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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
慧
在
比
赛
中
扣
球

记者手记

体坛话题

天津队主攻手王艺

竹扣出了一记势大力沉

的小斜线，力量角度俱

佳，放在一般的比赛上必

得分。然而，在四号位后

撤防守的仲慧早早卡在

线路上，轻松防起，随后

上海女排反击成功。

“今天上海女排的

防守神了！”一旁看球的

观众小声说，“再重的球

也是说起就起。”

这样的防守反击，

昨天的比赛里还有很

多。天津队队员发现，

自己扣球的方向上总有人等着。能

有如此惊艳表现，上海女排赛前准

备当居首功。

比赛开始前，网上曾热传一条

视频，讲的是上海女排在训练中运

用了   技术辅助。事实上，这套

排球数据分析系统不仅上海女排

在用，国内很多球队都在用，国家

队也在用。

昨天的比赛中，上海女排的发

球同样出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注意到一个细节：每位队员发球的

时候，都会看向教练席——助理教

练会根据数据分析的结果，告诉队

员发到哪里、怎么发。

排球运动发展至今，已经越来

越是竞技与科技结合了。光靠教练

的人脑记忆分析早已落伍，郎平这

样的世界顶级教练也说过，自己“最

多也就记十来个球”。经常看排球

比赛的球迷肯定发现了，手拿一个

平板电脑的教练已经越来越多。

相信不久后，这样的场景也

会在排超赛场上出现。也希望到

那时，排超赛场上能有更多“神

了”的球。 陶邢莹

想向“千年老二”说不
排超决赛首场上海女排开门红

零下的气温里，上海女排在卢湾体育馆燃起了冬日里的
一把火。在观众的加油声中，十五冠王天津队在这里遭遇本
赛季首败，年轻的上海女排以3比1拿下了排超决赛首场。抱
着冲击者的心态，她们想向曾经“千年老二”的名号说“不”。

台前幕后

——   判罚频陷争议的背后

为何裁判屡屡成为主角？

竞
技
与
科
技

职业联赛的主角是谁？肯定不

是裁判。但是在本赛季的CBA，特

别是最近几轮，裁判却偏偏成了“主

角”。本赛季，CBA全面恢复主客

场，但是裁判的业务水平却没跟

上。由于遭遇争议判罚，不少主教

练都不惜被罚款也要公开批评裁

判，那么问题来了：为何裁判总陷

“争议门”？

左右输赢
“我知道联盟可能会处罚我，但

我还是要说几句。”在1月2日主场

不敌上海队的赛后，一向以儒雅平

和形象示人的深圳队主帅郑永刚罕

见地主动“开炮”，“明明是（裁判）自

己的错误，非要把错误放在我们身

上。我希望这件事情能引起大家足

够的重视，不能再这样了。”

那场比赛，深圳队以1分之差

输球。在比赛还剩12.1秒时，深圳

队以3分领先，该队的白昊天又抢

到关键的前场篮板球，上海队无奈

之下只能对其犯规，深圳队将获得

两次罚球机会。但关键时刻，裁判

却做出了错误的判罚，被犯规的明

明是白昊天，裁判却示意让另一名

深圳队队员胡小龙走上罚球线。身

为内线球员的胡小龙罚球命中率仅

有17%，这一低级误判立刻引发了

郑永刚的不满。他走出球队区域和

裁判理论，却吃到一次技术犯规，送

给对手一次罚球。虽然裁判通过录

像回放最终确定了正确的罚球人

选，但深圳队却为此付出了吃到一

次技犯的代价，这也为该队最终被

绝杀埋下了伏笔。

上海队利用技术犯规罚球将分

差缩小至2分，之后白昊天罕见地

两罚不中，而王哲林在对方严防死

守下投出了一记高难度的压哨三

分，上海队最终上演一场神奇的

逆转。

事实上，本赛季CBA

开赛至今，裁判判罚已多

次引发争议。此前在广州

队输给北京队的赛后，广

州队主帅郭士强质疑北京

队队员多次假摔，而裁判

却对此行为一直置之不

理，事后他吃到了联

盟的罚单。

水平有限
CBA联赛的绝大多数争议判

罚，并不属于“黑哨”，也不是裁判有

意去“黑”哪支球队，更多还是因为

裁判业务能力不强所导致。一位资

深退役裁判分析，近几年中国篮球

裁判水平出现了大幅下滑，去年的

男篮世界杯没有一名中国裁判就是

最好的证明。在这位老裁判看来，

当下有能力执法CBA联赛的主裁

判不超过10个人。前几年由于疫

情，很多裁判没有在主客场赛制下

执裁的体验，这就导致临场吹罚经

验和抗压能力都不够强，这是本赛

季CBA屡屡出现争议判罚的最根

本原因。

客观来说，有些球员、球队认为

判罚有争议，并不一定站得住脚。

但一名水平高的裁判，不仅是对违

例、犯规动作的捕捉能力有着较高

要求，还要拥有较好的控场能力，如

果吹罚不当就成了“拱火”，容易引

发争议。

尽快培养
CBA官方近几年也在尽力整

治裁判问题。从2017—2018赛季

开始，CBA公司会对外发布裁判报

告，供球迷、媒体了解判罚情况，对

经常出现漏判、错判的裁判，实施

“降级”管理。然而，该制度在2022

年4月被取消，如今每场比赛还会

有裁判报告，只是不再公开，而是仅

供内部人士学习使用。

此外，CBA历史上也曾经有过

邀请“洋哨”的经历。早在2004—

2005赛季的CBA总决赛，来自捷克

的扎卡拉就成为首位外籍裁判，从

那之后，CBA的“洋裁判”就开始多

了起来。不过2013年亚篮联规定

亚洲所有赛事都只能使用亚洲裁

判，“洋裁判”彻底淡出国内赛场。

和男篮一样，中国篮球裁判水

平这几年也下滑严重，篮协必须高

度重视裁判员队伍的培养，这样才

有助于CBA联赛和中国篮球水平

的提升。 本报记者 李元春

给自己争口气
昨晚，卢湾体育馆2200多张

座位座无虚席，球迷不遗余力地呐

喊着，本赛季上海女排“肉眼可见”

的成长，给了他们希望。本场球票

一周前开票，两天不到，网上便宣

告售罄。俱乐部保留了一批线下

票，于昨天上午10时半在体育馆

门口现场售卖。寒流来袭，昨天气

温全天零下，但一批老球迷一大早

就来排队了。

自从2001年最后一次获得联

赛冠军之后，上海女排已经23年

未尝冠军滋味了。虽然20多年来

也曾数次打进决赛，但都与冠军失

之交臂，每一次都负于强大的天津

队。去年决赛，上海女排在对手面

前仿佛是小学生，在三场两胜制的

比赛中以0比2告负，局分打了个

0比6，且只有一局上了20分。对

此，上海女排直面过去。

“要给自己争口气！”动员会

上，上海女排主教练王之腾强调。

“小一号”国家队
“仲慧，你就是要跟李盈莹比

个高下。”这是赛前王之腾给队长

布置的任务。准备会开得极短，

“轻装上阵。”王之腾跟队员说，看

得淡一点，首先要保持信心、享受

比赛。

天津女排有谁？国家队主力

袁心玥、李盈莹、王媛媛等，但王之

腾笑言，上海女排是“小一号”的国

家队，“我们那几位都是替补。”但

王之腾和她们说，“你们上去要敢

于比试。”

开场后，上海女排进入状态更

快，取得了局分2比0领先的梦幻

开局。反观天津队，背上想赢怕输

的包袱，一传不稳，自身失误偏

多。不过，第三局上海女排出现波

动，天津队打出了气势扳回一局。

好在上海女排在第四局坚持到了

最后，双方比分交替上升，但上海

女排笑到了最后。

继续冲击对手
回顾比赛，王之腾还是捏了一

把汗的，第三局天津队缓过来了，

他怕队员们太急躁，最终，姑娘们

经受住了考验。

事实上，上海女排的纸面实力

并不弱。天津队有引以为傲的国

家队“双塔”组合，上海女排的高

意、薛翼枝组合也是国内数一数二

的。主攻位置，队长仲慧表现抢

眼，在联赛中的表现并不比李盈莹

差。反倒是接应位置，上海女排小

将王音迪进步飞速，表现更为亮

眼。赢下比赛后，仲慧表示：“我们

对自己说要有信心。比赛中就算

她们打出了一些精彩的球，也是很

正常，我们始终抱着一种向对手学

习的心态。”

本赛季不败金身告破，天津队

主教练王宝泉赛后直言：“球队压

力比较大，没放开。”面对接下去的

两个主场，王宝泉认为，“关键是心

态。上海是拼对手，我们打得保守

了。”

赢球固然高兴，但上海女排今

天已启程前往天津。正如王之腾

说的，“赢了一场并不是就上天

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冲击对

手。”

本报记者 陶邢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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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赛季CBA裁判判罚经常引发争议 本文图片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