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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14 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
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首次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取消商
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审批，激发了民间力量办赛的热情，
使得群众体育得到飞速发展，近三年，铁人三项运动在中国蓬勃
发展，成为继马拉松之后的又一热门大众运动项目。因此，本文
拟借用 CiteSpace软件，从宏观层面把握我国铁人三项的研究历
程和发展趋势，从微观上揭示我国铁人三项的具体研究热点，以
期为该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提供信息参考，进而为铁人三项的
发展尽一份微薄之力。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CNKI 录入铁人三项相关期刊文献作为数据来源，

时间跨度为1991年1月到2020年12月，共计检索出相关文献250
篇。本研究运用文献计量法和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对铁人
三项文献的发文量、机构合作、作者合著、关键词共现进行可视
化分析，并对同义词进行合并删除，具体参数设置如下：slice设
为5年，选择标准为g-index ,k=25，其他选择默认设置。

2　结果分析

图1     1991-2020年国内铁人三项相关研究文献量

2.1发文量分析
某一学科领域的发文量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反映了该学科领域

的研究水平和研究热度。通过对CNKI数据的统计，绘制成图（见
图１）。可以看出，国内铁人三项的研究总体上呈“波浪上升”趋
势，根据发文量特征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从1992-2002年，为
缓慢发展阶段，2003-2007年，为飞跃发展阶段，从2008-2014年，
为稳定发展阶段，从2015-2020年，为波动起伏阶段。研究方向
与选题与国家政策和社会背景有关，在早期缓慢发展阶段，铁人
三项在国人对其知之甚少，影响力较低，因此发文量和研究成果
较少。随着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铁人三项运动成为了奥运会项
目，以及我国铁人三项队目标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获得3张入
场券，并力争有运动员进入前二十，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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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CNKI录入的1991-2020年铁人三项期刊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利用CiteSpace软件，对国内铁人三项研究的论文发文
量、研究机构、核心作者、研究热点进行科学计量和可视化分析。研究显示，国内铁人三项的研究在1991年前就已经开始，经历了
两次飞跃式的发展，分别在2003年和2014年，受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国家政策的影响。近年来，铁人三项在大众健身领域或普通人
群中的研究正在增加。国内铁人三项的研究主要围绕运动员、高原训练、体育赛事、专项训练、锦标赛等方面。有关铁人三项的研
究正在不断的具体化与精细化，相关手段逐渐高科技化与现代化，并且与群众体育的联系持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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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有选手跻身前十，在科研领域掀起热潮，铁人三项的研
究呈飞跃式增长，科研成果丰富。任何科研热度会随着研究的
深入进入相对平稳阶段，但平均发文量依然处于历史较高阶段，
同时在这段时期，铁人三项在国内得到更进一步的普及，为大
众所熟知，为随后的全民健身的开展起到促进作用。

2.2机构合作分析
选择节点“institution”，形成知识图谱。发现北京体

育大学的发文量最多，达到16 篇，八一军体大队科研所发文量
第二，达到13 篇，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击剑运动管理中心发文
量第三，达到8 篇，第四第五，分别为苏州大学和北京市十三
陵水库管理处，分别达到6 篇和5 篇，紧随其后的是厦门大学、
山东省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以及成都体育学院，发文量都为4 篇。
从机构发文的首次年份可以看出，北京体育大学对铁人三项关注
最早，1992年就已发文，八一军体大队科研所到了2001年才参
与铁人三项方面的研究，其他发文量前10的机构，都是在2001
年以后。此外，发文量排名前 8 位的机构中，4 所为高校，2
所为事业单位，1所为科研院所，高校是铁人三项方面的研究主
力军。

2.3作者合著分析
选择节点“author”，形成知识图谱。发现前8 位的作者

的发文量都在4篇以上，其中邓运龙的发文量最多，达到了12篇，
陈笑然发文量7篇位列第二，何凯和张册发文量都为6篇位列第
三，熊焰发文量5篇位列第5，屈成刚、朱静和郭爱民发文量都为
4篇。前8名的作者中，以一作发表论文的分别是邓运龙、何凯、
熊焰、屈成刚和朱静，其他作者虽发文量多，但更多的是与其他
作者合作发文。其中邓运龙的研究主要涉及到对训练阶段的铁人
三项运动员各方面生理生化指标的监测来了解负荷对铁人三项运
动员的刺激程度，包括血尿素、生化、血液、免疫等指标。还涉
及到通过外部手段影响铁人三项运动员的体能以及运动能力，包
括对高能饮料和多维电解质泡腾片的复合饮料,以及高能速力饮料
的分析、对补血耐力复合胶囊(铁剂和耐力)与铁红强成分的分析。
还分析了铁人三项运动项目的一般特征和部分训练学特征，通过
数理统计比赛成绩的方式去认识铁人三项项目与训练等方面规律。

2.4关键词共现分析
文章的关键词是作者对该文章的高层次总结概括，反映了该

研究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选择节点“keywords”，形成知识图谱。
发现较大关键节点排在前六的包括铁人三项（161）、运动员（21）、
高原训练（9）、体育赛事（6）、训练（6）、锦标赛（6）。由于研
究对象为“铁人三项”，所以显示的高频次没有学术意义。对于运
动员方面研究，屈成刚首先对运动员从高原下到平原训练进行了
全程跟踪，测试相关的生理生化指标。建议高原运动员平原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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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血红蛋白出现升高时，增加运动负荷以激发运动员潜
能，在下到平原的第 1 8 天左右安排比赛，成绩最为理想。同
年还运动多种方法对世界优秀女子铁人三项运动员的成长历程、
身体形态、成绩进行比较分析，阐述了王虹霓与世界优秀运动
员的差距和优势。近年来，对于体育赛事方面，2012 年才在综
述类文献中提到铁人三项赛事，而2017 年才有对铁人三项赛事
的独立研究,对我国铁人三项赛事的发展现状及发展瓶颈进行分
析,并提出赛事发展的路径。对于训练方面的研究，邓运龙首先
对专项训练阶段铁人三项运动员的血尿素指标进行系统监测，了
解运动训练负荷的对运动员刺激的程度。林玲探讨了造成铁人三
项自行车-跑换项过程中运动员常会出现不适感的原因，并有针
对性的进行专门训练，提高运动员运动表现。对于锦标赛方
面，更对的类似报道类论文，对国内的威海铁人三项锦标赛等
的介绍。

3　小结
（一）国内铁人三项的研究在1991 年前就已经开始，经历

了两次飞跃式的发展，分别在2003 年和2014 年，受到当时的
社会背景和国家政策的影响。近年来，铁人三项在大众健身领
域或普通人群中的研究正在增加。

（二）国内铁人三项的研究主要围绕运动员、高原训练、
体育赛事、专项训练、锦标赛等方面。

（三）有关铁人三项的研究正在不断的具体化与精细化，相
关手段逐渐高科技化与现代化，并且与群众体育的联系持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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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卷千姿百态。开卷的三棵苍劲的老松，粗壮的树干用浓墨勾
线，线条灵活有力不僵硬，再用传统的方法勾画纹理，使得有
层次又有变化。松针画得极细致，细笔慢慢勾勒，每个小松针
形态相似却又有细微变化，稀稀落落组合在一起有型不呆板。
再用小苔点点缀树干和树枝，最后用淡墨晕染树干轮廓和松针，
使画面更加饱和。第三棵松树后面还多了一座木屋，木屋隐于
其后，故用淡墨勾勒轮廓后略施皴檫，后用更淡的墨晕染。对
于吊脚楼的创作，在此画卷中自然也是重中之重，全幅都以吊
脚楼为主，勾勒房子的线条虚实结合，浓淡适宜，线条富有变
化不僵硬，多用中锋行笔，用枯笔皴檫。留白处也非常巧妙有
意境，房顶有时是瓦片排布，近处勾勒地仔细，一笔一划叠起来，
远处则多以枯笔简单铺盖再用淡墨晕染；有时又是用木板搭建，
而用木板搭建的屋顶常常只用线条造型，不再用墨晕染，留白恰
到好处。对于屋舍脚下的巨石，其用笔也是变幻万千，块面效果
显著。大笔挥就巨石的轮廓，多用枯笔勾勒石头的脉络，侧锋皴
檫。朝阳处的一面用留白的方式处理，石头底部和背后的阴影面
用浓淡相间的的墨水晕染。有时处理石头甚至不勾勒轮廓，直接
用大笔染成。另外还有极具地方特色的稻草垛，稻草用双沟画出，
有序排布，中间用浓墨立出杆子，再施淡墨，在其它的山寨小品
中，草堆又常染金黄或者红色。此卷可以看出黄格胜先生大致的
用笔，虚实结合，疏密得当，用笔快准狠，十分大气。从用笔可
以看出黄格胜先生雄厚的笔墨功力。

在构图上：每次创作之前，黄格胜先生都会先进行观察，
在写生教学时常常会给学生讲解木楼的结构，房梁的取势，如何
对眼前的景物进行取舍等，都是一门学问。黄格胜先生所作的

山寨，尺寸有大有小，斗方、横条屏、竖条屏、长卷皆有。
就长卷而言，如《魂牵梦绕青山寨》，采用散点式构图，长
幅的制作，使观众有一种卧游其中之感。全幅以房屋巨石为
主，只画近景，不画远山，留白处理。吊脚楼画得错落有致，
为显示出石上人家的高俊，常常画窄屋顶、宽屋脚，给人以仰
视之感。再观其它小品，对角线构图、由字型构图皆有，且
不管采用何种构图，近看景致都和谐分布，远看又成一整体，
结构十分完整，在此不一一举例。

4　总结
黄格胜最常教育学生的一句话是“作画莫无情，无情莫作

画”。由于出身和受恩师黄独峰大师的影响以及一腔爱乡情怀，他
对于壮乡的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以致创下无数关于这片乡土的佳
作。黄格胜先生的画朴实、接地气、有人味儿，体现了他的平民
精神。来这里，他不知疲倦，不惜跋山涉水，即便是同一处的景
致，他也会重复画，第二次又是不同的心境。笔者相信，黄老会
继续为这片家园创下更多不朽的佳作，而作为他千千万万仰慕者
的本人，将继续深入研究，不断探索，不断吸取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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