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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同步系统截图 

3
， 视频同步系统 

配合科研领队完成视频同步系统的开发，将高速影像系统与 

实船生物力学系统实现信息集成，通过在同一窗口内动态展示运 

动员身体形态和桨力曲线等信息，实现运动的外在表象与拉桨效 

果的集成化分析，通过教练员的讲解与分析，运动员可深入把握 

赛艇运动的技术内涵。 

4．水上训练强度控制与监督 

针对多年来赛艇运动水上训练课的效果是只能通过教练员 

的肉眼观察，即便最优秀的教练员也无法判断桨在水下的做功效 

果和运动员是否真的全力以赴对待每一桨。因此我们根据长期的 

跟队经验，结合教练员指导性意见，开发出了用于训练监督及强度 

控制的赛艇水上训练监督控制系统。对于教练员控制训练强度、 

监督每堂训练课的效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科研人员正实时进行训练强度控制与监督 

赛艇项目运动 

生物力学测试与反 

馈训练系统作为国 

家水上中心建立的 

科学化训练平台的 

重要 组成部 分，自 

2005年以来 ，应用 

于国家赛艇队 Ft常 

的训练当中，在个人 

每桨最大功率分布统计表格 
／kh-~ 麓 008 04 l 869 

功 率 拯 分 (瓦 特) 

姓 名 >800 8O0-75O 750 700 700 650 650-600 <600 

1号位 1％ 1％ 6％ 9％ l3％ 69％ 

2号何 4％ 5％ 9％ 11％ 15％ 56％ 

3号位 8％ 6％ 8％ l4％ 19％ 45％ 

4号俯 ll％ 10％ 8％ 17％ 24％ 29％ 

5号位  2％ 4％ 9％ 8％ l4％ 63％ 

6号位 15％ 8％ l0％ 2o％ 23％ 24％ 

7号何 12％ 1o％ 8％ l5％ 21％ 34％ 

8号付 27％ l2％ 2o％ 21％ 15％ 5％ 

用于训练监督的每桨最大功率分布表格 

技术诊断、多人艇整合、实时反馈训练以及训练强度控制与监督 

等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整体上提高了我国赛艇的竞技 

水平，为中国女子四人双浆赛艇项目获得2008奥运金牌作出了重 

大贡献。 

项目实施过程中，通过对国家队运动员测试数据的大量积 

累，结合教练员、运动员的专家知识，建立了符合我国赛艇运动员 

生理特征的专项竞技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挖掘 

赛艇运动的本质规律，使教练员、运动员对此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和最灵活的运用。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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