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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跑是田径项目中最为激烈、最具观赏性的项目之一，

也是竞技体育项目中的基础性项目，短跑成绩的提升可以促

进其他运动项目的发展。多年来，学者们对于跑的技术一直

存在争论。基于此，论文通过文献计量学，对中国“短跑技术”

相关研究进行回顾总结，旨在厘清中国短跑技术研究领域的

进展动态，找出研究热点，审视研究前沿趋势。

论文基于 可视化软件，运用文献计量、可

视化分析等方法，对中国短跑技术研究领域的 1536篇文献

进行知识图谱绘制及可视化分析，同时，借用 Excel辅助工

具，对“短跑技术”研究的牛发文数量、作者分布、关键词

分布等进行整体分析。全面审视中国短跑技术领域研究的进

展动态、热点主题以及发展趋势。

进入 CNKI中国知网数据库，采用高级检索，选择“主

题”输入“短跑技术”，共检索出相关文献 1613篇，其中

外文文献 6篇，中文文献 1607篇。1607篇中文文献中，学

术期刊 1062篇，博士论文 2篇，硕士论文 71篇。经过筛选

输出结果，排除非学术性文献资料，筛选出有效文献 1536篇，

作为研究对象。数据收集截止日期为 2021年 3月 31日。

根据图 1中国短跑技术相关研究年发文量趋势分析，

可将中国短跑技术的研究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2年—1997年）：“起跑”阶段。研究

基础相对薄弱，研究进展比较缓慢，年发文量均在 20篇以下。

1962年周植芳学者发表第一篇关于短跑技术的文章《短跑、

跳高、铅球三个项目技术规格问题的讨论》，文中把短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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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规格分为了起跑、疾跑、途中跑和冲刺，并谈及了各技术

规格的技术要领。随后便有学者陆续发表相关文献，将其文

献进行总结得出这一阶段学者们大多关注短跑的“着地”技

术，以重心相对于支撑点的空间位置，将一个完整的单步分

成着地缓冲（前蹬）与后蹬两个阶段 [1]。

第二阶段（1998年—2003年）：“加速跑”阶段。该

阶段的发文数量急速增长并在 2003年接近顶峰。在这一时

期，学者对后蹬理论进行了再审视，而“屈蹬技术”备受学

者们的关注，众多学者分别从运动解剖学、肌肉生理学、运

动生物力学等对“屈蹬技术”技术的优越性进行了深入探讨。

“屈蹬技术”能够更好地适应并利用塑胶跑道的物理性能，

能够有效地提高跑速 [2]，而这一时期的塑胶跑道并没有普及，

很多短跑初级训练的场地仍然是煤渣地甚至泥土场地，因此

“后蹬技术”仍然成为短跑初级训练的主流。

第三阶段（2004年—2012年）：“途中跑”阶段。这

一时期，发文数量和提升速率逐渐饱和，呈小波浪线前行，

在 2010年达到顶峰，年发文量为 85篇。该阶段学者们在

前者研究的基础上开始着眼于“放松技术”“摆臂技术”，

随着运动生物力学研究的进展，学者们也着手于短跑的核心

动力来源——髋动力展开一系列研究。对快速伸髋和摆腿对

保持和提高跑速的重要作用进行了论证，从两方面证实了髋

是人体加速的关键环节，髋关节是跑进过程中的重要动力来

源。在实践中，髋关节的运动幅度与速度对动力效果的提高、

身体重心的快速前移、支撑时间的缩短等积极作用已得到人

们认可 [3]。

第四阶段（2013年—2021年）：“冲刺”阶段。这一

阶段在发文量上略微下降，但仍有较大的劲头。这一时期的

短跑技术理论已经相对成熟稳定，较多是应用型文章，主要

以短跑技术的教学和训练为主，且把青少年作为研究对象成

为了主流。

从表 1可以看出，在“短跑技术”研究领域活跃度较高、

文章撰写量较多的作者有李诚志、胡巍、黄宗成、蒋炜、王

志强、黄达武等。图 2中显示，以李城志、冯敦寿、黄宗成

为核心的合作群比较壮大，且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在发文总

量上占据了较高优势。以王志强为核心的四人小团队则始终

居于较为稳定的状态。此外，还有周志雄、王保成，张仲景，

吴芬，吴瑛，刘剑、胡跃红等多个由 2~3人组成的小规模团队。

而发文量相对靠前的胡巍、蒋炜、黄达武等学者没有更多地

与其他学者之间的合作，可谓是单枪匹马。综合来看，中国

“短跑技术”研究领域尽管已经形成部分作者合作群，但整

体的合作态势并不明朗，研究人员合作程度低，研究力量单

一，说明该领域的学者合作意识有待提高，这也在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该领域研究体系的发展规模。

序

号
作者 所属机构 数量 序号 作者 所属机构

数

量

1 李诚志
国家体委科

研所
10 8

张仲

景
河北农业大学 5

2 胡巍
湖北长

江大学
8 9

张文

耀
上海体育科研所 4

3 黄宗成
国家体委科

研所
8 10

王保

成
河北农业大学 4

4 蒋炜
华东交

通大学
8 11 刘剑

益阳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
4

5 王志强
武汉体

育学院
6 12

胡跃

红

益阳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
4

6 黄达武 台州学院 5 13 吴芬
成都航空职业技

术学院
4

7 冯敦寿
上海体育科

研所
5

从文献计量学角度看，关键词出现频次高，中心性强，

显示出一段时间内大多数研究者关注的方向，也是研究的热

点和前沿。关键词频次和中心度的正相关性存在略微偏差，

中心度排在前十位的分别是：短跑技术（393，0.53）、短

跑（453，0.40）、短跑运动员（114，0.20）、短跑训练（87，

0.12）、现代短跑技术（55，0.08）、力量训练（48，0.07）、

放松技术（122，0.06）、支撑腿（53，0.06）、短跑教学（49，

0.06）、途中跑（63，0.05）。表明中国“短跑技术”相关

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上几个方面，并从短跑运动员、短跑训练、

力量训练、短跑教学等几方面展开研究。研究范围有待进一

步扩大，研究内容有待进一步细化。

从图 4可以看出，中国“短跑技术”研究领域先后涌

现了支撑腿、后蹬阶段、屈蹬式、放松能力、肌肉放松、训

练方法、青少年、摆臂技术、田径训练、初中体育、田径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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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技术等研究热点。

结合图 3、图 4以及表 2，可以分析出中国短跑技术研

究趋势可分为以下几方面：以初中生体育和青少年体育为主

的短跑技术教学和短跑技术训练；田径技术训练中的放松技

术和摆臂技术；田径短跑后备人才培养。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中心

性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中心性

1 短跑 453 0.40 9 放松能力 58 0.05

2 短跑技术 393 0.53 10 短跑成绩 56 0.04

3 放松技术 122 0.06 11
现代短跑技

术
55 0.03

4 短跑运动员 114 0.20 12 技术 54 0.05

5 短跑训练 87 0.12 13 支撑腿 53 0.06

6 训练方法 77 0.03 14 短跑教学 49 0.06

7 训练 76 0.05 15 力量训练 48 0.07

8 途中跑 63 0.05

我国短跑技术方面的研究经历了四个阶段，“起跑”

阶段、“加速跑”阶段、“途中跑”阶段和“冲刺”阶段；

在 2010年发文量达到峰值，整体的发文量呈现上升趋势。

发文作者之间尽管形成了局部的小合作群体，没有稳定的核

心合作团体，研究力量单一。因此，加强团队合作，互补资源、

共享信息，结合不同作者、不同机构的优势，建立多方向的

研究核心团队，通过跨界、跨学科共同构成多元化的研究主

体，多角度审视短跑技术研究工作，以促进短跑技术研究长

远发展。田径短跑技术的相关研究趋势：以初中生体育和青

少年体育为主的短跑技术教学和短跑技术训练；田径技术训

练中的放松技术和摆臂技术；田径短跑后备人才培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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