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每 4 a 一届，为期不超过

16 d，是迄今为止世界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运动会。

从1896年发展至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已不光是

简单的世界体育盛宴，也是各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综

合展现的舞台。田径运动在民间有“竞技运动之母”

之称，在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是一个极具观赏性和

竞技性的项目。从往届夏季奥运会来看，田径不是中

国在奥运会上的优势项目。纵观2018年，中国连续9

年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一、捷克国际田联

洲际杯上取得2金1银3铜的历史最好成绩，以及太

仓世界竞走团体锦标赛金牌榜第一等各项优异成

绩，标志着中国田径运动的进步和发展。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 27～31届奥运会田径奖牌的洲际和项群分

布及第 31届各项群前八名运动员的年龄为调查对

象。以 27～31届奥运会田径奖牌洲际分布特征与

未来趋势为研究对象。

1.2 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

通过中国奥委会网站及 www.olympic.org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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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GM(1,1)模型、贝叶斯公式等对27至31届奥运会田径项目的奖牌分布进行分析并做出预测，以此来为我国田径未来

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研究显示：奖牌集中现象依旧明显，洲优势项目垄断局面仍旧突出。美洲和欧洲分别延续了速度

性和快速力量性项目上极强的竞技水平，并且在全能项目上，双方也将继续两强相争，欧洲会优于美洲；非洲在耐力性项目上

将一直保持统治地位，但其他项目有待提高；亚洲和大洋洲在田径项目上实力相对较低，但近年来也有了很大进步；世界田径

运动的整体竞争局势短时间内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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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s, these two parties will continue to compete against each other, but Europe will be better than the Ameri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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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1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田径比赛的相关数

据进行搜集整合，并绘制成相关图表。查阅与本文

研究课题相关的权威性期刊文献，对国内外的田径

发展状况进行了解，为本文的撰写提供理论依据。

1.2.2数理统计法

运用“离散系数”“GM(1,1)模型”“贝叶斯公式”

和“正态分布”对相关数据进行处理。

1.2.3录像观察法

观看27～31届奥运会各田径项目的比赛录像，

并收集相关数据。

1.2.4比较分析法

比较27～31届奥运会田径奖牌在各大洲、各项

群的分布情况，并分析其特征。比较 27至 31届奥

运会与所预测的东京奥运会田径奖牌分布情况，分

析并得出结论。

2 研究目的和意义

2.1 研究目的

根据 27～31届奥运会田径比赛的奖牌分布情

况，分析时下田径运动的整体局势，并对东京奥运

会田径项目的奖牌分布进行量化预估，以此来反映

世界田径格局的未来走势。

2.2 研究意义

通过研究，了解世界田径格局的现状及未来趋

势，为我国未来田径运动的选材、项目侧重等给予

理论补充和参考。

3 结果与分析

目前有关竞技水平强弱划分的研究，大部分是

根据金牌榜和奖牌榜进行的，奖牌榜反映各参赛国

的总体实力和基础厚度，而金牌榜则集中反映该国

顶级竞技人才的数量[1]。

3.1 27至31届奥运会田径奖牌分布情况

27 届悉尼奥运会田径项目共产生 46 枚金牌，

139枚奖牌；28届雅典奥运会共产生46枚金牌，138

枚奖牌；29届北京奥运会共产生 47枚金牌，141枚

奖牌；30届伦敦奥运会共产生 47枚金牌，143枚奖

牌；31 届里约奥运会共产生 47 枚金牌和 141 枚奖

牌。

3.1.1各大洲田径奖牌的整体分布情况

从下表1可看出美、欧、非三大洲在近五届奥运

会田径比赛中所获金牌和奖牌总数较其余两大洲，

存在明显优势，尤其是美洲和欧洲，可划分到田径

强洲之列。从整体来看，美洲呈上升走势，并主要

体现在第31届的金牌数上。非洲几乎持平，紧随欧

洲之后，欧洲在此期间有所下降，但仍与非洲保持

着一定距离。欧洲作为美洲最强有力的奖牌竞争

者，下降趋势是从第 29届开始的，下降幅度最大的

是第31届里约奥运会，俄罗斯作为欧洲田径的主要

获奖牌国家之一，里约的禁药事件必然会对欧洲田

径奖牌榜造成不小的影响，这就不难理解美洲在第

31届的强势表现了。田径实力相对较弱的亚洲和

大洋洲在近五届均表现出了上升态势，但仍与美、

欧、非三大洲差距较大，不具备与其相抗衡的实力，

其中亚洲相对较忧。整体而言，奖牌分布有显著的

集中现象，各大洲的田径竞技实力发展不均衡。

3.1.2田径各项群的奖牌洲际分布情况

根据田麦久老师的项群理论，可将田径运动主

要分为体能主导类快速力量性项群、体能主导类速

度性项群和体能主导类耐力性项群。根据其体能

特征和供能特点对田径项目进行分类，其中体能主

导类快速力量性项群包括跳跃类项目和投掷类项

目，体能主导类速度性项群包括短距离跑、跨栏跑

项目和接力项目，体能主导类耐力性项群包括竞

走、障碍跑、中长距离跑和马拉松。

从表 2不难看出，体能主导类快速力量性项群

欧洲占优，速度性美洲占优，耐力性则非洲占优，均

具有一定的垄断现象。将各大洲奖牌总数带入公

式 v=σ/X
－
（σ为标准差，X

－
为均值）计算，美洲的离散系

数约为快速力量性项群的离散系数约为 1.17（结果

保留两位小数），速度性项群约为 1.52，耐力性约为

1.01，结果表明美洲在速度性项群上的垄断程度最

佳，非洲在耐力性项群上的垄断程度最弱。美洲在

快速力量性、速度性和耐力性项群均有较明显上升

趋势，其中上升趋势最大的是快速力量性项群，而

欧洲有下降趋势，其余大洲在各类项群的变化趋势

则并不明显。从实力相对较弱的亚洲和大洋洲的

奖牌分布来看，亚洲田径优势项目属于快速力量性

大洲

美洲

欧洲

非洲

亚洲

大洋洲

奖牌

金牌

奖牌

金牌

奖牌

金牌

奖牌

金牌

奖牌

金牌

奖牌

27届

13

41

21

61

8

29

3

5

1

3

28届

14

40

22

66

6

23

4

6

0

3

29届

17

51

17

48

11

28

0

8

2

6

30届

17

55

16

44

8

26

3

14

3

4

31届

23

58

11

35

9

28

4

14

0

6

总计

84

245

87

254

42

134

14

47

6

22

表1 27～31届奥运会田径奖牌的洲际分布 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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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耐力性项目，而大洋洲相对较好的是快速力量性

项目，但相比不是很突出。

3.1.3全能项目的奖牌分布情况

全能项目相较于其他田径项目，对运动员的综

合竞技能力要求较高，据其特征，无法将其归类至

以上几大项群中，故单独分析。全能项目分为男子

十项全能和女子七项全能，男子十项全能中包括

100 m、跳远、铅球、跳高、400 m、110 m栏、铁饼、撑

杆跳高、标枪和 1500 m。女子七项全能包括 100 m

栏、跳高、铅球、200 m、标枪、跳远和800 m。

据表3统计，亚洲国家在27至31届奥运会的全

能项目比赛中，除了 2004年雅典奥运会，哈萨克斯

塔选手德米特里·卡尔波夫在男子全能项目中荣获

一枚铜牌外，再无其他高光表现，其余奖牌则全部

被美洲和欧洲“收入囊中”，其中美洲男子全能优于

女子全能项目，而欧洲则女子优于男子。不难看

出，美欧两大洲在此项目上的竞技水平“难分伯仲”

且“高人一筹”。

3.1.4中国田径奖牌分布情况

中国作为亚洲的田径强国之一，在奥运会亚洲

奖牌榜中，占比越来越大，1/5、2/6、2/8、5/14、6/14（表

4），总体水平在进步，逐渐成为亚洲主要夺牌国家，

但在优势项目上的把握还有所欠缺。北京奥运会

结束后，就有分析指出“国内田径运动员在 04年雅

典奥运会的发挥正常百分比为26.92%，08年北京为

40%，在大型比赛中提高或发挥个人最好成绩的只

有6人，仅占9.23%”[2]。从表4看，中国在27至31届

奥运会田径比赛的主要夺牌项群是耐力性和快速

力量性项群，竞走类和女子投掷类逐渐成为稳定夺

牌项目，其中获金牌和奖牌数最多的为竞走类项

目。从2011年大邱世锦赛开始，中国中长跑项目开

始走下坡路，16年里约奥运会中国女子中长跑项目

只有张新艳一人，总成绩仅第19名。

3.2 田径奖牌分布预估

3.2.1各大洲整体趋势预估

设美洲近五届金牌数为原始序列X（0）=（x（0）（1），

x（0）（2），x（0）（3），x（0）（4），x（0）（5）），对原始序列进行一

次累加生成后再均值处理，得到序列Z（1）=（13，20，

35.5，52.5，72.5），以Z（1）序列建立GM（1，1）模型：

X^（0）（k）=（1-ea）（X（0）（1）-b/a）e-a（k-1），k=1，2，…，n

X^（0）（k）=（1-e-0.14094）88.67758e0.14094（k-1），k=1，2，…，

n

表2 27～31届奥运会田径各项群奖牌的洲际分布

大洲

美洲

欧洲

非洲

亚洲

大洋洲

金牌

24

48

1

4

3

奖牌

61

143

10

20

9

金牌

56

9

1

2

2

奖牌

154

36

9

7

4

金牌

1

23

39

9

1

奖牌

17

59

115

19

9

速度性 耐力性

项群

表3 27～31届奥运会全能项目奖牌分布

美洲

欧洲

非洲

亚洲

大洋洲

总计

金牌

3

2

0

0

0

5

奖牌

9

5

0

1

0

15

金牌

0

5

0

0

0

5

奖牌

2

13

0

0

0

15

男子全能 女子全能

项群

耐力性

速度性

耐力性

快速力量性

耐力性

耐力性

耐力性

快速力量性

快速力量性

耐力性

耐力性

耐力性

快速力量性

快速力量性

耐力性

耐力性

届数

27

28

29

30

31

项目

女子20 km竞走

男子110 m栏

女子10 000 m

女子链球

女子马拉松

女子20 km竞走

男子50 km竞走

女子铅球

女子铁饼

男子20 km竞走

女子20 km竞走

女子20 km竞走

男子三级跳远

女子链球

男子20 km竞走

男子20 km竞走

奖牌类型

金

金

金

铜

铜

铜

铜

铜

铜

金

金

铜

铜

银

金

银

模型

X^（0）（k）=（1-e-0.14094）88.67758e0.14094（k-1）

X^（0）（k）=（1-e0.20394）（-118.38511）e-0.20394（k-1）

X^（0）（k）=（1-e-0.06127）121.27414e0.06127（k-1）

X^（0）（k）=（1-e-0.15751）12.33397e0.15751（k-1）

X^（0）（k）=（1-e-0.06849）16.00000e0.06849（k-1）

X^（0）（k）=（1-e-0.10999）368.94578e0.10999（k-1）

X^（0）（k）=（1-e0.20732）(-341.35887)e-0.20732（k-1）

X^（0）（k）=（1-e-0.04840）491.45871e0.04840（k-1）

X^（0）（k）=（1-e-0.26935）21.73330e0.26935（k-1）

X^（0）（k）=（1-e-0.14126）24.10000e0.14126（k-1）

大洲

美洲

欧洲

非洲

亚洲

大洋洲

美洲

欧洲

非洲

亚洲

大洋洲

金牌

奖牌

表5 各大洲奖牌分布趋势模型

注：模型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五位；误差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大洲

平均误差/%

7.17

5.58

16.42

—

—

4.75

4.35

4.61

11.85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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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原始序列估计值 X^（0）（k）代入公式Δ k=|x（0）

（k）-x^（0）（k）|/x（0）（k），k=2，3…，n，求出原始序列中各

实际值与估计值的相对误差，并由此求出平均相对

误差值约为 7.17%，相对精度已达到 70%，可以采

纳 [3]。其中亚洲和大洋洲的金牌数原始序列中存在

0值，无法用公式计算相对误差，故模型估计值无法

采纳，只能通过计算观察GM（1，1）模型中的a值，对

其未来走势进行预估。

当模型-a＞0时，未来呈上升趋势，反之则下降，

据表5结果，金牌数和奖牌数中除去欧洲，其余均呈

上升趋势。金牌数未来上升趋势比对，亚洲＞美洲

＞大洋洲＞非洲；奖牌数未来趋势对比，亚洲＞大

洋洲＞美洲＞非洲。出于对每届奥运会周期间的

未知因素考虑，预估到下一届的可信度最高。令 k

等于 6时，结果即为下届奥运会各大洲金牌和奖牌

数的预估计值。

将表 1 和表 6 进行对比，美欧非三大洲金牌数

的预估值与 31届差距不大，上下起伏不超过一枚，

可近似视为不变；亚洲和大洋洲，无论是从往届的

发展走势还是预估的未来趋势看，都很难对其下届

所获金牌数进行量化，但可以明确的是亚洲将继续

小数量领先大洋洲，至于追赶位居前列的几个大

洲，还不具备此实力。从奖牌数的预估值来看，美

洲的整体优势将会大幅增加，逐步“甩开”其他几大

洲，欧洲和非洲的差距逐渐缩小，亚洲也在尽力追

赶先前“部队”，大洋洲则无变化。

3.2.2各项群的奖牌分布预估

据www.olympic.org网站上的信息显示，很多历

届优秀运动员参加过多届奥运会，并多次获奖牌或

名次靠前。因此，在年龄允许的情况下，本届前八

名相较于“后备军团”，在下届获得奖牌的可能性更

大。收集27至31届奥运会田径比赛各项群项群获

奖牌运动员的年龄，分成男子项目和女子项目，男

子快速力量性、速度性、耐力性分别为 122，75，120

个数据，女子项目分别为 121，75，99 个数据；运用

SPSS21.0对其进行偏度和峰度计算，其中女子快速

力量性的偏度系数为 0.260，峰度系数为-0.243；女

子耐力性的偏度系数为0.321，峰度系数为-0.035,再

结合中心极限定理，两者可近似视为正态分布，分

别为 X～N（28，16）和 X～N（27，16）（结果保留整

数）。

据表 7统计，里约奥运会女子快速力量和耐力

性项群前八名运动员在东京奥运会的年龄分布，普

遍在优秀运动员年龄均值以下，出于对后备力量的

考虑，仅对下一届奥运会进行预估。正态分布图像

所围面积表示理论上该项群获奖牌运动员年龄的

概率分布，可理解为优秀运动员的年龄区间。根据

“3σ原则”，μ+σ范围内曲线下的面积占总面积的

68.27%，μ±1.96σ为 95.45%，μ±2.58σ为99.73%，推出

μ±σ为［23，31］，μ±1.96σ为［19，35］，μ±2.58σ为［17，

37］，进而细分为（-∞，μ-2.58σ，），［μ-2.58σ，μ-1.96

σ），［μ-1.96σ，μ-σ），［μ-σ，μ］，（μ，μ+σ］，（μ+σ，μ+1.96

σ］，（μ+1.96σ，μ+2.58σ］，（μ+2.58σ，+∞）；概率依次

为 0.14%，0.14%，15.59%，34.14%，34.14%，15.59%，

0.14%，0.14%。据统计，女子快速性项群，美洲为

［μ-σ，μ］5名，（μ，μ+σ］2名，（μ+σ，μ+1.96σ］7名，（μ+

1.96σ，μ+2.58σ］1名，（μ+2.58σ，+∞）2名，累计概率

为概率 348.53%；再依次算出欧洲、非洲、亚洲和大

洋洲的累计概率分别为746.14%，34.28%，202.16%，

133.74% 。以此类推，女子耐力性项目，美洲

149.75% ，欧 洲 304.58% ，非 洲 559.43% ，亚 洲

254.71%，大洋洲65.32%。结果可知，女子快速力量

性项群，欧洲＞美洲＞亚洲＞大洋洲＞非洲；女子

耐力性项目，非洲＞欧洲＞亚洲＞美洲＞大洋洲。

使用贝叶斯公式：

P(B|A)= P(A|B)×P(B)/P(A)

对男子快速力量性项群进行预估，先验信息均

来自 31届前 8名运动员的归属洲；设P(B|A)代表该

项群获奖牌的是美洲国家的概率；P(A|B)是近五届

表6 东京奥运会各大洲奖牌分布预估值

金牌数

奖牌数

美洲

24

67

欧洲

10

28

非洲

10

30

亚洲

—

20

大洋洲

—

6

表7 里约奥运会前8名在东京奥运会的年龄分布

年龄分布区间

（-∞，μ-2.58σ）

［μ-2.58σ，μ-1.96σ）

［μ-1.96σ，μ-σ）

［μ-σ，μ］

（μ，μ+σ］

（μ+σ，μ+1.96σ］

（μ+1.96σ，μ+2.58σ］

（μ+2.58σ，+∞）

（-∞，μ-2.58σ）

［μ-2.58σ，μ-1.96σ）

［μ-1.96σ，μ-σ）

［μ-σ，μ］

（μ，μ+σ］

（μ+σ，μ+1.96σ］

（μ+1.96σ，μ+2.58σ］

（μ+2.58σ，+∞）

女子快速力量性

女子耐力性

美洲

0

0

0

5

2

7

1

2

0

0

0

1

2

3

1

3

欧洲

0

0

0

6

14

4

3

4

0

0

0

1

7

2

1

1

非洲

0

0

0

1

0

0

1

0

0

0

0

6

9

3

4

0

亚洲

0

0

0

1

5

2

0

0

0

0

0

4

3

1

1

0

大洋洲

0

0

0

2

1

2

1

0

0

0

0

0

1

2

0

0
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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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群前 8名所有美洲国家中获奖牌的比例；P(B)

是该项群近五届前 8 名中美洲国家所占的比例；P

(A)是奖牌个数占前 8 名的比例，即 24/67；由此得

出：

（19/67×9/19）/（24/67）=3/8

即男子快速力量性项群，美洲获奖牌的概率为

3/8；继而算出各大洲在各项群的获奖牌概率于表8。

贝叶斯算法，优点在于借助先验信息，先验信

息具有时效特征，在数据统计中，往往旧信息太多，

而旧信息的映射效果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降低，

这一点和加权有点类似。从表 8可看出，美欧非三

大洲将持续其优势项群的统治力，其中美洲和欧洲

在男子快速力量性项群上“旗鼓相当”，说明美洲在

保持其速度性项群优势的同时，将在快速力量性项

群上有所进步；非洲耐力性项群依旧具有垄断实

力，但与其他项群差距过于明显，有待综合发展，缩

小差距；亚洲和大洋洲的整体概率与其他大洲还有

一定差距。

3.2.3全能项目奖牌分布预估

27～31 届全能项目的奖牌多集中于美欧两大

洲，欧洲获奖牌运动员男子年龄上限是 30岁，女子

是 33岁；美洲男子也是 30岁，女子是 28岁；从概率

角度来说，在此年龄下的运动员具有较高的夺牌几

率。在第 31届男子全能项目的前 8名中，包含 4名

美洲运动员，在东京奥运会的年龄分别为 32、31、

33、27岁，3名欧洲运动员，下届年龄分别为 28、29、

30岁。女子全能 2名美洲运动员，下届年龄分别为

31和 27岁，其余均是欧洲运动员，下届年龄分别为

28、30、26、37、35、31岁。这对于“全能项目将持续

美欧相争，并且欧洲的男女子项目均要优于美洲”

这一观点，给予了其他洲所不具备的先决条件。

3.2.4中国田径奖牌分布预估

2018 年 11 月 26 日，在昆明召开的全国田径工

作会议中提出，中国2020年东京奥运会争取夺金牌

的项目有女子 20 km竞走、女子铅球、女子链球、女

子标枪、女子铁饼、男子20 km竞走、男子三级跳远、

男子跳远、男子跳高，共 9项；争取夺牌的项目有男

子50 km竞走、男子撑杆跳、男子100 m、男子110 m

栏、男子4×100 m接力，共5项。争取夺金牌的9项，

已经表明了是国家重点优势项目，从往届获奖牌情

况来看，女子竞走和投掷类冲击金牌可能性较大。

对于争取夺牌的5项，国家着重“抓一抓”，夺牌的几

率就会高一些，同时也可以增加中国田径运动在国

际上的表现力，可视为现阶段的主抓项目。

据上文所提及，中国百米接力在这里不做模型

预估。将27至31届中国争取夺牌项目的铜牌获得

者成绩，视为原始序列，相继计算出模型，其中男子

百米模型，无法计算数值，故采用级比生成序列，对

下届奥运会成绩进行预估。据表 9，所预测的男子

50 km竞走、男子撑杆跳和男子110 m栏成绩数值均

呈上升趋势，表明男子撑杆跳水平在提高，50 km竞

走和 110 m栏竞技水平在下降，而男子百米的成绩

数值呈下降趋势，说明竞技水平在提高。

男子 50 km 竞走预测值为 13 352，约为 3 小时

42分钟。2018年中国50 km竞走最好成绩是王钦3

小时 45分 29和王瑞 3小时 48分 01，竞走一直是国

内优势项目，并且王欣和王瑞还是新人，提升空间

还很大，有望在2020年夺牌；同为亚洲国家的日本，

在该项上与中国势均力敌，可以看出，在东京奥运

会时，亚洲在此项目上具有不错的奖牌竞争力。国

内男子撑杆跳，1991 年出生的薛长锐最好成绩是

5.82 m，96年出生的黄博凯最好成绩是5.75 m，并且

通过比较上文快速力量性优秀男运动员的年龄区

间，发现两人占优，至此，只要解决了发挥稳定性问

题，东京奥运会很有希望达到预测值 5.87 m。男子

百米，苏炳添最好成绩 9.91 s，仅从预测值来看，东

京夺牌势在必得。男子撑杆跳和男子百米可能会

有历史性突破。男子 110 m 栏的世界整体水平在

“后刘翔时代”有所下滑，刘翔师弟谢文骏在2014年

跑出了自己最好成绩 13’23，在刚结束的亚运会又

以13’34蝉联冠军；师从孙海平到外教雷洛，从8步

上栏逐渐改成7步上栏，从这当中可以看到刘翔的身

影，只要后期完善技术，远离伤病，有希望东京夺

牌。综上，东京奥运会中国争夺铜牌成绩预估值见

表8 各大洲在各项群获奖牌概率的预估

快速力量性

男

3/8

3/8

1/12

1/8

1/24

美洲

欧洲

非洲

亚洲

大洋洲

男

2/3

1/7

2/21

2/21

0

女

17/21

4/21

0

0

0

耐力性

男

5/24

1/8

5/12

1/8

1/8

速度性

表9 东京奥运会中国争夺铜牌成绩预估模型

模型

X^（0）（k）=（1-e-0.00082）16223626.80000e0.00082（k-1）

X^（0）（k）=（1-e-0.00361）1600.53799e0.00361（k-1）

X^（0）（k）=（1-e4e-10）（10.04-2.4675e10）e-（4e-10）（k-1）

X^（0）（k）=（1-e-0.00046）28869.14240e0.00046（k-1）

平均误差

0.99%

1.09%

—

0.81%

项目

男子50 km竞走

男子撑杆跳

男子100 m

男子110 m栏

注：模型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五位；误差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两

位

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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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对于中长跑项目，中国在仁川亚运会一金未

得，雅加达亚运会上的一金三铜已经是近八年来的

最佳成绩了，对此，中国田协在雅加达亚运会上有

意增加了中长跑的参赛名额，说明重视程度开始增

加，但想要从量变到质变，需要找到其内部矛盾，女

子中长跑国家队主教练李国强指出，后备人才厚度

和大运动量训练不足是主要问题。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4.1.1奖牌有明显“扎堆”现象，总格局发展不平衡

27至 31届奥运会，各大洲奖牌分布有明显“扎

堆”现象，大局势下发展不均衡，实力强弱悬殊大，

未来预估表明这种局势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

4.1.2项群优势将会得到延续

美洲的速度性项群，欧洲的快速力量性项群，

非洲的耐力性项群，均具有一定的垄断实力，在东

京奥运会的预估中，这种现象将会得到延续。

4.1.3竞技实力断层

往届的奖牌榜中，美欧非与亚洲和大洋洲之间

有明显断层，以预估判断，美洲未来将会有“鹤立鸡

群”之势，将大步领先于其他各大洲，出现两个断

层、三个集团的局面，美洲第一集团，欧洲和非洲第

二集团，亚洲和大洋洲第三集团，而亚洲有望追上

先前第二集团。

4.1.4美洲各项群实力有均衡化趋势

从预估结果看，东京奥运会美洲各项群实力趋

于均衡，快速力量性项群逐步和速度性项群达到同

一水平，但仍无法与欧洲抗衡。

4.1.5欧洲田径整体水平滑坡，但优势项群不受影响

欧洲从29届奥运会开始出现滑坡现象，预估到

东京奥运会，趋势仍然在继续，但优势项群的统治

力不变。

4.1.6美欧两大洲将持续全能项目的统治

从27届奥运会开始，全能项目奖牌榜就被美欧

两大洲占领，东京奥运会将延续这种现象，并且整

体欧洲要优于美洲。

4.1.7亚洲田径竞技水平逐届上升，国内势头良好

亚洲整体田径水平在上升，正逐步缩小与其他

大洲的差距。中国作为亚洲最具代表性的田径强

国，田径实力逐步得到国际认可，在对东京奥运会

的预估中，中国田径代表团将持续竞走和投掷等传

统优势项目的奖牌竞争力，并有望在百米、短跨和

跳跃类项目上有所突破，国内田径发展势头良好。

4.2 建议

4.2.1增加各大洲的体育文化交流

从中国田径队近几届的发展来看，各大洲的交

流和学习是有必要的。理性学习和借鉴别国适合

自己的优秀技术和训练理念来弥补自身的弱势和

不足，互利互助，良性竞争，共同进步。

4.2.2各大洲应重视弱势项目的培养

各大洲有优势项目，也有弱势项目，不能一味

抓优势项目，而忽略弱势项目，需要做到“两手抓”，

齐头并进，均衡发展。

4.2.3对于中国田径发展所存在的问题，需尽快找出

合理的解决对策

针对上文所涉及到的国内田径现存的问题和

不足，尤其在弱项上，需要找出及时有效的解决方

案和对策，做到“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这样才

能在保持优势的同时，得到新的突破，中国田径队

才能越走越快、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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