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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训科医一体化”复合型
团队成立之初，也曾遇到过不少阻
力。教练员、运动员、科研人员、医务
保障人员彼此间不了解、不信任的情
况时有发生。教练员长期带训，有着
自己惯用模式，新成员的加入，无疑会
打破这一模式。“刚开始会有一段磨合
期，大家彼此不熟悉，也不敢轻易相
信。”市竞体中心射击射箭运动中心飞
碟领队王琪坦言。

市体育局多次联合三方团队开展
工作研讨会，逐步建立起良好的沟通
协商机制。“经过长期相处和积极沟
通，科研团队和医务保障团队的确给
了我们很多建设性意见，彼此间建立
起信任。现在，我们在赛前备战和训
练期间，会参考他们提供的队员睡眠
检测质量、脑力菩提树报告来制定训
练计划。”

在上海射击射箭运动中心主任陶
璐娜看来，队伍在学青会（公开组）赛
场上大放异彩，收获3金5银1铜，“训

科医一体化”功不可没。“这个机制形
成互补效益，科研人员能够了解我们
一线队伍训练情况，我们也能借助科
研模拟特殊环境训练，提高队员在不
同环境下适应能力和心理调节能力。
这是共赢的结果。”

青训是上海体育整体发展的一个
缩影，这些奋战在学青会赛场的运动
员将在未来扛起上海竞技体育大旗。
在职业生涯起步阶段，“训科医”一体
化介入，树立科学规范的训练，是运动
员、教练员成功的助手，同时也有效地
防止了伤病的产生和发展，让运动员
职业生涯寿命更长。

教练更新科学训练理念
携手团队赛场共创佳绩

揭秘学青会上海代表团“冠军密码”

科医保障团队扮演“幕后英雄”
在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上，上海代表团公开

组的健儿们争金夺银，创造了多项好成绩。这背后离不
开教练员和运动员们数十年如一日的艰苦训练，也离不
开由市体育局牵头科技助力竞技体育的——“训科医一
体化”复合型团队。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一个略显生涩
的词汇，但在体育圈人士看来，“训科医一体化”复合型团
队是现代体育重要标志，也是好成绩背后的密码。

“训科医一体化”复合型团队，即训练、科研、医务为
一体的全方位保障团队。二十年前，上海在全国最早提
出搭建竞技体育复合型团队。在2021年陕西全运会后，
市体育局专门成立“训科医”专委会，形成训练为主体、科
研为支撑、医务为保障的团队运行模式，如今已在上海一
线运动队成为常态化配置。

市体育局对备战首届学青会高度重视，为做好赛事
保障服务，“训科医一体化”复合型团队在赛前备战期间，
入驻各参赛队伍，在学青会比赛期间全程保驾护航，成为
名副其实的“幕后英雄”。

教练员如何做到精细化选才？运
动员在赛前赛后怎样进行心理调整？
赛前备战如何获取海量信息？这些问
题在竞技比赛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在
首届学青会赛场中，上海代表团的两
支公开组（黄浦区、杨浦区）参赛队伍，
得益于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提供的科
研保障和科技支撑，“老大难”问题得
到有效缓解。

“这次学青会我们派出五六支团
队，在主赛区南宁为上海队伍提供保
障。其他赛区也有科研团队随队服
务。”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上海市反
兴奋剂中心）（以下简称“市体科所”）
所长邱俊介绍到。运动员发展具有全
生命周期属性，不光只是训练，科研和
医务的融入能够帮助运动员达到最佳
竞技状态。在她看来，“训科医”一体
化对青少年运动员更具意义，“科研和
医疗在职业生涯初期，教会他们科学
规范的康复和体能方法，这是终身受
益的技能。”

青少年运动员在学习专项技术动
作过程中，会伴随生长发育周期，“每
个阶段应该练什么？怎么练？比例是
什么？这是一套周密细致的计划，需
要借助科研力量，保障在训练过程中
符合生长规律，以此延长运动生命周

期。”针对这一现象，市体科所正在积
极实施“关口前移”举措，在一、二、三
线贯通过程中，提前介入“训科医”一
体化。“我们设立选材育才中心，对教
练员进行培训和科普，将科学方法传
递给一线教练员，帮助他们树立这方
面的意识。”

促进运动员身心健康发展，同样
是市体科所关注的重点项目。在市体
科所竞技体育研究二中心助理研究员
谈晨皓所在的运动生理心理实验室，
承担起这部分重任。在学青会期间他
是击剑队随队保障人员。“在跟队过程
中，我们会监控运动员生理心理训练
指标，通过心理压力、情绪的测试对运
动员进行针对性心理训练。”

为实现“智慧数字化”，体科所还
搭建起大数据管理平台。叶晶龙是公
开组上海黄浦区羽毛球队随队技战术
统计分析人员。据他介绍：“依托局域
网云技术，大数据管理平台满足各运
动项目专项技战术视频的存储、管理、
分析和演示等全方位的科研需求，对
相关运动项目的关键技战术特点进行
个性化分析描述。”

与此同时，“智慧运动EAT-FIT”
等应用小程序，能够在手机端为教练
员提供便捷式数据报告。

科技助力破解备战难题
精细保障助力赛场争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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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晶龙是公
开组上海黄浦区
羽毛球队随队技
战术统计分析人
员

“如果一场比赛只能去两名工作
人员，大多情况下队里会选择教练和
队医随行。”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
中心体育医院（以下简称竞体中心体
育医院）副院长刘刚，用一个例子概括

“队医”在运动队不可替代的地位。作
为“训科医一体化”复合型团队中的一
员，医务保障人员始终扮演者幕后英
雄角色。

为保障上海运动员在学青会参赛
期间拥有良好身体状态，竞体中心体
育医院副院长刘刚率领30多名医务
人员去到广西，担任起保障运动员医
疗健康任务。刘刚透露：“在出发前，
我们专门召开了首届学青会医务保障
会议，根据学青会比赛特点，制定完善
应急处置方案和明确保障工作具体要
求。”

11月8日，学青会（公开组）体操
比赛中，上海杨浦获得体操男子乙组
团体第一名和男子甲组团体第二名的

好成绩。这背后有两位幕后英雄一直
在为队伍保驾护航，她们就是队医黄
杏和郭晓雨。

2000年，黄杏从江苏来到上海读
大学，2008年进入上海市体操运动中
心工作，曾在蹦床队工作多年，作为队
医曾服务过高磊、顾瑞丰等一批优秀
运动。去年开始，她调入体操队，协助
队伍备战2025年全运会。“我们需要
时刻关注运动员伤病情况，体操运动
员长期高强度训练，我们不仅在治疗
方面下功夫，还在预防措施上动脑
筋。这次学青会我们团队带了很多便
携式医疗设备，随时为队员提供保
障。”

在比赛期间，医疗保障团队很少
会有休息时间。体操男子乙组上海杨
浦摘得冠军，颁奖仪式时是黄杏难得
放松时刻。看着孩子们登上最高领奖
台，她说：“这一刻感到所有的付出都
是值得的。”

医疗团队用心保驾护航
当好运动员参赛“稳定器”

科研人员和医疗保障人员在
学青会比赛期间的一天是如何度
过的？这个问题引起了我们的好
奇。叶晶龙是羽毛球队技战术统
计分析人员，在队伍比赛期间，他
一般会到看台最后一排，架起三
脚架和摄像机，拿出笔记本电脑，
记录下每一场比赛队员得失分情
况和技术特征。女子团体半决
赛，上海队打满5场，比赛从上午
一直打到下午 2 点，每一场比赛
结束后，叶晶龙电脑里会生产出
一张可视化的数据分析表格。

当上海女团遗憾止步半决赛
后，他的工作并没有结束。8 日
上午女团决赛，由南京队对阵长
沙队，场馆中又出现他的身影，

“为了了解对手情况，在对手比赛
期间，我需要到现场录制视频做
技术统计，这能帮助我们自己队
员进一步了解对手情况。”女团决
赛结束时已是中午12点，叶晶龙
需要赶回酒店，下午整理出最新
数据，上传到体科所大数据平台，
让教练员实时查看。

黄杏和叶晶龙有着相似的工
作节奏。“最忙的时候是预赛期
间，4支队伍同时比赛，早上6点
到晚上11点，基本上是连轴转的
节奏，我和同事一个盯早场，一个
盯晚场。”黄杏的孩子还在幼儿园
大班，在比赛期间，她只能见缝插
针与宝宝进行视频通话，“我工作
结束他可能已经睡了，我早上出
门他有时候还没有起床。”

叶晶龙、黄杏是众多上海体
育科研医务工作者在学青会上的
缩影，当他们投入工作时会有一
种忘我状态。大巴上是他们难得
的休息时间，我向他们两人问了
同样的问题：“累吗？”竟然得到相
似的答案，“累，并快乐着！”

【记者手记】

累，并快乐着！

刘刚（右一）、黄杏（右二）、郭晓雨（右三）

黄杏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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