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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杨一凡

红牌数新高 越封闭越刺激

在这一轮中出现了两次点球大

战，一场是申花和重庆，一场是黄海和

卓尔。

第一回合中，申花3比1?下重庆，

这可以说是个相对安全的比分， 但当

次回合重庆首发全部外援， 再加上打

法颇具侵略性， 人手不齐的申花便遇

上了大麻烦，等对方的士气一上升，球

队再想控制场面就很困难了， 毕竟可

调配的人员少， 战术变化肯定也就减

少了。

而黄海与卓尔比赛不太一样，这

是场谁赢谁保级的必胜战斗， 双方必

定会打出血性。在我看来，黄海与卓尔

的次回合比赛打得真是一个 “血腥”，

双方拼抢力度几乎就是 “拼命” 的程

度，让人真的在足球场上看到了“你死

我活”的气氛。

鉴于今年赛制特殊， 这一阶段的

比赛打到加时和点球是很正常的事

情，对于球员来说也是全新的体验。说

实话，像黄海、卓尔、永昌这样的球队，

往年即使在足协杯赛场也走不到很后

面， 今年这样激烈的比拼是很多球员

从来没经历过的。

尽管本赛季中超联赛赛会制的赛

制曾被不少人质疑， 但不得不承认的

是， 在这样的赛制之下反而比往年多

了一些精彩刺激的比赛。

不得不说， 这一轮的比赛比预想

中要精彩。 和原先大部分人的预测不

同，即使是像鲁能与华夏、申花与重庆

这样的排位赛， 对战双方在场上也几

乎毫无保留， 给了球迷很好的观赛体

验。就算已经没有争冠或保级的负担，

作为职业球队， 还是会在技战术上有

所要求，希望在比赛中打出一些内容。

另一方面， 本轮比赛中出现的红

黄牌数量刷新了中超历史纪录， 仅在

第二回合中就产生了60张黄牌和13张

红牌， 其中更是有五支球队单场得到

了两张红牌。而在此之前，中超联赛单

轮红牌最高纪录仅为2005赛季第25轮

比赛的七张。

红牌多，自然说明比赛打得激烈，

但相对轻松的争冠组排位赛也出现了

这般不管不顾的场面， 球员的心态失

衡就成为了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 前

前后后封闭三个月，换谁都不好受，再

加上有比赛的压力， 球员难免在场上

形成大幅情绪波动，甚至略微失控。

第一阶段在赛区待了两个月，休

息了没多久，又被“关”了进去，对于这

群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来说， 心态的调

节和压力的舒缓都是有一定难度的。

在赛季初起， 对比赛的渴望或许能掩

盖掉很多问题， 但这种饥饿感和兴奋

劲一过，负面情绪就显露出来了。有些

时候， 生活上的经历会影响球员场上

的情绪，在比赛中发泄出来在所难免。

还剩下两场比赛， 希望球员们能

扛过去， 也希望这个赛季的中超联赛

能顺利结束。

本轮赛前， 我曾为上港和卓尔的

前景感到担忧， 我当时觉得上港球队

状态不佳，阵容也少有可换之人，或许

很难跨过苏宁这道坎， 而卓尔则因为

人员问题或将面临降级之灾。 和我预

想的一样， 这两支球队都没能在次回

合中取得胜利。

上港球队整体情况似乎不妙，缺

少扎实的积淀，也使得有能力的球员

难以凸显自己的个人实力。 比赛难求

一胜，很多负面舆论便源源不断地传

入球员的耳朵，心态和情绪势必会受

到影响，心态好的球员或许还能自我

恢复，心态不好的可能就破防了。 与

此同时，主教练佩雷拉在赛后的发言

也并不十分恰当，还没到最后总结的

时候就开始否定球员的表现，就算葡

萄牙人本意在于激发球员斗志，得到

的效果也可能适得其反。 现在摆在上

港球员面前的不仅是亟须复原的体

能、关键队员的伤病 ，还有精神状态

的恢复，这或许比身体上的不足更重

要。 如果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上港有

很大概率会在与国安的比赛中继续

让球迷失望。

卓尔的情况更加不容乐观， 这支

原本一度冲入苏州赛区前四的队伍如

今却落到了降级边缘， 很大程度是受

第一阶段后期球队一输再输的惯性影

响， 找不到反弹的点在哪里。 另一方

面，卓尔外援纳霍尔的受伤，很大程度

影响了球队的发挥， 而次回合率先被

罚下一人， 也导致球队的用人愈加捉

襟见肘。

至于最终的联赛冠军，我认为恒大

夺冠几无悬念， 毕竟球队人员充足、整

体性强，应该不会给苏宁多少机会。 保

级方面，永昌较之武汉赢面稍大，前者

的外援很有特色，能一定程度压制对手

的发挥。 不过，即使是永昌和卓尔一战

中取胜的那方， 也不是高枕无忧了，还

需要和中甲球队进行附加赛，这对球队

场上的外援数量又是一个考验。

两场点球大战
特殊赛制带来精彩上港争三前景堪忧

永昌保级赢面更大

八场比赛，13张红牌，60

张黄牌。 刚刚过去的中超第
18轮比赛， 红黄牌数量均创
造了中超历史的新纪录。 此
前的单轮红牌总数最高纪录
为七张 ， 这个数字出现在
2005赛季第25轮；单轮黄牌
总数最高纪录为48张， 出现
在本赛季的第13轮。 在本轮
比赛中，大连人、富力、苏宁、

黄海和申花这五支球队单场
获得了两张红牌， 一队九人
应战的场面不在少数。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龚哲汇

“无关痛痒”却并非“无欲无求”
八支球队处于“无缘争冠”和“?级无忧”状态

因为本赛季特殊的赛制，第二阶
段第一回合的比赛结束后，共有八支
球队处于“无缘争冠”和“保级无忧”的
状态。在外界看来，对于这些球队而
言，此后的比赛都是“无关痛痒”的。但
是回到比赛中，这些看似“无欲无求”
的球队的表现却出乎意料。
在已经保级的天津泰达和大连人

的次回合比赛中，取得总比分领先的
大连人在下半场被攻入一球，尽管大
连人队想进球，进而将比赛拖进加时，

但形势的不利，带来了情绪上的急躁。
最后时刻，双方球员发生了冲突，主裁
判一共出示了三张红牌，孙国文、徐嘉
敏、郑凯木三人都被罚下，比赛也在遗
憾中宣告结束。
在建业和富力的比赛中，富力两

名中卫弋腾与托西奇都因为两黄变一
红离场，这是富力队史上的第一次。其
中队长弋腾还因为禁区内拉倒卡兰
加，送给对手点球。罚下两人后，富力
只能九人应战，最终2比3不敌对手。

相比较已经确定保级和无缘争
冠的球队，还要为了保级和争冠的几
支球队比赛也出现了犯规较多的情
况。在苏宁对阵上港的比赛中，吕文
君的肘击动作引起了视频裁判的介
入，但主裁判郭宝龙看过回放后认定
为黄牌。而下半场阿不都海米提的粗
暴犯规再次让视频裁判介入，郭宝龙
则出示了红牌。不过少一人作战让苏
宁“因祸得福”，人数缺失先是迫使主
教练奥拉罗尤下定决心改变打法，苏
宁球员有了破釜沉舟的勇气，最终挺
进了中超决赛。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保级组的青岛

黄海，在王皓被罚下后，黄海和卓尔两

队都只剩下了10名队员，而加时赛最
后关头刘佳遷的被罚下更是让黄海孤
注一掷，守住了最后的五分钟，最终点
球大战淘汰对手完成保级。在本场比
赛中，武汉卓尔队因为埃弗拉多次遭
到暴力侵犯，裁判没有表示，卓尔教练
组忍无可忍，集体冲进场内讨要说法，
甚至教练组成员郑斌第一个进入球
场，用肢体动作示意球员罢赛，场面彻
底乱套。裁判随后将整个卓尔教练组
罚上看台，比赛才得以继续进行。而对
于武汉卓尔来说，除了宋志伟外，主力
后卫刘毅也停赛，武汉卓尔现在到了
保级最后关头，缺阵两大后防线主力
实力折损很大，保级难度可想而知。

本轮中超出现如此多的罚牌，其
背后的原因与今年特殊的赛制有着紧
密的关系。首先因为在第二阶段，中
超联赛直接变成了“中超杯赛”，因此
对于首尾两端球队来说，球队的命运
就在两场比赛中揭晓。尤其是首回合
打平，第二回合一场比赛的结果就有
可能决定球队生死，这让球队压力空
前，场上注定每球必争，这直接催生了
大量红黄牌。

场面失控也与当值裁判有关，在
比赛开始时，裁判宽松执裁，没能控制
好比赛的尺度，导致球员们不断在场
上试探裁判的判罚底线，最终影响到

了比赛的观感。比如重庆当代和上海
申花的比赛，重庆队员双脚离地铲球
导致申花球员受伤，裁判却没有任何
表示，甚至在抛出界外球时，前进了十
几米，最终取得进球，明显违例违规但
裁判却视若无睹，这让被“喷”了大半
个赛季的本土裁判们更是饱受质疑。
除此之外，本赛季足协在球员的

犯规方面并未开出过追加罚单。本赛
季比赛赛程紧张，场次又少，一旦出现
伤病和停赛的情况，球队的参赛人数
都有可能无法保证，因此今年“王小平
书法”没有出现过，足协“手软”让联赛
的判罚尺度难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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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攸关 刺刀见红 情绪失控 足协手软
“王小平书法”未出现

球迷想开了，球员没想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