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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订 2022 年世跆联竞赛规则和解释的提案

现行 提案

第五章 略 第五章 略

第七章 比赛时长

新增 第七章第一条［7.1.1］

7.1.1 在三局局胜制中，比赛进

行 3 局，每局 2 分钟，局间休息

1 分钟。但是，如果在第 3 局结

束后出现平局，将不再进行 1 分

钟的第 4 局金赛局，获胜者应由

第 15 条决定。

第 10 章 比赛流程

［新增 10.4.7.1］

第 10 章 比赛流程

10.4.7.1 三局局胜制中，每局

比赛结束后，主裁判员应宣布该

局比赛的获胜方。

第 12 章 有效得分

12.2.3 除拳法技术外，应由

电子护具判定技术有效性、

打击力度、是否接触得分区

域，此类判定不进行录像审

议。

［新增 12.4.1］

第 12 章 有效得分

12.2.3 除拳法技术外，应由电子

护具判定技术有效性、打击力

度、是否接触得分区域，此类判

定不进行录像审议，击头腿法除

外。

12.4.1 三局局胜制中，整场比

分是三局比赛的获胜总局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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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解释 1］ ［解释 1］

后踢技术（Dwichagi）是一种转

身踢的技术，踢击时头部和肩部

必须同步旋转，才能视为后踢技

术（Dwichagi）并追加技术分：

当选手使用后踢（Dwichagi）击

中对方，如其头部和肩部未同步

旋转，则该后踢（Dwichagi）不

视为转身踢击。

第 13 章 计分和公布

13.6 如主裁判员认为选手

因被击头而站立不稳、流血

或被击倒，则开始读秒，但

电子护头未给予计分，完成

读秒后裁判员可申请录像审

议，判定是否计分。

第 13 章 计分和公布

13.6 如果主裁判员认为选手因

被击头而站立不稳、头部受到重

击、击中眼部、流血或被击倒，

则开始读秒，但电子护头未给予

计分，完成读秒后主裁判员或教

练员可必须在读秒结束后对该

击头技术是否应给予计分提出

录像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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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章 犯规行为和处罚

14.4 犯规行为

14.4.1.5 抬腿阻挡、踢击对

方腿部以阻碍对方进攻、抬

腿或空中踢击达 3 秒以上以

阻碍对方潜在进攻动作、踢

击腰部以下部位

14.4.1.11 贴靠时膝关节朝

外，使用足侧、足底击打躯

干电子护具

14.4.1.12 选手或教练员出

现以下不良行为：

第 14 章 犯规行为和处罚

14.4 犯规行为

14.4.1.5 抬腿阻挡、踢击对方

腿部以阻碍对方进攻、抬腿或空

中踢击达3秒以上以阻碍对方潜

在进攻动作、踢击腰部以下部位

犯规行为如下：

a)抬腿阻挡

b)踢击对方腿部，阻碍对方进攻

c）瞄准踢击腰部以下部位

d)抬腿至腰部以上，在空中连续

踢击 3 次或 3 次以上

e)抬腿或空中踢击超3秒以上去

阻碍对方潜在进攻动作

14.4.1.11 贴靠时膝关节朝外

使用足侧、足底击打躯干电子护

具

贴靠时使用足侧、足底击打躯干

电子护具

14.4.1.12 移至 14.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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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不遵守主裁判员指令或判

罚

b)不当申诉行为

c)以不当行为干扰、影响比

赛结果

d)威胁、侮辱对方选手或教

练员

e)发现未认证医生、理疗师

或其他队伍官员坐在医生席

位。

f)任何其他由选手或教练员

做出的严重不良行为和违背

体育精神的行为。

［新增 14.4.1.12］

［新增 14.7.1］

14.4.1.12 贴靠时击打电子护

头后部

14.7.1 三局局胜制中，当一方

选手在一局比赛中被判罚4次警

告（Gam-jeom），则对方获得该

局比赛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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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1)

ii) 倒地

倒地将被判罚（Gam-jeom）。

但是，如果选手因对方的犯

规行为而倒地，不判罚倒地

一方，判罚对方的犯规行为。

如果两名选手因意外碰撞双

方倒地，则不予处罚。

iii) 回避或消极比赛

b）转身避开对方攻击的行为

应给予判罚，因为违背了公

平竞争的精神，并可能导致

严重的伤害。通过弯腰或抱

头蹲伏来躲避对方的攻击，

也应给予相同的判罚。

［新增 f)］

(解释#1)

ii)倒地

倒地将被判罚（Gam-jeom）。但

是，如果选手因对方的犯规行为

而倒地，不判罚倒地一方，判罚

对方的犯规行为。如果两名选手

因意外碰撞双方倒地，或一方选

手使用转身踢技术并获得分数

而倒地，则不予判罚。

iii) 回避或消极比赛

b）转身并逃避移开以避开对方

攻击的行为应给予判罚，因为违

背了公平竞争的精神，并可能导

致严重的伤害。通过弯腰或抱头

蹲伏来躲避对方的攻击，也应给

予相同的判罚。

f)当选手在没有技术运用的情

况下连续向后或向侧移动 3 步

时，将给予“判罚”（Gam Je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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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抓或推对方：

包括用手抓住对方身体的任

何部位，道服或护具。还包

括抓住脚或腿，或用前臂钩

住腿的行为。

对于推人，以下行为将受到

处罚

a）将对方推出边界线

b）阻止踢腿运动或任何正常

执行攻击运动的方式推对

方。

iv) 抓或推对方：

包括用手抓住对方身体的任何

部位，道服或护具。还包括抓住

脚或腿，或用前臂钩住腿的行

为。

对于推人，以下行为将受到处罚

a）将对方推出边界线

b）阻止踢腿运动或任何正常执

行攻击运动的方式推对方。

a) 包括用手抓住对方身体的任

何部位、道服或护具。还包括抓

住脚或腿，或用前臂勾腿。

对于推人，以下行为应给予判罚

- 将对方推出边界线

- 为阻碍对方踢击技术或任何

正常进攻技术而推对方

b） 在贴靠时，当听到主裁判员

"fight（进攻）"的口令时，选

手需要分开，如果在 5 秒内未能

执行，则将给予消极方或双方选

手“Gam-jeom”判罚。

若选手在贴靠时抓，抱或夹抱对

方身体将被给予 “Gam-jeom”

判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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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章 金腿和优势判定

［新增 15.5］

第 15 章 金腿和优势判定

15.5 在三局局胜制中，如在第三

局结束后出现获胜局数相同，须

根据以下标准以优势决定获胜

者：

15.5.1 所有三（3）局累积的总

得分数。

15.5.2 如果总得分数相同，则

在所有三（3）局比赛中，使用

转身或旋转技术得分更多的一

方。

15.5.3 如 果 技 术 得 分 与 第

15.5.2 条相同，则在所有三（3）

局中被判罚“Gam-jeom”犯规更

少的一方。

15.5.4 如果以上三个条件相

同，主裁判员和边裁判员应根据

第三局比赛选手的表现进行优

势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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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章 判定

［新增解释#8］

第 16 章 判定

［解释#8］

在局胜制中，判定应遵循程序条

款;

16.1. 主 裁 判 员 终 止 比 赛 胜

（RSC）

2. 最终局数胜（PTF）

5. 优势胜（SUP）

6. 弃权胜（WDR）

7. 失格胜（DSQ）

9. 因不符合体育道德精神而被

取消资格获胜（DQB）。

i) 就第 16.2 条，以最终局数获

胜（PTF），整场比赛分数是三局

比赛中获胜的总局数。

ii) 就第16.3条，分差胜（PTG），

如果每局两名选手之间有十二

（12）分的分差，主裁判员应终

止该局比赛并宣布该局分差胜。

根据比赛规程，单局的分差胜不

适用于成人组的半决赛和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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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章 录像审议

21.1 如比赛时对裁判员判罚

有异议，队伍教练员可向主裁

判员提出即时录像审议。教练

员仅可要求审议以下方面

i）倒地、出界、“分开”

（Kal-yeo）后攻击对手、击

打倒地对手的犯规判罚

ii）技术得分

iii）任何对于本方选手的犯

规判罚

iv）任何设备故障或计时相关

的错误

v）主裁判员因犯规行为给出

“判罚”（Gam-jeom），而未抹

去改犯规后的得分

vi）边裁判员对使用拳法技术

运动员的身份识别错误

［新增解释 vii）］

第 21 章 录像审议

21.1 如比赛时对裁判员判罚

有异议，队伍教练员可向主裁

判员提出即时录像审议。教练

员仅可要求审议以下方面

i ） 倒 地 、 出 界 、“ 分 开 ”

（Kal-yeo）后攻击对手、击打

倒地对手的犯规判罚

ii）技术得分

iii）任何对于本方选手的犯规

判罚

iv）任何设备故障或计时相关

的错误

v）主裁判员因犯规行为给出

“判罚”（Gam-jeom），而未抹

去改犯规后的得分

vi）边裁判员对使用拳法技术

运动员的身份识别错误

vii）击头动作未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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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教练员审议时，主裁判将

接近教练员，询问审议原因。

不受理任何与踢击、拳击躯

干，或踢击躯干和头部电子护

具得分相关的申诉。如未使用

头部电子护具，教练员可申请

击头录像审议。该录像审议仅

限教练员在事件发生后的5秒

内提出。一旦教练员举牌申请

录像审议，则视该名教练员已

使用其审议资格。如教练员在

边裁判员合议时举牌申请录

像审议，合议结果与教练员的

审议要求一致，教练员不再申

请审议，则可继续保留审议资

格。

21.2 教练员审议时，主裁判员

将接近教练员，询问审议原因。

不受理任何与踢击、拳击躯干，

或踢击躯干和头部电子护具得

分相关的申诉。如未使用头部

电子护具，教练员可申请击头

录像审议，无论是否使用了头

部电子护具。该录像审议仅限

教练员在事件发生后的 5 秒内

提出。一旦教练员举牌申请录

像审议，则视该名教练员已使

用其审议资格。如教练员在边

裁判员合议时举牌申请录像审

议，合议结果与教练员的审议

要求一致，教练员不再申请审

议，则可继续保留审议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