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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97名参加2006年全国青年女排集训的运动员的身体形态和专项身体素质进行研究。结果表明，

我国青年女子排球运动员的身高、指高和体重等身体形态指标与成年运动员还有较大差距，特别是缺乏身材

高大的运动员，助跑摸高、连续摸高等专项身体素质水平还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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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studying the physique and event specific physical capacities of 97 athletes participating in nationwide 

young female volleyball athletes training in 2006, the authors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hysique indexes such as statue, finger length and body weight between young female volleyball ath-

letes and adult athletes in China, especially there is a lack of tall athletes in China; the level of physical capacities, 

such as running assisted jump touch and continuous jump touch, should be further uplif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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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女子排球运动员运动技术和战术的迅速发展

和日趋完善，以及身体大型化和力量型打法流行的整体趋

势，对排球运动员的身体条件和身体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青年女子排球运动员是我国女子排球运动保持世界先进

水平的重要基础，其身体条件、身体素质的优劣，将直接影

响我国女子排球运动的发展前景。 

本研究于 2006 年 3 月~4 月对参加 2006 年在昆明海埂

体育训练基地举行的全国青年女子排球队集训的山东、辽

宁、八一、江苏、上海、南京部队、天津、浙江和新疆奎屯

青年女排等 9 支青年女子排球队的 97 名运动员进行了身体

形态和专项身体素质的测量，对其身体形态和身体素质进行

了分析评价。 

 

1  年龄、运动年限特征 

从表 1可以看出，我国青年女子排球运动员的平均年龄

为 15.23 岁，其中，最大的为 19 岁，最小的为 12 岁；接受

专业排球训练的平均时间是 3.85 年，最长的为 10 年，最短

的仅为 1个月(见表 1)。 

 

表 1  我国青年女子排球运动员年龄、训练年限 )( sx ±  

队别 人数 年龄/岁 运动年限/年 

山东队 

辽宁队 

八一队 

江苏队 

上海队 

南京部队队 

天津队 

浙江队 

新疆奎屯队 

8 

15 

15 

12 

6 

9 

13 

9 

10 

15.46±2.11 

14.81±1.92 

14.85±1.49 

15.33±2.81 

15.51±1.19 

15.00±1.85 

15.25±1.79 

15.28±1.54 

15.54±1.98 

2.98±2.46 

4.92±1.17 

3.84±1.01 

3.55±1.21 

5.55±2.14 

3.04±1.52 

5.45±2.43 

2.27±1.23 

3.09±1.44 

平均 （97） 15.23±1.85 3.85±1.62 

 

根据人体生长发育的客观规律，本研究的女运动员还处

在青春发育期，身体各部分的器官和肌肉尚未达到完全成

熟，身高、体重、肌肉力量、器官机能和神经敏感性仍有较

大的发展空间[1]。排球运动员的身体素质和技战术水平发展

到高级阶段至少需要 8～10 年的时间。本次研究的青年运动

员接受专业训练的平均时间只有 3.85 年，技战术水平和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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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素质方面都还很稚嫩。另外，年龄和经验在比赛中起着重

要的作用，毕竟运动智能和比赛经验的积累，要经过一定的

运动经历和运动年限[2]。所以，教练员应该抓住这段生长发

育敏感期的黄金阶段，采用科学的训练方法和手段提高运动

员的体能水平，加强实战练习，使运动员的技战术和身体素

质水平快速提高，为向高水平阶段发展打好坚实的基础。 

 

2  身高、指高和体重特征 

随着女排运动员向男子化特征的发展趋势，运动员身体

大型化和高度化已成为影响排球运动成绩和竞技水平的重

要因素。通过本次调查发现，我国青年女子排球运动员平均

身高为 182.7 cm，其中，最高达到了 191 cm。指高与身高有

着密切的联系，本次研究的青年女排运动员的平均指高为

235.7 cm，最高者达到了 246 cm。平均体重达到了 66.8 kg，

最大者为 78 kg。身高、指高和体重是衡量运动员身体形态

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青年女子排球运动员与我国国家女子

排球队运动员相比，在 3项指标上都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差异

（P＜0.01）。但是，结合运动员的年龄来看，这几项形态指

标还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前景比较乐观(表 2、表 3)。

 

表 2  我国青年女子排球运动员身高、指高和体重特征 

身高/cm 指高/cm 体重/kg 
队别 

sx ±  max sx ±  max sx ±  max 

山东队 
辽宁队 
八一队 
江苏队 
上海队 
南京部队队 
天津队 
浙江队 
新疆奎屯队 

182.6±0.07 
182.5±0.03 
183.7±0.04 
184.6±0.04 
185.2±0.05 
181.0±0.06 
183.2±0.05 
183.5±0.03 
178.4±0.05 

185 
189 
189 
189 
191 
190 
188 
186 
183 

238.4±0.09 
236.3±0.07 
236.5±0.07 
238.3±0.08 
237.7±0.05 
233.4±0.07 
236.6±0.05 
236.0±0.08 
228.5±0.05 

245 
242 
245 
244 
246 
245 
245 
240 
234 

68.2±2.92 
63.1±2.79 
67.0±1.99 
69.6±3.01 
69.8±2.54 
65.4±3.08 
67.3±1.82 
66.9±2.77 
63.6±2.91 

70 
67 
75 
73 
78 
71 
75 
71 
68 

平均 182.7±0.05  235.7±0.07  66.8±2.65  

 

表 3  青年女子排球运动员与国家女子排球运动员身高、指高和体重 )( sx ± 比较 

类别 人数 身高/cm 指高/cm 体重/kg 

国家女子 
青年女子 

15 
79 

187.2±6.92 
182.7±0.05 

241.7±7.04 
235.7±0.07 

72.6±3.87 
66.8±2.65 

P  ＜0.01 ＜0.01 ＜0.01 

 

3  不同位置运动员身体形态特征 

排球运动具有明显的专项位置特征，不同位置的运动员

在身高等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异。目前，在世界优秀排球运动

员中，二传运动员的平均身高约为 180～185 cm；主攻运动

员的平均身高约为 185～190 cm；副攻运动员的平均身高约

为 190～200 cm；接应二传运动员的平均身高约为 185～195 

cm。通过对我国青年女排运动员的调查发现，这几个位置

运动员的平均身高为(181.7±2.25) cm、(183.6±3.65) cm、

(184.8±3.55) cm 和(181.9±4.86)。由此可见，在我国青年女

子排球运动员中，二传和主攻的身高情况相对较好，副攻和

接应二传的身高偏低，特别是缺乏身高在 190 cm 以上的高

大运动员（见表 4）

 

表 4  不同位置运动员身高、指高和体重特征 

身高/cm 指高/cm 体重/kg 
位置 人数 

sx ±  max sx ±  max sx ±  max 

二    传 
主    攻 
副    攻 
接应二传 
自 由 人 

18 
34 
26 
14 
 5 

181.7±2.25 
183.6±3.65 
184.8±3.55 
181.9±4.68 
174.8±2.95 

187 
191 
188 
190 

 178 

233.1±2.81 
237.0±4.65 
237.8±4.42 
233.9±2.97 
223.0±1.68 

241 
246 
245 
240 
230 

67.2±2.98 
67.8±3.71 
64.8±5.05 
67.6±4.95 
61.0±2.17 

75 
78 
70 
80 
70 

 

4  专项身体素质测试结果分析 

集训期间，排球运动管理中心根据排球运动的规律和专

项特点，把助跑摸高、5次连续摸高、6 m×16 次网下移动、

米字移动双摇跳绳和 800 m 跑作为衡量青年运动员身体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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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主要指标进行了测试（见表 5）。

表 5  我国青年女子排球运动员专项身体素质 

助跑摸高/m 5次连续摸高/m 6 m×16次网下移动时间/s 
队别 人数 

sx ±  max sx ±  max sx ±  max 

山东队 

辽宁队 

八一队 

江苏队 

上海队 

南京部队队 

天津队 

浙江队 

新疆奎屯队 

8 

15 

15 

12 

6 

9 

13 

9 

10 

3.03±0.13 

2.97±0.10 

2.98±0.10 

3.01±0.09 

3.00±0.08 

2.87±0.09 

2.95±0.10 

2.96±0.11 

2.81±0.07 

3.10 

3.13 

3.10 

3.10 

3.09 

2.98 

3.04 

3.06 

2.91 

2.92±0.94 

2.83±1.17 

2.82±1.20 

2.83±1.44 

2.88±1.59 

2.76±1.79 

2.84±2.01 

2.80±2.11 

2.72±1.01 

2.98 

2.94 

2.99 

2.89 

2.93 

2.88 

2.88 

2.87 

2.80 

27.04±1.77 

29.58±0.92 

28.59±1.78 

29.03±1.78 

30.21±2.00 

28.54±1.45 

29.27±2.02 

29.95±1.49 

31.30±1.58 

26.38 

27.44 

26.50 

26.83 

27.05 

27.73 

27.12 

28.01 

29.03 

平均  2.95±0.10  2.82±1.47  29.28±1.64  

米字移动时间/s 双摇跳绳个数 800 m跑时间/s 
队别 人数 

sx ±  max sx ±  max sx ±  max 

山东队 

辽宁队 

八一队 

江苏队 

上海队 

南京部队队 

天津队 

浙江队 

新疆奎屯队 

8 

15 

15 

12 

6 

9 

13 

9 

10 

25.72±4.18 

27.08±5.55 

26.99±3.23 

27.15±4.11 

27.74±6.92 

27.24±4.17 

27.56±4.11 

27.88±4.56 

28.60±6.64 

24.77 

24.82 

25.14 

25.38 

25.04 

26.03 

26.10 

27.07 

26.60 

64±19.95 

54±22.81 

49±27.77 

60±25.02 

44±19.35 

50±29.91 

48±20.88 

50±18.95 

46±22.88 

 92 

101 

101 

78 

82 

145 

111 

 99 

106 

194.2±0.34 

179.2±0.10 

197.5±0.27 

198.7±0.59 

199.6±0.54 

189.3±0.18 

217.6±0.28 

209.4±0.33 

217.6±0.45 

190.17 

169.51 

189.89 

183.39 

180.68 

183.33 

179.04 

185.31 

194.28 

平均  27.33±4.83   49.67±23.06  195.9±0.34  

 

(1)助跑摸高。 

助跑摸高是衡量排球运动员竞技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

弹跳力的优劣对于比赛的结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排

球运动员体能测试的重要内容[3]。各支球队都非常重视运动

员弹跳能力的训练，并始终贯穿于整个训练和比赛过程中。

我国青年女子排球运动员的平均助跑摸高 2.95 m，其中最高

者达到了 3.13 m。通过分析可以认为，我国青年女子排球运

动员的助跑摸高水平还比较低，其主要原因是青年运动员还

处在身体发育的阶段，各种素质还未成熟，特别是力量素质

和爆发力比较差。而且，在这个阶段，过大负荷的负重训练，

容易造成运动员骨骼和肌肉的损伤，还会影响运动员的生长

发育[4]。所以，教练员在对青年运动员进行体能训练时应采

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循序渐进，不能拔苗助长，稳步提高

运动员的身体素质。通过与国家女排的助跑摸高成绩进行了

比较，国家女排为（3.15±0.01）m，存在非常显著差异（P

＜0.01）。 

(2)5 次连续摸高。 

5 次连续摸高是反映运动员弹跳耐力的重要指标。在比

赛中，连续出现的扣球、拦网都需要运动员有着良好的连续

起跳能力。同时，良好的弹跳耐力也是运动员能够自始至终

高质量完成比赛的重要保证。本次测试的女排青年运动员的

平均成绩为 2.82 m，最高者为 2.99 m。各队成绩并无显著性

差异。 

(3)6 m×16 次网下移动。 

6 m×16 次网下移动是排球运动员重要的体能测试项

目，是反映运动员连续移动、转身移动、急停、急转能力的

重要指标。运动员的 6 m×16 次网下移动水平代表运动员防

守的移动能力。青年女排运动员的平均成绩为(29.2±1.64) 

s，变异系数为 6.94，最快为 26.50 s。各队的总体水平比较

接近。 

(4)米字移动。 

米字移动是反映排球运动员变向移动能力的重要指标，

是近几年排球运动员体能测试经常采用的测试方法。我国青

年女排运动员的平均成绩为(27.3±4.83) s，变异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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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9。从总体成绩来看，各队的成绩差别较大，运动员的

水平参差不齐。 

(5)双摇跳绳。 

双摇跳绳是检验运动员连续跳跃能力和上下肢配合能

力的重要手段，一直作为排球运动员体能测试的重要指标。

在此项测试中，运动员的平均成绩为 49.67 个。但是，此项

测试各运动员成绩差异显著，最多的运动员跳了 145 个，而

最少的运动员仅跳了 11 个，标准差为 23.06，变异系数为

48.42。从总体看群体样本波动较大，说明有些运动员连续

跳跃和上下肢协调配合的能力不足。另外，个别教练员对此

项测试的重要程度认识不够，在平时的训练中忽视了对此项

技术的训练。 

(6)800 m 跑。 

800 m 跑是反映运动员有氧运动能力的重要指标，对于

运动员的心血管系统的功能要求很高。随着排球运动水平的

提高，竞争日益激烈，运动员在一场比赛中要跳起几百次，

对运动员的耐力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果运动员没有很

好的耐力素质，就会导致失误增多，影响技战术水平的发挥。

我国青年女排运动员的平均成绩为(195.9±0.34) s，最快者

为 169.51 s，变异系数为 11.03。从表 5 可以看出，辽宁队

和天津队整体水平较高，波动范围较小。另外，由于本次测

试是在 1 888 m 的高原进行，运动员的成绩受到了一定程度

的影响。 

 

5 结论与建议 

（1）我国青年女排运动员年龄较小，运动年限较短，

仍处在青春发育期，身体各部分器官和肌肉尚未达到完全成

熟的阶段，身高、体重、肌肉力量、器官机能和神经敏感性

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与成年运动员比较有显著的差距。教

练员应抓住这段发育敏感期，采用科学的训练方法和手段，

使运动员的技战术和身体素质水平迅速提高。 

 

 

（2）我国青年女排运动员的平均身高偏低，二传和主

攻的情况稍好，副攻和接应二传缺乏高大运动员。青年队的

教练员在选材和训练过程中，要顺应世界排坛的发展形势，

充分了解世界排球发展的战术变化趋势和人员配置特点，充

分重视各个位置运动员的专项能力训练，在打好全面基础的

同时还要突出个性训练。重视高大运动员的选拔和培养，选

择具有针对性的体能训练方法和手段。 

（3）由于年龄等方面的原因，青年运动员的各方面素

质与成年运动员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助跑摸高和连续摸高

等素质还比较差。另外，应该重视对运动员有氧能力的训练，

使青年运动员的有氧运动能力和无氧运动能力得到协调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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