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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田径年鉴2004》包括了：中日室内田径对抗赛（天津站）、国际室内田径赛（法国列文）、国
际室内撑竿跳高赛（日本香川）、国际室内撑竿跳高赛（日本丰田）、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意大利
）、亚洲青年田径锦标赛（马来西亚怡保）、世界越野锦标赛（比利时布鲁塞尔）、亚洲越野锦标赛
（印度）、国际田联大奖赛（日本大阪）、国际田联超级大奖赛（英国盖茨海德）、国际田联超级大
奖赛（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国际邀请赛（希腊）、国际田联黄金联赛（意大利罗马）、国际田联超
级大奖赛（希腊）、国际田联超级大奖赛（意大利帕多瓦）、国际全能挑战赛（法国阿莱斯）、亚洲
田径大奖赛（泰国宋卡）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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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综合  一、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段世杰田径项目奥运会总结大会讲话  二、2004年田径外事大事
记  三、中国田径队参加第28届奥运会工作总结  四、约翰逊讲习班总结  五、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
理中心简报第二编 赛事  一、2004年度国际比赛成绩    1、第二十八届奥运会（希腊雅典）    2、第二十
一届世界杯竞走赛（德国南堡）    3、国际田联竞走挑战赛（中国江苏昆山）    4、第十届世界室内田
径锦标赛（匈牙利布达佩斯）    5、第一届亚洲室内田径锦标赛（伊朗德黑兰）    6、中日室内田径对
抗赛（横滨站）    7、中日室内田径对抗赛（天津站）    8、国际室内田径赛（法国列文）    9、国际室
内田撑竿跳高赛（日本香川）    10、国际室内撑竿跳高赛（日本丰田）    11、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
意大利）    12、亚洲青年田径锦标赛（马来西亚怡呆）    13、世界越野锦标赛（比利时布鲁赛尔）    14
、亚洲越野锦标赛（印度）    15、国际田联大奖赛（日本大阪）    16、国际田联超级大奖赛（英国盖
茨海德）    17、国际田联超级大奖赛（克罗地亚萨格勒布）    18、国际邀请赛（希腊）    19、国际田联
黄金联赛（意大利罗马）    20、国际田联超级大奖赛（希腊）    21、国际田联超级大奖赛（意大利帕
多瓦）    22、国际全能挑战赛（法国阿莱斯）    23、亚洲田径大奖赛（泰国宋卡）    24、亚洲田径大奖
赛（斯里兰卡科伦坡）    25、亚洲田径大奖赛（菲律宾马尼拉）    26、日本春季巡回赛（日本广岛）   
27、日本春季巡回赛（日本静岗）    28、日本春季巡回赛（日本水户）    29、全明星赛（日本横滨）   
30、全明星赛（新加坡）    31、第66届新加坡田径公开赛（新加坡）    32、横滨国际女子公路接力赛（
日本横滨）    33、北京国际女子公路接力赛（中国北京）    34、千叶国际公路接力赛（日本千叶）    35
、厦门国际马拉松赛（中国厦门）    36、北京国际马拉松赛（中国北京）    37、大连国际马拉松赛（
中国大连）    38、上海国际马拉松赛（中国上海）    39、世界半程马拉松锦标赛（印度）    40、亚洲马
拉松锦标赛（韩国汉城）    41、别府国际马拉松赛（日本别府）    42、香港国际马拉松赛（中国香港
）    43、汉城国际马拉松赛（韩国汉城）    44、平壤国际马拉松赛（进鲜平壤）    45、伦敦国际马拉松
赛（英国伦敦）    46、东京国际马拉松赛（日本东京）    47、澳门国际马拉松赛（中国澳门）    48、新
加坡国际马拉松赛（新加坡）    49、第十三届亚洲老将田径锦标赛  二、2004年度国内比赛成绩（各场
比赛前8名）第三篇 2004年各项中国田径成绩排名第四篇 2004年世界、亚洲、中国纪录第五篇 中国田
径运动员教练员第六篇 其他

Page 3



《中国田径年鉴。2004》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高原训练是全世界耐力性长距离项目共同认可和采用的训练方法。王德显教练每年结
合重要赛事都要进行2-3次、每次三周左右时间的高原训练，其主要任务就是在发展基础能力任务达到
一定程度后，利用高原海拔高、缺氧的困难条件，高质量地进行强化专项能力的训练。这既是一般基
础能力向专项能力的转化，也是重要赛事前的准备。由于目的明确、要求严格、训练质量高，
在2002-2004年三年间，都取得了较理想的效果。高原训练的艰苦程度非常人所能承受和想像，曾有数
名运动员因经受不了这种磨练而退出了竞争的队伍，邢慧娜也是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从不理解不
适应逐渐挺了过来。在备战奥运会最后阶段的高原训练中，邢慧娜从短到长各种距离跑的能力都明显
提高。在下山后立即进行的场地训练中，4000米跑达到11分35秒00，这个成绩已使她具有在奥运会上
与最强对手竞争的实力。正确战术的运用长跑项目的比赛不同于其他任何项目，临场不确定因素最多
，水平相当的选手战术运用是否恰当往往决定了最后的胜负。本届比赛5000米项目是邢慧娜的强项，
意在夺取奖牌，但由于战术考虑和安排上存在一定问题。我们没有想到枪响后所有运动员都跑得那样
慢（400米88秒，正常情况下应在70-72秒），第一个1000米竟然跑了3分12秒26，虽然孙迎杰和邢慧娜
按照预定部署，先后出头领跑，使第二个：1000米的成绩达到2分53秒31，第三个1000米的成绩达到2
分46秒66，但由于分段（每1000米）强度起落太大，变速跑法造成体力消耗过大而且破坏了应有的节
奏，不仅没有拖垮对手，反而冲垮了自己。在100130米比赛中，根据5000米比赛中的体会和教训，明
确制订了跟跑的战术，让邢慧娜始终坚持跟住第一集团寻求战机，为预防再次出现前程均不快跑现象
，孙迎杰主动在第一集团“搅和”了较长一段距离，使全程节奏除第一个1000米3分16秒02外，2000
－4000米段落的每一个1000米都保持在3分01秒87一分05秒80之间，这样就拉开了多数选手，给邢慧娜
创造了有利的跟跑条件。后5000多米邢慧娜无人助战，全凭自己练就的实力和坚强的意志跟跑，为了
扩大领先优势，黑人集团提高了跑速，后5000米的每一个1000米强度都比前5000米快，最后一个1000米
竟然达到2分49秒57（比5000米决赛最后1000米陕8秒左右），后5000米的总成绩也高达14：49.80，不仅
比前5000米陕了44秒76，而且与5000米决赛冠军的成绩仅差4秒左右！由于战术运用正确，前慢后快，
比较平均的节奏非常适合邢慧娜当前的状况，所以在比赛中她甚至没有感觉特别吃力，没有感觉到是
在参加奥运会决赛，她凭训练实力也凭一种轻松的心态一直跟了下来，并在最后的直道上迈开大步超
过对手率先冲过终点。邢慧娜的典型战例从正反两方面给了我们借鉴，在战术选择和运用中必须知己
知彼，从最有利于发挥自己特长和水平的角度出发，才能够在复杂的战局中保持主动，争取最佳效果
。三、清醒的面对形势、冷静的找准差距、认真的解决问题雅典奥运会圆满结束了。中国体育代表团
向祖国和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由于田径项目获得两枚金牌，我们不仅受到总局领导和体育界
同志们的肯定，而且第一次如此深切地感受到奥运赛场上田径项目夺冠对振奋民族精神、鼓舞人民士
气所带来的巨大力量和影响。在党和人民的信任与期望面前，我们倍感光荣倍受鼓舞；面对2008年北
京奥运会，我们深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雅典奥运会的结束，就意味着一切从零开始。清醒的面对
形势、冷静的找准差距，认真的解决问题——这就是我们备战2008年北京奥运会工作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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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田径年鉴2004》是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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