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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球协会少儿网球发展联盟 

积分赛竞赛规则 

第一部分  短式网球竞赛规则 

1. 场地 

短式网球场地是一个长方形，长度为 10.97 米，宽度为 5.485 米。用球网将全场横隔为

二等区，网柱高 0.85 米，网长不短于 6 米，网中央高 0.8 米。 

球场两端的界线称为底线，两侧的界线称为边线。 

在两条边线之间画两条距球网 4.115 米并且与球网平行的线，这两条线称为发球线。在

球网每一边的发球线和球网之间的区域，被一条发球中线分成相同的两个部分称为发球区，

发球中线应当和单打边线平行并且与两条边线的距离相等。 

每一条底线都被一条长 10 厘米的中心标志分为相等的两部分，中心标志画在场地内并

且和单打边线平行。 

所有场地的测量都应以线的外沿为标准，宽度均为 5 厘米。如在标准网球场上设置短式

网球场地，借用的线允许宽度为 10 厘米。 

短式网球单打场地和双打场地标准一致。 

原短式网球 7 米球网仍可沿用，场地按新标准重新画线后视为标准短式网球球场。短

式网球标准场地两底线、两边线之间、网柱高和球网中央高度允许误差值在正负 5 厘米之

内，相邻两线允许误差值在正负 2 厘米之内。 

2. 永久固定物 

球场固定物包括球场四周的挡网、看台、固定的或可移动的座位或座椅及其占有人、安

置在场地周围上空的设备、进入指定位置的裁判员和球童。 

3. 球 

短式网球比赛用球是用高弹性泡沫塑料制成的，球体直径 7 厘米，重 14.5 至 15 克。 

比赛用球数量和换球方案由裁判长决定。 

地区赛中，承办单位可根据本地区开展短式网球情况，选用其它联盟认可的比赛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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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球拍  

短式网球球拍长度应小于 60 厘米。球拍重量建议在 250g 之内，以符合少年儿童身体发

育状况为宜。 

球拍的击球面由连接在球拍框上的拍弦组成且应当是平坦的。 

5. 一局中的计分 

联盟精英赛、总决赛原则上采用如下计分方法：运动员每胜一球得一分，一方先到 11

为胜一局，10 比 10 时一方需连胜两分为胜一局，14 比 14 时，加赛一分定胜负，获得该分

的一方即胜该局。 

地区赛和特殊情况下，可供选择的计分方法有： 

1）抢 7 分，首先赢得 7 分的一方赢得这一局； 

2）抢 10 分，首先赢得 10 分的一方赢得这一局； 

3）抢 15 分，首先赢得 15 分的一方赢得这一局； 

4）裁判长经赛事监督同意可选用其他计分方法。 

6. 一场比赛的计分 

一场比赛可采用三局两胜制或一局决胜制。 

7. 发球员和接发球员 

双方运动员应当分别相对站于球网两侧。发球员是指在比赛时发球的运动员，接发球员

是指准备回击发球员所发出球的运动员。 

8. 场地和发球的选择 

在比赛开始前，通过掷币（或其它方式）选择场地或发球（接发球），获胜方可以： 

1）选择先发球或接发球，在这种情况下，对手应选择先在哪一边场地进行比赛； 

2）选择先在哪一边的场地进行比赛，在这种情况下，对手应选择先发球或接发球； 

3）要求对方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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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交换场地 

运动员应在双方得分之和为 8 分和 8 的倍数分数时以及每一局结束后交换场地。 

裁判长根据采用的计分方法也可以在双方得分之和为 6 分和 6 的倍数时交换场地。 

10. 活球 

除了作出发球失误或重发的呼报之外，球从发球员击出的那一时刻开始直到该分结束都

为活球。 

11. 压线球 

如果球接触到线，则这个球被认为是落在由该线作为界线的场地之内。 

12. 球触永久固定物 

如果活球状态下的球落在正确的场地内后弹起触击到了永久固定物，则击出该球的运动

员赢得该分；如果活球状态下的球在落地前触击到了永久固定物，则击出该球的运动员失分。 

13. 发球次序 

第二分结束，接球员成为发球员，发球员成为接球员。以后每两分结束均依次互相交换，

直到比赛结束。 

在每一局结束后，该局的接发球员在下一局中应该成为发球员，该局的发球员在下一局

中应该成为接发球员。 

双打比赛中，在每局开始前，由发球方决定谁首先发球，对方则同样在第三分开始前决

定由谁首先发球，第五分由第一分发球员的同伴发球，第七分由第三分发球员的同伴发球，

该局以后均按次序发球。 

14. 双打的接发球次序 

在每局开始前，接发球的一方，应在第一分开始前，决定谁先接发球，并在该区继续接

发球。对方同样在第三分开始前决定谁先接发球，并继续在该区接发球。他们的同伴应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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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发球。 

接球员接完发球后，本方的任何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回击球。 

15. 发球 

在开始发球动作前，发球员双脚必须站在底线后（即远离球网的那一侧），中心标志的

假定延长线和边线的假定延长线之内的区域里。 

发球员应当用手将球向任何方向抛出并在球触地前用球拍将球击出。在球拍击到球或没

有击到球的那一刻，整个发球动作即被认为已经完成。对于只能使用一只手臂的运动员，可

以用他的球拍完成抛球。 

16. 发球的程序 

每局开始发球时，发球员应先从场地右区底线后发球，一分结束后，应换到左区发球。 

发出的球，在对方还击前，应从网上越过落到对角的对方发球区内。 

17. 脚误 

在发球的整个动作过程中，发球员不可以有以下动作： 

1）通过走动或跑动来改变位置，但脚步轻微的移动是允许的； 

2）任何一只脚触及底线或场地内的地面； 

3）任何一只脚触及边线假定延长线外的地面； 

4）任何一只脚触及中心标志的假定延长线。 

如果发球员违反了上述规定即为“脚误”。 

18. 发球失误 

下列情况为一次发球失误： 

1）发球员违反了规则第 15、16 或 17 条； 

2）发球员试图击球时未能击中； 

3）发出的球在触地前碰到了永久固定物； 

4）发出的球触到了发球员及其同伴或他们所穿戴、携带的任何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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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第二次发球 

如果第一次发球失误，发球员应当立即从他该次发球失误的同一半区后面的规定位置再

发一次，如果第一次发球失误是从错误的半区发出的，应该立即更正到正确的位置并进行第

二次发球。 

20. 发球和接发球时机 

发球员应该在接发球员做好准备以后发球。接发球员应当按照发球员合理的发球节奏来

比赛，并且在发球员准备发球时，在合理的时间内做好接发球的准备。 

接发球员试图回击发球时则被认为他已做好准备。如果能够证实接发球员未做好准备，

那么该次发球也不能被判为失误。 

21. 发球中的重发 

如果出现下列情况应重新发球： 

1）发出的球触到了球网或网带后落在有效发球区内；或在球触到了球网或网带后落地

前触到了接发球员或其同伴，或他们所穿戴或携带的任何物品； 

2）球发出后，接发球员还没有做好准备。在重发球时，引起重发的那次发球不被计算，

发球员应重发该发球，但是不能取消重新发球前的发球失误。 

22. 重赛 

除了在第二次发球时呼报“Let”是指重发该次发球外，在所有其他情况下，当呼报“Let”

时，这一分必须重赛。 

23. 失分 

如果出现下列情况，运动员将失分： 

1）发球员连续两次发球失误； 

2）在活球状态下，运动员在球连续两次触地前不能将球回击过网； 

3）在活球状态下，运动员回击的球在落地前触到有效击球区外的地面或其他物体； 

4）在活球状态下，运动员回击的球在落地前触到永久固定物； 

5）接球员在球没有落地前回击发球员发出的球； 

6）运动员故意用他的球拍托带或接住处于活球状态中的球，或故意用球拍触球超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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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7）在活球状态下的任何时候，运动员或其球拍（无论球拍是否在他手中）或其穿戴和

携带的任何物品触到球网、网柱或对手场地的地面； 

8）运动员在球过网前击球； 

9）在活球状态下，除了运动员手中的球拍以外，球触及到运动员的身体或他穿戴、携

带的任何物品； 

10）在活球状态下，球触到了运动员的球拍，但球拍不在他的手中； 

11）在活球状态下，运动员故意并实质性地改变了球拍的形状； 

12）双打比赛中，在一次回击球时，同队的两名运动员都触到了球。 

24. 有效回击 

下列情况属于一次有效回击： 

1）球触到了球网，网柱并且越过球网上面后落到有效场地内；规则第 2 和第 23 （4）

条除外； 

2）在活球状态下球落在有效场地内后由于旋转或被风吹回过网，轮到击球的运动员将

球拍伸过网击球，将球击到有效场地内，并且运动员没有违反规则第 23 条的规定； 

3）回击的球从网柱外侧，无沦该球是高于还是低于球网的上部高度，即使触到网柱，

只要落在有效场地内，规则第 2 和第 23（4）条除外； 

4）运动员的球拍在回击自己球网一侧内的球后随球过网，球落入有效场地内； 

5）在活球状态下，运动员击出的球碰到了停在正确场地内的另一个球。 

25. 干扰 

如果运动员在某一分球的比赛中受到对手故意的干扰，那么这名运动员应当赢得该分。 

然而，如果运动员在某一分的比赛中受到对手非故意的干扰，或者某些运动员自身无法

控制（除场地上的永久固定物外）的妨碍时，这一分应当重赛。 

如有任何人或物在活球期间，非故意影响比赛公正而进入到比赛场区域，该分应当重赛。 

26. 更正错误 

当比赛中发现违反竞赛规则的错误时，先前所有的比分都有效，发现的错误应当按照如

下条款更正： 

1）如果一名运动员从错误的半区发球，此错误一经发现就应当立即被纠正，发球员要

按照场上的比分从正确的半区发球。错误被发现前发球员已发生的发球失误有效； 

2）如果出现双方的运动员场地站边错误，则此错误一经发现就应当立即被纠正，发球

员要按照场上的比分从正确的一边场地发球； 

3）如果出现运动员的发球次序错误，此错误一经发现，正确次序下应发球的运动员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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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发球，如果错误被发现前该轮发球已经结束，则发球的次序就按照已改变的次序进行； 

4） 运动员出现发球次序错误，一经发现就应当立即纠正，如果发球次序错误被发现前，

对手有一次发球失误则此次发球失误无效； 

5）在双打比赛中，如果是同队的两名运动员出现发球次序错误，则错误被发现前发球

员同伴的一次发球失误有效；如果接发球次序出现错误， 一经发现就应当立即纠正。 

27. 裁判人员的职责  

1） 裁判长对于所有涉及竞赛规则的问题有最终裁决权，并且裁判长的决定是最终裁定。 

2）在设有主裁判的比赛中，主裁判对于在整场比赛中所有事实问题有最终裁决权。在

信任制比赛中，当裁判长在场上时，裁判长可以对任何事实问题作出最终裁决。 

3）运动员对于场上主裁判作出的关于网球规则问题的裁决有疑问时，有权叫裁判长到

场。 

4）在设有司线员和司网裁判的比赛中，他们对自己负责的线或球网作出所有呼报（包

括脚误的呼报），如果主裁判确定司线员或司网裁判作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误判，主裁判有权

改判。在没有司线员和司网裁判的比赛中，主裁判负责所有线和球网的呼报（包括脚误的呼

报）。 

5）如果司线员没能对场上的情况及时作出呼报，应当立即向主裁判示意，主裁判应当

立即对场上的情况作出裁决，如果主裁判也不能对场上的事实问题作出判决时，这一分重赛。 

6）在光线暗、天气或场地条件不利的情况下，裁判长可以中断或暂停比赛，但应在该

局结束或这一局中换另外队员发球时暂停。主裁判认为存在影响运动员安全因素的时候，可

以中断或暂停比赛，主裁判认为的其它需要中断或暂停比赛的时候需经裁判长同意。在比赛

暂停后重新开始比赛时，双方的比分和在场地上的位置保持不变。 

7）裁判长和主裁判可以根据现行行为规范的要求，对于是否继续比赛和指导的问题作

出裁决。 

8）主裁判有权对场上运动员及其随行人员的不文明言行进行制止和判罚，裁判长有权

对运动员场内外不文明言行进行制止和处罚。 

28. 连续比赛 

比赛从第一分发球开始直到结束应当连续地进行： 

1）分与分之间允许最长间隔时间为 20 秒，运动员在每局结束后交换场地时，允许最长

间隔时间为 90 秒。 

允许最长间隔时间是指从上一分球结束刚开始，直到下一分第一次发球时球被击出时为

止。 

2）如果由于运动员不能控制的原因，如服装、鞋子或必要的装备（不包括球拍）损坏

或需要对其进行更换时，可以允许给运动员一个合理的额外时间去解决这些问题。 

3）不能因为一名运动员要恢复他的体力而给其额外的时间。但是，当运动员出现可以

治疗的伤病时，可以获得一次 3 分钟的治疗时间来处理此伤病。 



  

 

8 

4）准备活动时间最长为 5 分钟，除非赛事组织者事先另有规定。 

29. 指导 

以任何可听到的或可看到的方式对运动员进行交流、建议或各种指示都被认为是指导。 

在团体赛中，运动员可以接受坐在场上的队长的指导，这种指导可在每局结束后运动员

交换场地时进行。 

在其他的任何比赛中，运动员都不能接受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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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过渡网球竞赛规则 

1. 场地 

过渡网球场地是一个长方形，长度为 18.285 米，单打比赛的场地宽度为 6.43 米，双打

比赛的场地宽度为 8.23 米。 

用球网将全场横隔为二等区，网柱高 1.07 米，网长不短于 10.06 米，网中央高 0.914 米。 

网柱的边长或直径不应超过 15 厘米。 

球场两端的界线称为底线，两侧的界线称为边线。 

在两条单打边线之间画两条距球网6.40米并且与球网平行的线，这两条线称为发球线。

在球网每一边的发球线和球网之间的区域，被一条发球中线分成相同的两个部分称为发球区，

发球中线应当和单打边线平行并且与两条边线的距离相等。 

每一条底线都被一条长 10 厘米的中心标志分为相等的两部分，中心标志要画在场地内

并且和单打边线平行。 

所有场地的测量都应以线的外沿为标准，宽度均为 5 厘米。 

过渡网球标准场地两底线、两边线之间、网柱高和球网中央高度允许误差值在正负 5

厘米之内，相邻两线允许误差值在正负 2 厘米之内。 

2. 永久固定物 

球场固定物包括球场四周的挡网、看台、固定的或可移动的座位或座椅及其占有人、安

置在场地周围上空的设备、进入指定位置的裁判员和球童。 

3. 球 

过渡网球比赛使用 50%气压的软性网球，直径为 6.00~6.86 厘米，重量为 36.0~46.9 克，

弹性为 105~120 厘米，向内压缩形变为 1.40~1.65 厘米。 

比赛用球数量和换球方案由裁判长决定。 

4. 球拍 

过渡网球球拍长度应小于 70 厘米。球拍重量建议在 275g 之内，以符合少年儿童身体发

育状况为宜。 

球拍的击球面由连接在球拍框上的拍弦组成且应当是平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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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局中的计分 

1）常规局 

在一个常规局的比赛中，报分时应首先报发球运动员的比分，积分如下： 

无得分——0 

第 1 分——15 

第 2 分——30 

第 3 分——40 

第 4 分——该局比赛结束 

若双方运动员都获得了 3 分，则比分为“平分”。“平分”后如果一方运动员获得了下一

分，则比分为“占先”，如果“占先”的这方运动员又获得了下一分，即赢得了这一局；如

果“占先”后是另一方运动员获得了一分，则比分仍为“平分”。一方运动员需要在“平分”

后连续获得两分，才能赢得这一局。 

2）平局决胜局 

在平局决胜局中，使用 0、1、2、3 分等来计分。首先赢得 7 分赢得这一局及这一盘，

当比分为 6：6 时，一方运动员须净胜对手两分方为获胜。 

轮及应该发球的运动员在平局决胜局中首先发第一分球，随后的两分由他的对手发球

（在双打比赛中，对方轮及应该发球的运动员进行发球）。此后，每一名运动员轮流连续地

发两分球直到平局决胜局结束（在双打比赛中，双方应按照与该盘中相同的发球顺序轮流连

续发球）。 

在平局决胜局中首先发球的运动员应当在下一盘的第一局开始时首先接发球。 

6. 一盘中的计分 

一盘中的计分有不同的方法。主要的计分方法是“长盘制”和“平局决胜制”两种。比

赛中两种计分方法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使用，但必须在赛前事先宣布。如果使用的是“平局

决胜制”的计分方法，还必须声明决胜盘将采用的是“平局决胜制”还是“长盘制”。 

1）长盘制 

先赢得 6 局并净胜对手两局的运动员才赢得这一盘。如果需要的话，这一盘必须持续到

一方运动员净胜两局为止。 

2）平局决胜制 

先赢得 6 局并净胜对手两局的运动员才赢得这一盘。如果局数比分达到 6：6 时，则需

进行“平局决胜局”。 

7. 一场比赛的计分 

通常情况下，一场比赛采用一盘决胜制。裁判长可以根据不同情况采用抢 4 局、抢 8

局、三盘两胜等不同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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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发球员和接发球员 

双方运动员应当分别相对站于球网两侧。发球员是指在比赛时发球的运动员，接发球员

是指准备回击发球员所发出球的运动员。 

9. 场地和发球的选择 

在比赛开始前，通过掷币（或其它方式）选择场地或发球（接发球），获胜方可以： 

1）选择先发球或接发球，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应选择先在哪一边场地进行比赛； 

2）选择先在哪一边的场地进行比赛，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应选择先发球或接发球； 

3）要求对方先选择。 

10. 交换场地 

运动员应在每一盘的第一局、第三局和随后的每一个单数局结束后交换场地。运动员还

应在每一盘结束后双方所得局数之和为奇数时交换场地。 

在平局决胜局中，运动员应在双方得分之和为 6 分和 6 的倍数时交换场地。 

11. 活球 

除了作出发球失误或重发的呼报之外，球从发球员击出的那一时刻开始直到该分结束都

为活球。 

12. 压线球 

如果球接触到线，则这个球被认为是落在由该线作为界线的场地之内。 

13. 球触永久固定物 

如果活球状态下的球落在正确的场地内后弹起触到了永久固定物，则击出该球的运动员

赢得该分；如果活球状态下的球在落地前触到了永久固定物，则击出该球的运动员失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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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发球次序 

在每一个常规局结束后，该局的接发球员在下一局中应该成为发球员，该局的发球员在

下一局中应该成为接发球员。 

双打比赛中，在每一盘第一局开始前，由先发球的一方决定哪一名运动员先在该局发球。

同样，在第二局开始前，另一方也应当作出由谁在该局先发球的决定。第一局先发球的运动

员的同伴在第三局发球，第二局先发球运动员的同伴在第四局发球。这个轮换次序一直延续，

直到该盘结束。 

15. 双打的接发球次序 

在每一盘的第一局，首先接发球的一方要决定哪一名运动员在该局接第一分发球。同样，

在第二局开始前，另一方也应当决定哪一名运动员在该局接第一分发球。先接第一分发球的

运动员的同伴应当接本局的第二分发球，这个次序一直延续，直到该局和该盘结束。 

接球员接完发球后，本方的任何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回击球。 

16. 发球 

在开始发球动作前，发球员双脚必须站在底线后（即远离球网的那一侧），中心标志的

假定延长线和边线的假定延长线之内的区域里。 

发球员应当用手将球向任何方向抛出并在球触地前用球拍将球击出。在球拍击到球或没

有击到球的那一刻，整个发球动作即被认为已经完成。对于只能使用一只手臂的运动员，可

以用他的球拍完成抛球。 

17. 发球的程序 

在一个常规发球局中，每一局的发球员都应当从场地的右区开始，交替站在同侧场地的

两个半区后面发球。 

在平局决胜局中，第 1 分发球应当从场地的右区开始发出，第 2 分和第 3 分由对手依次

从左区和右区发球，之后每两分交替发球，直到比赛结束。 

发出的球应当越过球网，在接球员回击发球之前落到对角方向的发球区内。 

18. 脚误 

在发球的整个动作过程中，发球员不可以有以下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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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走动或跑动来改变位置，但脚步轻微的移动是允许的； 

2）任何一只脚触及底线或场地内的地面； 

3）任何一只脚触及边线假定延长线外的地面； 

4）任何一只脚触及中心标志的假定延长线。 

如果发球员违反了上述规定即为“脚误”。 

19. 发球失误 

下列情况为一次发球失误： 

1）发球员违反了规则第 16、 17 或 18 条； 

2）发球员试图击球时未能击中； 

3）发出的球在触地前碰到了永久固定物、单打支柱或网柱； 

4）发出的球触到了发球员及其同伴或他们所穿戴、携带的任何物品。 

20. 第二次发球 

如果第一次发球失误，发球员应当立即从他该次发球失误的同一半区后面的规定位置再

发一次，如果第一次发球失误是从错误的半区发出的，应该立即更正到正确的位置并进行第

二次发球。 

21. 发球和接发球时机 

发球员应该在接发球员做好准备以后发球。接发球员应当按照发球员合理的发球节奏来

比赛，并且在发球员准备发球时，在合理的时间内做好接发球的准备。 

接发球员试图回击发球时则被认为他已做好准备。如果能够证实接发球员未做好准备，

那么该次发球也不能被判为失误。 

22. 发球中的重发 

如果出现下列情况应重新发球： 

1）发出的球触到了球网或网带后落在有效发球区内；或在球触到了球网或网带后落地

前触到了接发球员或其同伴，或他们所穿戴或携带的任何物品； 

2）球发出后，接发球员还没有做好准备。在重发球时，引起重发的那次发球不被计算，

发球员应重发该发球，但是不能取消重新发球前的发球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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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重赛  

除了在第二次发球时呼报“Let”是指重发该次发球外，在所有其他情况下，当呼报“Let”

时，这一分必须重赛。 

24. 失分 

如果出现下列情况，运动员将失分： 

1）发球员连续两次发球失误； 

2）在活球状态下，运动员在球连续两次触地前不能将球回击过网； 

3）在活球状态下，运动员回击的球在落地前触到有效击球区外的地面或其他物体； 

4）在活球状态下，运动员回击的球在落地前触到永久固定物； 

5）接球员在球没有落地前回击发球员发出的球； 

6）运动员故意用他的球拍托带或接住处于活球状态中的球，或故意用球拍触球超过一

次； 

7）在活球状态下的任何时候，运动员或其球拍（无论球拍是否在他手中）或其穿戴和

携带的任何物品触到球网、网柱或对手场地的地面； 

8）运动员在球过网前击球； 

9）在活球状态下，除了运动员手中的球拍以外，球触及到运动员的身体或他穿戴、携

带的任何物品； 

10）在活球状态下，球触到了运动员的球拍，但球拍不在他的手中； 

11）在活球状态下，运动员故意并实质性地改变了球拍的形状； 

12）双打比赛中，在一次回击球时，同队的两名运动员都触到了球。 

25. 有效回击 

下列情况属于一次有效回击： 

1）球触到了球网，网柱并且越过球网上面后落到有效场地内；规则第 2 和第 24 （4）

条除外； 

2）在活球状态下球落在有效场地内后由于旋转或被风吹回过网，轮到击球的运动员将

球拍伸过球网击球，将球击到有效场地内，并且运动员没有违反规则第 24 条的规定； 

3）回击的球从网柱外侧，无沦该球是高于还是低于球网的上部高度，即使触到网柱，

只要落在有效场地内，规则第 2 和第 24（4）条除外； 

4）运动员的球拍在回击自己球网一侧内的球后随球过网，球落入有效场地内； 

5）在活球状态下，运动员击出的球碰到了停在正确场地内的另一个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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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干扰 

如果运动员在某一分球的比赛中受到对手故意的干扰，那么这名运动员应当赢得该分。 

然而，如果运动员在某一分的比赛中受到对手非故意的干扰，或者某些运动员自身无法

控制（除场地上的永久固定物外）的妨碍时，这一分应当重赛。 

如有任何人或物在活球期间，非故意影响比赛公正而进入到比赛场区域，该分应当重赛。 

27. 更正错误 

当比赛中发现违反竞赛规则的错误时，先前所有的比分都有效，发现的错误应当按照如

下条款更正： 

1）如果一名运动员从错误的半区发球，此错误一经发现就应当立即被纠正，发球员要

按照场上的比分从正确的半区发球。错误被发现前发球员已发生的发球失误有效； 

2）如果出现双方的运动员场地站边错误，则此错误一经发现就应当立即被纠正，发球

员要按照场上的比分从正确的一边场地发球； 

3）如果出现运动员的发球次序错误，此错误一经发现，正确次序下应发球的运动员立

即发球，如果错误被发现前该轮发球已经结束，则发球的次序就按照已改变的次序进行； 

4） 运动员出现发球次序错误，一经发现就应当立即纠正，如果发球次序错误被发现前，

对手有一次发球失误则此次发球失误无效； 

5）在双打比赛中，如果是同队的两名运动员出现发球次序错误，则错误被发现前发球

员同伴的一次发球失误有效；如果接发球次序出现错误， 一经发现就应当立即纠正。 

28. 裁判人员的职责  

1） 裁判长对于所有涉及竞赛规则的问题有最终裁决权，并且裁判长的决定是最终裁定。 

2）在设有主裁判的比赛中，主裁判对于在整场比赛中所有事实问题有最终裁决权。在

信任制比赛中，当裁判长在场上时，裁判长可以对任何事实问题作出最终裁决。 

3）运动员对于场上主裁判作出的关于网球规则问题的裁决有疑问时，有权叫裁判长到

场。 

4）在设有司线员和司网裁判的比赛中，他们对自己负责的线或球网作出所有呼报（包

括脚误的呼报），如果主裁判确定司线员或司网裁判作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误判，主裁判有权

改判。在没有司线员和司网裁判的比赛中，主裁判负责所有线和球网的呼报（包括脚误的呼

报）。 

5）如果司线员没能对场上的情况及时作出呼报，应当立即向主裁判示意，主裁判应当

立即对场上的情况作出裁决，如果主裁判也不能对场上的事实问题作出判决时，这一分重赛。 

6）在光线暗、天气或场地条件不利的情况下，裁判长可以中断或暂停比赛，但应在该

局结束或这一局中换另外队员发球时暂停。主裁判认为存在影响运动员安全因素的时候，可

以中断或暂停比赛，主裁判认为的其它需要中断或暂停比赛的时候需经裁判长同意。在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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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后重新开始比赛时，双方的比分和在场地上的位置保持不变。 

7）裁判长和主裁判可以根据现行行为规范的要求，对于是否继续比赛和指导的问题作

出裁决。 

8）主裁判有权对场上运动员及其随行人员的不文明言行进行制止和判罚，裁判长有权

对运动员场内外不文明言行进行制止和处罚。 

29. 连续比赛 

比赛从第一分发球开始直到结束应当连续地进行： 

1）分与分之间允许最长间隔时间为 20 秒，运动员在每局结束后交换场地时，允许最长

间隔时间为 90 秒，盘与盘之间允许最长间隔时间为 120 秒。 

允许最长间隔时间是指从上一分球结束刚开始，直到下一分第一次发球时球被击出时为

止。 

2）如果由于运动员不能控制的原因，如服装、鞋子或必要的装备（不包括球拍）损坏

或需要对其进行更换时，可以允许给运动员一个合理的额外时间去解决这些问题。 

3）不能因为一名运动员要恢复他的体力而给其额外的时间。但是，当运动员出现可以

治疗的伤病时，可以获得一次 3 分钟的治疗时间来处理此伤病。 

4）准备活动时间最长为 5 分钟，除非赛事组织者事先另有规定。 

30. 指导 

以任何可听到的或可看到的方式对运动员进行交流、建议或各种指示都被认为是指导。 

在团体赛中，运动员可以在局间或盘间休息时接受坐在场上的队长的指导。 

在其他的任何比赛中，运动员都不能接受指导。 

  



  

 

17 

第三部分  网球竞赛规则 

1. 场地 

网球场地是一个长方形，长度为 23.77 米，单打比赛的场地宽度为 8.23 米，双打比赛

场地的宽度为 10.97 米。 

场地由一条挂在绳索或钢丝绳上的球网从中间处分隔开，所使用的绳索或钢丝绳附着或

挂在 1.07 米高的两根网柱上。球网应充分伸展开，使之能够填满两个网柱之间的空间，网

孔的大小以确保球不能穿过为宜。球网中心的高度为0.914米，并且用中心带向下绷紧固定，

网绳或钢丝绳和球网的上端应当用一条网带包裹住，中心带和网带都为白色。 

·网绳或钢丝绳的最大直径为 0.8 厘米。 

·中心带的最大宽度为 5 厘米。 

·球网每一边垂直向下的网带宽度应当在 5 厘米与 6.35 厘米之间。 

双打比赛中，每侧网柱的中心应距双打场地的外沿 0.914 米。 

单打比赛中，如果使用单打球网，每侧网柱的中心应距单打场地的外沿 0.914 米。 

如果使用双打球网，那么球网要用两根高 1.07 米的单打支柱支撑起来，每侧单打支柱

的中心距单打场地的外沿 0.914 米。 

·网柱的边长或直径不应超过 15 厘米。 

·单打支柱的边长或直径不应超过 7.5 厘米。 

·网柱和单打支柱的上端不能超过网绳顶端以上 2.5 厘米。 

球场两端的界线称为底线，两侧的界线称为边线。 

在两条单打边线之间画两条距球网6.40米并且与球网平行的线，这两条线称为发球线。

在球网每一边的发球线和球网之间的区域，被一条发球中线分成相同的两个部分称为发球区，

发球中线应当和单打边线平行并且与两条边线的距离相等。 

每一条底线都被一条长 10 厘米的中心标志分为相等的两部分，中心标志要画在场地内

并且和单打边线平行。 

·发球中线和中心标志的宽度为 5 厘米。 

·除底线的最大宽度可以为 10 厘米外，场上其他所有线的宽度均应介于 2.5 厘米和 5

厘米之间。 

所有场地的测量都应以线的外沿为标准，所有场地上的线的颜色均必须相同，并且和场

地的颜色有明显的区别。 

2. 永久固定物 

场地上的永久固定物，包括后挡网和侧挡网、观众、观众的座位和看台、所有场地周围

和上方的固定物以及处于各自规定位置的主裁判、司线员、司网裁判和球童。 

在一个使用双打球网和单打支柱的场地上举行单打比赛时，网柱、单打支柱以外的球网

部分属于场地上的永久固定物，而不能视其为网柱或球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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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球 

网球比赛用球使用黄色球，直径为 6.54~6.86 厘米，重量为 56.0~59.4 克，弹性为 135~147

厘米，向内压缩形变为 0.50~0.74 厘米。 

高海拔地区可以采用高海拔型球。 

比赛用球数量和换球方案在赛前公布。如果换球，可采用以下方案之一： 

1）在规定换球的单数局结束后换球。 

使用该换球方案，由于热身活动用球的原因，第一次换球必须比整场比赛其他时候换球

提前两局。平局决胜局作为一局计算，如果换球时刚好是平局决胜局开始时，则推迟到下一

盘第二局开始前再进行换球。 

2）在一盘的开始时换球。 

3）当比赛用球破损或不能达到比赛要求时进行换球。 

4. 球拍 

网球球拍的长度不能超过 73.7 厘米。球拍框的总宽度不能超过 31.7 厘米。击球平面的

总长度不能超过 39.4 厘米，总宽度不能超过 29.2 厘米。球拍重量以符合少年儿童身体发育

状况为宜。 

球拍的击球面由连接在球拍框上的拍弦组成且应当是平坦的。 

5. 一局中的计分 

1）常规局 

在一个常规局的比赛中，报分时应首先报发球运动员的比分，积分如下： 

无得分——0 

第 1 分——15 

第 2 分——30 

第 3 分——40 

第 4 分——该局比赛结束 

若双方运动员都获得了 3 分，则比分为“平分”。“平分”后如果一方运动员获得了下一

分，则比分为“占先”，如果“占先”的这方运动员又获得了下一分，即赢得了这一局；如

果“占先”后是另一方运动员获得了一分，则比分仍为“平分”。一方运动员需要在“平分”

后连续获得两分，才能赢得这一局。 

2）平局决胜局 

在平局决胜局中，使用 0、1、2、3 分等来计分。首先赢得 7 分赢得这一局及这一盘。

当比分为 6：6 时，一方运动员须净胜对手两分方为获胜。 

轮及应该发球的运动员在平局决胜局中首先发第一分球，随后的两分由他的对手发球

（在双打比赛中，对方轮及应该发球的运动员进行发球）。此后，每一名运动员轮流连续地



  

 

19 

发两分球直到平局决胜局结束（在双打比赛中，两队应按照与该盘中相同的发球顺序轮流连

续发球）。 

在平局决胜局中首先发球的运动员应当在下一盘的第一局开始时首先接发球。 

6. 一盘中的计分 

一盘中的计分有不同的方法。主要的计分方法是“长盘制”和“平局决胜制”两种。比

赛中两种计分方法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使用，但必须在赛前事先宣布。如果使用的是“平局

决胜制”的计分方法，还必须声明决胜盘将采用的是“平局决胜制”还是“长盘制”。 

1）长盘制 

先赢得 6 局并净胜对手两局的运动员才赢得这一盘。如果需要的话，这一盘必须持续到

一方运动员净胜两局为止。 

2）平局决胜制 

先赢得 6 局并净胜对手两局的运动员才赢得这一盘。如果局数比分达到 6：6 时，则需

进行“平局决胜局”。 

7. 一场比赛的计分 

一场比赛可以采用一盘决胜制；或采用三盘两胜制，先赢得两盘的运动员赢得这场比赛。 

8. 发球员和接发球员 

双方运动员应当分别相对站于球网两侧。发球员是指在比赛时发球的运动员，接发球员

是指准备回击发球员所发出球的运动员。 

9. 场地和发球的选择 

在比赛开始前，通过掷币（或其它方式）选择场地或发球（接发球），获胜方可以： 

1）选择先发球或接发球，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应选择先在哪一边场地进行比赛； 

2）选择先在哪一边的场地进行比赛，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应选择先发球或接发球； 

3）要求对方先选择。 

10. 交换场地 

运动员应在每一盘的第一局、第三局和随后的每一个单数局结束后交换场地。运动员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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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每一盘结束后双方所得局数之和为奇数时交换场地。 

在平局决胜局中，运动员应在双方得分之和为 6 分和 6 的倍数时交换场地。 

11. 活球 

除了作出发球失误或重发的呼报之外，球从发球员击出的那一时刻开始直到该分结束都

为活球。 

12. 压线球 

如果球接触到线，则这个球被认为是落在由该线作为界线的场地之内。 

13. 球触永久固定物 

如果活球状态下的球落在正确的场地内后弹起触到了永久固定物，则击出该球的运动员

赢得该分；如果活球状态下的球在落地前触到了永久固定物，则击出该球的运动员失分。 

14. 发球次序 

在每一个常规局结束后，该局的接发球员在下一局中应该成为发球员，该局的发球员在

下一局中应该成为接发球员。 

双打比赛中，在每一盘第一局开始前，由先发球的那一方决定哪一名运动员先在该局发

球。同样，在第二局开始前，另一方也应当作出由谁在该局先发球的决定。第一局先发球的

运动员的同伴在第三局发球，第二局先发球运动员的同伴在第四局发球。这个轮换次序一直

延续，直到该盘结束。 

15. 双打的接发球次序 

在每一盘的第一局，首先接发球的一方要决定哪一名运动员在该局接第一分发球。同样，

在第二局开始前，另一方也应当决定哪一名运动员在该局接第一分发球。先接第一分发球的

运动员的同伴应当接本局的第二分发球，这个次序一直延续，直到该局和该盘结束。 

接球员接完发球后，本方的任何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回击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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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发球 

在开始发球动作前，发球员双脚必须站在底线后（即远离球网的那一侧），中心标志的

假定延长线和边线的假定延长线之内的区域里。 

发球员应当用手将球向任何方向抛出并在球触地前用球拍将球击出。在球拍击到球或没

有击到球的那一刻，整个发球动作即被认为已经完成。对于只能使用一只手臂的运动员，可

以用他的球拍完成抛球。 

17. 发球的程序 

在一个常规发球局中，每一局的发球员都应当从场地的右区开始，交替站在同侧场地的

两个半区后面发球。 

在平局决胜局中，第 1 分发球应当从场地的右区开始发出，第 2 分和第 3 分由对手依次

从左区和右区发球，之后每两分交替发球，直到比赛结束。 

发出的球应当越过球网，在接球员回击发球之前落到对角方向的发球区内。 

18. 脚误 

在发球的整个动作过程中，发球员不可以有以下动作： 

1）通过走动或跑动来改变位置，但脚步轻微的移动是允许的； 

2）任何一只脚触及底线或场地内的地面； 

3）任何一只脚触及边线假定延长线外的地面； 

4）任何一只脚触及中心标志的假定延长线。 

如果发球员违反了上述规定即为“脚误”。 

19. 发球失误 

下列情况为一次发球失误： 

1）发球员违反了规则第 16、 17 或 18 条； 

2）发球员试图击球时未能击中； 

3）发出的球在触地前碰到了永久固定物、单打支柱或网柱； 

4）发出的球触到了发球员及其同伴或他们所穿戴、携带的任何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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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第二次发球 

如果第一次发球失误，发球员应当立即从他该次发球失误的同一半区后面的规定位置再

发一次，如果第一次发球失误是从错误的半区发出的，应该立即更正到正确的位置并进行第

二次发球。 

21.发球和接发球时机 

发球员应该在接发球员做好准备以后发球。接发球员应当按照发球员合理的发球节奏来

比赛，并且在发球员准备发球时，在合理的时间内做好接发球的准备。 

接发球员试图回击发球时则被认为他已做好准备。如果能够证实接发球员未做好准备，

那么该次发球也不能被判为失误。 

22. 发球中的重发 

如果出现下列情况应重新发球： 

1）发出的球触到了球网、中心带或网带后落在有效发球区内；或在球触到了球网、中

心带或网带后落地前触到了接发球员或其同伴，或他们所穿戴或携带的任何物品； 

2）球发出后，接发球员还没有做好准备。在重发球时，引起重发的那次发球不被计算，

发球员应重发该发球，但是不能取消重新发球前的发球失误。 

23. 重赛 

除了在第二次发球时呼报“Let”是指重发该次发球外，在所有其他情况下，当呼报“Let”

时，这一分必须重赛。 

24.失分 

如果出现下列情况，运动员将失分： 

1）发球员连续两次发球失误； 

2）在活球状态下，运动员在球连续两次触地前不能将球回击过网； 

3）在活球状态下，运动员回击的球在落地前触到有效击球区外的地面或其他物体； 

4）在活球状态下，运动员回击的球在落地前触到永久固定物； 

5）接球员在球没有落地前回击发球员发出的球； 

6）运动员故意用他的球拍托带或接住处于活球状态中的球，或故意用球拍触球超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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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7）在活球状态下的任何时候，运动员或其球拍（无论球拍是否在他手中）或其穿戴和

携带的任何物品触到球网、网柱/单打支柱、网绳或钢丝绳、中心带或网带，或对手场地的

地面； 

8）运动员在球过网前击球； 

9）在活球状态下，除了运动员手中的球拍以外，球触及到运动员的身体或他穿戴、携

带的任何物品； 

10）在活球状态下，球触到了运动员的球拍，但球拍不在他的手中； 

11）在活球状态下，运动员故意并实质性地改变了球拍的形状； 

12）双打比赛中，在一次回击球时，同队的两名运动员都触到了球。 

25. 有效回击 

下列情况属于一次有效回击： 

1）球触到了球网，网柱/单打支柱、网绳或钢丝绳、中心带或网带并且越过球网上面后

落到有效场地内；规则第 2 和第 24 （4）条除外； 

2）在活球状态下，球落在有效场地内后由于旋转或被风吹回过网，轮到击球的运动员

将球拍伸过球网击球，将球击到有效场地内，并且运动员没有违反规则第 24 条的规定； 

3）回击的球从网柱外侧，无沦该球是高于还是低于球网的上部高度，即使触到网柱，

只要落在有效场地内，规则第 2 和第 24（4）条除外； 

4）球从单打支柱及其附属网柱之间的网绳下面穿过而又没有触及球网、网绳或网柱，

并且球落在有效场地内； 

5）运动员的球拍在回击自己球网一侧内的球后随球过网，球落入有效场地内； 

6）在活球状态下，运动员击出的球碰到了停在正确场地内的另一个球。 

26. 干扰 

如果运动员在某一分球的比赛中受到对手故意的干扰，那么这名运动员应当赢得该分。 

然而，如果运动员在某一分的比赛中受到对手非故意的干扰，或者某些运动员自身无法

控制（除场地上的永久固定物外）的妨碍时，这一分应当重赛。 

如有任何人或物在活球期间，非故意影响比赛公正而进入到比赛场区域，该分应当重赛。 

27. 更正错误 

当比赛中发现一例违反竞赛规则的错误时，先前所有的比分都有效，发现的错误应当按

照如下条款更正： 

1）在一个常规局或一个平局决胜局中，如果一名运动员从错误的半区发球，此错误一

经发现就应当立即被纠正，发球员要按照场上的比分从正确的半区发球。错误被发现前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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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已发生的发球失误有效。 

2）在一个常规局或一个平局决胜局中，如果出现双方的运动员场地站边错误，则此错

误一经发现就应当立即被纠证，发球员要按照场上的比分从正确的一边场地发球。 

3）在常规局中如果出现运动员的发球次序错误，此错误一经发现，原先该轮及发球的

运动员应当立即发球。然而，如果错误被发现前该局已经结束，则发球的次序就按照已改变

的次序进行。在这种情况下，此后的所有换球必须比原先规定的局数推后一局进行。 

如果发球次序错误被发现前，对手有一次发球失误，则此次发球失误无效。 

在双打比赛中，如果是同队的两名运动员出现发球次序错误，则错误发现以前的一次发

球失误有效。 

4）在平局决胜局中，运动员出现发球次序错误，如果此错误是在双数比分结束后被发

现的，则错误一经发现就应当立即纠正。如果此错误是在单数比分结束后被发现的，则发球

的次序就按照已改变的次序进行。 

如果发球次序错误被发现前，对手有一次发球失误则此次发球失误无效。 

在双打比赛中，如果是同队的两名运动员出现发球次序错误，则错误被发现前发球员同

伴的一次发球失误有效。 

5）在双打比赛的常规局或平局决胜局中，如果接发球次序出现错误，则按照已发生的

错误次序继续进行，直到这一局结束。在这一盘的下一次接发球局时，这对运动员应当重新

回到原先的接发球次序。 

6）赛前规定的是“长盘制”的比赛，但是如果在局数 6：6 时错误地进行了“平局决胜

局”的比赛，如果此时仅仅进行了第一分的比赛，则此错误应立即被纠正；如果错误被发现

时第二分的比赛已经开始，则这盘比赛将按照“平局决胜制”继续进行。 

7）赛前规定的是“平局决胜制”的比赛，但是如果在局数 6：6 时错误地开始了常规局

的比赛，如果此时仅仅进行了第一分的比赛，则此错误应立即纠正；如果错误被发现时第二

分的比赛已经开始，则这盘比赛将按照“长盘制”继续进行．直到双方的局数达到 8：8 时

（或更高的偶数平局时）再进行“平局决胜局”的比赛。 

8）如果没有按照正常的顺序换球，就要等到下一次再轮到这名运动员发球时更换新球。

此后的换球顺序仍然应按照原先的规定，在达到既定的换球局数后进行。在一局比赛进行中

不能换球。 

28. 裁判人员的职责 

1） 裁判长对于所有涉及竞赛规则的问题有最终裁决权，并且裁判长的决定是最终裁定。 

2）在设有主裁判的比赛中，主裁判对于在整场比赛中所有事实问题有最终裁决权。在

信任制比赛中，当裁判长在场上时，裁判长可以对任何事实问题作出最终裁决。 

3）运动员对于场上主裁判作出的关于网球规则问题的裁决有疑问时，有权叫裁判长到

场。 

4）在设有司线员和司网裁判的比赛中，他们对自己负责的线或球网作出所有呼报（包

括脚误的呼报），如果主裁判确定司线员或司网裁判作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误判，主裁判有权

改判。在没有司线员和司网裁判的比赛中，主裁判负责所有线和球网的呼报（包括脚误的呼

报）。 

5）如果司线员没能对场上的情况及时作出呼报，应当立即向主裁判示意，主裁判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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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对场上的情况作出裁决，如果主裁判也不能对场上的事实问题作出判决时，这一分重赛。 

6）在光线暗、天气或场地条件不利的情况下，裁判长可以中断或暂停比赛，但应在该

局结束或这一局中换另外队员发球时暂停。主裁判认为存在影响运动员安全因素的时候，可

以中断或暂停比赛，主裁判认为的其它需要中断或暂停比赛的时候需经裁判长同意。在比赛

暂停后重新开始比赛时，双方的比分和在场地上的位置保持不变。 

7）裁判长和主裁判可以根据现行行为规范的要求，对于是否继续比赛和指导的问题作

出裁决。 

8）主裁判有权对场上运动员及其随行人员的不文明言行进行制止和判罚，裁判长有权

对运动员场内外不文明言行进行制止和处罚。 

29. 连续比赛 

比赛从第一分发球开始直到结束应当连续地进行： 

1）分与分之间允许最长间隔时间为 20 秒，运动员在每局结束后交换场地时，允许最长

间隔时间为 90 秒，盘与盘之间允许最长间隔时间为 120 秒。 

在每盘的第一局结束后和在平局决胜局进行时，运动员应交换场地而没有休息，比赛应

连续进行。 

允许最长间隔时间是指从上一分球结束刚开始，直到下一分第一次发球时球被击出时为

止。 

2）如果由于运动员不能控制的原因，如服装、鞋子或必要的装备（不包括球拍）损坏

或需要对其进行更换时，可以允许给运动员一个合理的额外时间去解决这些问题。 

3）不能因为一名运动员要恢复他的体力而给其额外的时间。但是，当运动员出现可以

治疗的伤病时，可以获得一次 3 分钟的治疗时间来处理此伤病。 

4）如果赛事组织者赛前已经宣布，整场比赛允许有一次最长为 10 分钟的休息时间，这

个时间可以在三盘赛制的第二盘结束之后采用。 

5）准备活动时间最长为 5 分钟，除非赛事组织者事先另有规定。 

30. 指导 

以任何可听到的或可看到的方式对运动员进行交流、建议或各种指示都被认为是指导。 

在团体赛中，运动员可以在局间或盘间休息时接受坐在场上的队长的指导。 

在其他的任何比赛中，运动员都不能接受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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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信任制比赛规则 

1. 礼仪 

网球比赛各参与者需互相尊重与合作，比赛结束后要相互握手致意。 

2. 计分原则 

所有信任制比赛判定分数应本着诚信的原则。 

3. 判决权限 

判决应由网球落点所在半场的球员发出。 

4. 不确定判决 

若对场上事实问题有任何犹豫，应作出有利益于对方的判决。 

5. 压线球 

如果球接触到线，则这个球被认为是落在由该线作为界线的场地之内。 

6. 争议球 

如未能迅速及清楚判断为界外，该球属好球，不能以看不清为由要求重打该分。 

7. 征求对方意见 

若征求对方意见时，对手给予肯定的答复，球员必须接受。如双方都不能确定，该球需

判定为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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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判断错误 

若一球员呼报“出界”后发现该球为好球，除非该球已被回至对方场地，否则该分不应

重赛，呼报错误的一方失分。 

9. 搭档对出界有不同意见 

若双打搭档对该球界内界外有不同意见，该球应判为好球。 

10. 明显界外球 

当球明显被打出界外时，负责呼报的球员仍需发出清楚的判决信号，包括声音或手势。 

11. 质疑 

若对判决有怀疑，可提出质疑，若对方再次确认该球为界外，则必须接受。若对方表示

不确定，则对方要失掉该分。不得再存异议，以此延误赛事。 

12. 观众意见 

任何球员不得采纳观众的意见，观众不是比赛的参与者，无权干涉判决。 

13. 即时判断 

球员应于球着地后立即做出判断，判断应在该球员回球变成死球之前，或在对方再打下

一拍之前发出。 

14. 干扰球 

当发觉有外来球进入场地，比赛中任何球员均可即时叫“干扰”，如该球员明知有外来

球而不叫或继续回球，则该球员失去了叫“干扰”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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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违反规则失分 

在活球状态下，如果发生以下情况，球员应立即承认并失分： 

1）球触球员身体及其穿戴、携带的任何物品； 

2）球员触到球网； 

3）球员触到对方场区； 

4）球员在球过网前打到球； 

5）球员有持球或打球两次； 

6）球员打到球前该球已弹地两次。 

16. 穿网和过网前触地 

当发现对方击出的球穿过球网或过网前触地，发现的球员应即刻呼报。 

17. 送球给发球员 

每当交球给发球员时，应当让发球员可从容的把球拿到或接到。 

18. 脚误 

每位球员应有责任自律，避免发球时踩线。如发球员有明显的发球踩线，接球员可提醒

对方，但不能做出脚误的判决。 

19. 赛中交谈 

当球打向对手时，球员不可说话或发出不必要的声音。如果发出的声音影响了对手的回

球，发出声音或说话的一方失掉该分。 

20. 假动作 

球员可以移动位置和做出假动作，但不可以做出让对手分心的动作或声响，例如挥动手

臂或球拍、跺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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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声音干扰 

球员不应发出令对手甚至邻近球场球员感到烦躁的声音。 

22. 发球擦网 

发球擦网由比赛中任何一位球员呼报“擦网”，呼报应在发球员第二次击球前做出。 

23. 故意失误 

球员不可故意失误，如出现此行为被视为违反体育道德和运动员行为准则。 

24. 接发球准备 

接发球者应配合发球者适当的节奏，若接发球者未准备好，则不应尝试去接发球，接发

球者若尝试去接发球则代表其已经准备好。 

25. 发球员报分 

发球员应该在每一局开始前呼报局分，在每一分开始前呼报分数，需对手听到并认同。 

26. 争议 

如对比赛分数有争议，应采取其中一个方法解决： 

1）计算双方已认同的局数和分数，然后再重赛有争议的局数或分数； 

2）由一个双方同意的局数和分数再开始。 

27. 捡球 

每一位球员有责任捡起本方区域内的网球或其他任何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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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拦接球 

球员无论在任何位置都不应以出界为由将对方回球在未落地前拦住或接住，否则判该球

员失分。 

29. 衣物及随身物品 

除球拍外，若衣物及装备在不受球员控制的情况下破损并不能使用，可暂停比赛以作更

换。球员衣物及随身物品均不可搭在球网上，球员必须穿着整洁和适当的网球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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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备选的赛制和计分方法 

以下备选的赛制和计分方法及相应规则可供比赛组织方或裁判长选择使用： 

1. 一局中的计分： 

“无占先”计分法 

在一个“无占先”局的比赛中，应先报发球运动员的比分，计分如下： 

无得分  ——  0 

第 1分  ——  15 

第 2分  ——  30 

第 3分  ——  40 

第 4分  ——  该局比赛结束 

如果双方运动员都赢得 3 分，这时的比分叫“平分”，然后要打一个决胜分。接球方将

选择从场地左半区还是从右半区接发球。在双打比赛中，进行决胜分比赛时接球方的两名队

员不能改变接球站位。赢得决胜分的运动员赢得这一局。 

在混双比赛中，与发球员同性别的接球员应当接决胜分的发球。接球方的两名运动员不

能改变接球站位去接决胜分的发球。 

2. 一盘中的计分： 

1）“短”盘制 

谁先赢得四局并净胜对手两局的运动员赢得这一盘。如果局数比分达到 4：4 时，将进

行一个“平局决胜局”的比赛。 

2）七分制平盘决胜局 

当比赛的盘数比分达到 1：1，或在五盘三胜制的比赛中盘数比分达到 2：2时，用一个

“平局决胜局”来决定比赛的胜负。这个“平局决胜局”代替最后的决胜盘。 

先赢得对手 7分并净胜两分的运动员，将赢得“平盘决胜局”和整场比赛。 

3）十分制平盘决胜局 

当比赛的盘数比分达到 1：1，或在五盘三胜制的比赛中盘数比分达到 2：2时，用一个

“平局决胜局”来决定比赛的胜负。这个“平局决胜局”代替最后的决胜盘。 

先赢得对手 10分且净胜两分的运动员，将赢得“平局决胜局”和整场比赛。 

当采用“平盘决胜局”代替最后的决胜盘时：①原先的发球顺序继续不变。②在双打比

赛中，就像每盘开始时那样，双方发球和接发球顺序可以改变。③在“平盘决胜局”比赛开

始前，应有一个 120秒的盘间休息。④即使在“平盘决胜局”前本应该换球的，此时也不能

换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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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擦网不重赛 

发出的球在碰到球网、中心带或网带后落在发球区内，比赛继续，这个规则通常被称为

“擦网不重赛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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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场地平面图 

1.短式网球场地 

 

注：短式网球球网可以采用 6米便携球网或沿用原短式网球 7米球网。 



  

 

34 

2.过渡网球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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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网球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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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场地设置 

1.短式网球场地 

 

比赛用场地（方案一）——在 1片正规球场上设置 4片短式网球场地（推荐） 

 

比赛用场地（方案二）——在 1 片正规球场上设置 2 片短式网球场地 

 

比赛用场地（方案三）——在任何地面上设置 1 片短式网球场地 

诸如学校运动场、校园操场或其它平坦、空旷的地面都可设置为极佳的短式网球场地。 

球场尺寸： 

每片球场=10.97 米 x5.845 米* 

*从正规球场发球线内 0.915 米处标出短

式球场的底线 

将球网高度降低到 80 厘米 

球场尺寸： 

球场的 1/4=10.97 米 x5.485 米* 

球场的 2/3=10.97 米 x5.485 米** 

*从正规球场底线外 2.74 米处标出每片短式场

地的边线 

**从离正规球场球网 0.915 米处标出离球网最

近的短式场地的边线 

     1         2         3         4                               

短式网球场地的尺寸 

长度：10.97 米  宽度：5.485 米 

网高：0.800 米 

发球区：长 4.115 米   宽 2.74 米 

底线到场地后边的距离不应小于 3.05 米 

 

球场尺寸： 

球场：10.97 米 x5.485 米 

网高：80 厘米 

发球区：距底线约 1.37 米处加 1 条发球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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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训练用场地（方案四）——在 1 片正规球场上设置 6 片短式网球场地 

 

训练用场地（方案五）——在 1 片羽毛球球场设置 1 片短式网球场地 

 

2.过渡网球场地设置方案 

 

比赛用场地（方案一）——在 1 片标准球场上设置过渡网球场地 

球场尺寸： 

球场的 1/6=10.97 米 x5.485 米 

球场的 2/5=10.97 米 x5.485 米 

球场的 3/4=10.97 米 x5.485 米 

1、6 边线位于：全球场的底线和底线 5.485

米之外（退步小的场地可设置为 5 米） 

2、5 边线位于：全球场的底线和发球线 

3、4 边线位于：距全球网 0.915 米和全球场

的发球线 
   1      2      3        4       5       6                       

球场尺寸： 

球场：11.89 米 x5.6 米* 

网高：降低到 80 厘米 

发球区（可选）：距底线约 1.37 米处加 1 条发球线 

*羽毛球场内的后发球线充当球场的底线，羽毛球

场的单打边线充当红色球场的边线 

球场尺寸： 

球场 = 18.285 米 x 6.43 米   

网中央高： 0.914 米 

边线——球场边线向内量 0.9米设置过渡网球场地的边线 

底线——球场底线与发球线中间设置一条与发球线平行

的线作为过渡网球的底线 

双打——标准球场的单打边线可以用作过渡网球场双打

场地的外边线 

发球区——使用标准球场的发球区 

过渡网球场地的尺寸 

长度：18.285 米 

单打场地宽度：6.43 米 

双打场地宽度：8.23 米 

网中央高：0.914 米 

发球区：长：6.40 米  宽：3.215 米 

底线到场地后边的距离不应小于 3.0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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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用场地（方案二）——在 1 片标准球场上过渡网球场地 

 

3.短式网球和过渡网球场地共用的标志线 

下面的示意图展示，怎样用最少的附加线标出 2 块短式场地和 1 块过渡场地。 

 

 

  

球场尺寸： 

球场 = 18.285 米 x 8.23 米 

边线——使用标准球场的边线 

底线——球场底线与发球线中间设置一条与发球线

平行的线作为过渡网球的底线 

发球区和双打线——使用标准球场的发球区和双打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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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  常用网球术语 

1. 赛前掷挑边时用语 

1. 请挑边。 

2. 你要哪一面？ 

3. 你选发球（接发球），还是选场地？ 

4. 谁是第一发球员（在双打比赛时用）？ 

2. 赛前准备活动用语 

1. 还有 3 分钟、2 分钟、1 分钟。 

2. 停止练习， 

裁判开场白： 

╳╳╳╳比赛，在裁判员左手边的是╳╳╳，在裁判员左手边的是╳╳╳，╳╳╳挑边

获胜并选择发球、接发球或场地，时间到，比赛开始，由╳╳╳发球。 

3. 宣报比分 

1. 短式网球宣报比分： 

1）1 比 0，2 比 1……，11 比 9。 

2）4 比 4,5 比 3,7 比 1……，交换场地。 

3）第一局完，╳╳比╳，╳╳领先。 

4）全场比赛结束，比赛结果 2 比 0，╳╳胜。 

2. 过渡网球和常规网球的报分： 

1）15 比 0，40 比 15……，平分，╳╳╳占先，╳╳╳获胜。 

2）第╳局完，╳╳获胜，局数几比几，╳╳领先。 

3）第一盘完局数╳比╳，第二盘完局数╳比╳。 

4）全场比赛结束，╳╳╳获胜，盘数╳比╳，局数╳比╳。 

4. 比赛中的呼报 

1. 发球失误（下网不报） 

2. 擦网、第一发球或第二发球。 

3. 双误不报，直接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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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脚误。 

5. 出界。 

6. 两跳。 

7. 触网。 

8. 干扰。 

9. 更正：这是界内球。 

5. 短式网球亲子双打用语 

1. 击球失误（指家长截击空中球）。 

2. 发球失误（指家长上手发球）。 

3. 三次击球（指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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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部分  裁判法 

1. 裁判工作要求 

1.  裁判员在执行任务时，要做到“严肃、认真、公正、准确”，根据儿童特点作好裁

判工作，不与自己所熟悉的运动员过多接触。 

2.  裁判员的言行对儿童身心健康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要注重用语文明，坐姿端正，

服装整洁。  

3.  少儿网球的运动员都在十一、二岁以下，参加比赛的经历较少（包括家长），裁判

员要作到主动、耐心地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不违反比赛规则的情况下）。 

4.  裁判员要有主动为少儿网球运动员服务的意识，适时激发儿童奋发向上的精神，加

强对少年儿童思想品德教育。 

5.  裁判员要树立安全意识，协助保障运动员进场、退场和比赛过程中的人身安全。 

2. 临场裁判的工作 

1. 比赛前 10 分钟到达场地，作好赛前准备工作。 

2. 检查场地有无安全隐患，比赛器材和裁判用具，丈量网高等。 

3. 短式网球比赛时间短，为保证比赛顺利，上一场比赛开始后，应立即召集下一场运

动员，在指定地点等候。 

4.  比赛开始前主持挑边，挑边时裁判员应站在球网中间的一侧，在挑边前检查双方证

件，核实参赛资格的有效性。裁判员和运动员握手问好，运动员们相互握手问好 

5.  比赛前简单介绍比赛采用的赛制、裁判人员安排、用球数、换球方案、比赛时必须

遵守的规则等，询问运动员有无疑问，解答完毕，开始进行挑边工作。 

6. 宣布准备活动时间，比赛前宣告，赛事名称，比赛轮次，介绍运动员，挑边获胜方

及其选择发球、接发球或场地的信息，宣布比赛开始。 

7. 宣报时，声音应清晰、宏亮、简练，使用规范网球术语。 

8. 每分球、每局球结束后，立即宣报，并在记分表上记录。 

9. 涉及对规则的理解与解释，可提请裁判长处理。 

10. 宣布比赛结束和比赛结果，并立即将比赛结果和记分表交予裁判长。 

3. 记分 

1. 记分表要填写清楚，首先将比赛项目、单位、运动员姓名填好。 

2. 选择场地和首先发球权后，以裁判椅为座标，将运动员的姓名写在左右空格内。 

3. 在记分表上填写清楚开始和结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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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得分划“/”，第一次发球失误在发球方格内下部中间画“.”，发球直接得分并且对

方未碰着球写“A”，发球双误写“D”，运动员违反守则在对方格内写“C”（并注明违反的

条款）。 

5. 填写完整的记分表，检查后裁判员签字送交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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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部分  判例 

1. 球 

判例 1：如果在赛完一分后发现球软了，这一分是否应重赛？ 

答案：如果只是球软了而没有破，这一分不应重赛。（注：应在这分结束后，将气不足

的网球换掉，补充一个与另外一个新旧类似的球。） 

2. 球拍 

判例 2：可否允许球拍击球面有超过一盘的弦线？ 

答案：不可以，交叉的弦线只能是一种式样，而不是几种式样。 

判例 3：如果弦线是在一个以上的平面上，是否可以认为弦线组成的式样大体上是一致

的和平坦的？ 

答案：不可以。 

判例 4：减振器是否可以安装在球拍的弦线上，如果可以，应当安装在什么位置？ 

答案：可以，但这种器材只能安装在交叉弦线组成的式样之外。 

判例 5：在一分的比赛中，一名运动员的弦线突然断了，他可以用这把球拍继续比下一

分吗？ 

答案：可以，但赛事组织者特别规定禁止的除外。 

判例 6：在比赛中的任何时候，运动员可否使用一把以上的球拍？ 

答案：不可以。 

判例 7：可以在球拍内嵌入会影响击球特性的电池吗？ 

答案：不可以，不能使用电池、太阳能电池或其他类似带有能源动力的设备。 

3. 发球员和接发球员 

判例 8：接发球员可以站在场地界线以外的地方接球吗？ 

答案：可以。接发球员可以随意站在属于他自己球网一侧的场地内或场地外的任何位置

接球。 

4. 场地和发球的选择 

判例 9：如果准备活动被中断，运动员离开了场地，双方运动员是否有重新选择的权利？ 

答案：是的，原挑边结果仍然有效，但是双方运动员都有权利重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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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双打的接发球次序 

判例 10：可以允许双打搭档中的一名运动员单独和对手进行比赛吗？ 

答案：不可以。 

6. 脚误 

判例 11：在单打比赛中，发球员可否站在底线后的单打边线与双打边线之间的位置发

球？ 

答案：不可以。 

判例 12：运动员在左区发球，脚踩中点的假定延长线或中点延长线右侧的地面，在他

挥拍击球时脚移动到了规定区域是否判脚误？ 

答：应判脚误。 

判例 13：发球过程中是否允许发球员的一只脚或者双脚离开地面？ 

答案：可以。 

判例 14：发球时双脚离地朝着球网的方向跳跃底线，击球前或击球瞬间未触及场区内

的地面是否判脚误？ 

答：不判脚误。 

7. 发球失误 

判例 15：在发球时，发球员将球抛出后决定不击球而接住球，这是一次发球失误吗？ 

答案：不是。一名运动员将球抛出后决定不击球，而用手或球拍将球接住，或让球落在

地上是允许的。 

判例 16：单打比赛在有网柱和单打支柱的场地上进行，发球时球击中了单打支柱后落

在了有效的发球区内，这是一次发球失误吗？ 

答案：是的。 

8. 发球中的重发 

判例 17：裁判员察觉发球员发球时，接球员未作准备，是否有权判重发球，还是必须

等接球员表示没有准备好后再行宣判？ 

答：裁判员完全有权立即宣报重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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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重赛 

判例 18：在活球期间，另一个球滚入场地内。裁判员呼报重赛。发球员有一次发球失

误，此时发球员应获得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发球的权利？ 

答案：第一次，整个这一分必须重赛。 

10. 运动员失分 

判例 19：发球员在发出第一次发球后，球拍从他的手中脱落，在球落地前球拍碰到了

球网，这是一次发球失误，还是发球员失分？ 

答案：发球员失分，因为在活球期间球拍触及球网。 

判例 20：发球员在发出第一次发球后，球拍从他的手中脱落，在球落地触及有效发球

区以外的地面后球拍碰到球网。这是一次发球失误，还是发球员失分？ 

答案：这是一次发球失误，因为球拍触及球网时，球已经不在活球期内了。 

判例 21：双打比赛中，接球方运动员的同伴在对方发出的球触及有效击球区场地外的

地面前触及球网，应当如何判定？ 

答案：接球方失分，因为活球期间接球运动员的同伴触及球网。 

判例 22：运动员在击球前或击球后越过球网的假定延长线，运动员是否失分？ 

答案：在这两种情况下，如果运动员没有触及对方的场地，都不失分。 

判例 23：活球期间运动员可否跳越过球网进入对方的场地内？ 

答案：不可以，这名运动员失分。 

判例 24：活球期间运动员抛拍击球，球和球拍均落入对方一侧的场地内，对方未能击

到球，哪一名运动员赢得该分？ 

答案：抛拍击球的运动员失分。 

判例 25：一个发球在触地前刚好击中接球运动员，或双打接球运动员的同伴，哪一名

运动员赢得该分？ 

答案：发球运动员赢得该分，除非这是一次重发球。 

判例 26：运动员站在场地外回击或接住还未落地的球，并且宣称赢得该分，因为球明

显地飞出有效场地外？ 

答案：运动员失分。除非这是一次有效的回球，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此分的比赛。 

判例 27：比赛中，运动员追球时脚触球网架，是否判失分？ 

答：判失分。 

11. 有效回击 

判例 28：运动员的回球击中单打支柱并落入有效场地内，这是否为一次有效击球？ 

答案：为一次有效击球。但如果发出的球触到单打支柱，则为一次发球失误。 

判例 29：活球期间，球击中停在有效场地内的另一球，应当如何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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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继续比赛。然而，如果裁判员此时不能确定回击的球是否为活球状态下的球，则

这一分应当重赛。 

12. 干扰 

判例 30：一次无意的连击是否为一次干扰？ 

答案：不是。 

判例 31：一名运动员要求停止比赛，因为该运动员认为他的对手受到干扰，这是否为

一次干扰？ 

答案：不是，这名运动员失分。 

判例 32：比赛中球击中飞过球场上空的鸟，这是否为一次干扰？ 

答案：是的，这一分应当重赛。 

判例 33：在一分中，该分开始前已经在运动员这一侧场地内的一个球或其他物体干扰

了运动员，这是否为一次干扰？  

答案：不是。 

判例 34：在双打比赛中，允许发球员的同伴或接发球员的同伴站在何处？ 

答案：发球员的同伴或接发球员的同伴可以站在球网一侧己方场地内或场地外的任何位

置。然而，如果运动员制造干扰妨碍了对方，那么将使用干扰规则。 

13. 裁判人员的职责 

判例 35：主裁判更正一个错误后判发球员第一次发球，而接球方运动员争辩说发球运

动员此前有过一次发球失误， 应是第二次发球，裁判长可否被要求到场作出裁决？ 

答案：可以。对于涉及到的有关网球规则方面的问题，首先由场上的主裁判根据事件具

体情况先作出判决。然而，当运动员不同意主裁判的判决时，应由裁判长作出最终裁决。 

判例 36：一个球被呼报“出界”，但运动员声称是好球，可否要求裁判长到场对此作出

判决？ 

答案：不可以。对于比赛中的“事实问题”，场上主裁判的决定就是最终裁决（因为它

涉及到的是在某一个具体事件中实际发生的事情）。 

判例 37：主裁判可否在比赛中一分结束后改判司线员的判决，因为他认为在刚结束的

对打回合中司线员作出的是一个明显的误判？ 

答案：不可以。主裁判只能在这个明显的错误发生后立即更改司线员的判决。 

判例 38：在司线员呼报“出界”之后，一名运动员申辩他的回球是好球主裁判此时是

否可以改判司线员的判决？ 

答案：不可以。主裁判绝对不能因为运动员的抗议或申诉而作出任何改判。 

判例 39：一名司线员呼报球“出界”，主裁判虽然认为球是界内的，但是他未能看得非

常清楚。那么他是否可以对司线员的判决作出改判？ 

答案：不可以。主裁判只有在确信司线员作出了明显的误判时才能改判。 

判例 40：司线员是否可以在主裁判报分之后更改自己的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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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可以。如果一名司线员认为他自己犯了错误，只要不是出于袒护的目的或运动员

申诉的原因，就应当尽快示意更正。 

判例 41：在主裁判或司线员呼报“出界”之后更正回球是好球。正确的判罚是怎样的？ 

答案：主裁判必须作出裁决原先的出界呼报是否干扰了双方运动员。如果是一次干扰，

这一分应重赛。如果不是一次干扰，击球的运动员赢得这一分。 

判例 42：当球从网上被风吹回时，运动员正准备过网击打该球。他的对手妨碍了该运

动员的回球动作，正确的判罚是怎样的？ 

答案：裁判员必须作出判断，如果是对手有意的干扰，该分应判给受到干扰的运动员，

如果是无意的干扰则该分要重赛。 

14. 指导 

判例 43：如果指导是以一个不易被发觉的暗示做出，运动员可以接受这样的指导吗？ 

答案：不可以。 

判例 44：比赛暂停期间，运动员可以接受指导吗？ 

答案：可以。 

判例 45：在比赛期间，是否允许运动员接受现场指导？ 

答案：获准的机构可以向 ITF 申请允许现场指导。在允许现场指导的赛事中，指定的教

练员可以进入场地，按照获准机构制定的程序对运动员进行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