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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直即斜”视角下乒乓球比赛变线特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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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录像观察法和数理统计法，以 “非直即斜”为视角对世界优

秀男子乒乓球运动员的变线特征、效果及其发展动态进行研究。认为：①非变线是运动员技战术运用

的主要形式，变线是其辅助形式；变线和非变线在比赛制胜中发挥着几乎同等重要的作用，但变线的

得分效果明显优于非变线。②逢直变斜和逢斜变斜是运动员的主要变线类型选择，在比赛中发挥着主

导作用，而逢斜变直则发挥着战略上的牵制作用；三种变线类型间无明显得分效果差异。③以 “非直

即斜”为视角对变线形式进行分类能较为深入地揭示不同变线类型的作用和动态变化规律；各赛事中

各类变线形式的运用情况和运用效果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变线调整以逢直变斜和逢斜变斜为主；进入

新球阶段后，逢斜变斜类变线形式的得分效果有逐渐上升之势，逢直变斜的得分效果则表现出缓缓下

降之势。以期为我国乒乓球队的科学训练和参赛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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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人研究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落点和线路的变化问题，历来受到中国乒乓

球训练实践和理论研究的高度重视。中国乒乓球

队首任主教练傅其芳于上世纪６０年代初就提出

了乒乓球技术训练中力量、旋转、落点和速度四

个要素的作用［１］。新世纪以来，对于落点和线路

的变化的研究热度依然不减。吴焕群等 （２００２）

研究后认为，新规则下，“积极主动、快速多变、

抢先发力、抢先变线等基本战术策略”不会

变［２］。张晓蓬 （２００４）指出，击球的落点意识和

能力是相持争夺的重要领域［３］。张辉 （２００７）研

究认为，“落点”和 “线路”的组合与变化是整

个战术的核心环节［４］。唐建军 （２０１０）认为，乒

乓球战术组合模式主要包括技术动作组合、线路

组合、落点组合和旋转组合四方面的内容［５］。同

时，文献调研结果也表明 （图１），近１６年来，

中文类核心期刊所刊载的９９篇乒乓球技战术定

量研究文献中，有６３篇对击球的线路、落点进

行了研究，约占其总数量的６３．６％，且在每年

度的技战术定量研究文献中，对线路、落点进行

研究的文献都占有较高的比例。但在这些文献

中，仅有１篇对个别运动员的先 “变线”问题进

行了专题研究。说明，虽然作为变线内核的落点

和线路问题一直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然而对于

将线路和落点融于一体的变线问题，却远未得到

真正的重视与深入的研究。具体而言，以往线

路、落点研究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

面：其一，多数是对个别运动员个别场次比赛中

线路和落点问题的研究，但由于运动员在具体比

赛中线路和落点的运用因对手而异、因比赛而

异，变化性较大，从而使得这些研究难以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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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提供长期的根本性指导；其二，多数是对

发生得失分时的线路和落点问题进行的静态研

究，而缺乏对连续两板或多板线路变化的动态研

究，从而难以揭示运动员之间线路制约与对抗的

特点和规律；其三，以往研究虽经常涉及变线问

题，但始终未对变线的特征、作用及其动态变化

进行深入探讨。为此，在新塑料球实施背景下，

笔者拟从上述局限性入手，在对变线的概念进行

界定，对变线与非变线的运用情况进行对比分析

的基础上，力求从 “非直即斜”的视角对变线的

特征、效果及其动态变化进行深入研究，为深化

人们对变线效果和作用的认识，并为乒乓球训练

内容安排和比赛变线战术制定更加符合竞技实际

情况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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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间中文类核心期刊所刊载的

各类别乒乓球论文研究内容示意图

２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２．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主要以优秀男子乒乓球运动员为研究

对象 （以右手持拍对右手持拍的运动员为例）。

２．２　研究方法

２．２．１　文献资料法

通过中国知网 （ＣＮＫＩ）对相关文献资料进

行检索和筛选，梳理了近１６年来关于乒乓球落

点、线路、变线方面的研究文献，为本研究提供

理论基础。

２．２．２　专家访谈法

就论文研究思路梳理、统计指标确定、各指

标的使用率、得分率、贡献率曲线图之变化特点

及其成因，对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于洋、秦志

戬、陈斌等进行了电话访谈，专家们对访谈问题

提出的建议和意见，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２．２．３　录像观察法

本研究借鉴前人对录像观察对象的研究取舍

思路［６８］，对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６年间的世锦赛、世

界杯、奥运会三大赛的四分之一赛以内的男子单

打比赛录像进行了收集，以提高样本的代表性和

研究的效度。在将每个回合中双方运动员各自最

后一次击球线路 （不同线路）设置为观察基点的

基础上，对所选定的比赛录像进行反复观摩和指

标数据统计。

２．２．４　数理统计法

（１）概念界定。“变线”顾名思义指的是线路

的改变。本研究将 “变线”的概念界定为 “为直

接得分或赢得主动，在对方击球线路的基础上，

主动改变对方击球线路并产生得失分的过程。”

（２）统计指标确定。根据文献研究
［７，９１１］和

录像观察经验，本研究将乒乓球台划分为６个落

点区域 （图２），在该落点区域的基础上，将变

线形式指标按照 “非直即斜”视角设定为三大类

１８种 （图３）。各种变线形式的操作定义见表１。

评价参数为指标的使用率、得分率和贡献率，其

计算方法如下：

得分率＝ ［变线形式得分／变线形式 （得分

＋失分）］×１００％

使用率＝ ［变线形式 （得分＋失分）／变线

形式 （总得分＋总失分）］×１００％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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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率＝ ［变线形式得分／变线形式 （总得

分＋总失分）］×１００％

非变线行为的得分率、使用率和贡献率计算

公式同变线。

表１　乒乓球比赛变线种类定义

编码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操作定义

１ 逢斜变斜 反反斜反中斜 甲方从反手击球到乙方反手，乙方回击甲方中路

２ 反中斜中正斜 甲方从反手击球到乙方中路，乙方回击甲方正手

３ 中反斜反反斜 甲方从中路击球到乙方反手，乙方回击甲方反手

４ 中正斜正正斜 甲方从中路击球到乙方正手，乙方回击甲方正手

５ 正正斜正中斜 甲方从正手击球到乙方正手，乙方回击甲方中路

６ 正中斜中反斜 甲方从正手击球到乙方中路，乙方回击甲方反手

７ 逢斜变直 反反斜反正直 甲方从反手击球到乙方反手，乙方回击甲方正手

８ 反中斜中中直 甲方从反手击球到乙方中路，乙方回击甲方中路

９ 正正斜正反直 甲方从正手击球到乙方正手，乙方回击甲方反手

１０ 正中斜中中直 甲方从正手击球到乙方中路，乙方回击甲方中路

１１ 中反斜反正直 甲方从中路击球到乙方反手，乙方回击甲方正手

１２ 中正斜正反直 甲方从中路击球到乙方正手，乙方回击甲方反手

１３ 逢直变斜 反正直正正斜 甲方从反手击球到乙方正手，乙方回击甲方正手

１４ 反正直正中斜 甲方从反手击球到乙方正手，乙方回击甲方中路

１５ 正反直反反斜 甲方从正手击球到乙方反手，乙方回击甲方反手

１６ 正反直反中斜 甲方从正手击球到乙方反手，乙方回击甲方中路

１７ 中中直中反斜 甲方从中路击球到乙方中路，乙方回击甲方反手

１８ 中中直中正斜 甲方从中路击球到乙方中路，乙方回击甲方正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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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落点区域划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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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非直即斜”视角下各种变线形式示意图

　　（３）数据分析方法。利用Ｅｘｃｅｌ对所需指标

进行统计计算，并将获得的全部数据 导入

ＳＰＳＳ１７．０，对变线与非变线和逢斜变斜、逢直

变斜、逢斜变直的得分率、使用率和贡献率进行

独立样本Ｔ检验。

３　研究结果与分析

得分率、使用率和贡献率是乒乓球技战术统

计指标的基本评价参数［１２１３］，因此，通过对多

项赛事、多场比赛中变线行为的平均得分率、平

均使用率和平均贡献率的考察与分析，可从整体

上把握比赛中变线的运用情况、运用效果及对比

赛获胜的贡献情况，进而有助于深入了解比赛中

变线的特征、规律和效益，提高技战术训练的针

对性和科学性。

３．１　变线运用情况、运用效果和对比赛获胜贡

献情况的整体分析

就变线与非变线的运用情况而言，如表２所

示，变线的使用率为３５．９％，也即主要由变线

引起的得失分，占比赛双方总分数的３５．９％，

虽略高于３３．３％，但远远低于非变线的使用率

６４．１％。同时，独立样本 Ｔ 检验结果也表明，

两种行为的使用率具有高度显著性差异。说明在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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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球比赛中，非变线是运动员技战术运用的主

要形式，变线是运动员技战术运用的辅助形式。

就变线与非变线的运用效果而言，变线的得

分率为６６．９％，远远高于非变线行为的得分率

４０．５％。同时，独立样本 Ｔ 检验结果也表明，

二者的得分率存在高度显著性差异。说明变线的

得分效果明显优于非变线。这也启示我们，如何

在保证击球的绝对质量的前提下，不断提高变线

的使用率，应作为运动员重要的战术考虑。

就变线和非变线对比赛获胜的贡献而言，变

线的贡献率为２４％，非变线的贡献率为２６％，

虽然非变线的贡献率略高于变线，但独立样本Ｔ

检验结果表明，二者无显著性差异。说明对比赛

获胜的贡献而言，二者发挥着几乎同等重要的作

用［１４］。如果再考虑到变线的得分率远远高于非

变线，以及变线以巧制胜和经济省力等特点，我

们认为，在训练中进一步培养和强化运动员敢于

变线、善于变线的意识和能力，对于一分球、一

局球和一场球的制胜，乃至运动员的长远发展，

无不具有重要的意义。

表２　变线与非变线各参数情况一览表 （狀＝６６）

频数 得分失分 得分率 使用率 贡献率

变线 ２２４２ １５０１ ７４１ ６６．９％ ３５．９％ ２４％

非变线 ４０００ １６２０ ２３８０ ４０．５％ ６４．１％ ２６％

Ｔ ２１．７５ １４．２ １．４９

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３８

３．２　“非直即斜”视角下各类变线形式的特点及

其动态变化分析

一般而言，从纵向视角观察，运动员的击球

线路主要体现为斜、直两种。并且直线和斜线不

仅是乒乓球训练和比赛中最基本的击球线路，也

是科研人员进行线路研究的基本分类方式［４５］。

由此，从纵向视角观察运动员的变线时，变线要

么是变直线，要么是变斜线，即 “非直即斜”的

变线思路。根据这一思路，笔者将图３中的１８

种变线形式粗略归总为三大类：一是逢斜变斜，

二是逢斜变直，三是逢直变斜，从 “非直即斜”

这一视角，研究变线的特点及其动态变化规律。

３．２．１　“非直即斜”视角下各类变线形式的特点

分析

就得分率而言，三类变线形式中，逢斜变

斜、逢斜变直和逢直变斜的得分率分别为

６７．５％、６６．５％和为６６．８％，其得分率虽略有

差别，但差别较小；方差分析结果也表明，三者

整体上或两两之间都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三

类变线形式在得分效果上不分伯仲，不论运动员

选用哪类变线形式，均能取得较好的得分效果。

就使用率而言，三类变线形式中，逢斜变斜

的使用率为３４％，居中；逢斜变直的使用率为

２７．４％，最低；逢直变斜的使用率为３８．６％，

最高。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三者在整体上和两两

之间均存在显著性差异。之所以逢斜变斜和逢直

变斜的使用率较高，原因可能有三：一是就击球

距离而言，斜线距离较直线长，变线时不容易出

界失误，本着上台求稳的原则，运动员在面对斜

线和直线来球时更倾向于选择变斜线；而斜线变

直线时，由于直线距离较短，容易失误，因此其

使用率较低。二是当球出台后向前飞行时，飞行

距离越远，斜线球距离对手的原始站位就越远，

移动击球的难度就越大。逢斜变斜和逢直变斜的

得分率略高于逢斜变直，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

上述两点。三是在训练中，就运动员的站位和练

球习惯而言，运动员练习斜线 （反手位斜线、正

手位斜线）的次数更多，因而对于变斜线更加熟

悉和从容。但不可否认的是，击直线球时由于直

线距离相对较短，因而直线球运行时间也相对较

短，再加上击直线球可以快速打破运动员一般情

况下加强保护反手位的思维习惯，有助于直接得

分，或者在战略上牵制对手、扰乱对手，为其他

变线战术的运用创造条件。这也是中国乒乓球队

一直以来都加强击直线球的练习和比赛运用的重

要原因之一［３，１５］。

就贡献率而言，由于逢斜变斜和逢直变斜两

类变线形式的得分率和使用率均高于逢斜变直，

因而该两类变线形式的贡献率均也明显高于逢斜

变直。同时，方差分析结果也表明，二者的贡献

率均与逢斜变直的贡献率具有显著性差异。这说

明对于决定比赛胜利而言，逢斜变斜和逢直变斜

两类变线形式发挥着主导作用，逢斜变直的变线

类型发挥着战略上的牵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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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各种变线形式各参数情况一览表 （狀＝６６）

频数 得分 失分 得分率 使用率 贡献率

逢斜变斜 ７６２ ５１４ ２４８ ６７．５％ ３４％ ２２．９％

逢斜变直 ６１５ ４０９ ２０６ ６６．５％ ２７．４％ １８．２％

逢直变斜 ８６５ ５７８ ２８７ ６６．８％ ３８．６％ ２５．８％

Ｆ ．２１４ ２６．４１ １６．８９

Ｐ ．８０７ ．０００ ．０００

　　　　注：表示犘＜０．０５，有显著性差异；表示犘＜０．０１，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３．２．２　“非直即斜”视角下各类变线形式特点的

动态变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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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各赛事中各类变线形式动态变化情况示意图

如图４所示，其一，各赛事中各类变线形式

的使用率、得分率和贡献率始终处于变化状态，

说明各类变线行为的运用并非一成不变，这种变

化也进一步带来其运用效果和对比赛贡献程度的

变化。其二，相对而言，逢斜变直类变线形式的

使用率、得分率和贡献率变化曲线比较平缓，而

逢斜变斜和逢直变斜两类变线形式的使用率、得

分率和贡献率变化曲线起伏较大，说明运动员在

变线战术的调整方面，以逢斜变斜和逢直变斜两

类变线形式为主，这也进一步表明，在求稳、求

准的基础上求变是运动员技术运用的基本规律。

其三，进入新球时代后，逢斜变斜的得分率和使

用率都有缓缓升高之势，而逢直变斜的得分率和

使用率则有缓缓下降之势。这也启示我们，适当

加强逢斜变斜类变线形式的运用，不仅有助于提

升具体技术运用的效果，也能更好地迎合新球时

代各类变线形式的变化趋势。

４　结论与建议

４．１　结论

（１）非变线是运动员技战术运用的主要形

式，变线是其辅助形式；变线和非变线在比赛制

胜中发挥着几乎同等重要的作用，但变线的得分

效果明显优于非变线。

（２）逢直变斜和逢斜变斜是运动员的主要变

线类型选择，在决定比赛胜负中发挥着主导作

用，而逢斜变直则发挥着战略上的牵制作用；三

种变线类型间的得分效果无明显差异。

（３）以 “非斜即直”为视角对变线形式进行

分类，能较为深入地揭示不同变线类型的作用和

动态变化规律；各赛事中各类变线形式的运用情

况和运用效果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变线调整以逢

直变斜和逢斜变斜为主；进入新球阶段后，逢斜

变斜类变线形式的得分效果有逐渐上升之势，逢

直变斜的得分效果则表现出缓缓下降之势。

４．２　建议

（１）在新球阶段，运动员在保持和不断提高

单板击球质量的前提下，要高度重视变线战术的

运用，并不断加大变线战术的运用力度。

（２）任何变线类型和变线形式的运用都不是

一成不变的，运用时都要结合自身特点、对手特

点和比赛实际及时进行调整，在变线战术的调整

方面，要充分遵循各类变线形式的运用规律，把

握好变线类型的主要矛盾，要根据竞技条件的变

化及时捕捉各类变线形式的运用效果，适当提高

逢斜变斜类变线形式的运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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