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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伟
3月24日发自北京

随着新疆在五棵松扳回一
城，总决赛的悬念又来了，这也意
味着接下来的比赛，重新回到了
悬念迭起的节奏。毫无疑问，第四
战，谁都不想输。

赢下一场胜利，新疆保住了
冲击总冠军的希望，更重要的是，
他们找到了赢球的节奏。CBA总
决赛历史上，0：2落后的情况下还
没有球队实现翻盘，不过1：2落后
的情况下，完成大逆转并非没有
先例。2011年疆粤争霸，广东就是

在1：2落后的情况下完成了大逆
转。通过第三场比赛，新疆在意志
力上已经完成一次超越，他们完
全有能力来一次翻盘。

毫无疑问，压力又一次来到
了北京面前。如果想再次捧起至
尊鼎，北京最好的选择就是把接
下来俩主场的胜利稳稳放进口
袋，可其中的难度并不小。算上京
粤半决赛，北京已经连续赢下了
三个客场，却遗憾地丢掉了两个
主场，掐指一算，他们竟然有段时
间没在五棵松赢球了。如果要保
住五棵松，北京必须先行调整，实
现迅速反弹。首先一点，他们要像

新疆一样，展现出对胜利足够的
渴望，让比赛强度再上台阶，尤其
是篮板球，不再那么轻易地被对
手抢走。

北京能否获胜，另一个重要
的决定权在马布里手中。第三场
比赛当中，老马因为右手食指脱
臼，复位后依旧肿胀，表现有些失
常，全场比赛他三分球五次出手
全部偏出，甚至还有一次三不沾。
赛后，马布里坦言，北京的表现没
资格获得胜利。好在三四场比赛
之间，有两天完整的休息时间，老
马完全有时间来调整，“我会恢
复，放心吧。”

不不要要走走开开，，精精彩彩才才刚刚开开始始
新疆扳回一城，总决赛第四战双方志在必得

本报讯 3月22日，“谁是
球王”东风雪铁龙中国羽毛球
民间争霸赛西南大区赛在渝
收拍，渝、川、黔、滇、桂、藏等
六省份民间高手各展所长，共
有12位选手挺进4月初“谁是
球王”全国总决赛。世锦赛羽
毛球冠军夏煊泽坐镇节目现
场担纲西南大区教头，著名歌
手平安压轴演唱为“球王”鼓
劲加油。

本次比赛共有男单、女
单、男双、女双、老年无差别
和团体等六个组别的 1 2名
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渝、
桂平分秋色，各自获得三个
冠军。代表重庆赛区出战的
香港小伙儿黄柏豪获得男

单冠军，黄柏豪在香港创峰
羽毛球俱乐部任职教练，该
俱 乐 部 在 之 前 的“ 谁 是 球
王”华南大区赛中已斩获团
体组球王，他们将于 4月初
会师北京。

至此，“谁是球王”东风雪
铁龙中国羽毛球民间争霸赛
大区赛已战罢七场，29日天津
将迎最后一站——— 东北大区
赛。此次成功晋级的12位西南
选手将于4月初奔赴北京，与
华南、华东、华北、西北、东北、
体协一二等七大赛区民间高
手向六组别全国总冠军发起
最后冲击，届时近百名球手将
上演“谁是球王”巅峰之战，大
浪淘沙胜者为金。

“谁是球王”西南大区结束

你你若若““不不在在””
便便是是晴晴天天

裁判不抢戏，CBA越打越出彩

媒体和球迷的调侃，可以权当一乐。事实上，从常规赛、季后赛首轮，到半决赛、总决赛，裁判问题“突然”消失，个个中
经验还是很值得总结的。

不可否认，主场哨、争议哨的减少，同首轮昏哨的泛滥有着重要的联系，尤其是郑军被处罚，起到了杀一儆
百的作用。在郑军事件中，媒体对昏哨的曝光度也远远超过了以往。某篮球专业媒体在郑军事件后，对郑军所
任职的院校以及郑军平时的生活来了一次大起底，甚至连他开什么样的车都被公之于众。这次近乎“刨祖
坟”的曝光，让下至当事人、上至篮协都背负了极大的压力，也就少有人胆敢再顶风作案。

除了怕撞在枪口上，篮协对裁判重新调度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以总决赛为例，篮协先对之前裁判
执法表现进行评估，选择有能力执法总决赛的裁判，然后按照选派裁判的规则进行两次抽签。执法
范围的缩小，裁判执法水平的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争议。同样值得一提的是，眼下争

议减少，半决赛、总决赛的重量级也占有很大比重。
然而不论如何，上述事实已充分证明，从外部舆论上监督，从制度上健
全，完全可以减少赛场争议的频发。作为主管部门，就看篮协有没

有足够的决心来改变。

好经验别丢了

总决赛第三场，新疆扳回一城，总冠军悬念迭
生。同往年相比，本赛季总决赛略显“吊诡”，京、疆先
后在对方主场取胜，系列赛的走势扑朔迷离，观赛者
欲罢不能。长期以来，CBA季后赛球队“力保主场”的传
统思路几乎被颠覆。在人们享受刺激比赛的时候，往日
颇倒胃口的主场哨、昏哨似乎销声匿迹。从京粤半决赛
到总决赛，裁判的存在感“稀薄”，这同常规赛、季后赛首
轮相比简直判若云泥。

事实再次证明了竞技体育圈里那句老话，好裁判吹
罚好比赛的标准，就是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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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主场哨锐减相对应，从半决赛开始，争议哨也在大幅度下降。然而同样
是在季后赛，首轮辽疆之战、津莞之战，先后成为昏哨的重灾区，因为吹昏哨，
郑军还领到了史上最重罚单。

因为掌控相对得力，CBA半决赛昏哨引发的争议很少见诸报端。如果非
要找出点话题，只有新疆与东莞次战闹出了点摩擦。比赛最大的争议来自终场
前18秒，罗汉琛在防守哈德森并无明显犯规动作的情况下，领到一次犯规，并
把哈德森送上了罚球线，后者两罚全中，新疆成功反超了比分。

赛后，对于裁判吹罚“体毛级接触犯规”，东莞很不满意，球员甚至撞烂了
新疆客队更衣室大门泄愤。知道比赛结果已经无法更改，随队的广东记者甚至
编出段子自嘲，“东莞队抵达酒店后立即召开了紧急动员会，认真总结了刚刚
结束的这场比赛里，自身在准备上的不足之处，并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那就
是要求每一名队员在第三场比赛前，务必把体毛刮干净。”

同一边倒的疆莞大战相比，备受瞩目的京粤大战，在篮协重点照顾下，直
接免于口水之苦，以至于有球迷都感到不大适应，他们在论坛里发帖子表示：
大家有没有发现，比赛打到现在竟然没有一个讨论裁判问题的帖子？！

争议哨变少了

从半决赛开始，CBA球队客场胜率明显提高，各种逆转层出不
穷，比赛悬念增大，这是今年季后赛特别吸引人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
在CBA常规赛，“主场哨”造就畸形的主队胜率，早已不是什么新闻。

CBA半决赛总共进行了八场比赛，新疆和北京在对手主场总共
赢得三场胜利，占到了两队全部客场比赛的75%，这个比例令人咋舌。
如果细看疆莞首战，新疆客场20分大逆转；京粤第三战，北京客场逆转
12分，以及第二战险些完成31分大翻盘，这两组对决，主客场之间的差
异，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然而在常规赛，客队难赢球早就是不成文的规律。有资料显
示，本赛季北京队主客场胜率分别是88 . 2%和47%，新疆队是

94 . 1%和58 . 8%，主客场差异再明显不过。很多人将这种差异
概括为横行联赛的主场哨，在业内，“没有胜出对手二十分

的水准，不要指望客场赢球”，如此“潜规则”，早就得到
了普遍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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