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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运用衔接技术理论对叠加战术和“迂回战术”进行专题研究与实证分析及

高水平运动员在战术应用过程中三个战术使用误区进行诊断分析，旨在深入地

探讨进入 40+ 新时代乒乓球竞技运动的战术规律，结果表明：叠加战术是 40+

新时代高水平运动员使用战术的特征，也是 40+ 新时代战术的杀伤力和战术打

法先进的标志，更是衡量高水平运动员战术能力的试金石；以古代军事战术思

维结合当代乒乓球竞技运动特点研发出来的迂回战术符合 40+ 新时代逐渐向技

战术均衡方向发展的要求、丰富了我国乒乓球竞技运动的战术内涵；战术打法

三个误区是旧时代的产物被诊断为过时，已经不符合 40+ 新时代要求，应予以

摒弃。

关键词｜高水平乒乓球运动员；衔接技术理论；叠加战术；迂回战术；战术案例实证分析；

战术案例诊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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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 IT 界有一句名言：“芯片与软件两者密不可分，没有芯片的软件是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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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鬼，没有软件的芯片是行尸走肉。”笔者感觉与我们乒乓球技术和战术的关

系非常的贴切，我们经常在教学和训练当中也好，比赛当中也好，都是要把两

者有机地结合起来。问题是高水平运动员技战术两者之间的关系一直处理欠佳，

改 ABS 塑料球都三年有余了还是技战术尚未达到较均衡的新时代要求。说明了

我们的战术训练落后与滞后于技术训练。为尽快实现技战术两者均衡的目标，

笔者一直以来都在不为余力地推介衔接技术，并对叠加战术和“迂回战术”及

高水平运动员三个战术使用上的误区进行专题研究与实证和诊断分析，旨在尽

快拉近高水平运动员技战术两者之间的差距，以期为提高我国乒乓球战术训练

和参赛提供借鉴。

2  战术专题研究

2.1  叠加战术

虽然叠加战术是乒乓球进入 40+ 新时代笔者率先在专业和学术界提出来的战

术理论，然而实际上在 40+ 时代以前高水平运动员偶尔也会使用上叠加战术，有

文献记载最早的叠加战术可追溯到上世纪 70 年代第 34 届世乒赛男单冠军获得者

日本的河野满，日本式直拍打法，“其脚下功夫一般，但却屡能在赶打正手后还

能侧身，经细心观察后发现，他调正手打反手的套路十分精湛，先是攻一板又快

又直的反手直线，逼着对手回接斜线，他在正手等打直线，此刻对方又再次回击

斜线，这时他就能从容地大胆回到反手位侧身了”［1］。这是他凭经验连续打了三

板两个战术，按现代衔接技术理论其原理就是打直线时的“逢直变斜”衔接规律
［5］，这种在一分球内两个以上不同的或相同战术连续地使用，笔者称其为叠加战

术［2］。说明了理论滞后于实践是符合科学规律的，也是正常现象，许多战术就如

本案例河野满打的调右压左（双边直线）战术就是他的偶然行为或经验层面的套

路球被科研人员或教练员发现后再上升为战术理论流传下来的。

从河野满那时打调右压左战术精湛的套路来看，表现在连续正反手位两边

调动，具备很强的杀伤力，任何人也耗不起这种沉重打击，此乃叠加战术的威

力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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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以“压一边，打另一边”的 4 个战术连续使用为例进行案

例实证分析

2.1.1.1  陈梦 vs 王曼昱

在前面的战术专题系列研究当中，叠加战术被笔者不断地强调其战术威力

和重要性，为什么一直没有把它作为专题研究？直至现在才被笔者提到专题研

究日程上来。是因为笔者一直想寻找一个能够集压一边，打另一边 4 个战术（单

边直线、双边直线、单边斜线、双边斜线）于一身的一分球视频来做实证分析，

其意义在于压一边，打另一边的 4 个战术涵盖了乒乓球的 7 条基本线路是乒乓

球近台相持使用最多的战术，目前能连续（叠加）使用这 4 个战术于一身的运

动员凤毛麟角，说明它的难度很大，这就是为什么此视频如此难得的原因。而

一旦获得这个一分球视频又是选自高水平运动员的实战视频，引用这些一分球

视频不仅极具说服力，对笔者提出的观点或理论有很好的实证研究支撑效果，

还能让读者更详细地了解和掌握压一边，打另一边的 4 个战术。让笔者没想到

的是最近在今日头条发现了陈梦 vs 王曼昱的这个一分球视频，正是“踏破铁鞋

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在做实证分析以前，笔者设计制作了双方运动员

的对话框，这个对话框能把看到的反映比赛双方运动员实力对抗情况的视频内

容从第一板发球开始记录至最后一板；能把双方运动员全方位的所有技、战术

都展现在科研人员和教练员面前，方便技、战术分析；能更加科学、客观、全

面地反映双方运动员的技战术和打法特点，就像解剖一样，一目了然。这样得

出来的数据与视频分析法一模一样，其结果是能双向地反映出运动员的真实情

况，正确无误，是一分球视频很好的辅助手段。对教练员和科研人员分析技战

术帮助颇大。现在让我们看视频［3］和双方运动员对话框，具体见表 1。

表 1  陈梦集压一边，打另一边 4个战术于一身打叠加战术视频解剖示意表

Table 1  Chen Meng concentrated on pressing one side, playing the other side 

with four tactics in one, playing the superimposed tactical video anatomy table

人员        内容
王曼昱：1. 正手发下旋短球至对方中间偏一点正手位
陈  梦：2. 正手劈长直线至对方反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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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        内容
王曼昱：3. 反手拉直线
陈  梦：4. 正手回直线（步法不到位）
王曼昱：5. 反手拉斜线至对方反手位
陈  梦：6. 迅速回反手位侧身正手拉斜线
王曼昱：7. 反手拉小斜线至对方中路（被动相持）
陈  梦：8. 反手位侧身正手拉冲直线至对方正手位（6、8 板构成“单边直线”战术）
王曼昱：9. 交叉扑右正手打小斜线至对方中路（步法不到位）
陈  梦：10. 正手拉直线至对方中路偏一点反手位（8、10 板构成“双边直线”战术）
王曼昱：11. 回中路正手打回对方中路（被动相持）
陈  梦：12. 正手反拉斜线至对方正手位（10、12 板构成“单边斜线战术）
王曼昱：13. 再次交叉扑右打直线（步法不到位，只能打直线）
陈  梦：14. 反手打斜线（12、14 板构成“双边斜线“战术）
王曼昱：15. 鞭长莫及

我们看陈梦打王曼昱这个视频很精彩，双方的对战很有神仙打架的味道，

笔者按照衔接技术理论的思路来分析陈梦的战术打法，陈梦在前 4 板被动的情

况下，从第 6 板开始发挥得淋漓致尽、连续不断打了（6、8、10、12、14）5 板

4 个战术（单边直线 + 双边直线 + 单边斜线 + 双边斜线战术），把王曼昱打得

晕头转向。如表 1 中的陈梦第 6 板回反手位侧身正手打斜线至对方反手位（压

左），第 8 板在反手位侧身正手打直线至对方正手位（调右），这 6、8 板构成

“单边直线”战术，实现压左调右；第 10 板在正手位又打直线至对方反手位（再

压左），这 8、10 板构成“双边直线”战术，实现调右压左；第 12 板在正手位

反拉小斜线至对方正手位（又再调右），这 10、12 板构成“单边斜线”战术，

实现第二次压左调右；第 14 板在反手位反手打斜线（又再压左）一击致胜，这

12、14 板构成“双边斜线”战术，实现第二次调右压左从对方反手位突破。陈

梦连续压左调右 + 调右压左 + 压左调右 + 调右压左都是把对方往相反的方向调

动，不仅抓住了对方生理解剖结构的影响移动困难的弱点，还把对方两边调动，

而这个令对方往相反方向多次移动的调动过程正是叠加战术，杀伤力可见一斑。

王曼昱能坚持到四个战术的叠加之后才落败已实属不易。 

陈梦使用战术合理，该用反手时就出手，该用正、反手结合时绝不用全正手，

打得速度奇快，令王曼昱回防不及。这就再次印证了现代施战术者在近台能用正、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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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手结合打的战术，就绝不使用全正手打，甚至全反手打更佳的科学性，这叫

打得好不如打得巧。因为动作越小连续打叠加战术的速度就越快，快速衔接叠

加战术之所以具有威胁性，原因在于：1）快速、连续给对手以高质量的球性刺激，

会使对手因来不及反应而增加失误频次；2）缩短了两板球或多板球之间的间隔

时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对手的技术发挥。可见陈梦在这个一分球里打出

了相当高的战术水平。

综上所述，从从陈梦 vs 王曼昱一分球叠加战术使用分析来看，陈梦打出这

一连串罕见的战术神球，说明了进入 40+ 时代来回球更多了是使用战术的必然

规律，所以 40+ 新时代训练的发展方向实际上就是要提高战术能力，而叠加战

术是 40+ 时代高水平运动员使用战术的特征；也是 40+ 新时代战术的杀伤力和

战术打法先进的标志；更是衡量高水平运动员战术能力的试金石。

2.2  “迂回战术”

何谓迂回战术? 迂回战术在军事上的解释是：为了避免与敌人正面交锋对抗，

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进，通过寻找暴露出的间隙，分散敌人，各个歼灭；或

者指避开敌人强劲的正面，攻击敌人后方较为薄弱一面的一种战术 。相似的战

术有：围魏救赵，声东击西等［6］。

结合现代我们的乒乓球实际情况也常能遇到类似的案例，我们可以把这种

古代军事战术的迂回思想上升到乒乓球迂回战术的层面。以木子 vs 背靠镜头者

一分球视频［7］为例进行案例实证分析。为表述方便，以下木子为运动员 A，背

靠镜头者为运动员 B。

2.2.1  以“压一边，打另一边”的两个叠加战术进行案例为例实

证分析

2.2.1.1  运动员 A vs 运动员 B 

“调右压左”和“压左打右”战术想必读者都很熟悉也很常见，可是“调

右打右”战术和“迂回战术”恐怕就没那么熟悉了吧！ “调右打右战术是“调

右压左”的反向思维战术，从战术内涵上看与“迂回战术”都是从策略上避开

对方强劲的正面，攻击对方后方较为薄弱一面的一种战术 ，所以我们可视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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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属“迂回战术”范畴。我们现在看视频： 

从视频来看，双方从第 2 板和第 3 板开始连续多板反手相持于第 8 板运动

员 B 正手侧身打直线进入高潮，连续三板打出了两个叠加战术（8、10 板的单边

斜线战术和 10、12 板的双边斜线战术）。

笔者分析，运动员 B 第 10 板可以有两种打法，其一，等正手再打直线就是

“调右压左”的“双边直线”战术，是抓对方移动的弱点。由于受到身体解剖

结构的影响，前面第 8 板调右就是对方运动员要向持拍手的同侧移动，这是容

易做到的，而如果第 10 板压左就是对方运动员 A 的反手位，此时运动员 A 是向

异侧移动即从正手位向反手位移动较难，此乃移动上的弱点。那为什么运动员 B

第 10 板不打直线呢？

其二，因为运动员 B 在运动员 A 打斜线后已经回反手位有防范的情况下仍然

打直线的话，战术效果就会丧失，道理是战术规律发生作用时的条件已不存在，

这个条件是压一边，打另一边的空档，也就是说运动员 B 在正手位第 10 板只有

打斜线才能抓对方的空档，与第 8 板构成了线路变化规律的调右打右的单边斜线

战术，此乃衔接技术意识，同时也是迂回战术。迂回战术出自《孙子兵法》，“在

战场上走近直之路，表现为正面作战速战速决，在乒乓球台面为直线短，见效快！

直是一种理想的竞争目标模式，所谓迂是指通往胜利的迂回曲折的路径，好比乒

乓球台面的斜线，在空间上距离较远，在时间上较长耗费上亦非最少；在战场上，

迂表现为侧面迂回；表现为非速战速决，迂虽不是一种理想的竞争目标模式，但

在一定条件下，如在战场上遇到强敌，遇到挫折与困难时要想把敌强我弱变成敌

弱我强，要想把被动变为主动，就必须在“迂”字上做文章，在“迂”中渡过难

关，在“迂”中削弱敌人和壮大自己，去争取最后胜利”［8］。同理，乒乓球有

时也必须采取迂回策略，方可达到胜利的目标。虽然直线最短，但在比赛场上，

看似最直接、最便捷的线路未必是最“好”、最有效的线路，有时可能恰恰相反。

在比赛过程中，常常会遇对方站位中间和反手位挡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想办

法绕过去或动脑筋另辟蹊径（不打直线，而打斜线把对方逼出位置差），这就

是不走直线走斜线，声东击西在迂回中前进的最好途径，反而运动员 B 在第 10

板更长的斜线更有杀伤力，这就是孙子所说的“以迂为直，以患为利”的迂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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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术思想。

笔者进一步分析，运动员 B 第 10 板能直接得分当然是最理想的，如果运动

员 A 的球还不死的话，也只能第 11 板扑打直线（步法通常不到位）。那么，运

动员 B 第 12 板反手衔接再打另一边斜线还是对方的空档，这才是双边斜线战术

规律发生作用时的条件（衔接技术意识），事实上运动员B也是凭此球一击致胜。

所以，这里显然第 10 板打“双边直线”战术是不符合战术规律的，只有打迂回

战术（单边斜线或调右打右）才符合条件。可见，迂回战术在这里与线路变化

规律战术单边斜线（调右打右）的效果和作用是一样的，两者重叠了，是双料

战术属线路变化规律范畴。

从以上分析来看，迂回战术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多种因素，主要是：及时准

确地判断对手的敌情，如习惯站位及跑动能力；正确选定迂回的方向和路线；

严密地预判下一板对方的回球路线、出其不意地在合适的位置击球，及时果断

地处置各种情况。从过程来看，运动员 B 确实是打了个巧妙的迂回战术，但实

际上只有接受过迂回战术训练之人，才能有这种意识去灵活应用。否则运动员

不可能会使用，也就是说，目前的高水平运动员还不具备这种迂回战术能力，

那运动员 B 不是已经用迂回战术赢的一分球吗？这看似矛盾的问题实质隐藏着

迂回战术和调右打右战术双重的战术效果，读者可以理解为运动员 B 这一分球

实质只有打“调右打右”战术意识，而没有迂回战术意识也就不矛盾了。这是

因为迂回战术是笔者的研究思路，通过这个一分球案例也已达到了实证分析可

行性的目的，只有把它上升为“迂回战术”的层面再训练运动员后，当她们再

遇到这种战术机会，才会有迂回战术的意识打好比赛。

3  战术打法应用误区探讨

3.1  依赖正手是 40+ 新时代战术打法上的误区诊断分析

3.1.1  马龙 vs 张继科 

笔者认为进入大球时代（40 mm）和 40+ 新时代高水平运动员不论男、女反

手一定要强，甚至比正手强，应改变过去小球时代认为反手强正手弱没出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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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观念，这种打法也能立足于大球时代和 40+ 新时代的世界乒坛，张继科和

奥恰洛夫就是反手强正手弱的典型代表，前者是大满贯，后者也是世界杯男单

冠军，我国的超一流主要竞争对手。

顺便说明，对高手而言，所谓“反手强正手弱”或“正手强反手弱”，只

是自己与自己比较而言某项技术稍逊一些，但相对别人而言，可能还是强项。

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早期张继科招牌式令人生畏的接发球反手拧拉正手台内短

下旋球技战术，不知让多少乒坛高手吃尽苦头。

我们来看看 2014 年德国世界杯冠亚军决赛中的科龙之战，“张继科在世界

杯冠亚军决赛中一改反手入台大量使用正手位拧拉直线的特长技术，而是反手

入台交替使用斜、直线。笔者统计了一下，张继科入台反手拧拉正手位台内短

下旋斜线 7 次，成功率是 4 次直接得分（第一局使用一次；第 3 局使用两次，

其中一次是在 11 ∶ 11 接发球直接得分；第 7 局 10 ∶ 10 接发球直接得分），

两次失误，一次间接得分。这个成功率是相当难能可贵的，要知道反手在正手

位侧身拧斜线难度比拧直线大，它起到了扰乱对方保护自己的特长技术——反

手拧拉正手位台内短下旋直线技术的目的。

反观马龙对付张继科的反手拧拉正手位台内短下旋直线技术，有得有失。 

得，就是他第三板以侧身正手退一步反拉直线，此招很绝，他与奥恰洛夫

对付张继科第三板反手抢先发力冲斜线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威胁性比奥恰洛夫

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奥恰洛夫运用的是常规战术，即“逢直变斜”战术。而

马龙运用的是反常规战术“同线回接”，道理是张继科入台（正手位）拧直线

就是利用对方“逢直变斜”的思维定势快速回反手位衔接下一板的，那么马龙

反拉直线就是反张继科的思维定势（让其回反手位扑空）且是正手，杀伤力强大。

马龙此招不失为破解反手拧拉正手位台内短下旋直线技术丰富了内容，也因此

从张继科手中拿下不少分。 

失，就是马龙道高一尺，张继科魔高一丈，张继科抓住马龙向后侧身正手

反拉的动作大还原慢的弱点，在关键时刻斜、直线并用来牵制住马龙，常常令

马龙措手不及。张继科的这一变化是马龙没有预料到的，也是张继科此次赢球

的法宝之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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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马龙对付张继科反手拧拉正手位台内短下旋直线的技战术太过

依赖正手，应发挥出他正反手均衡的特点，如果马龙能正、反手并用，即使张

继科可以灵活地运用斜、直线来拧拉，马龙也来得及扑救正手位，就不会被张

继科牵制，而是反制对方了，比赛结果可能就会相反。本场比赛的胜利体现出

张继科非常强悍的的反手技术（局部的战术）能力，也反映出马龙依赖正手技

术由来已久，这种老习惯延续到现在，一直没有改变。

依赖正手盛行于小球时代（正手强反手弱），普遍于大球时代（趋向于两

面均衡，正手更加突出），不利于 ABS 塑料球时代（反手一定要强，甚至比正

手还要强也能立足），这是规则不断改变（球越改越大）对技术要求的演变。

变得旋转弱了，速度和落点突显了，自然战术要求也高了，靠正手打天下的全

正手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为杀伤力受限正手的作用大不如前，主要是全

正手动作大还原慢，远不如正反手结合来的快，甚至全反手更佳，这样前后板

与板或战术与战术之间的衔接就快，符合 40+ 新时代的战术打法，可直接得分

也可获得主动后转正手解决战斗。所以依赖正手的时代已成过去式，不符合 40+

新时代要求，因此是过时了。

3.2  对方站位中间，自己在反手位侧身冲直线是 40+ 新时代

战术打法上的误区诊断分析

有经验的运动员都知道对方站位中间，而自己处在反手位正手侧身是不能

去直线球的，否则对方右手持拍的正手或左手持拍的反手打回斜线大角，己方

很被动，甚至无法挽救。但是在现实当中仍然有不少高水平运动员在比赛中常

常犯此低级错误，以下的马龙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3.2.1  马龙 vs 弗雷塔斯

这是 2015 年国际乒联职业巡回赛一场男单比赛，马龙 vs 葡萄牙一哥左撇子

弗雷塔斯的一分球视频［10］。弗雷塔斯正手发短下旋球至马龙反手位，马龙第 2

板反手回摆对方反手位，弗雷塔斯第 3 板侧身正手回摆中路，马龙第 4 板正手

撇小斜线至对方正手位，弗雷塔斯第 5 板有些被动地交叉扑左挂起高吊，马龙

第6板提前退后一步正手反拉斜线大角，弗雷塔斯早有防备第7板正手对拉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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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龙第 8 板正手变拉直线，可惜转体不够球偏了一点中路被弗雷塔斯候个正着

反手反拉斜线大角至马龙的正手位一击致胜。

马龙本来已经获得主动相持，但得势不得分，显然马龙这个变直线球太过

轻率了，犯了过度自信的低级错误，错在对方站位中间，自己在反手位侧身冲

直线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对方打回头的斜线角度很大，尤其是左撇子反手的

动作小、速度比右手选手的正手都要快，此乃左撇子对付对方是右手的天然优势，

马龙是无法挽回的。这在 40+ 时代以前也许凭马龙的杀伤力可以打穿对方，但

是现在 40+ 新时代了杀伤力已经受限还蛮干！可见马龙仍然受旧时代习惯势力

打法影响太深，太依赖正手，很难改变，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对许昕和波尔

都吃过不少的亏。

3.2.2  马龙 VS 许昕

2020 年国际乒联职业巡回赛卡塔尔分站马龙 VS 许昕一分球视频［10］，马龙

第六板反手突变斜线至许昕正手位已经取得主动的情况下，第八板打直线还是

转体不够偏了一点中路被许昕反手打斜线大角，令马龙鞭长莫及，再犯同样的

错误。这是老队员技术僵化影响了战术发挥的普遍现象。

笔者进一步分析，马龙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技术上的正手侧身打直线不

到位和另一个战术上的变直线技巧策略欠缺。前者之所以正手侧身打直线不到

位，是因为正手连续拉斜线转拉直线的确是有难度，有时为了抢占前后两板的“第

一时间”这个战术节奏就会手比脚快（脚未到位）出现转体不够就出手的现象，

其实“第一时间”这个战术节奏是灵活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打单线或两线很

短距离的节奏变化就应该抢占“第一时间”，像斜直线的较大距离的落点变化

就没有必要手比脚快抢占“第一时间”，而是做好转体再拉就能面向直线方向，

球必然到位直线。具体就是如前一板是侧身后连续拉斜线，此时的站位已面向

斜线方向（双脚也是同方向），若转拉直线就要右脚蹬转的同时左脚原地或稍

微跨前一小步也转向直线方向，是脚下先蹬转带髋转体，顺手到位，球也必到

直线位，这样一个过程。否则是拉不到直线的，顶多就是直线与中路之间的位置，

此乃脚未到位的缘故。而后者打斜线变直线要想实现战术意图就必须有技巧，

打一板斜线变一板直线如果是小范围就想置对方于死地是不现实的（除非两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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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距离够远），尤其是改塑料球后的今天，加之高手个个从小练两面摆速

几乎都练得炉火纯青的地步。所以施战术就要有策略，马龙完全可以连续地拉

斜线两板以上至多板再突变直线（即使距离近）效果也不错，这是因为压住对

方同一位置多板会令对方习惯化产生麻痹大意的思想，这是“温水煮青蛙”效应。

此外，反手变直线保正手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此时的站位离正手位近，

可轻松完成正反手结合打调右压左的双边直线战术或调右打右战术。

如果对方是习惯性站中间者，你打直线效果不佳，对方可能正手打回头就

会令自己非常的被动，笔者建议引入一个打对方“位置差”的概念，具体就是

反手先打小斜线压中路形成中路相持，再打小斜线至对方反手位斜角，这样对

方就被逼到反手位，又再打直线（对方正手位）不就抓到了原来站中间者的位

置差了吗？这招从对方正手位突破的战术就是通过先打中间一板迂回压反手再

打正手位实现的，此乃迂回战术应用的又一案例。

总而言之，对方站位中间，而自己处在反手位侧身正手打直线已被证实为

低级错误，也就是说，这种战术打法已经过时了，应避免重复犯错。

3.3  每打完一球都要回中路等打下一板是个误区诊断分析

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世界冠军陈新华在其乒乓球讲座光盘里讲到：他每接完

一板球，都要还原回到球台中间，再等接下一板球。现代网络上对马龙、张继科、

牛剑锋等运动员的乒乓球视频讲座也是无论是发完球或打完一板球后，回中间

站位，再接下一板。凭借这样的传统理论指导，陈新华、马龙、张继科、牛剑

锋等都获得世界冠军［11］。可见这种每接完一板球，都要还原回到球台中间，再

等接下一板球的站位成为固定形式在老一辈运动员甚至现代的运动员身上是根

深蒂固的。笔者认为站位中间本身并没有错，女线在 40+ 时代以前如李晓霞常

以简单的站位中间打三条直线和杀两条小斜线战术打法也创造出大满贯的成绩，

应该说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战术打法，这种站位中间的打法普遍存在于缺乏衔接

技术的 40+ 时代以前，而 40+ 新时代以后还是一本通书读到老就不合时宜了。

为此，笔者以“衔接技术为理论基础，以我国传统乒乓球训练中习惯站位中间

与衔接技术打法的灵活站位作一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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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传统打法

目前，高水平专业运动员接完一板球，都习惯还原到球台中间，再接下一

板球。这种站位是没有“衔接技术”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他 / 她不知道对

方来球方向，所以，此方法容易照顾全台，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动接法。以

下是张继科与周雨［12］，马龙与波尔［13］一分球比赛视频中展现的： 张继科和马

龙都在反手位反手拉直线后，没有保正手位的衔接意识，而是等中间位再追打

周雨和波尔的斜线来球。试想这样被动的打法根本没有质量可言，甚至错失良

机导致失误，还能继续下去吗？

3.3.2  衔接技术中线路变化规律打法

衔接技术理论的突破在于高速运动的乒乓球搏杀赛场上主动在乒乓球运动

线路上堵球代替传统的占中间被动地等球，是前后两板之间具有内在联系的最

佳打法。这理论思想的创新是显而易见的［11］。比如：以上例子中的张继科和马

龙如果能按照“衔接技术”来打，在反手位与周雨和波尔正手位形成斜线相持

变直线后，周雨和波尔就会习惯性地反手打斜线（ 这种概率很高），这时张继

科和马龙就等在正手位打直线。这是反手变直线保正手，实现了前后两板一气

呵成的连贯衔接。为什么他们反手与正手能配合得如此默契呢？道理很简单，

张继科和马龙利用周雨和波尔打球的习惯性思维定式“逢直变斜”实现前后两

板的衔接。也就是说，张继科和马龙反手打直线是预料到对方反手会回斜线，

此乃大概率预判，这一反手技术就是练其衔接技术，而下一板张继科和马龙等

在正手位正手打直线，就是打对方的战术，这叫“双边直线”战术，也是“调

反压正”战术（周雨和波尔都是左撇子）。可见，张继科和马龙反手与正手前

后两板衔接技术与战术融为一体，能主动在最佳击球点击球。同理，假如他们

在正手位正手打直线，下一板就应有等反手位的衔接意识，而不是传统的站中

间位“ 不知道球儿会从哪儿来”。

运动员在没有衔接技术以前，在比赛时，由于对方来球落点是经常变化的，

因而本方跑位就没有一定的规律，也就只能等中路较为保险，这是较落后的站

位打法。而掌握了衔接技术以后，对方来球是可以根据本方衔接技术的运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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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率预判，甚至精准地预判，有利于本方还击下次来球，因而使得跑位是灵

活的、有规律可循的，有利于本方还击下次来球，战术的应用更加得心应手。

所以衔接技术对站位不会固定的，是根据前一板来决定下一板的步法和打法，

因此是灵活的。

总括而言，以上三种战术打法应用误区都是 40+ 以前旧时代的产物，已经

过时。不符合塑料球新时代打法要求，因此应予以摒弃。

4  讨论

高水平乒乓球运动员是如何获得战术经验的？在笔者看来，传统乒乓球战

术训练与技术训练是不同的，后者已经发展到高级阶段［14］，而前者远未达到技

术上的高度。虽然“战术的发源、形成以及发展，都是和军事、谋略的影响密

切相关［15］”。几十年来乒乓球的战术从宏观上在谋略学方面有所体现，但微观

方面远远做的不够，每一分球的取胜主要靠技术上的基本功对抗，战术还没有

形成自身的科学训练规律，缺乏战术理论体系。因此，教练员（也是运动员出身）

靠继承前辈的经验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战术不会多，运动员使用战术是建立在

经验层面上的。他们开始积累经验的过程一般都是靠技术上的基本功偶然会打

出一些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的战术来，这叫被动使用战术，如果不善于总结经

验的运动员（大多数）很多时候就会让这些战术机会偷偷溜掉，无法得到重复率，

就难以积累战术经验，也就只能沦为基本功对抗了。

那怎样才能变被动为主动使用战术呢？善于总结经验的运动员（极少数）

如上面分析过的早期日本世界冠军河野满就是善于总结经验的运动员，当他打

出好球时会动脑筋回忆过程并体会争取下次再打出好球来，这样他就有机会通

过多次被动使用战术后，慢慢悟出调正手打反手的套路，此乃重复后形成的经

验层面上的套路球。后人（教练员）把这个套路球上升到理论的层面就有了后

来的打双边直线的调右压左战术，所以很多时候运动员靠基本功偶尔打出一两

个神球来也不是不可能的。但要靠这种“偶然行为”多次的重复率来积累战术

经验的话，是相当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专业运动员到目前为止所掌握的战术

套路都很有限的道理。2008 年北京奥运男单金牌获得者马琳在《乒乓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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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分享过他常用的、有效的战术套路，也就 4 种，一个不灵，换一个，再不行，

再换，总有一个战术能打通，然后将 4 个战术混合使用，对方也就无法摸清他

的战术套路。奥运冠军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目前，国家乒乓球

队的训练主要还是依靠传统的方法 ，即借助于教练员个人经验对运动员的训练

进行指导［16］。”所以他们所掌握的战术经验就各不相同，笔者称此为运动员的

“个人战术”，此乃 40+ 时代以前遗留下来的问题。只有另辟蹊径研究创建出

衔接技术理论开启运动员的战术思维，并经过系统训练后带着战术意识去打比

赛，运动员才能从“个人战术”中解放出来成为真正意义的灵活使用战术的高手。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研究主要有以下结论：

叠加战术是 40+ 新时代高水平运动员使用战术的特征，也是 40+ 新时代战

术的杀伤力和战术打法先进的标志，更是衡量高水平运动员战术能力的试金石。

以古代军事战术思维结合当代乒乓球竞技运动特点研发出来的迂回战术符

合 40+ 新时代逐渐向技战术均衡方向发展的要求、丰富了我国乒乓球竞技运动

的战术内涵。

战术打法三个误区被诊断为已经过时，甚至对 40+ 新时代是致命的，因此

应予以摒弃。

5.2  建议

在叠加战术的运用上要高度重视使用率最高的第一类“压一边，打另一边”

的 4 种战术（在此基础上可演变出 14 项不同线路变化之子战术来）［5］，并以

其为主；第二类（打两角杀中路，可演变出 16 项子战术来）［5］；第三类（打

中路杀两角，可演变出 2 项子战术）［5］为辅。三者关系密切，形成优势互补。

不论是运用叠加战术，还是迂回战术来回球都很多比较复杂，对技术要求

颇高，因此教练员和运动员在保持原技术优势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战术能力，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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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实现技战术均衡的 40+ 新时代要求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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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uses the theory of cohesion technology to carry out special 

research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n superposition tactics and “detour tactics”, 

and to diagnose and analyze the three tactical errors of high-level athletes in 

the process of tactical application, so as to deeply explore the tactical rules 

of table tennis in the era of plastic ball, The results show that superposition 

tactics are the main tactics used by high-level athletes in the new era of 40 + It 

is also a symbol of the lethality and advanced tactics of the 40 + new era, and a 

touchstone to measure the tactical ability of high-level athletes. The circuitous 

tactics developed by combining the ancient military tactical thinking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table tennis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40 + new era gradually developing towards the balance of techniques and 

tactics, and enrich the tactical connotation of China’s table tennis; The three 

misunderstandings of tactics are the products of the old era. They are diagnosed 

as out of date and do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era, so they should 

be abandoned.

Key words: High level table tennis players; Connecting technique theory; 

Superposition tactics; Circuitous tactics; Empirical analysis of tactical cases; 

Diagnostic analysis of tactical cas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