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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兵

近期，2023～2024 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

业联赛（CBA)第二阶段比赛激战正酣。该阶

段比赛将持续至明年 2 月 5 日，赛程长、场次

多，将直接影响每支球队冲击季后赛的形

势。然而，随着比赛的激烈进行，裁判执法方

面的争议也越来越多，引起各方广泛关注。

为此，中国篮协在近日举行的中国篮球

媒体日裁判主题活动上，专门就裁判员管理

体系改革相关内容进行了解读。据介绍，目

前中国篮协裁判员委员会已启动对注册裁判

进行一体化管理，采用考核与培养分离、升降

级制度常态化等手段鼓励裁判良性竞争，“尤

其是将实现裁判员升降级制度常态化，全面

对标国际篮联（FIBA）标准，执行其执裁理念

和要求，以期提升整体执裁水平。”

联赛执裁屡受质疑

近日，CBA 官网宣布，在 CBA 常规赛第

20 轮天津队与福建队的比赛中，福建队主教

练朱世龙因不满判罚而情绪激动，出现指责

裁判和摔战术板的过激行为，被处以罚款 7
万元、停赛两场的处罚。该轮另一场比赛赛

后，广州队主教练郭士强因质疑裁判并发表

不当言论，也被处以罚款 2万元。

记者了解到，新赛季以来，尤其是常规赛

第二阶段开始至今，不断出现争议性判罚。

一些球员和教练员在场上也频频出现过激行

为。截至 12 月 24 日，本赛季 CBA 联赛已开

出 10 张罚单。由此出现不少围绕裁判和比

赛公正性的质疑，直接影响 CBA 联赛品牌与

形象。

“中国篮球走到今天，如果还出现这么

低级的错误，确实不符合篮球发展规律。”此

前，宁波队主帅阿的江针对争议性判罚如此

表示。

频惹争议原因何在

判罚争议较多不仅影响联赛公信力，也对

中国男篮在国际赛场上的表现造成负面影

响。数据显示，今年的男篮世界杯上，中国队5
场比赛的场均犯规数达到22次，排在所有参赛

队伍的第 3位。与之相比，直接获得巴黎奥运

会资格的日本男篮，其场均犯规仅有15.4次。

两相对比不难发现，中国球员习惯于国

内联赛的执裁后，很难适应国际大赛的判罚

尺度，国内赛场和国际比赛的执裁已出现脱

节的状况。中国男篮主帅乔尔杰维奇曾坦

言：“国内赛场的裁判标准与国际赛事之间的

差异，影响了中国男篮的比赛节奏，这是（失

利的）重要因素。”

那么，造成本赛季 CBA 判罚争议较多的

原因有哪些呢？

据悉，目前作为中国男子篮球顶级联赛

的 CBA 联赛，有不少裁判员为兼职，他们的

主业更多是大中院校的体育教师或者体育部

门的职员，并非专职从事裁判工作。加之国

内联赛邀请外籍裁判较少，国际交流相对缺

乏也令裁判执裁水平受限。

篮球评论员王盛认为，判罚尺度不统一

是造成争议判罚不断出现的主要原因。“上赛

季开始，CBA开始鼓励身体对抗，裁判的哨子

也‘松’了一些，但很多时候‘松’的尺度对不同

球队、不同场次并不统一。再加上主客场等

因素，被认为是偏向性的判罚不时出现。”

值得指出的是，国内球员一些动作本身

就违反规则，裁判员即使是判罚准确，但各支

球队因立场不同，也会动辄就对裁判提出质

疑，有的还借助社交媒体迅速扩大化。因此，

中国篮协相关负责人认为，俱乐部和运动员

也要积极适应判罚规则的变化。“如何引导球

员和球迷从篮球规则本身出发，对裁判员的

临场判罚作出客观评价，同样非常重要。”

体制改革已经启动

裁判的执法尺度与水平直接关系到能否

维护比赛公平，推动联赛良性发展。为此，中

国篮协近年来一直在尽力规范执裁问题，并

试图将一些好的做法制度化。

中国篮协裁委会副主任陆永明表示，

2022 年中国篮球裁判员升降级制度正式出

台试运行，今后要将这一制度常态化。这一

制度将裁判执裁赛事分为三级，近两年通过

升降级制度，有 29 人次升级到上一级赛事，

24 人次降级到下一级赛事。“通过升降级能

有效激励年轻裁判通过提高自身能力进入更

高级别赛事，有效限制了常年在联赛中安于

现状的裁判员。”

据陆永明介绍，中国篮协目前正全面对

标国际篮联标准，执行其执裁理念和要求，

并取消了国内联赛中绝大部分与国际篮联

不一致的规则。为此，中国篮协邀请 12 名

国际篮联二级讲师监评 CBA 联赛，对每场

比赛 3 名裁判员的执裁情况均给出监评报

告。此外，裁委会还在中国篮协大数据系统

创建了“俱乐部对临场裁判判罚异议的解决

机制”。

对此次裁判执法工作的改革，中国篮协

主席姚明认为，比赛规则和裁判员是比赛极

其重要的一环。“我们将切实提升执裁水平，

不断增强各级联赛的公正性。中国篮协有很

多工作需要去做，希望媒体和球迷一起提意

见、进行监督。”

声 音G

中国篮协持续深化联赛裁判员管理体系改革中国篮协持续深化联赛裁判员管理体系改革————

当当CBACBA裁判裁判开启开启““升降级升降级””

本报记者 梁凡

近日，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

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总局体科

所）发布的《2023 年职工体质检

测“万里行”典型工种体质状况报

告》（以下简称《报告》），对从事传

统重工业、高科技产业和新兴服

务业等行业的职工体质进行了抽

样检测，在职工体质健康“摸底”

工作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根据全国总工会 2022 年开

展的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

查，目前我国职工总数约为 4.02

亿人，职工平均年龄 38.3 岁。这

4 亿多职工的身体健康状况，不

仅仅关乎亿万家庭的生活幸福，

更与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因

此，摸清全国职工的“体质健康家

底”，便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

为了对全国职工体质状况做

出全面、科学的检测，总局体科所

和中国企业体育协会于今年 5月

开启“2023 年职工体质检测与科

学健身指导万里行”活动。在7个

月的时间里，“万里行”活动走进全

国10个省（区、市）的22家企业，为

近万名职工进行了体质测试。

据总局体科所研究员王欢介

绍，体质检测主要包括身体形态、

身体机能和身体素质 3 个方面，

共计 11 项指标。参与检测的职

工主要来自煤矿、钢铁、机车、快

递、科研和行政等 6个行业，既有

体力劳动者也有非体力劳动者。

在参测人员的性别比例上，男性

占 77.6%，女性占 22.4%。在参测

人员的年龄构成上，20 岁～39 岁

年龄段占比为 54.2%，40 岁～59

岁年龄段占比为 45.8%。

最终出炉的《报告》显示，我

国职工的体质状况整体较好，四分之三的职工体质综合评价

达合格及以上水平，其中达到优秀或良好水平的职工比例为

三分之一。不同职工的体质水平存在一定差异，非体力劳动

者的体质综合水平好于体力劳动者；女性职工和低年龄组职

工的体质综合水平，分别优于男性职工和高年龄组职工。

从这份《报告》中，可以发现当前我国职工体质健康的不

少共性问题。例如，不论从事体力劳动还是非体力劳动的职

工，超重肥胖和体重过低的“两极”问题都值得警惕；较为普遍

存在的心肺耐力欠佳问题，导致慢性病风险增高；此外，柔韧

性普遍较差，可能导致肌肉紧张和关节僵硬，并增加运动损伤

的风险。

除了共性问题，《报告》还罗列了不同工种职工各自比较突

出的体质特点和问题。例如，快递从业人员下肢力量相对较

弱，平衡能力有待提高；煤矿工人的肺通气功能需加强；机车生

产工人普遍存在超重肥胖和核心力量不足的问题；而科技人员

和办公室人员上肢力量不足可能导致腕疼痛、“鼠标手”、颈椎

和肩部肌肉过度紧张，引发颈椎病、肩周炎等健康问题。

针对此次体测过程中所发现的职工体质问题，《报告》建

议，“积极开展职工体育活动是低成本、高收益的最佳干预手

段之一”。此外，针对不同类型职工的体质健康状况，《报告》

还结合其日常工作和生活特点，提出了若干提升体质健康水

平的具体建议。

据了解，今年是该测试活动开展的第一年。根据计划，明

年活动将在增加参测职工职业多样化，拓展检测范围、增加偏

远地区和基层企业职工体质检测，持续促进职工健康教育，共

促职工心理健康等方面持续改进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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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颖余

在热播综艺《我可以 47》中，前中国游

泳队运动员张雨涵颇为抢镜——

她是节目组里唯一一位女队长，是“卷

王之王”环节最后落水的三人中的一员。

极限运动达人孙朴男说：“雨涵让我都傻掉

了，她（的专业）就游个泳，结果挂这么久。”

这个环节中，一般能坚持到最后的，不是攀

岩高手就是爬桥、杂技达人，唯独张雨涵的

专业与此无关。

按时髦的说法，这次张雨涵算“出圈”

了，不靠美貌，而靠意志力、冷静和坚韧。

这显然是另一种美丽的女性之光。

有趣的是，张雨涵差点和这个节目擦肩

而过。退役后的她，现在的身份是大学老

师。接到邀请后，很担心综艺化的操作手法

会让自己的形象在学生面前不够正面，但同

时接到邀请的郑毅（帆船运动员）极力说服

张雨涵去试试，她这才答应了节目组。

正所谓“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我可

以 47》似乎正改变张雨涵退役后“平静得没

有一丝波澜”的生活，各种曝光、访谈纷至

沓来，被粉丝疯狂追捧，也被网友各种评头

论足。

这是张雨涵想要的那种生活吗？她并

不确定。她能确定的是，通过节目，她获得

了宝贵的友情和内心的某种力量，是节目

里的一些瞬间让她开始相信平凡的力量。

“平凡的力量”，当张雨涵说出这样的

话，许多人可能会莫名惊诧。毕竟，她拥有

游泳世锦赛、亚运会和世界军人运动会等

多项大赛的冠军头衔。

但张雨涵的确是如此看待自己的，她

自陈，从 2009年开始，她就知道自己可能永

远无法成为金字塔顶端的人。

那年城运会比赛，傅园慧 800米自由泳

的成绩是 8 分 31，而张雨涵游了 8 分 50 多。

比赛完了，她看着傅园慧戴着红色虎头帽

在场馆里跑来跑去，便倒在妈妈怀里痛哭，

妈妈安慰她说：“她们都是‘怪物’。”

或许正是看到自己在天赋上的差距，

张雨涵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总是拥有一

种特别好的心态：无法做到最好，那就一直

超越自己。2018年游泳世锦赛女子 4×200

米自由泳接力，负责第三棒的张雨涵在队

伍落后的情况下奋起追赶，最后以破亚洲

纪录的成绩和队友携手夺冠。由此，她也

收获了自己职业生涯最重要的冠军头衔。

世界冠军带来的光环，并没有人们想象

的那样耀眼。2021 年退役后，张雨涵甚至

一度陷入长达半年的失业状态。当她把精

心准备的写有“曾获游泳世界冠军”的简历

投递到 20多家公司后，几乎全部石沉大海，

唯一有回应的还是她朋友开的一家公司。

回忆那段难熬的日子，张雨涵坦言自

己的内心是不自洽的，她花了很长时间来

接受世界冠军也找不到工作这一冷酷的现

实。尤其在参加到一个公益组织拍摄有关

退役运动员的纪录片项目后，她逐渐看清

了自己：“我不再是那个天之骄子张雨涵，

我只是无数普通人中的一个。”这是张雨涵

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对自我的一次审视。

纪录片项目结束后，公司没能撑过疫

情，而张雨涵也在跟父母的抗争中做出了折

中的妥协——重回体制内当一名大学老

师。回到普通人的张雨涵过着平凡的生活，

但也在平凡的生活中玩出了不一样的自我

——她带的学生参加了成都大运会并登上

了领奖台，社交平台上“张雨涵的 100 种人

生”的企划，得到了许多网友的呼应……

张雨涵的故事未完待续，这是一个退

役运动员自主选择人生的典型范例。如她

所言，她想通过自己的生活，让更多退役运

动员看到，离开竞技体育依然有很多条路

可以走。

对于所有的运动员来说，从“体育人”

到“社会人”，都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

程。退役即意味着第二次的人生攀爬，是

另一种拼搏，需要社会的关怀和制度的安

排，更需要他们的自我心理调适、不断地学

习和充实。

在一个新的环境里，卸下昔日的光环，

去找到崭新的自己，这是一种巨大的挑战，

更是一场美好的发现之旅。在此过程中，

他们也会重新发现体育的价值和力量。张

雨涵做到了，希望越来越多的退役运动员

也能做到。

另 一 种 拼 搏

世 界 乒 乓 球 职 业 大 联 盟

持续进行赛事改革——

本报记者 朱亚男

近日，国际乒乓球联合会（ITTF）宣布了

一项重要决定，暂时取消世界乒乓球职业大

联盟（WTT）相关赛事的名额报名限制。这一

举措旨在为更多优秀乒乓球运动员提供参加

国际比赛的机会，从而提高巴黎奥运会乒乓球

项目的整体竞争力。

WTT 成立于 2019 年，是 ITTF 旗下的全

球乒乓球商业赛事组织机构。WTT 负责组

织和管理一系列世界级的乒乓球比赛。目

前，WTT 成年组赛事共有 5 种类型，分别为

大满贯赛事、总决赛、冠军赛、球星挑战赛和

常规挑战赛。

根据国际乒联的计划，此次改革仅针对

巴黎奥运会前的 WTT 有关赛事。具体就是

巴黎奥运会前，WTT球星挑战赛和常规挑战

赛将暂时取消球星挑战赛限世界排名前 20
选手 6 人参赛、常规挑战赛世界排名前 20 选

手限 3 人参赛的限制，2024 年 8 月起重新恢

复限制。

过去，WTT球星挑战赛和常规挑战赛都

对世界排名前 20的球员有参赛限制，中国队

因为排名较高几乎占据绝大多数参赛席位，

从而导致许多外国选手无法参与比赛。然

而，国际乒联取消了对 Top20的限制，意味着

所有排名前 20的球员都有机会参加比赛，这

将使竞争更加激烈。

此外，WTT赛事报名需要遵守同协会参

赛人数限制。WTT 大满贯赛事世界排名前

32 名参赛，单打正赛+资格赛限制 6 人参加；

WTT总决赛排名前 16名参赛，同协会最多 6
人；WTT 冠军赛排名前 32名参赛，单打限制

4 人参加；WTT 球星挑战赛单打正赛+资格

赛限制 6 人参加；WTT 常规挑战赛单打正

赛+资格赛限制 4 人参加；WTT 支线赛单打

正赛+资格赛限制 8人参加。

对中国乒乓球队来说，这次改革确保了

所有球员都有更多机会竞争奥运会参赛资

格。历来国乒的奥运名额之争都非常激烈，

尤其是中国女乒，陈梦、王曼昱和王艺迪三

人之间，世界排名和奥运积分都相差无几，

多参加一场大赛就能改变最后排名结果。

只有让她们都同时参加比赛，才能保证竞争

的公平性。

对世界乒坛来说，这次国际乒联的决策

更是一个积极信号，预示着乒乓球运动将迎

来更加激烈的竞争。

对于广大乒乓球爱好者来说，这也是一

个好消息，他们将有更多机会欣赏到高水平

的比赛，感受到这项运动的魅力。同时，这也

为那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提供了一个展示自

己的舞台，为他们实现奥运梦想提供了更多

可能性。

除了成年组和青年组赛事，目前 WTT
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 WTT 支线赛。根据规

定，国际乒联世界排名前 30的球员无法参加

支线赛，排名第 31至第 50位之间的球员至多

有 6位可以参赛。

支线赛的设立，也让 WTT 的赛事体系

更加完善，能够向成年赛事输送更多青少年

精英级选手。

对此，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刘国梁表示：

“WTT 赛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将为乒乓球

运动员提供全新平台，为乒乓球运动的可持

续发展注入新鲜血液，给国际乒联带来更多

的活力。”

“特别条例”为乒乓球拓展添活力

12月25日，2023-2024赛季全国单板滑雪U型场地锦标赛暨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资
格赛公开组男子个人决赛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云顶滑雪公园举行。最终，北京市体育局
选手张义威、王梓阳分别获得冠、亚军，辽宁省冬季运动管理中心选手谷奥获得季军。云顶滑
雪公园曾是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场地，如今公园内的6条冬奥赛道已对大众开放2条。据悉，截
至目前，利用冬奥场馆及周边资源，张家口已举办国际国内各级各类赛事活动近270项。

图为辽宁省冬季运动管理中心选手谷奥在男子个人决赛中。 新华社发（武殿森 摄）

预热“十四冬”
冬奥场地再利用

制图：王羡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