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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跆拳道是一项打分项目，2005年以前的旧规则

中，一直采用“三边裁”制，即在比赛场地第一边界

线中点外0.5米处设立1名边裁，在第二、第三边界

线和第三、第四边界线的交点外0.5米处设立另外2

名边裁，使用电子记分器对于运动员在比赛中的得

分动作予以确认和公布。为了提高判罚的准确性

和公证性，以及边裁之间的相互监督作用，在新规

则中用“四边裁”制取代了原来使用的“三边裁”制。

图1 比赛场地边裁设置示意图

在赛场的四个边角分别设立四个边裁，将边

裁对场上形式的观察视线从等腰三角形变为正方

形，尽量减少“死角”的出现。当运动员使用合

理有效的技术动作得分时，四个边裁对选手的得

分予以确认，其中至少有三名裁判在1秒钟的时间

内同时按下记分器，选手的得分才是有效得分，

并显示在电子记分器上。从理论上说，“四边

裁”的准确率高达 75％，而三边裁仅有 66％。

2006年8月世界跆拳道青年锦标赛在越南胡志明市

举行，在本届世青赛上，世跆联第一次使用了新

规则。我国国际级裁判员赵磊在5天的时间里参加

了150多场比赛的值裁，根据他的上场感受和观

察，4名边裁的使用比3名边裁更能保证公正和公

平性，而且对于选手比赛得分的漏判现象虽然存

在，但数量明显降低。

2“四边裁”制对选手得分评判的影响
边裁在比赛的中主要职责是对选手的攻击的

动作予以评定，当选手使用规则允许的动作，合理

有效的攻击到允许的部位，并有一定的击打效果

时，边裁要根据即时记分的原则，在1秒钟内做出反

应。当4名边裁中有3人同时认可某个攻击动作

时，得分有效。“四边裁”制的采用就是尽可能的保

证跆拳道打分的公正与公平。因此，边裁在值裁的

过程中要遵循以下四条原则:一、即刻决策的原则。

裁判员应当在产生效果时（1秒钟内）马上做出判

断，针对技术动作即时进行采分，而不应针对动作

的总体情况来推迟打分，即不能进行“总结性”计

分；二、独立判断的原则。裁判员必须以自己的判

断来计分，不能受到别的裁判员计分及其它因素的

影响；三、不更改判定的原则。一旦做出判定，即使

存在错误，裁判员也不能更改。合法地更改判定的

途径是通过赛事监督委员会；四、误判的不补偿原

则。如果裁判员认识到计分有所失误时，不应企图

补偿，而对另一方无故判罚或以微不足道的理由判

罚，否则就犯了第二次类似错误。

另外，笔者通过对使用“三边裁”制和“四边裁”

制的比赛得分情况的统计分析，发现，在使用“四边

裁”制后，运动员每局的平均得分情况有了明显的

差异。从表1、表2可见，第一局相差0.43分，第二局

相差0.8分，第三局相差0.77分。除去“顶分制胜”

和“分差胜”的因素，在同样的赛事同样的级别对抗

的比赛中，实施“四边裁”制后，选手的得分数量明

显降低。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实行“三边裁”制

时，只要有2个人1秒钟同时做出反应，得分就得到

了确认，而“四边裁”制中，必须3个人同时做出反

应。相比之下后者的同步性不如前者，也就是说在

比赛中出现漏分的几率要高，被称作为“技术型漏

判”，事实上存在着教练员常说的“上分难”的现

象。这个结论笔者通过对专家的访谈也得到了证

实，在被调查的20多位国家级裁判中，有80％承认

在比赛值裁过程中出现过漏分的现象。

3 影响边裁制裁的因素
在实际的执裁过程中，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

存在，影响着边裁的判断,人为因素对比赛结果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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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实行“三边裁”选手三局比赛得分情况

表2 实行“四边裁”选手三局比赛得分情况

局次 第一局 第二局 第三局

总分合计 95 143 162

平均得分 1.28 1.89 2.18

局得分率 24％ 36％ 40％

局次 第一局 第二局 第三局

总分合计 82 102 135

平均得分 0.85 1.09 1.41

局得分率 25% 33% 42%

响较大。如所处的位置不同导致了观察的角度和

距离不同，身后的背景杂音等环境不同；裁判员的

判罚尺度与认知程度的差异；值裁的经验和水平的

差异……导致了对同一技术动作有不同的评判结

果。这也是每次重大赛事出现争议的原因。2007

年北京世界锦标赛出现了5起针对裁判的上诉事

件，2006年多哈亚运会也出现了4起类似的事件。

对于北京世锦赛出现裁判判罚引起队员争议的事

实，世跆联也做出了相关回应，认为任何运动项目，

都会出现各类争议。但是裁判在赛场上的权威性

不可改变，经过赛事监督委员会审查，只要主裁判

没有出现重大的失误，比赛出现的争议将维持裁判

当时做的判罚。

从世跆联对待比赛争议的态度上可以看出，

一方面承认在比赛中存在着争议，但是在依靠裁

判的主观感受来评分的过程中，只要不是原则性

的错误，这种争议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而且一

般申诉的结果都是维持原判。另一方面，世跆联

坚决维护裁判在比赛场上的权威性，这种状况在

电子护具正式使用之前是不会改变的。因此，在

比赛中要求运动员要理解边裁的工作，尊重和接

受裁判的判罚。在2006年多哈亚运会男子54kg级

的淘汰赛中，泰国选手因不满裁判的判罚，放弃

了最后20秒的比赛，在一个1秒钟就有可能改变

比赛结果的项目中，这种赌气的做法是不可取

的。尽管从后来的比赛录像中看出的确是边裁漏

判了该选手的击头动作得分，但是规则规定所有

的判罚都是以场上裁判当时的判罚为主，录像资

料是不能作为改变比赛结果的依据的，因此尊重

裁判是选手在比赛场上必备的素质。一个成熟的

运动员应当尊重裁判的判罚，并且依照裁判判罚

的尺度去适应裁判，适应比赛。

4 结论
综上所述，人为判分的项目裁判因素很大，跆

拳道竞赛规则和裁判方法中间存在“人为因素”的

空间，这种情况的出现比我们现实预计的要复杂的

多，所以应当通过刻苦的训练获得超强的实力，这

种实力应该包括战胜误判的能力。根据“四边裁”

实施的现状，应当加强运动员击打效果的训练和发

展高难度的击头的技术动作。裁判对于动作的得

分判定是通过观察，看是否用合理的技术动作击打

到了有效部位，用耳朵听击打后的效果是否明显来

做出的。因此，强化击打效果是比赛中提高得分率

的最佳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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