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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　强

(11 西安体育学院运动系 , 副教授 , 男 , 44 岁 , 西安市含光路 38 号 , 西安市 , 710068)

摘 　要 : 笔者详细研读了 2001 —2008 年国际男子体操评分规则 , 对比了新、旧规则的异同。同时讨论了新规则实

施后对体操训练所产生的影响 , 并为体操训练如何适应新规则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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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on New Men′s Code of Points in 2001 -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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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On the basis of researching on New Men′s Code of Poingps from 2001 to 2008 , the author comments on the same and

different points between old and new code of points , and provide some beneficial references to understand the New Code of points.

The purpose is to improve further the training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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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第一部体操评分规则诞生于 1949 年。起因为第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 世界体操运动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 原

有的地区性的或不完整的评分体系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体操

运动发展的需要。在此形势下 , 国际体操联合会制定出第

一部体操评分规则。它的出现使当时的体操比赛更加规范

化和标准化。在第一部体操评分规则中 , 明确提出评分的

三大因素为动作难度、动作编排和动作完成情况。裁判组

是由一个裁判长和四个裁判员组成。运动员的最后得分是

取两个中间分的平均分。其基本精神一直沿用至今。1964

年的体操评分规则增设了 A、B、C 难度组。1976 年的规则

又赋予难度、编排和完成情况一定的分值 , 即分别为 3、4

分、1、6 分和 4、4 分 , 并增加了“三性”加分 , 即“惊险

性”、“独特性”和“稳定性”, 每项加分为 0、2 分。1979

年的规则除继续保持“三性”加分外 , 还增设了 D 组难度

组 , 并重新划定了难度、编排和完成情况的分值 , 分别为

4、0 分、1、0 分和 4、4 分。1993 年规则进行了大修改 , 将

五十年未变的裁判组由原来的四人改为六人 ; 取消了自选

动作的“三性”加分 ; 加分仅限于高难度和最高难的动作 ,

且完成无大错 ; 在难度表中又增设了 E 组难度组 , 但并不

要求去做 ; 还增设了在比赛中对难度的确认等等。1997 年

又取消了规定动作比赛 , 增设了 A、B 组裁判 , A 组裁判负

责确认难度、特殊要求和加分 , 而 B 组裁判负责对运动员

成套动作的完成情况进行评定。即将颁布实施的 2001 年的

新规则在此基础上又进行较大的修改。纵观体操评分规则

的变化不难看出 , 一方面每一次规则的修改与变化都会对

体操运动的发展起到促进和规范作用 , 另一方面 , 体操技

术的发展也会促使体操规则不断更新和完善 , 以适应未来

体操运动之发展 , 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适应、相互促

进。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 , 尽快尽早了解和研究新规则 ,

吃透新规则精神 , 对于我们在体操训练中把握体操未来发

展趋势 , 保持我国在国际体操领域的领先地位大有裨益。

本文的意图也在于此 , 试图通过对 2001 年至 2008 年国际男

子体操评分规则主要方面进行剖析 , 以期抛砖引玉 , 为进

一步深刻理解新规则 , 以便在今后若干年的体操训练中制

定出有针对性的、切实可行的训练对策提供有益的参考。

1 　新、旧体操评分规则的异同

111 　难度和起分的规定

11111 　难度要求 : (详见表 1)

112 　特殊要求

113 　关于重复

1997 年评分规则中规定 , 一套动作中允许有一个动作 ,

且该动作本身具有加分或构成连接加分的可以重复一次并

计算起评分。而在 2001 年规则出中明确规定 , 在计算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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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加分时 , 不能重复做同一动作 (包括相同编号的动作) 。

这一条也适用于连接时的动作重复 , 即重复动作 (含相同

编号的动作) 不能构成起评分。成套动作中可以重复某一

动作 , 但是只计算其一次难度和加分 , 第二次重复不认可

其难度和加分。在吊环项目上 , 这一原则还扩展为包括那

些同一动作组别的静止力量动作的最后姿势 , 无论这一姿

势是以什么动作来完成的。例如 : 翻上成倒十字支撑和后

摆成倒十字支撑 , 这两个动作均来自同一动作组别 , 且最

后姿势相同 , 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个用于构成难度和加分。

如果运动员在成套中做了这两个动作 , 也能被承认一次。

(详见表 3)

表 1 　新、旧规则难度要求比较

难度

组别

1997 年 2001 年

数 　量

(个)

分 　值

(分/ 个)

数 　量

(个)

分 　值

(分/ 个)

A 组

B 组

C组

D 组

总分值

4

3

2

1

　

011

012

014

016

214

2

2

3

0

　

011

013

015

0

213

11112 　分值分配情况 : (详见表 2)

表 2 　新、旧规则分值分配情况比较

内 　　容 1997 年 2001 年

难度 2、4 分 2、3 分

特殊要求 1、2 分 1、0 分

加分

1、4 分

(D 组以上难度和 C

+ D 以上连接可获

得加分)

1、7 分

(D 组以上难度和 D

+ D 以上连接可获

得加分)

动作完成情况 5、00 分 5、00 分

114 　各项变化情况

11411 　自由体操

新规则中保留了自由体操技巧动作的合成原则。但是

由于动作难度降组 , 尤其是向前类空翻类动作的降组 , 加

之又有重复限制的规定 , 实际上是增加了自由体操难度和

连接加分的难度。如在自由体操比赛中常见的可以获得 0、

5 加分的技巧串 , 前直 ———前直转体 360 度 ———前直转体

540 度 , 由于后两个动作分别降至 B 组和 C组 , 使该串已经

失去连接意义。而要想获得 0、5 分的加分 , 则必须是前直

(或前直 720 度) ———前直 720 度 (或前直) ———前直 540

度。而这样的连接 , 其难度大大增加。此外 , 还增加了向

侧的技巧动作和向后起跳转体 180 度的动作组别 , 且至少

为B 组 , 这样使得动作更多样化 , 加之托马斯起倒立 , 打

滚等动作的降组 , 使得一套自由体操的起评分大大下降 ,

很难达到 10 分的起评分。

11412 　鞍马

鞍马的变化可以说是比较明显的。在过去的四年中 ,

可以说鞍马的起分是最容易达到 10 分的。包括一些体操发

展中国家 , 也会有个别运动员的成套动作的起评分达到 10

分。而 2001 年规则修订之后将会改变这一状况。新规则中

取消了 flops 的定义 , 换句话说 , 单环上两个 E 组的连接将

不复存在。新规则中将鞍马的正撑和侧撑划分为 5 个部位

(详见图 1 的 A、B 和图 2) 。所有正撑和侧撑移位的部位都

以此来判定。以纵向前移为例说明 , 1997 年规则中规定 ,

从马头至另一马头的 3/ 3 前移或后移均为 D 组 (马乔尔和

斯维多) 。2001 年的规则中规定 , 这样的动作只能是 C 组。

新的 D 组的马乔尔和斯维多必须经过 5 个部位的支撑来完

成。如马乔尔动作要求经过马头 (1 —1) , 近环 (2 —2) , 环

中 (3 —3) , 远环 (4 —4) , 另一马头 (5 —5) , 才能算做一

个 D 组。

图 1 　正撑动作俯视图 　　　　　　　　　　　　　　　图 2 　侧撑动作俯视图

11413 　吊环

新规则中一个明显变化是大量动作的降组 , 尤其是力

量动作和摆动接力量动作的降组。规定重复动作不能构成

动作难度和起评分 , 特指相同组别的动作组中成最终力量

姿势的动作 , 无论该动作的最后姿势是如何完成的 , 均只

计算一次起评分。

11414 　跳马

1997 年规则中所有跳马动作是以动作分值划分为五个

组的。在 2001 年中规则中则是以动作结构来划分成五个组

的 , 并赋予每一个难度动作相应的分值。它们是 : 直接跳

类 ; 第一腾空转体 360 度类 ; 前手翻和山下手翻类 ; 第一

腾空转体 90 度或 180 度类 (原或笠松) 和踺子上板类。跳

马的变化是动作分值明显下调 , 如踺子直体后空翻 , 原来

为 9、0 分 , 而现在只有 8、4 分 ; 踺子直体后空翻转体 720

度 , 原来是 9、8 分 , 而现在仅有 9、5 分。新规则中起评分

在 9、8 分以上的动作只有 7 个 , 起评分为 10 分的仅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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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 即以中国运动员命名的前手翻团身前空翻两周半转体

180 度 (肖俊峰) 和踺子屈体后空翻两周 (卢裕富) 。另一

个变化是新规则中取消了对落地的远度的要求 , 而只有对

落地偏离有一定的要求。要求运动员落在跳马纵轴中心延

长线左右各 50 公分以内 , 而 1997 年规则中是中轴延长线左

右 40 公分以内。

表 3 　新、旧国际男子体操评分规则特殊要求比较

项 　　目 1997 —2000 年规则 2001 —2008 年规则

自由体操

11 一个至少 B 组的向前技巧串 ;

21 一个至少 B 组的向后技巧串 ;

31一个至少 B 组的单腿或单臂的静止平衡动作或静

止用力动作 (两秒) 。

11 平衡、力量和柔韧动作 ;

21 单脚跳、双脚跳、转体和全旋动作 ;

31 向前的技巧动作 ;

41 向后的技巧动作 ;

51 向侧的技巧动作和向后的起跳转体 180 度动作。

鞍 　　马

11 一个在单环上至少经过三把手的单环动作 ;

21 在马的两端都要有一个有价值的动作 ;

31 任意的两个交叉动作。

11 单腿摆越动作 ;

21 并腿全旋、托马斯全旋打滚或不打滚成倒立或不

成倒立 ;

31 正撑和侧撑移位 ;

41 直角转体和挺身转体 ;

51 下法。

吊 　　环

11 用向前摆动完成的一个手倒立 , 至少是 C组 (停 2

秒) ;

21 用向后摆动完成的一个手倒立 , 至少是 C组 (停 2

秒) ;

31 一个至少是 B 组的力量静止动作。

11 屈身上和摆动动作 (包括成直角支撑) ;

21 摆动成手倒立 (停 2 秒) ;

31 摆动成静止力量动作 , (停 2 秒 ,不包括直角支撑) ;

41 力量和静止力量动作 ;

51 下法。

双 　　杠

11 一个在两杠上成支撑或经支撑的摆动动作 ,至少是

B 组 ;

21 一个在两杠上成悬垂或经悬垂的摆动动作 ,至少是

B 组 ;

31 一个在双杠上完成的双手同时脱手又同时重新抓

杠的动作 ,至少是 B 组。

11 在两杠上经支撑的摆动动作 ;

21 经挂臂支撑的摆动动作 ;

31 在两杠上经悬垂的摆动动作 ;

41 横杠上的倒立和动作 ;

51 下法。

单 　　杠

11一个至少是 B 组的双手扭臂或后悬垂并通过杠下

垂直的动作 ;

21 一个双手脱杠 ,有明显腾空阶段并重新抓杠的动作

(至少 B 组的飞行动作) ;

31 一个近杠动作 (至少 B 组) 。

11 有或没有转体的悬垂摆动动作 ;

21 飞行动作 ;

31 近杠动作 ;

41 扭臂握和后悬垂动作及背对杠完成的动作 ;

51 下法。

　　3 　新规则规定每个组别的动作至少是 B 组难度。

11415 　双杠

新规则规定 , 一套双杠成套动作中不允许有力量性动

作 , 否则扣 0、3 分。整个成套动作只允许停顿一次 (两

秒) , 且只能是手倒立。不允许有托马斯和全旋动作出现 ;

不允许出现一杠的空翻和下法动作 , 或一杠屈身上成正撑

的动作。另一个变化是难度下调 , 如梯佩尔特 , 原来为 E

组难度 , 而现在为 C 组 ; 由支撑或悬垂接的团身后空翻两

周成挂臂过去分别是 E 组和超 E 组 , 而现在只是 D 组和 E

组动作。但也有个别动作升值 , 如希利夸尔 , 由过去的 C

组升为 D 组 , 但要求在倒立时不充行停顿 , 直接转体成支

撑。

11416 　单杠

新规则中指出 , 两个飞行动作的直接连接可以产生一

个独立的价值 , 规定 : C + C = D ; C + D = E; C + E或者 E +

C = 超 E。为有利于运动员 , 两个 D + D , E + D , D + E , E

+ E , 或者类似的飞行动作的连接可以保持起独立价值。此

外还规定 , 直接连接的第三个或更多的飞行动作 , 且难度

至少为 C组时 , 难度升一级。

11417 　关于下法

新规则中将下法单列为一个动作组别 , 并且明确指出

如果下法不合规定 , 如 : (1) 脚部用力完成的下法 ; (2)

没有下法的成套动作 ; (3) 成套动作以部分表现或不完全

的下法结束 ; (4) 下法未以脚着地的动作 (包括自由体操

的滚翻动作) ; (5) 侧向落地或侧平面旋转落地 (自由体操

除外) 。这些错误会导致动作和动作组不被裁判组承认。由

于新规则中规定每少一个动作结构组要求就要被 A 组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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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去 0、2 分 , 若运动员在比赛中出现上述五种情况 , 则被

视为无下法或下法为被认可 , 扣除 0、3 分。这样总扣分达

到 0、5 分 , 还不包括落地时的其它错误扣分。可见下法在

未来的体操比赛中是何等的重要。

2 　新规则对体操发展的影响

211 　难度普遍下调 , 动作连接难度组提高 , 导致成套动作

起评分下降

从新规则的难度表中可知 , 六项的动作难度普遍降组 ,

尤其是一些 D 组以上难度动作的下调 , 加之又规定能够获

得难度加分和连接加分的动作组别在 D 组 (含 D 组) 以上 ,

这样就导致各项成套动作的起评分大大降低。我们以 2001

年规则来分析几套在现行规则下起评分为 10 分的动作。

例 1 : 董震 1999 年天津世界体操锦标赛中获得吊环世

界冠军的成套动作。

后摆成水平十字支撑 (D = 0、1 分) ———压上成水平支

撑 (C) ———翻上成倒十字支撑 (D = 0、1 分) ———后摆成

倒十字支撑 (重复 , 不计算难度和起评分) ———向后大回

环 (C) ———团身后空翻两周 ( C) ———翻上成十字支撑

(C) ———后摆上成手倒立 (C) —向前大回环 (C) ———直

体后空翻两周下 (C) 。该套动作为 2D7C , 无连接加分 , 起

评分为 8、5 分。

例 2 : 李小鹏自由体操成套动作

直体后空翻两周同时转体 720 度 (超 E = 0、3 分) ———

快速后空翻接直体后空翻转体 540 度再接直体前空翻转体

540 度 (B + C = D + D = 0、3 分) ———直体前空翻接直体前

空翻转体 360 度 (B + B = C) 再接直体前空翻转体 540 度

(重复 , 不计算难度和起评分) ———直体后空翻两周 (D =

0、1) 。该套动作的难度和连接加分为 0、7 分 , 起评分为

9、0 分。

例 3 : 卢裕富双杠成套动作

杠端长振屈身上后切成倒立 (B ) ———梯佩尔特

(C) ———跳转 180 度 (B) ———向后大回环转体 360 度接屈

体后空翻两周成挂臂 (D + E = 0、5 分) ———向后大回环

(C) ———团身后空翻两周成挂臂 (D = 0、1 分) ———屈体

后空翻两周下 (D = 0、1 分) 。该套动作的难度及连接加分

为 0、7 分 , 起评分为 9、0 分。

从以上几例成套动作的分析来看 , 如何根据新规则的

精神 , 选择 D 组以上难度动作及连接 , 重新编排各项成套

动作 , 提高成套动作起评分是我们今后体操训练中需要重

视和解决的一个重要方面和问题。

21112 　新规则对成套动作的多样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

准

近年来的自由体操比赛中 , 向侧的技巧动作已经绝迹 ,

后跳转体接空翻的动作也极其罕见 , 成套编排几乎雷同 ,

前 0、5 串 , 后 0、5 串 , 外加托马斯打滚起倒立 , 缺少多样

化的动作和独特的个人风格 , 使人觉得千人一面 ; 鞍马上

是清一色的交叉动作 , 而其它单腿摆越动作已经绝迹。新

规则中规定了五个项目中均有五个不同的动作组别 , 且至

少为 B 组难度 , 其目的就在于促进成套动作的多样化。动

作组别为我们成套动作的编排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自由空间 ,

同时也对我们今后的训练提出了新的挑战 , 尤其是对青少

年运动员的训练提出了新的课题。

21113 　继续重视和加强下法稳定性的训练

新规则中将下法单列为一个动作组别 , 且指出若出现

五种情况 , 下法有可能不被裁判认可。它表明新规则的导

向在于一套完美的成套动作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下法划句

号 , 就不能称道为完美无缺。这就要求我们在训练中进一

步重视下法稳定性的训练 , 并且要贯穿于训练的各个时期

和阶段。

3 　建 　议

311 　进一步研究新规则 , 深刻理解新规则精神 , 并据

此制定出相应的、切实可行的对策和措施 , 从而正确导向

今后的体操教学与训练。

312 　由于 2001 年将实施的新规则将一直沿用至多 2008

年 , 八年不变 , 也就是说要使用两届奥运会。因此 , 应高

度重视目前年龄在 12 岁 ———16 岁的青少年运动员的体操基

本技术、基本素质的训练和基本能力的培养 , 他们将在未

来的八年中挑起中国体操的大梁 , 这也是保证未来我国立

足于世界体操领先地位的根本所在。

313 　根据新规则精神 , 研究 D 组以上动作的连接的连

接技术 , 加强其训练 , 研究新的编排 , 改进现有成套动作

编排 , 增加动作难度 , 全面提高成套动作的起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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