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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优秀男子拳击运动员陈大祥技术运用特征分析 

——以 2020 东京奥运会亚大区资格赛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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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我国优秀拳击运动员陈大祥在 2020东京奥运会拳击项目亚大区资格赛比赛中的技术运用特征分析，总结其优势

与不足之处，为陈大祥备战 2020 东京奥运会提供参考。文章主要使用了录像观察法和数理统计法，对陈大祥在 2020 东京奥

运会拳击项目亚大区资格赛中完成的四场比赛进行了分析，统计了其与对手的技术动作以及犯规情况。研究结果表明，陈大

祥相比对手而言具有明显的静态优势，并且能够利用优势进行合理的技术运用，但同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表现为重拳缺少

威慑力，中近距离技术薄弱，体能相对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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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echnical Appli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hen Daxiang, an excellent Male Boxer in China 

——Take the Asian Regional Qualification of 2020 Tokyo Olympic Games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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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technical appli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excellent boxer Chen Daxiang in the Asian 

regional qualification competition of boxing in 2020 Tokyo Olympic Gam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hen Daxiang's preparation for 2020 Tokyo Olympic Games. This paper mainly uses the methods of 

video observation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to analyze the four matches completed by Chen Daxiang in the Asian regional 

qualification of boxing in the 2020 Tokyo Olympic Games, and counts his technical movements and fouls with his oppon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en Daxiang has obvious static advantages compared with his opponents, and can use the advantages for reasonable 

technical application, but there are some deficiencies, such as the lack of deterrence of heavy fist, weak medium and short-range 

technology and relatively poor physical fi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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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0 东京奥运会拳击项目亚大区资格赛在约旦首都

安曼落幕。在男、女共 13 个级别的较量中，中国队 13

人参赛，获 6 张东京奥运会的入场券，其中女子 51 公斤

常园、69 公斤谷红、75 公斤李倩和男子 52 公斤胡建关获

得冠军。男子 75 公斤托合塔尔别克²唐拉提汗、81 公斤

级陈大祥获得季军。从比赛中可以看出，中国男子拳击中

大级别队员的技术水平与其他优势国家运动员存在一定

的差距。为此，本文拟研究已获得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的

81 公斤级运动员陈大祥的比赛录像，来对陈大祥与对手

的多项技术运用情况进行分析和总结。优秀运动员在重大

比赛中的表现反映的是其个体特征、教练团队特征、训练

方式、比赛战术安排等多方面的综合。通过分析其个人技

术以及在赛场上的战术安排，可总结出宝贵的经验来完善

现有的拳击运动的训练体系及战术体系，完善相关理论基

础，并且能提供给正在从事拳击运动的运动员和教练员进

行学习。在本文所关注的比赛中，陈大祥以及对手都展现

出了个人的技术特点、比赛风格等，本研究拟对其个人技

术与战略进行分析，研究成果能够对陈大祥在备战 2020

东京奥运会期间进行科学性和针对性的训练提出建议，为

其增强整体竞技能力提供理论借鉴与参考价值。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我国男子拳击项目优秀运动员陈

大祥以及其在 2020 东京奥运会拳击项目亚大区资格赛中

的技术运用。 

http://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C%3dG886.1&from=Qikan_Article_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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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在中国知网等文献数据库中以“技术”“拳击”等为

关键词进行检索，下载并整理具有较高参考价值与意义的

论文，通过亚大区奥运会资格赛官方网站搜集相关信息，

并进行详细的解读和分析。 

1.2.2 录像观察法 

对陈大祥在亚大区奥运资格赛的四场高清比赛录像

的相关技术指标进行采集、统计与处理。 

1.2.3 对比分析法 

用统计学方法对陈大祥与其四名对手的相关技术运

用指标进行比较分析。 

1.2.4 数理统计法 

使用表格软件对录像观察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并

结合体育学与统计学等理论对陈大祥与其四名对手的技

术运用指标的统计数据结果进行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表 1 展示了陈大祥与对手在四场比赛中的得分情况

以及比赛的结果。陈大祥以一致判定（5:0）的方式赢得

了第一场、第二场比赛的胜利，以分歧判定（3:2）的方

式险胜第三场，并在第四场中以一致判定（0:5）的方式

负于对手。下文将从进攻技术与防守反击技术两个方面来

对陈大祥的技术运用进行分析。 

表 1  陈大祥比赛结果及得分情况 

场次 对手姓名 对手国籍 比分（陈大祥:对手） 比赛结果 

第一场 鲁兹巴哈尼 伊朗 5:0 胜 

第二场 阿戴尔贝克 吉尔吉斯斯坦 5:0 胜 

第三场 库马尔 印度 3:2 胜 

第四场 奥库索 澳大利亚 0:5 负 

注：比赛结果五位裁判共同决定，每位裁判选出自己所认为的获胜

者并投一票，得票数高者胜出 

2.1 进攻技术运用分析 

2.1.1 单拳的技术运用分析 

按照国内常用的划分方式，单拳可被分为前直拳、后直

拳、前勾拳、后勾拳、前摆拳以及后摆拳，其中勾拳默认为

上勾拳
[1]
。陈大祥属于正架选手，因此前手为左手，后手为

右手。表 2展示了他与对手在比赛中使用单拳的统计数据。 

将统计结果与比赛录像结合，我们可以有若干发现。

首先，陈大祥在比赛中最常使用的技术为前后手的直拳，

并且相对对手来说出拳频率较高，尤其是第二场比赛中，

前手直拳出拳次数达到了 72 次，几乎是对手的两倍。这

说明其善于利用身高、臂展优势，较为积极主动地用前直

拳控制距离、对对手进行干扰并寻找破绽，并在发现破绽

时用后直拳进行迅速跟进。其次，陈大祥后直拳的命中率

较高，在第二场中命中率达到了 44%，说明后直拳是其优

势技术，主要用于对对手造成伤害。相比于直拳，其摆拳

以及勾拳的出拳次数较少。前后摆拳在最少的一场中只有

5 次，前后勾拳在两场比赛中并未使用。这说明其习惯于

在远距离对对手发起进攻，而较少在中近距离与对手进行

缠斗。在陈大祥唯一一场告负的比赛中，对手机动性强，

善于利用跳步和躲闪迅速拉近两人的距离，进入中近距离，

进而使用了较多数量的勾拳和摆拳进行进攻，分别达到

10 次和 12 次，获得了比较优势。以上分析说明陈大祥尽

管有较为突出的优势和鲜明的技术特点，但在中近距离技

术方面仍然存在进步的空间。 

此外，通过对录像进行观察可以发现，在这四场比赛

中陈大祥从未出现过重创对手使对手被读秒的情况，也未

能以 KO 或 TKO 的方式终结比赛，这说明尽管陈大祥使用

后手直拳等重拳的频率和成功率不低，其杀伤力相对而言

较弱。其取胜主要依赖自身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在使用单

拳重创对手的能力上存在提升空间。 

2.1.2 组合拳的技术运用分析 

组合拳是指在短时间内连续打出的两拳或若干拳，具

有密集性和连贯性
[2]
。在组合拳中，每一拳都有各自的功

能，例如轻击或虚晃、重创对手、封堵闪躲路线、引诱对

手露出破绽等。由于组合拳较为复杂并且消耗体力较大，运

动员在比赛中通常不会大量使用组合拳，并且使用的组合拳

也主要以两拳组合为主，但一旦安排得当并使用成功，组合

拳能够对对手造成较大的伤害，甚至可能导致其直接失去战

斗力
[3]
。本节对陈大祥的组合拳使用情况进行了分析。 

将统计结果与比赛录像结合，我们可以有若干发现。

表 2  单拳使用情况统计 

场次 选手 前直拳 后直拳 前勾拳 后勾拳 前摆拳 后摆拳 

第一场 
陈大祥 37/12(32%) 28/8(29%) 0/0(%) 0/0(%) 2/2(100%) 7/2(29%) 

鲁兹巴哈尼 9/4(44%) 5/1(20%) 1/0(%) 0/0(%) 1/0(%) 8/1(13%) 

第二场 
陈大祥 72/29(40%) 9/4(44%) 0/0(%) 0/0(%) 0/0(%) 7/1(14%) 

阿戴尔贝克 39/12(31%) 19/3(16%) 0/0(%) 0/0(%) 5/0(%) 10/2(20%) 

第三场 
陈大祥 24/3(13%) 6/2(33%) 0/0(%) 1/1(100%) 2/2(100%) 5/3(60%) 

库马尔 20/3(15%) 11/3(27%) 0/0(%) 1/1(100%) 6/2(33%) 3/1(33%) 

第四场 
陈大祥 60/15(25%) 16/4(25%) 1/1(100%) 1/1(100%) 3/2(67%) 2/0(%) 

奥库索 72/30(42%) 20/10(50%) 6/4(67%) 4/2(50%) 7/4(57%) 5/3(60%) 

注：“/”之前的数字为对应技术的使用次数，之后的数字为使用成功的次数，括号里的数字为成功率，下文中各表形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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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大祥在组合拳的使用上与对手相比并没有更加积极，尤

其是两拳组合拳，但其组合拳的成功率相对对手稍高，说

明其在使用组合拳方面较为慎重，击打较为精准。尤其是

两拳组合拳，成功率均达到了 50%以上。结合录像可以发

现，陈大祥使用最多的组合拳为左右直拳组合拳。较为常

见的场景是其先用前手对对手进行干扰，打乱对手本来的

节奏，在对手露出破绽之后用后手直拳进行跟进，进而起

到较好的击打效果。另一个常见场景是其先使用前手进行

轻击或虚晃，假意攻击对手的腹部，迫使对手调整抱架而

头部出现空当，紧接着用后手直拳击打头部完成得分（或

是前手佯攻头部、后手击打腹部）。以上分析内容与上一

节中对陈大祥的个人优势进行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一致。 

对于三拳及以上的组合拳，陈大祥与对手在使用频率方

面并无明显的差异，但成功率相对对手而言同样稍高，在第

一场中达到了57%。结合录像可以发现，陈大祥使用的三拳、

四拳及以上组合拳仍然是以前后直拳为主，以摆拳为辅，其

中的核心重拳主要为后手直拳，其次为前手摆拳。其善于使

用高低变化的组合拳，即将击打头部的拳与击打腹部的拳进

行结合形成组合拳，并且使用成功率较高。从以上分析可以

看出陈大祥在组合拳的使用方面较为保守，但使用效率较高。 

表 3  组合拳使用情况统计 

场次 选手 两拳 三拳 四拳 五拳及以上 

第一

场 

陈大祥 27/15(56%) 7/4(57%) 2/2(100%) 1/1(100%) 

鲁兹巴哈

尼 
37/12(32%) 11/3(27%) 5/1(20%) 0/0(%) 

第二

场 

陈大祥 26/15(58%) 7/3(43%) 4/1(25%) 0/0(%) 

阿戴尔贝

克 
25/11(44%) 1/0(%) 2/0(%) 0/0(%) 

第三

场 

陈大祥 17/11(65%) 11/5(45%) 5/3(60%) 2/1(50%) 

库马尔 16/8(50%) 1/0(%) 2/0(%) 0/0(%) 

第四

场 

陈大祥 14/7(50%) 3/2(67%) 1/0(%) 0/0(%) 

奥库索 25/15(60%) 8/3(38%) 4/2(50%) 1/1(50%) 

注：如果组合拳中有一拳成功击打到了对手的有效部位，则被判定

为使用成功 

2.2 防守反击技术运用分析 

2.2.1 反击技术运用分析 

在拳击运动中，反击是指运动员成功将对手的进攻进

行防守之后紧接着进行的一次进攻。在拳击运动中，防守

技术存在的首要意义就是为了使得运动员能够迅速做出

反击动作，因此反击技术在拳击比赛中较为关键
[4]
。本文

将运动员在比赛中使用的反击技术划分为后仰防反、后撤

防反、格挡防反以及躲闪防反四种。如果运动员对对手的

进攻进行了成功的防守并且在反击过程中击打到了有效

的部位，则记其完成了一次反击，二者若有其一不满足则

不将其记为一次反击。本节对陈大祥以及对手在比赛中使

用防守反击的情况进行了展示和分析。 

从表中数据可以发现，陈大祥在防守技术方面不存在

明显的短板，在使用四种技术时都有着不低的成功率，在

通常情况下成功率不会低于 50%。后撤防反是他较常使用

的防守技术，但他能够根据比赛的实际情况进行灵活调整。

例如，在对阵澳大利亚选手时，对手善于拉近距离，使得

整场比赛双方出现中近距离缠斗的次数较多，陈大祥因此

减少了后仰防反的使用频率（仅使用 2 次），主要是用格

挡以及其他防反技术进行应对（分别使用 10 次和 6 次）。 

表 4  防守反击技术使用情况统计 

场次 选手 后仰防反 后撤防反 格挡防反 躲闪防反 

第一场 
陈大祥 7/4(57%) 8/5(63%) 4/3(75%) 2/1(50%) 

鲁兹巴哈尼 2/0(%) 3/1(33%) 1/0(%) 4/1(25%) 

第二场 
陈大祥 9/3(33%) 15/7(47%) 7/6(86%) 2/0(%) 

阿戴尔贝克 13/8(62%) 7/3(43%) 6/2(33%) 5/2(40%) 

第三场 
陈大祥 4/3(75%) 14/8(57%) 1/0(%) 1/1(100%) 

库马尔 1/1(100%) 6/3(50%) 4/1(25%) 1/1(100%) 

第四场 
陈大祥 2/1(50%) 5/3(60%) 10/6(60%) 6/3(50%) 

奥库索 3/1(33%) 10/7(70%) 18/9(50%) 6/4(67%) 

注：成功进行防守并且反击击中对手则视为完成一次防守反击 

2.2.2 迎击技术运用分析 

拳击中的迎击是指选手在对手发起攻击时利用头部、

躯干或脚下的移动偏离对手进攻路线同时进行进攻的技

术
[5]
。迎击技术与反击技术的区别在于后者中防守与进攻

是先后完成的两个动作，而前者中防守与进攻是同时发生

的动作，更加连贯。在进行迎击时对手通常仍然在完成进

攻动作的过程中，通常没有较好的防备，并且身体可能还

在进行向心的旋转，所以迎击通常能给对手造成较大的伤

害，使用效果较好
[6]
。本文将迎击分为两种：直接迎击和

间接迎击。直接迎击不涉及脚下的移动，而在间接迎击时

选手通过脚下的移动进行了姿态或距离上的调整。 

统计数据显示，陈大祥是一位较为擅长使用迎击技术

的选手，他使用迎击技术的成功率较高，有多场比赛成功

率达到 80%及以上。即使是在负于对手的比赛中，其使用

迎击技术的成功率仍然高于对手。这也与其个人特点有关，

由于其身高具有优势，通常能有比对手更好的视野和全局

观，能够较快判断出对手的进攻动作和进攻路线，进而使

用迎击的方式来进行得分
[7]
。大致来看，相比反击技术，

陈大祥更加偏好和善于使用迎击技术。 

表 5  迎击技术使用情况分析 

场次 选手 直接迎击 间接迎击 

第一场 
陈大祥 12/10(83%) 9/8(89%) 

鲁兹巴哈尼 4/2(50%) 7/4(57%) 

第二场 
陈大祥 12/8(67%) 10/8(80%) 

阿戴尔贝克 7/4(57%) 8/3(38%) 

第三场 
陈大祥 10/8(80%) 12/8(67%) 

库马尔 3/2(67%) 5/3(60%) 

第四场 
陈大祥 8/6(75%) 9/6(67%) 

奥库索 15/9(60%) 14/8(57%) 

注：成功避开对手进攻并且击中对手则视为完成一次迎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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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建议 

3.1 陈大祥个人优势显著，技术特色鲜明 

3.1.1 静态优势 

首先，陈大祥在所在级别有着较明显的静态优势。相

对于一般对手，其身高更高、臂展更长，因此有着较好的

视野和全局观，并且能够对优势进行很好的利用，善于在

远距离用前手直拳对对手进行控制。本文认为，陈大祥应

当继续利用这一优势，围绕其完善战术设计。 

3.1.2 进攻方式 

在进攻方面，陈大祥善于使用左右直拳的组合进行进

攻，常用虚晃、佯攻等手段引诱对手调整防守姿态进而受

到后续拳法的攻击（如“晃上打下”“晃下打上”）。相

比于直拳，摆拳和勾拳被使用的次数较少。本文建议陈大

祥继续对优势技术进行巩固，但同时兼顾勾拳和摆拳技术

的提升，因为勾拳和摆拳通常能够对对手造成更大的杀伤

力，是重要的重拳技术。 

3.2 陈大祥存在明显短板亟待补足 

3.2.1 重拳缺少威慑力 

尽管其出拳较为积极，命中率较高，但其重拳缺少威

慑力，没有利用重拳重创对手甚至直接使对手失去战斗力

的能力。在其所在的级别，拥有“一锤定音”式的重拳能

力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本文建议其多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提高重拳能力
[8]
。另一方面，可以在拳没有对手重的情况

下多加强脚下的移动，避免和对手阵地战挨到重拳。 

3.2.2 中近距离技术相对薄弱 

陈大祥在中近距离的缠斗中不具备明显的优势，当对

手迅速拉近距离时容易被造成得分。本文建议其在保持远

距离优势的同时加强近距离击打技术的练习，在近距离缠

斗中积累更多经验以应对机动性更强的选手。 

3.2.3 体能相对较弱 

体能较弱是陈大祥当前的问题之一，这使得其在比赛

后期容易主动对对手进行搂抱，也较容易让对手进行得分。

本文建议其注重对于体能的提升，多进行有氧耐力和无氧

耐力练习，加强拳击专项能力，避免后期因为体能不足出

现大量缠抱或被对手得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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