传球接发球到位率最高，低姿接发球到位率明

显高于高姿接发球，且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建议中国女排在今后的训练和比赛中改进接发球站位偏

前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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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ceiving seⅣice plays an impor协nt r01e in first attack spiking quality in volleyball matc}L

Therefore，the arrival rate of receiving is a decisive factor in winning over volleyball opponents because

sen，ice receiving affects the spiking quality and the first attack puncll．Receiving becomes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d senrice aggressivity，and sen，ing strategy and position谢1l deter—

mine the receiving effects and give the best chances to score points and win the game．By using the video

observation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based on analysis of receiving performance of China Women’s

voneyball in London 01yInpic G枷es，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e)【isting problems．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arrival rate is the highest when applying overhand receiving．1Ⅵeanwhile，the arrivaI rate of 10w posi—

tion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high position，which could be helpful in improving positioning

strategy for China womerrs、帕lleyball teanL

脚ords：China Women’s Volleyball Te咖；receiving in low position；receiving in high position；arrival

rate of receiving

现代排球发球技战术水平不断提高，随着大力跳发球和跳

发平冲飘球技术的普遍运用，增大了接发球的难度。许多队伍

在比赛中针对性地采用“拼发球”战术，以达到直接得分或破坏

对方一传的目的，争取第一回合的主动权，这就对接发球技术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分析了中国女排在第30届奥运会全

部场次比赛中的接发球情况，重点分析中国女排接发球问题，

并从不同轮次、接发球姿势方面进行深层分析，以期能够为中

国女排改进接发球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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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以伦敦奥运会中国女排接发球效果为研究对象，通过数据

统计分析中国女排接发球存在的问题。

1．2研究方法

1．2．1录像观察统计法

观察2012年伦敦奥运会中国女排全部场次比赛录像(专

业机位拍摄)，按照接发球效果：到位、不到位(可调、不可调、直

接过网)、失误和接发球姿势(低姿接发球、高姿接发球、上手传

球接发球)统计每个接发球的状况。

1．2．2数据分析法

运用EXcel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录入，采用SPSS 11．5软

件系统对所得数据进行矿检验等统计学分析，结合录像观察

进行综合数据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相关概念的界定

为了比赛统计方便和更加准确，本研究将接发球效果按照

“到位”“可调”“不可调”“直接过网”“失误”进行分类，将接发球

的动作姿势分为“低姿接发球”“高姿接发球”“传球接发球”，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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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界定如下。1)到位：指可组成快攻类战术扣球的接发球；2)

可调：指接发球不到位，但可通过调整传球组织强攻扣球的接

发球；3)不可调：指接发球不到位，不能通过调整传球组织扣球

的接发球；4)直接过网：指接发球直接越过球网进入对方场区；

5)失误：指接发球队员直接失分(接飞、落地、犯规等)；6)低姿

接发球：采用垫球技术接发球时击球点在肚脐以下；7)高姿接

发球：采用垫球技术接发球时击球点在肚脐以上；8)传球接发

球：采用上手传球技术接发球。

2．2 中国女排接发球效果统计分析

2．2．1全队接发球效果统计分析

中国女排在伦敦奥运会取得3胜3负战绩，最终获得并列

第5名。比赛中，中国女排共接发球530次，接发球效果见表1。

表1 中国女排接发球总体效果统计表

接发球既是防守的开始又是一攻的起点，接发球是否到

位，直接关系到本方进攻实力的发挥。中国女排“快速多变，多

点进攻”的一攻战术体系对接发球到位率的依赖性很高，而对

于每球得分的赛制，一攻对比赛的胜负往往起到关键作用[1’2]。

接发球效果好，全队的进攻战术能够充分发挥出来，能够组织

起完善有效的进攻战术，进攻效果相应为好；相反，接发球效果

差，队伍无法组织完善有效的进攻战术，只能进行被动的进攻，

效果自然会差[3]，甚至有可能因为一次接发球失误而对全队的

心理造成不良影响，从而导致连续失分。

当今世界女排强队接发球效果统计显示，美国、巴西、日本

接发球到位率分别为60．5％、60．3％、61．8％[4I，接发球到位率

均在60％以上。中国女排本届奥运会57．9％的接发球到位率

与强队存在一定差距。缺乏稳定的接发球，中国女排快速多变

的进攻战术体系就无法保障，而14．5％的“不可调”和合计达到

7．4％的直接过网与失误也使中国女排在接发球环节处于

被动。

2．2．2个人接发球效果统计分析

当今世界排坛绝大多数队伍(男排女排均包括)采用自由

人和2名主攻队员“3人接发球阵型”。中国女排虽然也采用3

人接发球，但与之不同的是接应二传接发球，即7号张娴(自由

人)、4号惠若琪(主攻)和17号张磊(接应)3人接发球。另外，

在本届奥运会上，中国女排也尝试了自由人和2名主攻队员接

发球的国际主流3人接发球阵型，即由6号楚金玲(主攻)、4号

惠若琪(主攻)和7号张娴(自由人)3人接发球，队员接发球效

果统计结果见表2。

从表2可见，自由人张娴接发球到位率68．7％为全队最高

且失误率最低，其次是主攻惠若琪，接应二传张磊的接发球到

位率相对较低而失误率最高，主攻楚金玲的到位率仅为42．

4％，有较大差距。中国女排针对不同对手而选择采用2套不

同的接发球阵型都存在共同的问题，就是接发球最好的张娴

(自由人)接发球数量仅为115次，明显偏低。这虽然主要是由

于对手针对性地采用避开自由人的发球战术造成，但也与中国

女排的站位阵型有关，所以自由人张娴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发

挥。主攻惠若琪由于接发球比率高，也影响了进攻的效果，这

对整个中国女排的进攻体系来说是不利的。17号张磊作为接

应二传，在6个轮次均要参与接发球，其接应二传的位置和较

低的接发球到位率使其成为各队发球攻击的首选目标；所以张

磊的接发球稳定性对中国女排一攻水平的发挥影响最大。主

攻6号楚金玲在对阵美国、巴西、韩国的比赛中作为主接队员

接发球到位率42．4％，为全队最低，影响了她进攻的成功率；因

此，可以认为，目前中国女排还不适于采用“自由人和2名主攻

队员接发球的国际主流3人接发球阵型”。中国女排接应二传

参与的“3人接发球阵型”对主接队员能力要求很高，由于主攻

网上绝对实力欠缺，4号位进攻主要是以速度来突破对方拦网，

因此，少接一传是保证主攻进攻速度的有效途径；所以，中国女

排自由人要争取更多的接发球，以分担接应二传和主攻的压

力，使全队的进攻发挥更大的威力。

表2中国女排主要接发球队员接发球效果统计表

2．3中国女排接发球存在的核心问题

2．3．1 中国女排接发球阵型存在的问题

2．3．1．1 中国女排各轮次接发球站位存在的问题

按照惯例，以二传在场上的位置确定轮次，即二传在1号位

为第1轮，二传在2号位为第2轮，二传在6号位为第6轮。图1

为中国女排各轮次接发球阵型。总结各轮次站位特点如下。

1)接发球队员接发球时距端线的距离。接发球队员接发

球时距端线的距离是决定队员接发球姿势的重要原因，接发球

站位偏前，对方发球落点主要集中在腰部以上，采用高姿接发

球和传球接发球较多。接发球站位相对靠后，则球的飞行时间

延长，队员可通过积极判断，移动脚步，多采用低姿接发球。通

过观看录像及统计数据发现，中国女排第3轮、第5轮接发球站

位相对靠后(距端线约2 m)，主要采用的是低姿接发球；第1

轮、第2轮和第4轮接发球队员的站位在后场中部(距端线约

3．o～3．5 m)；第6轮接发球队员的站位在后场前部(距底线

4．0～4．5 m)，队员采用高姿接发球的比率较大。

2)接发球队员接发球时是否受到其他队员跑动路线干扰。

接发球站位的安排是为了更好地组织战术进攻，力争让攻手能

够在最舒服的情况下调整节奏完成进攻。同时，也要考虑接发

球质量相对不高的进攻队员隐蔽站位。中国女排第4轮、第5

轮和第6轮均隐藏了1号主攻手王一梅。第6轮如果对方将球

怒慧．11髅：：溉于团V01．27№．1／January 2015—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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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向1号位区域，由于站位规则的要求，二传的跑动路线会对

接发球队员产生较大的干扰。第2轮，接应17号张磊的身前有

2名前排队员隐蔽站位，接发球也易受前排队员跑动的干扰。

3)自由人接发球的可控范围。自由人作为专门完成接发

第l轮(二传8号在l号位)

第3轮(二传8号在3号位)

第5轮(二传8号在5号位)

球任务的主接队员，其接发球技术无疑应该是全队最好的，因

此，各队在安排接发球阵型时都尽可能扩大自由人的接发球可

控范围。图1显示，中国女排第4轮和第5轮自由人6号位，视

野广阔，可控范围大，可以较好地完成接发。

第2轮(二传8号在2号位)

第4轮(二传8号在4号位)

第6轮(二传8号在6号住)

图1 中国女排各轮次接发球阵型

2．3．1．2 中国女排各轮次接发球效果分析

对中国女排采用的3人接发球阵型各轮次接发球效果进

行统计，结果见表3。

表3 中国女排各轮次接发球效果统计表

由表3可见，中国女排第6轮接发球到位率最低而失误率

最高。接发球效果与接发球站位阵型有直接关系，该轮17号

接应张磊站在右侧场区接发球，二传8号在其身后插上组织进

攻，前排副攻15号在2号位隐蔽站位，1号主攻在1号位，由于

站位规则的要求，4名队员集中站位在右侧场区。当对方向该

囵雾：慧．1】％=罴于

区域发球时，二传的插上路线与来球路线重叠，对接发球队员

产生较大的干扰。第3轮接发球队员站位相对靠后，视野开

阔，可以较好地判断来球；第4轮和第5轮，自由人均在6号位，

控制范围大，这3个轮次中国女排的一传到位率较高。第2轮

失误率相对较高，不接一传的主攻1号要撤位保证4号位强攻，

对接应17号的接发球造成一定的干扰。第1轮自由人控制了

超过一半的场区，以减轻站位在中间的4号主攻和左侧17号接

应的接发球压力，但接发球到位率依然较低。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认为中国女排在接发球阵型上主要存

在以下问题：1)整体接发球站位偏前，脚步移动不灵活，到位率

偏低。2)对长飘球、大力跳发球、前区轻飘球等不同性能的发

球判断不够，失误率偏高。3)3人接发球阵容不稳定，个别主接

队员接发球到位率偏低，“自由人和2名主攻队员接发球”的国

际主流3人接发球阵型效果不理想。

2．3．2 中国女排接发球姿势存在的问题

接发球姿势是接发球队员通过判断球的性质而选择采用

的接发球方式。准备姿势和移动是在比赛中运用最多、影响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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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技术¨]，而具体采用何种接发球方式与接发球阵型密切相

关。接发球阵型中队员的站位、距底线的距离、是否受跑动队

员干扰等都影响接发球队员的接发方式。

2．3．2．1中国女排整体不同姿势接发球效果对比

我们将接发球姿势分为低姿接发球、高姿接发球和传球接

发球3种姿势进行深入分析。中国女排不同姿势接发球效果

统计结果见表4。

表4 中国女排不同姿势接发球效果统计

由表4可见，全队整体的低姿接发球到位率明显高于高姿

接发球，经检验两者呈非常显著性差异(P—O．000<O．01)。低

姿接发球失误率2．5％，也低于接发球总体3．2％(见表1)的失误

率；而高姿接发球失误率5．4％，高于接发球总体失误率。传球

接发球到位率最高，失误率为o，这提示对待高、远、追胸的发球

或前区的轻飘球，要更加注重上手传球接发球技术的运用。

2．3．2．2不同姿势接发球效果分析

实验证明，“当膝关节弯曲角度在120。时起动最快、100。次

之、80。最差[6j。录像观察发现：采用不同的姿势接发球，在身体

重心、击球点、球的飞行效果上有所不同。

1)低姿接发球：身体重心稳定，击球点低。通过身体缓冲

和手臂控制来球，球体飞行路线比较稳定。

2)高姿接发球：身体重心高、不稳，击球点高。队员多采用

侧垫、让垫等动作完成击球，影响了身体的缓冲用力，触球后球

体往往飞行弧度较高，有时伴随高速旋转，增加了二传传球的

难度，也不利于战术的突然性和隐蔽性。

3)上手传球接发球：20世纪60年代以前，接发球主要是采

用双手上手传球技术，到位率很高。后来由于勾手大力发球和

飘球的广泛运用，特别是排球规则对连击和持球尺度的严格限

制，前臂垫球接发球技术渐渐取代双手上手传球接发球。而

今，由于排球规则对第一次击球时连击和持球尺度的放宽，再

次起用这种技术，已成为可能[7]。录像观察发现：传球接发球

击球点高，缩短了球的飞行时间，提高了二传分配球的速度，增

加了战术的隐蔽性；但传球接发球在比赛中使用的次数较少，

其主要原因是接发球队员手指力量相对较差，训练垫球接发球

模式比较固定，而规则对持球、连击的判罚也会使队员有所

顾忌。

当然，在接发球技术运用中，有时会根据发球的性能而采

用非规范的击球动作，也能保证接发球到位；因此，应该客观评

价不同姿势接发球的利弊，加强接不同性能、落点发球的针对

性训练，以提高比赛接发球到位率。

2．3．2．3主接队员不同姿势接发球效果分析

伦敦奥运会中国女排6场比赛主接队员不同姿势接发球

效果统计结果见表5。

表5中国女排主接队员不同姿势接发球效果统计

接发球队员号码 姿势
n

一
72

9

81

到位 不到位 失误

％

64．3

21．4

52．6

n

一
37

29

66

％

33．O

69．1

42．8

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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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磊(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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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娴(7)

楚金玲(6)

低姿

高姿

合计

传球

低姿

高姿

合计

传球

低姿

高姿

合计

传球

低姿

高姿

合计

传球

O

2

O

《雀i器39

移高低娄一17．39
“P=O．OOO

妒高低妻26．22
P—O．027

由表5可见，主要接发球队员低姿接发球到位率均高于高

姿接发球，经检验，除6号楚金玲高、低姿接发球呈显著差异

(P—o．027<o．05)外，其他均呈非常显著性差异(P<o．01)。

低姿接发球和传球接发球到位率虽然高，但适用条件却不

同。要提高对各种发球的适应能力，尤其是预判能力，准确的

预判对于提高接发球的准确性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8]。低姿

接发球时，接发球队员身体重心低而稳定，击球手臂便于形成

平稳的垫击面；适于接弧度低、速度快、力量大的发球；而上手

传球接发球，手指灵活而触球面积大，便于控制球的落点。因

此，适于接前区高弧度球和追胸的飘球。录像观察发现，中国

女排接发球队员应对追胸的发球效果不好，常常出现犹豫，不

敢采用上手传球方式接发球，而是通过后撤、侧身让垫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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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姿接发球。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1)中国女排伦敦奥运会57．9％的接发球到位率偏低，与世

界强队存在差距。

2)中国女排自由人接发球数量偏低，是因对手针对性地采

用避开自由人的发球战术造成，也与中国女排的站位阵型

有关。

3)由于参加本届奥运会的中国女排主攻队员6号接发球

到位率偏低，因此，不适于采用“自由人和2名主攻队员接发

球”的国际主流3人接发球阵型。

4)中国女排不同姿势的接发球到位率差异显著，上手传球

接发球到位率最高，低姿接发球到位率高于高姿接发球且呈非

常显著性差异。

5)中国女排第2轮和第6轮接发球站位阵型中前排进攻队

员的跑动路线对接发球队员易产生较大干扰，除了第3轮和第

5轮，其他各轮次均存在接发球站位偏前的问题。

3．2建议

1)加强接发球针对性训练，提高整体接发球到位率。

2)通过改变接发球站位阵型，扩大自由人接发球控制区，

提高自由人接发球数量。

3)加强上手传球接发球技术训练，尤其针对前区高弧度球

和追胸球，鼓励队员多采用上手传球接发球。

4)第1、2、4、6轮接发球站位阵型适度后移，加强预判和脚

步移动，避免高姿接发球。

5)着重提高主攻队员接发球到位率，采用“自由人和2名

主攻队员接发球”的国际主流3人接发球阵型，以避免第2轮、

第6轮进攻队员跑动路线对接发球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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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成员院校校长共同掌握联盟的领导权，拥有资深学者背景的

教职工体育代表掌握理事会的主导权，联盟的各种管理权力在

全体成员学校之间分配均衡，促使了各项管理工作在公平、公

正和民主的基础上得以合理有序地进行，为区域性大学生校际

体育竞赛沿着高等教育的轨道健康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

障和制度保障。

帕克12联盟的管理模式相对来说已经非常成熟，对联盟

的成员、比赛项目、竞赛组织的管理相对比较规范，而对于我国

的大学竞技体育而言，在大学校际间的竞赛还属于起步阶段，

应根据我国大学开展竞技比赛的情况，借鉴帕克12联盟的管

理经验，提高我国的大学竞技体育的水平。

帕克12联盟已经拥有一套成熟的、高效的市场经营开发

模式，使大学体育产业能够和大学体育完美结合，并且推动了

美国大学竞技体育的发展。而在我国的电视及媒体转播中很

田就飘篇于

少见到高校的比赛，所以，我国应该加强大学体育产业与大学

体育的有机结合，加快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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