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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基于CNKI数据库，以“柔力球”为关键词，对1992~2022年在北大核心期刊收录的相关论文的

发文时间、发文数量、作者背景、文献主题与下载引用情况等进行研究，旨在从多维度分析影响柔力球

这一新兴体育运动项目的科学研究发展趋势，全面把握其发展现状、热点和未来趋势。研究结论与展望：

1) 结论：柔力球运动科学研究学术关注度低；柔力球运动科学研究的主力军是副高及以下职称的高校青

年体育教师；柔力球运动科学主题研究刊载期刊特征明显；柔力球运动科学研究方向的广度与深度有待

进一步提升。2) 展望：服务社会发展需求是基础；科研队伍提质增量是重点；培育支持青年学者是前提；

争取基金资助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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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NKI database, with the “Roliball” as the key word, this paper conducts a research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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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ime, number, background, subject and download citation of the relevant papers included in 
the core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from 1992 to 2022, aiming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ffecting Roliball, a new sports event, from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and comprehensively grasp its development status, hot spots and future trends. Research conclu-
sions and prospects: 1) conclusio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of Roliball has low academic attention; 
the main force i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of Roliball is the young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of col-
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th the titles of deputy high school and bel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journals published on the scientific theme of Roliball sports are obvious;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direction of Roliball need to be further improved. 2) Outlook: serving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is the foundation; increasing the qualit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team is 
the key; cultivating and supporting young scholars is the premise; striving for fund support is the 
guaran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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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1]。柔力球运动是萌发、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的一项极具民族

特色的新兴球类体育项目，迄今已有三十年发展史。继往开来，是推进包括柔力球运动在内的各类体育

运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构建柔力球运动这一新兴项目新发展格局的实践需求。作为一项

国家体育总局发布《全民健身指南》(2018 版)推荐的球类运动，以及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重点推广的球

类运动，伴随我国全民健身事业的推进，以及我国老龄化的进一步加深[2]，该项运动势必会迎来更为广

阔的发展空间。 
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以下简称：北大核心期刊)作为一项为了便利当代文献工作者和

文献使用者面临期刊筛选困难而应运而生的科研成果，其运用定量、定性相结合的相关评价体系，实现

了对各学科核心期刊的筛选[3]，自 1992 年发布第一版，迄今已发布 9 个版本[4]，具有较高的中文学术

代表性。据此理解，在北大核心期刊上刊发的“柔力球”主题文献可以视作我国该领域科研工作者较高

水平理论成果，对相关文献进行研读、统计与分析，也将有益于我们把握柔力球运动科学的研究热点与

发展趋势，为柔力球运动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提供有益参考，助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与应对老龄化社

会挑战。 

2. 研究对象和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 1992~2022 年间发表于北大核心期刊的柔力球运动主题文献作为研究对象。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文献资料法。基于 CNKI 数据库以“柔力球”为关键词，对源自北大核心期刊的相关论文进行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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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筛选，并对相关论文进行下载、阅读、整理分析。 

2.2.2. 文献计量学 
基于相关文献刊载年份、数量、期刊名、作者分布、引用以及文献主题类别等进行统计分析，揭示

柔力球运动科学在核心期刊呈现的发展现状。 

2.2.3. 逻辑归纳法 
对研究过程中形成的关键信息进行交叉分析，并进一步采用推理、逻辑分析等方式实现对相关资料

的总结归纳。 

3. 结果与分析 

3.1. 发表数量与期刊分布 

科学文献是记录科研成果的重要形式，任何一项科学研究和技术创造都是以撰写必要的科学文献为

其最后阶段[5]。柔力球运动科学相关论文的数量，特别是在核心期刊刊发论文的数量是评价相关群体研

究能力与水平的重要参考指标。 
 

 
Figure 1. Annual variation curve of the number of core papers 
图 1. 核心论文数年度变化曲线图 

 
文献的时序变化也是衡量某一研究领域发展的重要参考。柔力球运动自 1991 年发明推广至今，已有

三十余年时间，业已成为一项拥有较为完整体系的运动项目[6]，然而就理论研究而言，其在相关领域核

心期刊上体现得还是较为缓慢的，直到 2002 年才在核心期刊出现其主题研究。如图 1 所示，2002 年~2022
年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主题论文共计 35 篇，具体时序变化上体现为断断续续，作为研究热点的特征不明

显。与此同时，结合图 1 中反映的论文基金资助情况可以看出，自 2010 年开始在核心期刊发表的主题论

文普遍都有课题基金资助的，与 2009 年及之前形成较大对比。出现上述情况，一方面可以基本判断当前

学术界对于柔力球运动科学研究的总体重视程度是不够的；另一方面，可以判断当前缺少基金资助在核

心期刊发表相关论文的难度也的较早年难度更大了，这对相关群体的科研能力与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如表 1 所示，在刊发这 35 篇论文的 15 种期刊中，除《中国老年学杂志》《现代预防医学》《福建

茶叶》《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为非体育学类期刊外，其余 11 种期刊均为体育学类期刊。从各期刊的刊文

量来看，相关论文的刊载是较为集中的，刊载相关论文达 3 篇及以上的期刊共计 5 种，合计占总论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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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tatistics on the number of roliball themed papers published in various core journals 
表 1. 各核心期刊刊发主题论文数量统计 

期刊名称 2002~2006 2007~2011 2012~2016 2017~2021 合计 比例%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1 2 2 1 6 17.14 

中国体育科技 1 2 1  4 11.43 

中国运动医学杂志  1   1 2.86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1   1 2.86 

中国老年学杂志  3 1 2 6 17.14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1 1 2 4 11.43 

现代预防医学  1   1 2.86 

山东体育科技   1  1 2.86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1  1 2.86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3  3 8.57 

体育学刊   1 1 2 5.71 

体育文化导刊   2  2 5.71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  1 2.86 

福建茶叶   1  1 2.86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    1 1 2.86 

合计 2 11 15 7 35 100.00 
 

的 65.71%；剩余 11 种期刊仅分别刊载了 1~2 篇相关论文。基于上述情况，一方面表明柔力球运动科学

研究当前主要还是集中于体育学领域，跨学科研究总体偏少；另一方面，从体育学相关学术期刊以收录

各类体育运动研究成果的目标来看，当前研究展现了柔力球运动科学研究的体育属性价值，为后续拓展

研究奠定了学科基础。 

3.2. 主题文献作者概况 

3.2.1. 独著与合著作者的分布 
 
Table 2. Statistics on the status of paper authors 
表 2. 论文作者情况统计 

 独著 二人合著 三人及三人以上 合计 

数量 17 9 9 35 

比例% 48.57 25.71 25.71 100.00 
 

经 NoteExpress 统计，35 篇研究成果共涉及 66 位学者，这中间发文频次最高的学者为杨建营和赖学

鸿，各发表了 5 篇。其他学者发文情况：李恩荆 4 篇，王宏 3 篇，杨建英 3 篇，张路与石岩、何玉秀与

王艳兵两对学者合作各发表了 2 篇，其余学者皆为 1 篇。与此同时，从表 2 可以看出，这 35 篇发表于核

心期刊的柔力球相关论文中独著和合著各占约一半，但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其中多数学者间柔力球研究

合作为仅为 1 次，仅 3 对学者间合作达到 2 次。上述数据反映了两点基本情况：第一，该领域研究学者

总量较少；第二，该领域形成了零星的专项研究学者，但尚未形成稳定密切的专项合作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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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独著与合著作者的分布 
 
Table 3. Statistics of institutional contributions to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roliball (lead author) 
表 3. 柔力球运动科学研究成果的机构贡献统计(第一作者) 

作者单位 数量 作者单位 数量 

黄淮学院 6 郑州大学 1 

武汉体育学院 3 中北大学 1 

河北北方学院 2 北京体育大学 1 

山西财经大学 2 上海体育学院 1 

华中师范大学 2 首都体育学院 1 

浙江工业大学 2 西安体育学院 1 

华东师范大学 1 洛阳理工学院 1 

华南师范大学 1 大连交通大学 1 

海南师范大学 1 河北金融学院 1 

山西职工医学院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1 

秦皇岛外国语职业学院 1 掇刀石中学 1 
 

从表 3 可以看出，柔力球运动科学研究力量主要分布在综合类、体育类、师范类、财经类、理工类、

医学类等多种类型大专院校。与此同时，进一步结合作者所属的二级单位判断分析可以得出，多数研究

者都是高校体育教师。基于这种情况可以判断，大专院校体育教师是从事柔力球运动科学研究的中坚力

量，而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大专院校体育教师在该领域具备开展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条件，

且其职业发展对其科研成果有相应要求。 

3.2.3. 作者的其他背景分析 
进一步结合表 2、表 3 及原文数据可以看出，柔力球运动科学研究在单一研究机构上反映不突出，

相反学者个人相对较为突出，即相关单位的相关柔力球相关研究成果往往来自个别学者，并伴随相关

学者的社会流动而流动。针对这一现实情况，有必要对相关作者的年龄、学历、职称等背景作进一步

分析。 
 
Table 4. Age statistics of the lead author when he first published relevant papers 
表 4. 第一作者首次发文时年龄情况统计 

 30 岁及以下 31~35 岁 36~40 岁 41~45 岁 46 岁以上 合计 

人次 1 8 5 5 2 22 

比例% 4.55 36.36 22.73 22.73 9.09 100.00 
 

基于正文有刊载第一作者出生年份的文章可以得出对应作者发表文章时的年龄。通过逐篇挖掘整理，

共得出 22 位在 32 篇文章发文时的年龄数据，其中首次发文时最小年龄的为李恩荆，时年 29 岁；年龄最

大的为杨木森，时年 57 岁。进一步整理得到 22 位学者首次发文时年龄数据，如表 4 所示，这 22 位学者

们普遍在 31~45 岁间发表自己的第一篇柔力球运动主题核心期刊论文。基于此，可以得出柔力球运动科

学研究的核心研究者以 30~45 岁青年学者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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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Statistics of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of the lead author when publishing relevant papers 
表 5. 第一作者发文时学历情况统计 

 本科 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 未知 合计 

人次 1 13 11 10 35 

比例% 2.86 37.14 31.43 28.57 100.00 
 
Table 6. Statistics of professional titles of the lead author when publishing papers 
表 6. 第一作者发文时职称情况统计 

 无职称 讲师 副教授 教授 未知 合计 

人次 1 11 17 4 2 35 

比例% 2.86 31.43 48.57 11.43 5.71 100.00 
 

通过整理文献正文第一作者学历与职称信息，可以得到表 5、表 6 数据。从表中可以看出，具备研

究生学历、高级职称在相关论文发表中占非常高的比例。与此同时，基于 Excel 对表 5、表 6 涉及的详细

数据进行交叉分析可得，除该领域第一篇核心论文是由在读硕士研究生李恩荆独作发表以外，其他以讲

师和硕士研究生及以下学历发表柔力球核心期刊论文的 6 人均为团队合作形式发文；以教授职称第一作

者发表的相关论文中，仅涉及 2 位学者的 4 篇文献，其中两篇为基金资助类文献。 
综上所述，造成上述相关情况的原因可能在于该年龄段的学者作为高校教师普遍已经具备较为扎实

的理论实践基础，同时该年龄段的高校教师也普遍具有职称发展等一系列现实需求助推。事实上，从长

期坚持柔力球运动科学研究的学者个人发展角度来看，柔力球运动科学研究的相关成果都一定程度上助

力了其职业、职称发展，如杨建营、李恩荆等。 

3.3. 文献影响与主题分布 

3.3.1. 柔力球研究文献下载引用 
如表 7 所示，截至 2023 年 2 月 6 日，35 篇文献在知网数据库内累计被引用 830 次，累计下载 20,300

次，篇均被引数 23.71 次，篇均下载数 530 次，下载被引比为 0.04。 
 
Table 7.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roliball related papers being downloaded and cited 
表 7. 柔力球研究文献下载引用总体特征 

文献数 总被引数 总下载数 篇均被引数 篇均下载数 下载被引比 

35 830 20,300 23.71 580 0.04 
 

如表 8 所示，下文统计了这 35 篇文献中被引用最高的 10 篇文献数据，这些文献在一定程度上代表

着柔力球运动研究领域的知识源流，并体现着柔力球运动研究领域的关注热点。其中，李恩荆于 2002 年

发表的《太极柔力球的现状与发展对策》居于首位，累计被引 112 次。从研究主题来看，主要涉及柔力

球运动的基本概念、发展现状、应用生理测量等相关议题，其中高达 6 篇文献涉及柔力球运动应用生理

测量问题，可见该方向在柔力球运动科学研究中占据着非常突出的位置，对包括柔力球运动及其他相关

主题研究的借鉴参考价值更为突出。与此同时，从文章所属期刊来看，十篇文章中有四篇文章来自《北

京体育大学学报》，三篇文章来自《中国体育科技》，可见这两本期刊在柔力球运动科学研究领域具有

较大的影响力，并为推动柔力球运动科学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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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 Ten most frequently cited literature in the field of roliball research 
表 8. 柔力球运动科学研究高频引用前十文献 

排名 题目 期刊 作者 被引频次 年份 

1 太极柔力球的现状与发展对策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李恩荆 112 2002 

2 太极柔力球运动健身效果调查 中国体育科技 薛晓媛 74 2003 

3 6 个月太极柔力球练习对老年人 
静态平衡能力的影响 中国运动医学杂志 姚远 60 2008 

4 太极柔力球对老年人健康体适能 
及生化指标的影响 中国体育科技 赖学鸿 54 2010 

5 太极柔力球运动对绝经后妇女骨密度 
和骨代谢指标的影响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王洁 43 2007 

6 太极柔力球运动的文化内涵及其思想根源剖析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杨建营 42 2013 

7 对柔力球运动基本概念的探讨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李恩荆 40 2012 

8 18 周太极柔力球运动对老年人睡眠质量、 
心境状态及生活满意感的影响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刘洋 39 2015 

9 太极柔力球运动及竞赛规则的演进 中国体育科技 张路，石岩 38 2007 

10 太极柔力球运动对围绝经期女性 
雌激素及骨代谢指标的影响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杜新星，张明军，等 35 2014 

3.3.2. 文献的主题分布 
通过对 35 篇文献所属主题的分析与统计，可以得出前一阶段柔力球主题的研究进展情况，辅助后续

研究者明晰当前主题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分析薄弱环节及重点发展方向。在此，本研究对相关文献按基

础理论、发展现状与对策、运动生理及医学、技术特征与规则、课程教学五个研究方向进行了统计。 
 
Table 9. Distribution statistics of research topics in papers 
表 9. 论文研究主题分布 

研究方向 2002~2006 2007~2011 2012~2016 2017~2021 合计 % 

运动生理及医学 1 7 6 3 17 48.57 

运动基础理论 0 1 7 1 9 25.71 

技术发展与推广 1 2 2 2 7 20.00 

运动课程教学 0 1 0 1 2 5.71 

合计 2 11 15 7 35 100 
 

从表 9 可以看出，当前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柔力球运动相关论文主要集中在运动生理及医学方向，

占到 48.57%；运动基础理论方向的研究占据 25.71%；技术发展与推广方向则占据 20.00%；运动课程教

学方向的关注量相对较小，占到 5.71%。单纯从主题分布比率可以感受到，对作为新兴体育运动项目的

柔力球开展研究，偏自然科学及基础理论方向的研究会更受核心期刊青睐。 
从各主题的具体论文来看，运动生理及医学方向普遍以中老年群体和大学生群体为实验人群，以柔

力球运动参与对于相应群体心率[7]、血压[8] [9]、肥胖[10] [11]、绝经[12] [13]、体适能[14] [15]、睡眠[16]
等相关生理指标影响为研究内容展开，与体医融合的时代趋势相贴合；基础理论建设是柔力球运动保持

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石，该方向的研究成果主要以文化缘起[17] [18]、运动概念[19] [20]等角度展开；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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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与规则方向是记录和发展柔力球运动技术的窗口，相关研究以项目技术特点[21] [22] [23]、规则演化

[24]，以及推广发展路径[25] [26]等角度展开；作为基于教育体系的研究，课程教学方向研究展现了柔力

球的基层生存状态，主要呈现于对照性或实验性[27] [28]研究中。 

4. 结论与展望 

4.1. 结论 

1) 柔力球运动科学研究学术关注度低。刊载在北大核心期刊上的各年度“柔力球”主题文献数量及

基金资助情况表明，柔力球运动科学研究当下较为小众，依靠基金资助明显，且有研究步入停滞的迹象，

这也可能与专业研究限制影响。 
2) 柔力球运动科学研究的主力军是副高及以下职称的高校青年体育教师。历史数据表明，处于 30~45

岁的青年学者是柔力球运动科学研究的主力，他们主要分布在各大专院校的体育教学部门，可能本身多

数都是柔力球课程教师，具有包括职称提升在内的职业发展需要，也具备开展研究所必要的科研经费、

设备、环境等条件；当学者不具备博士研究生学历或高级职称时，以合著模式开展研究获得取得的成果

更容易获得核心期刊的青睐；杨建营、李恩荆等学者的成长历程表明，长期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研究

柔力球运动科学研究，可以助力个人包括职称在内的职业发展。 
3) 柔力球运动科学主题研究刊载期刊特征明显。在 35 篇文献中有 26 篇文献来自体育类核心期刊，

其中又以《北京体育大学学报》发文与综合影响力居首，其他期刊如《中国体育科技》《武汉体育学院

学报》的刊载量也较高，高水平学术成果可以重点关注。 
4) 柔力球运动科学研究方向的广度与深度有待进一步提升。当前柔力球运动科学研究在北大核心期

刊上的成果主要分布于运动生理学、运动基础理论，以及运动技术特征与规则等方向，成果总体规模小，

交叉研究较少。 

4.2. 展望 

1) 服务社会发展需求是基础。当前我国正同时面临城乡体育发展差距大，以及老龄化趋势强的双重

挑战，类似柔力球等开展场地设施条件要求低，适老性良好的运动项目正是国家推进全民健身与提升老

年人体育生活需求的关键。因此，围绕科学评估柔力球运动的健身效果，以及柔力球创新发展与国内外

推广等议题，都亟待有更深入的研究成果来做支撑。 
2) 科研队伍提质增量是重点。“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思想是行动的指南”，要实现柔力球运动科学

研究的可持续发展，既需要形成一定规模的专项理论研究学者群体，也需要形成敢于打破学科思想局限

的跨学科研究学者群体。以促进柔力球运动科学服务全民健康为目标，广泛交流、积极合作，推动实现

柔力球运动科学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共繁荣。 
3) 培育支持青年学者是前提。青年学者是柔力球运动科学研究的主力，相关期刊要予以从事该项

研究事业的青年学者以更多支持与关注。与此同时，相关青年学者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必须坚持科学

态度，开阔视野，坚持问题导向，以追求真理的精神，顺应时代和实践发展需要，突破体育传统研究

方法的束缚，不断推进柔力球运动科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勇于尝试新方法、新技术，开展跨学科研

究与合作。 
4) 争取基金资助是保障。高水平的研究往往需要较高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投入，核心期刊也普

遍青睐于有基金资助的研究成果，这也是柔力球运动在群众基础好，但研究成果主要出自高校系统的重

要原因。为了推进柔力球运动科学向更深入层次发展，相关领域学者应当积极争取更多、更高阶的基金

资助，保障相关研究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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