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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市体校拳击运动员急性运动损伤调查分析 
王志昊  刘坚通讯作者  

（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  呈贡  650500） 

摘要：了解南昌市体校拳击运动员运动损伤发病情况, 探讨预防措施。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回顾性问卷调查, 调查项目包括今
年以来损伤发生部位、性质、地点、损伤严重程度、原因诊断等。结论:拳击运动员运动损伤率很高, 急性损伤发生的部位主要是腰
背部、手指和肩部;急性运动损伤以拉伤、挫伤和扭伤为主, 引起损伤的主要原因是技术动作不规范、长期动作重复、准备活动不充
建议:加强医务监督工作, 合理安排运动员伤后训练和休息时间, 提高训练水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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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拳击运动由于其项目的特点, 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损伤，加上规

则的改变，对运动员的身体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如何做好

拳击运动员伤病的防治也显得更为重要。本研究对南昌市体校拳击

运动员进行调查,了解该体校拳击运动员运动损伤发病情况,探讨预

防措施, 以期能够为减少拳击运动损伤的发生提供一定的依据。 

2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篇论文的研究对象主要南昌市体校拳击运动员。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对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电子书籍和期刊的研究，以及对文

学和其他数据库的研究，收获了理论层次的知识，对拳击赛的一些

文献进行了整理，编写了一份摘要，加深了对拳击训练的理解，并

为本篇论文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2.2.2 问卷调查法 

本次论文设计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对南昌体校的拳击运动员

进行抽样调查。80 份问卷向南昌市体校 80 名拳击运动员发放，对

运动员要求认真填写，回收率 100%，有效问卷 100 份,有效率 100%。 

2.2.3 数理统计法 

运用 SPSS13.0 软件对有效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研究结果 

3.1.1 急性运动损伤 

3.1.1.1 急性损伤发生的地点 

根据表 1 的数据可以看出，被调查的 80 名拳击运动员都有运

动损伤，其中有着 68 人在训练时损伤，足以可见南昌体校拳击运

动员在训练时强度有多大，再加上拳击运动本身也有着肢体碰撞

等，大大增加了损伤的发生率。  

表 1 拳击运动员急性运动损伤的地点 

损伤地点 训练场 比赛场 合计 

例 

百分比(%) 

68 

72.5% 

11 

27.5% 

80 

100% 

3.1.1.2 急性损伤发生的阶段 

从表 2 可以得出, 大部分的运动员都在训练中受到了损伤, 并

且这些损伤 81.2%都是在进行身体专项训练时产生。运动员大部分

的时间都在在训练中度过，加上拳击系统的整体性、复杂性和多样

性，特别是一些组合动作，需要运动员进行大量的身体训练，如果

他们在专门的体能训练中缺乏技能或运动能力，就可能导致身体受

伤。 

表 2 拳击运动员急性运动损伤发生的阶段 

损伤发生

的阶段 

专项身体训

练 

比赛中 一般身体

训练 

训练的准

备活动 

合计 

例 

百分比(%) 

65 

81.2% 

11 

13.8% 

4 

5% 

0 

0% 

80 

100% 

3.1.1.3 急性损伤发生的部位 

从表 3 数据可以看出, 拳击运动员急性损伤发生部位主要是:腰

背、手指以及肩部，分别占损伤部位总数的 31.6%、21.1%以及 12.6%。 

表 3 拳击运动员急性运动损伤发生部位 

急性损伤发生部位 肩 肘 腕 腰背部 膝 踝 足 手指 其他 合计 

百 分 

比（%） 

12 

12.6% 

11 

11.6% 

10 

10.6% 

 30 

31.6% 

3 

3.1% 

3 

3.1% 

4 

4.2% 

20 

21.1% 

2 

2.1% 

95 

100% 

3.1.1.4 急性损伤性质 

从表 4 的数据可以看出, 拳击运动员各有不同性质的急性损

伤，其中拉伤、挫伤、扭伤占据前三甲，分为有着 41.4%、28.7%、

13.8%的比例占据。 

表 4 拳击运动员急性运动损伤性质 

急性运动损伤 扭伤 挫伤 拉伤 脱位 骨折 其他 合计 

例 

百分比(%) 

12 

13.8% 

25 

28.7% 

36 

41.4% 

9 

10.3% 

3 

3.5% 

2 

2.3% 

87 

100% 

3.1.1.5 急性损伤原因 

从表 5 数据可以看出, 拳击运动员造成急性损伤原因各有不

同，其中技术动作不规范 、长期重复训练单一动作、训练开始前

的热身运动是主要原因分别占据 61.9%、11.2%以及 9.5%。 

表 5 拳击运动员急性运动损伤的原因 

损伤的原因 准备活动不充分 训练水平不足 心理状况不好 身体机能欠佳 长期动作重复 技术动作不规范 合计 

例 

百分比(%) 

10 

9.5% 

6 

5.7% 

3 

2.9% 

9 

8.6% 

12 

11.4% 

65 

61.9% 

105 

100% 

3.2 分析 

3.1 急性损伤发生的特点 

3.1.1 急性损伤发生的部位 

本次问卷调查得出以下结论,腰背部损伤是大部分拳击运动员

都会受到的损伤。运动员的背部可能由于技术操作不规则、准备不

足等原因而受到伤害。由于左和右肱骨之间的差异，左、右上肢和

肩膀之间往往存在明显的双侧强度差异，这导致运动员的脊椎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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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肌肉时出现过大的运动，导致出现诸如背痛等症状的小颞叶变

形。手部损伤的严重程度仅次于腰背部损伤,运动员需要在手部长期

的缠绕绷带然后在外配上拳套与其他运动员进行搏击训练或者是

捶打沙袋,握拳后掌指关节是主要受力部位,在长期的击打过程中力

的相互作用使得掌指关节有不同程度的损伤。 

3.1.2 急性损伤的性质和发生的原因 

这项调查的结果表明，拳击中的身体损伤会造成更大的损伤、

挫伤或扭伤，而严重的损伤则主要是由于技术操作不规则、过程重

复、准备活动不充分等造成的。 

拉伤:拳击运动员在进行增强力量的锻炼时,肌肉拉伤最是容易

发生。在在训练期间，运动员往往更有心理准备，为了让自己的力

量更加强大，他们往往会在运动中增加抵抗运动的重量，这大大超

过了他们的最大负荷，造成不必要的伤害。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即在

进行训练前的没有将身体充分的预热, 身体各部位肌肉没有兴奋

性。 

扭伤:扭伤常常发生于四肢末端小关节和各大关节处,其中掌指

关节和指关节损伤发生率较高。 

挫伤:拳击运动员在激烈对抗或来不及对对手的进攻采取有效

防卫手段时，彼此肢体的猛烈撞击会造成局部疼痛、压力疼痛、肿

胀和功能失调。 

总而言之, 及时的对急性损伤进行当场有效治疗在拳击运动日

后的恢复以及正常训练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4 结语 
在开展青少年拳击运动训练的过程中，重视运动损伤问题，并

根据项目特点采取合理的安全防护措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必

要的，教练员应针对训练和竞赛中运动员的损伤情况，积极、主动

地进行有效干预，不断探讨有助于预防运动损伤的方法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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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概念[8]；2014 年 6 月，教育部等 6 部

门联合发布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 年）》[9]；

2019 年 2 月，国务院印发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2019

年 7 月和 12 月教育部分两次批准了 21 所本科层次职业院校；2019

年 12 月，教育部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征

求意见稿）》[10]；2021 年 1 月，教育部发布《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

置标准（试行）》和《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

标志着职业本科教育正式进入规范建设的阶段。  

多年实践的经验表明应用型本科教育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形式

上转型而未在人才培养机制等方面有实质性转型；很多高校希望办

成研究性综合型大学，但是又不符合国家相关政策的导向，这个转

型过程总是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这部分本科高校不愿意扣上“职

业教育”的帽子。其实，这里面关键的问题是办学定位不明确，相

比研究型本科教育和职业本科教育，应用型本科教育并没有体现其

独有的价值，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家长和学生认为应用型本科低于研

究型本科一个层次，但高于高职院校一个层次（在高校招生的环节

上放在本科第二批次），对应用型本科高校出现认知偏差。 

事实上，通过非独立办学模式进行的职业本科教育试点的效果

也不好。以江西财经职业学院与江西财经大学联合举办的职教本科

班为例，2014 年开始招生，2021 年将停止合作办学，存在的主要问

题是两个办学主体的利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江西财经大学认

为合作办学降低了自己研究型大学的身份，并且占用了自身的招生

名额，毕业生的水平相比本校来说略差一些，对社会声誉产生了负

面影响，也切实影响到经济利益。江西财经职业学院尽管通过合作

办学提高了社会知名度，有利于招生和积累本科办学的经验，但是

职教本科班的主导权事实上掌握在江西财经大学手里，然而江西财

经大学本身在职业教育方面并不比江西财经职业学院具有优势，在

人才培养定位和课程设置、教学组织等多个环节的意见不一致。简

单来说，由于利益分配机制和办学管理体制等方面的不协调，导致

这种合作办学的效果并没有达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社会各界的

预期。 

这个时期，随着理论研究成果的丰富与实践经验的积累，社会

管理进一步深化到社会治理（2013 年首次提出）层面，逐步建立起

一个完整的社会治理体系，理论研究和实践上都取得重大成果。与

此同时，职业教育体系也在不断完善，特别是经过试点以后，从上

至下对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将成为下一个阶

段职业教育的中心工作。 

综上所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职业教育体系从无到有，

从单一到完善，从服从计划到主动面向市场，坚持服务于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职业

教育以市场为导向、以就业为目的的特性决定了其完全服务于经济

社会发展的需要。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大量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当前的职业教育体系又难以胜任这个重任，职业教育体系与

经济社会发展的这种矛盾迫切地需要调和，这也是当前社会治理的

一个重要内容。 

四、结束语 

纵观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史，社会治理和职业教育联系紧密，

都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而教育又是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服务于

当时社会治理（管理）的需要，同时也受到社会治理制度的影响。

当前，数字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强，

对社会治理和职业教育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对职业教育的改革必须

在社会治理的框架下进行，才会少走或不走弯路，办人民满意的职

业教育，取得让社会各界都满意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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