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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篮球项目具有团体性，在比赛中双方之间争分夺秒的过程充满了激烈性、对抗性、团结性等魅力，从而在广大的人民心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作为一种基本战术，2—3区域联防具有灵活性、针对性、综合性、攻击性较强以及防守区域扩大等优点，被广泛地应用在篮球比赛战术中。篮球比赛

中2—3区域联防防守战术是众多防守战术的基础，是防守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

研究通过阅读相关文献，通过对资料进行分析与筛选，从而对篮球比赛中运用的2—3区域联防防守战术进行全面地了解分析。通过结合大运会近两届

比赛的实例，来分析在比赛中，采用2—3区域联防的相应背景与战术作用，从而，完成对篮球2—3区域联防在比赛中的作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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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研究背景

大学生篮球比赛中，防守战术的顺利实施成为取得胜利

的关键 [1]。由于篮球的团体性，使得防守中简单的单人盯防

已经不能够达到阻止对方得分的目的 [2]。因此，具有团体性

的联防战术成为篮球比赛中被广泛使用的防守战术 [3]。作为 -

种最基本的战术，2-3 区域联防可以适应绝大多数的比赛防

守任务，并且能够坚固地防守反击，在扩大的防守区域中通

过积极防守，达到对对方进攻的最大阻挠，从而达到防守目

的 [4]。

在近两届河南大学生运动会篮球比赛中，这种区域联防

的使用较多，并且创造出不少经典战役，展现了丰富的防守

战术应用案例，本文就将借助大学生篮球比赛中的防守战术

案例，对 2-3 区域联防进行全面的分析概述。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是河南省大运会近两年篮球比赛的

参赛队伍防守状况，以及其采用 2-3 区域联防战术的防守统

计数据。

2.2 研究方法

文献资料法。即查阅相关期刊文献从而对研究内容有所

认识了解。

逻辑分析法。通过比对参赛数据的统计，得出 2-3 区域

联防战术效果分析结果。

数据统计法。对河南省大运会篮球比赛防守数据进行统

计。

3 结果与分析

3.1 2-3 区域联防战术分析：以河南大运会近两届篮球比赛为例

3.1.1 2-3 区域联防战术数据统计分析

通过对河南省大学生运动会的篮球比赛数据进行统计，

采用 2—3区域联防战术与其他防守战术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

从而分析，在防守中，2—3 区域联防战术的运用时间、次数

所占比例，以及运用 2—3区域联防战术时抢断比例，从而表

现出 2—3区域联防战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主要从以下几点

数据进行分析。

（1）防守战术时间次数统计，见表 1。

表1 防守战术运用时间、次数统计

球队 场数
（次）

半场盯人 3-2联防 2-3联防 全场盯人 全场紧逼

次数 时间
（秒）

次
数
时间
（秒）次数

时间
（秒） 次数 时间

（秒） 次数
时间
（秒）

郑州大学 5 125 1606 0 0 191 2895 21 251 16 80

河南大学 7 185 2614 40 400 73 950 104 1913 35 202

河南科技大学 7 318 4432 0 0 65 875 18 248 24 141

河南农业大学 7 177 2847 26 329 44 597 114 2060 29 130

河南工业大学 7 192 1772 43 552 238 3600 18 321 42 272

洛阳理工学院 7 178 2410 53 664 178 2609 47 775 31 201

郑州轻工业学院 7 223 3042 61 796 175 2503 52 691 49 259

河南工程大学 5 121 1519 24 338 188 2901 21 334 34 225

平均 27.13 361.5 4.411 54.98 20.57 302.3 7.054 117.7 4.643 26.96

所占比例 42.5% 41.9% 6.9% 6.4% 32.2% 35.0% 11.1% 13.6% 7.3% 3.1%

表中显示，2-3区域联防战术的运用时间平均为302.3秒，

仅比半场人盯人防守战术的 361.5 秒较少，为所选研究球队

的第二使用防守战术。

（2）2-3 区域联防时抢断数据统计，见表 2。

表 2 2-3 区域联防抢断数据统计

球队 场数 总抢
断

每场平
均抢断

2-3 联防
总抢断

2-3 区域
联防平均

比例

郑州大学 5 79 15.80 49 9.80 62.03%
河南大学 7 51 7.29 32 4.57 62.75%

河南科技大学 7 59 8.43 40 5.71 67.80%
河南农业大学 7 62 8.86 36 5.14 58.06%
河南工业大学 7 95 13.57 48 6.86 50.53%
洛阳理工学院 7 80 11.43 11 1.57 13.75%
郑州轻工业学院 7 80 11.43 20 2.86 25.00%
河南工程大学 5 53 10.60 11 2.20 20.75%

通过上面数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运用 2-3 区域联防

后，有一半以上的球队的抢断能力获得了提升。抢断占总防

守战术的 50% 以上。而另一方面，有部分球队的抢断占到

20%以上，所以，由此表明 2-3 区域联防是一种有效的防守

策略。

（3）2-3区域联防战术后场篮板球数据统计分析，见表3。

表3  2-3 区域联防后场篮板球统计

球队 场
数

后场篮板
球总次数

场均后场
篮板球次数

2-3 联防
总篮板

2-3 区域
联防场均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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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 5 129 25.80 79 15.80 61.24%
河南大学 7 159 22.71 84 12.00 52.83%

河南科技大学 7 115 16.43 73 10.43 63.48%
河南农业大学 7 194 27.71 80 11.43 41.24%
河南工业大学 7 182 26.00 82 11.71 45.05%
洛阳理工学院 7 177 25.29 28 4.00 15.82%
郑州轻工业学院 7 192 27.43 41 5.86 21.35%
河南工程大学 5 178 35.60 29 5.80 16.29%

上表显示河南省大运会球队在运用 2-3 联防时后场篮板

情况。其中，5支球队的2-3联防篮板球比例超过40%，其中，

郑州大学、河南科技大学、河南大学这三所学校的后场篮板

超过 50%是采用 2-3 区域联防得到的，这也说明，2-3 联防

战术在后场防守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3.1.2 2—3区域联防战术运用的关键环节

第一个环节，当高大中锋上场时可用 2—3 区域联防战术
[5]。通常队中的高大中锋常常是球队防守上移动速度较慢的一

个环节。因此，为了弥补防守上的短板，球队往往通过 2-3

区域联防来保护内线，防止对方对内线发起不断地冲击。

第二个环节，内线薄弱时可用 2—3 区域联防战术 [6]。我

们在观看近两届河南大学生运动会的数据统计时发现，当球

队内线较为薄弱时，常常通过采用 2-3 联防来实现内线防守

的加强，不仅能够通过人数来弥补内线防守的漏洞，也能弥

补个人防守能力较低导致的防守疏漏。

第三个环节，当防守的进攻方配合较差时可用 2—3 区域

联防战术 [7]。例如河南大运会中郑州轻工学院球队配合较差，

大量采用个人突破得分，而河南科技大学在与郑州轻工学院

比赛时，采用 2-3 联防形成对突破球员的夹击防守，从而限

制其进攻能力，使得比分不断被拉开。因此，面对这样的球

队时，采用 2-3 区域联防能够达到较大的防守效果。

第四个环节，当进攻方进攻松懈时可用 2—3 区域联防战

术 [8]。当进攻球员由于进攻能力降低，防守方通过采用 2-3

联防可以有效地干扰进攻方的进攻，从而达到防守的目的。

第五个环节，当进攻方个人技术较差时可用 2—3 区域联

防战术 [9]。由于进攻球员的个人能力有限，使得其进攻时能

够受到较多的防守干扰，从而降低其进攻能力，以达到防守

的目的。

3.2 2—3区域联防战术的运用效果分析

通过前面对河南大学生运动会篮球比赛的全面分析，从

而对比赛中，球队采用的 2-3 域联防战术的运用的关键环节

有所把握，以及球队相关数据统计分析。本节将针对 2—3区

域联防战术的运用效果进行分析，从而得到如下 2—3区域联

防战术的运用效果特点。

3.2.1 2—3区域联防战术的集体性效果分析

在对近两届河南大学生运动会的比赛数据进行回顾时，

我们发现在比赛中，单人的防守能力是球队 2-3 区域联防防

守战术实施的基础因素。通过对相关教练的访谈中，可以明

确的是 2-3 区域联防战术有着高度的集体性。其战术的实施

往往是伴随着球队整体的战术执行。在与篮球专家、教练交

流时，经常听到一些形容 2-3 区域联防防守战术集体性的口

语化用词，如“牵线防守”“对球防守”“扩防与回收”等等，

这是在2-3区域联防防守战术训练与比赛中总结出来的词语，

是对 2-3 区域联防防守战术集体性的高度总结。

在近两届的比赛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河南科技大学、

郑州大学等集体性较强的队伍，可以通过队友发出的语言信

号和自身的快速移动，重新确立防守阵型，确保防守体系松

紧适度，保持防守态势的稳定，同时对进攻方施加更强的防

守压迫感，促使其失误或降低其进攻效果。特别是对区域内

无球进攻队员的防守时，防守队员要了解选择防守缺陷，准

备进行补防、协防、换防，采取正确、合理的防守位置移动，

进行阵型变化、区域内防守配合和整体防守配合。

3.2.2 2—3区域联防战术的攻击性效果分析

在对河南大学生运动会近年比赛进行分析，发现在 2-3

区域联防时，每 4.5 次防守就能成功断球一次，而每 2.4 次放

手就能得到一个后场篮板球。这体现了 2-3 联防在比赛中具

有极强的进攻性。在另一方面，通过 2-3 联防的高压紧逼，

可以在获得球权后通过组织快速反击而迅速得分，这也能够

体现出 2-3 联防在比赛中的攻击性效果。

在比赛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球队在集体抢断上有着

较多的表现，这是由于，2-3 联防战术中，通过积极的集体

防御，可以实现夹击战术，从而在底线实现大小夹击，从而

通过灵活的补位偷袭，达到抢断的效果，这也体现了 2-3 联

防中的攻击效果。

3.2.3 2—3区域联防战术的针对性效果分析

在对几支球队的比赛分析中，可以清楚地发现每支球队

具有的技术特点。在 2-3 区域联防上也有着较大的具体战术

变化。在比赛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队伍的主要得分手在一

点连续进攻得手时，往往会采用 2-3 区域联防，对该点的防

守进行加强，打乱对方进攻人员的进攻节奏，从而有针对性

地提高防守能力。

3.2.4 2—3区域联防战术的破坏性效果分析

施行2-3联防战术的球队往往采用的是积极的防守策略。

这就使得他们在防守上通过更多的夹击抢断来实现与多人紧

逼抢断球是破坏性在比赛中的应用效果，队员的防守意识直

接显现了破坏性的存在。其中夹击形式的抢断球占总抢断球

数的 55.9%，多人紧逼抢断球占总抢断球数量的 23.2%。防守

队员运用 2-3 区域联防防守战术时，在强侧区域的防守队员

要时刻注意区域内的进攻队员，持球与无球的进攻队员都要

实施紧逼防守，在弱侧区域的防守队员要时刻注意强侧区域

内进攻队员的进攻路线和自己区域内无球进攻队员的跑动路

线与接球路线，防守队员要“人、球、区”兼顾，对可能出

现的防守漏洞进行预判，准备帮助强侧防守队员进行补防、

换防，同时要运用“堵、卡”等技术对无球队员的进攻实施

破坏，防止弱侧无球进攻队员的偷袭，并预判球向弱侧转移

时的路线，伺机实施抢断。

3.2.5 2—3区域联防战术的衔接性效果分析

2-3 区域防守由于采用了两线防守阵型，所以在两个防

守区域的叠加管理区域上往往会出现防守漏洞。在现代 2-3

联防战术安排中，通过采用协防、补防、换防等防守配合的

同时，防守球员的阵型落位也应随之产生相应的变化。瞬间

的阵型变化不仅仅可以弥补 2-3 区域联防战术的不足，甚至

可以让进攻球员的进攻战术无法进行或提前结束，而衔接性

在这里体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2-3 区域联防战术的 2-3 阵

型落位只是排兵布阵的开始，随着进攻人的不断变化，防守

人也会在衔接中不断地变化防守阵型。特别要强调的是，防

守意识在防守衔接性中显得尤为重要，要求防（下转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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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可能无法准确地测量运动员的身体姿态和动作，这可能

会影响数据的准确性和可信度。最后，训练效果需要进一步

验证和研究，以便确认虚拟现实技术在实践中的实用性和可

行性。因此，虚拟现实技术在体育训练中的应用还需要进一

步的研究和探索，以提高训练效果和实用性。这需要在硬件

和软件方面不断创新和改进，同时也需要将虚拟现实技术与

传统体育训练相结合，发挥各自的优势，以实现最佳的训练

效果。

2. 发展趋势和未来展望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创新，虚拟现实技术在体育训练

中的应用也会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和发展方向。首先，随着

虚拟现实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虚拟现实技术将会更加普及

和便捷，体育训练中的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也将会更加广泛 [5]。

例如，未来虚拟现实技术的硬件设备将会更加轻便、方便携

带，训练场地的要求也将会更加低，从而能够使更多的体育

爱好者和运动员享受到虚拟现实技术带来的训练体验。其次，

虚拟现实技术将会和其他相关技术进行深度融合，例如人工

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从而构建出更加智能化、个性化

的体育训练系统。这些系统将能够根据运动员的个人特点和

训练需求，提供更加精准、有效的训练方案和技术指导。同时，

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范围也将会不断扩大，涉及更多的体育

项目和场景，例如高尔夫、拳击、游泳等。这将为不同类型

的运动员提供更加全面、多样化的训练体验，从而提高整体

的训练质量和效果。最后，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也将会促进

体育产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升级，从而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

和市场潜力。未来，虚拟现实技术将会与体育产业链中的各

个环节进行深度融合，从训练、比赛、观赛到娱乐、文化等

多个领域都将涉及到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综上所述，计算

机虚拟现实技术在体育训练中的应用将会有更加广泛的发展

前景和潜力，同时也需要克服一些技术和应用上的局限性，

不断进行创新和改进，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体育训练和运动员

的发展需求。

结束语
本文对计算机虚拟现实技术在体育训练中的应用进行了

探讨。传统的体育训练方式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训练效果

难以保证、训练过程单调乏味等。而计算机虚拟现实技术的

出现为这些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本文阐述了计算机

虚拟现实技术在体育训练中的优势，如可以模拟真实的运动

场景、进行动作分析和优化、提高训练效果等，并结合了篮

球和足球等不同体育项目的实例进行了具体说明。虚拟现实

技术在体育训练中的应用可以使训练更为真实、科学、高效。

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可以模拟各种复杂的运动场景，使得运动

员可以在虚拟环境下进行训练，提高了训练的真实性。此外，

虚拟现实技术可以进行运动动作的分析和优化，帮助运动员

更好地掌握运动技巧和规律。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运动员可

以在更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多的训练量，训练效果也会更为显

著。同时，虚拟现实技术还可以帮助运动员更好地调整心理

状态，提高比赛的心理素质。虚拟现实技术在体育训练中的

应用还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成本高、技术难度大、使用限

制等问题。但是，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这些问题将逐渐得

到解决。虚拟现实技术在未来的应用中还有着巨大的潜力和

发展前景，将成为体育训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综上所述，

计算机虚拟现实技术在体育训练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和发

展前景，可以为运动员提供更为高效、便捷、科学的训练手段。

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对计算机虚拟现实技术在体育训练中的

应用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推动虚拟现实技术在体育训练

中的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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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85页）守球员在防守过程中对阵型变化的判断、阵型
变化后的防守、阵型变化针对的目的与变化时机等情况都要

瞬间做出选择。

3.2.6 2—3区域联防战术的诱导性效果分析

在河南大运会篮球比赛中，不仅仅体现了高强度的身体

对抗，也体现出了比赛球队在战术安排上的比拼。2-3 区域

联防防守战术的诱导性特点尤为突出地体现了篮球场上智慧

较量。诱导性在2-3区域联防防守战术特性中占有重要地位，

他可以诱使进攻球员按照防守球员为其“量身订做”的路线、

手段、时机采取进攻，最后陷入防守方设置的陷阱，导致进

攻失败。研究结果表明，西南赛区的八支参赛队伍运用 2-3

区域联防防守战术时均可体现诱导性，能够诱使持球人进入

夹击区域，数据显示平均4. 6次防守可以造成一次成功抢断。

4 结论
结合河南大运会近年的比赛记录，对 2-3 区域联防防守

战术进行了详尽的剖析。可以清楚地看到，2-3 区域联防战

术是河南大运会篮球比赛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在实际比赛

中有着较强的阵容综合化与多样化的发展规律。但是，我省

各高校球队在对战术的运用效果上反应较为一般。在新型2-3

联防的轮换转位配合上，有些球队掌握并不好，常常出现防

守停滞造成进攻方把握防守漏洞实现得分。

因此，通过本研究，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以提高高校

篮球防御能力的提升。首先是要加强篮球教练员的理论素养，

提高篮球运动员的理论素养，从而提高战术运用效果。其次，

在防守战术上要有所侧重，要通过结合轮换转位提高球队的

配合以实现放手的衔接性。最后，教练员应当积极学习新的

战术方法，不断地根据比赛实况和数据对相关的战术纰漏进

行修补，从而提高我国篮球运动的整体防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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