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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委组序言

为促进团队飞盘运动在中国的进一步推广与规范化发展，

我们集结了国内飞盘领域的资深专家与实践者，共同完成了

《世界飞盘联合会团队飞盘规则2025-2028中文版》的编译

与审定工作。本书严格遵循世界飞盘联合会最新规则文本，

在确保准确性与专业性的同时，兼顾中文表达的清晰性与流

畅性，旨在为中国的飞盘运动员、裁判员、教练员及爱好者

提供权威的规则参考。

编委组成员为：

王哲、戴华、尧牧野、路佳、孟明、郭铮铮、李岩、

张新光、薛志行。

全国飞盘运动推广委员会

2025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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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团队飞盘是一项使用飞盘进行比赛的七人制团队运动。比赛场地为长方形，宽度约为足

球场的一半，两端各设有一个得分区。每支队伍的目标是通过在他们的进攻得分区内接住传

盘来得分。持盘队员不能带着飞盘跑动，但可以将飞盘传向任意方向的任意队友。任何时候

传盘不成功则攻防转换，对手将获得盘权并尝试在相反方向的得分区得分。比赛通常是先得

到15分获胜或者持续大约100分钟。 团队飞盘是一项自我裁判且无身体接触的运动，“飞盘

精神”指导运动员如何自我裁判以及规范队员在场上的行为。

这些规则大多是普遍适用的，涵盖了大多数情况，但有些规则针对特定情况制定，并优

先于普遍适用的规则。

比赛的基本规则和安排可以根据比赛特点、参赛人数、队员年龄或场地条件进行适当调

整。有关世界飞盘联合会特定赛事适用的附加规则 ，请参阅相关附录。

1.飞盘精神

1.1 团队飞盘是一项无身体接触、 自我裁判的运动。所有队员都有责任执行并遵守规则。团

队飞盘依靠“飞盘精神”，将公平竞争的责任赋予每一位队员。

1.2 团队飞盘运动相信没有队员会故意违反规则 ，因此对于无意的违反规则的行为，不会施

加严厉的处罚，而是通过一种方式恢复比赛，这种方式模拟如果没有违规时比赛最可能出现

的情况。

1.2.1 如果发生故意或严重违反规则或飞盘精神的行为 ，双方队长应展开讨论并确定适

当的处理结果 ，即使该结果并不符合具体规则。

1.3 队员们需谨记，在双方需要仲裁时，他们实际扮演了裁判的角色。因此，场上队员必须：

1.3.1 熟悉并遵守规则及飞盘精神的规定；

1.3.2 公正客观；

1.3.3 诚实；

1.3.4 清晰简练地阐明自己的观点；

1.3.5 给对手发言的机会；

1.3.6 倾听并考虑对手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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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使用尊重的语言和肢体表达 ，并考虑潜在的文化差异；

1.3.8 高效解决争议；

1.3.9 在整场比赛中以一致的方式进行示意；

1.3.10 仅在违规行为对结果产生显著影响或对场上队员安全构成威胁时作出示意。

1.4 团队飞盘运动鼓励高水平竞技 ，但不能以牺牲队员之间的相互尊重、破坏比赛规则、队

员安全或比赛的乐趣为代价。

1.5 以下是一些良好飞盘精神的示例：

1.5.1 在认为示意不正确时主动撤回示意；

1.5.2 在场下继续和对手化解场上产生的争议；

1.5.3 赞扬对手的优秀表现或良好的飞盘精神；

1.5.4 向对手做自我介绍；并

1.5.5 冷静地应对分歧或挑衅。

1.6 以下行为明显违反飞盘精神 ，必须避免：

1.6.1 危险动作和攻击性行为；

1.6.2 故意犯规或其他故意违反规则的行为；

1.6.3 嘲讽或恐吓对手；

1.6.4 无礼的得分庆祝行为；

1.6.5 为了报复对手的示意而进行示意；

1.6.6 误导对手给自己传盘； 以及

1.6.7 其他“为了获胜而不择手段”的行为。

1.7 队伍是飞盘精神的守护者 ，必须：

1.7.1 负责教导他们队伍的队员规则和良好的飞盘精神；

1.7.2 约束飞盘精神欠佳的队友；

1.7.3 向对手提供关于他们做得好的方面或如何改进他们遵守比赛精神的建设性反馈；

向其他队伍提供建设性反馈 ，关于他们做的好的方面和/或如何更好地遵守飞盘精神； 以及

1.7.4 酌情示意精神暂停 ，处理与飞盘精神相关的问题。

1.8 如果新手队员涉及违反规则且不了解规则 ，有经验的队员应协助向其解释违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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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一名经验丰富的队员，可监督有初学者或年轻队员参与的比赛 ，并就规则及现场仲裁提

供建议。

1.10 示意应由直接涉及的双方场上队员 ，以及具有最佳视角的场上队员共同讨论。

1.10.1 如果一名非直接相关队员认为队友做出了错误的示意 ，或造成了犯规或违例，

则应提醒其队友。

1.10.2 除了队长之外的非场上队员应避免参与讨论 ，但场上队员可以寻求其他人的观

点来澄清规则 ，并帮助队员做出适当的示意。

1.11 场上队员和队长对所有示意的做出和解决负全部责任。

1.12 如果在讨论后队员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或者无法清晰明确地判断：

1.12.1 比赛中发生的情况 ，或

1.12.2 如果没有争议的情况下 ，比赛最可能会发生的情况， 则飞盘必须回到最后一位无

争议的持盘队员手中。

2.比赛场地

2.1 比赛场地为长方形区域 ，尺寸和区域如图 1 所示。场地应尽量平坦 ，无障碍物 ，并能为

队员提供合理的安全保障。

图 1 团队飞盘比赛场地

2.2 场地边界线围绕着比赛场地 ， 由两条沿着长度的边线和两条沿着宽度的端线组成。

2.3 边界线不属于比赛场地的一部分。

2.4 得分线将中心区与得分区分隔开 ，且属于中心区的一部分。

2.5 砖点是中心区内两条相交的 1 米长线段的交点 ，砖点与得分线的距离等于得分区长度，

并位于两条边线的中点位置。

2.6 八个颜色鲜艳的柔性物体（如塑料角标）用于标记中心区和得分区的角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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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比赛场地周围的区域应保持无移动物体。如果比赛被边界线 3 米内的非场上队员或物体

阻碍 ，任何受影响的场上队员或持盘队员都可以示意“违例”。

3.比赛装备

3.1 比赛可使用双方队长都认可的飞盘。

3.2 世界飞盘联合会会提供一份推荐使用的认证飞盘清单。

3.3 队员必须穿着能够区分他们队伍的统一服装。

3.4 任何队员不得穿戴可能伤害自己或他人 ，或妨碍对手比赛发挥的服装或装备。

4.回合，得分与比赛

4.1 一场比赛由若干个回合组成。每个回合以得分结束。

4.2 当有队伍首先获得 15 分时 ，比赛结束 ，该队获胜。

4.3 比赛分为两个阶段 ，称为上下半场。 中场休息发生在任意一队得分先获得 8 分时。

4.4 每个半场的开始也是当前半场首个回合的开始。

4.5 每当得分后 ，且比赛未结束或未到半场时限时：

4.5.1 下一个回合立即开始；

4.5.2 双方交换防守的得分区；

4.5.3 得分队伍成为防守方 ，并进行下一回合开盘。

5.队伍

5.1 每队每回合上场的队员数量最多为 7 人 ，最少为 5 人。

5.2 每支队伍必须指定一名队长和一名精神队长代表队伍。

5.3 队伍在得分后 ，且在示意准备好开盘前 ，可以进行无限制的队员替换。

5.4 对于混合组比赛 ，应使用交替的 4:3 性别比例。

6.开始比赛

6.1 两队代表应公正地决定哪支队伍首先选择以下内容之一：

6.1.1 首先投掷开盘或接收开盘；或

6.1.2 首先防守哪一侧得分区。

6.2 另一队则获得剩余的选择权。

6.3 在下半场开始时 ，上半场的初始选择将会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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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对于混合组比赛 ，两支队伍应该决定一种方法以便于识别队伍的性别配置。

7.开盘

7.1 在比赛开始时、中场休息后或得分后 ，比赛通过防守方的一次飞盘投掷开始 ，这称之为

“开盘”。

7.1.1 队伍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开盘 ，不得无故拖延。

7.2 只有在两队都示意准备就绪之后 ，才能开盘。开盘队员需要单手举过头顶进行示意 ，进

攻方需要至少有一人单手举过头顶进行示意。

7.3 在示意准备就绪后，所有进攻队员必须有一只脚站在防守得分区的得分线上 ，且不得改

变彼此相对位置 ，直到开盘被释放。

7.4 在示意准备就绪后 ，所有防守方队员必须保持双脚完全站在得分后 ，直到飞盘发出 ，直

到开盘被释放。

7.5 如果某队违反 7.3（“错误启动”）或 7.4（“越线”），对方队伍可示意对应违例。这必须

在进攻方接触飞盘前示意（7.8 条仍适用）。

7.5.1 如果防守方选择示意错误启动，持盘队员必须按 7.9、7.10、7.11 或 7.12 条来确

定轴 心点 ，然后应像在该位置的暂停结束后一样尽快重新开始比赛。

7.5.2 如果进攻方示意越线 ，进攻方不能在飞盘落地前触碰飞盘 ，然后像示意了“砖点

”一 样恢复比赛（无需验盘）。

7.6 一旦开盘被释放 ，所有队员可以朝任意方向移动。

7.7 开盘后 ， 防守队员在进攻队员触盘或飞盘触地前不得触盘。

7.8 如果进攻方队员在飞盘落地之前触碰飞盘 ，无论在界内或界外 ， 随后并未控制住飞盘，

则视为攻防转换（“接开盘掉盘”）。

7.9 如果进攻队员接住开盘并随后建立盘权，他们必须在比赛场地上最近的确立盘权的位置

建立轴心点 ，即使该轴心点位于他们防守的得分区内。

7.10 如果飞盘首次接触比赛场地并且从未出界 ，持盘队员必须在飞盘停下的位置建立轴心

点 ，即使该轴心点位于他们防守的得分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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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如果飞盘首次接触比赛场地后 ，在未接触进攻队员的情况下出界 ，持盘队员必须在飞

盘首先穿过场地边界线的位置建立轴心点，或者如果该轴心点位于他们防守的得分区内，则

在离该位置最近的中心区位置建立轴心点。

7.11.1 如果飞盘在出界前接触了进攻方队员 ，持盘队员必须在飞盘首次穿过场地边界

线的位置建立轴心点 ，即使该轴心点位于他们防守的得分区内。

7.12 如果飞盘在没有接触比赛场地或进攻队员的情况下直接出界 ，持盘队员可以选择在靠

近己方防守得分区的砖点或最接近飞盘出界位置的中心区建立轴心点（第 11.8 条）。选择砖

点必须在飞盘被捡起之前示意。任何进攻队员都可以通过将一只手臂完全伸展上举过头顶，

并喊出“砖点”来示意。

8.比赛状态

8.1 以下情况比赛处于“死盘”状态 ，不会发生攻防转换：

8.1.1 每个回合开始后 ，直到开盘被释放；

8.1.2 在开盘或攻防转换后 ，飞盘必须带到轴心点位置 ，直到建立轴心点；

8.1.3 在示意停止或其他中断后 ，直到验盘前；

8.1.4 飞盘落地后 ，直到相应队伍建立盘权前。

8.1.5 在死盘状态下 ，队员可以移动（除非另有规定）。

8.2 比赛在非死盘状态下为“活盘”状态。

8.3 持盘队员不得在死盘状态下将飞盘转交给其他队员。

8.4 飞盘触地后 ，任何队员都可以阻止飞盘继续滚动或滑行。

8.4.1 如果在尝试停止飞盘时 ，队员明显改变了飞盘的位置 ，对手可以要求在其接触飞盘的

位置建立轴心点。

8.5 在攻防转换后，以及开盘后，一名进攻队员至少以步行速度直接取回飞盘并建立轴心点。

8.5.1 除 8.5 条外 ，在攻防转换后 ，持盘队员必须在以下时间限制内建立轴心点 ，如果

飞盘未出界 ，且飞盘位置为：

8.5.1.1 飞盘在中心区——飞盘停止移动后 10 秒内；

8.5.1.2 飞盘在得分区——飞盘停止移动后 20 秒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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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 如果进攻方违反 8.5 或 8.5.1 ， 防守方可以给予警告（“拖延比赛 ”或违反 8.5.1

后开始预读秒），或可以示意“违例”。

8.5.2.1 如果进攻方在警告后继续违反 8.5 或 8.5.1 ，则 9.3.1 不适用 ， 防盘队员可

以直接开始读秒。

8.5.3 防守方不得以妨碍进攻方获得盘权或建立轴心点的方式移动。

8.5.4 如果队员不能就正确的轴心位置达成一致 ，则必须在两个提议的轴心位置的中点

作为轴心点。

9.读秒

9.1 防盘队员通过对持盘队员喊出“读秒”并从 1 数到 10 来进行读秒。每次计数之间的间

隔必须至少为 1 秒。

9.2 读秒必须清楚地传达给持盘队员。

9.3 防盘队员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能开始和继续读秒：

9.3.1 比赛处于活盘状态 ，或在攻防转换后一旦建立了轴心点时；

9.3.2 防盘队员在持盘队员轴心点的 3 米范围内；或持盘队员不在轴心点 ，而防盘队员

在轴心点； 同时

9.3.3 所有防守队员都处于合法位置（第 18.1 条）。

9.4 如果防盘队员移动到持盘队员 3 米之外的位置，或其他防守队员成为防盘队员，读秒必

须从“读秒 1”重新开始。

9.5 比赛中断后 ，读秒按以下方式恢复：

9.5.1 无争议的防守违反规则后 ，读秒从“读秒 1”重新开始。

9.5.2 无争议的进攻违反规则后 ，读秒最高从 9 开始。

9.5.3 有争议的读秒超时后 ，读秒从“读秒 8”重新开始。

9.5.4 在根据规则 16.3.2 重新开始比赛后 ，读秒从“读秒 1”重新开始。

9.5.5 在所有其他示意后 ，包括“阻挡”，读秒最高从 6 开始。但是：

9.5.5.1 如果示意涉及持盘队员 ，并且有单独的接盘违反规则行为 ，且飞盘回到

持 盘队员手中 ，读秒将根据持盘队员相关示意的结果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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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5.2 如果涉及与验盘相关的违例（第 10 条），读秒将恢复到该违例之前确定

的 计数。

9.6 要重新开始“最大值 n”的读秒，其中“n”由规则 9.5.2、9.5.5 或 20.3.6 确定，那么：

9.6.1 如果“x”是示意前最后一个完整读出的数字，则读秒从“读秒 x+1”或“读秒

n” 中较小的数字恢复。

10.验盘

10.1 当比赛因犯规、违例、有争议的攻防转换、特定的攻防转换、有争议的得分、比赛

中 断、讨论或暂停结束时 ，必须尽快通过验盘重新开始比赛。验盘只能因为讨论示意而

延迟。

10.2 示意后队员的位置（暂停除外 ，且除非另有规定）：

10.2.1 如果比赛在传盘前停止 ，所有队员必须回到示意时他们所在的位置。

10.2.2 如果比赛在传盘后停止 ，则：

10.2.2.1 如果飞盘回到持盘队员手中，所有队员必须回到持盘队员传盘时或示意

时 他们所在的位置 ，以先发生者为准。

10.2.2.2 如果传盘结果有效，所有队员必须返回接盘队员建立盘权或飞盘落地时

他 们所处的位置。

10.2.2.3 如果由于无争议的违反规则，持盘队员以外的队员获得了盘权，所有队

员 必须回到违反规则发生时他们所处的位置。

10.2.3 在验盘前 ，所有队员必须在原位置保持静止不动。

10.3 队员可在短暂地延长中断时间以修复故障的装备（同时示意“装备故障”），但不能

以 此为由停止进行中的比赛。

10.4 在验盘之前 ，验盘队员和最近的对方队员必须确认己方队员准备完毕 ，并且根据10.2

规定站位。

10.5 如果验盘有不必要的拖延 ，对手可以给予警告（“拖延比赛”）。如果拖延继续 ，给予警

告的队伍可以通过喊“比赛开始”来进行验盘，而不需要对手确认，但前提是验盘方所有队

员都保持静止 ，并且根据 10.2 规定站位。

10.6 通过验盘重新开始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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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 当持盘队员手持飞盘时：

10.6.1.1 如果有防守队员在可触盘范围内 ，防守队员必须触碰飞盘。

10.6.1.2 如果没有防守队员在可触盘范围内 ，持盘队员必须用盘触及地面并示意

“比赛开始”。

10.6.2 当飞盘在地面时 ，离飞盘最近的防守队员必须示意“开始比赛”。

10.7 当对方出现以下情况时 ，队员可以示意验盘违例：

10.7.1 没有按 10.6 要求进行验盘的情况下尝试传盘；

10.7.2 没有经过最近防守队员确认的情况下重新开始比赛；

10.7.3 在验盘前移动；或

10.7.4 未处于正确的位置。

10.7.5 在此违例示意后的任何传盘无效 ，无论传盘是否完成 ，盘权回到持盘队员手中

（除非 16.3 适用）。

11.出界

11.1 整个比赛场地为界内区域 ，边界线不属于比赛场地的一部分 ，属于界外。所有非场上

队员都属于界外区域的部分。

11.2 界外包括不在界内的地面及与之接触的所有物体 ，但防守队员除外 ，他们始终被视为

“界内”状态。

11.3 不在界外的进攻队员属于界内。

11.3.1 在空中的队员在未接触比赛场地或界外区域之前 ，将保持他们离地前的界内/界

外的状态。

11.3.2 接盘队员在接盘后先接触比赛场地 ， 随后接触界外区域 ，这一过程始终保

持对 飞盘的控制直到建立盘权 ，仍被视为界内。

11.3.2.1 如果该队员离开比赛场地，则必须在其穿越边界线时所在的比赛场地位

置 建立轴心点（除非 14.3 适用）。

11.3.3 接触到界外区域的持盘队员 ，在飞盘传出前被认为是界内状态。

11.3.4 队员间的接触不会将界内或界外的状态从某位队员传递给其他队员。

11.4 以下情况属于因出界而发生的攻防转换 ，不被视为成功接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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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 进攻方队员接触飞盘时任何部分与界外有接触；

11.4.2 进攻队员在空中接盘后 ，第一接触点在界外 ， 同时仍然与飞盘保持接触状态。

11.5 比赛处于“活盘”状态或比赛开始及重新开始时 ，飞盘属于界内。

11.6 当飞盘接触到界外区域或接触界外的进攻队员时即为出界。进攻队员接住的飞盘与该

队员的界内/界外状态一致。如果飞盘同时被多名进攻队员接住 ，其中一名队员在界外 ，则

飞盘为出界。

11.7 飞盘可能会飞出边界线后飞回比赛场地 ， 队员也可以在界外尝试触盘。

11.8 飞盘出界的地点是飞盘接触界外区域或界外队员之前 ，飞盘最后一次：

11.8.1 部分或完全在比赛场地上方；或

11.8.2 被界内队员接触的位置。

11.9 如果飞盘出界并且距离轴心点超过 3 米 ，非场上队员可以取回飞盘。最后3米必须由持

盘队员带回比赛场地。

12.接盘队员与位置

12.1“接盘”指的是队员通过至少两个身体部位夹住一个停止旋转的飞盘。接盘意味着队员

建立盘权。

12.1.1 如果队员接盘后 ， 因随后与地面的接触 ，或因接盘与队友、与合法位置上的防

守队员发生接触而未能控制飞盘 ，则视为未建立盘权。

12.2 建立盘权后 ，该队员成为持盘队员。

12.3 如果进攻和防守队员同时接到飞盘 ，则进攻方拥有盘权。

12.4 已占据某位置的队员有权保持在该位置 ，并且对方队员不得对其有身体接触。

12.5 每位队员有权占据场上任何未被对方队员占据的位置 ，前提是他们在占据该位置时未

主动接触到对方队员 ，并且不以鲁莽或危险的攻击性的方式移动。

12.5.1 但是 ，当飞盘在空中时 ，队员的移动不能仅仅是为了阻碍尝试触盘的对方队员，

前往未被占据的路径。

12.6 所有队员应当尽力避免主动接触其他队员 ，无论何时 ， 队员都没有任何理由主动发起

接触。包括避免主动接触处于静止状态的对方队员，或避免与按照既定的速度和方向到达预

期位置的对方队员发生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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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1“冲着接盘去”不是主动接触其他队员的正当理由。

12.6.2 在队员飞扑、跳跃或起跳离开原位置之前 ，他们必须充分确信不会与对方队员

发生身体接触。

12.6.3 当对方队员合规地向飞盘移动时 ，如果队员无法充分确信自己能以合规的方式

先接触飞盘，则该队员必须调整自身动作，以避免发生身体接触。如果做出调整，比赛结果

仍有效。

12.7 有以下行为的队员视为发起接触的队员：

12.7.1 在对方队员已建立合法位置（无论其为静止抑或移动状态）后抵达该处并发生

接触；或者

12.7.2 在考虑到所有队员已占据的位置、移动速度和方向后调整自己的动作 ，造成与

合规移动中的对方队员发生不可避免的身体接触。

12.7.3 如果无法确定哪名队员主动发起接触 ，那么飞扑、跳跃或起跳离开原位置的这

名队员将视为发起接触的队员。

12.8 当两名或更多的队员同时向一个位置移动时 ，可能会发生轻微的接触。轻微接触应尽

量减少 ，但不视为犯规。

12.9 队员不得伸出手臂或腿阻碍对方队员移动。

12.10 队员不能用身体协助其他队员移动 ，也不能借助装备或物品接触飞盘。

13.攻防转换

13.1 当发生以下情况时 ，盘权从一个队伍转移到另一个队伍：

13.1.1 飞盘在没有被进攻队员控制的情况下接触地面（“飞盘触地”）；

13.1.1.1 但是，如果接盘队员在飞盘接触地面前接住了传盘，并在飞盘接触地面时 保持

对飞盘的控制 ，则不是“飞盘触地”。

13.1.2 防守队员接住了传盘（“截获”）；

13.1.3 飞盘出界；

13.1.4 在开盘时，进攻方在飞盘落地前接触飞盘，随后未能建立盘权（“接开盘掉盘”）。

13.2 当发生以下情况时 ，盘权从一个队伍转移到另一个队伍 ，并导致比赛中断：

13.2.1 无争议的进攻接盘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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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 防盘队员读秒到“ 10”前 ，持盘队员未传出飞盘（“读秒超时”）；

13.2.3 持盘队员故意将盘传递给另一个进攻队员，该过程存在两人同时对盘的接触（“递

盘”）；

13.2.4 持盘队员故意将飞盘传向其他队员 ，使飞盘回弹给自己（“回弹”）；

13.2.5 持盘队员传盘后 ，在其他队员接触飞盘前接住了飞盘（“自传自接”）；

13.2.6 进攻队员故意协助队友移动去接盘；或

13.2.7 进攻队员非法使用装备或物品协助接住传盘。

13.3 如果队员确定发生了攻防转换 ，他们必须立即做出相应的示意。如果对方不同意 ，他

们可以示意“有争议”，比赛必须停止。如果双方队员讨论后无法达成一致 ，或者不清楚发

生了什么 ，飞盘必须回到最后一个无争议的持盘队员手中。

13.4 在“读秒超时”示意后：

13.4.1 如果持盘队员认为由于读秒过快导致飞盘未传出 ，并且也没有机会在“读秒超

时”前做出读秒过快的示意，应按照无争议的防守违规（9.5.1）或有争议的读秒超时（9.5.3）

处理。

13.4.2 如果持盘队员传盘成功 ，持盘队员可以就“读秒超时 ”提出异议 ，或者认为在

读秒超时前有读秒过快的违规。

13.4.3 如果持盘队员对读秒超时的示意提出争议 ，但仍尝试传盘 ，且该传盘不成功，

则攻防转换成立 ，验盘后比赛重新开始。

13.5 在攻防转换后 ，任何进攻队员都可以建立盘权 ，除非：

13.5.1 在“截获”造成攻防转换后 ，截获飞盘的队员必须保持盘权；

13.5.2 在无争议的进攻方接盘犯规后 ，被犯规的队员必须建立盘权。

13.6 在攻防转换，或者在开盘已接触地面后，持盘队员故意丢掉飞盘、将飞盘放在地面上，

或者将飞盘的盘权交给其他队员 ，则该队员必须重新建立盘权并通过验盘重新开始比赛。

13.7 攻防转换发生的位置是：

13.7.1 飞盘停下或进攻队员捡起飞盘的位置；

13.7.2 截获飞盘的队员停下的位置；

13.7.3 在 13.2.2、 13.2.3、 13.2.4、 13.2.5 相关示意时 ，持盘队员所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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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4 在 13.2.6 和 13.2.7 发生时 ，违规进攻队员所在的位置；

13.7.5 无争议的进攻接盘犯规发生的位置。

13.8 如果攻防转换位置在界外 ，或者攻防转换发生后飞盘接触了界外区域 ，持盘队员必须

在离飞盘出界点最近的中心区位置建立轴心点（第 11.8 条）。

13.8.1 如果 13.8 不适用 ，则应根据 13.9、 13.10 或 13.11 建立轴心点。

13.9 如果攻防转换在中心区 ，持盘队员必须在该位置建立轴心点。

13.10 如果攻防转换发生在进攻方的进攻得分区，持盘队员必须在离攻防转换位置最近的得

分线上建立轴心点。

13.11 如果攻防转换在进攻方的防守得分区 ，持盘队员可以选择以下位置建立轴心点：

13.11.1 在攻防转换发生的位置 ，通过停留在该位置或做出传盘假动作表明选择；

13.11.2 在离攻防转换位置最近的得分线位置 ，通过移动到该位置来表明选择。

13.11.2.1 持盘队员在捡起飞盘之前 ，可以通过将一只手臂完全伸展到头顶上方来

示意选择在得分线传盘。

13.11.3 立即移动、停留在攻防转换位置、做传盘假动作或示意到得分线的位置 ，即确

定了建立轴心点的位置 ，且不可撤销。

13.12 如果在无争议的攻防转换后，比赛因不知情的队员继续进行，那么比赛需要停止，飞

盘回到攻防转换发生的位置 ，队员回到攻防转换发生时的位置 ，并通过验盘重新开始比赛。

14.得分

14.1 得分是一名界内队员接住合规的传盘 ，并且：

14.1.1 该队员与地面的接触完全在进攻的得分区内 ，或在空中接盘的队员首次触地点

完全在进攻的得分区内 ，并且

14.1.2 该队员随后建立了对盘的控制 ，并在因接盘而触地的全程中保持对飞盘的控制

（参见 12.1， 12.1.1）。

14.2 如果队员认为已得分 ，可以示意“得分”，并停止比赛。在有争议或撤回得分示意后，

比赛必须通过验盘重新开始 ，且该示意视为在队员建立盘权时已经做出。

14.3 如果一名拥有盘权的队员进入了进攻得分区，但不符合 14.1 描述的得分，则该队员必

须在距离他最近的得分线上建立轴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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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得分被视为在队员建立盘权的时发生。

15.示意犯规、违规及违例

15.1 因为两名或多名双方队员之间发生非轻微接触而违反规则的行为被称为犯规。

15.1.1 队员故意发起轻微接触仍然是违反规则 ，但应被视为违例 ，而非犯规。

15.2 涉及防盘或走步的违反规则的行为是违规。违规不会停止比赛。

15.3 其他所有违反规则的行为都是违例。

15.4 只有被犯规的队员可以通过示意“犯规”来声明违规。

15.5 通常只有持盘队员可以示意违规的具体名称。

15.5.1 但是，任何进攻队员都可以示意“双人防守”，任何防守队员都可以示意“走步”。

15.6 任何对方队员都可以通过示意违例的具体名称或“违例 ”来声明违例 ， 除非特定规则

另有规定。

15.7 当犯规或违例示意停止比赛时 ， 队员必须在意识到示意后 ，通过手势或声音传达停止

比赛，所有队员应在场上回应示意内容。如果比赛因讨论而停止，而没有做出任何示意，那

么视为示意在讨论开始时已经做出。

15.8 在识别到违反规则的行为后 ，必须立即做出示意。

15.9 在队员错误地中断了比赛后 ，包括听错示意、不懂规则或没有立刻做出示意：

15.9.1 如果对方获得或保留盘权 ，则随后的比赛结果保留。

15.9.2 如果对方未能获得或保留盘权 ，则飞盘必须回到最后一个无争议持盘队员手中，

除非 16.3 适用。

15.9.3 读秒按照错误中断比赛的队员造成了无争议的违反规则行为来恢复。

15.10 如果被示意犯规、违例或违规的队员不同意发生该行为，或认为示意不正确，可以示

意“有争议”。

15.11 如果做出示意的队员随后确认示意有误，可以通过示意“撤回”取消之前的示意。比

赛将按照该队员造成无争议的违反规则的行为恢复。

15.12 如果在同一回合或比赛停止前发生了多个违反规则的行为 ， 比赛结果应按逆序处理

（先解决最后一个示意 ，最后解决最早的示意）。

15.13 鼓励队员使用世界飞盘联合会手势来传达所有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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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示意后的继续比赛

16.1 每当发生犯规或违规示意 ，或队员以任何方式试图停止比赛时 ，比赛应立即停止 ，且

不会产生攻防转换（除非在 15.9、 16.2 和 16.3 中有具体规定的情形）。

16.2 如果犯规或违例：

16.2.1 是对持盘队员的示意 ，且持盘队员尝试传盘 ，或者

16.2.2 由持盘队员在传盘动作中发出的示意 ，或者

16.2.3 是飞盘在空中时发出的示意或发生的情况 ，则比赛继续直到建立盘权。

16.2.4 一旦建立盘权：

16.2.4.1 如果示意犯规或违例的队伍在传盘后获得或保持盘权，比赛结果保留。如

果示意犯规或违例的队员尽快立刻示意“继续比赛”，则比赛可在不中断的情况下继续

进行。

16.2.4.2 如果示意犯规或违例的队伍在传盘后没有获得或保持盘权，则比赛必须停

止。

16.2.4.2.1 如果示意犯规或违例的队伍认为盘权受到犯规或违例的影响，飞盘

将回到持盘队员手中并验盘（除非具体规则另有规定）。

16.3 无论何时发出任何示意 ，如果双方相关队员都同意该事件或示意未影响比赛结果 ，则

比赛结果保留。本条规则不被其他任何规则取代。

16.3.1 如果比赛结果是得分 ，则得分有效。

16.3.2 如果比赛结果不是得分 ，受到影响的队员可以弥补由事件或示意造成的位置劣

势 ，并通过验盘重新开始比赛。

17.犯规

17.1 危险动作：

17.1.1 任何不顾其他队员安全的鲁莽行为 ，或对其他队员造成重大伤害风险的行为 ，

或其他危险的攻击行为，均被视为危险动作，必须作为犯规处理，无论身体接触是否发生或

何时发生。本条规则不被任何其他犯规规则取代。如果危险动作示意无争议 ，必须按照第

17章中最相关的犯规处理。

17.2 接盘犯规：



19

17.2.1 接盘犯规是双方队员在尝试触盘之前、期间或之后 ，一方向对手发起了非轻微

接触。

17.2.1.1 在飞盘被接住或对手无法尝试触盘时，与对手的手臂或手发生接触不足以

构成犯规 ，但应尽量避免（不包括与 17.1 和 17.3 相关的接触）。

17.2.2 如果接盘犯规无争议 ，被犯规队员将在犯规发生的位置获得盘权 ， 即使该位置

在得分区内 ，并且需通过验盘重新开始比赛。如果在验盘后适用规则 14.3 ， 队员在回到最

近的得分线上位置建立轴心点后，才可以开始读秒。如果犯规有争议，飞盘将回到持盘队员

手中。

17.3 夺权犯规：

17.3.1 夺权犯规是指因为对手对接盘队员的犯规 ，导致队员掉落已接住的飞盘或失去

盘权。

17.3.2 如果接盘原本可以得分 ，且犯规无争议 ，则视为得分。

17.4 阻拦犯规：

17.4.1 阻拦犯规是指一名队员在考虑到对手基于其既定速度和方向所能达到的预期位

置之后，仍占据了一个对手以合规方式移动无法避开的位置，并且造成了非轻微接触。这种

情况应视为接盘犯规或间接犯规 ，具体视情况而定。

17.5 被迫出界犯规：

17.5.1 当接盘队员在建立盘权的过程中 ，且在建立盘权前遭防守队员犯规时 ，且该接

触导致接盘队员：

17.5.1.1 在界外而不是在界内接到飞盘；或

17.5.1.2 在中心区接盘 ，而不是其进攻得分区接到飞盘。

17.5.2 如果接盘队员原本可以在进攻得分区接到飞盘 ，则视为得分。

17.5.3 在被迫出界犯规有争议时 ，如果接盘队员出界 ，飞盘应回到持盘队员手中 ，如

果接盘队员没有出界 ，飞盘将保留在接盘队员手中。

17.6 防盘犯规：

17.6.1 防盘犯规发生在以下情况：

17.6.1.1 持盘队员与违规站位的防守队员发生非轻微接触（见规则 18.1 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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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1.2 持盘队员传出飞盘前，防守队员主动与持盘队员发生非轻微接触，或持盘

队员与防守队员同时争夺一个空位时发生非轻微接触。

17.6.1.3 如果防盘犯规发生在持盘队员传盘前而非传盘动作中 ，持盘队员可示意

“身体接触”。如果接触违规无争议 ，比赛不停止 ，防盘队员必须从 1 恢复读秒。

17.7 进攻传盘（持盘队员）犯规：

17.7.1 进攻传盘犯规是持盘队员对处于合法位置的防守队员造成的非轻微接触。

17.7.2 由持盘队员传盘后的惯性动作造成的接触不足以构成犯规 ，但应尽量避免。

17.8 间接犯规：

17.8.1 间接犯规是接盘队员与防守队员之间发生了非轻微接触 ，但不直接影响尝试触

盘。

17.8.1.1 在示意“间接犯规”前，队员最多可延迟 2 秒示意，以决定该违反规则的

行为是否会影响比赛。

17.8.2 如果间接犯规无争议 ，被犯规队员可弥补因犯规造成的位置劣势。

17.9 抵消犯规：

17.9.1 抵消犯规是指进攻和防守队员同时示意了犯规 ，且均无争议。飞盘必须回到上

一个无争议的持盘队员手中。

17.9.2 如果两名或更多双方队员同时向同一位置移动时 ，造成了非轻微接触 ，则视为

抵消犯规。

17.9.2.1 但如果该接触发生在飞盘被接住之后，或相关队员已无法尝试触盘，则此

类情况应视为间接犯规（不包括第 17.1 条所述的接触）。

18.违规与违例

18.1 防盘违规：

18.1.1 防盘违规包括以下情况：

18.1.1.1“读秒过快”——指防盘队员：

18.1.1.1.1 违规开始或继续读秒；

18.1.1.1.2 没有以“开始（读秒）”开始或重新开始读秒；

18.1.1.1.3 读秒间隔不足 1 秒；



21

18.1.1.1.4 在需要时没有正确减少读秒或重新开始读秒；或

18.1.1.1.5 没有从正确的数字开始读秒。

18.1.1.2“跨越”是防盘队员的双脚之间的连线与持盘队员的轴心点不足一个飞盘

距离。

18.1.1.3“间距过小”是防盘队员身体的任何部位与持盘队员的躯干不足一个飞盘

距离。但是 ，如果该情况是由于持盘队员的移动引起 ，则不视为违规。

18.1.1.4“包夹”是防盘队员的双手或手臂之间的连线与持盘队员躯干不足一个飞

盘距离，或防盘队员身体的任何部位在持盘队员轴心点上方。但是，如果该情况是由于

持盘队员的移动引起 ，则不视为违规。

18.1.1.5“双人防守”是除防盘队员外的防守队员距离持盘队员轴心点不足 3 米，

且该队员没有防守其他进攻队员。

18.1.1.5.1 只要防守队员仍然保持着对另一名进攻队员的防守，他可以尝试阻

止持盘队员传盘。

18.1.1.5.2 仅仅穿过该区域不是双人防守。

18.1.1.6“阻挡视线”是防守队员利用身体的任何部位故意遮挡持盘队员的视线。

18.1.2 防守队员可以对防盘违规提出异议 ，此时比赛将停止。

18.1.2.1 如果传盘已完成且被接住 ，则有争议或者撤回的防盘违规视为进攻违例，

飞盘必须回到持盘队员手中。

18.1.3 在 18.1.1 中列出的所有防盘违规行为后 ，如果比赛没有停止 ， 防盘队员必须在

示意前完整读出的最后数字减去 1 后恢复读秒。

18.1.3.1 防盘队员必须在所有违规位置被纠正后才可以恢复读秒。否则构成连续防

盘违规。

18.1.4 如有以下情况 ，相关队员可以示意防盘违例并停止比赛 ，而不是示意防盘违规：

18.1.4.1 读秒没有纠正；

18.1.4.2 没有开始读秒；

18.1.4.3 严重的防盘违规；或

18.1.4.4 存在反复发生的防盘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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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 如果防盘违规或防盘违例被示意 ，且持盘队员在示意之前、期间或之后尝试传

盘 ，则该示意不影响传盘结果（除非适用 18.1.2.1），如果传盘不成功 ，则为攻防转换。

18.2“走步”违规

18.2.1 在接住飞盘后 ，持盘队员必须在不改变方向的情况下尽快减速 ，直到建立轴心

点。

18.2.1.1 然而，如果队员在跑动或跳跃时接到飞盘，他们可以在不尝试减速并且没

有建立轴心点的情况下传盘 ，前提是：

18.2.1.1.1 他们在传盘前没有改变方向或加速；

18.2.1.1.2 从接盘后到传盘前最多与地面接触两次。

18.2.2 持盘队员在传出飞盘前 ，只能通过建立并维持轴心点的方式（轴转） 向任何方

向移动。

18.2.3 如果持盘队员不是站立状态 ，可以用身体的任意部位作为轴心点。

18.2.3.1 如果该持盘队员站立起来不算走步 ，前提是轴心点保持在相同的位置。

18.2.4 如果发生以下情况 ，则构成走步违规：

18.2.4.1 持盘队员在错误的位置建立轴心点，包括接盘后没有尽快减速，或接盘后

改变了方向；

18.2.4.2 持盘队员在违反 18.2.1.1 的情况下传盘；

18.2.4.3 当持盘队员必须移动到指定位置，持盘队员在没有建立轴心点前做出了挥

臂或掷盘动作；

18.2.4.4 持盘队员在传盘前未能保持在已建立的轴心点；

18.2.4.5 队员为了向特定方向移动而故意漏接、拍打飞盘或拖延控制飞盘的行为。

18.2.5 在无争议的走步违规后 ，比赛不停止。

18.2.5.1 持盘队员应在示意走步的队员所指示的正确位置立即建立轴心点。双方均

不得拖延。

18.2.5.2 在正确的位置建立轴心前 ，读秒需要暂停 ，且持盘队员不能传盘。

18.2.5.3 防盘队员不需要在恢复读秒之前说“读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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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6 如果在发生走步违规后但在纠正轴心点之前 ，持盘队员传出飞盘并被接住，

防守队伍可以示意走步违例。比赛停止，飞盘回到持盘队员手中。持盘队员必须回到违

例时所在的位置。 比赛通过验盘重新开始。

18.2.7 如果在走步违规后 ，持盘队员传盘不成功 ，比赛继续进行。

18.2.8 若走步违规示意存在争议 ，且持盘队员未出盘 ，则比赛停止。

18.3“阻挡”违例

18.3.1 如果一名防守队员正在防守一名进攻队员 ，且因另一名队员的妨碍而无法朝该

进攻队员移动或跟随，则该防守队员可以示意“阻挡”违例。但在阻挡发生的时候，如果被

防守的进攻队员和造成阻碍的队员都在尝试触盘 ，则此情况不构成阻挡违例。

18.3.1.1 在示意“阻挡”违例前，防守队员最多可延迟 2 秒再进行示意，判断该阻

碍是否会对比赛产生影响。

18.3.2 如果比赛停止 ，被阻挡的队员可以移动到如果阻挡没有发生他所在的位置 ，这

个位置是需要双方认可的 ， 除非另有规定。

18.3.3 所有队员应努力避免阻挡违例发生。

18.3.3.1 在比赛中断期间 ，双方队员可协商适度调整位置 ，避免可能发生的阻挡。

19.安全中断

19.1 受伤中断

19.1.1 受伤中断（“受伤”）可以由受伤的队员或受伤队员一方的任意队员示意。

19.1.2 如果受伤不是由对方队员造成的 ，则受伤队员必须选择被替换或使用本方队伍

一次暂停。

19.1.3 如果受伤是由对方队员造成的 ，受伤队员可以选择继续比赛或被替换。

19.1.4 如果受伤队员获得盘权且因伤掉盘 ，该队员保留盘权。

19.1.5 受伤中断被视为在受伤时做出的 ，除非受伤队员在中断比赛前选择继续比赛。

19.1.6 如果示意受伤中断时盘在空中 ， 比赛继续进行 ，直至有队员获得盘权或飞盘落

地。如果受伤不是对手犯规导致 ，那么接盘或攻防转换有效 ，比赛在中断后重新开始。

19.2 技术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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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 任何队员意识到有危险情况时 ，包括队员有开放性或流血的伤口时 ，应该喊出

“技术中断”或“停”来示意技术中断 ，比赛应该立刻停止。

19.2.1.2 有开放性或流血伤口的队员有 70 秒时间快速处理伤口或者止血。如需额

外的时间处理 ，队员必须选择被替换或使用本方队伍一次暂停。

19.2.2 持盘队员可在比赛中示意技术中断 ，以更换严重损坏的飞盘。

19.2.3 如果示意技术中断时飞盘在空中或比赛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继续进行：

19.2.3.1 如果该示意或情况未影响比赛，则接盘或攻防转换有效，比赛从飞盘所在

位置重新开始。

19.2.3.2 如果该示意或事件影响了比赛 ，飞盘应回到持盘队员手中。

19.3 如果队员因受伤、装备不符合规定或装备损坏被替换 ，对方队伍也可以选择替换一名

队员。

19.3.1 替换上场的队员将继承被替换队员的全部比赛状态（如位置、盘权、读秒等），

并且可以代其进行示意。

20.暂停

20.1 示意暂停的队员必须用双手或一只手和飞盘组成一个“T”字，并向对方示意“暂停”。

20.2 在回合开始后 ，且双方未示意准备就绪前 ，任何一队的队员都可以示意暂停。暂停将

回合开始到开盘之间的时间延长 75 秒。

20.3 开盘后 ，只有持盘队员持有飞盘时才可以示意暂停。暂停在形成“T”字时开始 ，持续

75 秒。暂停结束之后：

20.3.1 除受伤外 ，不允许进行队员替换。

20.3.2 比赛在持盘队员的轴心位置重新开始。

20.3.3 持盘队员必须与暂停前一致。

20.3.4 其他进攻队员可以在任何位置落位并必须保持静止。

20.3.5 进攻方确定落位后 ，防守方可以在任何位置落位并必须保持静止。

20.3.6 读秒从最高从 9 开始。如果更换了防盘队员 ，读秒应从“读秒 1”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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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如果持盘队员在活盘状态的比赛中示意暂停 ，但该队已无剩余暂停 ，比赛将停止。此

时 ， 防盘队员的原读秒将增加 2 秒 ，通过验盘重新开始比赛。如果读秒增加导致读秒达到

或超过 10 秒 ，则视为“读秒超时”的攻防转换。

名词定义

掷盘行为 请参考“掷盘动作”

影响比赛
如果可以合理地假设 ，若未发生违反规则或示意 ，特定比赛的结果可能会

有显著的不同 ，那么这次违反规则或示意就影响了比赛。

进攻得分区 该队当前试图得分的得分区

最佳视角
队员可以获得的最完整视角 ，包括 ：在比赛中的飞盘、场地、 队员和界线

标记的相对位置。

示意

一个清晰传达的声明 ，表明有犯规、违规、违例、攻防转换或受伤发生。

示意时可以使用以下术语 ：犯规、走步、具体的防盘违规名称、违例（或

具体的违例名称）、具体的攻防转换名称、技术暂停和受伤。

接盘

至少两个身体部位夹住一个不再旋转的飞盘。

如果一个队员接盘后未能在确定盘权前保持对盘的控制（“保持对盘的控

制”的意思至少两个身体部位持续夹住一个不再旋转的飞盘），那么接盘将

被视为不成功。

中心区 比赛场地内包括得分线 ，但不包括得分区和边界线的比赛场地区域。

防守得分区 该队当前试图阻止对方得分的得分区。

防守队员 没有盘权的队伍的队员。

得分区 场地两端的区域 ， 队伍通过在该区域接住飞盘来得分。

得分线 将中心区与得分区分开的线 ，不属于得分区的一部分。

场地

场地由场上所有实质物体构成 ，包括 ：草地、角标、设备、水、树木、 围

栏、墙和非比赛队员及其他人员 ，但不包括比赛队员和他们身上的服装 ，

空中的物体和降水。

触地
指与特定事件或动作直接相关的所有运动员与地面的接触 ，包括落地、失

去平衡后的恢复（例如跳跃、飞扑、重心倾斜或摔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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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守
当防守队员处于进攻队员 3 米范围内 ，且主要专注于该进攻队员并对其作

出反应时 ，即视为在防守该进攻队员。

截获 防守队员成功接住进攻队员传出的飞盘 ，并建立盘权。

合法位置 一名不违反任何规则的队员所建立的静止或移动位置。

线

定义比赛区域的边界。在无标线的场地上（没有划线的场地），边界由两个

场地标记物之间的虚拟连线构成 ，线宽为标记物的宽度。线的范围不超出

场地标记物。

尝试触盘

冲着接盘去

当飞盘在空中时 ， 队员试图以任何方式接触飞盘 ，例如接盘或断盘。包括

向预期接触飞盘的位置奔跑的过程。

防盘队员 对持盘队员读秒的防守队员。

轻微接触

不改变其他运动员的移动或位置的轻微身体接触。与对方伸出或即将伸出

的手或手臂的接触 ，这些部位正要接触或已经接触飞盘 ，或与持盘队员传

盘时手的接触 ，不视为轻微接触。

非场上队员 不参与场上比赛的所有人员 ，包括当前回合未上场的队员。

进攻队员 拥有盘权队伍的队员。

界外 不属于比赛场地的所有物体及区域 ，包括边界线。

边界线 将中心区或得分区与界外区域分开的线。边界线不属于比赛场地。

轴心/轴转

当持盘队员向不同方向做动作时身体某一部位始终保持与地面接触的点就

是轴心点。

持盘队员通过将身体某一部位保持在场地上的一个特定位置来建立轴心

点。如果持盘队员有多个可选择的轴心点 ，轴心点在队员开始轴转前不会

确定。

轴心位置
轴心位置是持盘队员在攻防转换后、开盘后、暂停结束后、离开中心区后，

在场上应该建立轴心的位置 ，或已经建立轴心点的位置。

比赛
从开盘开始到得分之前的时间。 比赛可能因为示意而停止 ，这时比赛需要

通过验盘重新开始。

场上队员 当前比赛回合中实际参与比赛的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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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场地 比赛场地包括中心区和得分区 ，但不包括边界线。

盘权

场上队员通过以下方式建立盘权：

-接住传盘 ， 随后保持对飞盘的控制超过明显时长；并且

在因接盘而触地的全程中保持对飞盘的控制 ，或直到传出飞盘

在攻防转换、开盘或中断后 ，场上队员通过拿起已经落地的飞盘或接到

递给他的飞盘获得盘权。获得盘权后 ，只要他保持与飞盘的接触 ，就可以

改变握盘的方式 ，这不影响盘权。场上队员持有或接住的飞盘视为该队员

的一部分。持盘队员所在的队伍或场上队员有权去拿起地面上飞盘的队伍

是拥有盘权的队伍。

预读秒
关于恢复比赛的时间限制警告，通常在 20 秒、10 秒和 5 秒时发出警告（按

照适用情况）。

开盘
在每个半场的开始或得分后的回合开始 ， 由防守方掷向进攻方投掷飞盘。

开盘不属于合法传盘。

接盘队员 除了持盘队员以外的所有进攻方队员。

飞盘精神暂停 为了讨论与飞盘精神相关的问题而进行的暂停。

比赛中断
因犯规、违规、讨论、有争议的示意、伤病或暂停而导致的比赛中断 ，需

要验盘重新开始比赛。

掷盘

任何掷盘动作后飞行的飞盘 ，包括假动作后并故意丢下飞盘 ，导致持盘队

员与飞盘失去接触的情况。

传盘等同于掷盘。

持盘队员 持有飞盘的进攻队员 ，或在投掷飞盘结果未确定之前的持盘队员。

掷盘动作
掷盘动作是指持盘队员向飞盘传递朝向飞行方向的动能并形成投掷的动

作。轴转和挥臂动作不是掷盘动作。

攻防转换 任何导致队伍的盘权发生改变的事件。攻防转换不被视为违例。

飞盘停止位置 指队员建立盘权的位置、飞盘自然停止或飞盘停止滚动或滑动的位置。


	世界飞盘联合会团队飞盘规则（2025-2028）
	中文版
	世界飞盘联合会版本自 2025年1月1日起生效
	编委组序言
	简介
	1.飞盘精神
	1.5 以下是一些良好飞盘精神的示例：
	1.6 以下行为明显违反飞盘精神 ，必须避免：
	1.7 队伍是飞盘精神的守护者 ，必须：
	1.7.4 酌情示意精神暂停 ，处理与飞盘精神相关的问题。

	1.11 场上队员和队长对所有示意的做出和解决负全部责任。
	1.12.1 比赛中发生的情况 ，或


	2.比赛场地
	2.3 边界线不属于比赛场地的一部分。

	3.比赛装备
	4.回合 ，得分与比赛
	4.1 一场比赛由若干个回合组成。每个回合以得分结束。

	5.队伍
	5.2 每支队伍必须指定一名队长和一名精神队长代表队伍。
	5.4 对于混合组比赛 ，应使用交替的 4:3 性别比例。

	6.开始比赛
	6.1 两队代表应公正地决定哪支队伍首先选择以下内容之一：

	7.开盘
	7.1.1 队伍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开盘 ，不得无故拖延。
	7.6 一旦开盘被释放 ，所有队员可以朝任意方向移动。


	8.比赛状态
	8.1 以下情况比赛处于“死盘”状态 ，不会发生攻防转换：
	8.1.1 每个回合开始后 ，直到开盘被释放；


	9.读秒
	9.3.3 所有防守队员都处于合法位置（第 18.1 条）。
	9.5 比赛中断后 ，读秒按以下方式恢复：

	9.5.2 无争议的进攻违反规则后 ，读秒最高从 9 开始。

	10.验盘
	10.2 示意后队员的位置（暂停除外 ，且除非另有规定）：
	10.2.2 如果比赛在传盘后停止 ，则：
	10.2.3 在验盘前 ，所有队员必须在原位置保持静止不动。

	10.6 通过验盘重新开始比赛：
	10.6.1 当持盘队员手持飞盘时：

	10.7 当对方出现以下情况时 ，队员可以示意验盘违例：

	11.出界
	11.3 不在界外的进攻队员属于界内。
	11.4.1 进攻方队员接触飞盘时任何部分与界外有接触；


	12.接盘队员与位置
	12.2 建立盘权后 ，该队员成为持盘队员。
	12.6.1“冲着接盘去”不是主动接触其他队员的正当理由。

	12.7 有以下行为的队员视为发起接触的队员：
	12.9 队员不得伸出手臂或腿阻碍对方队员移动。

	13.攻防转换
	13.2.1 无争议的进攻接盘犯规；
	13.4 在“读秒超时”示意后：
	13.7 攻防转换发生的位置是：

	13.7.5 无争议的进攻接盘犯规发生的位置。

	14.得分
	14.1 得分是一名界内队员接住合规的传盘 ，并且：
	14.4 得分被视为在队员建立盘权的时发生。

	15.示意犯规、违规及违例
	15.8 在识别到违反规则的行为后 ，必须立即做出示意。
	15.13 鼓励队员使用世界飞盘联合会手势来传达所有示意。

	16.示意后的继续比赛
	16.2 如果犯规或违例：
	16.2.2 由持盘队员在传盘动作中发出的示意 ，或者
	16.2.4 一旦建立盘权：
	16.3.1 如果比赛结果是得分 ，则得分有效。


	16.3.2 如果比赛结果不是得分 ，受到影响的队员可以弥补由事件或示意造成的位置劣 势 ，并通过验
	17.犯规
	17.1 危险动作：
	17.2 接盘犯规：
	17.3 夺权犯规：
	17.4 阻拦犯规：
	17.5 被迫出界犯规：
	17.5.1.1 在界外而不是在界内接到飞盘；或

	17.6 防盘犯规：
	17.6.1 防盘犯规发生在以下情况：

	17.7 进攻传盘（持盘队员）犯规：
	17.8 间接犯规：
	17.9 抵消犯规：

	18.违规与违例
	18.1 防盘违规：
	18.1.1 防盘违规包括以下情况：

	18.2“走步”违规
	18.2.4 如果发生以下情况 ，则构成走步违规：

	18.3“阻挡”违例
	18.3.3 所有队员应努力避免阻挡违例发生。


	19.安全中断
	19.1 受伤中断
	19.2 技术中断

	20.暂停
	名词定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