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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划艇激流回旋赛道水流特征与战术策略分析

黄存光

福建省皮划赛艇运动管理中心，福建 厦门 362321

摘要：皮划艇激流回旋作为一项极具挑战性与观赏性的水上运动项目，赛道水流特征对运动员

的竞技表现起着决定性作用。本文深入剖析了皮划艇激流回旋赛道水流的速度、流向、涡流、波

浪等主要特征，并详细阐述了这些特征对皮划艇航行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结合不同水流特征，

探讨了运动员在比赛中的战术策略，包括起航策略、途中航行策略、过门策略以及应对突发水流

情况的策略。通过理论分析与实际案例相结合，揭示了水流特征与战术策略之间的紧密联系，强

调了运动员准确把握水流特征并灵活运用战术策略对于取得优异成绩的重要性。旨在为皮划艇激

流回旋运动员和教练员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助力运动员在比赛中更好地应对复杂水

流环境，提升竞技水平，推动皮划艇激流回旋运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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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皮划艇激流回旋运动起源于19世纪30年

代的欧洲，自 1972 年慕尼黑奥运会起成为奥

运会正式比赛项目。该运动要求运动员在湍急

的水流中，驾驶皮划艇顺流而下，以最短的时

间准确无误地穿过设置在河道中的一定数量

的门杆。赛道水流复杂多变，其特征直接影响

着皮划艇的航行轨迹、速度以及运动员的操作

难度。因此，深入研究赛道水流特征与战术策

略，对于运动员提高竞技水平、减少失误、取

得优异成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有

助于教练员制定科学合理的训练计划，推动皮

划艇激流回旋运动的发展。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皮划艇激流回旋的研究起步较早，

在水流特征分析方面，一些发达国家利用先进

的水流监测设备和技术，对赛道水流的速度、

流向、涡流等特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并

建立了相应的水流模型。在战术策略研究方

面，国外学者和教练员结合实际比赛经验，总

结出了一些针对不同水流特征的战术方法。然

而，这些研究大多侧重于理论探讨或针对特定

赛事的案例分析，缺乏对水流特征与战术策略

之间内在联系的深入剖析。国内对于皮划艇激

流回旋的研究相对滞后，但近年来随着该项目

在国内的发展，相关研究也逐渐增多。目前，

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运动员的技术动作、体能

训练等方面，对于赛道水流特征与战术策略的

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且

研究深度和广度有待提高
[1]
。

2 皮划艇激流回旋赛道水流特征分析

2.1 水流速度特征

2.1.1 整体速度分布

皮划艇激流回旋赛道的水流速度在不同

区域存在明显差异。一般来说，河道上游水流

速度相对较慢，随着河道落差的增加和水流的

下泄，中游和下游水流速度逐渐加快。在瀑布、

急流等特殊地形处，水流速度会出现急剧变

化，形成高速水流区域。

2.1.2 局部速度变化

除了整体速度分布外，赛道中还存在许多

局部水流速度变化的情况。例如，在河道转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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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由于离心力的作用，外侧水流速度会快于

内侧水流速度；在障碍物周围，水流会受到阻

挡和挤压，形成局部的高速水流或低速回流区

域。

2.2 水流流向特征

2.2.1 主流流向

赛道的主流流向通常与河道的整体走向

一致，但由于河道地形复杂，主流流向也会发

生各种变化。在直河道段，主流流向相对稳定；

在弯道、峡谷等地形处，主流流向会发生明显

的偏转，形成曲线流向或折线流向
[2]
。

2.2.2 次生流向

除了主流流向外，赛道中还存在一些次生

流向。例如，在涡流区域，水流会形成旋转的

流向；在波浪区域，水流会呈现出上下起伏的

流向。这些次生流向会对皮划艇的航行产生额

外的干扰。

2.3 涡流特征

2.3.1 涡流的形成

涡流是由于水流受到障碍物（如岩石、桥

墩等）的阻挡或河道地形的变化而产生的旋转

水流。在皮划艇激流回旋赛道中，涡流是常见

的水流现象之一。当水流遇到障碍物时，会在

障碍物的后方形成低压区，周围的水流会向低

压区补充，从而形成旋转的涡流。

2.3.2 2 涡流的类型与特点

根据涡流的旋转方向和强度，可分为顺时

针涡流和逆时针涡流。不同类型的涡流对皮划

艇的影响也不同。顺时针涡流会使皮划艇产生

向右的旋转力，逆时针涡流则会使皮划艇产生

向左的旋转力。此外，涡流的强度也会影响皮

划艇的航行，强涡流会使皮划艇难以控制，增

加翻船的风险。

2.4 波浪特征

2.4.1 波浪的产生

波浪是由于水流受到地形起伏、障碍物干

扰等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上下起伏的水面波

动。在皮划艇激流回旋赛道中，波浪通常出现

在急流、瀑布等水流速度变化较大的区域。

2.4.2 波浪的类型与影响

波浪可分为规则波和不规则波。规则波具

有较为固定的波长和波高，对皮划艇的影响相

对容易预测；不规则波则波长和波高变化较

大，会使皮划艇产生颠簸和摇晃，增加运动员

的操作难度。此外，波浪的高度和频率也会影

响皮划艇的航行速度和稳定性
[3]
。

3 水流特征对皮划艇航行的影响

3.1 对航行速度的影响

水流速度是影响皮划艇航行速度的主要

因素之一。在顺流航行时，水流速度会增加皮

划艇的相对速度，使皮划艇航行更快；在逆流

航行时，水流速度会减小皮划艇的相对速度，

使皮划艇航行更慢。此外，涡流和波浪也会对

皮划艇的航行速度产生影响。在涡流区域，皮

划艇会受到旋转力的作用，导致航行速度降

低；波浪会使皮划艇产生颠簸，增加能量消耗，

从而降低航行速度。

3.2 对航行方向的影响

水流流向的变化会直接影响皮划艇的航

行方向。在主流流向发生偏转的弯道处，皮划

艇需要调整划桨方向和力度，以保持正确的航

行轨迹。涡流会使皮划艇产生旋转，如果不及

时调整，皮划艇可能会偏离航道。波浪会使皮

划艇产生上下起伏和左右摇晃，影响运动员对

航行方向的控制
[4]
。

3.3 对皮划艇稳定性的影响

涡流和波浪会破坏皮划艇的稳定性。在强

涡流区域，皮划艇容易发生旋转和侧翻；在波

浪较大的区域，皮划艇会受到较大的冲击力，

增加了翻船的风险。运动员需要具备良好的平

衡能力和操作技巧，以应对涡流和波浪对皮划

艇稳定性的影响。

4 基于水流特征的战术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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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起航策略

4.1.1 选择起航位置

起航位置的选择对于比赛的开局至关重

要。运动员应根据赛道水流特征，选择水流平

稳、速度适中的位置起航。避免在水流湍急、

涡流密集或波浪较大的区域起航，以减少起航

时的风险。例如，在河道较宽、水流较缓的区

域起航，可以使皮划艇在起航阶段保持稳定，

为后续的航行打下良好的基础。

4.1.2 把握起航时机

起航时机的把握直接影响着皮划艇的初

始速度和航行方向。运动员需要观察水流的变

化，选择水流速度较快、流向稳定的时机起航。

在起航瞬间，要全力划桨，充分利用水流的动

力，使皮划艇迅速加速，并保持正确的航行方

向。

4.2 途中航行策略

4.2.1 利用水流加速

在航行过程中，运动员要学会利用水流加

速。当遇到顺流区域时，要调整划桨频率和力

度，减少自身的体力消耗，借助水流的力量提

高航行速度。同时，要注意观察水流的变化，

及时调整航行方向，确保皮划艇始终处于最有

利的水流位置
[5]
。

4.2.2 应对涡流和波浪

面对涡流和波浪，运动员需要采取相应的

应对策略。在涡流区域，要根据涡流的旋转方

向，适当调整划桨方向和力度，抵消涡流对皮

划艇的旋转力，保持皮划艇的稳定航行。在波

浪区域，要降低身体重心，增加皮划艇的稳定

性，同时合理调整划桨节奏，避免因波浪的冲

击而失去平衡。

4.2.3 合理分配体力

途中航行阶段体力分配是否合理，直接关

系到运动员能否顺利完成比赛。运动员要根据

赛道的长度、水流特征和自身的体力状况，合

理分配体力。在水流较为平缓的区域，可以适

当降低划桨频率，保存体力；在水流湍急、需

要用力划桨的区域，要集中精力，全力以赴，

确保皮划艇能够顺利通过。

4.3 过门策略

4.3.1 提前观察门的位置和水流情况

在接近门之前，运动员要提前观察门的位

置和水流情况。了解门的朝向、宽度以及周围

的水流速度、流向和涡流分布等信息，为过门

做好充分准备。根据水流情况，选择最佳的过

门角度和速度，确保皮划艇能够顺利穿过门

杆。

4.3.2 控制皮划艇的速度和方向

过门时，运动员要精确控制皮划艇的速度

和方向。如果水流速度较快，要适当降低划桨

频率，避免皮划艇因速度过快而撞上门杆；如

果水流速度较慢，要加大划桨力度，提高皮划

艇的速度，确保能够按时穿过门杆。同时，要

根据门的朝向和涡流的影响，调整划桨方向，

保持皮划艇沿着正确的航线穿过门杆。

4.3.3 应对过门时的突发情况

在过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各种突发情

况，如皮划艇被涡流卷住、与门杆发生碰撞等。

运动员要保持冷静，迅速做出反应。如果皮划

艇被涡流卷住，要利用划桨的力量和身体的扭

转，摆脱涡流的束缚；如果与门杆发生碰撞，

要及时调整皮划艇的姿态，避免翻船，并尽快

恢复航行。

4.4 应对突发水流情况的策略

4.4.1 暴雨等恶劣天气导致的水流变化

暴雨等恶劣天气会使河道水量增加，水流

速度加快，水位上升，同时可能产生更多的涡

流和波浪。在这种情况下，运动员要更加谨慎

地航行。提前了解天气变化对赛道水流的影

响，调整比赛策略。在航行过程中，密切观察

水流的变化，避免进入危险区域。如果水流过

于湍急，无法继续比赛，要及时向裁判示意，

确保自身安全。

4.4.2 河道障碍物引发的水流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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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道中可能存在一些未被发现的障碍物，

如大石头、树枝等，这些障碍物会引发水流异

常，形成涡流或暗流。运动员在航行时要保持

高度警惕，注意观察水面情况。如果发现前方

有障碍物或水流异常，要及时调整航行方向，

避开危险区域。如果不慎遇到障碍物，要冷静

处理，尽量减少碰撞对皮划艇和自身的影响。

5 案例分析

以某届国际皮划艇激流回旋比赛男子单

人皮艇项目为例。在比赛过程中，赛道水流情

况复杂多变。在起航阶段，A 运动员选择了水

流较为平稳且速度适中的位置起航，并准确把

握起航时机，迅速加速，取得了较好的开局。

在途中航行时，遇到了一段水流湍急且涡流密

集的区域。A 运动员根据涡流的旋转方向，灵

活调整划桨方向和力度，成功穿越了该区域，

没有出现明显的速度下降和方向偏离。而在过

门时，由于对水流速度估计不足，B 运动员的

皮划艇速度过快，撞上了门杆，导致比赛失误。

A 运动员则提前观察了门的位置和水流情况，

合理控制了皮划艇的速度和方向，顺利穿过了

门杆。最终，A 运动员凭借对水流特征的准确

把握和合理的战术策略，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准确了解赛道水流

特征并灵活运用战术策略对于皮划艇激流回

旋运动员取得好成绩至关重要。运动员在比赛

中要时刻关注水流的变化，根据不同的水流特

征及时调整战术，才能应对各种复杂情况，顺

利完成比赛。

6 提高运动员应对水流特征能力的建

议

6.1 加强水流特征认知训练

6.1.1 理论学习

组织运动员系统学习水流动力学等相关

理论知识，了解水流速度、流向、涡流、波浪

等特征的形成原理和影响因素。通过理论学

习，使运动员对赛道水流特征有更深入的认

识，为实际比赛中的应对提供理论支持。

6.1.2 2 实地观察与分析

安排运动员到不同的皮划艇激流回旋赛

道进行实地观察，分析不同赛道的水流特征。

让运动员亲自感受水流的变化，观察水流对皮

划艇航行的影响，并记录相关数据。通过实地

观察与分析，提高运动员对水流特征的直观认

识和判断能力。

6.2 强化战术策略训练

6.2.1 模拟训练

利用模拟赛道或水上训练设施，模拟不同

的水流特征和比赛场景，让运动员进行针对性

的战术策略训练。在模拟训练中，设置各种突

发情况，如水流突然变化、障碍物出现等，考

验运动员的应变能力和战术运用能力。通过反

复模拟训练，使运动员熟练掌握在不同水流特

征下的战术策略。

6.2.2 案例研讨

收集国内外皮划艇激流回旋比赛的经典

案例，组织运动员进行研讨。分析运动员在比

赛中应对水流特征的战术策略，总结成功经验

和失败教训。引导运动员结合自己的实际情

况，思考如何在比赛中更好地运用战术策略，

提高应对水流特征的能力。

6.3 提升心理素质

6.3.1 心理辅导

邀请专业的心理辅导师为运动员进行心

理辅导，帮助运动员缓解比赛压力，增强自信

心。教导运动员学会在比赛中保持冷静，面对

复杂的水流情况不惊慌失措，能够迅速调整心

态，做出正确的决策。

6.3.2 模拟比赛心理训练

在模拟训练中，模拟比赛的紧张氛围和心

理压力，让运动员在接近真实比赛的环境中进

行训练。通过模拟比赛心理训练，提高运动员

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应变能力，使他们在实际比

赛中能够更好地应对水流特征带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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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语

皮划艇激流回旋赛道水流特征复杂多样，

包括水流速度、流向、涡流、波浪等方面，这

些特征对皮划艇的航行和运动员的竞技表现

产生着重要影响。运动员在比赛中需要根据不

同的水流特征，灵活运用起航策略、途中航行

策略、过门策略以及应对突发水流情况的策

略，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优异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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