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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毛球女子单打比赛量化分析及发展趋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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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录像观察法和数理统计法，对近１０年世界级羽毛球女子单打比赛的时间

结构和技战术进行纵向比较分析，总结羽毛球女子单打比赛的发展特点，为运动员训练提供参考。结

果显示：羽毛球女子单打比赛平均单场耗时、单局耗时、三局比赛比例不断增加；比赛中１５ｓ以上

的多拍比例大幅度上升，单回合耗时不断降低；小于１５ｓ的间歇比例下降，３１—４０ｓ的间歇比例不

断上升；２０１１年之后间歇与运动时间比不断提高，运动密度呈下降趋势；进攻技术应用增多；运动

员主动失误丢分比例下降而主动得分比例明显升高。认为，女子单打比赛时间的大幅延长与计分规则

修改的目的背道而驰；比赛时间的延长、多拍比例以及进攻比例的提高对女子运动员的体能提出了更

高要求；女子单打比赛仍然围绕 “以快为主” “以攻为主” “以我为主”的技战术风格，且更快、更

稳、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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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毛球运动是我国的传统优势项目，女子单

打更是长期处于世界统治地位。而随着竞技羽毛

球运动的发展，为缩短比赛时间，提高比赛观赏

性，便于赛事转播，国际羽联从２００６年开始实

施新的计分规则［１］，每局比分由女子１１分制、

男子１５分制统一调整为２１分制，同时取消发球

权争夺，实行每球得分制，并规定了间歇时间。

这些竞赛规则的改变，导致单打项目在比赛时

间、技战术应用等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２４］，

对运动员的体能、心理以及比赛成绩都产生了很

大的影响［５７］，我国女子单打成绩自２０１３年开始

出现了明显的下滑，逐渐失去了在世界舞台上的

竞争优势。有学者对世界优秀女单选手的技战术

打法、得失分特征进行了研究，认为女子比赛趋

向男性化、得分手段更加丰富［８１０］；有学者对新

赛制进行研究，认为新的比赛规则对运动员的体

能消耗增加，对心理素质的要求也更高［１１１３］；

还有学者从供能特点层面分析女单项目的发展特

点［１４１５］。然而，很少有研究对比赛的时间结构

变化进行量化分析，而比赛时间结构特点可以从

侧面反映羽毛球比赛的强度、运动员的供能特

点。此外，对整个女子单打项目的纵向比较研究

较少。本文以近１０年世界级羽毛球女子单打比

赛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赛时间和技战术特点两方

面的研究，总结女单项目的发展趋势和特点，为

我国羽毛球女单运动员的训练提供理论指导。

１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本文以２００９—２０１７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

世界羽联超级赛、奥运会及部分尤伯杯、亚锦赛

等女子单打决赛为统计样本，每年选择１４场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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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统计比赛共计１２６场，对其进行量化分析。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文献资料法

利用国家图书馆、首都体育学院图书馆、中

国期刊网数据库、外文数据库等查阅了与本研究

相关的研究成果，围绕研究主题，收集和整理羽

毛球女子单打比赛时间结构特点和技战术打法相

关文献资料，并对其进行分类、归纳和分析，为

本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１．２．２　录像观察法

比赛录像主要来源于中国羽毛球队资料库。

将录像导入ＳｏｎｙＶｅｇａｓ视频分析软件，对各指

标进行赋值，通过对录像反复播放统计各指标

数据。

１．２．３　数理统计法

采用Ｅｘｃｅｌ对原始数据进行管理，然后使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对统计数

据的各变量进行描述性分析和各变量之间的差异

性分析 （显著性差异犘＜０．０５、非常显著性差异

犘＜０．０１）。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比赛时间分析

专项特征是指一个运动项目在竞赛规则的允

许下，以获得最好的运动效率为目标，在力学、

生物学等方面表现出来的主要运动特点［１６］。羽

毛球运动的专项特点是运动强度大和技术要求

高，要求运动员重复完成短时间高强度的技术动

作，所以比赛时间结构的特点是对运动员体能进

行衡量的一个重要指标。比赛时间通常由多个回

合的运动时间和间歇时间构成。本文中的运动时

间是指比赛从发球开始至死球为止，间歇时间是

指从死球起至下个回合的发球前。本文着重通过

分析羽毛球比赛的总时间、运动时间、间歇时

间、比赛密度等指标来研究羽毛球女单比赛的时

间结构特征。

２．１．１　比赛耗时特点

通过对比赛局数及总平均耗时等总体情况分

析发现 （表１），除２００９年外，三局比赛的比例

呈逐年增加的趋势，２０１７年达到了６４％。两局

和三局比赛平均耗时呈逐年增加的趋势。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年三局比赛平均耗时长于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

并表现为非常显著性差异 （犘＜０．０１）。单局平

均耗时也呈稳定增长的趋势。

表１　比赛三局比例及平均耗时分布表

年份 三局比例／％ 三局平均耗时／ｍｉｎ 二局平均耗时／ｍｉｎ 单局平均耗时／ｍｉｎ

２００９年 ６４ ５５．１±９．５※※△△ ３６．３±７．７※△△ １７．７±３．５

２０１０年 ３６ ６２．８±８．３※△△ ４３．５±９．８※ １９．８±５．５

２０１１年 ４３ ６１．９±１０．７※※△△ ４３．４±１１．２※ １９．８±６．７

２０１２年 ４３ ６４．８±７．５△ ３８．４±９．６※△ １９．７±６．６

２０１３年 ５０ ６６．４±１２．１ ４３．６±１２．１※ ２０．８±８．３

２０１４年 ５０ ６８．２±１１．７ ４３．５±６．４※ ２１．２±６．９

２０１５年 ５７ ６９．４±８．６ ４４．１±８．７ ２１．７±５．４

２０１６年 ５７ ７０．７±１３．２ ４４．３±１２．３ ２１．９±５．１

２０１７年 ６４ ７３．９±１１．４ ４６．３±１１．４ ２２．８±６．２

　　注：表示与２０１７年对比犘＜０．０５，表示与２０１７年对比犘＜０．０１；※表示与２０１６年对比犘＜０．０５，※※表示与２０１６年对比

犘＜０．０１；△表示与２０１５年对比犘＜０．０５，△△表示与２０１５年对比犘＜０．０１。下同

　　计分规则的修改旨在缩短比赛时间，提高比

赛观赏性，便于比赛转播，但从实际情况看，男

单和双打项目皆有良好的反馈，比赛耗时有了明

显的缩短［１７］。而女子单打项目虽然取消了发球

权争夺，但每局１１分制调整为２１分同男子项目

一致，实际的比赛时间不但没有缩短，反而呈现

出不断增长的趋势。随着运动员在身高、力量、

速度等方面的发展，加之技术更加全面稳定，运

动员快速取胜的几率不断变小，三局比赛比例大

幅提高。从统计结果可以发现，无论从单局耗时

还是三局所占的比例，都有明显的增加趋势，这

与２００６年计分规则的修订意愿背道而驰。另外

有研究发现，女子运动员的运动损伤与运动时间

有很大关系，而女子运动员与男子运动员在生理

特点上存在很大差别，同样的计分规则需要女子

运动员承受更大的运动负担，导致损伤的几率也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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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

２．１．２　运动时间结构特点

运动时间指的是每个回合从发球开始到死球

的运动时间，该指标作为运动员在场上的积极活

动时间，更能体现项目特点和供能需求。对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年世锦赛及奥运会女单决赛进行统

计分析结果 （表２）显示，１０ｓ内的运动时间比

例正在不断减少，从２００９年的７２％降低到２０１７

年的５０．３％，而超过１５ｓ的运动比例增长迅速，

由２００９年的１３．３％升高至２０１７年的３４．３％。

与２０１７年比较，除了３ｓ内的运动比例没有差

异外，其他各个时间段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差异

性。３ｓ内的运动主要是发球和接发球失误。由

此可见，运动员在发球和接发球的失误控制方面

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而多拍比例不断增加亦说

明运动员技术的稳定性越来越好。

表２　回合运动时间结构分布表 ％

年份 ≤３ｓ ４—６ｓ ７—１０ｓ １１—１４ｓ １５—１８ｓ １９—２１ｓ ２２—２５ｓ ２６—３５ｓ ≥３６ｓ

２００９年 ６．７±１．６ ３１．８±３．５ ３３．５±４．１ １４．６±２．４ ６．２±０．８ ３．１±１．１ １．９±０．３ １．３±１．１ ０．８±０．１

２０１０年 ６．７±２．１ ２８．６±３．６ ３３．０±２．３ １７．８±７．１ ４．８±１．５ ３．７±０．３ ２．４±０．７ ２．１±０．３ ０．９±０．１

２０１１年 ６．０±１．８ ２８．９±１．７ ３０．９±１．３ １５．７±２．１ ５．８±２．７ ５．０±１．６ ４．０±０．７ ２．５±０．２ １．２±０．１

２０１２年 ６．４±２．６ ２７．８±１．７ ２８．４±２．６ １９．８±５．３ ６．８±２．１ ４．５±０．８ ３．１±０．６ ２．１±０．８ １．１±０．２

２０１３年 ６．２±２．１ ２７．１±３．４ ２６．６±３．４ ２０．８±１．４ ８．７±０．６ ４．２±０．６ ３．５±１．６ ２．１±０．５ ０．８±０．１

２０１４年 ７．８±１．７ ２５．７±２．４ ２４．４±２．１ ２１．８±３．２ ９．１±１．３ ４．２±２．１ ３．５±２．４ ２．６±１．１ ０．９±０．１

２０１５年 ６．５±１．３ ２５．６±１．９ ２１．６±２．７ ２０．３±１．６ １１．３±３．５ ４．６±１．４ ３．５±２．１ ３．９±０．６ ２．１±０．２

２０１６年 ６．１±２．２ ２５．３±２．１ ２１．９±１．８ １６．９±１．６ １１．７±２．４ ５．９±０．５ ５．５±０．８ ４．９±０．６ １．８±０．３

２０１７年 ６．５±２．０ ２２．１±１．１ ２１．７±２．２ １５．４±３．２ １３．３±０．６ ７．８±１．１ ５．６±０．６ ５．１±０．８ ２．５±０．２

　　 早期的文献研究显示１０ｓ内的单回合占比

接近８０％
［１８］，运动密度集中在２６％—４５％之

间，而本研究统计发现，１０ｓ以内的回合比例不

断减少，１５ｓ以上的回合比例明显增加。由于现

代竞技比赛的公开化使得技术没有秘密可言，技

术上的差距越来越小，运动员想通过高超的技术

快速取胜的几率不断变小。因此，通过多拍拉

锯，在高速对抗中打破对方防守得分的形式成为

常态。多拍对抗不仅对运动员技术的稳定性要求

很严格，对体能的要求也更高。相关的能量代谢

研究显示，随着１５ｓ以上回合运动时间的比例

增大，运动员供能系统由 ＡＴＰＣＰ磷酸原供能

系统为主，转变为糖无氧酵解供能为主［１９２１］。

运动员想要在多拍对抗过程中保持积极的状态，

既要保持良好的糖酵解供能能力，还要有良好的

耐乳酸能力。因此，在现代女子单打运动训练

中，加强耐乳酸训练，提高糖酵解供能能力是不

容忽视的问题。

２．１．３　间歇时间结构特点

从间歇时间的长短可以分析运动员比赛时间

的分配以及体能消耗的情况，对２００９—２０１７年

世锦赛及奥运会女单决赛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表

３）显示，随着时间的发展，比赛间歇的时间结

构也在不断变化。与２０１７年相比，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呈现出非常显著性差异 （犘＜０．０１）。从单个

阶段看，小于１５ｓ的间歇比例从２００９年的

１８．２％下降到２０１７年的４．２％，而３１—４０ｓ的

间歇比例从２００９年的３．４％上升至２０１７年的

２３．７％，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表３　比赛间歇时间结构分布表 ％

年份 ≤１５ｓ １６—２０ｓ ２１—２５ｓ ２６—３０ｓ ３１—３５ｓ ３６—４０ｓ ≥４１ｓ

２００９年 １８．２±３．２ ４６．７±５．４ １９．４±３．６ １１．７±２．２ ２．１±０．３ １．３±０．４ ０．６±０．１

２０１０年 １５．５±１．７ ４７．４±４．９ ２３．３±５．４ ９．５±２．９ ２．５±１．８ １．３±０．６ ０．５±０．２

２０１１年 ９．５±２．１ ３１．７±３．６ ３４．９±８．３ １４．３±０．６ ４．８±２．２ ３．２±１．３ １．６±０．２

２０１２年 ８．９±１．６ ３１．４±５．１ ２６．３±４．７ １５．５±４．３ ８．９±０．９ ５．５±２．２ ３．５±０．１

２０１３年 ９．１±０．５ ３２．７±２．８ ２４．５±３．９ １３．２±２．１ ８．３±３．８ ６．５±３．１ ５．７±２．２

２０１４年 ７．３±１．１ ２３．９±９．８ ２９．４±５．４ １４．８±３．０ １１．８±２．５ ７．８±２．０ ５．０±１．３

２０１５年 ５．５±０．７ ２１．９±７．２ ２３．１±４．６ ２２．７±５．１ １３．８±３．１ ６．３±１．８ ６．１±２．２

２０１６年 ３．９±１．２ １９．５±５．５ ２２．７±４．６ ２１．１±２．４ １５．３±４．２ ７．９±０．９ ９．６±３．５

２０１７年 ４．２±０．６ １８．８±４．２ ２１．７±３．８ ２０．８±４．１ １５．３±２．８ ８．４±３．１ １０．８±２．７

　　注：表中间歇时间不含１１分间歇和局间间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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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前的研究显示低于１５ｓ的回合间歇占到

８２％
［１９］，而目前统计发现１５ｓ以上的间歇比例

远远大于以往，２０１７年世锦赛超过３０ｓ的间歇

比例高达３２％。从表２和表３的统计结果对比

可以发现，随着多拍对抗比例的增加，运动员间

歇时间也呈现出同步增长的趋势，这与现代羽毛

球比赛的主要供能特点发生改变有关［２２］。随着

超过１５ｓ的运动比例的增加，运动员乳酸堆积

加剧，运动员要想在比赛中维持快速打法，就需

要不断增加休息时间快速恢复 ＡＴＰＣＰ能源物

质，尽可能多地消除乳酸，这也是现代竞技羽毛

球比赛中间歇时间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

２．１．４　比赛节奏变化特点

羽毛球比赛节奏主要体现在运动员攻防速度

的变化和实际运动的密度，对２００９—２０１７年世

锦赛及奥运会女单决赛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表

４）显示，间歇与运动时间比从２００９年开始不断

缩小，至２０１１年降低至２．３∶１，之后开始不断

增大，２０１３年后已经超过了３∶１。单回合耗时

是指一次击球后至下次击球前球飞行的时间，由

总实际运动时间除以总击球数求得。单回合耗时

的长短可以直接反映出比赛节奏的快慢，统计发

现单回合耗时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到２０１７

年世锦赛时，单拍耗时缩小至０．９１ｓ。

表４　整场运动时间与间歇时间关系表

年份 运动时间／ｓ 间歇时间／ｓ 间歇运动比 单回合耗时／ｓ

２００９年 ６６１ １７９２ ２．７ １．１５

２０１０年 ９４２ ２４８２ ２．６ ０．９４

２０１１年 ８１６ １８６０ ２．３ １．０６

２０１２年 １３５０ ３２６２ ２．４ １．０６

２０１３年 １１０１ ３１４１ ２．９ １．０５

２０１４年 １１２９ ３８５３ ３．４ １．０５

２０１５年 ８３０ ２６６９ ３．２ １．００

２０１６年 １２８８ ３９９４ ３．１ ０．９９

２０１７年 １６４１ ５２３３ ３．２ ０．９１

　　 单拍耗时长表明运动员多以高远球拉后场

为主，单拍耗时短表明运动员多以下压和平抽挡

为主，拉后场球是一种相持型对抗，而下压和平

抽挡是进攻型对抗。表４的统计结果显示，单拍

耗时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也就是说运动员积极

进攻的比例不断增加。而由表２统计可知，比赛

中出现多拍的比例越来越高，说明现代羽毛球女

单比赛不仅进攻型打法盛行，而且对抗日益激

烈，运动员不仅要有良好的速度耐力以保持多拍

对抗，还要有强大的爆发力维持频繁的进攻战

术。大量的进攻和多拍对抗，使运动员体能消耗

巨大，因此间歇时间与运动时间比例不断增大，

这与表４统计的结果相符。运动员如何在比赛间

歇中积极恢复体能将会是运动员和教练员在以后

训练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２．２　技战术变化特点

羽毛球是一项技能主导类隔网对抗项目，对

运动员的技术、战术、移动速度、体力、心理状

态要求都很高，技战术的运用在比赛中起着决定

性作用。在羽毛球比赛中，技战术应用丰富且变

化多端，为了简化分析程序，减少工作量，本文

针对羽毛球比赛中最重要，也是最常用的杀球、

挑球、高球、搓放网等技战术进行统计分析。

２．２．１　技术动作应用分析

由表５统计结果发现，运动员在比赛中应用

杀球技术和搓放网前球技术的比例大幅增长，

２０１７年的应用比例非常显著地高于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 （犘＜０．０１）。而挑球技术和高远球技术的应

用比例出现了明显的下降，２０１７年应用比例非

常显著地低于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 （犘＜０．０１）。

通过分析发现，杀球技术应用的增多主要是

因为运动员积极进攻的战术增多，而搓放网前球

技术主要是为后场的进攻做铺垫。高远球作为一

种相持或过渡性击球技术在比赛中应用减少，主

要原因是运动员依靠良好的身体素质和技术水

平，坚持主动进攻的结果。挑球是被动防守的主

要过渡手段，由于运动员进攻比例的增加，网前

球击球机会相对减少，而运动员处理网前球时以

搓放或推扑勾为主，所以挑球应用比例不断降

低。这与表４统计的单拍耗时缩短结果相符，因

为高远球和挑球是防守过渡球，在空中飞行跨度

大、时间长，而杀球和搓球属于进攻手段或进攻

前处理手段，具有 “快”“狠”“准”“活”等特

点。因此，高远球、挑球等防守技术运用减少，

杀球、搓球等进攻技术增多必然导致单拍平均耗

时缩短。“以快为主”“以攻为主”“以我为主”

的战术风格在羽毛球女单比赛中依然没有改

变，而且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因此，在

对我国羽毛球女单运动员加强稳定性训练的同

时，注重培养运动员的进攻技术和个人特点符

合大趋势。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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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技术动作应用比例分布表 ％

年份 杀球比例 挑球比例 高远球比例 搓放网前球比例

２００９年 ８．３±１．１ １３．２±５．３ ６０．３±１７．５ ７．７±２．１

２０１０年 ８．５±０．６ １４．６±３．８ ６１．９±１３．３ ７．９±３．５

２０１１年 ９．１±２．３ １２．１±５．５ ５８．５±１４．５ ８．３±１．７

２０１２年 １２．６±４．４ １２．９±４．９ ５１．７±１０．２ ８．２±２．５

２０１３年 １５．８±３．１ １０．６±２．７ ４３．１±９．７ １０．３±２．８

２０１４年 １９．２±５．１ １０．１±３．５ ４４．１±８．９ ９．８±４．５

２０１５年 ２１．３±４．１ ９．５±４．５ ４１．９±５．５ １１．２±３．９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５±５．３ ９．６±５．３ ３９．２±７．６ １１．５±３．１

２０１７年 ２２．７±７．９ ９．５±１．３ ３５．８±５．５ １４．４±４．６

２．２．２　得失分特点分析

通过寻找得失分规律可以发现运动员技战术

应用特点及其效果，因此对比赛的受迫性得失分

和非受迫性得失分进行了统计 （表６）。受迫性

得失分，指的是在比赛中对方回击球具有压迫性

导致本方回球失误丢分。非受迫得失分是指在比

赛中运动员未受到对方压迫回球出界或下网。

统计结果显示，运动员在受迫性得失分方面

呈递增趋势，但并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差

异。而制胜分比例增加明显，２０１７年制胜分比

例显著高于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 （犘＜０．０５）。非受迫

性得失分虽然也有明显下降，但依然维持在较高

比例。从２０１２年开始，受迫性得失分加制胜分

的比例超过非受迫性得失分比例，且呈稳步增长

趋势。受迫性得失分和制胜分是通过进攻创造

的，说明运动员积极主动进攻的比例不断增加，

而在控制失误率上不断进步。因为进攻往往带来

主动失误，但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总体是失误比

例低于得分比例，“以攻为主”的打法依然是赢

取女子单打比赛的重要法宝。

表６　得失分比例分布表 ％

年份 制胜分 受迫性得失分 非受迫性得失分

２００９年 ２２．１±１．１ ２１．８±６．６ ５３．１±１７．５

２０１０年 ２１．５±０．６ ２３．２±３．７ ５５．３±１３．３

２０１１年 ２３．７±２．３ ２４．９±４．３ ５１．４±１４．５

２０１２年 ２７．５±４．４ ２３．８±２．９ ４８．７±１０．２

２０１３年 ２９．４±３．１ ２５．４±５．３ ４５．２±９．７

２０１４年 ３０．２±５．１ ２６．１±６．１ ４３．７±８．９

２０１５年 ３２．３±５．１ ２７．６±５．３ ４０．１±５．５

２０１６年 ３２．５±５．８ ２６．３±３．７ ４１．２±７．６

２０１７年 ３４．１±７．９ ２６．２±８．２ ３９．７±５．５

２．２．３　接发球技术特点分析

对接发球技术应用比例进行统计分析 （表

７）可知，随着时间的推移，各项接发球技术

均呈现出显著性变化。运动员接发杀球的比例

逐年升高，虽然２０１７年接发球应用比例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各年份相比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但

与２００９年相比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犘＜

０．０１）。接发搓球和推球的比例也大幅升高，

与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相比，２０１７年的应用比例存

在非常显著性或显著性差异 （犘＜０．０１或犘＜

０．０５）。接发吊球和接发高远球的应用比例下

降明显，２０１７年的应用比例与之前诸多年份相

比都存在非常显著性或显著性差异 （犘＜０．０１

或犘＜０．０５）。

女子单打运动员发球以反手发前场球和正手

发后场球为主，个别运动员使用正手发前场球技

术。以往的研究结果显示，女单运动员发后场高

远球的比例高于发前场球。由表７可知，运动员

在比赛中接发球杀球的比例大幅提高，而接发高

远球的比例不断下降，说明运动员在接发球环节

就开始积极组织进攻，而发球员为了避免发球后

处于被动防守态势，选择发前场球的比例也不断

增加。还可发现，运动员在接发球时采用搓球和

推球的比例明显增加，一方面是由于运动员发前

场球的几率增多，另一方面是运动员为避免挑高

球被动防守而采取积极搓放或推压创造进攻机

会。从运动员接发球回球特点可以看出，运动员

无论在前场接球还是后场接球，均积极采取下

压、推扑等手段直接压迫对手，或是积极搓放创

造进攻机会，以维持 “以我为主” “以攻为主”

“以快为主”的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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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接发球技术应用比例分布表 ％

年份 接发杀球 接发吊球 接发高远球 接发搓球 接发推球

２００９年 １２．７±６．６ １３．２±３．８ １９．７±４．３ ７．４±１．５ ５．３±２．９

２０１０年 １５．３±２．７ １１．５±８．６ ２０．３±３．８ １０．２±１．２ ６．１±４．２

２０１１年 １４．１±５．５ １０．３±５．５ １８．９±５．６ ９．６±５．３ ７．９±５．５

２０１２年 １５．５±４．９ １０．７±７．３ １８．５±２．６ １２．８±３．１ ７．７±４．７

２０１３年 １７．２±６．５ ８．８±１．９ １６．４±６．４ １１．９±２．２ １０．３±５．１

２０１４年 １８．３±６．７ ９．１±２．６ １６．５±２．５ １４．０±２．５ １１．１±２．９

２０１５年 １９．７±９．２ １０．２±５．７ １７．４±３．７ １３．８±６．６ １３．８±３．１

２０１６年 １８．５±５．７ ９．４±５．３ １５．５±５．９ １４．４±３．２ １２．２±６．１

２０１７年 １８．７±６．５ ８．９±３．２ １５．８±３．５ １４．１±２．２ １３．６±４．７

３　结论

３．１　女单比赛的发展与计分规则的修改目的

不符

修改后的计分规则使得女单比赛的时间大幅

延长，与规则修改的目的背道而驰；与男子单打

相同的计分制度使女子运动员产生了更大的运动

负荷，有失公平。

３．２　女单比赛对抗更加激烈

女单比赛耗时的延长、多拍比例的增加以及

进攻比例的提高，对运动员体能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运动员耐乳酸和消除乳酸的能力将会对比赛

的结果产生更大的影响。

３．３　女单比赛技战术风格没变

从单拍耗时降低、进攻技术应用增多、主动

得分比例上升、主动失误比例下降等方面可以发

现羽毛球女子单打比赛仍然围绕 “以快为主”

“以攻为主”“以我为主”的技战术风格，且呈现

出更快、更稳、更强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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