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6 卷第 2 期 

2009 年 2 月 

体  育  学  刊 

Journal of Physcal Educaton 

Vol.16 No.2

F e b . 2 0 0 9 

 

 

     
 

第 29 届奥运会男子体操单项决赛动作分析 
 

周曰智 1，邵斌 220 

（1.山东体育学院 日照校区运动系，山东 日照  276826；2.上海大学 体育学院，上海  200444） 
 

摘      要：从动作类型、动作难度以及动作的使用情况等对第 29 届奥运会男子体操单项决赛动

作(跳马除外)进行研究，结果表明：D 组以上难度动作成为运动员成套动作难度价值的主体；各

个项目中不同类型动作使用次数呈现不均衡性，并且存在仅为满足动作类型而“凑”动作的现象；

规则的导向作用使得北京奥运周期出现较多的潮流动作、新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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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s studied moves made in men’s gymnastic single event finals in the 29th Olympic Games in 

terms of move type, move difficulty and move usage, except vaulting horse,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difficulty moves for group D or higher became the main body of the value of move routines completed by the play-

ers; the times of usage of different types of moves in various events were unbalanced, and there was a sign of 

“making up” moves just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for a certain move type; guiding functions of rules resulted in the 

occurrence of more stylish moves and new connections during the Beijing Olympic Games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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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运周期国际竞技体操规则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在难度不封顶的规定下，运动员要想取得世界冠

军，就必须使出浑身解数不断提高成套动作的难度价

值，这势必促进了运动员对动作的储备和掌握，使得

新动作、新连接、高难度动作以及潮流动作不断涌现，

从而导致北京奥运周期中体操动作出现了不同于其它

奥运周期的发展特点。本研究正是对第 29 届奥运会男

子体操单项决赛比赛动作(跳马除外)进行分析，以探

讨在新规则下体操动作的发展趋势。 

 

1  自由体操 
1)各种类型动作。 

本届奥运会自由体操单项决赛共涉及 25 个动作，

Ⅰ至Ⅴ类型分别为 3、5、8、4、5 个动作，分别占总

数的 12%、20%、32%、16%、20%；从动作类型的使

用次数看，Ⅰ至Ⅴ类分别为 10、25、28、9、8 次，分

别占总次数的 12.5%、31.2%、35.0%、11.3%、10.0%。

可见，空翻类动作特别是向前和向后空翻动作可以生

成连接价值，也就成为运动员成套动作难度价值的主

体。 

Ⅰ类为 3 个动作，8 名运动员中只有戈洛楚科夫

和汉布钦运用 2 个动作，说明多数运动员使用该类型

动作的目的是在追求单个动作价值的基础上更好地满

足动作组别的需要；Ⅱ类和Ⅲ类动作中使用次数较多

的是直体前空翻转体 360°、团身前空翻一周半、直

体后空翻转体 540°、直体后空翻转体 900°，分别为

7、7、8、8 次，并且这 4 个动作均以连接的形式出现，

这 4 个动作已成为自由体操连接动作的主体，在成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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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中起到了很好的连接作用；Ⅳ类动作相对单一，

均为清一色的后跳转体 180°成前空翻动作，侧空翻

类未出现。内村航平和海波里托分别使用了后跳转体

180°接屈体前空翻 2 周转体 180°、后跳转体 180°

屈体前空翻 2 周和直体托马斯，其余 6 名运动员均采用

“直体或团身托马斯”来满足动作组别的需要；Ⅴ类动

作共涉两类 5 个动作，即后空翻类和后跳转体 180°成

前空翻动作，这说明结束动作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

在结束 5 个动作中唯有“团身后空翻 2 周转体 720°”

为 E 组动作，这说明运动员在满足动作组别的基础上

高质量地完成结束动作是其动作编排所考虑的重要因

素。 

2)各种难度动作。 

从动作的难度看 B、C、D、E、F 组动作分别为 2、

6、9、6、2 个，各占总数的 8%、24%、36%、24%、

8%；从难度动作次数看，B、C、D、E、F 组动作分

别为 6、36、26、9、3 次，分别占总次数的 7.5%、45.0%、

32.5%、11.3%、3.8%，C、D 组难度动作成为运动员

成套动作价值主要内容。 

3)单个动作。 

C 组：俄式转体 1080°(4 次)；前团 1 周半(1 次)；

日本倒立(5 次)；后直 720°(1 次)； 

D 组：托马斯打滚 360°起倒立落下接托马斯(1

次)；团身托马斯(3 次)； 

E 组：直体托马斯(2 次)；后团 720°旋(1 次)；后

跳转体 180°屈体前空翻 2 周转体 180°(1 次)；后跳

转体 180°屈体前空翻 2 周(1 次)； 

F 组：后直 720°旋(2 次)；后直 720°接屈体后

空翻(1 次)。 

从单个动作来看，共涉及 12 个动作 23 次使用，

其中 C 组难度中非技巧类动作有 3 个，使用次数为 10

次，这主要因规则所致。众多动作中 E 和 F 组动作共

出现 5 个，使用次数为 6 次，相对于第 40 届世锦赛单

个的高难度动作使用次数明显增多。8 名运动员中汉布

钦和戈洛楚科夫使用了“直体后空翻 2 周转体 720°”

沙基洛夫使用了“直体后空翻转体 720°接屈体后空

翻”的 F 组动作，这 3 个动作均为开场动作完成，而

第 40 届世锦赛则未出现以 F 组动作为开场动作。可

见，难度不封顶的条件下以 F 组高难度动作为开场动

作既是运动员实力的体现，又是体力的需要。 

4)连接动作。 

(1)二连接：后直 900°+前直 720°(D+D，1 次)；

快速+直体托马斯(B+E，1 次)；后直 360°旋+前团 1

周半(E+C，2 次)； 

后直 900°+前直 360°(D+C，1 次)；后直 720°+

前团 1 周半(D+C，1 次)；快速+后直 900°(B+D，1 次）； 

快速+团身托马斯(B+D，1 次)；后直 900°+前直

180°(D+B，1 次)。 

(2)三连接：后直 540°+前直 360°+前直 540°

(C+C+C，3 次)；快速+后直 900°+前直 180°（B+D+B，

3 次）。 

后直 540°+前直 360°+前团 1 周半(C+C+C，1 次)；

后直 540°+前直 720°+前直 180°(C+D+B，2 次)。 

后直 540°+前直 720°+前直 540°(C+D+C，1 次)。 

(3)四连接：快速+后直 900°+前直 360°+前团 1

周半(B+D+C+C，1 次)。 

后直 540°+前直 360°+前直 540°+前团 1 周半

(C+C+C+C，1 次)。 

从不同形式的连接串可以看出，“二连接”、“三连

接”使用次数基本相当，分别占 42.9%和 47.6%，而

“四连接”仅海波里托和沙基洛夫 2 人使用，与第 40

届世界体操锦标赛中的“四连接”动作使用数量没有

明显的变化。所有连接串中的开始动作均是后直类动

作，而第 39~40 届世界体操锦标赛出现的以前手翻或

助跑直接做前空翻类而形成的连接不再出现，这与后

直类动作能较好地发挥助跑速度从而为加长动作串提

供动力支持有着很大的关系。在以空翻串为开场动作

中，邹凯使用“后直 900°+前直 720°”，德菲尔和德

拉古勒斯库为“后直 360°旋+前团 1 周半”，而内村

航平为“后直 540°+前直 720°+前直 180°”，这 3

个动作串难度价值都在 1.0 分以上，比第 40 届世界体

操锦标赛使用次数明显增多。本届奥运会自由体操以

高难度动作串和单个高难度的空翻动作为开场动作均

有所增加，这种开场动作的多样化，增加了比赛的观

赏性。 

从本届奥运会自由体操单项决赛 8 名运动员动作

统计可以看出，一套自由体操要想获得高 A 分的话，

就必须要有 5 串跟头以上(包括单个难度动作和跟头

串)，加长空翻串以及高难度动作的连接，可以获得较

好的加分效果，这也是当前自由体操技术发展的趋向。

此外，在高水平的竞技中，除了要拥有高价值的空翻

串以外，还须配合使用 F 组的单个难度动作，以增强

竞争实力。 

 

2  鞍马 
1)各种类型动作。 

本次鞍马单项决赛动作共 24 个，Ⅰ至 V 动作类

型分别为 2、5、5、9、3 个，各占总数的 8.4%、20.8%、

20.8%、37.5%、12.5%；5 种动作类型的使用次数分别

为 8、13、21、30、8 次，分别占总次数的 10.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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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37.5%、10.0%，Ⅳ类动作使用次数明显多于

其他类型动作。 

Ⅰ类动作中，6 名运动员采用正交叉转体 180°反

进腿，而该动作难度仅是 B 组，说明运动员采用该动

作的目的主要是满足动作类型的需要。史密斯和布斯

塔曼特使用了“正交叉转体 90°经单环起倒立落下成

骑撑”，该动作不仅满足了动作类型的需要，而且还更

好地提高了成套动作的价值。Ⅱ类动作中，有 5 人采用

了“马头打滚 360°”，而“托马斯隔 1 环打滚 360°”

和“托马斯起倒立转体 360°落下接托马斯”仅阿尔

迪莫夫一人使用。Ⅲ类动作中，“斯多维”和“马乔尔”

均被使用 8 次，说明这两个动作已成为当今世界优秀

鞍马运动员加分动作选择的主体内容和首选加分动

作。Ⅳ类动作中“马头俄式转体 1080°”和“吴国年”

分别被使用了 5 次和 6 次，除了阿尔迪莫夫没有使用

外，其他运动员均使用.2 个或 1 个动作，而“莫吉里

尼”“环中俄式转体 1080°”以及“索恩”每个动作

仅使用 1 次，次数明显偏少。以全旋和“斯托克里”

形成的 LLSS 的 E 组 FLOPS 动作，8 名运动员均采用，

由全旋或(和)“斯托克里”与俄式转体形成的 E 组组

合动作仅肖钦和史密斯使用了 SSR360°，D 组的组合

动作为 SSR180°和 LLR180°。可见，FLOPS 动作组

合形成相对单一，而该类动作的组合类型广泛，具有

较多的发展空间，运动员应充分利用规则发展该类高

难度组合动作。Ⅴ类动作中有 6 名运动员均采用了“全

旋起倒立转体 360°同时移位 3/3 至另一端下”，史密

斯使用“全旋起倒立转体 720°同时移位 3/3 至另一端

下”的 E 组难度动作，而阿尔迪莫夫则使用了“托马

斯起倒立转体 360°同时移位 3/3 至另一端下”，这一

动作加之“托马斯隔 1 环打滚 360°”和“托马斯起

倒立转体 360°落下接托马斯”使成套动作浑然一体，

具有鲜明的特点。 

2)各种难度动作。 

从动作的难度看，A、B、D、E 组动作分别为 1、

5、11、7 个，各占总数的 4.2%、20.8%、45.8%、29.2%，

鞍马成为 5 个项目中唯一没有出现 C 和 F 组难度动作

的项目。从难度动作次数看，A、B、D、E 组动作分

别为 1、16、43、20 次，各占总次数的 1.3%、20.0%、

53.7%、25.0%。可见，D 和 E 难度动作构成了鞍马成

套动作难度价值的主体。 

综合分析本次鞍马决赛情况，鞍马比赛如同比规

定动作，多数运动员成套动作缺乏新意，既无创新动

作，也无新颖的连接。在参加决赛的 8 名运动员中，

除阿尔迪莫夫成套动作以及乌德的“莫吉里尼”、环中

俄式转体 1080°等动作有点新意，其他运动员的成套

动作多有雷同，每名运动员中多使用纵向前移、纵向

后移、“吴国年”、马头俄罗斯、FLOP 和反出成倒立

转体 360°下法等。创新是竞技体操制胜的法宝，新

动作、新连接、新编排、高难度动作以及比赛中较少

出现的动作的使用，都会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都有

可能成为制胜的砝码。也正是在奥运周期规则的导向

下，使得教练员、运动员过多地强调动作的“难”与

“稳”，造成“新”的不足，毕竟规则的导向已经向运

动员的生理极限发出挑战，当运动员动作难度提高到

相当的难度时，可以预见，在下一奥运周期必将引起

人们对“新”的重新审视，这也正符合竞技体操五大

制胜因素内在的发展规律。 

 

3  吊环 
1)各种类型动作。 

本次吊环单项决赛动作共 27 个，Ⅰ至Ⅴ类型动作

分别为 6、2、8、8、3 个，各占总个数的 22.2%、7.4%、

29.6%、29.6%、11.2%；5 种动作类型的使用次数分别

为 14、11、24、25、8 次，分别占总次数的 17.1%、

13.4%、29.3%、30.5%、9.7%，其中摆动至力量动作、

力量动作和静止动作占到总次数的 2/3 以上。可见，

摆动至力量动作、力量动作和静止动作两类动作成为

运动员动作选择的主要内容，这两类动作的使用既可

以尽可能地避免环的摆动而导致扣分，又可以较好地

形成连接价值。 

Ⅰ类动作主要为空翻类动作，使用次数到达 10

次，特别是屈体前空翻 2 周有 8 次。从该类动作的使

用情况看，除了杰维切夫因动作失误使用 3 个动作以

及杨威、罗德里格斯使用 2 个动作外，其他运动员均

使用 1 个动作，说明运动员通过追求单个动作价值的

基础上更好地满足动作组别的需要。Ⅱ类动作主要是

“前摆直臂向后翻上成倒立”和“后摆直臂向后翻上

成倒立”，杰维切夫做“前摆直臂向后翻上成倒立动作”

停顿时间不足，难度不予承认，导致成套动作缺乏该

类型的动作。Ⅲ类和Ⅳ类动作共涉及到 16 个动作，这

些动作包含了水平十字类、十字类、倒十字类、水平

类 4 大类。水平十字类动作使用次数为 15 次，水平十

字是一种高难度的动作，从使用次数及难度看，该类

动作已成为目前吊环比赛中制胜的法宝。十字类动作

使用次数为 10 次，从十字类动作在成套动作中的作用

看，一方面和后面的动作形成连接价值，另一方面为

其后摆动奠定基础。水平类动作在本次吊环单项决赛

中包括前水平和水平支撑两种，分别为 2 次和 8 次，

在这两种水平动作中，前水平难度大，价值高，仅有

罗德格里斯使用，显示出他在前水平十字的超强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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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倒十字类涉及 4 个动作 13 次使用，在这 4 个动作

中“从水平十字压上成倒十字”，每名运动员均采用，

不论前面水平十字是如何形成，动作的总难度至少可

达到 1.2 分，可见，该动作已成为运动员成套动作的

必备动作，也成为当今吊环项目的流行性动作。Ⅴ类

动作共有直体后空翻转体 360°下、直体后空翻转体

720°下、屈体前空翻 2 周下 3 个动作。由于吊环动作

很难形成稳固的支撑点，8 名运动员中唯有杨威采用 F

组动作，可见，高质量地完成下法动作是运动员所要

追求的目的。 

2)各种难度动作。 

本次吊环比赛从难度动作看，B、C、D、E、F 分

别有 3、2、9、9、4 个，各占总个数的 11.2%、7.4%、

33.3%、33.3 %、14.8%；从难度动作的使用情况看，

B、C、D、E、F 组动作分别为 3、11、34、25、7 次，

各占总次数的 3.8%、13.7%、42.5%、31.2%、8.8%。

从 D 组以上难度动作和动作类型对应看，Ⅲ和Ⅳ类两

类动作就形成了 6D7E3F 16 个动作，占到总动作数量

的 59.3%，D 组以上由摆动到静止力量动作与力量动

作相连接是当前世界优秀选手吊环成套动作结构编排

所使用的主要加分动作类型。 

3)单个动作。 

    体操规则规定，吊环只有力量动作直接连接且处

于上升阶段才有连接加分，这就决定了Ⅰ、Ⅱ类动作

只能成为单个动作来使用，同时Ⅲ类动作在吊环决赛

中也作为单独动作使用，如后摆成水平支撑、屈体宏

玛直接成水平十字、屈伸上直臂直体成倒十字、经后

水平压上成十字支撑。这些单独动作的使用不仅提高

了成套动作的难度，亦满足了动作组别的要求。 

4)连接动作。 

(1)二连接。 

D+E 或 E+D：宏玛成十字+直臂直体压上成倒十

字(1 次)；后摆上成水平十字+压上成水平支撑(3 次)；

十字支撑+直臂直体压上成倒十字(2 次)；“阿扎良”+

直臂直体压上成倒十字(1 次)；E+E：屈伸上成水平十

字+压上成倒十字(3 次)；后上成水平十字+压上成倒十

字(1 次)；后摆上成水平十字+压上成倒十字(1 次)；水

平十字+压上成倒十字(1 次)；D+F 或 F+D：“阿扎良”

+前水平十字(1 次)；屈体宏玛水平十字+压上成水平支

撑(1 次)；E+F：屈体宏玛成水平十字+压上成倒十字(1

次)。 

(2)三连接。 

D+E+E：“阿扎良”+压上成水平十字+压上成倒

十字(1 次)。 

从连接动作的使用看，“二连接”为 16 次，占连

接动作的 94.1%，“三连接”仅陈一冰采用；在“二连

接”中 D+E 或 E+D、E+E 的连接达到 13 次，占总连

接次数的 76.5%。可见，D+E 或 E+D、E+E 的连接成

为吊环连接的主要形式。有文章针对第 34~37 届世界

体操锦标赛和第 28 届奥运会研究表明，“三连接”“四

连接”“五连接”占 7.216%、12.372%和 4.124%[1]，而

本届奥运会单项决赛仅陈一冰使用了“三连接”，“四

连接”“五连接”则未曾出现。可见，“只有力量动作

直接连接且处于上升阶段才有连接加分”这一规定使

得动作间的连接明显缩短，“二连接”次数明显增高。 

 

4  双杠 
1)各种类型动作。 

本次奥运会双杠单项决赛动作共涉及 22 个，Ⅰ、

Ⅱ、Ⅲ、Ⅳ、Ⅴ类型动作分别为 9、2、6、3、2 个，

各占总个数的 40.9%、9.1%、27.3%、13.6%、9.1%；

5 种类型动作的使用次数分别为 27、8、23、14、8 次，

各占总次数的 33.8%、10.0%、28.7%、17.5%、10.0%。

可见，无论在各种类型动作个数，还是使用次数分布

明显不均，Ⅰ类和Ⅲ类动作明显多于其他类型动作，

Ⅱ类动作的使用滞后于其他类型动作。 

Ⅰ类动作中“希里”、“后摆团身后空翻 2 周成挂

臂”使用次数明显多于其它动作，说明这两个动作成

为运动员成套动作的首选动作。Ⅱ类仅 2 个动作即“挂

臂团身后空翻 2 周成挂臂”和“前摆上分腿后切成倒

立”，使用次数分别为 5 次和 3 次，即每名运动员仅使

用了该类别的 1 个动作，说明运动员使用该类动作的

主要目的在于满足动作组别的要求。Ⅲ类动作中“贝

尔”和“屈体贝尔”分别使用 8 次和 5 次，“梯佩尔特”

亦使用 7 次，这充分显示出运动员对该动作的驾驭能

力，也充分说明 3 个动作业已成为当今的流行性动作。

在第 39、40 届世锦赛中出现的“横杠长振屈伸上类动

作”在本次比赛中未再出现，这与双杠成一杠倒立稳

定性差有很大的关系。Ⅳ类涉及的均为后上类动作，

除柳元哲和黄旭使用 1 个动作外，其他运动员均使用

2 个动作，可见，后上类动作成为运动员提高成套动

作价值以及满足动作类型的主要选择。Ⅴ类只有“屈

体后空翻 2 周下”和“团身前空翻 2 周下”两个动作，

下法动作相对单一。 

2)各种难度动作。 

从难度动作的使用情况看，C、D、E、F 分别为 3、

11、7、1 个，各占动作总个数的 13.6%、50.0%、31.9%、

4.5%，而 B 组难度动作没有出现，由此双杠成为本届

奥运会单项决赛中唯一没有 B 组难度动作的项目；使

用次数 C、D、E、F 为 6、40、29、5 次，占总次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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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0%、36.3%、6.2%。可见，D、E 难度动作成

为双杠成套动作价值的主要体现，也成为所有项目中

D、E 难度动作最多的项目。 

 

5  单杠 
1)各种类型动作。 

单杠决赛动作主要涉及 31 个，成为本届奥运会单

项决赛涉及动作最多的项目，Ⅰ至Ⅴ类型动作为 6、

10、8、4、3 个，各占总个数的 19.3%、32.3%、25.8%、

12.9%、9.7%；5 种类型动作使用次数为 15、22、17、

18、8 次，各占使用总次数的 18.7%、27.5%、21.3%、

22.5%、10.0%。Ⅳ类动作虽只有 4 个，但使用次数却

达到 18 次，可见运动员对该类动作选择比较集中。从

总体上看，飞行类动作个数明显多于其他类型动作，

动作的使用次数除下法动作外，其他类型动作相差并

非十分明显。 

Ⅰ类动作中除邹凯和富田洋之使用一个动作外，

其他运动员均使用两个动作。卡西纳使用了向后大回

环跳转 540 成单臂扭、“邹利敏”，显示出该运动员在

单臂类动作具有较强的能力；Ⅱ类动作中“科瓦斯”

动作使用次数达到 10 次，除邹凯未使用外其他运动员

均采用，“科瓦斯”类动作成为当今单杠飞行动作中的

潮流动作，特别是霍顿使用 3 个“科瓦斯”，充分表现

出该运动员在该类动作的超强的实力。从运动员使用

动作个数看，霍顿、汉布钦和卡西纳均 4 个，邹凯 3

个，中濑卓也、富田洋之和宗德兰 2 个，卡尔巴年科

仅 1 个。第 35~37 届世界体操锦标赛飞行动作分别为

13、16、17 个次，平均为 15.3 个次，而第 29 届奥运

会达到 22 次，次数明显上升。从不同类型飞行动作所

占比例看，3 届世锦赛中后空翻类、“特卡切夫”类、

“京格尔”类、前空翻类以及其他类分别占总飞行动

作的 47.84%、23.92%、10.04%、8.70%和 6.50%，而

第 29 届奥运会则为 50.00%、9.09%、0、13.63%和

27.28%，后空翻类和前空翻少有增加，“特卡切夫”

类明显减少，“京格尔”类动作出现“绝迹”，“马尔凯

洛夫”数量从 3 届世锦赛逐步递减的状态迅速回升，

第 29 届奥运会使用次数升至 6 次。Ⅲ类动作中正掏和

反掏类动作数量分别为 5 个和 3 个，使用次数分别为

9 次和 8 次，虽然动作个数和使用次数二者没有多大

的差别，但正掏类动作形成的总体价值为 3.5 分

（1E6D2C），反掏类为 2.4 分(4D4B)，且反掏类动作仅

反掏 360°成扭臂握为 D 组，因此从两类动作对所有

运动员动作难度价值贡献来看，正掏类明显高于反掏

类。Ⅳ类涉及动作数量和次数中“中穿前上类”3 个

14 次，特别是“中穿前上转体 360°”使用 8 次，并

且 4 次和“马凯洛夫”形成连接，而其它类动作仅 1

个 2 次。可见，中穿类动作成为运动员的首选动作，

成为当今潮流动作，而中穿前上转体 360°与“马凯

洛夫”的连接成为当今单杠杠上动作和空翻动作的潮

流式连接方式。Ⅴ类动作为清一色的直体后空翻类动

作，其中“直体 720°旋下”使用 6 次，“直体后空翻

转体 1080°下”为霍顿所采用。可见，E 组难度的下

法仍然是世界男子单杠的编排特点之一，而“直体后

空翻转体 720°下”成为当今单杠的流行性下法。 

2)各种难度动作。 

从动作的难度看，B、C、D、E、F 分别为 3、7、

13、5、3 个，各占总个数的 9.7%、22.6%、41.9%、

16.1%、9.7%；动作难度的使用次数，B、C、D、E、

F 分别为 8、15、30、17、10 次，各占总使用次数的

10.0%、18.8%、37.5%、21.2%、12.5%，D、E、F 组

难度动作成为当今运动员单杠成套动作价值的主体。 

3)连接动作。 

国际竞技体操规则规定，单杠比赛中运动员要想

获得连接的分值，必须是 D 组以上杠上动作或 C 组以

上飞行动作。第 39 届世锦赛中的连接动作共 3 个 3

次，即“中穿前上转体 360°+马凯洛夫”(里佐，E+D)、

“中穿前上转体 180°+京格尔 180°”(里佐，D+E)、

“盖洛德转体 180°+向后大回环转体 540°成扭臂

握”(佩干，E+D)。第 40 届世锦赛共 4 个 7 次，即“中

穿前上转体 360°+马凯洛夫”(瓦姆斯、水鸟寿司、

富田洋之、汉布钦，E+D)、“盖洛德转体 180°+向后

大回环转体 540°成扭臂握”(佩干)、“团身科瓦斯+

团身科瓦斯转体 360°”(宗德兰，D+F)和“直体特卡

切夫+分腿特卡切夫”(汗布钦，D+C)。第 29 届奥运会

4 个 6 次，即“中穿前上转体 360°+马凯洛夫”(邹凯、

霍顿、中濑卓也、富田洋之)、“直体特卡切夫+分腿特

卡切夫”(汗布钦)、“反掏转体 360°成扭臂+扭臂直体

叶格尔”(邹凯，D+D)。第 29 届奥运会单杠决赛中仅

4 人出现 6 次连接，而第 39、40 届世锦赛仅 3 次和 7

次。可见，在单杠这一极容易出现失误的项目上，运

动员宁愿从单个动作来提高成套动作价值，也不愿因

过多的追求连接价值而造成失误。 

从连接动作的构成来看，杠上动作和飞行动作的

连接在 3 届世界大赛中分别出现 3、5、5 次，而飞行

动作和飞行动作的连接在 3 届大赛中仅 2 人 3 次使用，

即“团身科瓦斯+团身科瓦斯转体 360°”1 次和“直

体特卡切夫+分腿特卡切夫”2 次。可见，杠上动作和

飞行动作的连接是当今单杠动作连接的主要形式。 

从连接动作的难度看，3 届大赛中出现的动作连

接共 16 次，其中 D+E 或 E+D、D+F、D+C、D+D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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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12、1、2、1 次，各占 75.00%、6.25%、12.50%、

6.25%，D+E 或 E+D 成为单杠难度动作连接的主要形

式。 

 

6  结论 
1)自由体操：C、D 组难度动作成为运动员成套动

作价值的主要内容，单个高难度动作使用次数明显增

多；运动员采用Ⅰ类动作的目的主要是满足动作组别

的需要，Ⅴ类动作相对单一，均为后跳转体 180°成

前空翻动作，本次比赛中侧空翻类动作未再出现，Ⅴ

类动作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运动员更加追求落地的

稳定性。 

2)鞍马：D、E 难度动作构成了鞍马成套动作难度

价值的主体；Ⅰ类动作使用的主要目的在于满足动作

类型的需要，FLOPS 动作组合形成相对单一，运动员

应充分利用规则发展该类高难度组合动作；鞍马动作

缺乏新意，在下一奥运周期必将引起人们对“新”的

重新审视。 

3)吊环：D 组以上由摆动到静止力量动作与力量

动作相连接是当前世界优秀选手成套动作结构编排所

使用的主要加分动作类型；水平十字已成为目前吊环

比赛中制胜的法宝；D+E 或 E+D、E+E 的连接成为吊

环连接的主要形式；动作间的连接明显缩短，“二连接”

次数明显增高。 

4)双杠：D、E 难度动作成为双杠成套动作价值的

主要体现；5 种不同类型动作明显分布不均，Ⅰ类和

Ⅲ类动作明显多于其他类型动作，而Ⅱ类动作的使用

滞后于其他类型动作；空翻挂臂类动作成为双杠流行

性动作，后上类动作亦成为运动员提高成套动作价值

以及满足动作类型的主要选择。 

5)单杠：D、E、F 组难度动作构成了当今运动员

单杠成套动作价值的主体内容，D+E 或 E+D 成为单杠

难度动作连接的主要形式；Ⅳ类使用比较集中；5 种

类型动作中飞行类动作个数明显多于其他类型动作，

且较上一奥运周期飞行动作次数明显上升，科瓦斯类

动作成为当今单杠飞行动作中的潮流动作；中穿类动

作成为当今杠上潮流动作，而“中穿前上转体 360°

与马凯洛夫的连接”成为当今单杠杠上动作和空翻动

作的潮流式连接动作；杠上动作和飞行动作连接成为

当今单杠动作连接的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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