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举办全省性的运动会始于清

末，共两次。民国时期未举办过真正意

义的省运会，曾筹备于 1937 年 9月 1

日至 6 日在成都举行，也因抗战爆发

而取消。具有全省规模的运动会是为

参加全国运动会举行的选拔赛。但这

一时期，各市、县的竞赛活动却比较活

跃。县以上各级运动会共有 188 次(不

包括单项运动比赛)。那时，体育活动

主要是在学生、军人和少数职员中开

展，“全省”运动会也基本上是“学生运

动会”。

1940 年 5 月，四川省政府颁发

“各市县运动会办法大纲”和“四川省

行政督察区运动会举行办法”，规定各

督察区、市、县每年举办一次运动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各种运

动会次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参

与的人群越来越广。1952 年 5月，在

重庆市举行了西南区运动大会，这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第一个省

级以上的运动会。1953 年春，四川省

第一次体育运动大会在成都举行，此

后逐渐成为定例，至今已举办五届。

从 1959 年起，四川省连续六次派

代表团参加了六届全国运动会，一步

一个脚印，终于在 1987 年的第六届全

国运动会上取得了总分排名第六的成

绩，跨入了体育先进省市的行列。

此外，每年都有各级、各种类型的

运动会和比赛，推动着四川省体育运

动的普及和提高。

四川还承办了一些全国性比赛和

国际比赛。



第一节 晚清民国时期

一、第一次全省运动大会

1905 年 11 月 19 日在成都北较

场举行，当日下午结束。全省 40 个学

堂的 3281 名运动员参加了普通体操、

器械体操、兵式体操、正步四列行军唱

歌和徒手竞走、蛇行竞走、武装竞走等

35 个小项的比赛。大会工作人员 140

名。学务处总理方旭任大会会长，机械

局提调祁祖彝和警察局提调钮传善任

副会长，武备学堂总办沈秉堃和会办

陈宦担任会场主任。

二、四川省第二次运动大会

1908 年秋在成都南较场举行，20

多个学校和重庆代表队参加了各式体

操和竞走比赛。此次运动会设置有观

众看台和官员看台，比赛场大旗竿挂

着写有“四川大运动会”的白旗，场地

中央上空悬一大气球。大会开始时举

行了入场式。无女运动员，但观众中有

成都淑行、毓秀两女校的学生。

教育会会长徐子休任大会会长，

总督赵尔巽观看了比赛。大会设有新

闻编辑部，编发油印小报。比赛中，参

赛的学生同参赛的巡警教练所的学员

发生冲突，学生被刺伤 3 人，赛场秩序

一度大乱。

这一时期，一些县还举办过县运

动会，比赛项目和两次省运会基本相

同。

三、几次省级运动会

(一)第五届全国运动会预选会

四川从第四届即派队参加全运

会，指派几所学校代表参加。五届全运

会预选会于 1933 年 7 月 24 日～28

日在广安县公共体育场举行，会长杨

森。男子项目有田径、游泳、足球、篮

球、排球、网球，女子项日有田径、篮



球、排球、网球。共选定男运动员 77

名、女运动员 31 名参加第五届全国运

动会。

(二)第六届全国运动会预选会

1935 年 8 月 3 日至 9 日在成都

少城公园和西门外罗家堰举行。会长

刘湘。男子项目有田径、游泳、足球、篮

球、排球、网球、国术，女子项目有田

径、篮球、排球、网球。380 余名运动员

参加，选定男 58 名、女 13 名参加第六

届全国运动会。

(三)第七届全国运动会预选会

1948 年 4 月 14 日至 15 日在成

都中山公园体育场举行。筹备委员会

主任任觉五。共 35 个小项目，选定男

21 名、女 4 名参加第七届全国运动

会。

重庆市(中央直辖市)于 1948 年

4 月 10 日在重庆大学体育场举行田

径项目预选会，选定男 9 名、女 8 名。

西康省于 1940 年 10 月 25 日至

30 日在康定举行第一届国民体育运

动大会，第二届于 1943 年 10 月 16 日

至 23 日在西昌举行，第三届于 1944

年 9 月 9 日在雅安举行。第四届于

1945 年 7 月 5 日在康定、雅安、西昌

三地举行，第五届于 1945 年 9 月 5 日

至 7 日在康定、雅安举行，除田径、篮

球、排球、国术等项目外，还设有爬山、

拔河、跳锅庄、射击、射箭、赛马等有民

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项目，参加单位

来自机关、社团、学校、军队等方面。

四川省参加全国运动会田径选

表 3－1 拔标准及预选会男子第一名成绩



四川省参加全国运动会田径女子

表 3－2 选拔标准及预选会第一名成绩



四川省参加第六届全国运动会游泳

表 3－3 预选会男子第一名成绩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一、四川省第一届人民体育运动

大会

1953 年 2 月 14 日至 24 日在成

都市人民体育场举行，篮、排球于 2月

8 日开赛。比赛场地是在原皇城煤山

废墟上新建的 500 米半圆式跑道，四

周有土制看台。比赛项目有田径、体

操、篮球、排球 4 个大项共 32 个单项。

体操只设男子单杠、双杠、女子跳箱、

垫上运动。四川省辖的成都市、自贡

市、15 个专区、藏族自治区(现阿坝藏

族羌族自治州)以及西南空军、四川军

区、铁路、省级机关共 22 个单位参加。

来自社会各界和汉、藏、回、满、彝、布

依 6 个民族的运动员共 1243 名 (男

672、女 571)，大会工作人员 500 余

人。

大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由省政

府副主席阎红彦担任，米建书、贾子

群、彭塞任副主任委员；彭塞兼秘书

长，胡理和任总裁判。省政府主席李井

泉、副主席李大章、阎红彦、余际唐等

出席了开幕式。大会的宗旨是提倡与

开展四川人民的体育运动，增强体质，

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服务。

大会邀请全国体育总会体训班

篮、排、足球队，西南体育会篮、排球

队，西南军区田径队到会作了表演和

指导，组织了各界的 11299 人作了团

体操、器械操、国术、骑马射击等 44 次

表演。大会组织由专员、县长、各县的

中学教师、劳动模范和兄弟民族组成

的参观团到成都观看比赛。

大会前，各参加单位都举行了基

层选拔会，全省参加选拔会的运动员

共达 28986 人，观众有 80 多万。

比赛中裁判误把女子用铅球用于

男子比赛，导致成绩报导失误，后予纠

正。



四川省第一届运动会各项竞赛男子组第一名成绩

四川省第一届运动会各项竞赛女子组第一名成绩



二、四川省第二届体育运动大会

1958 年 10 月 2 日至 9 日在成都

市人民体育场举行。开幕前进行了三

天的预赛。比赛设田径、体操、举重、篮

球、排球、乒乓球、足球、羽毛球、自行

车、武术等十个大项的 122 个单项。成

都、重庆、自贡 3 个省辖市，14 个专

区、3 个自治州和成都部队的 1619 名

运动员(其中 13 % 是少年运动员)参

加比赛。大会工作人员 170 人，裁判员

320 人。

大会筹备委员会主任阎红彦，副

主任贺炳炎、刘文辉、邓锡侯、桑吉悦

希、杜心源、张秀熟、康乃尔、米建书，

秘书长李镇。李大章、廖志高等出席了

开幕式。

此次大会的宗旨是检阅第一届省

运动会后我省体育工作的成绩；为参

加第一届全国运动会选拔人才和进一

步促进我省群众性体育运动的发展与

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更好地适应工农

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

比赛成绩好。64 人 95 次打破田

径、自行车、举重的 28 个项目的省纪

录，成都市女工刘玉贞以 5 分 31 秒的

成绩打破女子 3000 米自行车(田径跑

道)全国纪录。5 人达到运动健将际



准。17 岁的张胜华打破女子 80 公尺

低栏的省最高纪录，她的五项全能成

绩接近运动健将标准；泸州专区 14 岁

的选手钟明铮获乒乓球双打亚军。选

拔出 198 名运动员组成参加第一届全

国运动会的基本队伍。

大会期间，成都市的大、中、小学

生表演了万人团体操，在主席台对面

的看台上组成“毛主席万岁”、“全民体

育、全民武装”、“东风压倒西风”等字

样和 8 只和平鸽的图案。还进行了滑

翔飞机、摩托车、马术等表演，观众达

50 多万人次。

四川省第二届运动会

表 3－6 各代表团团体总分名次



三、四川省第三届体育运动大会

1964 年 4月，省委曾下文批准于

1965 年春节前举行第三届省运会，成

立了筹备委员会，部分项目已进行了

决赛或预赛，由于全省广泛开展“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举办大规模的运动会

很困难，不得不中途停止。已经比赛的

项目更名为 1964 年的单项锦标赛，将

大会筹备委员会更名为“四川省参加

第二届全国运动会筹备委员会”。直到

1974 年 6 月 2 日至 9 日第三届省运

会才在成都、重庆两市举行，这是自

1958 年第二届省运会 16 年后举行的

全省综合性运动会。

省委、省革命委员会要求第三届

省运会要认真贯彻十大精神和“友谊

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反对锦标主

义和各种不良倾向，树立社会主义体

育新风尚，迎接 1975 年第三届全国运

动会，促进四川省体育事业进一步发

展。

大会筹备委员会(运动会开始后

改为“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谢正荣，

副主任委员韦杰、赵宝凯、张玉成、丁

长河、李培根。成都、重庆两个赛区分

别设有赛区组织委员会。

比赛有田径、游泳、体操、足球、篮

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 8 个大项。各

市、地、州、省直机关、驻川部队、四川

铁路系统共 22 个单位的 2596 名运动

员参加了决赛阶段的比赛。

田径、游泳、排球、羽毛球在成都

举行；

体操、足球、篮球、乒乓球在重庆

举行。

足球、篮球、排球于 4 月 14 日开

始分组预赛。足球分两组在开江、涪陵

进行，每组取 5 名于大会期间在重庆

决赛定 1 至 10名，第 6 名以后的队于

5 月 5 日起在三台县决赛定第 11 至

22 名；篮球分两组在自贡、西昌进行，

前 10 名于大会期间在重庆决出，第

11～22 名于 5月 5 日在乐山决出；排

球预赛在温江、射洪进行，第 1 至 10

名决赛在成都，第 11 至 22 名在江津

决赛。

游泳比赛是在闭幕式后的 8 月

10 日起在成都猛追湾游泳场进行。

大会于 6 月 2 日分别在成都、重

庆两市开幕，成都赛区由中共四川省

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驰致

开幕词。

此次比赛不排团体总分名次，田

径、游泳设男女团体奖，取前 8 名。各

单项亦取前 8名。田径比赛有 28 名运

动员 42 次打破 16 项省纪录，其中 21

名少年运动员 34 次打破 12 项省少年

纪录。游泳比赛有 13 名运动员 19 次

打破省少年纪录，1 人 1 次破省纪录。



第三届省运会各项比赛前八名

四、四川省第四届运动会

1979 年 3 月 18 日至 4 月 1 日在

成都市举行。各市、地、州和省直机关、

解放军驻川部队，四川铁路系统共 22

个单位 5000 多名运动员参加了预、决

赛阶段的比赛，在成都参加决赛的运

动员、教练员和大会工作人员共计

3247 人。大会设田径、体操、篮球、排

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水球、跳水、

游泳、武术、棋类、射击、航空模型、无

线电工程等 15 个比赛项目，举重、飞



机跳伞、动力滑翔机、摩托车、航空模

型 5 个表演项目。大会组织委员会主

任杜心源，副主任委员刘海泉、周航、

张玉成、李培根。

部分项目先期或延期举行，具体

时间及地点如下：

棋类项目 1 月 1 日至 18 日在成

都举行，成都市体委承办。

乒乓球 2 月 19 日至 3 月 2 日在

南充市进行预、决赛。

羽毛球 2 月 21 日至 3 月 8 日在

重庆市进行预、决赛。

体操 4 月 14 日至 20 日在成都市

进行。

射击 4 月 3 日至 14 日在重庆市

进行。

航空模型 4 月 8 日至 18 日在绵

阳市进行。

武术 5 月 26 日至 6 月 1 日在重

庆市进行。

无线电工程 6 月 5 日至 20 日在

成都市进行。

游泳 7 月 28 日至 8 月 2 日在成

都市进行。

跳水、水球 8 月 10 日至 15 日在

米易县进行。

篮球 2 月 20 日至 3 月 5 日在内

江市和自贡市分两个赛区预赛，内江

地区和自贡市体委承办。

排球 2 月 20 日至 3 月 5 日在江

津、乐山分两个赛区预赛，江津、乐山

地区体委承办。

足球 2月 15 日至 3月 3 日在重

庆市、开江县分两个赛区预赛，重庆

市、达县地区体委承办。

大会开幕式于 3 月 18日下午在

成都市体育场举行。杜心源致开幕词，

要求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

精神，在竞赛中坚持“友谊第一，比赛

第二”的方针，要力争上游，赛出风格，

赛出水平，大力加强训练工作，提倡勤

学苦练，争取出现一批新人才、新成

绩、新纪录，迎接第四届全运会，向国

庆 30周年献礼。

此次竞赛部分项目先期或延后举

行，委托 10 个市、地、县体委承办。

为了保证各项比赛的顺利进行，

四川省体委于赛前下发了《关于加强

体育竞赛政治工作和竞赛纪律的通

知》。《通知》对各地区体委、各参赛团

提出了具体的纪律要求，并对竞赛中

可能出现的违纪现象作了处罚规定。

但在比赛中仍然发生了运动员之间在

场上场下互相抓扯殴打和运动员谩骂

并出手打裁判的两起违纪事件，有关

运动员受到停赛半年或一年的处分。

足球决赛时，少数观众涌入场内围哄

运动员，有的投掷物品，造成秩序混

乱，并使 4 名运动员、1 名裁判员和 2

名观众受轻伤。

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刘海泉在闭

幕词中明确提出了在本世纪内把四川

省建设成全国最发达的体育省份之一

的发展目标。



第四届省运会各项比赛前八名统计表



五、四川省第五届运动会

1984 年 9 月 24 日在重庆市开

幕。各市、地、州及驻川部队、四川铁路

系统共 20 个单位的 5286名运动员参

加了田径、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

羽毛球、体操、举重、游泳、跳水、水球、

射箭、射击、击剑、摔跤、武术、航空模

型、棋类共 18 个项目的比赛。大会组

织委员会主任郭炎，副主任潘毅平、刘

文权、赵维清、李少华。

为了选拔青少年选手参加将在次

年举行的全国青少年运动会，为了加

速培养青少年优秀运动人才，此次省

运会分设成年组，青年组，少年甲、乙

组，儿童甲、乙、丙组进行比赛。少年组

和儿童组还进行了身体素质和基本技

术测验，实行其得分和比赛得分相加

即为总分的办法。由于参赛人数多、分

组复杂，部分项目和年龄组在一些市、

县比赛，最早开赛的项目从 2 月 8 日

就开始了。全部比赛期间均进行了精

神文明评比。比赛中，有 16 个队的

116 人 211 次打破 108 项各年龄组的

省纪录，重庆选手赵济和超过 1 项航

空模型的世界纪录。大会评选出 62 个

精神文明运动队，500 多名精神文明

运动员和近百名精神文明裁判员。通

过比赛，选拔出 170 多名运动员组成

参加全国青少年运动会的队伍。

第五届省运会各项目比赛时间地点



第五届省运会部分项目团体名次表





第五届省运会各代表团获奖牌数



六、西康省第一届体育运动大会

1952 年 4月 6 日至 13 日在雅安

市人民广场举行。雅安市、雅安专区、

西昌专区和西康藏族自治区的 119名

运动员参加比赛。运动员来自藏、汉、

彝、回四个民族的工人、军人、机关干

部、教员、学生和市民。比赛项目有田

径、篮球、排球。大会期间，少数民族表

演了弦子舞、藏剧等有民族特色的文

体节目。大会经过比赛选拔出代表西

康省参加西南区运动大会的运动员。

七、西康省第二届体育运动大会

1953 年 8 月 12 日至 16 日在雅

安市举行。西康藏族自治区、凉山彝族

自治区、雅安专区、西昌专区、雅安市

和西康军区、西康公安总队的 7 个代

表队参加了比赛。此次运动会只设田

径项目，比赛中破 4 项西南区纪录。团

体总分雅安市第一名、西昌专区第二

名。

八、西康省第三届运动会

1954 年 8 月 1 日至 8 日在西昌

举行。西康军区、雅安、西昌专区、西

康、凉山两自治区、雅安市和石棉矿 7

个单位的 310 名运动员参加了篮球、

排球、乒乓球和羽毛球的比赛。西南区

体工队、西康省体工队到会进行篮球、

垒球、足球、羽毛球表演赛。

名次顺序如下：

男子篮球：西康军区、西康自治

区、西昌专区

女子篮球：雅安市、西昌专区、西

康自治区

男子排球：西康军区、雅安专区、

雅安市

女子排球：雅安市、西昌专区、西

康自治区

乒乓球、羽毛球未取团体名次。

九、四川省第一届青少年运动会

1986 年 9 月 15 日至 23 日在达

县市举行。全省性青少年运动会是为

了适应每 4 年一次的全国青少年运动

会、培养和选拔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

的需要，经省政府批准成为 4 年一届

的大型综合运动会。由于省运会即将

改地区组团为行业组团参赛，省青少

年运动会实际上将成为全省水平最

高、各级政府最为关注的赛事。全省

20 个市、地、州的代表团参加了首届

比赛，运动员 4071 名。设田径、游泳、

跳水、体操、举重、摔跤、击剑、射击、射

箭、武术、足球(包括女子)、篮球、排

球、乒乓球、羽毛球15 个项目。部分项

目的预、决赛从 2月 20 日在 8 个市、

地的 21 个赛区展开。副省长顾金池、

省政协副主席杨岭多吉参加了开幕

式，省委副书记聂荣贵参加了闭幕式。

比赛中有 47 人 44 次破 25 项省以上

纪录，其中自贡运动员邓蔚超世界女

子汽手枪纪录，平世界青年女子手枪



慢加速纪录，12 个代表团的 37 支运 动队获精神文明奖。

省第一届青少年运动会比赛名次



第一节  国内比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四川未承

办过省级以上的运动会。1952 年，重

庆市承办了西南区运动大会，这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举办的省级

以上的运动会。此后，四川省未再承办

省级以上的综合运动会。随着四川体

育事业的发展，场地条件的逐步改善，

60 年代开始，国家体委将一些单项比

赛交由四川承办。70 年代后半期开

始，四川每年都要承办多个各种类型

和项目的全国比赛，地点也不仅在成

都、重庆二市。1983 年国家体委开始

每年在全国评选“最佳赛区”以来，四

川年年获此荣誉。也正因为此，安排在

四川的全国性比赛较多，使四川人民

有机会观赏较高水平的体育比赛活

动。下面仅列 1976 年、1983 年、1984

年、1987 年四川承办的全国性比赛，

以见一斑。

一、西南区第一届人民体育运动

大会

1952 年 5 月 4 日至 15 日在重庆

大田湾体育场举行。参加大会的有川

东、川西、川南、川北、云南、贵州、西

康、西南军区、西南铁路局西南一级机

关、重庆市等 11 个代表团，运动员共

1184人。比赛项目有男女篮球、排球、

田径、体操、自卫竞赛(手榴弹和负重

赛跑)，表演项目有团体操、垒球、拔河

和男子足球。邓小平为大会写了“把体

育运动普及到广大群众中去”的题词。

5 月 4 日上午 9 时，大会隆重开

幕，邓小平、贺龙出席了开幕式并检阅

全体运动员。运动员入场式后，举行了

庄严的升国旗仪式。3000 多名学生表

演了团体操。

比赛结果西南军区获团体总分第

一名。

二、1976 年、1982 年、1984 年、

1987 年承办的全国性比赛



1976 年四川承办的全国比赛



1982 年四川承办的全国比赛

1984 年四川承办的全国比赛





1987 年四川承办的全国比赛



第二节 国际比赛

60 年代，四川就接待过越南、朝

鲜等国家的单项体育代表团，70 年代

末，来川访问比赛的国家逐渐增多。80

年代初，四川开始举办一些国际邀请

赛，一般规模不大，参加的国家和地区

不多。但这一时期各国到四川来进行

访问比赛的单项团队很多，每年都有

接待外国团队的任务。不同类型、各种

项目的体育代表队，通过在川的访问

和比赛，同四川体育界交流了技术，有

助于四川体育走向世界，同时，也使更

多的人了解了中国和四川。1985 年，

四川省棋协和成都市棋协承办了世界

女子国际象棋分区赛，四川省第一次

承办世界级的正式比赛。

一、成都国际游泳、水球邀请赛

1981 年 10 月 11 日至 17 日在省

游泳馆举行。澳大利亚、联邦德国、日

本、新西兰、罗马尼亚、新加坡、美国、

中国共 14 个队 351 人参加(其中外国

代表团 164 人)，另有印度裁判 2 人，

泰国游泳协会主席及秘书长到蓉观

赛。比赛结果中国获 1 项游泳冠军、7

项亚军，澳大利亚获 19 项冠军、13 项

亚军，美国获水球冠军，中国获第三。

二、世界女子国际象棋分区赛(11

区)

1985 年 3 月 15 日至 30 日四川

成都承办，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马



来西亚、香港、中国等 6 个国家和地区

的13名运动员参加比赛。经过十三轮

78 盘的紧张搏杀，中国的安艳凤获得

冠军，取得代表 11 区参加区际赛资

格。中国的吴敏茜、赵兰和澳大利亚的

安尼·斯莱澳迪尼克获得国际大师资

格。

这次比赛是四川省那一时期承办

的规格最高的体育竞赛活动，省、市政

府重视，大会工作人员精心组织安排，

比赛顺利。外国代表团称四川的准备

和接待工作在世界上是第一流的。比

赛之余，还组织各国运动员参观、游

览。



第一节 民国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共举办七

届全国运动会，一至三届于 1910 年、

1914 年、1924 年分别在南京、北京、武

昌举行，四川均未派选手参加。

一、参加第四届全国运动会

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于 1930 年 4

月 1 日至 10 日在杭州举行。男子设田

径、全能、游泳、篮球、排球、足球、网

球、棒球 8 个项目，女子设田径、篮球、

排球、网球 4 个项目。全国有 14 个省

和 7 个特别市及华侨团体参赛。四川

有 7 名男选手、1 名女选手参加田径

一个项目的比赛，来自三所大学而未

经选拔。代表团全部成员，也就是 8 名

运动员经一个多月，从成都到达杭州。

开幕式前一天，凑钱在杭州赶制了一

面“四川代表团”的团旗。比赛结果无

一人获优胜名次，5 人是在预赛中被

淘汰。

二、参加第五届全国运动会

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于 1933 年 10

月 10 日至 20 日在南京举行。当时省

政府委托驻防川北的二十军军长杨森

代办。杨森从“广安体专”和驻防的五

县中选拔出男选手 77 人，女选手 31

人，由二十军体育处长张理燊任领队

组成四川代表团，参加 10 个男子项目

中的田径、全能、足球、篮球、排球、游

泳、网球、武术，女子 7 个项目中的田

径、篮球、排球、网球比赛。武术选手唐

杰获男子中量级剑术第一名，林宝华

获网球男子单打第二名，鲍大金、黎玉

昌获网球女子双打第二名，另外还获

男子 1 万米、标枪、铁球第五名。

三、参加第六届全运会

第六届全国运动会于 1935 年 10

月 10 日至 20 日在上海举行。8 月初，



四川省在成都进行预选赛，选拔出男

48 名，女 16 名选手组成代表团，由教

育厅刘慎旃任总领队。大会设 10 个男

子项目，7 个女子项目。四川参加了男

子田径、全能、篮球、足球、网球、武术

和女子田径、篮球、网球的比赛。获男

子铅球第五名、女子铅球第六名，得 3

分；网球男子单打钱耀彬，双打王文

正、钱耀彬均获第四名，总分第三名；

网球女子双打黎玉品、赵蕴华第三名，

总分第四名。郑怀贤获武术优胜奖。

四、参加第七届全国运动会

第七届全国运动会于 1948 年 5

月 5 日至 15 日在上海举行。

那时，重庆市直属国民政府行政

院，四川省、重庆市分别组团参加了七

届全运会。四川经选拔派出男选手 21

人，女选手 4 人，教育厅体育督学文鼎

为总领队，参加男子田径、足球、拳术

和女子田径的比赛。重庆市派出男选

手 9 人，女选手 8 人，领队重庆大学体

育科主任刘德超，参加男女田径比赛。

比赛结果四川省男子无分，女子 3 分；

重庆市男子 2 分，女子 15分。四川女

选手杨淑君获铅球第四名，重庆市女

选手李一心获 60 米赛跑第三名，100

米第二名。

五、西康省参加第六、第七届全国

运动会

西康省派出 10 名选手参加 1935

年在上海举行的第六届全国运动会，

领队赵颐吉。未取得名次。1948 年的

七届全运会在上海举行的前 5 天，西

康省驻南京办事处在南京边疆大学学

生中选出 8 人赴上海参赛，未获名次。

领队陶世杰。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一、参加第一届全国运动会

1959 年 9 月 13 日至 10 月 3 日

在北京举行。四川有 400 名男女运动

员赴京参加决赛，另有工作人员、教练

员 62 人，成都军区司令员贺炳炎任团

长。参加了设置项目 36 个中的 31 项

比赛，其中男女手球未获决赛权。

获第一至三名的运动员：

第一名

刘兴玉(女子跳远、五项全能)：曾

昭德、汪孝均、贺祖芬、刘兴玉(女子 4

×200 米)；李白玉(举重次重量级)；

男子篮球队；杨永昌(伞塔脱钩跳伞)；

王建业(男子 1500 米个人综合飞机跳

伞)；孔福林(50 公里往返竞速滑翔甲

组)；四川滑翔队(滑翔团体总分乙

组)；曾令洪(中级滑翔机起落飞行乙



组)。

第二名

陈家全(男子 200 米)；刘兴玉(女

子 100 米)；女子排球队；女子体操队

(团体总分)；无线电队(长码手抄团

体)；罗学高(航空模型三级橡筋动力

模型飞机)；张习樵(航海多项攀登系

艇杆个人)；男子滑翔队(团体总分)。

第三名

曾昭德(女子 200 米)；女子田径

队(4×100 米)；女子田径队(田径女

子团体总分)；男子射箭队(男子团体

总分)；李法齐(射箭 50 米双轮)；网球

队(团体总分)；戴智琳、徐润珍(网球

女子双打)；叶绮蓉(无线电女子短码

机抄)；无线电队(无线电长码机抄团

体、无线电字码机抄团体、无线电短码

机抄团体)；摩托车队(男子 350 毫升

50 公里；航海队(男子多项 200 米综

合游泳、男子多项 7×120 米自由泳接

力)；汪光金(中级滑翔机起落飞行乙

组)；孔福林(滑翔 100 公里定点竞速

甲组)。

参加第一届全国运动会

表 3－17 分项前八名统计表

比赛中，江业英(无线电)，刘兴

玉、曾昭德、汪孝箭、贺祖芬(女子 4×

200 米接力)，李白玉(举重)，李法齐、

秦平村(射箭)破全国纪录；王建亚、赵



成英、王素珍(飞机跳伞)同山东运动

员合作在集训中破世界纪录。

二、参加第二届全国运动会

1965 年 9 月 12 日至 28 日在北

京举行。四川代表团有男 139 名、女

84 名运动员，教练员、工作人员 77

人，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李文清任团长。

大会设 23 个比赛项目，四川报 15 个

项目，其中足球未进入决赛，有 12 个

项目获得名次。

获第一至三名的运动员：

第一名

贺祖芬(女子 100 米、200 米)；刘

德翠(女子铁饼)；邓国银(举重轻量

级)；女子排球队；徐润珍、许必芳、戴

智琳、温儒瑜(女子网球团体)；王启国

(男子步枪 40 发卧射)；黄建夏(无线

电女子机抄收报长码)；王素珍、高联

珍、粟昌碧(女子 1000 米 3 人集体综

合跳伞)。

第二名

陈家全(男子 100 米)；乒乓球队

(女子团体)；男子篮球队；徐润珍(网

球女子单打)；徐润珍、许必芳(网球女

子双打)；射击队(男子手枪慢射团

体)；黄建夏(无线电女子机抄收报字

码、短码、全能)；张保琦(男子 2000 米

个人特技跳伞)，跳伞队(飞机跳伞女

子团体)。

第三名

杨吉琼(女子标枪)；射击队(男子

40 发卧射团体、跑鹿双发射团体)；朱

华宇(男子手枪慢射)；张玉美(女子手

枪慢射 60 发)；无线电队(团体总分)；

王世尧(无线电男子机抄收报长码、全

能)；跳伞队(飞机跳伞男子团体)；刘

德欣(男子 2000米个人特技跳伞)。

参加第二届全国运动会

表 3－18 分项前八名统计表



贺祖芬(女子 200 米跑)、刘德翠

(女子铁饼)、黄建夏(无线电女子机抄

收报长码)破全国纪录。

三、参加第三届全国运动会

1975 年 9 月 12 日至 28 日在北

京举行。设成年组 28 个、少年组 8 个

项目。四川代表团参加成年组 18 个、

少年组 7 个项目的 比赛，计运动员

295 人 (成年组 189 人、少 年组 106

人)，教练、工作人员 73 人，另有学习

观摩代表 16 人，团长赵宝凯。

获第一至三名的运动员：

第一名

贺祖芬(女子 100 米跑)；汪红(少

年女子 100 米跑、少年女子跳远)；蒋

爱和(女子 100 米自由泳)；女子排球

队；童玲(乒乓球少年女子单打)；谢才

明(男子跳台跳水)。

第二名

余维立(男子 100 米跑)；田径队

(女子 4×100 米)；吴峰(少年女子跳

远)；蒋爱和(女子 200 米自由泳)；乒

乓球队(少年女子团体)；跳水队(男子

团体)；谢才明(男子跳板跳水)；许可

(男子气手枪)。

第三名

吴峰(少年女子 100 米栏)；杨莹、

祁志强(乒乓球女子双打)。

参加第三届全国运动会

表 3－19 分项前八名统计表

游泳、射击比赛中有 2 人 3 次破

两项全国纪录，另有 5 人和兄弟省、市

运动员组成联队 7 次破 5 项射击全国

纪录。



四、参加第四届全国运动会

1979 年 9 月 15 日至 30 日在北

京举行。大会设 34 个比赛项目，其中

10 个项目的决赛已提前进行。四川共

298 名运动员参加 22 项比赛，赴京的

196 名，刘海泉任代表团团长。

获第一至三名的运动员：

第一名

俞平(女子 200 米自由泳，400 米

自由泳，800 米自由泳)；女子排球队；

孔祥明(女子围棋)；刘适兰(女子国际

象棋)；张建中(男子个人定点跳伞)；

第二名

吴峰(女子跳远)；俞平(女子 100

米自由泳)；李殿芳(男子刀术)；彭英

(女子传统拳术)；射击队(女子卧射团

体、女子 3×20 射击团体)，跳伞队(男

子 1000 米集体定点)；张辰辰(航海模

型 2．5 毫升内燃机水中浆竞速艇)；张

宏(航海模型无线电绕标竞速艇)。

第三名

郭素华(女子 100 米栏)；田径队

(少年男子 4×100 米接力)；吴勇(少

年男子 110 米栏)；胡娜、郭平(网球女

子双打)；孔祥明、何晓任(女子围棋团

体)；林野(女子中国象棋)；李殿芳、胡

一林(武术男子对练)；宋丽(武术女子

传统拳术)；射击队(男子气步枪团

体)；王维芳(女子卧射)。

参加第四届全国运动会

表 3－20 分项前八名统计表



俞平 7 次打破自由泳 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 4 项全国纪录；张建

中连续 27 次踩点创 1000 米个人定点

全国纪录。

五、参加第五届全国运动会

1983 年 9 月 16 日至 30 日在上

海市举行。四川参加了 25 个项目中的

17 个项目的比赛，参加决赛的男运员

113 名，女运动员 51 名。何郝炬任代

表团团长。

获第一至三名的运动员：

第一名

金浦(男子 100 米蛙泳)；女子排

球队；张跃军、郭平(网球女子团体)；

陈先刚(男子双向飞碟射击)；郭勇(射

箭男子 50 米双轮、30 米双轮)；李玲

娟、李仁凤、宋莉薇(射箭女子双轮团

体)；李玲娟(射箭女子个人全能、30

米双轮、70 米双轮)。

第二名

王丹(女子铁饼)；金浦(男子 200

米蛙泳)；兵乓球队(男子团体)；成应

华、陈龙灿(乒乓球男子双打)。

第三名

陈红(射击男子 3×40)；祝长富

(男子双向飞碟射击)；郭勇、赵军、周

云(射箭男子团体)；郭勇(射箭男子个

人全能)；李仁风(射箭女子个人全

能)；李玲娟(射箭女子 60 米双轮)；张

小平(自由式摔跤 52 公斤级)；魏兴亚

(自由式摔跤 57 公斤级)。

参加第五届全国运动会

表 3－21 分项前八名统计表



六、参加第六届全国运动会

1987 年 11 月 20 日至 12 月 6 日

在广州市举行。大会设 44 个比赛项

目，四川参赛 38 项，计 566 名运动员，

赴广州参赛的 410名。代表团团长许

川，临时党委书记郭炎。

获第一至三名的运动员：

第一名

棒球队；王涛(滑水男子全能)；陈

龙灿、成应华(乒乓球男子双打)；王萍

(武术女子自选长拳)；王萍、李小红、

宋丽(武术女子对练)；谭敏、罗玺(花

样游泳双人)；苗和华、习力刚(技巧混

合双人)；桂渝、杨富萍、颜文珍(技巧

女子三人)；马索夫、张世洪、陈小伟、

陈刚(技巧男子四人)；李明(48 公斤

级自由式摔跤)；蔡志勇(移动靶混合

速射击)；刘玲(女子双向飞碟射击)；

陈宏(男子个人定点跳伞)；张跃军、李

德鹏(网球混合双打)；杨晓燕(女子射

箭全能)；杨晓燕、李玲娟、姚雅文(女

子射箭团体)；高敏(女子跳板跳水)。

第二名

李涛(男子 100 米跑)；熊其英(女

子跳远)；黄泽惠、赵美、罗欣、肖子芳

(女子 4×100 米跑)；熊伟(男子 100

米蛙泳、200 米蛙泳)；金浦(男子 200

米混合泳)；李舸(体操单杠)；李东华

(体操鞍马)；谭敏(花样游泳单人)；陈

平西、肖代利(乒乓球男子双打)；杨建

明(女子花样滑水)；涂华芬(女子滑水

全能)；龙富金(74 公斤级举重)；贺开

荣(无线电女子 80 米波段测向)；张建

中(男子特技跳伞)；王仕民、匡俊军

(航空模型 F2C)；刘适兰、赵兰、娄红

宇(国际象棋女子团体)；王萍(武术女

子自选刀术)；李小红(武术女子自选

拳术)。

第三名

肖子芳(女子 100 米栏)；金浦(男

子 100 米蛙泳、200 米蛙泳)；邱远富

52 公斤级举重)；王勇(60 公斤级举

重)；花样游泳团体；张跃军、郭平(网

球女子双打)；女子曲棍球；魏兴亚(自

由式摔跤 62 公斤级)；陈宏(男子特技

跳伞)；何晓任、郭鹃、刘波(围棋女子

团体)；王萍(武术女子自选棍术)；李

殿芳(武术男子自选刀术)；彭英(武术

女子剑术)。

金浦在预赛中打破 200 米蛙泳全

国纪录。

在本届全国运动会上，四川代表

团获总分 509 分，居全国第六位，金牌

17 枚，居第五位，奖牌总数 50 枚，居

第五位；获精神文明运动队称号 15 个

居第五位；“贡献奖”249 分，居第三

位。这表明四川的体育运动取得了突

破性进展，跨入了全国先进省、市行

列。



参加第六届全国运动会

表 3－22 分项前八名统计表

四川省体育健儿在六运会上取得

的优异成绩鼓舞了全省人民，受到了

省委、省政府的高度赞扬。12 月 21

日，省政府在锦江礼堂为代表团举行

了庆功大会，省委、省政府、成都军区、

省人大、省政协、省纪委、省顾委的主

要领导以及 20 个市、地、州的主要负

责人参加了庆功会。同日，省政府宣布

了“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省体委

的决定”，省体委宣布了给 116 名有功

人员记功的决定。



四川省参加历届全运会一览表

(第一、二、三届未正式公布名次。表中所列名次系根据《羊城晚报》1987 年 11月所登

《历届全运会龙虎榜》排列的名次。第四、五届按金牌数排列名次，第六届按总分排列名次。)

七、参加第一届全国青少年运动会

1985 年 10 月 6 日至 18 日在河

南省郑州市举行。大会设 17 个比赛项

目，四川参加 16 项，350 名运动员参

加预赛，174 名参加 15 个项目的决赛

(足球未出线)。康振黄任代表团团长。

比赛结果，获金牌 12 枚，银牌 14 枚，

铜牌 13 枚，第四名 12 个，第五名 10

个，第六名 6 个，第七名 11 个，第八名

11 个，团体总分 346 分，排名全国第

九位。袁光第破举重90 公斤级全国青

年纪录。

附：四川省国际级和国家级裁判

员名单及批准时间

一、国际级裁判员

篮球：方励坚(1981)。

水球：蔡云生(1987)。

排球：廖仁刚。

体操：唐思宗(1980)、陈贵立(女，

1985)。

乒 乓 球：张成 善 (1980)、周 秉雄

(1980)。

垒球：刘刚(1981)。

技巧：康继蓉 (女，1985)、李民英

(女，1985)。

艺术体操：张丽华(女，1984)。

射 击：周 铁 生 (1985)、李 富 山

(1985)。

二、国家级裁判员

田 径：周 德 潜 (1957 )、张 春 惠

(1957)、周 多 福 (女，1958)、郗 文 星

( 1958 )、沈 昆 南 ( 1958 )、陈 家 齐

( 1950 )、邓 堪 舜 ( 1959 )、马 逢 禄

( 1959 )、徐 大 廷 ( 1959 )、周 进 塘

( 1978 )、张 自 孚 ( 1978 )、邵 大 来

( 1979 )、朱 定 源 ( 1979 )、罗 人 文

( 1979 )、裴 家 华 ( 1979 )、陈 翠 然

(1979)、邱 景 春 (女，1979)、朴 成 武

( 1980 )、李 全 凯 ( 1980 )、娄 常 远



(1980)、孙 树 勋 (1980)、阮 群 彦 (女，

1981)、左 洪全(1981)、吴太平(1981)、

刘 明 修 (1982)、赵 忠 健 (1982)、曹 镕

( 1982 )、谭 亚 士 ( 1983 )、廖 忠 明

( 1983 )、李 泽 明 ( 1983 )、周 继 兰

( 1985 )、李 善 乾 ( 1985 )、张 孝 学

(1985)、范 东 升 (1985)、李 曼 华 (女，

1986)、林登辕(1986)、杜辉亮(1986)、

孙家治(1986)、柯长玉(1986)、韩书 峥

( 1986 )、张 汉 忠 ( 1986 )、徐 星 川

( 1986 )、周 之 恩 ( 1986 )、肖 伟 麟

(1986)、吴 晓(1986)、施 南 浦 (1987)、

蒋 宣 华 (1987)、彭 应 广 (1987)、谭 蒂

(女，1987 )、杨 成 松 (1987 )、彭 序 忠

(1987)、何光旭(1987)。

体 操：李 芳 (1958)、李 明 英 (女，

1959)、柏载升(1959)、肖汉荣(1959)、

陈次 哲(1959)、陈 贵立 (女，1979)、唐

思宗 (1979)、兰 之光 (女，1983)、何 久

荣(1985)、周 俊英 (女，1985)、张长 玲

(女，1986)、袁建 国(1986)。

技巧：李 民英 (女，1979)、宋 克 西

(1979)、金 汝 珉 (女，1980 )、唐 继 蓉

(女，1983 )、刘 发 州 (1986 )、张 远 书

(1987)。

游 泳：邓 忠 庆 ( 1959 )、肖 林

( 1959 )、沈 一 鹏 ( 1958 )、朱 寿 昌

( 1959 )、杜 玉 华 ( 1982 )、刘 文 学

( 1983 )、陈 华 越 ( 1984 )、张 定 国

( 1984 )、黄 贵 君 ( 1984 )、向 丹 雄

( 1984 )、吴 新 (女，1984 )、黄 特 生

( 1986 )、凌 碧 纶 ( 女，1986 )、周 凯

(1987)、曾 肖 慧 (女，1987)、廖 品 松

(1987)、从宁丽(女，1987)。

跳 水：韩 之 源 (1982 )、谢 才 明

( 1986 )、倪 明 军 ( 1986 )、潘 光 勤

(1987)。

水 球：黄 家 凯 (1980 )、彭 志 军

( 1982 )、蔡 云 生 ( 1984 )、万 云 锋

(1984)。

花样游泳：郑嘉(女，1986)。

举 重：郑 怀 贤 (1958 )、苏 业 琦

(1979)、杨 光 贵 (女，1979)、张平 (女，

1987)、李巫南(1987)。

武 术：王 树 田 (1981 )、邹 德 发

( 1981 )、李 毅 立 ( 1984 )、曹 德 勇

(1987)。

足 球：李 明 允 (1957 )、王 经 才

( 1959 )、杨 华 刚 ( 1978 )、张 昌 炎

( 1981 )、蔡 国 敏 ( 1981 )、刘 嗣 伟

( 1984 )、衡 明 华 ( 1986 )、周 启 明

(1986)。

篮 球：王 承 藩 (1957 )、黄 存 瑞

( 1957 )、陈 昌 银 ( 1959 )、刘 天 鳌

( 1962 )、陈 家 庚 ( 1973 )、陈 岱 荣

( 1979 )、方 励 坚 ( 1979 )、刘 超 群

( 1982 )、邱 伯 勋 ( 1982 )、顾 筱 钦

( 1982 )、吕 宗 林 ( 1982 )、张 永 康

( 1982 )、周 小 松 ( 1985 )、陶 渝 华

(1985)、黄 秉 (1985)、文伯 蓉 (1985)、

肖功国(1986)、杨连胜(1986)。

排球：阙 永伍(女，1958)、龚 泽 清

( 1959 )、苏 海 澄 ( 1958 )、黄 英 年

(1960)、付 先 弟 (1978)、罗 永书 (女，



1978)、徐志诚(1978)、戴学儒(1978)、

廖仕刚(1979)、吴景栋(1979)、骆诗农

( 1980 )、王 宇 可 ( 1980 )、刘 幼 谦

( 1981 )、刘 西 南 ( 1981 )、陈 建 平

(1981)、黄锋(1981)、贺铭 (1986)、余

念祖(1986)、戴级高(1986)。

乒 乓 球：张 成 善 (1978)、丁 宝 田

( 1978 )、周 秉 雄 ( 1978 )、杨 万 举

(1982 )、侯 锡 恩 ( 1982 )、黄 天 福

( 1984 )、戴 天 云 ( 1984 )、张 国 英

( 1984 )、韩 守 晋 ( 1986 )、王 义 军

(1986)、李兴平(女，1987)。

羽 毛 球：唐 勇 (1978 )、杜 友 晖

( 1980 )、庚 鸿 猷 ( 1983 )、郑 大 龙

( 1983 )、马 培 跃 (女，1986 )、贾 勤

(1986)。

网 球：朱 萍 (女，1980)、林 其 锦

(女，1980)、温儒瑜(女，1980)。

棒 球：刘 国 权 ( 1959 )、刘 刚

( 1978 )、李 科 益 ( 1980 )、夏 德 立

( 1980 )、罗 兴 贤 ( 1980 )、刘 跃 烈

( 1983 )、陈 明 高 ( 1986 )、陈 显 明

(1986)、郝恰(1987)、张迎五(1987)。

垒球：刘国权(1959)、武印香(女，

1982)、刘先兆(1982)、颜仲成(1986)、

荣致琦(1986)、陈琳(1987)。

曲 棍 球：藏 跃 ( 1987 )、余 强

(1987)。

围 棋：刘 善 成 (1983)、陈 克 忠

(1986)、杨一(1986)、严玲(女，1987)、

庞幕尧(1987)、严昭亮(1987)、邱传德

(1987)、曾玉修(1987)。

中国象棋：程明松(1986)、唐峻伟

(1987)、周毅刚(1987)。

国际象棋：肖冠军(1983)、罗义平

( 1983 )、何 玉 忠 ( 1987 )、肖 冠 中

(1987)。

射 击：李 富 山 (1980 )、周 铁 生

(1980)、付诚 (1980)、江智 春(1986)、

严兴国(1986)。

无 线 电：杨 鉴源 (1982)、叶绮 蓉

(女，1986)。

跳伞：潘志龙(1981)。

滑翔：陈德源(1984)。

航 模：黄 克 文 (1980)、蔡 道 清

(1980)、杨鉴洲(1980)。

海模：黄宝强(1986)。

滑水：代大禧(1987)。

击剑：金玉芳(1987)。


	概述
	第一篇  社会体育
	第一章  传统体育项目
	第一节  武术
	第二节  气功养生
	第三节  棋类
	第四节  其他项目

	第二章  城乡健身娱乐体育
	第一节  城市健身娱乐体育
	第二节  乡村健身娱乐体育
	第三节  老年体育

	第三章  少数民族地区体育
	第一节  活动
	第二节  少数民族运动会


	第二篇  竞技体育
	第一章  竞技体育项目
	第一节  田径、体操、技巧、艺术体操、健美
	第二节  游泳、跳水、花样游泳、水球、蹼泳
	第三节  赛艇、皮划艇、摩托艇、滑水、帆板、航海多项
	第四节  足球、篮球、排球
	第五节  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棒球、垒球、曲棍球
	第六节  举重、摔跤、武术、击剑
	第七节  航空模型、航海模型、滑翔、跳伞
	第八节  射击、射箭、无线电、摩托车、自行车、棋类

	第二章  训练基地
	第一节  运动技术学院
	第二节  航空运动学校
	第三节  陆上运动学校
	第四节  水上运动学校
	第五节  邛海水上运动学校


	第三篇  运动会
	第一章  全省运动会
	第一节  晚清民国时期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第二章  承办主办运动会
	第一节  国内比赛
	第二节  国际比赛

	第三章  参加全国运动会
	第一节  民国时期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第四篇  体育教育与科研
	第一章  体育教育
	第一节  体育教育的实施
	第二节  体育课与课外活动
	第三节  课余训练
	第四节  课余竞赛

	第二章  体育师资及培养
	第一节  体育师资
	第二节  体育院校、系科

	第三章  体育科学研究
	第一节  科研机构、组织
	第二节  科研活动与成就


	第五篇  管理
	第一章  机构
	第一节  行政机构
	第二节  事业机构
	第三节  群众团体

	第二章  宣传
	第一节  报刊、图书
	第二节  广播、影视
	第三节  其他形式

	第三章  设施、经费
	第一节  场馆
	第二节  体育设备
	第三节  经费


	附录
	一、四川省体委历任领导人名录
	二、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省体委的决定
	三、四川省体育系统获国家体育运动荣誉奖章、省劳动模范称号者名录
	四、四川省荣获“新中国体育开拓者”称号人员名单
	五、四川竞技体育项目优秀成绩表
	六、《四川省志·体育志》编纂机构人员名单

	编后记
	返回主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