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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男子羽毛球运动员单打比赛
“四段指标评估法”的构建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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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文献资料法、录像观察法和数理统计法，根据乒羽项目的共性和差异性、现有研究羽毛

球比赛的段落划分，并参考优秀男子羽毛球运动员单打比赛中各拍次数据以及羽毛球项目比赛过程的

现实情况，构建优秀男子羽毛球运动员单打比赛中 “四段指标评估法”。将男子羽毛球运动员单打比

赛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１—４拍为发接发阶段，５—１０拍为攻防阶段，１０—２０拍为相持阶段，２０拍

以后为多拍阶段。并将段得分率与段使用率作为评价指标，确定了相应的等级评价标准，运用此标准

对优秀男子羽毛球单打运动员进行了评价。该方法在羽毛球其他项目中的应用，还需根据实际情况进

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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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运动员的竞技能力包括体能、技术、战术、

心理和智能５个方面
［１］，技战术是运动员竞技能

力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用科学、客观、高效

的诊断评定运动员在比赛中的技战术，对于运动

员训练目标的制定、赛后总结及训练计划，乃至

一个项目的理论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技战

术分析的研究，以篮球、网球、乒乓球、排球、

足球和羽毛球等项目为主［２］。羽毛球项目中的技

战术评定，大多为统计单个技术动作运用频率、

某项技战术在比赛中的作用、某一拍球得失分的

态势 （主动得分、被动失误、非受迫性失误等），

在研究过程中为了统计需要也进行了一定的段落

划分。但与其他项目相比，技战术水平定量评估

与诊断的理论与方法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因此，

本研究将参考乒乓球中的 “四段指标评估法”，

对优秀男子羽毛球运动员单打比赛进行分析，构

建比赛的模型，并进行个案分析，为羽毛球运动

员比赛中的技战术定量评估提供参考。

２　“四段指标评估法”在羽毛球项目中的

构建条件

２．１　可行性分析

在田麦久的项群理论中，乒乓球和羽毛球同

属技能主导类隔网对抗性项群，因此这两个项目

在许多方面有相通之处，其具体体现在以下

５点：

（１）在物理层面上，尽管隔网对抗性项群除

了羽毛球和乒乓球外，还包括排球、毽球等，但

乒、羽与其他项目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都要求

身体任何部分不能触球，需要借助球拍击球，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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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持拍隔网类项目。

（２）在比赛形式上，两个项目都是由一方发

球开始比赛，另一方接发球，双方使用球拍交替

击球，球越过球网落在一方场地或球台为判断胜

负的标准。

（３）在得失分规律上，每个回合结束都有一

方得分，运动员在比赛中的得分既有主动得分，

也有对手失误送分，且在比赛中不同阶段的得失

分比例不同［３］，比赛在最后的比分成平局后，要

比对方多得两分才算取胜。

（４）在竞赛规则上，刘淑英等调查国内１９

个国际级以上裁判员后发现，二者的竞赛规则呈

现出一些相同的发展趋势，其变化的主要方向都

是试图保持攻守平衡［４］。

（５）在制胜规律上，在比赛对抗中，双方运

动员最终是通过每一拍出球的速度、力量、落

点、弧线、旋转这５个物理要素来展现自身的技

术竞技能力的［５］。

乒乓球中的四段指标评估法，重点是根据比

赛时序，分析拍次、不同阶段对整场比赛的影

响，对运动员的总体竞技能力进行评估。乒羽项

目以上各方面的共同之处，使得乒乓球中的评估

理论在羽毛球项目中的应用具有可行性。

２．２　乒羽项目在比赛内涵上的差异性

在实际比赛过程中乒乓球与羽毛球具体的比

赛内涵要求还存在着一定差异，主要在于以下３

个方面：

（１）场地器械方面，乒乓球台长２．７４米，

宽１．５２５米，台面距地高７６厘米，乒乓球是圆

球体，球拍两面覆盖平整胶皮。而羽毛球单打场

地的长为１３．４０米，宽为５．１８米，羽毛球底下

是软木圆托，上面排列着羽毛，羽毛球拍由拍

面、拍杆、拍柄及拍框与拍杆的接头构成，拍面

由弦交织而成。由于上述场地器械的特性，乒乓

球要求反应更为迅速，击球节奏更快，而羽毛球

对体能要求更高。

（２）发球技术方面，与乒乓球比赛中发球权

固定轮换不同，羽毛球比赛中是得分方发球。且

乒乓球比赛中的发球，具备了主动性、进攻性和

隐蔽性的战术特征［６］，因此在总体竞技能力中占

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也是四段指标评估法以

发球轮与接发球轮为单位分段的主要原因。但羽

毛球 （特别是单打比赛中）的发球变化较少，以

不出现失误为主要要求，发球技术对于比赛的影

响不是太大，直接得分的情况极少。

（３）制胜因素方面，乒乓球的制胜因素为

快、转、准、狠、变［７］；羽毛球的制胜因素为

快、狠、准、活，程勇民还曾提出：体能因素

“狠”对男单的贡献比较显著［８］。

考虑两个项目以上方面的不同，在借鉴乒乓

球理论构建羽毛球比赛段落评定分析方法时，一

定要充分考虑羽毛球项目自身特点，做到因项

制宜。

３　“四段指标评估法”在羽毛球项目中的

构建基础

３．１　现有研究的羽毛球比赛段落划分

出于统计或计算的需要，已有学者对羽毛球

比赛进行段落划分。

何非根据得失分段落特征，将男双得失分段

落分为４个区间：从发球开始第１—４拍为发接

发段，第４—１０拍为主要得失分段，第１０—２２

拍为多拍段，２２拍以上为超多拍段
［９］。

佘曦等人根据进攻和防守的状态，将羽毛球

比赛中的一个回合分为３个阶段：①发接发阶

段，指前４拍中一方明显实施了进攻技术；②相

持阶段，是指从第５拍开始到任何一方起高球；

③攻守阶段，相持阶段后只要有一方起高球而另

一方进行攻击的状态，可反复出现［１０］。

陈简妮等人根据一个回合的拍数将羽毛球比

赛分为３段，即第１—４拍为发接发阶段，第

５—１０拍为限制阶段；第１１拍及以后为多拍

阶段［１１］。

刘星玉等人参考女子、男双中段落的划分，

将男单比赛分为４段：１—４拍为发接发阶段，

５—９拍为限制阶段，１０—１４拍为相持限制阶段，

１５拍之后为多拍阶段
［１２］。

以上学者对羽毛球段落的不同划分，为今后

的学者研究羽毛球项目技战术提供了一定参考。

３．２　乒乓球中 “四段指标评估法”的发展

乒乓球中 “四段指标评估法”是 “三段指标

评估法”的丰富与发展，是指将一场比赛以发球

轮与接发球轮为单位，分为发抢段 （第１、３拍

及第５拍失分）、相持Ⅰ段 （第５拍得分及第７

拍以后）、接抢段 （第２拍及第４拍）、相持Ⅱ段

（第６拍之后）４个击球段。与三段指标评估法

相比，该评估法更好地体现了发接发不同阶段对

之后相持阶段的影响，且第５拍的划分在一定程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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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解决了双方球员数据不同步问题［１３］。之后

将不同阶段的得分率、使用率来作为运动员的技

战术评价参数，不同段的得分率和使用率计算方

法如公式［１０］：

段得分率＝ ［段得分／ （段得分＋段失分）］

×１００％

段使用率＝ ［（段得分＋段失分）／ （总得分

＋总失分）］×１００％

各项评估指标值的等级则采用百分位对应理

论百分比的方法来确定，具体的评估指标值如表

１和表２所示。

表１　段得分率评估指标值

等级 得分率

优秀 ≥８０％

良好 （８０％，５０％］

合格 （５０％，２０％］

不合格 ＜２０％

表２　 段使用率评估指标值

等级 使用率

高 ≥７５％

中 （７５％，２５％］

低 ＜２５％

　　

４　优秀男子羽毛球运动员单打比赛中

“四段指标评估法”的构建

４．１　男子羽毛球单打比赛段落划分

对２０１８年羽毛球世锦赛、汤姆斯杯及世界

羽联年终总决赛２３场４５局男子单打比赛录像进

行分析，录像涵盖中国、日本、印度尼西亚、韩

国、马来西亚、印度、丹麦等国家的运动员，其

中重点观察排名在世界前十的优秀选手，绘制出

优秀男子羽毛球运动员单打比赛中各拍得分比例

图 （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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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优秀男子羽毛球运动员单打比赛中各拍得分所占比例

　　统计显示，从第１拍发球开始，得分比例逐

渐上升，第 ４ 拍为 曲 线 峰 值，所 占 比 例 为

８．８１％，第３—１０拍是得分的高比例区，这一区

间各拍次得分比例都超过了５％，占了总数的

５１．０６％，之后随着拍数增多所占比例总体呈下

降趋势。

根据表３计算，在优秀男子羽毛球运动员单

打比赛中各拍次所占比例的均值为１．９６％。除

峰值区间 （３—１０拍）外，所占比例超过均值的

为第１１—２０拍，且第１４拍达到了本区间的极点

（３．８６％）。之后从第２１拍开始，得分比例逐渐

降低，各拍次得分占比均低于均值１．９６％，总

和也仅为１２．９９％。

根据以上数据，可将从比赛开始到拍次得分

占比最高值 （第４拍）划分为第一阶段，这其中

虽然第１拍的百分比低于平均值，但因为羽毛球

发球不具有进攻性，在顶尖比赛中发球失误极

少，且发球一般是第３拍的铺垫，接发球是第４

拍的铺垫，所以也将第一阶段 （１—４拍），称为

发接发阶段。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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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优秀男子羽毛球运动员单打比赛中各拍得分所占比例

拍次 频率 ％ 拍次 频率 ％ 拍次 频率 ％

１ ２８ １．８０ １９ ３６ ２．３２ ３７ ２ ０．１３

２ ６５ ４．１８ ２０ ３８ ２．４４ ３８ ０ ０．００

３ ８７ ５．５９ ２１ ２３ １．４８ ３９ ２ ０．１３

４ １３７ ８．８１ ２２ ２４ １．５４ ４０ １ ０．０６

５ １０９ ７．０１ ２３ １９ １．２２ ４１ １ ０．０６

６ ９５ ６．１１ ２４ ２０ １．２９ ４２ ０ ０．００

７ １０５ ６．７５ ２５ １７ １．０９ ４３ ２ ０．１３

８ ８６ ５．５３ ２６ ９ ０．５８ ４４ ０ ０．００

９ ９７ ６．２４ ２７ １７ １．０９ ４５ ２ ０．１３

１０ ７８ ５．０２ ２８ １２ ０．７７ ４６ ０ ０．００

１１ ５１ ３．２８ ２９ ７ ０．４５ ４７ １ ０．０６

１２ ５５ ３．５４ ３０ ７ ０．４５ ４８ ２ ０．１３

１３ ５７ ３．６７ ３１ ８ ０．５１ ４９ １ ０．０６

１４ ６０ ３．８６ ３２ ４ ０．２６ ５０ ０ ０．００

１５ ５４ ３．４７ ３３ ５ ０．３２ ５０以上 ３ ０．１９

１６ ３４ ２．１９ ３４ ５ ０．３２ 均值 ３０．５ １．９６

１７ ３７ ２．３８ ３５ ３ ０．１９ 总计 １５５５ １００

１８ ４４ ２．８３ ３６ ５ ０．３２

　　将得分比例高于５％的区间 （５—１０拍）划

分为第二阶段，该阶段是得分比例最高的阶段，

在整个比赛中极为重要。在此阶段，运动员通过

第一阶段发接发的铺垫，努力寻求己方进攻得分

的机会，同时又尽量限制对方的进攻，积极防

守，所以得分比例较高，故将第二阶段 （５—１０

拍）称为攻防阶段。

将得分比例低于均值的临界点 （第２０拍）

作为第三、四段的边界，即第１０—２０拍为第三

阶段，在此阶段，运动员的体能消耗巨大，在场

上的注意力也被分散，失误激增，因此得失分比

例都会增加，所以得分比例也高于均值，运动员

一般不会再轻易进攻，而是保证自己的回球质

量，等待对方的失误，该阶段 （１０—２０拍）为

相持阶段。

２０拍以后被定义为多拍阶段，在男单的比

赛中多拍的比例总体较小，但在多拍阶段进攻的

得分率会更高。这说明男子单打比赛中运动员体

能及整体技术的稳定性至关重要，而多拍能力将

使得分有更大的提升空间。

４．２　四段指标评估标准的制定

段得分率与段使用率是乒乓球评估法中的经

典评价指标，本文的 “四段指标评估法”是参考

乒乓球四段指标评估理论发展而来的，因此也将

采用段得分率与段使用率作为评价指标。

根据观察统计的数据，采用百分位对应理论

百分比的方法确定各项评估指标值的等级 （表

４、表５）。

表４　优秀男子羽毛球运动员单打比赛段得分率评估标准

阶段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发接发 ≥６９．２３％ （６９．２３％，５５．５６％］ （５５．５６％，４２．３１％］ ＜４２．３１％

攻防 ≥６８．００％ （６８．００％，５９．０９％］ （５９．０９％，４８．３９％］ ＜４８．３９％

相持 ≥６６．６７％ （６６．６７％，５６．４１％］ （５６．４１％，４４．１２％］ ＜４４．１２％

多拍 ≥７５．００％ （７５．００％，５７．１４％］ （５７．１４％，４６．６７％］ ＜４６．６７％

理论百分比 ２０％ ３０％ ３０％ ２０％

　　

表５　优秀男子羽毛球运动员单打比赛段使用率评估标准

阶段 高 中 低

发接发 ≥２３．８１％ （２３．８１％，１４．４９％］ ＜１４．４９％

攻防 ≥４０．５８％ （４０．５８％，３３．３３％］ ＜３３．３３％

相持 ≥３４．３３％ （３４．３３％，２６．００％］ ＜２６．００％

多拍 ≥２０．３１％ （２０．３１％，７．４６％］ ＜７．４６％

理论百分比 ２５％ ５０％ ２５％

５　“四段指标评估法”在优秀男子羽毛球

运动员单打比赛中的应用

　　本研究选取两名优秀男子羽毛球单打运动员

石宇奇 （中国）和桃田贤斗 （日本）作为案例，

运用 “四段指标评估法”进行分析。

５．１　石宇奇技战术分析

石宇奇是我国著名的男子羽毛球单打运动

员，在２０１８年获得了雅加达亚运会男子团体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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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汤姆斯杯团体冠军，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印

度羽毛球公开赛及世界羽联超级系列赛总决赛男

单冠军，是中国羽毛球男单的新兴领军人物，也

是世界羽毛球男单比赛中各国的重点研究对象。

表６是石宇奇２０１８年世界羽联年终总决赛

技战术评估结果。可知，石宇奇在发接发及相持

阶段的段得分率为优秀，攻防及多拍为良好，整

体水平较优秀；而段使用率方面，攻防阶段最

低，只有１６．９２％，发接发、相持阶段为中，多

拍阶段为高，但其实相持阶段的使用率达到了

３３．８５％，与自身其他阶段横向相比的话是最高

的。由上可看出，石宇奇在发接发与相持阶段有

较强得分能力。目前各国男单选手之间水平差距

不大，若非特殊机会，不太可能在前几拍决出胜

负，而近年来研究显示，前４拍的失误率反而是

最高的。或许受此影响，石宇奇在发接发阶段的

使用率不是太高，在今后的训练比赛中，应继续

发挥在发接发、相持阶段的得分优势，可以适当

提高自己发接发阶段的使用率。

表６　石宇奇２０１８年世界羽联

年终总决赛决赛技战术评估

阶段 值 评估

发接发
得分率 ６９．２３％ 优秀

使用率 ２０．００％ 中

攻防
得分率 ６３．６４％ 良好

使用率 １６．９２％ 低

相持
得分率 ６８．１８％ 优秀

使用率 ３３．８５％ 中

多拍
得分率 ５７．８９％ 良好

使用率 ２９．２３％ 高

５．２　桃田贤斗技战术分析

桃田贤斗是日本男子羽毛球单打运动员，

２０１８年获得多项世界羽联公开赛冠军，并为日

本羽毛球队夺得世锦赛４１年历史上首枚男单金

牌。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７日，在世界羽联发布的最新

一期羽毛球各单项世界排名中，桃田贤斗的排名

升至世界第一［１４］，是东京奥运会我国男子单打

夺冠的强有力对手。

由表７可知，桃田贤斗各阶段的得分率都达

到了良好水平，以多拍阶段得分率最高，达到了

７０．５９％。段使用率方面，也是多拍阶段评估为

高，在发接发阶段较低，仅为１３．６４％，在攻

防、相持阶段评估都为中。综上，桃田贤斗四段

的段得分率都较高，这说明其技术全面，但主要

优势在多拍阶段，这与他近年来的 “控制型”打

法息息相关，其在多拍阶段的高使用率及得分率

是其取得优异成绩的重要原因。

表７　桃田贤斗２０１８年羽毛球世锦赛决赛技战术评估

阶段 值 评估

发接发
得分率 ６６．６７％ 良好

使用率 １３．６４％ 低

攻防
得分率 ５９．０９％ 良好

使用率 ３３．３３％ 中

相持
得分率 ６１．１１％ 良好

使用率 ２７．２７％ 中

多拍
得分率 ７０．５９％ 良好

使用率 ２５．７６％ 高

　　

６　结论

根据乒羽项目的特征以及现有羽毛球技战术

研究结果，“四段指标评估法”在羽毛球中运用

是可行的，参考优秀男子羽毛球运动员单打比赛

中各拍次数据以及羽毛球项目比赛过程的现实情

况，将比赛划分为以下四个段落：１—４拍为发

接发阶段，５—１０拍为攻防阶段，１０—２０拍为相

持阶段，２０拍以后为多拍阶段。将段得分率与

段使用率作为评价指标，并采用百分位对应理论

百分比的方法确定了段得分率优秀、良好、合

格、不合格四个等级，使用率高、中、低三个等

级的评价标准。

案例分析则表明，石宇奇在发接发与相持阶

段有较强的得分能力，对于其比赛获胜有极为重

要的意义，在今后的训练比赛中或许可增加在发

接发阶段的使用率。桃田贤斗技术全面，但其主

要优势在于多拍阶段，其在多拍阶段的高使用率

及得分率是其取得优异成绩的重要原因。

本研究只针对优秀男子单打羽毛球运动员构

建了 “四段指标评估法”，而该方法在男双、女

单、女双、混双比赛中的段落划分及指标都会有

所不同，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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