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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运动生物力学》的特点在于结合体育院校学生实际，优选体育实例，注重实践能力培养，注重理论
与实践的结合及知识的逻辑性和学科的前沿性，每章均配有内容简介、教学重点、难点和教学要求及
课后习题，为学生自我学习打开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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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苏联学者用模型研究游泳运动员在不同身体姿势下的水阻力。
模型是用薄板装在金属架上制成的，金属架的关节部位由一组组环节联合构成活动关节，模型的形状
和比例相当于某一中等身材的女游泳运动员。
用这种模型与牵引处于滑行状态中游泳运动员取得的结果相比较，证实模型具有代表性。
 研究结果表明不同身体姿势在2m·s—1的流速下所受的阻力及相对流线形姿势下阻力增长的百分比是
不同的。
流线形姿势的阻力最小，这是众所周知的。
保持身体成平直的俯卧姿势对减少阻力有很重要的影响，应该成为游泳运动员选材的一个重要指标，
并成为游泳运动员打腿技术水平的一个衡量指标；蛙泳运动员在收腿的不同时刻其阻力是不同的，这
种不同状态的阻力研究结果会对技术动作的调整提供一些启示。
 2.水阻力的成分 人体在水中运动时的总阻力计算与空气阻力的计算公式（5.2—2）相同，不过其中水
的密度p在标准情况下为1000kg·m—3，迎面阻力系数Cd也与空气不同。
人体在水中位移时，其总阻力一般是由摩擦阻力、形状阻力、兴波阻力和碎波阻力等组合而成。
 （1）摩擦阻力 由于水具有黏滞性，运动员游进时，紧贴皮肤有一薄层水随运动员的皮肤前进，因而
形成边界层，产生切应力，即摩擦力。
这种力在运动方向的投影称为摩擦阻力，或称为表面阻力。
摩擦阻力主要取决于运动物体的速度、浸水面积和表面的粗糙程度等，运动员所穿游泳衣裤的质料也
会直接影响摩擦阻力。
 人体皮肤是光滑带油质而且有弹性的生物体，至今未见有关这类物体摩擦阻力系数的资料，而且在游
泳过程中由于身体浮沉不定，使浸水面积不稳定。
根据流体力学中的光滑平板摩阻系数的方法进行计算，证明摩擦阻力在游泳的总阻力中只占小部分，
而且随着游进速度的提高，它所占的比例相对减小（表5.2—3）。
对运动员的实测数据说明，游进速度大于1m.s—1时，摩擦阻力不超过总阻力的15％。
 （2）形状阻力（压差阻力） 它也是由于水的黏滞性原因、运动员游进时使其背部和身后产生涡旋和
伴流、使人体消耗一定的能量而形成阻力。
它与运动员的体型、姿势及游进速度有关，故称形状阻力。
因为它是运动物体前后的压强差所致，也称为压差阻力，是游泳时阻力的主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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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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