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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混合线性模型（Linear Mixed Model）对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2012—2018赛季

1 406场比赛的运动表现进行分析，结合数据级数推断理论与Cohen’s d效应量理论，对比球

队在不同比赛结果中各项表现指标的差异。1）比赛获胜球队的进攻组织效率明显高于平局

或失利球队，在射门、射正、传中、传球成功率、向前传球成功率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失利和平

局球队虽然在传球数量上占据优势，但成功率较差，转换成射门的效率不理想，说明组织进攻

效率取决于传球的成功率而非数量。2）50-50争抢成功率、犯规和越位的显著性优势说明获

胜球队在攻防战术组织上更积极，更具有侵略性。同时，在个人对抗能力方面也存在相应差

距。3）冲刺跑距离、冲刺跑次数、控球时高强度跑距离是获胜球队的关键表现指标。4）获胜

球队在控球时完成更多冲刺跑和高速跑，并伴随更高的进攻效率，失利球队在比赛中将大量

高强度工作消耗在防守方面，不论上、下半场冲刺跑和高速跑都集中在非控球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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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total of 1 406 matches across a 7-season period in the Chinese Football Association

Super League were analyzed. The technical and physical data were quantified by the Linear Mixed

Model. Differences in match profiles among the three different results were evaluated based on the

Magnitude-base Inference Data Theory and Cohen’s d.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winning team

ha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efficiency in the offensive organization than that of other teams, includ‐

ing: shots, shots on target, crosses, successful passes rate and forward pass success rate. The losing

and the drawing team had advantage in the number of passes, while the success ratio was low and

seldom convert to shots. It indicated that the efficiency of the offensive organization depended on

the success ratio of pass rather than the number. 2) The significant advantages of 50-50 duel won

rate, fouls and offside indicated that the winning teams were more aggressive in the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organization. Meanwhile, the gap between different individual abilities should be consid‐

ered. 3) Sprint distance, number of the sprint, and high-intensity run distance when possession

were the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of the winning teams in the Chinese Football Association Su‐

per League. 4) The winning teams completed more sprints and high-speed run while possession,

with higher offensive efficiency. The losing team covered more high-intensity activities in defen‐

sive behavior, sprints and high-speed run were completed while not in possession, either in the first

half or in the second half.

Keywords: football; match outcomes; match performance analysis; Chinese Football Associa‐

tion Super Le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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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技术的快速发展，体能表现分析也逐步实现半自动化

和自动化追踪采集的可能，技战术表现分析逐步被科技

化赋能，比赛中球员和球队表现行为被研究与解读（Car‐

ling et al.，2008；Mackenzie et al.，2013；Rein et al.，2016；

Sarmento et al.，2014）。教练员和分析师从比赛中获得运

动表现数据与信息，并用于战术部署与训练设计（刘鸿优

等，2016a；赵刚 等，2014）。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针对比赛表现指标的描述性

分析已经不能有效探寻足球比赛表现行为的关键特征，

而情境因素的出现能够有效帮助教练员和比赛分析师对

比赛表现关键因素进行判断与分析（刘鸿优 等，2016b；

Gómez et al.，2013；Liu，2015；Mackenzie et al.，2013；Sar‐

mento et al.，2014）。作为情境因素之一的比赛结果（胜、

平和负），是评判球队和球员运动表现是否成功和优劣势

的重要参考标准（Gómez et al.，2013；Liu，2015）。在不同

比赛结果中，球队与球员的运动表现行为也随胜负关系

的变化而显现出不同特征（Lago-Peñas，2012）。

目前，在考虑胜负关系的足球比赛表现分析研究中，

主要集中在技战术分析（柏延洋 等，2019；Oberstone，

2009；Lago-Ballesteros et al.，2010；Taylor et al.，2008）或体

能分析（Andrzejewski et al.，2016，2018；Chmura et al.，2018），

鲜见对足球比赛技战术表现和体能表现进行综合分析与

解读的研究。足球比赛场景是动态变化的、相互影响的

环境，所以不能忽略技术、战术与体能表现对比赛表现的

综合影响（Filetti et al.，2017）。此外，目前研究多为对某

一个赛季或某一届杯赛表现行为的分析探讨，鲜见关于

多个赛季周期的研究（柏延洋，2018；Castellano et al.，

2011；Dellal et al.，2010；Moalla et al.，2018；Yang et al.，

2018；Yi et al.，2019）。在职业足球顶级联赛的竞争中，传

统意义上的强队越来越难保持一直获胜，很难就某一个

赛季定义成功运动表现的关键特征。因此，两个连续赛

季或者以上的研究样本将对比赛表现关键因素的评估更

具有说服力（Barnes et al.，2014；Bradley et al.，2016）。

本研究通过定量研究方法，对 2012—2018年 7个赛季

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以下简称“中超联赛”）不同比赛

结果下球队的运动表现进行对比分析，以探寻不同比赛

结果下中国职业足球比赛技战术与体能表现特征。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1）研究样本。以中超联赛各球队技战术与体能表现

为研究对象。中超联赛每个赛季共 16 支球队，240 场比

赛，480组比赛表现统计数据。本研究纳入 2012—2018年

7个赛季 1 406场比赛表现样本，共 2 812组比赛数据。

2）研究变量。主要包括每场比赛各球队的技战术与

体能表现数据和每场比赛的比赛结果（胜、平、负）。根据

数据来源，共选取 45 个比赛表现指标：技战术指标 16 个

和体能指标 29个（表 1）。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调研

以足球运动表现分析、足球比赛表现分析等为关键

词，通过CNKI全文数据库进行中文文献检索；以“soccer、

football”和“performance analysis、game analysis、match anal‐

ysis”等为关键词，在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中进行英文

文献检索，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参考；以国际运动表现分

析 学 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Performance Analysis in

Sports，ISPAS）官方网站（http：//www. ispas. org/Literature）

推荐的数本专业书籍作为专著资料参考。

1.2.2 比赛观察

对 2012—2018 年 7 个赛季的中超联赛比赛表现进行

观察。研究所涉及数据采集来自Amisco PRO®系统（Sport-

Universal SA，法国），该系统采集技术原理为半自动计算

机化追踪系统，采样频率为 25 Hz。整个比赛中包括每名

球员的位移信息、动作行为类别和技战术类表现信息都

被收集。原始数据文件 .pam 通过 Amisco Viewer®比赛分

析软件进行提取。所有数据通过 Excel 进行导出、保存与

统计学处理。采用 Amisco Viewer®软件中的默认速度阈

值区间，具体速度分类与阈值界定标准为：走动与慢跑（0～

＞11 km/h），低速跑（11～＞14 km/h），中速跑（14～＞17 km/h），

快速跑（17～＞21 km/h），高速跑（21～＞24 km/h）和冲刺

跑（24 km/h～＞＋）（Andrzejewski et al.，2012；Minano-Es‐

表1 研究变量分组

Table 1 Research Variables and Classification

分组

自变量

因变量 技战术表现指标

体能表现指标

指标

比赛结果（胜、平、负）

射门、射正、角球、传中、控球率、对方半场控球率、传球、传球成功率、向前传球、向前传球成功率、攻入进攻三

区、攻入禁区、50-50争抢成功率、犯规、越位、黄牌

总跑动距离（含上、下半场）、控球时跑动距离（含上、下半场）、非控球时总跑动距离（含上、下半场）、冲刺跑距

离（含上、下半场）、冲刺跑次数、控球时冲刺跑距离（含上、下半场）、非控球时冲刺跑距离（含上、下半场）、高速

跑距离（含上、下半场）、高速跑次数、控球时高速跑距离（含上、下半场）、非控球时高速跑距离（含上、下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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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 et al.，2017）。

1.2.3 数理统计

1）从 2012—2018赛季共计 1 680场比赛中剔除 259场

出现红牌和 15场未收集到数据或存在比赛数据丢失的比

赛，得到 1 406 场比赛。每场比赛包含对阵双方两组数

据，共 2 812 组比赛数据。根据比赛结果对研究样本进行

划分，获胜球队数据 1 014 组，失利球队数据 1 014 组，平

局数据 784组。

2）将 Excel数据表格导入 SPSS 25.0，使用混合线性模

型（Linear Mixed Models）得出不同比赛结果下各指标

P 值、F 值、均值和标准差，P＜0.05 定义为具有显著性

差异。

3）根据澳大利亚霍普金斯教授提出的“数据级数推

断”（Magnitude-base Inference，MBI）理论与 Cohen’s d 效

应量理论，将原始数据导入霍普金斯教授开发的 Excel

（MBI）表格中得出不同比赛结果之间的差异，并确定标

准化效应量（effect size，ES）及其 90%置信区间（CI）（刘鸿

优 等，2017a；Hopkins，2007）。对各指标均值与标准差结

果的差异可能性进行评估，差异大小评估为：＜0.20，无意

义，微小差异；0.20～0.60，小差异；0.61～1.20，中度差异；

1.20～2.00，大差异；＞2.00，差异非常大。如果均值差异

的 CI 不同时包括实质性的正值与负值，则认为差异很明

显（Batterham et al.，2006；Hopkins，2007；Hopkins et al.，

2009）。

4）采取皮尔逊积矩相关系数对所选体能指标和技战

术指标的关系进行分析判别，r＜0.1 为极弱相关或无相

关，r＞0.1～0.3 为弱相关，r＞0.3～0.5 为中等程度相关，

r＞0.5～0.7 为强相关，r＞0.7～0.9 为非常强相关，r＞0.9

为极强相关，r=1.0为完全相关（Hopkins et al.，2009）。

2 研究结果

2.1 失利与平局（0-1）球队比赛表现的对比

通过将失利与平局球队的比赛表现进行对比发现

（图 1、图 2），平局球队在传球（ES=-0.15，P=0.005）、向前

传球（ES=-0.19，P＜0.001）、下半场控球时跑动距离（ES=

-0.28，P＜0.001）、上半场非控球时跑动距离（ES=-0.24，

P＜0.001）、非控球时冲刺跑距离（ES=-0.30，P＜0.001）、

上半场非控球时冲刺跑距离（ES=-0.14，P=0.008）、下半

场非控球时冲刺跑距离（ES=-0.34，P＜0.001）、高速跑距

离（ES=-0.13，P=0.037）、下半场高速跑距离（ES=-0.16，P

=0.001）、非控球时高速跑距离（ES=-0.24，P＜0.001）、上

半场非控球时高速跑距离（ES=-0.20，P＜0.001）和下半

场非控球时高速跑距离（ES=-0.21，P＜0.001）12 个指标

方面低于失利球队，在射正（ES=0.13，P=0.028）、50-50 争

抢成功率（ES=0.18，P＜0.001）、上半场控球时跑动距离

（ES=0.15，P=0.008）、下半场非控球时跑动距离（ES=0.12，

P=0.027）、控球时冲刺跑距离（ES=0.27，P＜0.001）、上半

场控球时冲刺跑距离（ES=0.12，P=0.046）、下半场控球时

冲刺跑距离（ES=0.32，P＜0.001）和上半场控球时高速跑

距离（ES=0.13，P=0.023）8 个指标方面显著高于失利

球队。

2.2 失利与胜利（0-3）球队比赛表现的对比

失利和胜利球队比赛表现的分析结果显示（图3、图4），

胜利球队在射门（ES=0.30，P＜0.001）、射正（ES=0.78，P＜

0.001）、50-50 争抢成功率（ES=0.33，P＜0.001）、犯规（ES=

0.11，P=0.035）、越位（ES=0.19，P＜0.001）、上半场控球时

跑动距离（ES=0.36，P＜0.001）、下半场非控球时跑动距离

（ES=0.37，P＜0.001）、冲刺跑距离（ES=0.16，P＜0.001）、

冲刺跑次数（ES=0.16，P=0.001）、上半场冲刺跑距离（ES=

0.15，P=0.003）、下半场冲刺跑距离（ES=0.19，P＜0.001）、

控球时冲刺跑距离（ES=0.75，P＜0.001）、上半场控球时冲

刺跑距离（ES=0.41，P＜0.001）、下半场控球时冲刺跑距离

（ES=0.81，P＜0.001）、控球时高速跑距离（ES=0.27，P＜

0.001）和上半场控球时高速跑距离（ES=0.36，P＜0.001）

16 个体能表现指标上显著高于失利球队，在传中（ES=

-0.27，P＜0.001）、向前传球（ES=-0.17，P=0.001）、下半场

控球时跑动距离（ES=-0.47，P＜0.001）、上半场非控球时

跑动距离（ES=-0.38，P＜0.001）、非控球时冲刺跑距离

（ES=-0.47，P＜0.001）、上半场非控球时冲刺跑距离（ES=

-0.21，P＜0.001）、下半场非控球时跑距离（ES=-0.56，P＜

0.001）、非控球时高速跑距离（ES=-0.29，P＜0.001）、上半

场非控球时高速跑距离（ES=-0.27，P＜0.001）和下半场非

控球时高速跑距离（ES=-0.23，P＜0.001）10个指标方面显

著低于失利球队。

图1 失利与平局（0-1）球队比赛技战术表现的对比结果

Figure 1. Comparison of Losing and Drawing（0-1）Teams’

Technical-Tactical Performance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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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平局与胜利（1-3）球队比赛表现的对比

平局与胜利球队比赛表现对比结果显示（图 5、图 6），

胜利球队在射门（ES=0.25，P＜0.001）、射正（ES=0.65，P＜

0.001）、传球成功率（ES=0.11，P=0.041）、向前传球成功率

（ES=0.16，P=0.001）、50-50争抢成功率（ES=0.15，P=0.007）、

越 位（ES=0.13，P=0.013）、总 跑 动 距 离（ES=0.12，P=

0.044）、上半场总跑动距离（ES=0.12，P=0.033）、上半场控

球时跑动距离（ES=0.22，P＜0.001）、下半场非控球时跑动

距离（ES=0.24，P＜0.001）、冲刺跑距离（ES=0.20，P＜

0.001）、冲刺跑次数（ES=0.19，P＜0.001）、上半场冲刺跑

距离（ES=0.15，P=0.004）、下半场冲刺跑距离（ES=0.21，

P＜0.001）、控球时冲刺跑距离（ES=0.49，P＜0.001）、上半

场控球时冲刺跑距离（ES=0.30，P＜0.001）、下半场控球时

冲刺跑距离（ES=0.48，P＜0.001）、高速跑距离（ES=0.14，

P=0.008）、下半场高速跑距离（ES=0.13，P=0.023）、控球时

高速跑距离（ES=0.25，P＜0.001）、上半场控球时高速跑距

离（ES=0.24，P＜0.001）和下半场控球时高速跑距离（ES=

0.18，P＜0.001）22个指标方面高于平局球队，在传中（ES=

-0.21，P＜0.001）、下半场控球时跑动距离（ES=-0.17，P=

0.001）、上半场非控球时跑动距离（ES=-0.14，P=0.009）、

非控球时冲刺跑距离（ES=-0.17，P=0.001）和下半场非控

球时冲刺跑距离（ES=-0.21，P＜0.001）5 个指标方面显著

低于平局球队。

3 讨论

3.1 不同比赛结果下球队技战术表现特征

本研究借助比赛数据样本发现，不同比赛结果下球

队表现在射门、射正、传中、传球、传球成功率、向前传球、

向前传球成功率、50-50 争抢成功率和越位 9 项技战术指

标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射门、射正、传中、传球、传球

成功率结果与前人针对西班牙甲级联赛（Lago-Ballesteros

et al.，2010；Lago-Peñas et al.，2010）、意大利甲级联赛（Filet‐

ti et al.，2017；Rampinini et al.，2009）、德甲联赛（Yue et al.，

2014）、英超联赛（Oberstone，2009）、欧冠联赛（Lago-Peñas

et al.，2011）、欧洲杯（Shafizadeh et al.，2013）和世界杯（Liu

et al.，2015）的研究结果类似。

3.1.1 射门相关表现

获胜球队在射门和射正指标上较平局和失利球队都

有明显优势。Reep 等（1968）和 Hughes 等（2005b）研究发

现，高水平足球比赛中每个进球需要大概 10次射门，而更

多的射门次数尤其是更多的射正次数会相应增加进球的

概率。在不考虑球队技战术特点的情况下，更多的射门

和射正次数说明成功球队在技战术组织中有更高进攻转

换效率，并创造更多得分机会，也体现出失利和平局球队

在进攻组织中未获得较多射门机会。有研究成果已经证

明这两个指标在不同级别和水平比赛中都具有显著性意

义（刘鸿优 等，2017b；Collet，2013；Gómez et al.，2012；

Hughes et al.，2005a；Lago-Peñas et al.，2011；Liu et al.，

2014；Moura et al.，2014；Rampinini et al.，2009；Yue et al.，

2014）。

3.1.2 传球组织相关表现

失利球队在传球和向前传球方面都多于获胜和平局

球队。获胜球队在传球成功率和向前传球成功率方面都

显著高于平局球队，而失利和成功球队不存在明显差异。

在平局或比分落后的情况下，球队会因急于获得进球而

采取较为激进的进攻方式，相对应出现更多盲目和低质

量传球，这种传球频次的增加并没有带来良好效果，说明

仅依靠较高的传球次数不能对比赛结果产生影响，还需

图3 失利与胜利（0-3）球队比赛技战术表现的对比结果

Figure 3. Comparison of Losing and Winning（0-3）Teams’

Technical-Tactical Performance Indicators

图2 失利与平局（0-1）球队比赛体能表现的对比结果

Figure 2. Comparison of Losing and Drawing（0-1）Teams’

Physical Performance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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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传球成功率（刘鸿优 等，2016b；Collet，2013）。准确

的传球行为是球队维持控球权，获得射门机会的保证，并

且能够减少对手控球时间（Redwood-Brown，2008）。比赛

中，更高的向前传球成功率代表球队获得更多向前的进

攻空间，尤其是发生在进攻三区、对方禁区的向前传球或

渗透性传球行为能够帮助锋线球员直接面对球门进行射

门或得分（Gómez et al.，2012）。

传中作为判别比赛结果的关键指标之一，被国内外

学 者 进 行 讨 论（ 刘 鸿 优 等 ，2016b；赵 刚 等 ，2015；

Griffiths，1999；Lago-Peñas et al.，2010；Liu et al.，2016；

Low et al.，2002；Sarmento et al.，2014）。本研究中，传中

数量与球队获得胜利存在消极关系，说明失利和平局球

队在传球成功率与向前传球成功率等指标相对较低的情

况下，很难组织中路的正面进攻，需要借助边路空间与传

中球来对球门施加影响。所以，传中往往成为非获胜球

队最为常用的进攻手段之一（Lago et al.，2007）。同时，也

要考虑优秀中场球员对进攻组织效果的影响，如直塞球、

向前传球和渗透性传球的质量。类似结果也出现在其他

研究中，如 Lago-Peñas 等（2010）在对 2008—2009 年西甲

联赛的研究中发现，失利球队在比赛中进行传中进攻的

次数显著大于获胜球队；刘鸿优等（2016b）利用多元逻辑

回归模型对单赛季中超联赛进行分析发现，不论面对何

类对手，传中都是联赛积分较低球队在比赛中最有效的

进攻手段。

3.1.3 防守相关表现

50-50 争抢成功率、越位和犯规指标方面，获胜球队

明显优于对手。本研究中 50-50争抢成功率是指，比赛中

球队总对抗成功的概率，即包括空中对抗和地面对抗（柏

延洋，2018；Zhou et al.，2018）。50-50 争抢成功率和犯规

指标上的显著差异说明获胜球队在技战术行为上更积极

主动，更富有侵略性（Carling et al.，2011）。Sarmento 等

（2014）对 53篇足球比赛表现分析研究成果进行定性综合

评价发现，获胜球队表现出更多的空中对抗成功率、解围

和拦截，相对更少的传中和传球次数。同时，不能忽略获

胜球队常常拥有更优秀的球员，所以在个人对抗与争抢

能力上存在一定优势。

图4 失利与胜利（0-3）球队比赛体能表现的对比结果

Figure 4. Comparison of Losing and Winning（0-3）Teams’Physical Performance Indicators

图5 平局与胜利（1-3）球队比赛技战术表现的对比结果

Figure 5. Comparison of Drawing and Winning（1-3）Teams’

Technical-Tactical Performance Indicators

41



中国体育科技 2021年（第57卷）第9期

越位指标上的差异，体现进攻球员积极向对手防线

进行压迫，所处位置往往距离对方球门和守门员更近，并

与渗透性传球指标紧密相关，能够创造出更多直接面对

球门的进攻机会。当然，也存在防守球员迫于对方进攻

压力而较多使用反越位战术的可能性。Liu 等（2016）对

320 场西甲比赛（比分差距≤2 球）进行研究时发现，越位

对于比赛获胜有积极的内在联系。谢军等（2017）针对

2014—2015 赛季中超联赛的研究发现，排名靠前的球队、

获胜球队和主场球队的越位次数都要高于对手。

3.2 不同比赛结果下球队体能表现特征

获胜球队的体能表现优势主要集中在高强度跑距离

和次数，尤其是冲刺跑相关指标；比赛的总体跑动行为指

标上三者之间的差异不明显；不同控球状态和时段下呈

现不同跑动行为特征（Carling et al.，2008；Gregson et al.，

2010；Mohr et al.，2005；Rampinini et al.，2007）。

3.2.1 总跑动相关表现

研究显示，胜、平、负之间在总跑动距离上不存在明

显差异，仅有获胜球队略高于平局球队，且差异微小。通

常来说，除守门员，一场比赛场上球员所覆盖的总跑动距

离包括约 24%的行走、36%的慢跑、20%的快跑、11%的冲

刺跑、7% 的后退运动和 2% 的结合球的活动（Mackenzie

et al.，2013；Reilly，2003；Williams et al.，1999）。这意味着

在总跑动距离中，接近 87%～89% 的是中低强度活动，且

大部分是在非控球状态下的活动，存在与比赛关键事件

联系不紧密的可能。

前人研究讨论了高强度跑动对球员、球队比赛表现

的重要影响（Bangsbo et al.，1991；Ekblom，1986；Mohr et

al.，2003；Reilly，2003；Rienzi et al.，2000）。因此，体能表

现特征应该更多结合高强度跑动指标和不同控球状态进

行具体探讨。

3.2.2 高强度跑动相关表现

足球比赛中的高速跑和冲刺跑指标常被统称为高强

度跑行为（Bradley et al.，2010；Di Salvo et al.，2009；Rampi‐

nini et al.，2007；Rumpf et al.，2017）。一般来说，精英球员

在比赛中的高强度跑行为占总跑动距离的 10%，且每 60 s

将会进行 1 次高强度跑行为，每 4 min 进行 1 次全速冲刺

跑行为（Carling et al.，2008；Stølen et al.，2005；Strudwick

et al.，2001）。本研究显示，获胜球队冲刺跑距离和冲刺

跑次数明显高于平局和失利球队。这种积极的冲刺跑活

动可以为获胜球队在比赛中赢得更多主动权。如高水平

球员往往需要在没有直接参与进攻或防守的时候也要保

持较高强度的活动（Bradley et al.，2009），在进攻中积极创

造空间获得向前进攻的机会。而在防守中向对手施压并

逼迫对手犯错，以求重新获得球权，尤其是进攻中反复冲

刺跑行为可以不断给对手造成防守上的压力。前人研究

已经证明，足球运动中冲刺跑距离、次数和反复冲刺的快

速恢复能力对于比赛胜利和成功球队的表现存在高度相

关（Bangsbo，1994；Bangsbo et al.，1991；Carling et al.，

2012；Chaouachi et al.，2010；Drust et al.，1998；Wong et al.，

2012；Rebelo et al.，1998；Reilly，1976）。在其他针对欧洲

高水平职业联赛的研究中也发现，联赛排名较高比排名

低的球队在比赛中进行更多高强度跑行为（Hoppe et al.，

2015；Ingebrigtsen et al.，2012；Mohr et al.，2003；Rienzi et

al.，2000）。

3.2.3 控球状态下的跑动表现

获胜球队在控球时冲刺跑距离要显著高于平局和失

利球队。较高的控球时冲刺跑距离往往说明团队配合中

出现更多围绕球权的冲刺跑动，相对应在战术层面出现

更多进攻空间、渗透性传球和“1 vs 1”情景（Bradley et al.，

图6 平局与胜利（1-3）球队比赛体能表现的对比结果

Figure 6. Comparison of Drawing and Winning（1-3）Teams’Physical Performance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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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Gómez et al.，2012；Kai et al.，2018；Yang et al.，

2018）。尽管冲刺跑只占球员总跑动距离的 1%～12% 和

总比赛时间的 0.5%～3.0%，但冲刺跑却是比赛中足球运

动员最重要的体能表现行为之一（Andrzejewski et al.，

2013；Rienzi et al.，2000；Van Gool et al.，1988；Withers，

1982）。此外，获胜球队在控球时高速跑距离也有明显优

势，这说明比赛中控球时高强度跑与进攻效率也存在紧

密联系。如Kai等（2018）研究发现，将是否攻入禁区作为

判别条件时，控球时高强度跑是区别球队进攻效率的重

要指标。Faude等（2012）在对德甲联赛 360个进球发生时

进球球员和助攻球员的体能表现行为进行分析发现，进

球球员的主要动作行为是直线冲刺（45%）、跳跃（16%）和

冲刺-转身-再冲刺（6%），助攻球员出现的最高频动作是

直线冲刺（38%）、转身（8%）、跳跃（6%）和冲刺-转身-再

冲刺（5%），并得出直线冲刺是进球情景下最频繁的体能

表现行为。进球状态下的表现分析是评价足球比赛成功

与否最为客观的评价手段（Pollard et al.，1997；Tenga et

al.，2010）。所以，控球时高强度跑指标是获胜球队重要

的比赛表现指标。

考虑到比赛时段因素（上、下半场），获胜和平局球队

在上、下半场都保持控球时高强度跑的优势，但获胜球队

在下半场控球时总跑动距离有所下降，并低于平局和失

利球队，说明上半场因体力消耗所导致的疲劳可能会影

响下半场的体能表现。关于精英球员比赛中的疲劳累计

对下半场体能表现的影响已经被广泛讨论（Drust et al.，

1998；Mohr et al.，2003，2005；Weston et al.，2011）。同时，

失利和平局球队在下半场控球时总跑动距离上的优势常

常体现为球队为了获取比赛胜利或改变现有比赛结果而

在下半场选择更为积极的进攻方式，投入更多精力。但

相对较少的高强度活动说明并未获得太多进攻得分机

会，这与技战术表现分析的研究结果一致。

3.2.4 非控球状态下的跑动表现

失利球队在非控球时冲刺跑距离、非控球时高速跑

距离、上半场非控球时的跑动距离、上半场非控球时冲刺

跑距离和高速跑距离、下半场非控球时冲刺跑距离和高

速跑距离都明显高于平局和成功球队，说明失利球队将

大量高强度工作消耗在非控球状态下，比赛行为上体现

为忙于防守，重新获得球权的效率较低。与此同时，通过

失利球队较低的控球时高强度跑活动量与较低的传球成

功率可以发现，失利球队在进攻上未能获得有效组织，虽

然其传球次数较多，但结合球权的高强度跑动较少，并存

在失球较多的可能，这与前人研究结果相似。在针对不

同国家职业联赛的研究以及同一国家不同级别联赛的研

究都表明，成功球队球员在比赛控球时完成更多冲刺跑

和高速跑活动，而低水平球队球员在非控球时完成更多

高强度跑行为（Bradley et al.，2013；Mohr et al.，2003）。

4 结论

1）不同比赛结果下，高水平球队呈现出不同的技战

术表现特征：获胜球队的进攻转换效率显著高于其他球

队，在射门、射正指标上存在明显技战术优势，且防守行

为更富有侵略性；失利和平局球队传球数量较多，并依赖

传中的进攻方式，成功率明显低于获胜球队，转换成射门

的效率不理想。

2）体能表现上也呈现不同的变化特征：获胜球队的

优势主要集中在冲刺跑距离和次数，在控球状态下也完

成更多冲刺跑和高速跑活动，并伴随更高的进攻效率，所

以冲刺跑距离、冲刺跑次数和控球时高强度跑是获胜球

队的关键表现指标；失利球队在非控球时完成更多高强

度跑行为，将大量工作消耗在防守行为上，不论上、下半

场冲刺跑和高速跑都集中在非控球时；平局球队在全场

控球时冲刺跑显著高于失利球队，但进攻效率与控球时

高强度跑仍与胜利球队存在明显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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