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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中華男子足球代表隊 2023 亞洲盃足球資格賽主場與客場跑動

表現與傳球技術表現。分析對象為中華隊與對手印尼隊主場與客場賽事表現，兩場賽

事皆於泰國武里南府武里南體育場舉行，比賽內容以三臺攜帶式攝影機拍攝。分析方

法採用 Track160 人工智慧自動追蹤系統分析球員個人與團隊跑動表現以及傳球技術表

現。統計方法採用變異係數來檢視球員之間的差異程度。並採用 Cohen’s d 效果量比

較兩隊之間的差異。比賽結果印尼隊分別在第一場與第二場比賽以 2 比 1 與 3 比 0 獲

勝。在跑動表現方面，中華隊球員在速度 21 ~ 25 km• h-1 跑動距離與反覆衝刺次數表

現兩場比賽皆劣於印尼隊。傳球技術表現方面，中華隊兩場比賽個人傳球成功次數、

個人總傳球次數皆劣於印尼隊，兩隊差異程度為中效果量至大效果量 ( 效果量 -0.59 ~ 
-1.30 )。在團隊表現方面，中華隊兩場賽事在傳球成功數、總次數、進入罰球區次數

皆劣於印尼隊。整體而論，中華隊在速度 21 ~ 25 km• h-1 跑動距離、反覆衝刺次數、

個人傳球成功次數、個人總傳球次數、團隊傳球成功數、團隊傳球總次數、團隊傳球

進入罰球區次數皆劣於印尼隊表現。本研究結論為，中華男子代表隊球員必須加強 21 
~ 25 km• h-1 高速奔跑與反覆衝刺的體能表現。此外，中華隊球員在個人與團隊的傳球

成功次數與傳球總次數與印尼隊有明顯的差距，顯示我方球員在比賽中傳球判斷選擇

與隊友支援行動有必要加強。這些表現結果為影響比賽勝負的關鍵要素。

關鍵詞：自動追蹤系統、跑動距離、傳球表現、足球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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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國際足球總會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 FIFA) 將球員表現 
分析工作視為技術發展重要的一環，也認

為是高水平競賽中獲勝的關鍵之處。許多

頂尖球隊，教練團隊運用適當的運動表現

分析工具後，將競賽對手的比賽行動以及

優點與缺點充分的掌控，藉由知彼知己百 
戰百勝的原則，獲取自己與他人的對戰資

訊，深度評估，擬定適當的作戰策略。在足 
球運動中，球員比賽中的跑動數據與踢球

表現分析已廣泛運用在男子足球 (Bangsbo, 
Norregaard, & Thorsø, 1991; Liu, Gómez, 
Gonçalves, & Sampaio, 2016; Nobari et al., 
2022; Parim, Güneş, Büyüklü, & Yıldız, 
2021; Reilly, 1997)、女子足球 (Baptista et  
al., 2022; Krustrup, Mohr, Ellingsgaard, &  
Bangsbo, 2005; Lyons, Conlon, Perejmibida,  
Chivers, & Joyce, 2021)、青年足球 (Palucci  
Vieira, Carling, Barbieri, Aquino, & Santiago,  
2019; Rowat, Fenner, & Unnithan, 2017)。

回顧足球技術與戰術表現相關的研

究，國內學者以影片人工定位 ( 林澤民，

2009；陳政雄、蕭永福，2004；趙榮瑞，

1994；趙榮瑞、呂桂花、李昆霖、黃文祥， 
1999) 或技術報告 ( 黃子榮、梁建偉，2016) 
分析足球表現為主。然而，這些分析方法

存在人為誤差的潛在因素，所分析數據在

信度與效度上較為不足。而精準分析工具

方面，國內學者曾採用電腦標記法，將比

賽影像以數位化轉換後，再依照設定的區

域與戰術方向，獲取客觀數據，隨後再進

行統計分析。舉列來說，劉祥興、駱明瑤

與張生平 (2007) 使用 Silicon Coach 2D 動
作分析系統，以標誌法分析 2006 年德國世

界盃足球賽 16 強角球戰術的行動。此外，

曾瑞成 (2009) 亦使用電腦標記的分析方

法，分析 2006 ~ 2007 年曼徹斯特聯足球俱

樂部於英格蘭超級聯賽 38 場賽事中的技術

表現數據 ( 如射門射向目標、傳球次數、犯

規次數等 )。

近年來，透過人工智慧的機器分析系

統也開始廣泛地運用在運動表現分析，以

自動追蹤球員骨骼標誌點與足球位置的方

式，透過演算法的計算，記錄球員場上的個

人表現與球場活動狀況，並以大數據的資

料整合，透過相關的參數來計算個人與團

隊表現 (Clemente, Sequeiros, Correia, Silva,  
& Martins, 2018)。近期，光學追蹤分析技術

已開始使用在高水平足球員體能與技術表現

分析上 (Ellens, Hodges, McCullagh, Malone,  
& Varley, 2022)。Linke, Link, and Lames (2020)  
於德國杜塞爾多夫球場比較 TRACAB® 與

VICON 二種分析工具分析在 5 對 5 小型比

賽球員肢段與重心追蹤資料的差異，結果

發現二種測量在效果量的檢定皆為微小或

小分類等級，代表在人體活動測量上二種

工具一致性。TRACAB 全自動追蹤技術也

用來分析 2018 俄羅斯世界盃球隊在比賽

時所呈現球員─球─球門同步角度的隊形

變化 (Carrilho et al., 2020)。而國內文獻部

分，林昭安 (2020) 使用 Videobsever 軟體

分析 2019 年亞洲盃足球資格賽中華隊前兩

場主場與客場比賽，以人工智慧演算的標

誌法，有效地分析中華隊男子足球員射門、

傳球、防守、定位球等技術與戰術表現。

但該篇論文只描述中華隊球員比賽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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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對手的移動狀況、技術與戰術表現等相

關結果無從比較。因此，單就自己隊伍的

表現數據而言，實難探討影響比賽結果的

因素與勝負之間的因果關係。

中華男子足球在世界激烈的競爭之下，

長久處於低迷或一蹶不振的狀況。近年在

教育部體育署男子前進世界百大發展計畫與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的技術發展支持下，由日

本與英格蘭教練優化競爭能力，歷經 2 年

的努力，在 2018 年 4 月的國際足總男子排

名，從 188 名一路上升至 121 名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 [FIFA], 

2022)，為歷史高位。顯示，我國球員在適

當的專業訓練之下具競爭實力。然而，最

近三年我國男子足球隊在國際賽成績一勝難

求，造成國內民眾對我國足球的支持氣氛低

迷。反觀，印尼隊近十年國際足總男子排名

介於 142 名至 179 名之間 (FIFA, 2022)，近

年國際賽成績與我國相似，雙方目前實力在

伯仲之間。然而，最近賽事結果中華男子兩

場皆墨，並且印尼隊兩場賽事皆主導比賽內

容，有必要深入探討我國男子足球代表隊訓

練成效與比賽中表現不佳的原因。

因此，本研究採用 2019 年獲得國際

足球總會 Quality 認證的 Track160 人工智

慧機器分析軟體，以最先進的運動科技，

來探討中華男子足球代表隊 2023 亞洲盃足

球資格賽主場與客場兩場賽事的跑動表現

與個人與團隊傳球技術表現。本研究主要

目的在分析中華隊於 2023 亞洲盃足球資格

賽主場與客場兩場賽事的體能表現與傳球

技術表現。同時，比較競賽對手印尼隊的

表現數據。透過大數據分析，從球員在比

賽中的跑動表現與傳球技術特徵，來比較

兩場賽事狀況，並從中剖析中華男子隊未

能獲勝的因素為何？

貳、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 2023 亞洲盃足球資格

賽中華隊上場比賽球員與對手印尼隊上場

比賽球員，第一場賽事分析中華隊與印尼

隊各 11 名先發球員與 5 名替補上場球員，

第二場賽事分析球隊人數與第一場相同。

分析賽事為 2021 年 10 月 7 日客場比賽與 
2021 年 10 月 11 日主場比賽，受限於臺灣 
與印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而實施的

邊境管制政策，亞洲足球聯盟將兩場賽

事皆安排於第三方泰國武里南府武里南

體育場 (Chang Arena in Mueang Buriram, 
Thailand) 舉行。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技術分析軟體採用 Track160 自

動足球運動表現 (automated football analytics)  
分析系統 (Berlin, Germany)，此分析軟體 
為人工智慧與大數據資料分析的方式，融

入運動技術與運動表現分析使用，本軟體

可以在賽事中全程追蹤球的動向與每位球

員體能與技術表現，系統以球的定點與球

員身體骨架定位鎖定的方式，判讀整體場

賽事的相關性表現，提供個人、團隊、對

手多元化的數據整合以及影片編輯功能 
(Track160, 2021)。Track160 分析軟體目前 
獲得國際足球總會FIFA Quality認證，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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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職業足球甲級聯賽 Bundesliga 官方賽 
事分析的合作伙伴。Track160 採用鏡頭分

析技術，來進行球員資料分析，可使用球

場固定式攝影設備或是攜帶式攝影設備。

本研究以三臺 Sony 攜帶式攝影機 (FDR-
AX700 4K HDR, Sony, China) 錄製全場比

賽影像，每臺攜帶式攝影機皆以專業攝影

機腳 (TMA27A, Bnero, China) 來固定攝影

位置。比賽現場由中華隊助理教練負責攝

影工作，兩場賽事皆有同一位助理教練執

行 ( 具備亞洲足球聯盟 B 級教練資格 )。
攝影的賽事影片，以系統註冊帳號上傳影

片至 Track160 雲端資料分析系統，進行事

後數據分析。

( 一 ) 體能跑動表現數據
本研究體能跑動表現數據包含以下項

目：

總移動距離 (total covering distance)、加

速移動距離 (acceleration covering distance)、 
減速移動距離 (deceleration covering distance)、 
衝刺移動距離 (sprints covering distance)。
自變項包含：隊伍 ( 中華隊與印尼隊 )、時

間 ( 上半場、下半、全場 )、場次 ( 主場與

客場 )。依變項包含：0 ~ 15 km • s-1 移動

距離、15 ~ 21 km • s-1 移動距離、21 ~ 25 
km • s-1 移動距離、25 ~ 28 km • s-1 移動距

離、> 28 km • s-1 移動距離、總移動距離、

最大速度移動距離、加速 2.5 m/s2 移動距

離、加速 5 m/s2 移動距離、減速 2.5 m/s2

移動距離、減速 5 m/s2 移動距離、衝刺次

數、反覆衝刺次數、衝刺距離。反覆衝刺

定義為連續 3 次以上衝刺間歇恢復時間少

於 21 秒 (Gabbett & Mulvey, 2008)。

( 二 ) 技術與戰術表現數據
本研究技術與戰術表現數據包含以下

項目：

個人傳球 (individual passes) 與團隊

傳球 (team passes)。自變項包含：隊伍 ( 中 
華隊與印尼隊 )、時間 ( 上半場、下半、全

場 )、場次 ( 主場與客場 )。依變項包含：

個人傳球成功次數、個人總傳球次數、個

人傳球成功率、個人短傳球成功次數、個

人短傳球次數、個人長傳球成功次數、個

人長傳球次數、團隊傳球成功次數、團隊

傳球失敗次數、團隊總傳球次數、團隊 30
公尺以上長傳球成功次數、團隊 30 公尺

以上長傳球總數、傳球到罰球區次數、團

隊 5 公尺內短傳球成功次數、團隊 5 公尺

內短傳球總數、平均傳球成功距離、總傳

球距離。團隊傳球定義為同隊球員至少 2
人之間成功傳球即定義為團隊傳球 (Goes, 
Kempe, Meerhoff, & Lemmink, 2019)。

三、統計方法

本研究收集之資料皆以平均數與標準

差呈現。此外，以變異係數呈現隊伍間內

的差異程度。數據資料以 SPSS 25.0 套裝軟

體 (IBM Corporation, New York, USA) 進 
行統計分析。由於採樣場次只有兩場，兩隊 
之間的表現差異值則以效果量進行比較。

效果量檢定以 Cohen’s d (d) 效果量以提升

數據檢定的效果，0.2 ≤ d < 0.5 為小效果

量，0.5 ≤ d < 0.8 為中效果量，d ≥ 0.8 為大 
效果量 (Cohen,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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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一、跑動表現分析

中華隊與印尼隊第一場與第二場比賽

不同移動速度跑動距離呈現於圖 1。兩場

賽事中，兩隊在 0 ~ 15 km • h-1 跑動距離上 
半場與下半場相似，但中華隊第一場比賽

中，上半場與下半場變異係數差異較大 ( 上 

半場 = 17.77%；下半場 = 47.18%)。在 15 ~  

21 km • h-1 跑動距離方面，中華隊在第一

場比賽中，上半場跑動距離劣於印尼隊  

( 中華隊 = 454.18 公尺；印尼隊 = 604.42

公尺 )，兩隊差異達中效果量。在 21 ~ 25  

km • h-1 跑動距離，中華隊在第一場比賽中，

圖 1　比賽中移動距離表現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註：1.  (A) 0 ~ 15 km‧h-1 跑動距離；(B) 15 ~ 21 km‧h-1 跑動距離；(C) 21 ~ 25 km‧h-1 跑動距離；(D) 25 ~ 
28 km‧h-1 跑動距離；(E) ≥ 28 km‧h-1 跑動距離；(F) 總跑動距離。

 2.  灰色長條圖為中華隊平均值，白色長條圖為印尼隊平均值；黑色實線為中華隊變異係數平均值，黑

色虛線為印尼隊變異係數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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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場跑動距離劣於印尼隊 ( 中華隊 = 115
公尺；印尼隊 = 170.25 公尺 )，兩隊差異

達大效果量。全場跑動距離中華隊劣於印

尼隊 ( 中華隊 = 168.88 公尺；印尼隊 = 
236.63 公尺 )，但第二場比賽兩隊下半場有 
較大的變異係數差異。在 25 ~ 28 km • h-1

跑動距離方面，中華隊在第一場比賽中，

下半場跑動距離 ( 中華隊 = 29.07 公尺；

印尼隊 = 46.85 公尺 ) 與全場跑動距離 ( 中
華隊 = 59.06 公尺；印尼隊 = 81.40 公尺 ) 
皆劣於印尼隊，兩隊差異皆達中效果量。

中華隊在第二場比賽中，上半場跑動距離

也劣於印尼隊 ( 中華隊 = 22.55 公尺；印

尼隊 = 43.20 公尺 )，兩隊差異皆達中效果

量。在 ≥ 28 km • h-1 跑動距離，中華隊在

第一場比賽中，上半場跑動距離優於印尼

隊 ( 中華隊 = 36.18 公尺；印尼隊 = 22.22
公尺 )，兩隊差異皆達中效果量。但第一

場比賽兩隊下半場有較大的變異係數差異 
( 表 1)。

中華隊與印尼隊兩場比賽中加速與減

速移動表現呈現於圖 2。兩場賽事中，兩

隊上半場與下半場加速與減速移動表現相

似，所有比較皆為小效果量 ( 表 2)。但中

華隊第一場比賽中，下半場 2.5 m • s-2 加速

變異係數差異較大 ( 上半場 = 30.26%；下 

半場 = 48.17%)。相同的狀況也在 2.5 m • s-2 

減速移動表現發現 ( 上半場 = 27.40%；下

半場 = 52.97%)。

中華隊與印尼隊兩場比賽中衝刺表現

呈現於圖 3。在衝刺次數方面，兩隊在第二

場比賽中，上半場中華隊表現劣於印尼隊 

( 中華隊 = 16 次；印尼隊 = 19.82 次 )，兩

隊差異達中效果量。而在反覆衝刺次數方

面，中華隊在第一場比賽下半場 ( 中華隊 

= 2.55 次；印尼隊 = 3.63 次 ) 與第二場賽

上半場表現劣於印尼隊 ( 中華隊 = 3.2 次；

印尼隊 = 4.7 次 )，兩隊差異達中效果量。 

在衝刺距離，中華隊在第二場賽上半場表

表 1　移動表現效果量差異

項目

第一場 第二場

上半場 下半場 全場 上半場 下半場 全場

0 ~ 15 km• h-1 0.22
(-0.47; 0.92)

-0.18
(-0.88; 0.51)

-0.04
(-0.74; 0.65)

-0.09
(-0.78; 0.61)

-0.21
(-0.91; 0.49)

-0.05
(-0.74; 0.65)

15 ~ 21 km•h-1 -0.60a

(-1.32; 0.10)
-0.42

(-1.13; 0.27)
-0.46

(-1.17; 0.24)
-0.15

(-0.85; 0.54)
-0.43

(-1.14; 0.26)
- 0.20

(-0.90; 0.49)
21 ~ 25 km•h-1 -0.83b

(-1.57; -0.12)
-0.49

(-1.20; 0.21)
- 0.57a

(-1.29; 0.13)
-0.31

(-1.01; 0.39)
-0.50

(-1.21; 0.20)
-0.39

(-1.10; 0.30)
25 ~ 28 km•h-1 -0.39

(-1.10; 0.30)
-0.70a

(-1.43; 0.01)
-0.52a

(-1.24; 0.18)
-0.64a

(-1.37; 0.06)
-0.35

(-1.05; 0.35)
-0.40

(-1.11; 0.29)
≥ 28 km• h-1 0.77a

(0.06; 1.50)
0.11

(-0.58; 0.80)
0.42

(-0.28; 1.13)
-0.23

(-0.93; 0.46)
0.17

(-0.52; 0.87)
-0.09

(-0.78; 0.61)
總距離 -0.00

(-0.70; 0.69)
-0.24

(-0.94; 0.45)
-0.12

(-0.81; 0.58)
-0.06

(-0.76; 0.63)
-0.27

(-0.97; 0.42)
-0.08

(-0.78; 0.61)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註：a 為中效果量；b 為大效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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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加速、減速度、衝刺表現效果量差異

項目

第一場 第二場

上半場 下半場 全場 上半場 下半場 全場

加速 2.5 m• s-2 -0.11
(-0.80; 0.59)

-0.04
(-0.74; 0.65)

-0.06
(-0.76; 0.63)

-0.37
(-1.07; 0.33)

-0.15
(-0.85; 0.54)

-0.11
(-0.80; 0.59)

加速 5 m•s-2 0.28
(-0.41; 0.99)

-0.18
(-0.88; 0.51)

-0.09
(-0.60; 0.79)

-0.24
(-0.94; 0.46)

-0.13
(-0.83; 0.56)

-0.09
(-0.79; 0.60)

減速 2.5 m• s-2 0.13
(-0.56; 0.83)

0.22
(-0.47; 0.92)

0.12
(-0.57; 0.81)

-0.03
(-0.72; 0.66)

0.04
(-0.65; 0.74)

0.06
(-0.63; 0.76)

減速 5 m•s-2 -0.14
(-0.84; 0.55)

0.41
(-0.29; 1.12)

0.18
(-0.52; 0.88)

0.38
(-0.31; 1.09)

-0.15
(-0.84; 0.55)

0.17
(-0.52; 0.87)

衝刺次數 -0.06
(-0.75; 0.64)

-0.29
(-0.99; 0.40)

-0.17
(-0.86; 0.53)

-0.50a

(-1.21; 0.20)
0.13

(-0.56; 0.82)
-0.11

(-0.80; 0.59)
反覆衝刺次數 -0.05

(-0.74; 0.64)
-0.52a

(-1.23; 0.18)
-0.37

(-1.07; 0.33)
-0.67a

(-1.40; 0.03)
-0.46

(-1.18; 0.23)
-0.20

(-0.90; 0.49)
衝刺距離 -0.28

(-0.98; 0.41)
-0.15

(-0.84; 0.55)
-0.19

(-0.88; 0.51)
-0.57a

(-1.29; 0.13)
-0.48

(-1.19; 0.22)
-0.35

(-1.06; 0.34)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註：a 為中效果量。

圖 2　加速與減速移動表現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註：1.  (A) 加速 2.5 m‧s-2 跑動次數；(B) 加速 5 m‧s-2 跑動次數；(C) 減速 2.5 m‧s-2 跑動次數；(D) 減速 5 
m‧s-2 跑動次數。

 2.  灰色長條圖為中華隊平均值，白色長條圖為印尼隊平均值，黑色實線為中華隊變異係數平均值，黑

色虛線為印尼隊變異係數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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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比賽中衝刺表現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註：1.  (A) 衝刺次數；(B) 反覆衝刺次數；(C) 衝刺距離。

 2.  灰色長條圖為中華隊平均值，白色長條圖為印尼隊平均值，黑色實線為中華隊變異係數平均值，黑

色虛線為印尼隊變異係數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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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劣於印尼隊 ( 中華隊 = 95.36 公尺；印

尼隊 = 119.91 公尺 )，兩隊差異達中效果

量 ( 表 2)。

二、傳球技術表現

中華隊在第一場比賽個人傳球成功

次數、個人總傳球次數、個人傳球成功率

表現皆少於印尼隊表現，兩隊平均差分別

為 -26.63 次、-26.81 次、-26.46%，兩隊差 
異達大效果量。在第二場比賽中，中華隊在 
個人傳球成功次數、個人總傳球次數、個人

傳球成功率表現皆少於印尼隊表現，兩隊平

均差分別為 -14.06 次、-14.31 次、-5.64%， 
個人傳球成功次數與個人總傳球次數兩隊

差異達大效果量 ( 表 3、表 4)。

在團隊表現方面，第一場賽事，中華

隊在上半場傳球成功數、總次數、進入罰

球區次數、≤ 5 m 短傳成功次數、≤ 5 m 短

傳總次數劣於印尼隊。在下半場，中華隊 

傳球成功次數、總次數也劣於印尼隊。第

二賽事中，中華隊在上半場傳球成功數、

總次數、≥ 30 m 長傳成功次數、進入罰球

區次數、≤ 5 m 短傳總次數劣於印尼隊。

但在下半場中華隊在傳球成功次數與總次

數則優於印尼隊 ( 表 5)。

表 3　個人傳球成功次數與總傳球次數表現

項目

傳球成功次數 ( 次 ) 總傳球次數 ( 次 )
中華 印尼 平均差 中華 印尼 平均差

第一場

平均數 11.44 38.06 -26.63 19.81 46.63 -26.81
標準差   7.71 27.22 -19.51 11.57 31.64 -20.06
變異係數 67.42 71.5 -4.08 58.40 67.85   -9.45
效果量 -1.30 (-2.09; -0.55)b -1.10 (-1.87; -0.37)b

第二場

平均數 16.50 30.56 -14.06 25.88 40.19 -14.31
標準差 11.00 24.00 -13.01 17.13 28.46 -11.34
變異係數 66.65 78.54 -11.89 66.19 70.83 -4.64
效果量 -0.73 (-1.47; -0.03)a -0.59 (-1.31; 0.11)a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註：a 為中效果量；b 為大效果量。

表 4　個人傳球成功率

項目

傳球成功率 (%)
中華 印尼 平均差

第一場

平均數 53.67 80.13 -26.46
標準差 25.55 13.08  12.46
變異係數 47.60 16.32 31.27
效果量 -1.27 (- .06; -0.52)a

第二場

平均數 63.30 68.93   -5.64
標準差    6.82 25.56 -18.74
變異係數 10.78 37.08 -26.30
效果量 -0.29 (-1.00; 0.40)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註：a 為大效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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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本研究主旨在探討 2023 亞洲盃足球資 
格賽中華隊主場與客場比賽體能跑動與傳

球技術表現的差異。綜合以上分析結果，歸

納出以下幾點發現。在體能跑動的結果中，

中華隊在第一場比賽上半場 0 ~ 15 km • h-1 

跑動距離、15 ~ 21 km • h-1 跑動距離、21 ~ 
25 km • h-1 跑動距離表現劣於印尼隊；下半

場 25 ~ 28 km • h-1 跑動距離表現劣於印尼

隊。在第二場比賽上半場 21 ~ 25 km • h-1 

跑動距離表現劣於印尼隊。在衝刺次數與

衝刺距離方面，中華隊在第二場比賽表現

劣於印尼隊。而反覆衝刺次數，第一場比

賽下半場與第二場賽上半場表現劣於印尼

隊。傳球技術表現方面，中華隊在第一場

比賽個人傳球成功次數 (-26.63 次 )、個人

總傳球次數 (-26.81 次 )、個人傳球成功率 
(-26.46%) 表現與第二場比賽中華隊個人傳

球成功次數 (-14.06 次 )、個人總傳球次數 
(-14.31 次 ) 劣於印尼隊，兩隊之間差異達

大效果量。在團隊表現方面，中華隊兩場

賽事共同發生的狀況，為傳球成功數、總

次數、進入罰球區次數皆劣於印尼隊。

一、跑動表現分析

在跑動分析中，高強度跑動發生在進

攻突破或快速反擊，是進攻與防守局面決

勝的時刻。因此，球員高強度跑動距離表

現是影響比賽結果主要的因素 (Gregson, 
Drust, Atkinson, & Salvo, 2010)。在不同

移動速度跑動距離分析中，21 ~ 25 km • h-1 

跑動距離兩隊效果量差異較大，中華隊表

現明顯少於印尼隊。根據歐洲頂級職業聯

賽球員移動分析資料，高速度跑動與衝刺

在比賽中的移動距離約占 11% 的總距離  

( 陳永盛，2014)，雖然只占總移動表現十分

之一的距離，但這些跑動發生在比賽中突破

空間、爭搶球權、支援位置等關鍵行動，也

是進攻或防守能否成功的主要因素。

中華隊在第一場比賽中 ≥ 28 km • h-1

跑動距離優於印尼隊，但在球員個人衝刺

次數、反覆衝刺次數、衝刺距離皆劣於印

尼隊球員。在首場比賽中，中華隊在 ≥ 28 

km • h-1 跑動距離的表現結果，可能與前場

攻擊時極積進攻，充分運用對手防守背後

空間，採用較多的穿越球，加速突破空間

的行動有關。然而，本研究數據無法評估

進攻、防守、進攻轉換防守、防守轉換進

攻局面，在不同局面所發生的狀況，或主

動與被動性的行動，無法明確分析其發生

原由或因果關係。此外，跑動表現並非是

影響傳球技術表現的影響因素 (Rowat et 

al., 2017)，但球隊的陣形與進攻戰術會影

響高強度跑動與衝刺表現 (Martín-Fuentes, 

Oliva-Lozano, Fortes, & Muyor, 2021)。此

影響因素可能為首場比賽，中華隊球員求

勝心強烈，在進攻局面以 1-4-4-2 陣形積

極搶攻有關。

另一個主要發現為反覆衝刺次數在第

一場比賽下半場與第二場賽上半場表現劣於

印尼隊。反覆衝刺被視為足球比賽中，球賽

中維持攻守轉換節奏的必要條件。反覆衝刺

次數表現較佳的球員，在比賽中能夠有較

佳的奔跑表現與疲勞對抗，在比賽能夠有

較多的高速度跑動表現 (Buchheit, Mendez-

Villanueva, Simpson, & Bourdo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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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chheit, Simpson, & Mendez-Villanueva, 

2013)。在巴西第二級聯業聯賽的數據發現，

聯賽積分排名前段的隊伍中場球員的總移動

距離、高速度跑動距離、高速度加速、高速

度減速、衝刺表現皆優於聯賽積分排名後段

的隊伍 (Aquino et al., 2021)。但是球員的反

覆衝刺表現受到球隊隊形、體能條件、球員

位置、戰術行動、比賽策略等因素影響，在

做整體性評估時，也必須納入考量 (Carling, 

Bradley, McCall, & Dupont, 2016)。

二、傳球技術表現

在傳球技術表現方面，本研究數據分

析資料發現中華隊在第一場比賽個人傳球

成功次數、個人總傳球次數、個人傳球成

功率表現兩隊平均差分別為 -26.63 次、 

-26.81 次、-26.46%；在第二場比賽，中華

隊在個人傳球成功次數、個人總傳球次數、

個人傳球成功率兩隊平均差分別為 -14.06

次、-14.31 次、-5.64%，這些傳球表現皆明 

顯落後印尼隊。另外，影響傳球表現的因素 

與球隊的主要隊形有關，Riboli, Semeria, 

Coratella, and Esposito (2021) 研究報告指 

出，義大利頂級職業聯賽中，中後衛與中場 

中球員在比賽中傳球次數最多的一分鐘，

呈現最多的總移動距離與高速度跑動。而

邊中場與邊鋒則呈現最多衝刺次數與加速

與減速表現。在 1-4-3-3 的隊形中，在傳球

次數最多的一分鐘，前鋒、中場中、邊中場

球員有較多的加速與減速表現。而中華隊

在這兩場賽事，比賽隊形以 1-4-5-1 為主，

此隊形在比賽中有較少的傳球次數表現 

(Arjol-Serrano et al., 2021)。另外，個人控 

球能力及團隊小組配合默契也是造成中華

隊傳球技術表現較差的因素，例如印尼隊

全隊皆為職業球員，而中華隊大多數為大

學與社會組球員。以上因素，可能是中華

隊在個人與團隊傳球技術與戰術行動上，

明顯劣於印尼隊的主因。

另一個分析結果發現，中華隊在傳球

進入對方罰球區次數，兩場比賽皆劣於印

尼隊。其中，在上半場兩隊差異較大。代

表兩場比賽開始後，對方即積極搶攻，企

圖先取得進球，以主導比賽節奏。從得分

數據來看第一場賽事印尼隊在比賽時間第

17 與第 50 分鐘取得進球，第二場賽事印尼

隊得分時間為第 27、55、90 分鐘，兩場比

賽皆在上半場取得領先比賽的成果，整場

比賽期間不斷對中華隊球門造成防守危機。

相對的，中華隊只在第一場賽事第 90 分鐘

進球，從定位球吊球進入罰球區內的方式，

製造第二波搶點進球。從以上結果來看，

中華隊在門前製造射門的機會較為少，無

法在比賽中創造更多得分機會，顯示中華

隊在前場組織進攻的能力有提升的必要性。

三、結論與建議

中華隊兩場賽事在 21 ~ 25 km • h-1 跑動

距離、反覆衝刺次數、個人傳球成功次數、

個人總傳球次數、團隊傳球成功數、團隊傳

球總次數、團隊傳球進入罰球區次數皆劣

於印尼隊表現。從體能跑動方面來看，中

華男子代表隊球員必須加強 21 ~ 25 km • h-1 

高速奔跑與反覆衝刺的體能表現。這兩項體

能要素必須依靠身體醣解系統的能量供應，

我方球員應在平常訓練時，必須加入無氧動

運動研究期刊31(2)-06 王宏宗.indd   124運動研究期刊31(2)-06 王宏宗.indd   124 2022/12/8   下午 05:07:232022/12/8   下午 05:07:23



足球表現分析

125 

力與無氧耐力為主的訓練內容，例如 2 對 2

至 4 對 4 的小型比賽訓練，以增強此方面的

能力。另外，在傳球技術表現方面，中華

隊球員在個人與團隊的傳球成功次數與傳球

總次數與印尼隊有明顯的差距，顯示我方

球員在比賽中傳球判斷選擇與隊友支援行動

有必要加強。尤其，在團隊傳球進入罰球區

次數方面，代表中華隊在門前製造射門的機

會較印尼隊少，這也是中華隊未能以正規方

式，在前場罰球區內射門得分的主要因素，

也是技術層面上必須改善的課題。在研究

限制上，本研究缺乏球員位置與戰術行動的

分析內容，只能以描述性的方式探討其分析

結果。從本研究結果可以歸納出，中華隊在

體能跑動與傳球技術有關的特性必須加強，

這些表現結果為影響這兩場比賽勝負的關鍵 

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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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Chinese Taipei male football players’ physical and passing 

technical performance during home and away matches in the 2023 Asian Cup Qualification. 
The participants in this study were Chinese Taipei and Indonesian men’s national football 
teams. Two matches were held at Chang Arena in Mueang Buriram in Thailand. Three 
portable video cameras filmed the matches. The autonomic tracking system Track160 was 
used to detect players’ and teams’ locomotion profiles and passing performanc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was used for statistical performance regarding within-group distribution. 
Furthermore, Cohen’s d effect size (d)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magnitude of difference 
between counterparts. For the game results, Indonesia won 2:1 and 3:0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matches, respectively. In physical performance, the locomotion profile of Chinese Taipei 
players showed that the distance covered at 21 ~ 25 km •h-1 and the number of repeated 
sprints were lower than Indonesian players in both matches. In technical performance, the 
individual number of successful passes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passes in Chinese Taipei 
players were lower than that of Indonesian players in both matches; the magnitude of d was 
large (-0.59 ~ -1.30). In team performance, the number of successful passes, the total number 
of passes, and the number of passes that penetrated the penalty box in Chinese Taipei players 
were lower than that of Indonesian players in both matches. Overall, Chinese Taipei players 
had inferior performance in 21 ~ 25 km•h-1 distance covered, the number of repeated sprints, 
individual number of successful passes, the individual total number of passes, team number 
of successful passes, team total number of passes, and team number of passes penet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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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penalty box, compared to those of Indonesian players. In conclusion, Chines Taipei 
players must improve high-intensity running performance at a speed of 21 ~ 25 km•h-1 and 
repeat sprints. In addition, Chinese Taipei players also need to improve decision-making 
and team support during passing performance. These physical and technical factors could 
determine match results in these two games.

Keywords: autonomic tracking system, locomotion profile, passing performance, football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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