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 1. 香港及四川女性運動員生長高峰速度趨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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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運動選材已成為精英運動戰略發展中的基石，使教練、運動科研人
員和各體育機構能夠系統性地識別並培養具備高運動潛力的青少年
運動員。「選材」是一個複雜且多面向的概念 [1,2,3,4,5,6,7]。在
運動領域，「具天賦的運動員」指的是那些具有運動技能、熱情和
品格 [5,8]，有潛質晉身精英系統訓練並保持高水平表現的青少年
運動員 [9,10]。運動選材是一個通過評估來識別具有潛力在特定運
動中脫穎而出的運動員的過程。這需要通過單獨或結合評估測試運
動員的體型、體能表現、心理特質以及運動專項能力預測未來的表
現 [3,4,5,6,7]。本研究比較了香港﹑四川和新加坡青年運動員的體型
及體能表現，以提供相關資訊予各體育總會及各項目總教練用於選
材參考。研究假設因應每個地區環境因素、訓練方法及社會文化不
同，將會顯著影響運動員的體型和體能表現，從而使三個地區的運
動員之間表現存在顯著差異。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對香港、新加坡和四川的青年運動員進行了橫斷面比較研
究。從 2023年 11月至 2024年 2月，透過香港體育學院、四川奧
林匹克體育學校和新加坡國家青年體育學院收集了 520名運動員
(246名女性和 274名男性）的測試數據（表１）。運動員年齡介
於 13至 15歲，來自 25個不同運動項目，每週平均訓練時間至少
8小時。每名運動員均接受 9項測試，包括身高、體重、坐身高、
擲藥球、手握力、立定跳高、40米短跑、505敏捷性以及 2400米
跑步。生長高峰速度（Peak Height Velocity）利用性別特定公式
(Moore-1）[11]，根據運動員的身高和坐高參數計算預測的。數據
分析是採用單因子方差分析（ANOVA）來檢測香港、四川和新加坡
青少年運動員之間的差異，顯著性水準設置為 p ≤ 0.05。

結果
在 14歲年齡組中，香港男性運動員的身高顯著高於四川和新加坡男
性運動員（p = 0.002）。在 15歲年齡組中，四川男性和女性運動
員的身高均顯著高於其對應的香港和新加坡同齡運動員（男性：p = 
0.009；女性：p = 0.001）（表 2）。四川女性運動員的生長高峰速
度趨勢線在 13歲、14歲和 15歲年齡組中均高於香港女性運動員（圖
1）。四川運動員的 2400米跑步總體成績快於香港運動員，其中 14
歲（p = 0.001）和 15歲（p = 0.000）年齡組的女性運動員以及 15
歲年齡組的男性運動員（p = 0.000）之間的差異顯著（表 3）。在
14歲年齡組中，香港女性運動員的體重顯著高於四川女性運動員（p 
= 0.003）（表 4）。總體而言，香港和新加坡運動員的擲藥球距離
比四川運動員更遠，其中 13歲（p = 0.000）、14歲（p = 0.000）

表 1. 香港、四川和新加坡運動員的分佈

年齡 
男性 女性

13 14 15 13 14 15
香港 30 30 30 30 30 26
四川 29 32 31 31 28 29
新加坡 42 31 19 23 33 16

表 2. 香港、四川和新加坡運動員的身高

年齡 
男性（里米）

（平均值 ± 標準差）
女性（里米）

（平均值 ± 標準差）

13 14 15 13 14 15

香港 164.74 ± 
9.09

172.87 ± 
6.77

174.21 ± 
8.23

158.31 ± 
7.04

161.23 ± 
5.44

161.08 ± 
7.81

四川 159.88 ± 
10.68

165.91 ± 
8.49

175.84 ± 
7.78

161.55 ± 
7.57

162.31 ± 
5.82

166.47 ± 
6.08

新加坡 159.83 ± 
8.57

168.17 ± 
6.56

168.46 ± 
7.92

157.97 ± 
5.74

159.77 ± 
5.39

161.68 ± 
4.09

p數值 > 0.05 0.002 0.009 > 0.05 > 0.05 0.001

表 3. 香港及四川運動員 2400 米跑成績

年齡 
男性（秒）

（平均值 ± 標準差）
女性（秒）

（平均值 ± 標準差）

13 14 15 13 14 15

香港 689.76 ± 
97.29

643.31 ± 
73.70

724.07 ± 
113.24

801.76 ± 
139.36

828.15 ± 
124.07

836.09 ± 
84.16

四川 674.55 ± 
112.80

644.09 ± 
142.67

609.03 ± 
113.70

784.35 ± 
138.81

707.36 ± 
134.02

656.52 ± 
60.53

p數值 > 0.05 > 0.05 < 0.001 > 0.05 0.001 < 0.001

備註：新加坡國家青少年體育學院不提供此項目測試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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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5歲（p = 0.001）年齡組的男性運動員以及 13歲（p = 0.002）
和 14歲（p = 0.000）年齡組的女性運動員之間的差異顯著（表 5）。

討論
2400米跑步測試結果顯示，四川運動員的心肺耐力較佳，且體重較
香港運動員輕。這些結果差異可能與四川運動員每週需進行兩次心
肺耐力訓練，而香港運動員則每週僅進行一次心肺耐力訓練有關。

擲藥球主要測試運動員上肢爆發力 [12]。測試結果顯示，香港和新
加坡運動員的上肢爆發力優於四川運動員。這種差異可能與運動員
所參與的訓練項目特性有關。四川運動員主要接受武術和跳繩訓練，
這些項目更注重心肺耐力和下肢運動；而香港運動員主要接受乒乓
球、羽毛球和賽艇項目，新加坡運動員則主要來自水上運動和籃球
項目。香港和新加坡運動員來自的運動專項對上肢力量要求較高，
這解釋了他們在擲藥球測試中表現優於四川運動員的原因。

在 13至 15歲年齡段，四川女性運動員的生長高峰速度趨勢線
高於香港女性運動員。這可能解釋了為何四川運動員的身高較香
港運動員更高。影響青少年身高的因素包括遺傳、營養、身體活
動、睡眠和環境 [13,14]。四川運動員在體育寄宿學校生活，需

嚴格遵循每日訓練和生活安排。他們嚴格執行睡眠時間表、控
制飲食，以及每天進行專項技能和體能訓練，這些可能對他們
的身體發育有益，並促成了較高的峰值身高增長速度和身高。 

本研究存在以下一些限制：首先，三所機構均同意採用標準化的測
試流程和儀器，以確保數據質素良好。在未來的研究中，可以通過
提前舉辦研討會和測試工作坊，進一步統一各機構的測試流程，從
而提升數據質量。其次大部分測試項目在戶外進行，可能受到環境
因素的影響，因為三所機構的測試地點氣候存在差異。為了盡量減
少環境的影響，建議未來在夏季的清晨或傍晚進行測試，以確保所
有測試地點的環境條件相似。

結論
此研究証明香港、新加坡和四川的青少年運動員在體型和體能表現
方面存在顯著差異。生活方式、訓練計劃以及運動項目等因素均可
能會影響青少年運動員的成長和整體發展，這為未來進一步研究提
供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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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 續 )

表 4. 香港、四川和新加坡運動員的體重

年齡
男性（公斤）

（平均值 ± 標準差）
女性（公斤）

（平均值 ± 標準差）

13 14 15 13 14 15

香港 51.17 ± 
10.06

60.57 ± 
6.41

64.59 ± 
11.01

48.81 ± 
9.01

54.98 ± 
8.25

54.64 ± 
10.56

四川 52.40 ± 
15.11

54.38 ± 
9.85

58.88 ± 
8.34

51.69 ± 
10.81

48.53 ± 
6.05

56.72 ± 
12.58

新加坡 46.71 ± 
7.78

56.66 ± 
9.44

58.78 ± 
14.76

48.89 ± 
7.40

51.24 ± 
5.96

51.54 ± 
9.06

p數值 > 0.05 > 0.05 > 0.05 > 0.05 0.003 > 0.05

表 5. 香港、四川和新加坡運動員擲藥球測試結果

年齡 
男性（里米）

（平均值 ± 標準差）
女性（里米）

（平均值 ± 標準差）

13 14 15 13 14 15

香港 592.21 ± 
135.98

679.26 ± 
98.90

721.74 ± 
119.64

667.64 ± 
125.30

661.01 ± 
123.53

672.76 ± 
132.80

四川 470.00 ± 
116.97

484.06 ± 
101.48

597.42 ± 
133.75

561.29 ± 
129.13

517.14 ± 
117.10

629.38 ± 
136.31

新加坡 591.74 ± 
138.49

720.35 ± 
126.72

722.42 ± 
148.26

649.57 ± 
88.72

711.91 ± 
141.23

725.94 ± 
95.91

p數值 < 0.000 < 0.000 0.001 0.002 < 0.000 > 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