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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as volleyball is a new sport derivative from the indoor volleyball. It is an emerging sport with 
watching, entertainment, fitness and competition, which is a self-invention of our country. As a 
branch of modern volleyball project, gas volleyball is an integrated aerobic exercise of little diffi-
culty, low exercise intensity, concentrated fun, high ornamental value, strong participation. In the 
paper,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two aspects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characteristics of ball 
and spot match technology and tactics applications using literature,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is conducted. An innovative optimization strategy about basic technology 
and tactics of gas technology is proposed, which is designed to enrich the content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nationwide promo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gas volley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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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气排球是在室内排球基础上，衍生而出的一种新型体育运动，是我国自主发明的一项融观赏、娱乐、健

身、竞技为一体的新兴体育项目。气排球作为现代排球项目的分支，是一项比赛难度小、运动强度低、

趣味性能浓、观赏性能高、参与性能强的综合性有氧运动。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

法，就二者发展历程、球本身特性及临场比赛技、战术应用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创新性地提出有关气

排球基本技、战术的优化策略，旨在丰富气排球运动技术含量，为气排球向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提供

一定的理论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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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气排球运动的开展及实施最初是由 1984 年呼和浩特集宁铁路分局体协首创，其依据室内排球比赛规

则制定的一套相对简单易行的气排球比赛制度。起初该运动项目的开展旨在强健离退休职工体魄、丰富

日常娱乐生活为首要目的，组织职工在球场上打特制气球的新型娱乐健身项目。该项目的开展不仅满足

了大众健身娱乐需求，同时，谱写了世界排球家族的新篇章—气排球的先河。它的出现是自 1905 年排球

项目引入中国后，进行再创新的一种具有中国本土气息的球类运动项目。其初衷是丰富老年人的业余文

化生活，而近年来深受中、青年人群的青睐，现已成为全国老年体协五大竞技运动项目之一，在不少城

市均建立了专门的气排球运动场所。 
据相关统计资料报道，目前全国各地均开展了各种丰富多彩的气排球比赛，举办形式多样、参与人

数众多，其中开展最好的地区分布在广西一代，由于连年间大小赛事不断，奠定了较好的群众基础，现

气排球运动已成为广西的“第一运动”，深受大众喜爱。例如 2003 年在浙江丽水举办的华东区气排球联

赛；2004~2009 年每年一届全国老年体协举办的气排球联赛；2006 年福建省第七届社区运动会和

2004~2009 年两年一届的“海峡巾帼”健身娱乐气排球联谊赛[1]；福建、广西省体协联手承办每年一届

的中、青年气排球选拔公开赛；与此同时，全国高等院校也相应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气排球比赛。自 2010
年以后，福建省体育总局带头出台相关政策规定，将气排球运动正式列入本省运动会参赛项目之中。 

随着全民健身运动的普及和推广，气排球运动深受大众喜爱。现已成为人们参与体育锻炼、增强体

魄、娱乐健身的新兴娱乐项目，而且得到蓬勃发展，风靡各地，绽放它的绚丽风采。 

2. 气排球与室内排球的比较与分析 

气排球是我国群众性体育运动中的一项新型大众健身项目，其优势特点在于球体质量轻、运行速度

慢、网高相对低、场地范围小、比赛规则宽松适民意，既符合群众健身及休闲娱乐功能，又保障其与室

内排球(简称硬排)运动特性相吻合的新型大众体育项目。在隔网对抗性比赛项目的技术含量上看，室内排

球是一种传统的球类竞技项目，其运动特点在于网上攻防对抗性强、技术含量高、球体运行速度快、比

赛规则十分严格等技术特点，同时要求参与者专业化水平过硬同时具备较强的临场短时进攻爆发性强、

连续多回合技术动作串联和瞬间爆发踏跳能力及多年丰富的比赛经验等综合特征。 

2.1. 气排球的基本技术 

气排球与室内排球一样，主要有“接、传、扣、吊、拦、发”6 类基本技术。实践中我们常见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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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室内排球专项的运动员，打硬式排球得心应手，但在参与气排球训练中常会感到很不适应，出现击

球出界或球不过网现象，表示很难掌握击球出手力度。原因在于气排球与室内排球特性不同。气排球场

地范围小，球网低，且球体质地柔软富有弹性；球体质量轻，对抗风的阻力系数低、球体飞行速度降低

易向下沉；球体积较大，进攻时手掌很难控制住击球方向及落点。如表 1 所示。 
本文主要结合常年室内排球训练、比赛经验，在实践基础上，根据气排球运动特性，总结出气排球

一些相关基本动作技术要领，现概述如下： 

2.1.1. 垫球技术 
双臂垫球、或双手挡搬垫球(即拖捧式)、捞球、抓球、单手托球，其中挡搬球动作在实战中运用次数

较多，其特点在于该技术动作实用、简单、易学，是气排球垫球技术中最为基础且重要的环节之一。动

作要领：先预判来球方向，同时要求脚下快速移动到球体下落区域，一手斜插入球底托住来球，另一手

拖挡球体外侧，捧球瞬间，两臂放于胸前双手呈上抬挡搬姿势，缓冲来球的冲击力度同时将球回捧出。 

2.1.2. 二传技术 
传球时用双手间的配合动作、或单手托举球来完成。动作要领：传球时，双手置于球体中下部，轻

巧地将球弹拨出手。单手托球时，手心向上插入球体底部，将球轻打(弹)出[2]，要求手掌触球面积尽量

大，五指张开与手腕灵活配合，易于掌握击球时机、出球方向、速度、力度、弧度及球体下落点，有效

保障一传到位率和球体线路变化的多样性。 

2.1.3. 扣球技术 
正面扣球或冲跳扣球。动作要领：正面扣球时，攻手需根据来球方向迅速移动至此，同时调整人与

球的位置，使球体空间位置置于攻手额前 30 公分正前方，并掌握扣球起跳挥臂时机及人与球的最优距。

冲跳扣球动作要领：当二传将球传在2米线内时(气排球规则规定不允许进攻队员在2米线以内起跳扣球)，
攻手需从 2 米线外完成起跳动作，进攻姿势呈前冲起跳追击球样式，需要注意的是扣球时保持五指张开

持紧绷状态，触球中上部呈下压卷腕前推姿势，击球瞬间全手掌控球，踏跳瞬间挥臂呈鞭打姿势快打出手。 

2.1.4. 吊球技术 
利用上步起跳扣球姿势，在展腹挥臂击球瞬间迅速转换挥臂力度为轻吊、推、点的扣球掩护动作，

在遇到对方强大拦网时，可采用进攻掩护吊球的技术战术效果颇为显著。吊球动作要领：攻手在准备进

攻前，或进攻扣球时用眼睛余光扫视对方站位空挡，在进攻展腹瞬间手掌自然拼拢，用五指前半部触球，

迅速发力将球弹拨出，给对方以吊击。 

2.1.5. 拦网技术 
分单人拦网、双人拦网(含少量三人并拦)拦网动作要领：前排队员配合起跳拦网时，要求双臂并排上

举，双手五指张开，一只手正直向前，同时靠近标志杆侧手型呈半圆状向内包揽，阻挡对方进攻行动。

当对方进攻队员在 2 米线内处理球时，不可以拦网[3]。需要注意的是，前排拦网队员协同拦网时，网上 
 
Table 1. The comparison of elements between gas volleyball and hard volleyball 
表 1. 气排球与硬排球要素比较 

 制球材料 球体大小(cm) 重量(g) 场地 网高 飞行速度 赛制及队员人数 队伍组成 自由人配备 

气排球 柔软塑胶 圆周 80~83 110~125 2 × 6 × 6 1.8/2.0 较快 三局两胜场上 4 人

每局 21 分 10 人 有 

室内排球 皮革橡胶 圆周 65~67 260~280 2 × 9 × 9 2.24/2.43 较慢 五局三胜场上 6 人

每局 25 分 16 人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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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部动作不允许有主动下压、触网或先于对方进攻队员触球妨碍攻手进攻等行为，不可拦对方发球，且

只允许前排队员参与网上拦截动作。 

2.1.6. 发球技术 
发球的种类主要包括上手大力(跳)发球、下手半臂发球、倒钩手发球等。动作要领：在发球抛球环节

注意球不宜掷过高，且要根据发球方式合理掌握触球的最佳位置，大体约击球体中部偏上位置居多；在

保持挥臂匀速、平稳、短时爆发力集中的基础上增加发球攻击力。需要注意的是，在发上手大力球时，

五指张开保持紧绷状态，以全手掌包球，击球中上部手腕在击球瞬间发力短促且适当向前推压。 

3. 气排球的基本攻、防战术 

气排球战术是指场上队员依据气排球比赛规则拟定的团体配合形式，且行动类型为有计划、有组织、

有策略、目的性强的规范动作组合。气排球比赛场地全面积为 12 米 × 6 米；网高男 2.1 米、女 1.9 米，

每方上场 4 人，限制在 2 米线以外起跳扣球方视为合理扣球。气排球基本战术应用建立在队员能熟练掌

握基本技术之上的常规战术性配合方面，实践证明这对参赛队伍的比赛临场发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1. 气排球的基本进攻战术 

3.1.1. “一二一”阵式 
主二传突出站于网前，左右两点以二、四号位进攻为主，三号位进攻为辅。其特点在于场上队员随

轮转变换依次充当二传手，调球给攻手。此进攻阵型特点为二传出球有规律、易控制、好掌握，在比赛

中被多数球队所采用。 

3.1.2. “二·二”阵式 
2 米线及底线前、后分别并排站 2 人，每人负责周围近 3 平方米场区的攻防范围，接发球时，不接

一传者即为二传负责组织反攻。攻手进攻位置不固定，要求场上队员技术全面、头脑灵活、能攻善守、

脚步灵活。其进攻阵型特点在于“起球多点攻”，且能最大限度发挥场上队员“多点攻”优势。 

3.1.3. “插上”进攻阵式 
当主二传因位置传轮变换到后排时，需按规定待本方发球完毕后迅速“插上”到前排三号位组织传

球再进攻。其特点在于可基本保持场上“专职专位”各尽其职发挥专位定点攻防作用。 

3.1.4. “两次球”进攻阵式 
接发球者直接将球调整给进攻队员组织进攻，加快组织反攻速度以便丰富进攻战术中隐蔽式跑动进

攻策略的运用。 

3.1.5. “拉开”进攻阵式 
根据横向网宽仅 6 米长度的客观因素，二传手将球推送到二、四号位 2 米线外侧，针对扣球队员进

攻特点及起跳时机，并结合个人专项进攻能力表现，综合判断其进攻路线的瞬间切换方向。 

3.2. 气排球的基本防守战术 

3.2.1. “单人拦网”阵式 
网前留 1 名队员(多数兼二传)负责拦网，其余队员根据本方队员拦网位置自动变换成“半扇面形”防

守阵型，封堵拦网队员手后“盲区”。 

3.2.2. “双人拦网”阵式 
前排 2 人协同配合组织拦网，后排 2 人负责卡住拦网手外侧“盲区”位置移动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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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三人拦网”阵式 
前排三人并起拦网，后排留一人压住底线，保护前排队员因拦网打手出界球及对方进攻队员推、吊

一、五号位空档球做准备。 

3.3. 气排球常用临场技、战术布局 

1) 进攻型球队常见进攻阵型布局多采用“一二一”式、“二·二”式或“拉开”式等，特点在于可充

分发挥本队多点进攻优势，攻手通过迅速移动、调整位置，使球与人处于最佳距离。进攻队员在扣球之

前用余光扫视对方球队防守布局弱点，采用轻打、吊或快速起跳挥臂进攻方式打开对方防守突破口；进

攻型队伍防守布局多采用“双人拦网”形式，后排两人分别驻守前排本方拦网手之外的盲区，常见站位

布局多为一人防直线一人坐斜线阵型居多。 
2) 防守型队伍进攻布局多采用“一二一”式、“拉开”式或“跑动进攻”式战术居多。其中采用“一

二一”式阵型最为常见，特点在于临场应变性强，弥补单一位置进攻缺陷，且可有效避开对方双人拦网、

单人拦网或网前“空头”情况；对有效避开网前进攻的阻截率起到一定作用。防守型队伍防守布局一般

多采用“单人拦网”式，即网前留 1 名队员(多数兼二传)负责拦对方扣球，其他 3 人下撤根据个人分管的

防守范围自动形成一个链型串联结构组成最佳防守阵型。 

4. 气排球的个人技、战术 

4.1. 善于用余光观察扫视对方空档 

气排球比赛球势瞬息多变，既需要注意本方进攻队员人、球、网三者间的位置关系，同时兼顾对方

相对应的攻、防布局情况的态势转换，从而及时变换技战术部署策略以期扭转赛事。 

4.2. 良好的球感与手感 

球感是队员处理来球时大脑对球体性能(速度、力度)及时空状态的总体认知，球感好的队员能够及时

准确对来球做出判断[4]；手腕则是对运动球体的瞬间感知，要求挥臂动作及时，人与球间距适当、手腕

动作要领规范、集中力量点发力。优秀运动员在比赛中通常具备良好的身体柔韧性、平衡性、动作舒展

性等特征，在完成起跳进攻动作全过程之外，要时刻保持快速灵活移动救球的“强扑”潜意识，准确无

误的击球，敏捷利索的起跳，快速挥臂的力量等整套动作间协调综合能力的辅助配合，且要求队员相对

球龄时间长、比赛经验丰富。有效保证在进攻、调整处理球上更加得心应手，接发球、一传方面降低失

误率，保持较稳定的竞赛状态，为增加本方获胜机率。 

4.3. 单手击球技术 

根据气排球质量轻且弹性好的特点，一些运动经验丰富的运动员常用单手传、挡、捞等击球方式，

其动作更加灵活、稳定。与参与室内排球运动不同，气排球的许多触球动作均可以采用单手完成，并非

双手协同配合不可。 

4.4. “打、吊结合”的个人战术 

气排球赛制规定，攻手在距限制线 2 米之外起跳进攻或下压吊球方为有效球，其目的旨在增加本方

扣球攻击性及对方防守难度。在比赛一攻方，常见的进攻类型基本上为远网扣球形式居多，综合技术难

度较大。因此，要求攻手具备较强的个人专项素质特征，包括良好的身体素质(弹跳高度、上步速度、挥

臂力量)，过硬的心理素质(临场随机应变、敢打敢拼的竞赛精神)及较好的球感与手感并用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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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应当克服的常见技术缺陷 

5.1. 扣球失误 

有些攻手扣球常常出现扣球失误，击球出界和不过网现象。主要原因在于进攻队员未能全面掌握人、

球、网三者间距离的关系，对来球预判球的下落位置不够准确，距离感不强，加之对进攻者扣球瞬间展

腹、挥臂、手腕与五指间的联动发力动作不相协调导致。需要注意的是，应合理掌握起跳时机与展腹挥

臂发力的协调关系，优化进攻队员击球的时空感和节奏感。 

5.2. “手脚分离”式接发球 

不少球员在接发球或扑救距离较远球时，多存在未对来球做事先预判，内心急于求成，对远距离来

球只是单方面下意识伸手去救，但脚不离地，导致扑救不及时。正确的动作要领为眼、手、脚并用，在

球未过网之前做有效预判，大体预测出球方向及下落点，脚下时刻处于小步移动低姿势接球状态。 

5.3. “守株待兔”式二传 

二传手站于网前 2 米线内，待一传起球到位后，视情况将球传出。由于比赛战况瞬息万变，会出现

一攻方发球、扣球攻击力度强的情况，造成反攻方一传或防守起球到位率低的情况属正常现象，二传手

此时需积极主动的将来球调整到攻手近身位置，妥善处理非到位球，尽量提高战术配合进攻成球率，克

服专位被动式防调球的处理，采用主动式动点防守策略。 

5.4. 队员间配合默契程度低 

球队间配合默契度通常可以通过运动队在比赛过程中组织技、战术及防守反攻上体现出来，在一些

实战比赛经验少的队伍中，场上队员间存在无交流、或交流较少现象，导致在防守反攻环节容易出现两

个队员“相面”情况。相反，队员间应着重培养彼此的眼神沟通、手势传递、语言交流等行为习惯的养

成，是十分必要的。 

6. 结束语 

气排球是我国首创的一种小型化、轻便型、群众性参与性强的新型大众娱乐健身项目[5]。它保留传

统排球运动的精髓，降低运动参与难度，群众基础雄厚，易被大众接受。并且气排球运动具有较强观赏

性、娱乐性、竞技性、健身性等特点。其基本技、战术运用是从传统室内排球技、战术演变而来，在实

践中得以不断总结和再创新，并逐步形成规模化健身模式。建议应在未来气排球项目开展过程中，进一

步探讨气排球运动规律及比赛实战经验，以期为相关气排球竞赛制度的规划及临场实战性技、战术运用

的配合方面提供一定的参考和理论依据，为推动我国气排球运动竞技水平与技术含量的不断提升做出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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