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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广义混合线性模型，选取 2012—2021 赛季中超联赛 486 场第一个进球出现在

15~30 min 和 60~75 min 的比赛表现数据为研究样本，量化进球与失球球队在第一个进球前后技术

与跑动表现指标的变化。研究发现：第一个进球之后，进球球队会采取相对保守的比赛策略，失

球球队会采取更加主动的进攻策略，具体表现为：(1)技术表现方面，进球球队的射门次数、传球

次数、传球成功率、向前传球次数、向前传球成功率、传中次数、控球次数、进攻三区个人控球

次数、平均个人触球次数、控球时间、控球率出现明显下降；失球球队的传球次数、传球成功率、

向前传球次数、向前传球成功率、传中次数、控球次数、进攻三区个人控球次数、平均个人触球

次数、控球时间、控球率出现明显上升。(2)跑动表现方面，进球球队的跑动总距离、高速跑次数、

高速跑距离、高速跑动占比和中速跑距离出现明显下降，但冲刺跑动指标只出现微小无意义变化；

失球球队的跑动总距离、冲刺次数、冲刺距离、冲刺跑动占比、高速跑次数、高速跑距离和中速

跑距离也出现明显下降。研究结果可为教练员制定和调整第一个进球前后的战术和用人策略提供

有意义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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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eneralized mixed linear model was employed to quantify the mean changes in technical and running 

performance indicators after the first goal of scoring and conceding team based on a sample of 486 Chinese Football 

Association Super League games in which the first goal appeared in 15-30 minutes and 60-75 minutes during 

2012-2021 seas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fter the first goal, the scoring team will adopt a relatively conservative 

game strategy, and the losing team will adopt a more active offensive strategy, which is embodied in: (1) In terms of 

technical performance, the number of shots, passes, pass accuracy, forward passes, forward pass accuracy, crosses, 

individual possessions, individual possessions in the attacking third, average ball touches, ball possession time and 

ball possession rate substantially decreased; while for the goal-conceding team, the number of passes, pass accuracy, 

forward passes, forward pass accuracy, crosses, individual possessions, individual possessions in the attacking third, 

average ball touches, ball possession time and ball possession rate substantially increased. (2) In terms of running 

performance, the total running distance, the number of high-speed runs, the distance of high-speed run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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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rtion of high-speed runs and the distance of medium-speed runs of the scoring team showed a clear decline, 

but there were only small, meaningless changes in the sprint running index; the total distance of run, the number of 

sprints, the distance of sprint, the proportion of sprint runs, the number of high-speed runs, the distance of 

high-speed runs and the distance of medium-speed runs of the conceding team also showed a clear decline. The 

results can provide a meaningful empirical reference for coaches to formulate and adjust the tactics and to choose 

proper substitution strategies before and after the first goal in professional football matches. 

Keywords: competition and training；Chinese Football Association Super League；match performance；technical 

performance；running performance；sports performance analysis 

 

足球作为典型的小比分赛事，比赛中的第一个进

球至关重要，往往会对比赛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1]。这

不仅仅是足球比赛过程中的一次得分，而且会打破原

有竞争平衡、形成新的比赛状态[2]。这种状态的转变可

能导致运动员比赛心态的改变，更可能直接导致参赛

球队的比赛策略、战术和打法发生变化，从而影响他

们的运动表现[3]。前人研究着重分析第一个进球与足球

比赛结果的关系，发现在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英格

兰足球超级联赛、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国际足联世

界杯、欧洲足球锦标赛的比赛中，70%~75%的先进球

球队最终获得比赛胜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先进球

效应”：即足球比赛中率先进球的球队往往能在比赛中

占据一定优势，有更大可能获得比赛的最终胜利[4-6]。后

续研究采用同样的方法探究欧洲职业女足联赛[7]、韩国

足球 K 联赛[8]、土耳其足球超级联赛[9]第一个进球对比

赛结果的影响，也得出类似结果。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开始关注第一个进

球与球队技术和跑动表现的相互影响。Paixao 等[10]对

欧洲足球冠军联赛球队不同比分状态下球队表现的研

究中发现，先进球球队进球后多数采用短距离传球，

失球球队多采用长距离传球。Lupo 等[11]对英国足球甲

级联赛中第一个进球对球队表现的影响研究中表明，

进球球队在进球后的控球率、攻入前场进攻三区次数

和射门次数有所下降。Redwood-Brown 等[12]对英国足

球超级联赛第一个进球前后传球模式的研究表明，进

球球队进球前 5 min 内的传球成功率明显高于半场的

平均水平，失球球队失球后 5 min 的传球次数明显增

加。Aguado-Méndez 等[13]对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贝蒂斯

队的失球场景进行分析指出，当球队先失球时对手在进

球前的传球次数、攻入进攻三区次数、对抗次数和抢断

次数会更多。García-Rubio 等[4]对欧洲足球冠军联赛比

赛中第一个进球对比赛结果的影响的研究中指出，进球

球队在进球后的射门次数会下降。O’Donoghue 等[14]

对英国足球超级联赛不同比分状态对球队表现影响的

研究发现，先进球与失球球队的跑动总距离和冲刺距

离在第一个进球前均显著高于第一个进球后。Klemp

等[15]对德国足球甲级联赛跑动表现与第一个进球概率

的相关性研究中表明，进球与失球球队在进球前 5 min

的跑动总距离、高速跑动距离和冲刺跑动距离显著多

于进球后 5 min。 

由此可见，现有研究已经充分说明第一个进球对

足球比赛结果的重要影响，并将研究重心转移到第一

个进球对球队比赛表现的影响之上。但当前研究只对

第一个进球对球队技术指标和跑动指标的影响进行独

立探讨，尚无研究将两类指标纳入一起进行分析。此

外，现有研究都只截取第一个进球前后 5 min 时间段

的比赛数据进行分析。虽然该做法能够较好地反应第一

个进球带来的急性效应，但是对于很多指标来说，5 min

的时间段可能存在时间过短、无法获得足够客观的数

据的问题。因此，有研究提出对足球比赛中第一个进

球前、后 15 min 时段内的球队技术表现变化进行分析，

才能够更为准确地体现第一个进球出现后对进球与失

球球队比赛表现的影响[16]。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探讨

中超联赛进球与失球球队在第一个进球前后 15 min 内

的技术与跑动表现的变化特征，为中超球队备战与比

赛策略调整提供参考。 

 

1  研究方法 
1.1  样本与变量 

研究对象为中超联赛球队，研究内容是第一个进

球前后的技术和跑动表现。研究样本由 2012—2021 赛

季中超联赛第一个进球出现在 15~30 min 和 60~75 min

的 486 场比赛、972 组技术与跑动数据组成。数据来

源于中超官方数据提供商 AMISCO 公司，该公司数据

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已验证，且被广泛运用于欧洲各足

球联赛和中超联赛的科学研究与训练实践之中[17]。 

研究变量包括中超联赛比赛球队(进球球队、失球

球队)每场比赛的技战术指标数据。参照前人研究[17-18]，

将获得的 18 项技术表现指标分为 3 个组(进球射门相

关指标、进攻组织相关指标和防守组织相关指标)，另

外纳入 8 项跑动表现指标(见表 1)。前人相关研究已经

对各项表现指标进行操作化定义[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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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球队比赛表现指标 

相关指标 相关指标分组  具体指标 
进球射门  射门次数/次、射正率/% 

传球组织 传球次数/次、传球成功率/%、向前传球次数/次、向前传球成功率/%、
传中次数/次、传中成功率/%、平均每分钟个人传球次数/次 

进攻组织 
控球组织 控球次数/次、进攻三区个人控球次数/次、平均个人触球次数/次、 

控球时间/min、控球率/% 

技术表现指标 

防守组织  抢断次数/次、抢断成功率/%、对抗次数/次、对抗成功率/% 

冲刺跑动指标
跑动表现指标  

高速跑动指标

跑动总距离/m、 
冲刺跑次数/次、冲刺跑距离/m、冲刺跑占比/%、 
高速跑次数/次、高速跑距离/m、高速跑动占比/% 
中速跑距离/m     

 

1.2  数据统计 

将中超联赛第一个进球出现在 15~30 min 和

60~75 min 的 486 场比赛中进球与失球球队的 972 组技

术和跑动表现指标数据导入 Excel 中进行处理，然后

将整理后的 Excel 数据导入到 SAS® OnDemand for 

Academics 进行统计学分析。采取广义混合线性模型，

以“第一个进球”作为主效应，以 15 min 时间段的每

一项技术指标和跑动指标数值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泊

松模型创建，模型结果按进球球队和失球球队进行分

组输出。所有模型中球队名称都被添加为随机效应，

以识别同一球队参加的多场不同比赛，正确处理重复

测量数据。将“第一个进球”以名义变量的形式加入

模型：进球前被命名为 0、进球后被命名为 1。模型创

建之后，采用数据级数推断法对模型结果进行统计学

推断，以估算中超联赛比赛中第一个进球出现后，进

球球队与失球球队在进球前后技术与跑动指标的均值

变化。变化值的均值被转换成标准化效应值(ES 值)，

对 ES 值的大小进行以下划分：<0.2 为微小无意义变

化；0.2~0.6 为小程度变化；0.6~1.2 为中等程度变化；

1.2~2.0 为大程度变化；>2.0 为非常大程度变化[21-22]。

当 ES 值的 95%置信区间不同时包含-0.2 和 0.2 时，可

认定该变化值为清晰的。对变化值为清晰的正值、负

值或微小无意义值的可能性大小做如下界定：<0.5%

为极其不可能；0.5%~5%为非常不可能；5%~25%为

很不可能；25%~75%为可能；75%~95%为很可能；

95%~99.5%为非常可能；>99.5%为极其可能[21-22]。 

2  结果与分析 
2.1  第一个进球前后的技术表现 

表 2 展示中超球队在第一个进球前后的比赛技术

表现指标变化。结果显示，在进球射门相关指标中，

第一个进球后进球球队的射门次数(ES;±95%CI：

-0.32;±0.12)出现小程度下降，射正率只出现微小无

意义的变化(0.00;±0.16)。传球组织相关指标中，进球

球队在进球后的传球次数(-0.60;±0.11)、传球成功率

(-0.38;±0.11)、向前传球成功率(-0.37;±0.11)和传中

次数(-0.52;±0.12)出现小程度下降，向前传球次数

(-0.66;±0.10)出现中等程度下降。失球球队的传球次

数(0.27;±0.10)、传球成功率(0.49;±0.09)、向前传球次

数(0.24;±0.10)、向前传球成功率(0.43;±0.09)和传中次

数(0.31;±0.12)出现小程度上升。 

控球组织相关指标中，进球球队在进球后的控球

次数(-0.62;±0.11)出现中等程度下降，进球球队的进

攻三区个人控球次数(-0.47;±0.10)、平均个人触球次

数(-0.29;±0.10)、控球时间(-0.51;±0.10)和控球率

(-0.50;±0.12)出现小程度下降；失球球队的控球次数

(0.29;±0.10)、进攻三区个人控球次数(0.33;±0.10)、平

均个人触球次数(0.28;±0.10)、控球时间(0.22;±0.10)

和控球率(0.50;±0.09)出现小程度上升。而在防守组织

相关指标中，进球与失球球队的抢断次数、抢断成功

率、对抗次数、对抗成功率在第一个进球前后都只体

现出可能的微小无意义变化。 

 

表 2  中超联赛球队在第一个进球前后的技术表现对比 

进球球队 失球球队 
技术指标 

进球前 进球后 
ES(95% CI) 

失球前 失球后 
ES(95% CI) 

射门次数 2.37±1.53 1.88±1.38 -0.32(-0.44~-0.20)3) 1.52±1.44 1.74±1.40 0.15(0.04~0.27)2) 
射正率 46.64±34.34 46.56±38.14 0.00(-0.16~0.16)3) 30.02±36.82 26.39±36.82 -0.10(-0.25~0.06)2)

传球次数 81.36±22.91 67.61±24.24 -0.60(-0.71~0.49)4) 72.01±22.26 78.11±20.75 0.27(0.18~0.37)2) 
传球成功率 74.28±8.90 70.85±11.28 -0.38(-0.49~-0.274) 70.36±9.97 75.29±8.07 0.49(0.40~0.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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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向前传球次数 54.31±14.00 45.05±13.88 -0.66(-0.76~-0.56)4) 48.23±13.18 51.33±13.01 0.24(0.13~0.34)2) 
向前传球成功率 68.49±10.12 64.71±12.49 -0.37(-0.48~-0.27)4) 64.24±11.20 69.08±9.84 0.43(0.34~0.53)4) 

传中次数 3.77±2.35 2.53±1.94 -0.52(-0.64~-0.41)4) 2.85±2.07 3.50±2.49 0.31(0.19~0.44)3) 
传中成功率 28.73±28.46 26.12±31.34 -0.09(-0.24~0.05)2) 24.73±30.27 22.16±25.77 -0.08(-0.21~0.04)3)

平均每分钟个人传球次数 43.86±10.07 44.32±11.74 0.05(-0.08~0.17)4) 45.14±11.12 44.46±8.31 -0.06(-0.17~0.04)4)

控球次数 89.85±23.64 75.26±24.87 -0.62(-0.72~-0.51)4) 79.50±22.92 86.17±21.34 0.29(0.19~0.39)3) 
进攻三区个人控球次数 20.01±9.48 15.58±8.63 -0.47(-0.57~-0.36)4) 16.07±9.16 19.07±9.78 0.33(0.22~0.43)3) 

平均个人触球次数 2.07±0.23 2.00±0.24 -0.29(-0.40~-0.19)3) 2.01±0.23 2.08±0.21 0.28(0.17~0.38)2) 
控球时间 1.93±0.64 1.61±0.65 -0.51(-0.61~-0.40)4) 1.67±0.63 1.81±0.59 0.22(0.12~0.32)1) 
控球率 74.03±7.70 70.19±10.71 -0.50(-0.62~-0.38)4) 70.26±9.33 74.94±7.48 0.50(0.41~0.59)4) 

抢断次数 4.18±2.70 4.23±2.95 0.02(-0.10~0.13)4) 4.17±2.59 3.78±2.51 -0.15(-0.26~-0.04)2)

抢断成功率 58.70±30.38 61.40±30.53 0.09(-0.04~0.21)3) 58.11±29.35 58.67±32.43 0.02(-0.11~0.15)4)

对抗次数 10.20±4.57 9.77±4.56 -0.09(-0.20~0.01)3) 10.20±4.57 9.77±4.56 -0.09(-0.20~0.01)3)

对抗成功率 51.86±18.09 50.98±18.72 -0.05(-0.18~0.08)3) 48.14±18.09 49.02±18.72 0.05(-0.08~0.18)3)
       

1)代表可能性 25%~75%；2)代表可能性 75%~95%；3)代表可能性 95%~99.5%；4)代表可能性大于 99.5%。 

 

2.2  第一个进球前后的跑动表现 

表 3 呈现中超球队在第一个进球前后的比赛跑动

表现指标变化。结果显示，第一个进球后进球球队的

跑动总距离(-0.35;±0.11)、高速跑次数(-0.28;±0.10)、

高速跑距离(-0.28;±0.10)、高速跑动占比(-0.21;±0.11)

和中速跑距离(-0.37;±0.09)出现小程度下降，而冲刺

次数、冲刺距离和冲刺距离占比都只出现可能的微小

无意义变化。失球球队的跑动总距离(-0.50;±0.11)、

冲刺次数(-0.28;±0.11)、冲刺距离(-0.29;±0.11)、冲

刺跑动占比(-0.23;±0.11)、高速跑次数(-0.31;±0.10)

与高速跑距离(-0.27;±0.10)和中速跑距离(-0.28;±

0.10)出现小程度下降。

 

表 3  中超联赛球队在第一个进球前后的跑动表现对比 

进球球队 失球球队 
跑动指标 

进球前 进球后 
ES(95% CI) 

失球前 失球后 
ES(95% CI) 

跑动总距离 54 595.36±4 293.14 53 083.11±3 979.20 -0.35(-0.46~-0.25)4) 54 141.30±4 297.64 51 976.28±4 114.74 -0.50(-0.61~-0.39)4)

冲刺次数 386.65±157.91 362.83±157.38 -0.15(-0.26~-0.04)2) 373.38±157.95 328.62±145.89 -0.28(-0.39~-0.17)2)

冲刺距离 704.23±326.47 659.87±324.09 -0.14(-0.25~-0.03)2) 685.02±334.50 586.59±298.22 -0.29(-0.40~-0.19)3)

冲刺跑动占比 1.28±0.57 1.24±0.59 -0.08(-0.19~0.03)3) 1.26±0.59 1.12±0.55 -0.23(-0.34~-0.12)1)

高速跑次数 183.37±43.87 170.88±41.20 -0.28(-0.39~-0.18)2) 179.40±44.75 165.63±41.91 -0.31(-0.41~-0.21)3)

高速跑距离 2 726.76±707.48 2 528.22±662.09 -0.28(-0.38~-0.18)2) 2 664.21±719.67 2 467.22±675.99 -0.27(-0.38~-0.17)2)

高速跑占比 4.96±1.09 4.73±1.08 -0.21(-0.31~-0.10)1) 4.89±1.12 4.71±1.13 -0.15(-0.26~-0.05)2)

中速跑距离 6 931.93±1 341.99 6 428.75±1 275.17 -0.37(-0.47~0.28)4) 6827.99±1298.52 6 459.15±1 282.12 -0.28(-0.38~-0.19)3)
       

1)代表可能性 25%~75%；2)代表可能性 75%~95%；3)代表可能性 95%~99.5%；4)代表可能性大于 99.5%。 

 

3  讨论 
3.1  第一个进球前后技术表现变化 

射门次数和射正次数都是反映一支球队得分能力

和得分效率的指标[23]，对比赛的获胜概率有显著影响[24]。

前人研究证实，在高水平足球比赛中每增加 2 个标准

差的射门次数，球队获胜的概率可以获得 16.3%的增

量[25]；增加 2 个标准差的射正率，可以提升球队 17.88%

的获胜概率[24]。因此，创造射门机会、完成高质量的

射门是赢得足球比赛胜利的基础条件。本研究结果显

示，在中超联赛的比赛中第一个进球后，进球球队的

射门次数出现明显下降，这与 Garcia-Rubio 等[4]对欧洲

足球冠军联赛的研究结果一致，即 Garcia-Rubio 认为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第一个进球后，进球球队在

进球后的进攻会更加稳健，以期找到绝佳的射门机会。 

现代足球比赛的突出特点之一是整体性水平高，

而传球则是串联球员、完成团队进攻的主要手段[23]。

对中超联赛球队传球组织相关指标的研究表明，传球

次数、传球成功率、向前传球次数、向前传球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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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中次数为中超球队的制胜指标[25]。本研究结果显示，

在第一个进球后进球球队的传球次数、传球成功率、

向前传球次数、向前传球成功率和传中次数出现明显

下降，而失球球队的传球次数、传球成功率、向前传

球次数、向前传球成功率和传中次数则出现明显上升。

之前对欧洲足球冠军联赛球队不同比分状态下球队表

现的研究指出，第一个进球后进球球队因比分领先会

采取更为合理与保险的传接球，选择适当的时机尝试

传中或者直塞球；失球球队则会更加频繁的传导球，

将球发展到前场，通过在进攻三区的传导或者传中到

对方禁区制造威胁，寻找机会射门得分[10]。基于此，

本研究结果可以解读为：中超联赛的比赛中，率先进

球球队在进球前的传球表现更好，反之失球球队失球

后的传球表现更好。 

控球是实现足球技战术的基础，传接球则是实现

控球的纽带，精准的传球行为是球队维持控球权，获

得进攻射门机会的保证并能够减少对手控球的时间[12]。

更高的向前传球成功率意味着球队获得更多的进攻空

间，尤其是发生在进攻三区、对方禁区的向前传球行

为有机会帮助前锋球员直接获得射门机会[23]。综合来

看，球队传控球配合效率与比赛成功有着紧密的联系。

比如以西班牙国家队为最具代表的“Tiki-Taka 战术”，

其以精准短传为基础、强调传控的战术获得三届欧洲

杯冠军[26]。控球作为足球比赛表现分析的重要指标之

一，代表比赛的主动性和更多的组织与进攻，且与比

赛获胜率有着重要的联系[23]。中超联赛的比赛中，第

一个进球出现后进球球队的控球次数、进攻三区个人

控球次数、平均个人触球次数、控球时间和控球率出

现明显下降，失球球队的控球次数、进攻三区个人控

球次数、平均个人触球次数、控球时间和控球率出现

明显上升，这反映了进球球队与失球球队在第一个进

球出现后的攻防技战术理念基本相反[12]。这一结果与

对英国甲级足球联赛的研究结果类似，即失球球队的

进攻表现会更主动与耐心，将球权控制在己方来掌握

比赛节奏，寻找更好或更具威胁的机会射门得分[11]。

这一结果也与上文传球相关指标的变化相互印证。 

3.2  第一个进球前后跑动表现变化 

在对跑动总距离的探讨中，有研究表明跑动总距

离的增加并不会提高球队的获胜概率[24]，也有研究指

出跑动总距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比赛结果，且与第一

个进球的出现高度相关[15]。本研究显示，第一个进球

出现后中超联赛进球与失球球队在比赛中的跑动总距

离均清晰地低于进球前。这与 Klemp 等[15]对德甲联赛

5 min 时间段和 O’donoghue 等[14]对英超联赛 15 min 时

间段的研究结果类似，即第一个进球出现后的 5 min

或者 15 min 时间段内，进球与失球球队在进球前的跑

动总距离会更长。但对法国足球甲级联赛相关研究却

显示，先进球球队与先失球球队在进球前后跑动表现

的变化截然不同[27]。一般而言，进攻性跑动具有主导

性，防守性跑动相对被动，进攻时跑动较多、距离较

长，同时防守性跑动较少、距离较短[17]。本研究结果

可以解读为中超联赛比赛中第一个进球出现后，进球

与失球球队均采取较为稳健的跑动策略。 

高强度跑动（即高速跑与冲刺跑）被认为是评价

现代足球比赛跑动表现的重要指标，高强度跑动能力

对比赛最终结果起决定性作用[17]。本研究发现，中超

联赛的比赛中第一个进球出现后，进球球队的高速跑

次数、高速跑距离、高速跑动占比出现清晰的下降，

失球球队的高速跑次数、高速跑距离、高速跑动占比

出现清晰的下降。这一结果与 O’Donoghue 等[14]对英

国足球超级联赛不同比分状态对球队表现影响的研究

结果一致，即足球比赛中第一个进球的出现，打破比

赛场上的比分平衡，进球与失球球队都会更加注重控

球权，进球球队更倾向于个人的站位以形成局部防守

阵型，并不迫切通过高速跑动的施压迫使对手失误；

失球球队也并不会采用冒进的跑动策略。值得注意的

是，第一个进球出现后中超联赛进球球队的冲刺次数、

冲刺距离和冲刺距离占比只出现可能的微小无意义变

化，失球球队的冲刺次数、冲刺距离和冲刺距离出现

了明显下降。研究显示，无效的、低质量的高强度跑

动并不能创造出好的得分机会，改变比赛结果[17]。具

体来说进球球队在进球后更多会选择先做好防守，让

球远离防守三区，更多尝试利用快速防守反击寻找扩

大比分的机会[6]，这或许是进球球队的冲刺跑动相关指

标只出现微小无意义变化的原因之一。而失球球队会

尝试掌握比赛节奏，通过传控球影响对手的比赛阵型，

创造传球空间，将球发展到对方的进攻三区，以达到

撕开对手防线的目的[6]。但是足球比赛中的大部分关键

技战术行为都是在高强度活动中出现，如冲刺获得射

门、冲刺进行抢断以及以冲刺跑、高速跑来创造进攻

空间等[28]。这也证实中超联赛的比赛第一个进球后，

进球与失球球队均会更为追求跑动的时机与方式方法

的效率。结合上述传、控球的研究结果同时也印证“比

赛跑动在足球比赛中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与技、战术

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的说法。 

中速跑距离被认为是影响足球比赛最终结果的重

要因素之一[18]。房作铭等[24]在对世界杯比赛表现的研

究指出比分均衡的比赛中增加 2 个标准差的中强度跑

距离，降低球队 16.11%的获胜概率。本研究发现，第

一个进球出现后中超联赛进球与失球球队的中速跑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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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出现小程度下降。其产生的原因或许第一个进球出

现后比分平衡被打破，进球与失球球队都采取较为保

守的跑动策略，注重跑动的效益与价值[14]。同时房作

铭等也表示，中、低强度的跑动并不能创造出良好的

得分机会。而在真实足球比赛场景中，当运动员在短

时间内进行多次高强度跑动行为时，其磷酸肌酸会被

大量消耗甚至耗尽，因此在比赛中通过中等强度的移

动行为来进行体能恢复也是一种比赛手段[18]。 

3.3  第一个进球前后技术表现与跑动表现的综合变化 

技术表现与跑动表现之间存在特征的耦合，两者

的良性互动对于比赛表现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其相

互作用可以从“作用-选择”效应的视角切入[29]。具体

体现为：“作用效应”主要体现为跑动表现通过影响技

术表现，间接影响比赛表现；“选择效应”主要体现在

足球运动员完成同一技术动作对体能提出不同要求和

足球运动员完成技术动作时，跑动表现出现节省化现

象两个方面。同时，比分状态反映出比赛过程中的动态

变化，而不同比分状态下呈现的跑动特征是执行不同技

战术的结果[29]。中超联赛的比赛中，在第一个进球出现

后进球与失球球队的技术表现呈现出不同的变化特

征：进球球队的射门次数、传球和控球相关指标都出

现明显下降，失球球队的传球和控球相关指标却出现

明显上升。跑动表现方面，进球与失球球队在第一个

进球前后总体呈现出类似的变化特征：跑动总距离、

高速跑动指标和中速跑距离均出现明显下降。但进球

球队的冲刺跑动相关指标只出现微小无意义变化，而

失球球队的冲刺跑动相关指标则出现明显下降。由此

可见，进球球队在取得进球之后的 15 min 会采取相对

保守的比赛策略、主动放弃控球权，尽量让球远离防

守三区且能够更加合理地运用配速策略，在牺牲中高

强度跑动能力的基础上保证充分的冲刺能力。反之，

失球球队在失球之后的 15 min 会采取更加主动的进攻

策略，试图通过传控球将球发展到对方的进攻三区。 

 

4  结论 
(1)第一个进球之后，中超联赛进球球队的射门次

数、传球次数、向前传球次数、传中次数、控球次数、

进攻三区个人控球次数和平均个人触球减少，传球成

功率、向前传球成功率、控球率降低，控球时间缩短；

而失球球队的射门次数、传球次数、向前传球次数、

传中次数、控球次数、进攻三区个人控球次数和平均

个人触球增多，传球成功率、向前传球成功率和控球

率升高，控球时间增长。 

(2)第一个进球之后，中超联赛进球球队的跑动总

距离、高速跑距离和中速跑距离降低，高速跑次数减

少，高速跑动占比下降，但冲刺跑动相关指标未出现

有意义的变化；失球球队的跑动总距离、冲刺距离、

高速跑距离和中速跑距离降低，冲刺次数和高速跑次

数减少，冲刺跑动占比降低。 

(3)第一个进球之后，中超联赛进球球队会采取相

对保守的比赛策略，失球球队会采取更加主动的进攻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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