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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竞技攀岩运动员跨界跨项选材研究
张灵芝　肖随龙　方　健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对江西省竞技攀岩运动

员跨界跨项选材进行探讨分析，针对选材测试指标、可选项目、

面临困境等提出建议，以期为江西省竞技攀岩运动跨界跨项选材

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研究认为：攀岩运动跨界跨项选材测

试指标应包含身体形态、身体素质、身体机能、心理状态等多方面；

攀岩运动跨界跨项选材成功案例中，体操、田径占比较大，选材

时可重点关注；对于跨界跨项运动员后续保障及人才流失等问题，

江西省攀岩队应高度重视，制定相应政策，保证江西省攀岩队的

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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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分析

竞技体育即比赛性的体育活动，运动成绩代表了竞技体育的

活动成果，而优异的竞技成绩离不开高水平的运动选手。科学选

材就是运用现代化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根据运动项目特征制定适

配的测试指标，通过测试和预测，挑选出具有良好运动能力和竞

技天赋的人才作为竞技体育的后备力量，是为提高竞技水平所做

的起始性工作。

通过对跨界跨项选材概念的梳理研究，总结出跨界选材为从

其他的界别吸收与某项运动竞技能力相似的人参加运动训练，培

养更多优秀的竞技人才，如舞蹈专业练习花样滑冰、杂技演员练

习体操；跨项选材则是从体育项目中选择有一定基础的运动员改

练另外一个专项，如轮滑改练冰球、铅球改练标枪等。总的来说，

跨界与跨项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做出转变，差别仅在于是否在体

育体制内选材，不影响选材实质。

二、项目分析

攀岩运动由登山运动派生而来，是一种通过攀登技术训练，

以各种装备作为辅助或保护的工具，克服地心引力，攀登自然岩

壁或人工岩壁的运动。攀岩运动主要分为难度、攀石、速度三个

项目，攀爬线路风格多样，攀爬时需完成挂脚、动态窜跳、平衡

身体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对攀爬者的柔韧、平衡、爆发、耐力

等都具有非常高的要求。

通过在知网、SCI 等数据库查找攀岩运动有关文献，发现与

攀岩运动选材直接相关的研究较少，但有部分学者对高水平攀岩

运动员各项身体指标展开研究，另有部分学者将攀岩运动员与非

攀岩运动员身体机能方面进行对比研究，将资料进行整理归纳得

出：优秀攀岩运动员一般体重较轻、体脂率低、身高适中、四肢

修长；身体素质表现为上肢力量较大、难度项目对耐力、柔韧性

要求更高、速度项目需要优异的速度素质；身体机能特征表现为

难度、攀石单项的运动员前臂屈肌氧化代谢能力高，速度单项运

动员受相对无氧能力的影响较大。[3-6] 攀岩运动选材时，可用优

秀攀岩运动员的身体指标作为参考。

三、选材要点

攀岩运动作为一项新兴运动项目，基础相对薄弱，目前国内

外对于攀岩运动跨界跨项选材的研究非常少见，所以本文主要以

访谈的形式对江西省攀岩运动跨界跨项选材的测试指标、可选项

目等内容进行探讨。

（一）选材指标分析

攀岩是一项复杂运动，不同线路的岩壁角度、岩点大小、形状、

距离都存在较大差异，岩壁角度大于 90 度时，必须要有足够的核

心控制力才能将身体稳定在岩壁上；岩点类型可大致分为抓、握、

抠、捏、指洞等，攀爬时对攀爬者手指手腕力量要求较高；线路

攀爬时有斜身侧拉、动态窜跳、静态平衡、挂脚顶胯、膝挂肘等

多种高难度动作，对运动员的速度、耐力、柔韧、协调等能力同

样具有非常高的要求；攀岩比赛多采用封闭式攀登，参赛选手必

须根据线路风格，独立的设计出适合自己的攀登动作与路线，要

求运动员具备良好的记忆力和创造力。因此，在攀岩运动的选材中，

要从运动员的身体形态、身体素质、心理状态等多方面考虑。

受场地、师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与其他体育项目相比，

攀岩运动普及程度较低，群众基础薄弱。2016 年，攀岩运动被确

立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且相继确立为全运会、亚运会的正式

比赛项目，国民关注度日渐提高。

为促进新兴运动项目的发展、创新竞技运动选材路径、解

决部分项目竞技人才稀缺的问题，2017 年国家体育总局发布《关

于开展攀岩、冲浪、滑板、小轮车四个奥运项目跨界跨项选材

的工作通知》。此通知发布以来，江西省攀岩队高度重视，迅

速制定选材方案，以各市体校运动员为主要选材对象，开展选

材工作。

从表 1 可以看出，攀岩运动跨界跨项选材测试中，对身体

形态及身体素质的测试较为全面，但身体机能、心理素质及技

能表现等不在测试范围内。根据访谈得知，目前与攀岩运动选

材相关的研究较少，并未制定出统一的选材标准，难以进行全

面测试，所以在选材时偏重于身体形态、身体素质这两项权重

较高的指标，再根据教练员经验、运动员转项试训效果来确定

最终人选。

表 1　江西省攀岩运动员跨界跨项选材测试指标

1 级指标 2 级指标

身体形态 身高 体重 上肢长 下肢长 指距 体脂率 

身体素质
引体向上 指力板悬垂 卧推 30 米跑 纵跳摸高 仰卧

起坐 坐位体前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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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优秀的攀岩运动员对身体形态、身体素质、身体

机能、心理状态等各项指标都有一定的要求，且不同单项对各项

指标的要求也有所不同。目前江西省攀岩运动员跨界跨项选材所

用测试指标不够全面，依靠教练员经验及运动员试训进行选材，

存在对人力、物力、财力消耗较大，且成材率低的问题。所以在

后期选材时，应根据攀岩运动各单项的特性，制定更为详细的选

材方案及选材测试指标，尽可能的选择最合适的运动员，缩短运

动员跨界跨项转换时间，提高成材率。

本文根据攀岩运动项目特点及高水平攀岩运动员特征，结合

专家访谈所得数据，拟定攀岩运动跨界跨项选材测试指标，详见

表 2。

表 2　攀岩运动跨界跨项选材测试指标参考

1 级指标 2 级指标

身体形态 身高、体重、上肢长、下肢长、指距、体脂率

身体素质
引体向上、指力板悬垂、30 米跑、纵跳摸高、腰腹耐力、坐位体前屈

横叉竖叉、折返跑 、起步反应时（速度单项）、闭眼单腿平衡

身体机能 上肢肌群氧化代谢能力（难度、攀石单项）、无氧能力（速度单项）

心理状态 运动表象、注意力控制、竞技动机

运动智能 线路记忆能力

（二）可选项目探究

通过专家访谈及文献资料整理得知，攀冰与攀岩同为攀登运

动中的一种表现形式，技术动作相似，对四肢及腰腹力量要求较高；

健美操运动员的普遍特征为身材适中、身体匀称、四肢修长、皮

脂较薄，有良好的上肢、腰腹及腿部力量，与攀岩运动员特征相似；

体操、皮划艇、举重等对上肢力量要求高的项目与攀岩运动身体

素质要求近似，这些项目均可作为攀岩运动跨界跨项选材的对象。

而田径及球类运动中一些群众基础扎实，参与人数众多的项目亦

可出现大量人才，也可供攀岩运动跨界跨项选材所用。在实际的

跨界跨项选材工作中，应尽量从特征相似的项目中着手选择，节

约运动员转项训练时间，促进运动员早日成材。

如表 2、表 3 所示，攀岩运动员跨界跨项选材的成果显著，

部分运动员在全国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个别运动员已经站上亚

运会的领奖台。这些实例证明，优化竞技人才资源配置、快速提

高新兴运动项目的竞技水平，跨界跨项选材不失为一条捷径。下

表可以看出，攀岩运动转项成才实例中，具有田径、体操训练经

历的运动员占比较大，其他大多为以上肢、腰腹力量为主导的项目，

可见适宜转为攀岩运动的项目不在少数。同时发现，转项运动员

大赛成绩优异的多为速度单项，反映出运动员转速度单项更容易

出成果，而难度、攀石单项则需要更长时间的积淀。目前我国有

关攀岩运动跨界跨项选材的理论研究还未成体系，这些案例的实

践可对后期跨界跨项选材的研究做出有效的补充。

表 3　江西省攀岩运动员转项成才情况

姓名 性别 原项目 转项时间 比赛最佳名次 速度最好成绩 / 难度、攀石等级

黄敬杰 男 举重 2016 年 9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

攀岩项目体校组甲组男子速度第三名
5″ 76

赵林文 男 拳击 2016 年 9 月 2021 中国攀岩速度系列赛第二名 5″ 54

钟盼 女 田径（短跑） 2018 年 9 月
2020 中国攀岩速度系列赛（山东莱西）

女子速度接力第三名
9″ 10

张承中 男 跆拳道 2017 年 9 月 江西省攀岩锦标赛全能第一名 5.13b（难度）

孙佳佳 男 皮划艇 2018 年 9 月 江西省攀岩锦标赛全能第二名 6″ 78

廖志 男 田径（短跑） 2019 年 9 月 江西省青少年攀岩锦标赛难度第四名 6″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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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我国其他地区部分攀岩运动员转项成才情况

姓名 性别 原项目 转项时间 比赛最佳名次 速度最好成绩 / 难度、攀石等级

邓丽娟 女 田径（跳远） 2015 年 9 月
雅加达亚运会攀岩项目

女子速度接力赛第三名
6″ 81（超世界纪录）

龙金宝 男 武术 2017 年 4 月 2021 中国攀岩速度系列赛第一名 5″ 44（超世界纪录）

羊学伴 男 体操 2016 年 9 月 2019 中国攀岩联赛年度速度积分第二名 5″ 68

刘亚豪 男 散打 2017 年 4 月 全国青年攀岩锦标赛男子速度第一名 V9（攀石）

龙建国 男 体操 2017 年 4 月 全国青年攀岩锦标赛男子攀石第一名 V9（攀石）

郭梓豪 男 体操 2017 年 4 月 2021 中国攀岩速度系列赛接力第一名 5″ 94

董世莹 女 田径（跨栏） 2017 年 4 月 全国青年攀岩锦标赛女子速度第四名 10″ 50

注：以上资料为访谈整理所得，截至 2021 年 4 月

四、面临困境

（一）跨界跨项选材管理体制不完善

自攀岩运动跨界跨项选材提出至今，江西省攀岩队已进行过

数次跨界跨项人才选拔，涉及项目广、人数多，但能经住考验，

最终转项成材的确只有少部分。跨界跨项选材需要运动员放弃原

项目转入另一个项目，这个过程对运动员的运动生涯产生了直接

影响，转项成功的运动员可暂不考虑后续发展问题，但转项未成

材的运动员该如何安置确成了一大难题。没有系统、完善的保障

体制，必定会对后续跨界跨项选材工作造成巨大的阻碍。

（二）运动员升学造成的人才外流

跨界跨项的选材多在青少年运动员当中进行，青少年几乎都

面临着升学问题，但江西省本科院校中仅赣南师范大学有攀岩运

动员特招计划，而其他省份有攀岩运动员特招计划的院校涉及综

合类、师范类、体育类等众多类型，其中更是有 211 工程重点建

设大学。而缓解升学压力是许多青少年选择成为一名专业运动员

的重要因素，若培养运动员成材后却流向外省甚至成为赛场对手，

对江西省竞技攀岩来说无疑是一大打击。

五、结论与建议

跨界跨项选材是从已经受过其他项目专业训练的运动员当中

进行人才选择，他们都拥有良好的体能基础，在成才年限上要优

于传统方式选拔的运动员。从比赛成绩来看，江西省竞技攀岩运

动员跨界跨项选材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为江西省攀岩队扩充

了人才储备、提高了竞技水平。

总的来说，攀岩运动三个单项的运动员身体形态特征差异较

小，身体素质与身体机能存在一定差异。比如难度项目对耐力、

柔韧性要求更高；难度攀石单项的运动员前臂屈肌氧化代谢能力

高；速度项目需要优异的速度素质、受相对无氧能力的影响较大。

目前江西省攀岩运动员跨界跨项选材所用测试内容不够全面，应

根据攀岩运动的项目特征完善测试指标，做到高效选材。

不同的运动项目对运动员的各项能力指标有着不同的需求，当

两个项目之间存在着高相似度的能力结构时，转项训练便能快速适

应，可缩短选材时间，提高成材率。结合攀岩运动员转项成才的情

况来看，适宜作为攀岩运动跨界跨项选材对象的项目不在少数，成

功案例中，体操、田径占比较大，跨界跨项选材时可重点关注。

江西省攀岩运动员跨界跨项选材虽有成功案例，但转项后成

绩平平的不在少数，这部分运动员该如何安置是目前需要解决的

一大难题。为保证高效选材，应尽快建立健全跨界跨项选材保障

体系，制定奖励或补偿机制，以获得运动员原单位及原教练的支持、

解决运动员的后顾之忧。

江西省攀岩队上层管理机构应积极与教育部门协商，在江西

省各大本科院校内增设攀岩运动员免试入学或单招名额，拓宽攀

岩运动员升学渠道，一来可以防止人才流失，二来可吸引更多优

秀运动员转项，为江西省攀岩运动跨界跨项选材工作的开展提供

支持，为江西省攀岩运动竞技水平的提高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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