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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iteSpace的国际体育人工智能

研究的前沿热点与演化分析

路来冰

(河南工学院 体育部,河南 新乡 453003)

摘 要:以1995年以来 WebofScience数据库有关 “体育人工智能”主题的325篇文献为数据来源,利

用CiteSpaceV软件进行可视化处理和分析,梳理了近25年体育人工智能研究的国家与学科分布、研究

热点以及演化趋势,分析了对体育人工智能的研究脉络,并探讨了体育人工智能领域的进展和发展方

向。认为:①体育人工智能研究地区分布较广,其中美国、中国和德国处于领先地位;②体育人工智能

研究涉及多个学科,主要运用和借鉴了计算机科学、工程学、神经科学、物理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

方法和理论视角;③体育人工智能研究的热点主要为基于计算机视觉技术的神经网络分析预测模型研

究、基于计算机深度学习的智能训练反馈系统研究、高效智能穿戴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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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 (ArtificialIntelligence,AI)是

一门在计算机科学、控制论、信息论、系统科

学、哲学等多种学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能够模

拟、延伸、扩展人类智能的学科[1]。1956年是

人工智能元年,在著名的达特茅斯会议上,信息

时代的伟大先知香农见证了 “人工智能”学科的

诞生[2]。人工智能源于模仿人类的行为和能力,
如思考和学习。它涉及所谓的 “智能代理”,即

机器同样能够获得、模拟和利用知识,并具备分

析能力和专业技能来解决实际问题[3]。人工智能

以软硬件为基础,是计算机科学中的一个分支,
同时自身主要有三大分支即认知 AI(Cognitive
AI)、机器学习AI(MachineLearnAI)和深度

学习 (DeepLearning)。
人工智能是人类进入信息产业革命时代达

到的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能力的高峰。随着

科技的发展,在国际体育领域的训练手段中

越来越多地运用了人工智能的辅助手段,如

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计算机视觉识别的单一

目标跟踪分析和集体运动项目技战术分析系

统、技术动作评测和基于深度学习的智能训

练反馈系统、运动营养配比和身体疾病识别

分析系统、体育赛事成绩预测系统、运动智

能穿戴设备等方面。我国体育领域对于人工

智能的研究起步较晚,多集中在计算机视觉

识别的单一目标跟踪分析、体育赛事成绩预

测和运动智能穿戴设备领域,且研究不够精

细化与系统化。因此分析国际体育界对于人

工智能的研究情况,可以进一步完善国内相

关学者的研究框架,丰富研究视角,取长补

短,使自身研究层次更加丰富、方法更加科

学、视野更 加 开 阔。同 时 抓 住 时 代 契 机,加

快人工智能体育研究与运用,早日实现我国

由体育大国迈进体育强国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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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 WebofScience数据库平台核心集

的SCIE、SSCI和A﹠ HCI为来源数据库进行

检索。本文重点探讨人工智能在广义上的具有一

定规则的体育运动中的发展与应用情况,检索主

题词为 “artificialintelligencesports”or “ma-
chineintelligencesports”or “computervision
intelligence sports” or “neural networks
sports”,文 献 格 式 为 Article,检 索 范 围 为

1995—2019年 (因国际体育人工智能研究文献

在SCIE、SSCI和 A&HCI中最早出现于1995
年),共 检 索 到 初 始 文 献 325 篇。利 用 Cite
SpaceV软件 (版本号为5.3.R432bit)绘制知

识图谱,分析不同特征和类型的引文网络,识别

和呈现该领域的发展新趋势和新动态[4]。

2 体育人工智能研究的国家与学科分布

2.1 体育人工智能研究的国家 (地区)分布

图1为体育人工智能研究的国家 (地区)分

布图。圆圈半径的大小、节点连接线条的粗细与

发文量和联系紧密程度成正比。同时圆圈外层的

紫色圆环宽度越宽,其中心性越大[5]。从图1可

以看出,325篇文献共来自28个国家 (地区),
但不同国家 (地区)的发文量却差距很大。美国

以60篇排名第一,占总发文量的18%,中国和

德国分别排在第二和第三位,发文量依次为47
篇和28篇,英国 (23篇)、韩国 (14篇)、西班

牙 (12篇)和意大利 (10篇)紧随其后。由此

看出,在体育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美国仍是发文

量最多的国家,中国有迎头赶上的态势,而其余

国家则主要集中在欧洲和亚洲地区。从文章的中

心性来看,美国仍以0.50位居第一,随后依次

为中国 (0.43)、英国 (0.38)、德国 (0.31)、
意 大 利 (0.13)、澳 大 利 亚 (0.13)、荷 兰

(0.13)。总体来看,中心性与发文量排序基本一

致,也说明发文量较多的国家文章质量较高,值

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与荷兰虽然发文量不多但

研究质量却位居前列,这与其发达的经济与技术

有很大关联。我国在研究成果发文量和中心性均

排在全球第二,这与我国社会发展、综合国力提

升密不可分。科技助力近年来一直是我国体育领

域发展和研究的重点,加强与国外学者的学术交

流,进一步提升我国学者的多学科研究视野,是

我国体育人工智能研究发展的有效途径。

图1 体育人工智能研究的国家 (地区)分布图

2.2 体育人工智能研究的学科分布

人工智能涉及的学科非常广泛,如哲学、认

知科学、数学、神经学、生理学、心理学、计算

机科学、信息论、控制论等,对体育人工智能进

行综合研究已经成为趋势。设定CiteSpaceV的

分析参数,时间分割为1995—2019年,每2年一

切片,节点类型为Category,设置条件为 “TopN
50perslice”,析出学科分布与各学科中心性情况

(图2)。排在第1位的是工程学 (0.98),其后第

2—10位依次是体育科学 (0.54)、计算机科学

(0.18)、仪 器 仪 表 学 (0.17)、应 用 物 理 学

(0.17)、物理学 (0.17)、电子工程学 (0.15)、
心 理 学 (0.14)、科 学 与 技 术 (其 他 领 域)
(0.09)、神经科学 (0.05)。可以看出,不同学科

之间的交叉互补为体育人工智能的研究提供了坚

实的理论基础,大大丰富了其研究方法,使研究

成果具有更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图2 体育人工智能研究主要学科共现网络图谱

3 体育人工智能研究的热点分析

关键词或主题词是文章精华的提炼,其出现

的频次与研究主题的热度成正比[6]。CiteSpace
V可以将关键词或主题词的聚类关系和频次高

低以可视化的形式直观地表现出来,进而析出此

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7]。
3.1 体育人工智能研究的高频关键词与热点聚类

将325篇文献的全部信息导入CiteSpaceV
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将数据的统计结果制作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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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化图谱。时区分割选择1995—2019年,单个时

间分区的长度设为2年。设置主题词来源为标题、
摘要和关键词;阈值为 “TopNperslice”,节点

类型选择关键词,算法选择关键路径计算法,最

终析出了由117个节点和223条连线组成的体育

人工智能研究热点知识图谱 (图3)。

图3 体育人工智能研究热点图

  进一步合并汇总,整理出部分高频和高中心

性关键词表 (表1)。在图谱中,某节点和标注词

字号越大,即在体育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中此关键

词出现得越频繁。而节点之间的连线越粗,表明

关键词的联系越紧密,同时连线颜色的差异对应

的是关键词第一次共现的时间[8],如从关键词

FRMI(功能性磁共振成像)、MachineLearning
(机器学习)、ConvolutionalNeuralNetwork(卷积

神经网络)的连线可以看出这些研究方向是体育

人工智能的新兴领域。同时,从表1可以看出,
高频关键词排在前列的为NeuralNetwork (神经

网络)、ArtificialNeuralNetwork (人 工 神 经 网

络)、Performance (表现)、System (系统)等,
表明体育运动中人工网络系统的应用是目前体育

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的热点话题,尤其是运动的表

现反馈和预测。中心性值排名靠前的关键词Exer-
cise(活 动)、MachineLearning (机 器 学 习)、
Network(网络)、FRMI(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则

进一步反映了目前体育人工智能的研究仍是建立

在计算机科学、工程学、生物力学等学科基础上

的,说明与其他学科融合发展是体育人工智能研

究和发展的方向。
表1 体育人工智能高频及高中心性关键词一览表 (前15位)

序号 高频关键词 频次 高中心性关键词   中心性

1 NeuralNetwork神经网络 57 Exercise(体力或脑力)活动 0.62
2 Sport体育运动 37 MachineLearning机器学习 0.46
3 ArtificialNeuralNetwork人工神经网络 31 Network网络 0.45
4 Performance表现 23 FRMI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0.39
5 System 系统 22 PhysicalActivity体育活动 0.34
6 Classification分类 21 Sport体育运动 0.30
7 Model模型 21 Validity效度 0.29
8 FRMI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19 ActivityRecognition活动识别 0.28
9 ArtificialIntelligence人工智能 19 EnergyExpenditure能量消耗 0.23
10 PhysicalActivity体育活动 16 Cortex大脑皮层 0.22
11 EnergyExpenditure能量消耗 14 ActionAnticipation行为预测 0.21
12 Prediction预测 13 WorkingMemory工作记忆 0.20
13 Validity效度 11 Retrieval恢复 0.19
14 MachineLearning机器学习 11 Meta-analysisMate分析 0.17
15 ConvolutionalNeuralNetwork卷积神经网络 10 BrainActivation大脑思维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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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体育人工智能研究热点时区分析

为了更加清晰地梳理国际体育人工智能研究

热点的发展脉络,以关键词和主题词作为网络节

点,以 “TimeZone”作为可视化制图结果,得

到1995年以来体育人工智能研究热点变化的时

区图 (图4)。可知,国际体育人工智能研究的热

点已由发展初期的NeuralNetwork (神经网络)、
ArtificialIntelligence(人工智能)向Convolutional

图4 体育人工智能研究热点时区图

NeuralNetwork(卷积神经网络)、DeepLearning
(深度学习)等过渡,学科深度不断加强,应用效

果不断完善。

4 体育人工智能研究演化分析

算法选择 “Pathfinder” (关键路径计算法)
并进行聚类,同时以LSI(潜语义索引算法)对

施引文献的标题提取聚类命名,得到文献共被引

网络图谱 (图5)。高中心性节点文献是体育人

工智能研究的枢纽和桥梁,具有重要的地位[9]。
其中 MeanSilhouette=0.3991,其值在-1~1
之间且较为接近1,说明次聚类主题明晰,文章

内容联系紧密,聚类结果合理。依据图5中的聚

类特征,结合聚类标题的研究方向,本研究将体

育人工智能领域92个聚类中的主要聚类#0、#
5、#8作为知识群 G1,#10作为知识群 G2,
#9作为知识群G3。对每个知识群中的代表文

献信息进行梳理阐述,以更加客观地反映出国际

体育人工智能领域的演化进程。

图5 本研究文献共引网络图谱

4.1 知识群G1:基于计算机视觉技术的神经网

络分析和预测研究

从共引网络图谱可以看出,近25年间,利

用神经网络对运动录像的技术分析和预测是目前

国际体育人工智能研究的主要方向。神经网络分

为生物神经网络和人工神经网络,前者一般指生

物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和触点等组成的网络,而

人工神经网络是从信息处理角度对人脑神经元网

络进行抽象处理,建立某种简单模型,按不同的

连接方式组成不同的网络。计算机视觉技术是用

摄影机和电脑代替人眼对目标进行识别、跟踪和

测量,并进一步进行图形处理,能够在训练辅助

反馈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体育运动的技战术分析

和成绩预测中,研究者可以在计算机视觉技术基

础上建立人工神经网络分析模型进行智能化和自

动化分析。例 如,Iyer等[10]通 过 搜 集1985—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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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英国板球运动员的比赛录像数据建立神

经网络预测模型,并对参加2007年板球世界杯

的运动员的赛前表现进行了分析预测,最终与世

界杯上球员实际表现基本吻合,证明神经网络确

实可以为队员选择提供有价值的决策支持。Bor-
is[11]结合高尔夫运动的特点建立科学的人工神经

网络模型,使球体撞击时球面路径的预测结果达

到了87%的准确率,同时还建立了基于多个参

与者的高尔夫球数据集的推理模型。在对团体运

动的战术分析研究中,德国科隆体育大学教授

Memmert等[12]运用一种升级版人工神经网络的

拱形结构对一场足球比赛中22名球员的大约13
5000个数据集进行收集和分析,寻找出了针对

不同场上情况的高效战术模式。Hassan等[13]通

过运用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对欧洲 U18手球锦标

赛中723个动作进行注释分析,实现了对球员跑

动位置数据的准确预测。Matthias等[14]通过在

前期比赛中运用智能视频跟踪系统记录10名篮

球运动员的比赛数据,并利用动态可控神经网络

进行分类和评价,通过分析上半场赛况,计算出

了下半场最合理的技战术方案。
卷积神经网络被称为 “平移不变的人工神经

网络”,其具有表征学习能力,能够按其阶层结

构对输入信息进行平移不变分类,是一类包含卷

积计算且具有深度结构的前馈神经网络,是深度

学习的代表算法之一 (图6)[15]。体育比赛中的

运动员视频跟踪需要计算机视觉技术作为基础,
因此卷积神经网络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图像识别模

型在体育比赛分析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例如

Jian等[16]运用卷积神经网络模型,提取出了训

练视频中的深层关键帧,进而对职业举重运动员

训练中的竞技姿态进行监督和分析,有针对性地

完善技术动作,提高了训练效率使训练更加科

学。Minhas等[17]提出了一种基于AlexNet卷积

神经网络的运动视频镜头分类方法,对体育视频

中运动员技术分析的准确度达到了94.07%,并

已运用在板球和足球的视频分析领域。

输入 卷积 5×5 二次采样 卷积 3×3

C1
S1 C2 S2 N1 N2

图6 卷积神经网络的基本结构[15]

4.2 知识群G2:基于计算机深度学习的人工智

能训练反馈系统研究

围绕生理机能指标、技术动作指标的智能训

练反馈研究是目前人工智能训练反馈系统研究的

重点方 向。在 生 理 机 能 指 标 反 馈 研 究 方 面,

Cooper[18]通过采集轮椅竞速运动员在一个赛季

中的心率数据,分析了有氧训练、力量训练与运

动表现之间的关系。Novatchkov[19]提出了一种

模式识别技术,在力量训练器械中加装旋转编码

器,用于评估运动员在器械练习过程中的肌肉力

量和动作位移的机体适应情况,使专业教练能更

准确地分析运动员成绩,优化整体训练效果。近

年来,运动场上的猝死案例持续增加,Chang[20]

认为传统的ECG心电图检测对于运动员心脏功

能的检查存在漏洞,运用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能

力并结合人工神经网络的分析能力可以提高对运

动员心脏功能检查的针对性、准确性。在技术动

作的反馈方面,Baca等[21]通过运用计算机视频

分析射击运动员在架枪到发枪过程中枪头的晃动

轨迹并建立分析模型,得出了顶级运动员与一般

运动员的模型差异,有助于科学制定训练计划提

高竞赛成绩 (图7)。Baca[22]还介绍了一种具有

内置无线功能的教练终端反馈系统,通过划艇上

的传感器获取运动员心率、桨频、触水角度和划

桨推力等数据,给教练的决策提供实时反馈。

Novatchkov等[19,23]运用人工神经网络等智能建

模方法,将旋转编码器安装在负重训练器械上,
可以使运动员在进行力量训练时对自身运动技术

进行自动评估,并提供科学有效的反馈。Najafi
等[24]通过在高尔夫运动员身上布置陀螺仪,并

建立双连杆训练反馈模型对运动员挥杆过程中的

身体重心轨迹进行分析,结论显示其相较于传统

的基于摄像机技术的运动分析,能够提供更多的

3D分析视角,对身体重心和挥杆质量的评估更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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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除此之外,人工智能训练反馈模型在网

球[25]、人体步态[26]等领域训练和矫正方面也有

良好的应用效果。

图7 5种射击稳定性分析模型示意图[21]

4.3 知识群G3:高效智能穿戴设备应用研究

传统的智能穿戴设备如简单的运动手环已经

普及开来,可针对运动训练监测要求不高的群体

进行可视化实时反馈,但其只能呈现出模糊运动

强度和运动量情况,无法呈现出详细的生理生化

指标以及反馈运动中的不合理的技术动作。随着

科学技术的发展,智能穿戴设备的设计材料更加

先进,生理生化分析功能更加全面、灵敏和准

确,同时也可以实时反馈运动的肢体活动情况,
有助于规范运动中的技术动作。Cai等[27]研发出

一种厚度为微米的、灵敏度和延展性极高、探测

极限低、可伸缩和可调谐范围的应变传感器。这

些特性使其能够探测到人体在行走、跑步和跳跃

中大规模肌肉运动的传感信号,对运动中肌肉工

作情况进行实时反馈以及对运动健康情况进行跟

踪分析和评估 (图8)。NBA金州勇士队在训练

中,球员会穿戴 CatapultSports的监控器记录

追踪加速度、变向、心率等指标,并使用Ome-
gawave设备监控神经紧张度[28]。在对技术动作

的改 进 方 面,Buttussi等[29]设 计 出 一 种 名 为

Mopet的户外健身穿戴系统,它通过在户外环境

中交替进行慢跑和健身运动来监督身体健康活

动,通过引导式自动测试建立一种定期更新的用

户锻炼模型,培养用户的自觉锻炼意识,并可以

提供三维动画演示指导用户如何正确的练习。

MySwingProfessional是一种高尔夫球员辅助训

练装备,能借助穿戴在球员身上的多个微型运动

传感器对球员挥杆时的身体动作进行分析,使肉

眼难 以 观 察 到 的 技 术 细 节 更 加 直 观 地 呈 现

出来[30]。
除了上述三种知识群的研究领域外,国际体

育人工智能研究还涉及体育场馆高效疏散[31]、
运动营养的智能配比[32]、新闻媒体的智能化变

革[33]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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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膝部传感器对下肢运动阻力的实时监测[27]

5 结论与展望

(1)国际体育人工智能研究的成果在近5年

呈快速增长的态势,研究的国家较为分散,其中

美国、中国和德国在研究成果进展上较为领先。
(2)国际体育人工智能研究涉及的学科非常

广泛,包括工程学、体育学、计算机科学、仪器

仪表学、物理学等,不同学科和专业的知识提供

了研究体育人工智能的理论与方法基础,可以预

料对体育人工智能进行综合研究已经成为该领域

研究的发展趋势。
(3)国际体育人工智能的研究热点已由早期

的神经网络、人工智能向卷积神经网络、深度学

习等领域过渡。在体育运动训练领域逐渐形成基

于计算机视觉技术的神经网络分析和预测的研

究、基于计算机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训练反馈模

型研究和智能穿戴设备应用研究的主要研究方

向。目前国际体育人工智能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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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研究学科多为理工类学科,如何结合体育学

领域,如利用体育心理学、体育社会学和体育哲

学等研究视角和方法对人工智能进一步解读是体

育学者可以思考的问题。
(4)我国非常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习近平

总书记在2019年的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中

指出:“把握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态势,找准突破

口和主攻方向,培养大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合作精

神的人工智能高端人才,是教育的重要使命。”
因此,结合我国体育教育和训练领域的发展现

状,使之与迅猛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相融合,并

实际有效地运用到竞技体育、学校体育以及民族

传统体育的保护与发展中去,是我国每个体育人

值得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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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BAČIC'B.Predictinggolfballtrajectoriesfrom
swingplane:anartificialneuralnetworksapproach

[J].Expert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2016,

65:423.
[12] GRUNZ A,MEMMERT D,PERLJ,etal.

Tacticalpatternrecognitioninsoccergamesby
meansofspecialself-organizingmaps[J].Human
MovementScience,2012,31(2):334.

[13] HASSAN A,SCHRAPFN,TILP M,etal.The

predictionofactionpositionsinteamhandballby
non-linear hybrid neural networks [J].
InternationaljournalofPerformanceAnalysisin

Sport,2017,17(3):293.
[14] KEMPEM,GRUNZA,MEMMERTD,etal.De-

tectingtacticalpatternsinbasketball:comparison
ofmergeself-organisingmapsanddynamiccon-

trolledneuralnetworks[J].EuropeanJournalof
SportScience2015,15(4):249.

[15] GOODFELLOWI,BENGIOY,COURVILLEA.

Deeplearning[M].Cambridge:MITpress,2016:

326-366.
[16] JIANM ,ZHANGS,WANGX,etal.Deepkey

frameextractionforsporttraining[C]//CCFChi-

neseConferenceonComputerVision,2017.
[17] MINHASR,JAVEDA,IRTAZAA.Shotclassifi-

cationoffieldsportsvideosusingAlexNetconvo-
lutionalneuralnetwork[J].AppliedSciences-Basel,

2019,9(3):21.
[18] COOPERRA.Systemidentificationofhumanper-

formance models [J].IEEE Transactions on
Systems,ManandCybernetics,1991,21(1):244.

[19] NOVATCHKOV H,BACAA.Machinelearning
methodsfortheautomaticevaluationofexercises

onsensor-equippedweighttrainingmachines[J].
ProcediaEngineering,2012,34:562.

[20] CHANGAC.Primarypreventionofsuddencardiac

deathoftheyoungathlete:thecontroversyabout
thescreeningelectrocardiogramanditsinnovative

artificialintelligencesolution[J].PediatricCardiol-
ogy,2012,33:428.

[21] BACA A,KORNFEINDP.Stabilityanalysisof
motionpatternsinbiathlonshooting[J].Human

MovementScience,2012,31(2):295.
[22] BACAA,DABNICHKIP,HELLER M,etal.U-

biquitouscomputing in sports:a review and
analysis[J].JournalofSportsSciences,2009,27
(12):1335.

[23] NOVATCHKOV H, BACA 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insportsontheexampleofweight
training [J].Journal of Sports Science and

34



河 北 体 育 学 院 学 报 第34卷

Medicine,2013,12(1):27.
[24] NAJAFIB,LEE-ENGJ,WROBELJS,etal.Esti-

mationofcenterofmasstrajectoryusingwearable
sensorsduringgolfswing[J].JournalofSportsSci-
enceandMedicine,2015,14(2):354.

[25] TAKANOK,LIKF.Amultimediatennisinstruc-
tionsystem:trackingandclassifyingswingmotions
[J].InternationalJournalofSpace-BasedandSitu-
atedComputing,2013,3(3):155.

[26] PRAKASH C ,KUMAR R , MITTAL N.
Recentdevelopmentsinhumangaitresearch:pa-
rameters, approaches, applications, machine
learningtechniques,datasetsandchallenges[J].
ArtificialIntelligenceReview,2018,49(1):1.

[27] CAIY C,SHEN J,GE G,etal.Stretchable
TI3C2TX MXene/carbon nanotube composite
basedstrainsensorwithultrahighsensitivityand
tunablesensingrange[J].ACS nano,2018,12
(1):56.

[28] NIUH H,ZHAOH.ApplicationofthesportVU
motioncapturesysteminthetechnicalstatistics
andanalysisinbasketballgames[J]AsianSports

Science,2014,3(7):45.
[29] BUTTUSSIF,CHITTAROL.MOPET:acontext-

aware and user-adaptive wearable system for
fitnesstraining[J].ArtificialIntelligenceinMedi-
cine,2008,42(2):153.

[30] Myswingmotioncapturetechisthesecrettofixing
yourgolfgame[EB/OL].(2018-01-10)[2019-03-
05].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

2018-01-10/myswing-motion-capture-tech-is-the-
secret-to-fixing-your-golfgame.

[31] YIX.Theapplicationresearchofvirtualreality
technologyinemergencyevacuationsimulationof
sportsstadium[C]//SeventhInternationalConfer-
enceonNaturalComputation,2011.

[32] FISTERL,ZHUANGY.Towardsautomaticfood

prediction during endurancesportcompetitions
[C]//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SoftComputing
& MachineIntelligence,Hyderabad,2015.

[33] GALILYY.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sportsjour-
nalism:isitasweepingchange? [J].Technologyin
Society,2018,54:1.

HotTopicsandEvolutionAnalysisofInternationalSports
ArtificialIntelligenceStudiesBasedonCiteSpace

LULaibing

(SportsDepartment,HenanInstituteofTechnology,Xinxiang453003,China)

Abstract:Basedonthe325literaturesonthesubjectof“sportsartificialintelligence”intheWebof
Sciencedatabasesince1995asdatasources,CiteSpaceVsoftwareisusedforvisualprocessinganda-
nalysis.Thispapersortsoutthenationalanddisciplinedistribution,researchhottopicsandevolution
trendofsportsartificialintelligencestudiesinthepast25years,andanalyzestheresearchcontextof
sports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discussestheprogressanddevelopmentdirectionofsportsartificial
intelligencefield.Itisbelievedthat:① Theresearchareasofsportsartificialintelligencearewidely
distributed,amongwhichtheUnitedStates,ChinaandGermanyareintheleadingposition;②
Sportsartificialintelligenceresearchinvolvesmanydisciplines,mainlyusinganddrawinglessonsfrom
theresearchmethodsandtheoreticalperspectivesofcomputerscience,engineering,neuroscience,

physics,psychologyandotherdisciplines;③Sportsartificialintelligenceresearchfocusesonneural
networkanalysisandpredictionmodelbasedoncomputervisiontechnology,intelligenttrainingfeed-
backsystembasedoncomputerin-depthlearning,efficientintelligentwearableequipment,etc.
Keywords:artificialintelligence;sports;computervision;neuralnetwork;in-depthlearning;intelli-
genttraining;intelligentwearable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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