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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记者 浙友

中甲联赛已经进行了七轮，围绕着裁
判的争议不断，包括多家俱乐部在内的各
方呼吁，中甲联赛需要更高水平的裁判进
行执裁，否则就是对联赛的一种巨大伤害。

国青队特殊的身份更容易引起外界关
注，其实在进行了七轮的中甲联赛中，裁判
也有着数量巨多的争议判罚。在中国足协
开出成都蓉城的球员李建滨被禁赛10场、
罚款10万元，梅州客家体能教练杨德欣被
禁赛六个月等罚单的背后，一个重要的原
因就是裁判误判引发球员的不满，一方面

要加强球员的素质和自控能力；另一方面，
提升中甲联赛裁判水平也是刻不容缓。
就拿刚刚结束的第七轮联赛来看，在梅

州客家和陕西队的比赛中，陕西队两位球员
丁捷和王维朴在10分钟内两次带有报复性
的飞铲，主裁判都只是黄牌警告。而在下半
场，有利的一方又变成了梅州客家。梅州客
家卢琳在禁区内摔倒，主裁判判罚了点球，
陕西队球员围住裁判表示是卢琳假摔，但裁
判依然坚持自己的判罚。随后梅州客家的敦
比亚疑似用“上帝之手”进球。敦比亚在进球
后没有任何庆祝动作，而陕西队再次提出了
抗议，但裁判表示进球有效。

从这场比赛的争议来看，裁判两边都
不讨好，这或许更多的是执裁水平的问题。
今年中超和中甲联赛采取了赛会制，一旦
裁判被选定到某个赛区执裁，就只能在一
个阶段的赛事中都封闭在这个赛区里。足
协在考虑委派裁判的时候，肯定会倾向于
把水平更高的裁判安排到中超赛区，这就
导致中甲联赛裁判水平的总体不高。再加
上由于赛会制要长时间脱离正式岗位，一
些裁判无法请假去赛区完成执裁，这就进
一步降低了中甲裁判的水平。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甲联赛接连出现有

争议的误判，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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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如果没有较高的执裁艺术，就
很可能造成比赛的“场面失控”。在第六
轮中甲联赛中，一共出现了六张红牌，
37张黄牌，其中有两场比赛都是出现了
两张红牌。

在第六轮昆山队和北体大进行到
第86分钟的时候，昆山队的葡萄牙外援
伊尔德贝尔托在反击中带球向前突破，
在摆脱对方的拉拽犯规后，送出了绝佳
传球，昆山队形成了3打1的进球机会，
主裁判熊星却吹停了比赛，给了犯规球
员黄牌警告。根据有利原则，这绝对应

该是让昆山队完成进攻的机会，裁判扼
杀了昆山队的一次得分良机。这样的判
罚，引发了昆山队多名球员的不满。

在第三轮苏州东吴和沈阳城市的
比赛中，比赛最后时刻沈阳城市的朱
世玉传球，王靖斌头球一点，跟进的刘
佳鑫射门得分。但对于这个进球，裁判
吹罚无效，沈阳城市最终0比1输给了苏
州东吴。这个被吹掉的进球让沈阳城
市球员非常不满，现场进行了长时间
的抗议，沈阳球迷更是在多个平台上
喊出了“黑哨”，但还是没能改变最终
的比分。
今年中甲联赛争议判罚很多，还有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取消了VAR。去
年中甲联赛中还是有VAR的，但今年中
国足协取消了中甲的VAR，这让原本就
容易出现误判的裁判没有了“高科技的
武装”，从而引发了更多的争议。
在争议判罚如此多的情况下，已经

有多家中甲俱乐部通过不同途径表达
或者呼吁，希望能有更高水平的裁判来
执裁联赛，“第二阶段比赛应该考虑让
一些高水平的裁判来中甲，而不仅仅只
是照顾中超联赛”。在第一阶段充满争
议的情况下，希望中甲联赛第二阶段的
赛事能少一些争议判罚，让球员成为联
赛的真正主角。

最近几天，低级别联赛“热闹”异常。 中甲赛场暴力犯规屡见不鲜，红黄牌与重磅罚单齐飞。 中乙
赛场则上演了“离奇”的点球误判，在第三轮比赛中，裁判成为了比赛的焦点，一个手球的位置明显在
禁区外的犯规被判点球，直接改变了比赛结果。 赛后，引发了外界对“爱国哨”甚至“黑哨”的争议。 昨
天，职业联盟筹备组的裁判部门召开紧急会议，反复核实后，确认该点球为误判，当值主裁判胡豫鑫
和第一助理因此受到了纪律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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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无中生有”的点球，将中国
U20国青队再次推上了风口浪尖。

本周三下午的第三轮中乙联赛，
国青队在盐城赛区迎战青岛海牛。上
半场，海牛利用国青的一次防守失误
先下一城，1比0的比分一直维持到比
赛即将结束。第89分钟，国青队员发
动进攻，皮球弹地而起，疑似触碰到了
一名海牛队员的手臂，经边裁确认后，
当值主裁坚定地将手指向了点球点。

事实上，这次犯规的发生地并非
在罚球区内，甚至离禁区线都尚有一
段距离，点球是再明显不过的误判，但
既然裁判已经做出了判决，双方的场
上队员也只好按照他的示意行事。国
青球员艾热西丁站上了点球点，他一
蹴而就，在最后关头帮助球队保住了
一场平局。中乙联赛才进行到第三轮，
这已是国青队第二次在补时阶段依靠
点球改写比分，不同于首轮“让二追
三”所收获的称赞，与中能一战的点球
误判让国青队背负了许多莫须有的骂
名。在不少球迷眼里，国青只要获利，
背后必有黑幕。
面对这样的揣测，有国青队员感

到委屈，他们私下也对裁判整场比赛
的吹罚颇有微词，但不方便多做评价。
上半场，裁判的判罚曾多次令海牛得
利，这一度引发国青方面的不满，因此
比赛临结束时的点球判罚，似乎“找平
衡”的意味更甚。据悉，职业联盟筹备
组对这场“点球风波”相当重视，裁判
部门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进行了反
复核实，确认该点球系误判，并对当值
主裁和第一助理裁判作出了停哨的内
部处罚。

虽说这个赛季，国青队加入了中
乙联赛升降级的争夺，每场比赛的积
分和进球于球队而言都很关键，但球
队最主要的目标仍是培养球员、增加
实战经验，提前备战2024年巴黎奥运
会，而非冲甲。换言之，国青队不是“输
不起”，年轻球员的成长与提高某种程
度上比赢球更重要。能拥有裁判的公
正判罚，以及一个良好的比赛环境，是
国青与其他球队共同的诉求。

职业联盟筹备组也就外界的质疑
作出了澄清，表示绝不会对国青队有
特殊照顾，毕竟安排国青参加中乙联
赛，成绩不是主要目标，发现人才、锻
炼队伍才是首要任务。

国字号球队参加职业联赛，势必
会受到比其他所有球队更多的关注，
再微乎其微的争议也将被无限放大，
因此越是这样的比赛，便越是需要做
到尽可能的公平与公正，让公众的话
题自然聚焦于足球本身。另一方面，在
国字号球队“空降”的那一刻，联赛原
有的秩序便已经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扰
乱，倘若再受到非竞技层面的影响，原
本就根基不牢的中乙迟早会演变成一
场“闹剧”。

国青实力
忽高忽低

封闭制无法请假，好裁判都不来中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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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乙联赛已经战罢三轮，国青3战
2胜1平，暂积7分列盐城赛区积分榜第
二，与三战全胜的无锡吴钩尚有2分差
距。按照赛事规则，三大赛区积分排名
前两位的球队，以及两支成绩最好的
小组第三将在第二阶段共同组成升级
组。
前三轮比赛，国青打入六粒进球，

其中泰山小将谢文能在次轮与东莞莞
联的比赛中梅开二度，广州队球员王
世龙、国青队长梁少文各有一球入账，
两名新疆籍球员阿卜杜肉苏力和艾热
西丁则分别以一粒点球打开了自己的
进球账户。

谢文能是在2011年进入鲁能足校
的，他曾跟随梯队有过短暂的留洋经
历。上赛季，谢文能在中乙联赛开启了
自己的职业生涯，但并非是效力国青，
而是被租借至了淄博蹴鞠。这一年，他
不仅完成了职业联赛首秀，还在至关
重要的升级附加赛中打入了个人首
球，帮助球队实现了冲甲目标。正是因
为这样的表现，谢文能在赛季结束后
入选了国青选拔队，并最终获得了教
练组的肯定。

王世龙与艾热西丁都出品自恒
大足校，前者已小有名气，在中超与
亚冠都有出场记录，后者在不久前的

全运会资格赛中帮助新疆队全胜出
线，并以五粒进球荣获资格赛最佳射
手。梁少文来自国安，司职中后卫的
他去年为国青出战了八场比赛，打入
一粒进球，本赛季首轮的出色表现让
他当选了该轮盐城赛区的最佳球员。
阿卜杜肉苏力是泰山队的一名新星，
他上赛季为国青出战了五场比赛，并
在年末同时入选了U20与U22两支国
字号球队。
下一轮，国青队将在下周一迎战

升班马宜春威虎，后者本轮1比1战平
了东莞莞联。不过，随着全运会、亚冠，
以及U21联赛的召开在即，多名国青队
员会相继离队回到原俱乐部，球队很
快将面临人员变动带来的挑战。

国字号“空降”势必干扰联赛秩序

能力不足，有没有VAR都存在争议

该如何管好吹哨人？
裁判在低级别联赛中成为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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