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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亲民民的的步步伐伐，，再再快快一一点点又又何何妨妨
CBA新赛季新闻发布会召开，多项新规引发关注

本报记者 刘伟

季后赛半决赛拉长

2016-2017赛季，也是CBA第22个
赛季。在这个赛季里，季后赛赛制将发
生重大变化。

过往21个赛季，CBA季后赛半决
赛曾采用过三场两胜和五场三胜两种
赛制，这一历史将在新赛季被改写，新赛
季的CBA半决赛将变为七场四胜制。在
CBA具备绝对统治力的强队日渐稀少，
日益呈现群雄并起的大格局下，改制对
球迷是一大利好，七场四胜制，无疑将让
球迷欣赏到更多激烈的比赛。

无独有偶，CBA总决赛赛制也有
所改变，由原先的“2-3-2”变为“2-2-1
-1-1”，主要变化在于将常规赛排名靠
后球队3个主场中的一个移到了后面，
让比赛更富悬念，更有观赏性。

“半决赛从五场三胜变成七场四
胜，完全是为了满足运动队以及联赛的
市场需求，实际上也是为了提高我们球
迷的观赛需求。”篮管中心竞赛办公室
负责人张雄解释道，“总决赛主客场比
赛顺序改成2-2-1-1-1，这种赛程的变
化也是适应了我们联赛当中地域的跨度
比较大，另一个也是希望在比赛的最后
时刻相对地更加公平合理，当然任何一
种赛制的调整都有利有弊，我们也需要
通过实践来看看调整后的效果如何。”

同季后赛赛制变化给人的欣喜相
比，篮协新赛季常规赛正式赛程中，取
消了春节大战，这一变化，多少有些令
人失望。作为一个商业联赛，春节大战
这种更能体现亲民姿态，更能实现双赢
安排，更应该尝试下去。

上腿、遮眼被严惩

除了赛制的变化，在具体比赛规则
上，篮协也作了微调。这其中，最引人关
注的，当数对“上腿”、“遮眼”等防守动作，
作出了更细致的规定，更严厉的处罚。

篮协在此次发布会上，对“上腿”作
出了更详尽的解释。按照篮协的解释，
进攻球员上篮时弓腿，必须是一种自然
的动作，这种情况下如发生身体接触，
不是犯规。如果进攻球员以弓腿姿势持
续（并没有收回）顶撞防守球员，这将被
判罚为进攻犯规。如果进攻球员弓腿
后，使用蹬踹动作撞击防守球员，将被
判罚违体犯规，严重的裁判可以将其直
接驱逐出场。在这一详尽规则下，以弓
腿伤人闻名的马布里，新赛季必须要悠

着点了。
在篮协新规则中，对遮眼防守也予

以禁止，“禁止防守队员用遮眼、大声喊
叫或跺脚的干扰进攻队员投篮，否则将
会受到裁判警告或技术犯规。”

众所周知，遮眼法是很多防守球员
经常使用的手段。前NBA球员、姚明昔
日队友巴蒂尔在NBA将这一手段发扬
光大，来限制科比、詹姆斯等进攻狂人，
甚至练成一门绝学。不过，在CBA，球
员们新赛季显然不能使这一招了。

此外，联赛还对运动员、教练员的
技术犯规、违体犯规和取消比赛资格犯
规的累计追加停赛，进行了详细规定，

“同时还增加了教练员在比赛期间到
记录台前质疑、干扰比赛秩序等违规
现象进行录像取证，进行停赛追加处
罚的决定等，新赛季有很多新的变化。”
张雄表示。

亚洲外援戏分削减

新赛季亚洲外援的政策也作出了
一定调整，可以使用亚外的球队将比上
赛季减少一支，变为5支（上赛季排名后
5名的球队）。除去八一队不使用外援，
实际上使用亚外政策的球队只有4支，
分别是广州、天津、吉林、同曦。

在四川队以三外援优势历史性夺冠
后，有关亚洲外援的争议愈发激烈，此次
调整，无疑会限制亚外的影响力，保证国
内球员的成长。“亚洲外援政策近些年来
外界议论很多，联赛委员会内部也有不
同的声音，这次修改亚外政策的出发点，
是为了让我们国内球员能有更多的上场
机会和在一些比赛的重要时间节点能有
更多的锻炼机会。”张雄坦言。

此外，新赛季冠名发生变化的俱乐
部也出现了激增。在CBA，俱乐部名称由
企业主体和赞助商两部分组成，企业主
体通常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不变，
而冠名赞助商的变动则相对频繁。因此，
每个赛季CBA正式开始前，篮协都要集
中公布一次所有CBA俱乐部的名称。

以往赛季，CBA至多有3到4家俱
乐部发生冠名权变更，今年则高达 7
家。7家新增的冠名商，涵盖了国企、旅
游、视频网站甚至地方政府等各个领
域，冠名形式更加多元化。冠名权的大
幅更迭，意味着CBA商业吸引力的增
加，同时也为2016-2017赛季CBA赛场
注入了全新的元素。

在社会关注度、商业价值增加的情
况下，从俱乐部到篮协，更应该注重
CBA这块金字招牌，最大程度减少场
内场外一些不和谐因素。

10月19日，CBA新赛季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新的赛季，篮协对若干联赛规则
作出了微调，以更好地提升观众观赛质量，给国内球员更多的锻炼机会。对CBA而
言，类似举措其实完全可以更多一些，跟进更及时一些。

新赛季CBA开幕在即，联赛出台各项改革，改革之下新赛季比赛必将更引人注目。

（资料片） 本报记者 王鸿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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