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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划艇激流回旋比赛中的风险因素与应对策略

陆长春

福建省皮划赛艇运动管理中心，福建 厦门 361111

摘要：皮划艇激流回旋是一项极具挑战性和观赏性的水上运动项目，但在比赛过程中，运动员面

临着诸多风险因素。本文深入剖析了皮划艇激流回旋比赛中存在的自然环境、运动员自身、器材

装备以及赛事组织等方面的风险因素，并针对这些风险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包括加强环境监

测与预警、提升运动员综合素质、完善器材装备管理与维护以及优化赛事组织与管理等。通过采

取有效的应对策略，旨在降低比赛风险，保障运动员的安全，提高比赛的质量和观赏性，推动皮

划艇激流回旋运动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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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皮划艇激流回旋起源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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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工或天然水流中，驾驶皮划艇按照规定的航线

绕过各种障碍，以最短的时间无碰撞或少碰撞

障碍物通过赛段。其比赛过程充满了刺激与挑

战，但同时也伴随着较高的风险。随着皮划艇

激流回旋运动的不断发展和普及，比赛的规模

和难度逐渐增加，对运动员的安全保障和赛事

的组织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深入研

究皮划艇激流回旋比赛中的风险因素，并制定

科学有效的应对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皮划艇激流回旋比赛概述

2.1 比赛规则与特点

皮划艇激流回旋比赛通常在设有多个顺

水门和逆水门的激流赛道上进行。运动员需要

按照规定的顺序和方向穿越各个水门，触碰水

门或未按规定路线通过都将被罚时。比赛的胜

负取决于运动员完成赛段的时间长短，时间越

短成绩越好。其特点在于水流湍急、障碍物多、

赛道复杂，对运动员的技术、体能、心理素质

等方面都有极高的要求
[1]
。

2.2 比赛发展现状

近年来，皮划艇激流回旋运动在全球范围

内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国际上，各大洲都举办

了高水平的赛事，吸引了众多优秀运动员的参

与。我国皮划艇激流回旋运动虽然起步较晚，

但发展迅速，在国内赛事和国际赛场上都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然而，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

我国在运动员培养、技术水平、赛事组织等方

面仍存在一定的差距
[2]
。

3 皮划艇激流回旋比赛中的风险因素

分析

3.1 自然环境风险因素

3.1.1 水流变化

激流赛道的水流速度、流量和水位会受到

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例如，降雨会导

致河道水位上涨、水流速度加快，增加了比赛

的难度和危险性。水流的不稳定还可能产生漩

涡、暗流等危险区域，运动员一旦误入，很容

易失去对皮划艇的控制，导致翻船等事故。

3.1.2 气象条件

恶劣的天气条件，如暴雨、雷电、大风等，

会对比赛造成严重影响。暴雨会使河道水流更

加湍急，同时降低能见度，影响运动员的视线

和判断。雷电天气则存在触电的危险，威胁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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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的生命安全。大风可能会改变水流的流向

和速度，增加皮划艇操控的难度。

3.1.3 水温与水质

水温过低会导致运动员身体失温，影响其

体能和反应能力，增加受伤的风险。水质不佳，

如含有有害物质或细菌，可能会对运动员的健

康造成危害，引发皮肤疾病、肠胃疾病等
[3]
。

3.2 运动员自身风险因素

3.2.1 技术能力不足

皮划艇激流回旋需要运动员具备精湛的

技术，包括划桨技巧、平衡能力、转向控制等。

如果运动员技术不熟练，在面对复杂的水流和

障碍物时，容易出现操作失误，导致皮划艇偏

离航线、碰撞水门或翻船。例如，在穿越逆水

门时，如果划桨力度和方向掌握不好，就很难

顺利通过。

3.2.2 体能储备不够

比赛过程中，运动员需要持续用力划桨，

以克服水流的阻力，这对体能要求极高。如果

运动员体能储备不足，在比赛后期容易出现疲

劳，导致划桨效率下降、反应迟钝，从而增加

发生危险的可能性。长时间的比赛还可能引发

肌肉拉伤、抽筋等运动损伤。

3.2.3 心理素质欠佳

激流回旋比赛充满了挑战和不确定性，运

动员需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来应对各种压

力。如果运动员心理素质不过关，在比赛中容

易出现紧张、焦虑、恐惧等情绪，影响其技术

水平的发挥。例如，在面对困难的水流或关键

的水门时，可能会因为紧张而出现操作失误。

3.2.4 缺乏比赛经验

缺乏比赛经验的运动员对比赛环境、赛道

特点和比赛规则可能不够熟悉，在比赛中容易

出现判断失误。他们可能无法准确把握比赛节

奏，在关键时刻做出错误的决策，从而增加比

赛风险。

3.3 器材装备风险因素

3.3.1 皮划艇质量问题

皮划艇的质量直接关系到运动员的安全。

如果皮划艇存在制造缺陷，如船体强度不够、

密封性不好等，在比赛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漏

水、破裂等情况，导致运动员落水。此外，皮

划艇的设计不合理，如重心不稳、操控性差等，

也会增加比赛的难度和风险
[4]
。

3.3.2 桨具故障

桨具是运动员划桨的重要工具，如果桨具

出现故障，如桨叶断裂、桨杆弯曲等，将严重

影响运动员的划桨效果，甚至导致无法正常划

行。在激流中，桨具故障可能会使运动员失去

对皮划艇的控制，引发危险。

3.3.3 救生装备不合格

救生装备是保障运动员生命安全的重要

防线。如果救生衣、头盔等救生装备质量不合

格，如浮力不足、防护性能差等，在发生意外

情况时，可能无法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增加

运动员受伤甚至溺水的风险
[5]
。

3.4 赛事组织风险因素

3.4.1 赛道设计与维护不当

赛道的设计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到比赛的

安全性和公平性。如果赛道的水门设置不合

理、障碍物摆放不当或赛道标识不清晰，运动

员在比赛中容易迷失方向或发生碰撞。此外，

赛道的维护不及时，如水门损坏、赛道内有杂

物等，也会增加比赛的风险。

3.4.2 安全保障措施不完善

赛事组织方需要制定完善的安全保障措

施，包括救援人员的配备、救援设备的准备、

应急预案的制定等。如果安全保障措施不到

位，在发生意外情况时，可能无法及时对运动

员进行救援，导致事故后果加重。例如，救援

人员数量不足或救援设备老化，可能会延误救

援时间。

3.4.3 裁判执法失误

裁判的执法水平对比赛的公正性和安全

性也有重要影响。如果裁判在比赛中出现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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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误，如对运动员的犯规行为未能及时准确判

罚，可能会导致比赛秩序混乱，增加运动员之

间的冲突和危险。此外，裁判对比赛规则的解

释不清晰，也可能使运动员产生误解，影响比

赛的正常进行。

3.4.4 医疗保障不足

比赛过程中，运动员可能会出现各种运动

损伤或突发疾病。如果赛事组织方提供的医疗

保障不足，如医疗人员技术水平不高、医疗设

备不完善、急救药品短缺等，可能无法及时对

受伤运动员进行有效的救治，危及运动员的生

命安全。

4 皮划艇激流回旋比赛风险因素的应

对策略

4.1 自然环境风险应对策略

4.1.1 加强环境监测与预警

赛事组织方应与气象、水利等部门建立密

切的合作关系，及时获取水流、气象等方面的

信息。在比赛前，对赛道的水流速度、流量、

水位以及天气情况进行详细监测和评估，并根

据监测结果制定相应的比赛方案。同时，建立

完善的环境预警系统，当出现恶劣天气或水流

异常等情况时，及时向运动员和工作人员发布

预警信息，必要时暂停或取消比赛。

4.1.2 合理选择比赛时间和场地

在安排比赛时间时，应尽量避开降雨频

繁、气象条件不稳定的季节。选择水流条件相

对稳定、水质良好的河道作为比赛场地。在比

赛前，对场地进行充分的勘察和评估，确保赛

道符合比赛要求，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对赛道进

行优化和改善。

4.1.3 为运动员提供适应环境的时间

在比赛前，安排运动员进行适应性的训

练，让他们熟悉比赛场地的水流特点和气象条

件。通过训练，提高运动员对不同环境的适应

能力和应对能力，减少因环境变化带来的风

险。

4.2 运动员自身风险应对策略

4.2.1 加强技术训练

运动员应制定科学合理的训练计划，注重

技术细节的训练。通过反复练习划桨技巧、平

衡能力和转向控制等，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

可以邀请专业的教练进行指导，针对运动员存

在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和纠正。同时，

观看优秀运动员的比赛视频，学习他们的技术

动作和比赛经验。

4.2.2 提高体能储备

进行系统的体能训练，包括有氧运动、力

量训练和柔韧性训练等。通过有氧运动提高心

肺功能，增强耐力；通过力量训练增强肌肉力

量，提高划桨效率；通过柔韧性训练增加关节

活动度，减少运动损伤的发生。合理安排训练

强度和训练量，避免过度训练导致疲劳和受

伤。

4.2.3 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

运动员可以通过心理训练来提高自己的

心理素质，如进行冥想、放松训练、模拟比赛

等。在模拟比赛中，设置各种困难和压力情境，

让运动员学会应对紧张、焦虑等情绪，保持冷

静和自信。此外，运动员还可以通过与教练、

队友的交流和沟通，分享自己的心理感受，获

得支持和鼓励。

4.2.4 积累比赛经验

积极参加各种级别的比赛，积累比赛经

验。在比赛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分析自己

在比赛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并及时进行

改进。通过不断地参加比赛，运动员可以逐渐

熟悉比赛环境和规则，提高自己的比赛能力和

应对风险的能力。

4.3 器材装备风险应对策略

4.3.1 严格把控器材装备质量

运动员和赛事组织方应选择质量可靠、信

誉良好的器材装备供应商。在购买皮划艇、桨

具和救生装备时，要仔细检查产品的质量认证

标志和相关说明，确保其符合安全标准。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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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器材装备进行检查和维护，发现问题及时更

换或修理。

4.3.2 做好器材装备的调试和适应

在比赛前，运动员应对皮划艇和桨具进行

充分的调试，确保其性能良好。根据自己的身

体特点和技术习惯，对皮划艇的座位、脚踏板

等进行调整，使自己在划行过程中更加舒适和

稳定。同时，提前适应新更换的器材装备，避

免在比赛中因不熟悉而出现操作失误。

4.3.3 配备备用器材装备

赛事组织方应要求运动员配备一定数量

的备用器材装备，如备用桨叶、桨杆等。在比

赛过程中，如果器材装备出现故障，可以及时

进行更换，确保比赛能够顺利进行。

4.4 赛事组织风险应对策略

4.4.1 优化赛道设计与维护

邀请专业的赛道设计师对赛道进行科学

合理的设计，确保水门的设置、障碍物的摆放

和赛道标识符合比赛要求和安全标准。在比赛

前，对赛道进行全面的检查和维护，及时修复

损坏的水门，清理赛道内的杂物。在比赛过程

中，安排专人对赛道进行实时监控，发现问题

及时处理。

4.4.2 完善安全保障措施

赛事组织方应配备足够数量和专业水平

的救援人员，包括水上救援人员和岸上救援人

员。配备先进的救援设备，如救生艇、救生圈、

急救箱等，并定期对救援设备进行检查和维

护。制定完善的应急预案，明确在发生意外情

况时的救援流程和责任分工，定期组织救援演

练，提高救援人员的应急处置能力。

4.4.3 提高裁判执法水平

加强对裁判的培训和管理，提高裁判的业

务水平和职业道德素质。组织裁判学习比赛规

则和相关法律法规，确保裁判能够准确、公正

地执法。在比赛前，对裁判进行考核，合格者

方可上岗执法。建立裁判监督机制，对裁判的

执法行为进行监督和评估，对执法失误的裁判

进行严肃处理。

4.4.4 加强医疗保障

赛事组织方应安排专业的医疗团队在比

赛现场待命，医疗人员应具备丰富的急救经验

和处理运动损伤的能力。配备完善的医疗设

备，如除颤仪、担架、急救药品等，确保能够

及时对受伤运动员进行救治。与附近的医院建

立合作关系，开辟绿色通道，以便在需要时能

够快速将重伤员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治疗。

5 结语

皮划艇激流回旋比赛中的风险因素是多

方面的，包括自然环境、运动员自身、器材装

备以及赛事组织等方面。这些风险因素相互交

织，给运动员的安全和比赛的顺利进行带来了

严峻的挑战。然而，通过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

如加强环境监测与预警、提升运动员综合素

质、完善器材装备管理与维护以及优化赛事组

织与管理等，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比赛风

险，保障运动员的安全。在未来的皮划艇激流

回旋运动发展中，赛事组织方、运动员、教练

员以及相关管理部门应高度重视比赛中的风

险问题，不断探索和完善风险应对策略。同时，

加强对运动员的安全教育和培训，提高运动员

的风险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通过各方的共同

努力，为皮划艇激流回旋运动创造一个安全、

公平、有序的比赛环境，推动该项运动的持续

健康发展。此外，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还可

以引入更多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如智能监测系

统、虚拟现实训练技术等，进一步提高比赛的

安全性和运动员的训练水平。相信在各方的共

同努力下，皮划艇激流回旋运动将在保障安全

的前提下，展现出更加精彩的魅力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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