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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台球的造障与破障!全面

系统地介绍了台球运动中!制造障碍球和破除障碍球的技法

要领"第二部分介绍了 #$$多个花样台球技巧!并对主要技法

进行了分析"第三部分从技法角度总结归纳出台球战术中的

十条基本原则!并列举出%$例加以阐释&本书内容丰富!技术

可靠!文字流畅!并配有 ’%$多幅插图!一图一解!形象直观!
适合于具有一定台球基本知识的广大台球爱好者阅读(使用

和专业培训参考&



前 言

台球运动在国外已有 !""多年的历史#清代末期传到中

国#当时只有一些达官贵人才能玩得起$民国时期#在一些大

城市的游乐场所开设了弹子房#也翻译出版了英国%日本的台

球入门书籍#但参与运动的人数还很少$新中国成立后#特别

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出版了 &"多种台球书籍#介绍了

一些台球基础知识和比赛规则$这些书籍对于促进台球运动

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现在#我国不少城市已经成立了台球协会#一些企业和单

位相继成立了台球俱乐部#有了一批职业台球运动员#经过参

加国内外各种台球比赛#球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不少台球爱

好者#经过几年的台球运动实践#都有了一定的基础$可以这

样说#新中国的台球运动已经从前十年的启蒙%动员阶段#进

入了一个深入普及和发展提高的阶段#形势非常好$
本书就是为了适应这个形势发展需求而编写的$重点是

对台球的一些特殊打法#用科学方法加以研究#总结出我们自

己的一套台球技法和诀窍$如关于制造障碍球的’八字(方法#
特别是对二库以上的破除障碍理论 和 技 法#如 对 称 点%平 行

线%离岸比例%旋转修正%多库过渡点等技法诀窍#均属独创$
书中还把孙子兵法的法则应用于台球战术#总结归纳出台球

运动战术的十项基本原则#具有一定的特色$另外#本书首次

汇集了迄今为止所能收集到的 )""多例世界花样台球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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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逐例进行了技法分析!以帮助台球爱好者学习掌握台球技

艺"
本书以图解为主!辅以通俗文字!一例一图一说!比较形

象地将研究结果介绍给广大台球爱好者!使不同文化程度的

读者!都易于看懂好记"编写过程中!笔者结合在北京台球运

动学校教学实践中的经验和体会!力求做到融球例分析的科

学性#语言文字表达的准确性和通俗性#台球技巧的先进性和

实用性于一体!台球爱好者只要严格按本书提供的技术去实

践!定能大有长进!学有所成"
由于笔者水平所限!书中肯定会存在不少疏漏和不足之

处!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指正"
对编写本书给予很大帮助的航空部台球队的叶琢良#中

航技的刘濒辽#北京台球运动学校的张滨!以及谭万诚#邱宗

英等同志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配合本书的出版!计划制作一部$台球高级技法与战术

运用%的 &’(光盘"如果这本书和前述光盘能给广大台球爱

好者一点启发和帮助!则是笔者最大的心愿"

吕 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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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台球的造障与破障

一!"八字#造障法

在台球运动中有多种多样的制造障碍球的方法$但就其

实质而言$可以归纳为八种类型$即定球造障!贴球造障!薄球

造障!分流造障!跟球造障!缩球造障!反弹造障$以及打旋转

球造障%为便以记忆$可简称为"定!贴!薄!分!跟!缩!反!旋#
八字造障法%

&一’制造障碍的时机

为了能在双方对抗的台球比赛中取胜$首先要树立很强

的造障意识$不要放过任何一次造障的机会$以增强本方在战

局中的主动性%每一次成功地制造障碍$都会给对方造成一些

不便与麻烦%那么$什么情况下可以造障呢(一般有以下六种

造障时机)
*+比赛一开始$努力在开球时把主球放到安全区底岸边

或彩球后面,
-+当击落一个红球后$主球位置在某一彩球附近时,
.+当台面上只有一个红球时,
/+当台面上只有彩球时,
0+当不存在进球机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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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对方得分值超过本方分值并大于台面上分值时#

$二%造障技法

&"定球造障法’’(定)
定球造障法*顾名思义*就是主球把彩球旁的红球推走*

本身定在原来红球的位置上*形成障碍球#
技法关键是能够把主球定住#定球打法是台球的基本功

之一#将球杆用抖腕的方法击打主球中心偏下处*瞄准目标球

的中心*使主球推走目标球后定在目标球的原位上#注意不要

把定杆打成推杆*要控制好力度和球杆运行速度#力度过重或

过轻+杆行速度过快或过慢*都是打不好定杆的#如图&,&所

示#

图 -,- 定球造障

."贴球造障法’’(贴)
当主球击落一个目标球后*再没有很理想的进球机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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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利用贴球方法!将主球贴近附近的某一彩球旁边而造成障

碍!给对方制造些不便"一般书上介绍可用轻杆#极轻杆将主

球推近目标球!这主要是凭经验和力度的把握"
本书介绍两种贴球方法!以使运动员能在力度控制上和

主球走位方面取得较好的效果"
一是如图 $%&所示!将球杆后部抬高成 ’()*+()角!击

打主球最低点!形成倒转向前滚动"根据主球离目标球距离的

远近!调整力度大小!防止击球过重而贴得不紧的现象发生"
在练习时可以设置几个距离!如,$(厘米#&(厘米#’(厘米*
+(厘米!以贴近目标球距离不大于 -毫米为合格"

图 .%/ 贴球技法 .
二是按杆重和球重的比例来确定球杆离主球的距离!用

自然速度使主球贴近目标球"
一般球杆重量是台球重量的 ’0-倍左右!台球标准重量

为 $+-克*$+1克!球杆重为 -$(克*-+(克2约合 $3盎司*
$4盎司5"当球杆以自然重量2即球杆本身重量!而不是用手

给球杆加力5撞击距离 $(厘米处的主球时!主球将前进 ’-厘

米左右"如果主球距目标球 ’0-厘米!则球杆只要在离主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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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处轻撞!就可使主球贴近目标球"如图 #$%所示"
练习这 种 技 法!也 可 以 从 近 到 远 逐 步 进 行!直 到 熟 练 为

止"贴球造障球例见图 #$&"

图 ’$( 贴球技法 )

图 ’$* 贴球造障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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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薄球造障举例 !

图 !"$ 薄球技法

%&薄球造障法’’(薄)
当主球处于没有较好进球机会的位置*或者有进球机会*

但对下一击并不理想时*一般都可采取安全打法*即通过打薄

球把主球送到安全区+薄球造障是要求把主球准确地停在安

全区的某一彩球的后面*以造成障碍*如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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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薄球造障举例 $

图 !"% 薄球造障举例 &
技法的关键是如何确定主球的瞄准点’通过打薄球能使

主球直接运动到确定位置(或者经一库或二库到达预定位置(
当然’准确控制力度也非常重要’因为打薄球时主球的动能大

)*) 台球技巧与战术



部分都消耗在主球的运动上!跑得比较远"
主球瞄准点 #的确定!可根据网球相碰分离角的规律!

即用中点击球时!分离角为 $%&’如在中点的上部或下部击球

时!则分离角小于或大于 $%&"所以先确定运动方向!然后再

确定瞄准点和主球的击点位置"如图 ()*中!+点是主球运

动 方 向!#点 是 主 球 瞄 准 点!如 用 中 点 击 球!则 ,#垂 直 于

#+"
薄球造障举例之二"如果设计的球路是主球经二库到达

安全区的预定位置!同样的办法!如图 ()-中的 .是过渡点!
经二库后到达黄球后面"而 .点的确定是按二库点 +处所构

成的 #.与 +.两直线的入射角等于反射角的关系来估算的"
也可以加点左偏杆或右偏杆来调整二库后的运动方向"

薄球造障举例之三"图 ()/是对靠近上岸的红球 ,打

薄球造障!先确定主球走向 +!再确定主球瞄准点 #!使主球

经 +点碰顶岸后运动到黄球后面!而红球碰上岸后返回红球

堆"要求出杆力度适当!否则主球把黄球撞开就造不成障碍

了"
薄球造障举例之四"图()$是打红球堆的右侧经二库运

动到安全区!二库点位置选择在安全区右侧 +处!再确定一库

点 ."由图可见!要使主球经 .点到达 +点!需要加点左偏杆"
01分流造障法223分4
分流造障是指将主球 与 目 标 球 按 预 定 方 向 左 右 分 向 运

动!从而造成障碍球!这也是一种常用的造障技法"技法的关

键是怎样控制主球和目标球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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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薄球造障举例 $
技法的思路是%首先选定目标球的终点位置 &%然后按对

称点方法确定一库点 ’(要把目标球运动到 &点去%就可以确

定主球对目标球的碰撞点)和瞄准点*(*点确定后%根据主

球预定运动方向选择主球上的击点位置(见图 +"+,分流造

障举例之一(
在图 +"+,中%主球和红球 -都在安全区%计划将红球 -

推向黑球的左侧%按 -的对称点 -.可确定一库碰撞点 ’%就可

确定主球瞄准点 *%用左上击点以三等力度把 -球推走%两

球分向运动%造成障碍(
分流造障举例之二(在图+"++中%主球和红球在黑球附

近(计划将红球推向安全区的棕色球后面%主球运动到黑球左

侧(先选定二库点 &%再按入射角等于反射角的原理确定一库

点 ’%然后用中上击点瞄准 *点出杆%力度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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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分流造障举例 !

图 !"!! 分流造障举例 $
分流造障举例之三%从图&"&’中可见(只有一个红球位

于几个彩球附近%计划把红球推入彩球圈中(把主球运动到安

全区以造成障碍%可采取主球打薄的办法轻擦红球入彩球圈

内(本身经二库运动到安全区%关键是要控制好力度(不要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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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球从彩球圈中弹出来!

图 "#"$ 分流造障举例 %

&’跟球造障法(()跟*
跟球造障是指主球碰撞目标球后按预定方向跟进一段距

离+并把目标球运动回来形成障碍!
如图 ,#,-所示+主球 .在红球堆的左侧+红球 /在黄

球的左后侧处+无合适的进球机会!可用中上击点对 /球的

中心偏右处瞄准击打+把红球顶回来+而主球经一库后停在黄

球后面造成障碍!这是一种典型的跟球造障球例!
图,#,0是跟球造障球例之二!红球在安全区+右侧有几

个彩球+主球在红球堆附近+没有进球机会!思路是将主球运

动到彩球靠顶岸一侧+把红球顶回来!同上例+用跟杆瞄准红

球的中心偏右处+把红球放回左后方+主球经一库后进入彩球

12,1 台球技巧与战术



左上方造成障碍!

图 "#"$ 跟球造障球例 "

图 "#"% 跟球造障球例 &
跟球造障的技法关键是’先确定主球运动方向’如预定主

球碰撞红球后碰撞顶库再弹向某处’则把碰岸点作为主球的

预定方向(’将(连接红球球心)交于球上的*点!主球用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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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瞄准 !点出杆"就可把红球 #顶回来"而自身向 $点运动%
这个技法是很有用的"应该很好掌握%如图 &’&(所示%

图 )’)* 跟杆造障技法要领

图 )’)+ 缩球技法

,-缩球造障法../缩0
这是运用台球的基本功法..缩球杆法"推开目标球将

主球后缩到预定位置"要求能够准确控制缩球的距离%一般初

12&1 台球技巧与战术



学者往往打不出缩球效果来!或者不能按计划控制缩球距离"
关键是击点与力度控制问题!一定要注意对准主球中心以下

的最低击点!并且球杆端部要穿过主球约一个半球径!才能缩

出好的效果来"运用手腕部的抖动和力度控制来确定后缩距

离"如图 #$#%所示"
图 #$#& 为缩球造障举例"主球和红球均在安全区!用

缩杆打法将红球推开!主球缩回到绿球后面造成障碍"

图 ’$’( 缩球造障举例

&)反弹造障法**+反,
反弹造障是利用主球空岸反弹把目标球推开!本身停留

在彩球一侧造成障碍"可以对近距目标球或远距目标球进行

反弹造障"技法关键是选择好反弹角度和力度!并用缩杆打

法!以求把目标球推到预定位置!主球运动到靠近彩球旁边的

位置!造成较难破的障碍球"
反弹造障举例之一"如图#$#-所示!主球和红球都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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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没有进球机会!可将主球用中下击点轻碰下岸 "点!经

反弹后将红球推向蓝球与粉球之间!主球停在绿球旁边!造成

障碍#这是近距反弹!力度要控制好!如过轻可能碰不到红球$
如过重!又会把主球暴露出来而造不成障碍#

图 %&%’ 反弹造障举例 %

图 %&%( 反弹造障举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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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弹造障举例之二!如图"#"$所示%台面上只有一个红

球在黑球左侧%主球在靠近下腰袋处%或更远的位置!采用主

球反弹的办法把红球顶走%而主球留在红球的原位!要用低杆

并很好控制力度才能较好地造成障碍!
&’旋球造障法(()旋*
旋球造障是利用打偏杆的方法把主球运动到预定的彩球

后面以造成障碍%如利用跟杆+缩杆+左下或右下偏杆等打法

控制主球运动!
旋球造障举例之一!如图"#,-所示%红球在几个彩球的

左上侧%主球在台面右侧!要把主球运动到彩球的左侧%可对

主球左下击点瞄准红球的中心偏左击打%使主球向左下方运

动而造成障碍!

图 .#/0 旋球造障举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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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旋球造障举例 #

图 !"## 跟球对分离角的影响

$%&$ 台球技巧与战术



旋球造障举例之二!如图"#$"的球势%没有进球的有利

条件%可以利用跟杆撞球或缩杆撞球 的 技 法%把 红 球 顶 向 左

侧%主球自身呈弧线向左运动到安全区%有可能造成障碍!
图 "#$$解释了为什么打跟杆或缩杆碰撞红球后%主球

会以曲线形式运动!如图"#$$所示%按两球相撞后发生分离

的机理%跟球碰撞的分离角应大于 &’(%而目标球 )受岸边胶

垫反弹力作用%对主球有一个反作用力%所以%跟杆分力和反

弹力的合力就会使主球向右后方向运动%由于主球的旋转形

式已从向前滚动改变为向右侧转动%所以其球路就形成左弧

线运动!同理%打缩杆碰目标球后的合力方向是向左后%其球

路也是一条弧度较小的右弧线运动!

二*破障技法

+一,破障技法的基本要领

台球运动中的破除障碍技法属于特殊技法%或称高级技

法!它充分应用了三角学*几何学和物理学的知识%理论比较

复杂!根据笔者研究%将破除障碍技法的诀窍归纳为四个基本

要领%即-对称点*平行线*离岸比例和旋转修正!只要按照本

书指出的操作方法%认真体会和实践%那么%在台球比赛中遇

到的绝大部分障碍球基本上都可迎刃而解!
".破障技法第一要领//对称点法

采用对称点法来破障碍球是最常用的方法%特别是在目

标球离岸较近的情况下%比较容易判定目标球相对于岸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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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破障技法第一要领&对称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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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对称点的应用举例

对称点&如图 ’"()*所示&对台面上的横向或纵向障碍球都

可用对称点法破解+这是通常用于一库破障的例子+
实际上&对于二库,三库空岸反弹更为复杂的破障问题&

其一库瞄准点的确定也可用对称点的办法来解决+如图 ’"
()%所描述的&对于同样位置的主球和目标球&可以应用不同

的对称点得到 -个破障碍路线.
/’是 /球相对于右岸内侧线的对称点+

/(是 /球相对于下岸内侧线的对称点+

/)是 /球相对于上岸内侧线的对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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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球相对于上岸内侧线的对称点#
!$是 !球相对于左岸内侧线的对称点#
!%是 !球相对于下岸内侧线的对称点#
连 &!"交于上岸 ’"点为一库破障瞄准点#
连 &"!"交于右岸 ’$点为二库破障瞄准点#
连 &"!交于右岸 ’%点为一库破障瞄准点#
连 &"!$交于右岸 ’(点为二库破障瞄准点#
连 &$!"交于下岸 ’)为二库破障瞄准点#
连 &$!交于下岸 ’*为一库破障瞄准点#
连 &$!$交于下岸 ’+为二库破障瞄准点#
连 &%!%交于上岸 ’,点为二库破障瞄准点#
连 &!$交于左岸 ’-点为一库破障瞄准点#
如果再取 &"相对于下岸向右延线的对称点 &(.取 !"相

对于上岸向左延线的对称点 !(.连 &"!(或 &(!".还可能得到

两个三库破障瞄准点#如再连&(!(还可得到两个四库破障瞄

准点.但要注意球袋对球路的影响#
上例说明.对称点法是台球运动中破障碍的基础性技法.

可以充分利用#此例也说明破障碍的路线不是惟一的.而是多

路线的.当某一种破障路线被阻挡时.必然还存在其它破障路

线#
那么.怎样判定对称点的位置呢/通常的做法是.运动员

手持球杆垂直于地面.在球桌外侧找到目标球相对于台面内

侧线的对称点位置.用目测对称点与主球连线在台面内侧线

上的交点.就是破障瞄准点 ’0见图 "1$(23#但是.当你离开

这个位置后.怎样记住这个没有标记的’点位置呢/有两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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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图 "#$%& 判定一库对称点

一是判断 ’点在台岸线上的所在位置(如在安全区的界

线)又称波克线*左侧还是右侧(距离大约多少厘米(或 ’点在

台岸线上靠近腰袋或角袋的距离是多少(如图 +#,-.所示/

图 "#$%. 确定对称点与瞄准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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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在判定对称点位置!将球杆瞄向主球方向时!注意瞄

准线与近旁彩球的关系"如图#$%&所示!瞄准线旁有一个蓝

色球!该球与瞄准线的垂直距离约#’厘米!记住这个关系"当

运动员回到主球一侧!目测目标球的对称点时!在岸线上的瞄

准点 (是没有任何标志的!但瞄准线与蓝球的距离是可以判

断的!按照距离 #’厘米的关系来确定瞄准线的方向是比较可

靠的"

图 )$*+ 作对称点与确定瞄准点 *

%,破障技法第二要领--平行线法

平行线法是笔者多年理论研究!并经教学实践验证的一

种破障碍辅助方法"这一方法可以比较方便地确定破障瞄准

点"
平行线法本身并不难!只要将目标球球心对准某一球袋

中心引一条虚拟线作为基准线!然后通过主球球心作一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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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线平行的直线!取得在球台岸边上的交点 "!就可以在确

定的线段上求得破障瞄准点 #!如图 $%&’所示(
平行线法要领有两点!一是目标球选哪一个球袋引作基

准线(一般规律是主球计划选取哪个球岸作一库碰撞!就选其

附近的球袋作基准点!然后将目标球球心连接基准点作为基

准线(如图 $%&’中描述的!主球要向右岸碰撞!就选右上角

袋作)*基准线(如果主球选左上岸为碰撞方向!就选左上角

袋作 )*$基准线(

图 +%,- 作平行线确定与岸线交点 ,
二是如何通过主球球心作与基准线平行的直线!确定与

岸边相交的"点(通过主球的直线是否与基准线平行!关系到

"点位置的准确性(为此!也有两种办法.其一!可以用球杆辅

助比划(运动员手持球杆从目标球指向球袋方向!然后将球杆

平移到主球处!就可以用目测判断在岸线上的交点 "的位置!
再看 "点离球袋的距离/或离球桌中轴线的距离0是多少1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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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按主球与目标球离 "点所在岸边距离之比来确定 "点

位置#如主球与目标球离右岸距离之比为 $%&!则 "点就在

右岸的 $’&位置处(如两球离右岸距离之比为 $%)!则 "点

就在右岸的 $’)位置上#见图 $*&+#
,-破障技法第三要领..距岸比例

距岸比例就是主球与目标球对同一岸边距离的比例!这

是作者研究发现的一个重要规律#台球桌的台面是一个规则

的长方形!具有明显的几何特征!可以用几何方法证明出一个

科学关系/只要用平行线法确定从角袋 0到 "点的 0"线段

后!利用两球距一库碰撞的岸边距离之比的关系!就可以大致

确定破障瞄准点1的位置#为什么说是大致确定呢2因为这还

不是最终确定的瞄准点!故称之为原始瞄准点#
如图 $*&34所示!主球 5和目标球 6都位于下岸岸边!

用平行线法确定在右岸上的 "点!那么在 0"线段789上如何

确定原始破障瞄准点 1呢2只要按 5球离右岸距离 4与 6球

离右岸距离 :的比例 4’:关系!就可确定 8线段上的 1点位

置!即/
1点位置;7主球离岸距离’目标球离岸距离9<0"

线段长度 8
即 1;74’:9<8
如 4’:;$’&
则 1;=->8!取 0"线段 8的中点即 1点#
上面已经说过!这个 1点还不是最终确定的破障瞄准点!

因为!当主球以一定角度7不是直角9碰撞岸边时!由于岸边台

呢摩擦力的缘故!使主球发生旋转!因而主球在二库碰撞台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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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反射角发生偏斜!所以必须在 "点的基础上进行修正!这
就是图 #$%&’上的旋转修正量 ()见破障技法第四要领*旋

转修正+,
从这个距岸比例关系可以获得一个重要的规律-只要两

球离岸距离相等!则破障瞄准点 "的位置就是 .线段的中点!
再 根 据 入 射 角 的 大 小 作 适 当 旋 转 修 正 就 可 以 了,见 图 #$
%&/,

图 0$12/ 两球离岸距离相等时 "点的确定

在图 #$%&/的右侧!3#45#两球距下岸距离相等!按平

行线法确定交点 6#!取 7#6#线段 .的 #8%处 为 原 始 瞄 准 点

"#!再作适当的旋转修正)向右前移 #9%个球径+!得到最终

的破障瞄准点 ":#!就可以实现二库破障,
在 图 #$%&/的左侧!3%45%均靠下岸岸边)或距下岸距

离相等+!同样可用平行线法求得上岸交点 6%)即 3球对上岸

的垂直线交点+!取 7%6%线段的中点 "%即一库破障瞄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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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库反弹时虽也发生旋转!但对一库破障影响不大!所以一库

破障不需修正"
#$破障技法第四要领%旋转修正

在第三要领中已经提到!当主球以一定的角度碰岸时会

产生旋转!因而二库碰撞后的球路发生偏斜!反射角小于入射

角!一般偏斜的角度为&’(左右"所以!对原始瞄准点)必须进

行旋转修正"见图 *+,-"
主球碰岸产生旋转的简单机理!如图 *+&’.所示"
主球以入射角 /碰撞右岸时!主球运动方向的力 0分解

为两个分力!一是平行于右岸的向前的分力 0*1二是垂直于

右岸的分力 0,"由于岸边台呢摩擦作用产生与 0*方向相反

的摩擦力 2!由 0,产生的岸边胶垫反弹力是 0,3"摩擦力 2从

球的右边擦动!所以主球就发生顺时针的左旋运动"
当主球离开右岸时!它是以左旋形式前进的!所以与上岸

碰撞时就产生向左的摩擦力!导致主球向左的偏斜运动!因此

反射角就小于入射角"
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台球与岸边摩擦时的摩擦力矩是

最大的!球的转动速度也是最大的!因为台岸对球的擦动的作

用力矩是球的半径"而用球杆击打台球时发生的力矩只能是

球半径的 4’567’5!所以岸边摩擦产生的力矩比球杆产生

的力矩大 #’5以上!这个旋转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必

须加以修正"如图 *+&’8所示"
旋转修正量的确定与入射角和出杆力度有关"一般规律

是!如出杆力度一定!则入射角小时修正量大!入射角大时修

正量小"如入射角一定!出杆力度大时带来旋转角速度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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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主球碰岸发生旋转的机理

图 !"#$& 台球两种转动力矩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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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旋转修正量的估计

修正量就要大$反之修正量就小%根据实践经验$如入射角为

&’()*’($修正量为 +,-).个球径/即 0厘米)++厘米1%如

入射角为 -’()2’($修正量为 ’,-)+个球径/.,3厘米)-,&
厘米1%如图 +"&+所示%

当然$用打偏杆的方法也是修正旋转影响的可取办法$如
向右岸碰撞时可打右偏杆$向左岸碰撞时打左偏杆$而偏杆的

尺度需要反复实践才能取得经验%
以上四个破障技法基本要领将在以后的破障实例中逐个

加以应用和说明%运用这些要领就可以对一些复杂的障碍球

势做到游刃有余$灵活应战%
运动员在破障前$首先要判断球势$分析一下哪条球路可

以利用%下面$举一些例子来说明破障的多方案性%
图 +"&.)图 +"&-都说明$破障碍的路线不是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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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有多种路线!如图 "#$%中&目标球 ’在下腰袋处&主球

(在右下岸中心靠边&两球中间被阻挡!可以有四种破障路

线!

图 )#*+ 多方突破障例 )

图 )#** 破障多方案例 +
在图 "#$$中&主球 (与目标球 ’离上岸距离相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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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五种破障路线!
图 "#$%中&主球 ’与目标球 (位置一上一下&可以有

六种破障路线!

图 )#*+ 破障多方案例 *

图 )#*, 破障多方案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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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 !"#$中%主球 &和目标球 ’在纵向轴线上%可以

有八种破障路线%有两种是一库破障%六种是二库破障(
我们从图 !"#)中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从一

库 破 障 瞄 准 点 *!到 二 库 破 障 瞄 准 点 *)%和 三 库 破 障 瞄 准 点

*#+*,之间%都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如

一库瞄准点 *!距离上腰袋距离为 -*!.
二库瞄准点 *)的位置是 -*!线段移位到右上岸的.三库

瞄准点 *#是 *)在左岸的遥相对应的点.
三库瞄准点 *,是 *)移到右岸下方的相应位置(
以上现象给我们一个新的启示%即假定一库破障路线被

一个球阻挡%就可以移位到二库点%或 移 位 到 三 库 点 加 以 修

正(这些移动点的位置都是一库点 *!或线段 /*!的移位%然
后根据二库或三库碰撞点进行旋转修正(

确定是否要进行旋转修正的一般原则是0逢单不修%逢双

必修(就是说%一库+三库基本上可不进行旋转修正%而二库+
四库必须进行旋转修正(所说的三库基本上可不修正%是由于

出杆力度大小与台呢的顺毛和逆毛有关%如果第一次发生一

些偏差%在第二次加以适当修正就可以了(

1二2一库破障技法

!3用对称点法破障

当目标球离岸边不太远%且便于判断对称点时%可用对称

点法一库破障%如图 !"#4所示(在操作时要注意%主球向 ’
球的对称点 ’5瞄准时%主球的实际碰撞点并不是 *点%而是

向后移了一段距离(为了修正碰岸点后移的影响%应采用高杆

6,#6 台球技巧与战术



击点!且用力不要太猛!防止变向"
如果主球与目标球均离岸很近!入射角很小时!可能产生

台呢滑动现象!使主球的运动在碰岸时向前滑动一小段距离

#$%而偏离目标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用低杆打法!或
用高杆!但需将碰岸点后移一个 $距离"见图 &’()"

图 *’+, 利用对称点一库破障

图 *’+- 两球距岸很近时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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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用平行线法一库破障例 !

图 !"#% 用平行线法一库破障例 &

’(用平行线法破障

当目标球离岸边较远)不便于判断对称点时)可以采用平

行线法破障*如图 +",-所示)目标球 .靠近彩球 /)主球 0
在蓝球置球点附近*操作方法是1以彩球 /向岸边设想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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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垂直线交于上岸 !点"然后以 !#线为法线取 $球的对称

点 $%"连 $%!为基准线"则 &球作直线 &’平行于 !$%交于

上岸的’点"那么"!’线段的中点(就是破障瞄准点)用高杆

以适当力度一库破障即可)
如果黄球*或棕球+绿球,是障碍球"可以用安全区的波克

线为法线"取 $球的对称点 $%"用平行线法可确定一库破障

点 ("见图 -./0)
/1用两球离岸距离之比破障

当目标球离岸较远"不便于取对称点时"可以用两球离同

一岸边距离之比来计算破障点)如图-.23中"目标球离左岸

距离为 4"主球离左岸距离为 5"两球横向距离为 6*即两球向

左岸作垂线的交点之间的距离,)先确定 6线段的中点 !"再
以靠近目标球一侧的 678线段"按 4与 5的比例来确定破障

瞄准点 (

图 9.:; 用两球离岸距离比确定破障瞄准点例 9

<=/<台球技巧与战术



设目标球离左岸距离是主球离左岸距离的 !"#$
即 %&’"#
则 (&)!"#*+),"-*&,".$即一半 ,线段的 !"#处/
设 0球在下腰袋处$则 %"’&!"-
(&)!"-*+),"-*&,"#$即一半 ,线段的 !"-处/见图 !

1#2/
如果 340两球如图 !1#!的球势$可以用同样办法$先

判定两球离上岸距离的比例关系$再确定两球横向距离 ,的

中点 5/再在 ,线段一半范围内用 %与 ’的比例关系确定破

障瞄准点 (/)注意6,的长度限定不能超过上岸长度的 !"-*

图 7187 用两球离岸距离比确定破障瞄准点例 9
如图 !1#!中的两球离岸距离之比约为 !:;$则 (为 ,

一半线段的 !";处$即 ,全线段的 !"<处为破障瞄准点/
#=用偏杆一库破障

如 果用对称点法或平行线法确定的破障瞄准点(仍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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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用偏杆一库破障例 !

图 !"#% 用偏杆一库破障例 $
到阻挡&按照左’右(偏杆可以使主球发生 )*+向左’或向

右(偏转的原理&可以用较强的偏转球来进行一库破障,如图

-"./所示&红球被黑球阻挡&用对称点法也受阻&可以用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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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杆破障!但要注意控制好击点位置和力度"要使主球真正旋

转起来"才能有较好的偏转效果!有的初学者认为"只要击点

打准就可以了!但力度不够"没有使球转起来"碰岸后偏转很

小"还是达不到破障目的的!
如 果 #$%两 球 正 好 在 腰 袋 两 侧"破 障 瞄 准 点 在 腰 袋 处

&或有其它球阻挡’"如图 ()*+"可用左偏杆&或右偏杆’碰上

腰袋的右侧&或左侧’"可以实现一库偏转破障!

图 ,)-- 用腰袋弧面破障

./用腰袋弧面破障

由于司诺克台球桌的腰袋两侧的弧面近似规则的圆弧"
当主球 #与目标球 %处于腰袋两侧被阻挡时"可利用弧面反

射的原理进行破障碍球!技法要领是0先判定弧面的圆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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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然后连目标球与圆心"的直线"#交于圆弧上的$点!连
主球 %与圆心 "的直线 "%交于圆弧上的 &点!取 &$弧段

的中点’就是破障瞄准点!用高杆经一库反弹可击中#球(注

意不要用暴杆!以免球路变向(见图 )*++(
这里要注意的是!’点判断得是否准确!取决于对弧面圆

心 "的判断是否准确(而由弧面形成的圆与腰袋的圆近似!
所以在操作时!设想弧面圆与腰袋圆大小相当!并且相切!这

样就可以判定弧面的圆心"所在位置了(判定了"点的位置

后!还得用眼睛估测主球与目标球与 "点的连线在弧面上的

交点 &,$!只要 &,$点估测基本准确!加 上 球 的 直 径 是 -./-
厘米!有一个允许误差!所以一般问题不大(

图 0*12 用腰袋中点破障

3.用腰袋中点破障

利用腰袋弧面破障的第二个方法是!先确定长岸内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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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下腰袋中心连线的交点 !"见图 #$%&"连 主 球 ’与 !
为基准线 ’!"作 !(垂直于 !’"交于弧面上的 (点"主球只

要瞄准 (点)实际碰撞点在 *点+就可实现一库破障,
注意控制好力度和击点"以免变向产生误差,
-.取台面内对称点破障

如图 #$%/所示"在台球比赛中经常出现主球 ’与目标

球 0各处球台一侧的情况"位置拉得很开"中间被阻挡"给判

定一库破障瞄准点带来一定困难,如果取台外对称点"由于离

岸较远"不易取准,这时运用平行线方法"可以比较容易地确

定破障瞄准点 *,

图 1$23 取台面内对称点破障技法例 1
在图 #$%/中"红球 0在黑球左侧"主球 ’在黄球右侧"

形成障碍球,技法要领是4取上腰袋中心!为基准点"将0球

位置移到右岸相对称的位置 05处"连 05!为基准线"过 ’作

直线’6平行于05!"交于上岸6处,取!6线段的中点*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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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障瞄准点!用高杆击打可一库击中 "球#
如果目标球 "在左下角袋处!主球 $在安全区的波克线

下侧靠岸处!两球中间被阻挡!见图 %&’(#可以用同样方法!
把 "球移到右侧对称处 ")!连接 ")*为基准线!过 $作直线

平行于 ")*交于上腰袋左侧 +点!取 *+线段的中点 ,就是

破障瞄准点#

图 -&./ 取台面内对称点破障技法例 0
此例由于两球均靠下岸边!也可以不作平行线!只要取 $

球与 ")距离的一半线段!移到上腰袋的左侧处!就是破障瞄

准点 ,#注意要取中上点高杆击球#
12取红球堆的对称点破障

如图 %&’1#台球比赛中经常遇到的球势还有红球堆尚

未打散!主球在安全区一侧形成障碍#由于司诺克台球的置球

点 有一定规范!红球堆的堆心 "3即红球堆第三排的中间球4
在粉球左侧约 %5厘米处!而波克线距右区中心为 %1厘米!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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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可取棕色球作为红球堆的对称点 !"#因此$不管主球在安

全区的任何一个彩球旁边形成障碍球时$只要按照平行线破

障法的要领$连 !"到腰袋中心 %作基准线 !"%$过主球 &作

直线 &’平行于 !"%交于上岸(或下岸)的 ’点$取 %’线段的

*+,处即为一库破障点 -#

图 ./01 取红球堆对称点破障

注意$为避免将红球堆撞开$出杆力度要轻$最好是主球

经一库后轻贴在球堆边#

(三)二库破障技法

利用主球两次撞岸后击中目标球的破障技法是台球运动

中的高级技法$涉及到破障瞄准点的确定2出杆力度的控制$
以及对旋转影响的修正等技法$所以比较复杂#

由于本章一开始就介绍了破障的基本要领$本书就各种

障碍球势如何进行二库破障$在技法上进行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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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球均贴岸时的破障

如图 !#$%&主球 ’位于下岸并紧贴岸边&目标球在下腰

袋口&中间有彩球阻挡&且不具备一库破障条件(

图 )#*+ 二库破障例 )
技法要领,计划用主球向右岸碰撞&实现二库破障&所以&

基准点 -选在右上角袋中心(连 .-为基准线&过 ’作直线

’/平行于.-交于右岸/点(根据’0.两球离右岸距离之比

为 !12&所以在 -/线段上确定 !32处为原始瞄准点 4(再按

主球如入射角 5约为 678&旋转修正量取 !9厘米左右(这样&
实际破障瞄准点 4:约在 -/线段的 236处(为了便以记忆&将
二库以上破障的步骤归纳如下,

;!<选好基准点 -;一般以角袋中心为基准点<=
;2<连好从目标球 .的球心到角袋中心 -的基准线 .-=
;6<通 过 主 球 ’作 直 线 与 基 准 线 平 行 并 交 于 岸 边 的 /

点=
;$<估测 ’0.两球离 /点所在岸边的距离 >和 ?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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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即 "#$%
&’(在 )*线段上按 "#$的比例确定破障原始瞄准点 +%

&,(根据主球入射角的大小进行旋转修正!从 +向角袋方向加

一段修正距离-
按照上面归纳的六个步骤!操作起来似乎比较麻烦-实际

上只要在实践中反复体会应用!就可熟能生巧!应用自如了-
在上例的图中!如果主球位置不动!可将目标球的位置移

动到左半区的中点下侧靠岸处 ./和左下角袋口处 .0-用平

行线法可得到两个*点&*/和*0(!按1与./球的离岸距离比

例关系为 /23!1与 .0球的离岸距离比例关系为 /24!就可

以得到 )*/线段上的破障瞄准点 +/!和 )*0线段上的破障瞄

准点 +0-由于主球的两个入射角不同!+/的入射角小些!+0的

入射角大些!所以两者的旋转修正量也不同!+/的 修 正 量 大

些!+0的修正量小些-见图 /5’6-

图 7589 二库破障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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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球贴岸#一球离岸时的破障

在图 $%&$中#目标球 ’在粉球的置球点上#主球 (在

右半区的下腰袋右侧#两球中间被阻挡#且不具备一库破障条

件)在这种情况下#用平行线法确定*+线段的方法相同#(,’
球离岸比例的计算方法也一样#仍为 $-!)虽 ’球上下变动

了位置#但离右岸距离不变)从图上可以看出#主要是主球的

入射角变大了#约为.&/0在图$%.1中的入射角是2&/3#所以

旋转修正量控制在 &厘米左右)

图 4%54 二库破障例 6

2"两球相距很近#中间被阻挡时的破障

当主球 (与目标球 ’被几个彩球阻挡#且两球相距很近

并无一库破障可能时#一般都采取向左上角袋处两库反弹)从
图 $%&!可看出#由于入射角较小#约为 !&/#所以旋转修正量

较大#破障瞄准点 7靠近左上角袋#也可加点左偏杆)
."两球均离岸时的破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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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球!与目标球"均不靠岸#破障技法同上$如图%&’(
所示#两球离右岸距离之比约为 %)*#但入射角约为 ’+,#所

以原始瞄准点-在./线段的中点#而修正量约 %0’个球径12
厘米34厘米5$

图 6&78 两球相距很近时的二库破障

图 6&79 两球均离岸的二库破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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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出杆力度与台呢新旧程度的不同!如果第一次破障

有偏差!可稍作调整!第二次应该成功"
#$上下岸对折破障

如果利用平行线法二库破障的球路被阻挡!可以采用上

下岸对折的方法来进行二库破障"如图 %&#’所示!目标球(
在安全区的棕球右侧!主球在黑球置球点上!台面上其它球比

较散!但存在对折破障的可能"
上下岸对折破障的技法要领是)
*%+先判定 ,-(两球的横向距离"即两球向上岸作垂线

在岸边交点 ./间的距离*0+1
*2+取 0线段左侧的 %3’处为原始瞄准点 4的位置1
*5+进行旋转修正"因为上下对折碰撞与成直角的两岸碰

撞不同!虽然在碰撞上岸时产生逆时针的右旋转!但在碰撞下

岸时又发生顺时针的左旋转状态"两者有所抵消!但因力度减

弱!所以旋转修正量可以很小"

图 6&78 上下折二库破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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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 !"#$中还显示出%如果主球 &与目标球不在同一

条纵轴上%而是在 &!位置时%可以先按两球在同一轴线的情

况求得 ’点%以 &’为基准线(再以 &!作直线平行于 &’线交

于上岸 )点%取 )’线段的 !*+处为破障瞄准点 ’!%再稍作旋

转修正就可以了,

图 -".. 偏杆二库破障

/0偏杆二库破障

如图 !"##中所列出的目标球 1与主球 &的位置情况%
主球无一库破障条件,可采用左偏杆瞄准左上角袋的左下侧

出杆%经二库折向左下方的目标球,注意要把主球真正旋转起

来%否则效果就不明显,
20利用角袋二库破障

台球在台面上的位置可以说是变幻莫测%有时候主球与

目 标球的位置被阻挡%简 直 让 你 一 筹 莫 展,但 是%只 要 不 是

3死4球%总是会有解决办法的,如图 !"#/的球势%两球在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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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附近!中间被彩球阻挡!其它球路也均被阻挡"可以利用角

袋两侧弧面的对应关系来破障"问题是怎样确定破障瞄准点

#"
技法要领是$
%&’先判定台球桌长岸与短岸内侧线在角袋口的交点 ()

%*’连接主球 +与交点 (的直线 +()
%,’作 +(的垂直线 (#交于角袋右侧弧面上的 #点!这

就是破障瞄准点"
主球用中上击点碰撞 #点!经右弧面反弹向左弧面折向

目标球 -"见图 &./0"

图 1.23 利用角袋二库破障

由图可见!用这种方法破障!主球的球路基本上近似直角

折射"从而解决了类似情况的特殊破障问题"
如果要求主球的球路呈锐角反弹!如图 &./4所示!目标

5&/5台球技巧与战术



球 !在左上角袋的右下方"解决的思路是把瞄准点的位置从

#点向右移动一个距离"到 #$处%并用左上击点"就可实施锐

角破障%至于移动多大距离"使主球二库反弹的方向偏转多

大"可以通过大量练习来掌握锐角破障的技法要领%

图 &’() 利用腰袋锐角破障

图 &’(* 对红球堆的二库破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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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红球堆的二库破障

在台球比赛中经常遇到主球在安全区的彩球旁边#贴得

较紧$红球堆尚未打开#形成障碍$并且一库和对折破障球路

也不具备条件#只能进行二库破障$对这种情况#如果处理不

好可能会击中粉球或黑球$见图 %&’!$
我们掌握了前面介绍的平行线法#再加上旋转修正#应该

是可以解决的$这里主要介绍一种方法#就是用平行线法确定

()线段后#怎样估测两球离岸距离的比例关系$如图 %&’!
所示的情况#主球与红球堆中心的离岸距离之比大致都 %*
+"’,%*’之间#由于入射角较大#旋转修正量较小#所以一

般取 %*’即可$这样#凡遇到图 %&’!的情况#只要取()线

段的 %-’左右处就是破障瞄准点位置$
在图 %&’!的上部#还描述了主球不紧贴彩球#位于波克

线与底岸之间的一个球例$这种情况可从红球堆中心向左上

角袋引基准线#然后通过 ./作直线平行于基准线#交于上岸

的 )点#取左上角袋到 )点线段的 %-/处#就是破障瞄准点

0$
根据以上介绍的 !种二库破障球例和方法#可以自己摆

一些球势进行二库破障练习#以便实际体会平行线法1离岸距

离比例#以及根据入射角进行旋转修正的关系#加深对破障技

法的理解$

2四3三库破障技法

当一库或二库破障的球路均被阻挡时#就要考虑采用三

库破障的方法来解决$一般认为#主球要经过三次碰撞岸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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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中目标球!是一项难度相当大的打法"事实上在一百多年前

就盛行的无袋式台球#开伦式台球运动中!早就有了一套打

法!如规定主球必须经过三库$四库后击中目标球才能得分"
虽然开伦球的球桌比较小!但是!在技法上是一样的"有些台

球书籍上也有所介绍"找到了一些三库破障规律!现将几种技

法要领介绍于后%

图 &’()* 按基准线三库破障

+,按基准线方向三库破障

在三库破障技法中怎样应用破障技法要领呢-
首先看一下对称点法和平行线法在三库破障中的应用"

在 图 +’./中 布 置 了 一 个 典 型 球 例!主 球 0在 右 半 区 的 中

点!目标球 1在左半区的粉球置球点"先从球 1对右上角袋

2引一基准线!过 0球作直线平行于 12!交于右岸的 3点"
然后取球 0对右岸内侧线的对称点 04!取球 1对左岸内侧

线的对称点 1+!然后取得 1+对上岸内侧线向左延长线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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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点!"#连$%与!&’交于右岸的(点正好与)点基本重合#这

就说明’三库破障的瞄准点正好就是与基准线平行的 $)线

的端点 )’这时的 )*(#见图 &+,-.#
再看破障技法要领中的离岸距离比与旋转修正问题在三

库破障中是什么关系#
三库破障的两球离岸比例不同于二库破障’二库破障的

离岸距离是对一库碰撞的台岸’而三库破障的离岸距离是对

二库碰撞的台岸#所以’在这个球例中’$/!两球离上岸距离

相等’.与 0之比为 &#所以破障瞄准点仍在 )点#
关于三库破障旋转修正问题’由于主球要经过三次碰岸’

在第二次和第三次碰岸时产生的不同方向摩擦将第一次碰岸

摩擦产生的旋转影响近似抵消#所以’如果力度适中’入射角

度在 1234523之间’基本上可以不修正#见图 &+,-0#

图 6+780 按基准线三库破障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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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按基准线三库破障 %

图 !"#! 用一库破障瞄准点移位实现三库破障

如果 &’(两球离上岸距离不等)假定主球 &离上岸远)
那么上面的规律是否还适用呢*从图 +",-中可见)基准线

(.的斜度与上例一致)而 &/的斜度也未变)只是把上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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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点向下移动一个距离"而移动的距离等于原来#!线段乘

以 $%&"所以’不管 (点如何变动’三库破障规律都不变’即)
破障瞄准方向就是基准线的方向"

*+用一库破障瞄准点移位实现三库破障

在 前面提到的破障多方案球例中的第一个球例,见图 -
./*0中’用一库破障瞄准点 1-移位到左岸的上侧和右岸的

下侧相应位置’可实现三库破障"同样’用二库破障瞄准点移

位也能实现三库破障"见图 -.2-"
/+三折破障

如图 -.2*所示’主球 (与目标球 3离上岸距离相等"
假设用上面提到的一库4二库或三库破障条件不具备’可考虑

用上下岸的三折反弹来破障"

图 5.67 三折破障

技法要领是)
,-0先判定 (43两球间的距离 8’用目测判断两球分别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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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于上岸的交点 !"#之间的距离$
%&’取 !#线段的中点左侧 ()*%即 +线段的 (),’处为破

障瞄准点 -$
%.’由于三次撞岸产生方向相反的旋转/所以基本上抵消

了旋转影响/如力度合适/可以不加旋转修正0
在实际操作中要注意/选择三折破障前要判断第二次碰

岸是否在腰袋处/可根据情况打偏杆进行修正0同时不要出杆

太重/以免影响球路的走向0
*1用过渡点三库破障

这个破障技法的思路是将三库破障化为二库问题处理/
使复杂问题简单化0关键是选好三库破障的过渡点/如图 (2
3.所示0

目标球 4在左岸中部/主球 5在右区中下部/要用三库

反弹击中 4球0由于两个球都在岸边/不可能采用按基准线

瞄准法/所以/这种技法的关键是要找准过渡点 60根据 4球

所在位置/设定 6点在左区下岸的中点0以 6点为二库目标

点/用平行线法"离岸距离的比例和旋转修正确定一库瞄准点

-0这样/主球只要瞄准 -点/就可以三库击中 4球0
那么为什么6点选在左区下岸中点呢7从图 (23.中可

以看出/如果主球瞄准右岸中点击打/入射角为 *89/假 设 不

发生旋转/则主球必定碰右岸后/再以 *89反射角向右上岸的

中点运动/再次以 *89方向弹向左区下岸中点%即 6点’/并从

6点以 *89反弹向 4球0所以选 6点是可以的0而实际情况

是/主球 5碰右岸时要发生旋转/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三库碰

撞基本上可不必修正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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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用过渡点三库破障

图 !"#% 用二库办法解决四库破障

注&过渡点 ’的选取(也可用 )球对下岸的对称点 )*对
准主球的二库点的连线来确定+见图 ,"-.+

/01/台球技巧与战术



!五"多库破障技法

这里指的多库#是指四库以上的破障技法$主要思路是将

四库%五库问题化为二库问题#这样#多库破障问题就简化了$
技法的关键也是选好过渡点 &和 ’$

如在图 ()*+中#主球在粉球左侧#且贴得较紧$目标球

,在右上角袋附近#周围有几个彩球$由于 -分球背靠背#这
种球势很难用三库解决$只能用四库破障$其技法步骤如下.

!("先取目标球 ,的对称点 ,/0
!1"根据 ,/的位置#估测三库过渡点 &0
!2"把 &点作为模拟目标点#用平行线法确定主球一库

破障瞄准点 30
!+"用左偏杆瞄准 3点出杆#使主球经四库击中 ,球$

图 4)56 五库破障的简化技法

如果像图 ()*-的球势#四库破障也有困难#这就需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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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库反弹来破障!在技法思路上要考虑找两个过渡点"就是三

库过渡点 #和四库过渡点 $!
首先要找好四库过渡点 $"用 %球对左岸的对称点 %&来

估测四库点 $"再用 $点来判定三库过渡点 #"这样就可以用

二库破障办法来解决五库破障问题了!
选取合适的过渡点#和$"是比较复杂的技法"可假设多

种球势"进行大量的练习以积累经验"遇到类似情况时就可以

比较快地选定过渡点!

’六(弧线球破障技法

当主球与目标球距离较远"中间被阻挡时"也可以用弧线

球的技法来破障!如图 )*++所示!

图 ,*-- 弧线球破障

能否打出一杆漂亮的弧线球来"关键有二.一是主球上的

击点位置要选好!击点应选择在中心偏左’或右(稍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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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主球发生强烈的左!或右"旋#二是球杆要成 $%&’(%&角度)
以增大主球对台呢的压力)从而增大 摩 擦 力)使 球 产 生 向 左

!或右"的曲线运动*见图 +,-./*

图 0,12/ 弧线球技法 0

图 0,123 打弧线球的姿势 0
有的初学者反映)为什么球杆的角度对)也打在左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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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上!击点上"就是打不出弧线球来呢#关键在于击点位置选

择不当$一定要注意击打在按球杆方向对准球的中心编左 %&
’(球径处"如果打得过高"对台面的压力就小"形不成有效的

反向旋转力矩$见图 ’)*%+$
再就是球杆的角 度 可 适 当 抬 高 到 ,-.左 右"并 控 制 好 出

杆力度"如力度过小也打不出弧线来$另外"打弧线球前一定

要擦巧克粉以增大摩擦$见图 ’)*%/$

图 0)12/ 打弧线球姿势 3

4七!竖棒球破障技法

当被障碍的两球距离较近"且没有其它破障球路可选时"
可考虑用竖棒球技法来解决$如图 ’)*5$

竖棒球的技法关键是"球杆成 *-.65-."近似直角"击打

俯视方向4即由上往台面方向观看!球的左4或右!下击点"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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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竖棒球的运动轨迹

图 !"#% 竖棒球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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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发生侧向旋转!先向右向前呈弧线运动一段短距离后

即向左后方向运动!形成一个弧度很大的曲线轨迹"从图 #$
%&可见!它是集缩球’侧旋球相结合的综合性运动!类似于艺

术体操中的藤圈表演!当反向旋转的 藤 圈 抛 出 后!先 向 前 运

动!然后倒退回来!这与竖棒球在机理上是一样的"

图 ($)*+ 打竖棒球姿势

要注意!台呢价格昂贵!初学者不

要随意在球台上学练竖棒球!因为球

杆掌握不稳时会扎破台呢"
打竖棒球的姿 势 见 图 #$,-+和

图 #$,-."

/八0跳球破障技法

见图 #$,#"图 #$,1"在 &球比

赛中允许采用跳球破障!但规则规定!
球杆必须击打主球中点以上部位!否

则算犯规"
打跳球的技法要领是2
#3击 点 位 置 在 如 图 示 的 球 杆 指

向球心方向的交点 +和通过球心的平

行于台面方向的交点 .的范围内"
13根据目标球的距离!决定球杆

的角度与击点高低"如图示!角度稍小

时!跳起的高度较低4角度较大时!跳

起的高度就较高"而距离的远近则由

控制出杆力度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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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打竖棒球手势

图 !"#! 跳球技法

&九’应用破障计算系统

在 台 球 运 动 中 采 用 计 算 公 式 来 确 定 破 障 瞄 准 点(始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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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跳球破障示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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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年’英国的怀特()*+,-.)/在题为0台球

桌的角逐1(234567 89 :;6 :<=56/一书中首次提出中用钻

石系统(>?<@83A 7B7:6@/来计算瞄准点$当时主要用于球

台周围镶有标志的开伦球和!C彩球比赛中$在怀特首创的钻

石系统基础上’不少国家先后又提出了各种类型的计算系统’
如时 钟 系 统(D58EF 7B7:6@/G死 球 系 统(>6<AH=<55 7B7I
:6@/G五分半系统(J*J 7K8: 7B7:6@/以及标志系统(LD
M<NF7 7B7:6@/等等$几种系统大同小异’其主要思路都是

设定在球台边框上分几等分’规定主球与目标球的数字符号’
用计算公式求破障点的位置$

这种计算系统在 "球G!C球的台面上有现成的标志’利

用起来比较方便$而在司诺克球台上只能估测这些标志位置’
但也可以利用这种方法$

下面介绍几种破障计算系统的方法O
!*!PQHQP!系统

如图 !H&Q所示’将台面周围按长岸分 %等分’短岸分 R
等分$C个球袋处都为 S’然后按 !PQHQP!头尾相连的方法

设定各自的位置$
计算举例O设主球 2在左下岸的 P处’对不同位置的目

标球’如何利用 !PQHQP!系统$
(!/设目标球T在右下岸的P处’只要瞄准右上岸的P’2

球经二库可击中 T球$
(P/目标球 T!在右下岸边 Q处’可瞄准左岸的 Q经二库

可击中 T!球$
(Q/设 目 标 球TP位 于 下 腰 袋S处’可 瞄 准 左 上 岸 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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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计算系统

图 !"#& !’等分系统球例

一库击中 ()球*
由此可得出如下规律+凡二库或三库破障,需运用 -)."

.)-系统时,只要瞄准斜对岸的相应数字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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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分系统

将长岸分 #$等分%短岸分 &等分%如图 #’()*
举例+设主球,在下岸 #)处%目标球-在下岸 $处*则+
一库破障点 ./0,1-23!

/0#)1$23!
/#40在上岸 #4处2

二库破障点 ./0,’-23!
/0#)’$23!
/)0在上岸 )处2

如主球在右岸 !4处%目标球在下岸 $处%则+
一库破障点 ./0!41$23!

/#50在上岸 #5处2
二库破障点 ./0!4’$23!

/(0在上岸 (处2
注意%在二库破障时也要加旋转修正*
5"6分法系统

台框上也是按长岸分 &等分%短岸分 )等分%但主球和目

标球标志的数字不同%上下岸相同*见图 #’(6*
主球+长岸 #"6 !"4 !"6 5"4 5"6 )"4 )"6 6"4

右岸 $ ( &
目标球+长岸 # ! 5 ) 6 $ ( &
计算公式+./,’-
球例+设主球 ,在右岸 $处%目标球 -在上岸 6处%则+.

/$’6/#0在下岸 #处2主球只要瞄准下岸 #处%就可二库击

中目标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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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计算系统的数字标志是在边框的中间&
不是在台岸的内侧’所以&在图 "%()中瞄准左下岸 "时&实
际碰撞点在 "和 #之间’而主球的位置 *和目标球位置 )&也
都不在边框上&只是相对位置而言’

图 +%,- 五分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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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台球技巧与实例

一!台球技巧种类与主要技法分析

"一#台球技巧的种类

台球是一项创造性很强的运动$不少优秀的职业台球运

动员都会打出几手漂亮的技巧项目$他们大都是世界级台球

冠军%这些技巧都是运用其娴熟的基本技能与丰富的科学实

践经验$经过反复研究!实践而创造出来的$所以不少技巧项

目都是某些世界冠军的保留项目%如司蒂夫&戴维斯的单手

缩球$丹尼斯&泰勒的美人卧桌’高射炮($泰雷&格里菲斯的

连珠炮和跳球$特别是美国的台球艺术大师麦克&马赛伊创

造的组合球和手技项目$更是令人叹为神奇)
台球爱好者在赛球之余$若能打上几杆花球$不仅是一项

极好的消遣$也是对基本技能的综合锤炼%为此笔者把至今所

能收集到的 *++多例技巧项目整理出来$并对其技法进行了

一些分析$以满足爱好者的需求%台球技巧就其内容大致可归

纳为以下几类,
*-利用球杆导向形成系列技巧项目%如用球杆导向落

袋!球杆导向后转轨击球!球杆导向进’胡同(击球!’地震式(
和’余震式(球杆组合等%

.-利用跳球形成系列技巧项目%如跳球入帽!跳出重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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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过三角架击球!双级跳!三级跳!跳球入篓等"
#$利用串球形成系列技巧项目"如蛇形多米诺球阵!单

串球!双串球!四串球!柱上串球!瓶上串球等"
%$利用球的组合形成系列技巧项目"如一杆六球入袋!

粉球突围!排阻入袋等"
&$手技项目"利用手指和手腕的甩转使球在台面上形成

各种各样的曲线运动或用球杆打出有趣的运动来"
’$速度性技巧"如在主球入袋过程中(将 ’)*+个彩球

连珠般地打入同一球袋"
,$利用球的相互啮合运动形成系列技巧项目"如一杆三

球入袋!四球串列入三袋!贴球移位入袋等"
-$趣味性技巧项目"本身技法并不复杂(而在于构思奇

特(带有滑稽性和取乐性(如双球扭秧歌!拨球开道!棒打鸳鸯

等"
.$表演性技巧项目"这些项目(一般都是一些台球高手

的保留节目(如戴维斯的金币撞黑球 入 袋!马 赛 伊 的 怪 弧 线

球!格里菲斯的远距跳球入篓等"

/二0台球技巧主要技法分析

不少台球爱好者在观看国际台球高手表演后深为赞叹(
有的技巧表演简直使人难以置信"其实(所有的技巧项目在技

法上都有其科学根据(都离不开基础功法"下面就几种主要技

法作些分析"
*$跳球

跳球有四种情况(一是低杆击球引起跳球1二是球杆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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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角度击打球的中上部引起跳球!三是打跟杆"使主球碰岸后

引起跳球!四是跳起的主球撞击目标球使之跳起#
现对这四种情况的技法分析如下$
%&’低杆跳球

如图 ()&"球杆以 (*+,-*+角度 击 打 球 的 中 下 部"使 主

球向前向上跳起"跳起的高度和距离可用控制力度来实现#

图 .)/ 低杆跳球

图 .). 高杆跳球

%(’高杆跳球

用球杆以 01+左右击打球的中上部"使主球跳起#为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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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杆!应该瞄准平行于台面的主球球心和球杆方向的球心之

间的范围!即 "和 #之间的范围内$见图 %&%$
’()跟杆碰岸跳球

打跟杆利用岸边的摩擦作用使主球向后向上跳起$见图

%&($

图 *&+ 跟杆碰岸跳球

图 *&, 球撞球跳球

’-)球撞球跳球

用跳起的主球撞击目标球的中上部!使目标球也跳起$难
点在于如何控制好撞击点的位置!需要艰苦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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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用低杆或中上部击点引起的球撞球跳球!撞击目

标球后的运动状态是不同的!见图 "#$!低杆跳球的球路比

中上部跳球的球路跳得高%
"&球杆导向

用球杆引导运动中的台球按规定路线入袋或转轨而下把

指定方向的袋口球击入球袋%其主要技法有二’
一是球杆的摆放%凡是用球杆导向落袋的!要把球杆尾部

顶在袋口!并留出落袋的空间(凡需要让球在球袋口转轨的!
需把双杆的尾部平行地顶在球袋底边!导向杆也顶在袋底!以
保证球能顺利地在球袋底部转轨%见图 "#)%

图 *#+ 球杆的摆放

二是球路的设计%要想把台球经三次碰岸后进入球杆形

成的叉口!必须精心设计球路的走向%技法关键是选好瞄准点

,!其操作方法相当于三库破障%只要确定好过渡点-!就可以

用二库破障方法进行了%如图 "#.所示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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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球杆导向球例

在图 $"%中&三根球杆在右上角袋摆成两个叉口&主球

’在台面的左侧(’球要经三库后弹入叉口&必须先在下腰

袋左侧选择一个过渡点 )&然后以 )点为假设目标点&用平

行线法&取左上角袋为基准点 *&连 )*为基准线&过 ’作直

线平行于 )*&交于上岸的 +点&则取 *+线段的中点并加旋

转修正&就可得到瞄准点,(这样&主球’经三库后进入叉口&
然后落入右上角袋(

-.串球让路技法

在串球系列技巧项目中&经常把黑球放在一串红球的中

间&而要把黑球顶入球袋&必须先清除黑球运动前方的一个或

几个红球&以让出通路来(
一般有以下四种让路形式/
012黑球前紧贴一个红球

利用台岸的反弹作用&可在让路红球 1的侧方紧贴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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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球 !"如图 !#$的摆法"当黑球左面的红球受到撞击时"红
球 %要往右运动"但受红球 !的阻挡"而红球 !受红球 %的推

动"产生一个反作用力"使得红球 %因受台岸的反作用力而离

开岸边给黑球让路&

图 ’#( 紧贴红球让路

图 ’#) 三球让路

*!+黑球前进方向紧贴三个红球

如图 !#,所示"黑球要进入左上腰袋"必须先把运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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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三个红球推开!技法思路与上例相同"在侧方有三个红球!
因为需要有一个红球撞击另外两个串球"所以"紧贴红球的方

向朝向串球方向!用主球直接击打这三个紧贴球的尾部"同样

可把贴岸的 #个红球弹离岸边为黑球让路!
$#%黑球运动前方有一个红球"并相隔一段距离

一般有两种情况&

图 ’() 近距离让路

一是如图 *(+所示"黑球

要进入左下角袋"隔 ,-厘米左

右有一个红球 *阻挡!主球在

撞击红球 ,的 同 时"利 用 球 球

相碰产生分 离 角 运 动 的 原 理"
先把红球 *撞 离 岸 边"为 黑 球

让路!
二 是 如 图 *(,.所 示"在

黑球前进方 向"相 隔 较 远 处 被

一个红球阻挡!主球在撞击红

球 ,使 黑 球 向 前 运 动 的 过 程

中"提前把红球 *撞开!
技 法 要 领 是"对 主 球 用 打

右 弧 线 球 的 方 法"球 杆 以 /.0
左右的角度"击打主球的中右稍上的击点"使主球撞开红球 ,
后"以右弧线运动将红球*踢开!关键是要根据红球*的距离

远近控制好力度!
注意"主球与红球 ,不要贴得太紧"以便主球撞击红球 ,

后能较方便地脱身向右前方曲线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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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远距离让路

%&组合球的摆球技法

当我们观看台球技巧表演时’有的台球高手一杆能将 (
个球打落袋内)在本书以后各节中也将举这样的球例)有的

将 (个球放在球台中间’有的将球摆在靠岸的地方’但都可以

一杆将 (个球击落袋内)其技法诀窍在哪里呢*
有的认为这主要是摆球的问题’只要把相邻的两个球对

准球袋就可以了)实际上’按这样的摆法’一个球也打不进袋)
组合球的技巧项目有不少学问’其中一个关键技法’就叫

移位技术)
移位技术是利用紧贴的两球之间的相互啮合效应’就像

两个齿轮传动原理一样’当第一球右旋时’第二球就发生左旋

运动)前面已经讲过’当台球左旋时’由于台呢的相对摩擦’会
使 球向左成曲线运动’右旋时就向右成曲线运动)如图 +"
,,’球 ,和球 +紧贴’两球指向右上角袋左侧’当主球撞击球

,的左侧后’球 +能以右弧线运动进入袋内)这就是移位现

象)见图 +",,)
移位技术是组合技巧项目的基础技术’在摆放组合球时’

都应该考虑移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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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举一个最典型的体现移位技术的球例!!一杆将 "
个球打进球袋#并对其技法进行分析$见图 %&’%$

图 (&)) 移位技术机理

图 (&)( 一杆 *球落袋的摆法

为便于说明问题#本例用 ’"彩球的球桌来进行分析$
+’,球的摆法

按图 %&’%中的方格图#将主球摆在纵轴线的腰袋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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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的位置上!然后将 "个彩球按图的摆法!球 #和球 $与主球

紧贴!并分别指向腰袋的左侧%球 &和球 ’分别紧贴球 #和球

$!并指向左上角袋下侧和左下角袋上侧%球 ()球 "分别与球

#)球 $紧贴!并指向右上角袋的下侧和右下角袋的上侧*
+$,"球运动解析

当主球同时撞击球 #和球 $时!这里要注意!主球撞击的

是球 #的左侧!使球 #左旋!并使球 &右旋!所以球 &以右弧

线进入左上角袋*而球 #本身受球 &的反弹后退撞向球 (!使
球 (发生左旋!所以球(便于左弧线落入右上角袋*球#在前

推后撞的过程中!最后是以右旋形式进入上腰袋内的*
同样!球 $先撞球 ’落袋!又后退撞球 "落袋!自身也落

入下腰袋*
这就是为什么 "个球的指向均偏离球袋方向的道理*

图 -./01 岸边反弹的移位现象

还有一种情况在组合特技节目中经常遇到*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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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一球紧贴岸边!主球以一定部位碰撞后!该球由岸边的

反弹进入上腰袋"其机理也是应用了移位技术!要求主球与目

标球碰撞时的球心连线指向上腰袋左侧!因为此时目标球发

生右旋!其球路是右弧线运动"如果直接指向腰袋!就不可能

将目标球弹入腰袋"
#$关于重叠球

在台球高手表演技巧时!经常很容易地将两个球上下重

叠在一起"很多台球爱好者也想把两个球重叠起来!可是怎么

摆也不行"从理论上分析!两个球上下重叠放置是一种点接触

形式!不可能稳定地停住"这里表演者在其中做了文章!他们

用的是专门表演用球!不管放在球台的什么位置!两个球一放

就稳!就是放在瓶盖上也是一放就稳"而且!把下面的球撞走!
上面的球落在瓶盖%或台面&上也能稳稳地站住"

图 ’()*+ 力度标准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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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力度标准的说明!如图 "#$%&’
为了说明在以后各节技法分析中经常用到力度等级的概

念(本书确定了一种简单且容易掌握的力度等级标准)
一等力度)从 *分球位到顶岸 "个来回+
二等力度)从 *分球位到顶岸一个来回+
三等力度)从 *分球位到顶岸边+
四等力度)从 *分球位到 ,分球位+
五等力度)-.,米以内距离+
特等力度)大于三个来回+
弱等力度)小于 -.$米+

图 "#$* 滑轨击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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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球技巧百例

"一#球杆导向类系列技巧"$例#

%&滑轨击球

见图 ’(%)*
技法要领+
"%#摆杆*用 ,根球杆-其中两根并列-杆尾顶进球袋底

部*方向对准下腰袋口*另一根杆尾顶在球袋底部-叉开角度

)./01./*
"’#摆球*将一个彩球放在腰袋口-主球放在球台左区靠

近 2分球置球点*
",#操作*要求将主球经三库反弹后进入叉口-在球袋底

部转弯上轨-滑向腰袋口将彩球顶入球袋*
")#技法关键*选好主球的三库过渡点 3-然后应用平行

线法确定瞄准点 4-就可实现主球经三库反弹后进入叉口-然
后转轨滑下击落腰袋口的彩球*

’&一进一滑

在图 ’(%1中-将 ,根球杆摆列在左上角袋中-一个红球

放在并列球杆的右侧-主球在下腰袋左侧-一个彩球放在腰袋

口*主球将红球击入上腰袋后-自身进入叉口-在球袋底部转

弯-顺轨滑下-将袋口彩球顶入袋内*
技法要领是-先判断主球碰撞红球后的分离角情况-如要

大于 $./角-则用低杆击点-使主球能进入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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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一进一滑

图 !"#% 顺杆溜

&’顺杆溜

在图 (")*中+右下角袋口有一个黑球+在离下岸 ),厘

米处平行地摆一列红球+数量随便+球列的左侧离左岸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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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处放一个蓝球!球杆用二等力度经三库后"沿球杆滑向右

下角袋"将黑球顶入!
技法要领是"将三库问题简化为二库问题"先判定过渡点

#"方法是取主球弹向球杆的碰撞点 $的对称点 $%"就可大致

判定#点!然后用平行线法加旋转修正确定瞄准点&"则可使

主球经三库弹向球杆"沿球杆方向向右运动!
要注意"在将蓝球击出后"即将球杆贴在下岸左侧"杆尾

向左!
’(连珠入袋

如图 )*+,所 示"左 上 角 袋 口 摆 ’根 球 杆"形 成 -个 叉

口"杆尾顶在袋口"留出落袋空间!在顺时针数第 -根球杆端

部排列 .个彩球"方向与球杆一致!用球杆将彩球依次击出"
经三库后进入叉口落袋!

图 /*01 连珠入袋

技法要领2方法同上例"但由于彩球位置不同"而过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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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所以按不同的彩球确定的瞄准点 #有一个从左到右

的范围$在击打时根据这个范围掌握方向"如稍有偏差也问题

不大"因为有 %个叉口"可以分道扬镳$
&’(地震)*+,# #-./,01-.2# 3,4526
如图 789:所示"台面上有一根球杆"一个三角架$主球

经一库后沿球杆左侧碰撞上岸后弹向右岸"又碰三角架滚向

球杆右侧"沿杆下滚撞彩球顶袋口黑球入袋$这种现象形象地

称之为(地震)$

图 ;8<= (地震)
技法要领>
*96摆杆$将球杆杆尾顶在下腰袋左侧"杆端指向上岸右

侧 9?:处$
*76摆三角架$在右岸中部留一个红球位"三角架一角顶

在球位旁"另一角靠右岸$
*%6摆球$在下腰袋口放一个黑球"黑球上部9@厘米处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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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一个彩球!
"#$操作!主球在台面的左下侧%用跟杆击球%使主球碰下

岸后沿球杆左侧滚向上岸%又弹向右岸后碰三角架%再沿球杆

右侧运动%先撞彩球再顶黑球入袋!
"&$控制力度在二等左右%因为主球在运动过程中能量损

耗较大!
’()余震*"+,- ./0-1 2,345$
如图 6789所示%台面上又多了一根球杆和一个三角架%

在左下角袋口多放一个彩球%在左上角袋口也放一个彩球!主
球先撞上岸右侧%再撞右岸%弹向三角架后滑向球杆右侧%顺

杆而下碰撞第二根球杆%把腰袋口的黑球顶入!同时%主球翻

过球杆端部沿杆滑向下岸%再碰三角架把左下角袋口的彩球

顶入!同时%主球继续沿斜面滑向左上角袋%把袋口彩球顶入!

图 :7;< )余震*
如果用主球碰撞球杆 或 三 角 架 时 产 生 的 震 动 次 数 来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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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上一例是震动 "次!本例是 #次!所以国外将这种现象形

象地称为$余震%&
技法要领’
()*摆杆&第一根球杆在下腰袋上方斜放!杆端向左!顶在

左下岸中点处+杆尾向右!紧靠腰袋口的黑球&第二根杆端部

紧贴下腰袋左侧!尾部指向上岸右侧 ),#处&
(-*摆三角架&第一个三角架放置位置同上例!第二个三

角架左角顶在左下角袋口的彩球右侧!右侧斜面指向左上角

袋口&
("*摆球&在下腰袋口.左上.左下角袋口均放一个彩球&

主球放在如图所示位置&
(#*操作&对主球用一等力度打跟杆!使之经/次碰撞(经

右上岸00右岸00三角架 )00第 )杆00第 -杆00跳

过 )杆00下岸00三角架*!最后将左上角袋口彩球顶入&
/1接一连二

如图 -2-3所示!在上腰袋口上下重叠放两个彩球!左下

角袋插入"根球杆!其中两根并列指向上腰袋&主球击打上腰

袋口的下面的彩球入袋后!自身经三库弹向叉口!然后转入用

双杆形成的轨道!滑向上腰袋把上面掉下来的彩球再顶入腰

袋&
技法要领’
()*放重叠球&将两个彩球上下重叠放在上腰袋口&
(-*摆杆&将两根杆并列插入左下角袋底部!轨道方向指

向上腰袋&另一根球杆插入袋底并形成 "345#34叉口&
("*操作&技法关键是如何将主球的球路设计好&一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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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一个不留

图 !"!! 三球进$袋%
定三库过渡点 &’再用平行线法确定瞄准点 ()二是主球击打

彩球时的碰撞点和保证分离角的方向能指向 (点*
由于叉口角度为 +,-./,-’所以允许 (点和 &点有一定

偏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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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留

在图 #$#%中&与上例不同的是&下腰袋口放一个彩球&
在台面左半区放一个红球’主球先击打红球入左下角袋&再经

三库进入叉口&转轨滑向下腰袋&把彩球顶入’所以&台面上的

(个球一个也不留’
技法分析)
*%+摆杆方法同上例,
*#+摆球’在本项目中&主球与红球的位置要摆放得当&使

主球既便于将红球击入左下角袋&又使得两球的分离角能指

向瞄准点 -’为做到这点&根据对红球的瞄准点位置&确定主

球上击点位置&以实现向 -点运动’
."三球进/袋0
如图 #$##所示&左侧上1下两个角袋口都放一个彩球&

用两根球杆的尾部紧贴两球’在杆的右方摆一个彩球&用主球

将其撞向顶岸&反弹后撞击球杆&将两球顶入各自球袋&同时&
彩球碰杆后翻跳出台&被表演者用手接住放入口袋’虽然此口

袋不是球袋&但也算是一个/袋0’

*二+跳球系列技巧*%2例+

%3"穿架击球*%+
主要技法是跳球技术’其难点是如何保证主球跳过三角

架&并能准确地将目标球击入球袋’涉及到球杆的角度1力度

控制1击点位置等’见图 #$#(
在练习这个项目时&可先不放三角架&用主球跳起来撞击

目标球入袋&体会用多等力度击打主球中下部位&各能跳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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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穿架击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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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双级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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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多远!然后再加上三角架进行练习!
""#跳堆击球

与上例不同的是主球要跳过三角形球堆去撞击目标球入

袋!如果三角架的宽度是 $厘米%&厘米’那么’三角形球堆

的厚度是 ($#&厘米’所以要求比跳三角架跳得较高较远’从

主球起跳点到落地点需半米左右!见图 ()(&!
技法关键主要是球杆角度*击点位置和力度控制!一般跳

球较远时’球杆角度要大些’约 &+,’击点位置从球 杆 运 动 方

向看’在球的中心偏上处’力度约为一等!
"(#双级跳

如图 ()(-所示’主球跳过球堆后’再跳过三角架撞击目

标球入袋!技法关键是比单级跳还要高些*远些!
在摆球时将主球 离 球 堆 远 些’球 杆 角 度 可 小 些’约 $+,’

击点位置可稍低些!
"$#三级跳

如图 ()(.所示’主球跳过球堆后’还要跳过两个三角架

撞击目标球入袋!难点在于要使主球连续跳$次’这里主要利

用 三角架框边的厚度较薄/"厘米以内0的特点’只要使主球

后两次跳的高度大于 "+厘米就可以了!可用 (-,角击打主球

的中心偏下处!
"&#又穿又跳

这项技巧比前面的跳架和跳堆要难得多!如图 ()(1所

示’主球先撞红球使之进篓’主球本身碰红球后越过竹篓去撞

击左上角袋的目标球!
技 法关键是主球跳起后要能撞击红球使之也跳起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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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跳长串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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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跳串入篓 $%
&%

$
台

球
技

巧
与

战
术



图!"#$突围击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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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突围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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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难的!要求主球撞击在红球的中上点"并且有一定的撞击

力度"才能使红球跳起来"还要有一定高度和距离"需要反复

练习!再就是主球碰红球后要高高跳起"才能越过竹篓!从理

论上好分析"实际操作需要艰苦练习!
#$%跳长串球

如图 &’&(所示"#)个红球排成一列"中间再加一个水

杯"其长度约有*)厘米!主球要跳过一长串球击打目标球"就
需要跳得更高更远!技法关键是掌握好力度和角度!

#*%跳串入篓

在图 &’&+中"主球与竹篓间摆了 $,#)个球"要跳过一

串球进入竹篓!主要难点是既要跳过一长串球"又要保持一定

高度以进入竹篓!在技法上与前面的例子区别不大"但要在表

演时一次成功就在于平时刻苦练习了!
#-%突围击球

如图 &’.)所示"主球被半圈红球所围"要求其跳出包围

经三库后把左下角袋口的黑球顶入袋内!
技法关键是主球既要跳出球围"又要准确地弹向三库的

瞄准点 /0/点的确定可按平行线法加旋转修正1!
0#1球杆击打主球的左上击点"使主球碰岸后跳出球围"

以左旋状态运动"当二库碰岸时能向左偏转!
0&1主球撞击左岸的瞄准点 /)的确定"可取主球 2相对

于左岸的对称点23"用眼从23看到三库瞄准点/的连线在左

岸上的交点"就是 /)所在点0如图上表示的1!
0.1出杆用一等力度!因为主球从左岸反弹跳出球围后要

经过三次碰岸"能量消耗大!如果力度不够"主球走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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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坐钓鱼台

这是又一项难度很大的技巧项目$美国的台球艺术大师

麦克%马赛伊在作这项表演时也不是一次就成功的$
如图 &’(!所 示)主 球 先 撞 击 黄 球 使 其 进 入 上 腰 袋)同

时)主球跳起来撞走可口可乐瓶盖上的两个上下重叠的下面

一个彩球)并使上面的球稳稳地落在瓶盖上$
从技法分析来看)属于球碰球再跳起来$一是要把黄球撞

进球袋)需要准确瞄准*二是撞击黄球的点要正好在中心稍上

部位)使主球能跳得较高)要正好把瓶 盖 上 的 下 面 的 彩 球 撞

走)又不让上面的彩球掉在瓶盖外$这就要计算相当精确$在

力度控制上也恰如其分$
!+#突围出击

在图 &’(&中)主球经上岸反弹跳出球围)把左下角袋口

的彩球顶入袋内$
这个技法比较简单)但要掌握好主球弹离上岸后的方向

还是不太容易的$可用中上击点)按主球相对于上岸的对称点

与左下角袋口的连线方向)来确定对上岸的撞击点$因为撞击

力较大)有可能使球路的反射角变大)或用左上击点再作一些

修正$
&,#-高射炮.
这是丹尼斯%泰勒的一个保留节目$从技法上分析并不

难)只要主球对目标球的撞击方向准确)肯定可以将目标球撞

向右下角袋方向$
如图 &’(()台沿上的主球与女孩嘴含的棒上球高差约

&,厘米)从下往上撞击目标球时)注意击打主球的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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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鲤鱼跳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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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跳球入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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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鱼跳龙门

这是又一项主球跳起撞击目标球$目标球再跳过前方的

小缺口将右下角袋口的彩球顶入袋内%主球在撞目标球后再

次高跳%技法比较复杂%见图 !&’(%
技法分析)
*"+主球和目标球的距离 !,厘米-’,厘米$以便有足够

的撞击力使目标球跳起来%
*!+目标球与前方两个并列红球的距离约 ",厘米$因为

两个红球的间隔为 (厘米-.厘米$目标球必须高跳起 ’厘

米-.厘米才能通过$所以$相隔距离不能太远%
*’+主球要能使目标球被撞跳起来$必须撞击目标球的中

心偏上部位$要有足够力度$一般取一等力度%
!!#穿架击球*!+
这是一种目标球距离较远的技巧项目$技法与项目 ",基

本相同$主要是目标球距离有 ’米多远%要求在力度/方向上

控制好%见图 !&’.%
!’#跳球入帽

台面上放一顶礼帽$高度约 ".厘米%要求主球撞左岸后

反弹跳起来落入帽内%见图 !&’0%
技法并不难$关键是要控制好反弹高度$至少要超过 !,

厘米$才能保证球能落入帽内%所以$球杆应以 ’.1左右角度

击打主球的中上点$力度一等%同时$主球碰岸角度也要计算

好$可按入射角等于反射角的原理来确定%
!(#连珠入篓

在球台左侧下岸边上放一个竹篓$入口直径约 ",厘米$

2"""2台球技巧与战术



篓的身部直径约!"厘米#篓口向右$在右侧下岸边放%&’个

红球#间隔均约(厘米$为增大底部摩擦力#不致损坏台呢#在
红球下面可以垫一块较厚的台呢$将球杆成 !")左右逐个击

打红球的中上部位#使每个红球都跳入竹篓$见图 *+!,$
技法关键$由于每个球离竹篓的距离不同#所以在球杆角

度与力度上有所不同#需要反复练习#才能熟练掌握$
*%-进红吐白

在图 *+!’中#下腰袋的上方放一个竹篓子#里面装了一

个白球$将一个红球放在下腰袋左侧#用球杆击打红球使之跳

入竹篓里#并使竹篓成逆时针转动#由于惯性作用#将里面的

白球吐出来$所以叫进红吐白$
*.-穿堂过

球台中部放一个无底的竹篓#小口向左下角袋#大口向右

上角袋$在主球与竹篓之间放一个或 !个红球$要求主球越

过红球穿过竹篓把右上角袋的彩球顶入袋内$见图 *+!/$

0三1串球系列技巧0*(例1

串球是指两个以上的球紧连在一起#球多时就形成一串#
利用其相互传递能量的原理#设计了一系列技巧项目$

*,-一杆三球入袋

如图 *+2"所示#在粉球的置球点放一个粉球 3(#并紧

贴一个彩球 3*#两球指向左下角袋的右侧$主球放在黄球的

置球点#用跟杆击球#瞄准粉球的左侧撞击$三球全部落袋#粉
球入左上角袋#彩球入左下角袋#主球也进入左下角袋$

技 法分析4主球撞击粉球的左侧#使其发生左旋#同时带

5*((5 台球技巧与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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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进红吐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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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一杆三球入袋

图 !"#% 一杆 &球落袋

动彩球右旋’所以两个球的运动轨迹都呈曲线运行’粉球是左

弧线’彩球是右弧线(而主球与粉球运动方向成直角分离’所
以正好落入左下角袋(

)*++) 台球技巧与战术



!"#一杆五球入袋

这是美国台球艺术大师麦克$马赛伊的一个绝招%在粉

球点附近&把 ’个红球排成一列&用主球撞击其中一个球&这

’个球依次分别进入 (个球袋&主球经三库也进入一个球袋%
见图 !)’*%

技法分析+
,*-一般认为&中间两个球应该垂直指向左上角袋&而两

端的球应分别指向上腰袋和左下角袋%按这种摆法&用主球撞

击中间的球 *&有可能把某个球击入左上角袋&而其它 (个球

不一定能落袋%
,!-从机理上分析&中间两个球应该垂直指向左上角袋&

而两端的球应从移位角度考虑&当主球先撞球 *&后撞球 !&球

(被 带 动 而 发 生 右 旋&球 ’被 带 动 而 发 生 左 旋 时&依 移 位 原

理&球 *和球 (的指向应是左下角袋的右侧&球 !与球 ’的指

向应是上腰袋的右侧%这样才能使 ’个球都入袋%
,(-在球的排列上很有讲究%为什么球*和球!要摆在粉

球置球点的右下侧&就是考虑到球 (和球 ’的指向%另外&’
个球并不是一条直线&可以摆成一个月牙形&这样可使球与球

之间的摩擦增大%
,’-力度控制很重要&应用特等力度&以中上击点&使主球

能经三库后进入左上角袋,要做到这点很不容易-%
!.#排阻入袋

如图 !)’!所示&要将 /分球击入上腰袋&首先应将前进

道路上的 (对红球踢开%

$0**$台球技巧与战术



图 !"#! 排阻入袋

技法要领$
%&’摆球(把 )分球摆在置球点上(在其右侧放两个红球

&和*+如图位置(在上腰袋与)分球之间放,对红球%斜靠’+
每对间隔 )厘米-.厘米+右侧的 ,个红球与 )分球右侧的

红球成直线(
%*’主球位置在 )分球的左下侧处(用左下击点先撞球

&+再撞)分球(在)分球向上腰袋方向移动过程中+球&通过

球 *把 ,对红球撞开让路+从而保证了 )分球顺利入袋(
%,’要控制有足够的力度撞击球 &+如过轻+)分球可能到

不了位(
,/0承前启后

如图 *"1,所示+黑球在左下角袋口+在黑球右上侧有一

串红球%&/-&*个’(主球在下腰袋右侧经四库从串球右侧撞

击+通过力的传递+串球的左端球将黑球顶入球袋%见 &’+或

2.&&2 台球技巧与战术



经一库撞击红球串右侧也可!见 "#$

图 %&’( 承前启后

图 %&’’ 撞二打一

技法关键是设计好主球球路)选择好过渡点*$可将四库

问题简化为二库问题解决)求出瞄准点 +)就可实现四库反弹

,-..,台球技巧与战术



后撞击串球右端!
"#$撞二打一

在图 %&’’中(左下角袋口有一个黑球(在右台面上有两

个红球紧贴(并指向上岸右侧某点(另外有一串球放在主球和

两球之间!只要主球撞击右岸后能击中球 #(则球 %就能碰上

岸后弹向左下角袋(将黑球顶入!
技法要领)
*#+摆球(主要是将紧贴的两个红球摆好(按一库破障的

办法(先确定一库瞄准点 ,(然后将球 %指向 ,点!
*%+主球对右岸的撞击点可按入射角等于反射角的原理

来判断确定!

图 -&./ 反弹双落

"%$反弹双落

见 图 %&’0(与 上 例 的 区 别 是(在 右 上 角 袋 口 放 两 个 彩

球(而两个紧贴的红球*球 #和球 %+指向左上角袋!主球经一

12%#1 台球技巧与战术



库后撞击球 !"将球 #顶向左上角袋$而主球撞击球 !后折向

右上角袋"将袋口两彩球顶入$
技法关键是设计好主球撞击球 !后的分离角方向能折向

右上角袋$要选择好球!的位置"不同的是球!位置关系到用

什么杆法"以及击点位置的选择$
%%&借力双落

这是一项更难的串球技巧项目$如图#’()所示"主球撞

击 *分球"使其撞击 (分球后折向球 !"同时将球 #顶向左下

角袋"将黑球顶入袋内$球 !碰上岸反弹后撞击球 %"将球 (
顶入袋内$

图 +’,- 借力双落

技法关键是摆好球"按照设计好的球路将球 !.球 #和球

%.球(的方向对准$由于主球的动能传给*分球"再由*分球

碰 (分球后再撞球 !"球 !经一库后再撞球 %$在这个过程中

能量消耗很大"所以要求球杆以特等力度撞击 *分球$

/!#!/台球技巧与战术



!"#三库双击

在图 $%"&中’台面的左半区有 !组球’一组是主球和两

个红球(在左上角袋口附近有两组红球对)主球将球 *顶出

后’自身以三库弹向球 $’球 *也以三库弹向球 !’分别将两组

红球的前端球顶入袋内)

图 +%,- 三库双击

技法关键有二.一是与球 *相贴的红球指向右上岸的瞄

准点 /*的确定’是按球 $所在位置’用三库问题简化为二库

问题的办法求得的(主球用打右弧线球的办法’按球 !为目标

球’计算出瞄准点 /$)难点在于右弧线球能否准确地碰撞 /$’
这需要反复练习)

!0#多米诺球阵

大家对多米诺骨牌都很熟悉)实际上’台球按照一定的规

律排列’也可实现多米诺效应)
在图 $%"1中’右上角袋口放一个黑球’在台面上用 *0

2$$*2 台球技巧与战术



个红球排成蛇形球阵!球与球之间距离应小于 "#$球径%约为

"&$厘米’!末端两个红球应指向黑球(

图 )*+, 多米诺球阵

为了保证有足够的能量撞击黑球!球杆应以较强力度击

打主球!否则可能传不到球阵末端(
-.&连珠棒球

见图 /*$0(取若干根直径 /厘米的木柱%或塑料柱’!每
根上面放一个红球!柱与柱间隔约 .厘米!柱高 .厘米12厘

米!成一线排列!指向某角袋(当主球用强力度撞击木柱时!柱
倒球落!而每击倒一根木柱!由于球的惯性继续向前撞击!所

以!最后主球也进入球袋(
-2&瓶上芭蕾

这是形象地描述可口可乐瓶上的一串彩球!在主球撞击

后逐个撞落!只有中间的黑球保持不动(如图 /*34所示(

5-/"5台球技巧与战术



图!"#$连珠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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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法关键!用 ""个可口可乐瓶排成一列#瓶盖上放 ""个

彩球$可用 "%彩球的球&#黑球放在中间#两端各放 ’个#黑球

两边的彩球排成一直线#其余彩球相互错开排列(主球离第一

个彩球约 ’厘米(
)*+二进宫

如图 ,-’"所示#右下角袋口放两个彩球#主球在左偏下

台面#前面有两个相贴的红球(主球推开红球后#自身缩回左

岸#经二库进入右下角袋(而红球的前端球也经二库将右下角

袋口的两个彩球顶入袋内(

图 .-/0 二进宫

技法关键有二!一是两个红球的指向要能够经二库后#将
袋口两个彩球顶入1二是对主球应用左下击点#使之碰红球后

缩向左岸的 2点#而 2点的位置应该用二库破障的办法来确

定(
)3+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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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 !"#!中$台面右下岸靠边排列 #个红球$在左侧第

一个红球%右侧夹%个黑球&要将黑球顶入下腰袋$必须在红

球 %的左上侧紧贴一个红球 !&当主球撞击右侧红球时$红球

%由于受红球 !的阻挡$把红球 !推开向左上角袋$同时红球

%受岸边胶垫的反弹力作用$将红球 %弹开&所以为黑球前进

让了路&

图 ’"(’ 脱颖而出

这一个技巧球例中$用红球 !紧贴红球 %$以便把红球 %
踢开的办法$在以后所述的技巧项目中将经常应用&

)*+推红让黑

与上例的区别是$黑球运动前方有一个红球$但相隔一段

距离&因此$黑球要进入左下角袋$必须先推开红球&见图 !"
#,&

技法关键-
.%/摆 球&黑 球 放 在 左 岸 中 部 靠 岸$上 部 排)个 红 球$在

01!%0台球技巧与战术



图 !"#$ 推红让黑

图 !"#% 重见天日&’(
顶部的红球右上侧放一个红球)黑球下方*+厘米处放一

个红球)主球和,分球的位置要便于踢开红球-又能将,分球

撞击上岸后反弹向左岸的红球)
&.(主 球 用 左 下 击 点 撞 击 ,分 球-使 之 撞 向 左 上 岸 的 /

01.*0 台球技巧与战术



点!"点的判定可用对称点法#
$%&重见天日’%(
从图 )*+$可见!黑球被红球前后包围!要将黑球送入下

腰袋!必须设法把前进路上的红球踢开#
技法思路,一是运用前面球例介绍的方法!在要踢开的红

球旁边紧贴一个红球-二是要解决撞击黑球的动力!利用左上

方的两个红球经左岸反弹撞击黑球左上侧的红球!就可推动

黑球前进#但黑球前进的条件是先踢开右侧红球!然后再撞黑

球#
在摆球时!在贴岸的.个红球右上侧紧贴.个红球#然后

在黑球左上侧设计好两个红球的方向!使其经左岸碰撞后能

够弹向黑球左侧红球#
要控制好力度!需要用一等力度!才能保证黑球运动到下

腰袋口碰引导球而入袋#

图 /*00 四连冠

12)%1台球技巧与战术



!"#四连冠

在图 "$%%中&有 !串球&球串 ’("是两个红球相贴&球

串 )(!是 )个红球相贴*在上腰袋口放一个黑球*只要摆好

球串的方向&通过力的传递&就能把黑球顶入腰袋*
技法关键是摆好球串 "的方向&使其在撞击右岸后能弹

向球串 )*
!)#长江后浪推前浪

与上例类似&主球碰撞左岸后&一库反弹撞向球串 ’&利

用力的传递&球串 "将黑球顶入腰袋*见图 "$%+*

图 ,$-. 长江后浪推前浪

!!#你追我赶/’0
在图 "$%1中&右下角袋口放一个黑球&旁边有几个引导

球*主球在台面左侧&旁边放一个红球&两球指向黑球*要求

主球撞击红球后&提前将黑球顶入袋内&随后主球也进入右下

角袋内*

23)’2 台球技巧与战术



在技法上要求按打右弧线球的方法!用力击打主球的中

右偏上部位!使之撞走红球后能很快赶到前面去"

图 #$%& 你追我赶’()

*+,你追我赶’-)
与上例不同的是!在右下角袋口上下重叠放两个彩球!主

球位置相同!注意与红球不要紧贴!留一些空隙"
技法相同!因此!主球先行将下面的彩球顶入!上面的彩

球落在原位!由后到的红球将其顶入袋内"
这是一项很有趣的技巧项目!要求表演者能准确地将主

球运动到右下角袋口"见图 -$+."
*/,先推后踢

这个技巧项目类似你追我赶!区别是主球不是提前将角

袋口的彩球顶入!而是将黑球前进途中的红球踢开"主球撞开

红球后!红球撞击黑球所在的红球串"
技 法难点是如何准确控制主球的走向!使其能准确地将

01210台球技巧与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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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先推后踢

图 !"%& 缩杆推黑

障碍踢开’球的摆法如图 (")*所示’
+,-缩杆推黑

如图("./所示0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技巧项目’只要把

球摆好0并能打出理想的缩球来0就能把黑球推出0在腰袋口

12231台球技巧与战术



撞引导球而落入袋内!
技法要点"
#$%靠左岸下侧紧贴两个红球&方向指向靠下岸左侧的球

串!
#’%主球对准左岸的红球打缩杆&要能缩回撞击下岸的球

串!
#(%在下腰袋右侧放一个引导球!

#四%组合球系列技巧#$)例%

*+,前顶后推

从图 ’-.$可见&在上腰袋口摆一串 *个红球&后端用三

角架的一尖顶住!在下腰袋口摆一个黑球!主球放在架与黑

球之间!打缩杆使主球撞击三角架&把前方的*个红球全部顶

入上腰袋&主球缩回&将黑球顶入下腰袋!

图 /-01 前顶后推

2*($2 台球技巧与战术



技法关键是将 !个红球和三角架摆正"摆直#打缩杆球能

到位$
!%&球堆借力

在图’()’中#红球堆按规定位置摆放$在球堆右上侧放

一个 *分球#距离约 +厘米$主球在右下角袋附近#经上腰袋

左侧反弹后使 *分球撞击球堆折向左上角袋内$

图 ,(-, 球堆借力

注意.*分球要能撞击红球堆上侧的第二个球#一般均能

弹入左上角袋$
+/&大转弯

这项技巧表演主要是把球摆好$用左下角袋附近的主球#
撞击 +分球后#使其顺着球堆形成的圆弧凹槽折向左上角袋

将黑球顶入$见图 ’()0$
在摆放球时#凹槽的宽度和深度要设计好#可以先摆个宽

度和深度作试验#直到选择合适的宽度和深度为止$

1+021台球技巧与战术



!"#串球大转弯

与上例类似$不同的是通过两个并列串球的传递$可使第

二个串球的末端球进入球堆凹槽$实现大转弯%见图 &’()%

图 *’+, 大转弯

图 *’+- 串球大转弯

.(/". 台球技巧与战术



技法要点!
"#$球串 #的垂直方向要使其中一个球能撞击到球串 %&
"%$球串 %的指向要能进入球堆凹槽实现转弯’将左下角

袋口的彩球顶入&
"($球堆凹槽的设计也要进行多次试验’然后选择一个合

适宽度与深度的凹槽&注意球堆的厚度以具有足够支撑力为

度’在凹槽后面可以多放几个球作为支撑&
)%*一杆三落

如图 %+,)所示’在右侧上下角袋口和下腰袋口均有一

个彩球’在上腰袋左侧贴岸放两个红球#和%&主球撞击球#’
推动球 %将右上角袋口彩球顶入-球 #受岸边胶垫反向力作

用弹向下腰袋-主球自身则折向右下角袋’将彩球顶入&

图 .+/0 一杆三落

技法关键是主球与球 #的碰撞点位置的确定&因为主球

从 侧 向 碰 撞 球#时’球#发 生 右 旋’所 以 球#与 主 球 碰 撞 点 的

12(#1台球技巧与战术



图!"##排除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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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线应指向下腰袋右侧!
为使主球能将右下角袋口的彩球顶入"可以在角袋旁边

放几个引导球"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排除万难

见图 &’((!
这项技巧类似于 &)例的排阻入袋"但较之更为复杂!既

要把 #分球前进途中的障碍球踢开"又要钻入纸袋"翻转 *+,-
角后进入上腰袋!同时"还要将左下角袋口的彩球顶入!

技法要领.
/*0摆球!将 #分球紧贴下腰袋右侧岸边"1分球与 #分

球紧贴并指向上腰袋左侧2距 1分球上方 #厘米3+厘米处

放 $组红球对"球对间隔 $厘米3#厘米!主球放在 #分球右

侧 &,厘米近岸处!在左下角袋口放一个黑球!
/&0在上腰袋口 *,厘米处放置一个边长 +厘米3*,厘

米"深 *#厘米封底的纸袋!
/$0操作!以主球右下击点瞄准 1分球的中心偏右出杆4

力度一等"则 1分球被撞向左下角袋口"将黑球顶入!主球按

分离方向撞击红球对"$组球对被依次撞开!此时"#分球被 1
分球挤压"受岸边胶垫反作用力向上腰袋方向运动"在进入纸

袋后"由于球的滚动"将纸袋翻转 *+,-"再滚出纸袋落入上腰

袋!
/10力度一等!
#1%三球三落

此项目最好在 )球/或 *(球0桌上表演!$个数字球按图

&’(5的位置摆放"$号与 #号球的连线指向左上角袋右侧"&

6)$*6台球技巧与战术



号球与 !号球的连线垂直指向左下角袋"主球放在左下岸中

部#方向指向 !分球"

图 $%&’ 三球三落

操作(主球在左下岸第 )标志处向 !分球方向出杆后#撞
击 )号球入左下角袋#!分球推动 *号球进入左上角袋#!分

球经与左岸撞击后弹向右下角袋"
注意(在操作中#如果 !分球的位置摆放有偏差#反弹入

右下角袋就比较难"
!!+四球四落

见图 )%,-"本项目是在上例的基础上#增加一个 .号球

放在 )号球旁边#两球紧贴且其直角方向指向左上角袋右侧"
主球位置不变"当主球撞击.号球的左下部位时#挤压)号球

入左下角袋".号球本身进入左上角袋"*号和 !号球的球路

同上例#分别进入左上角袋和右下角袋"

/0.1/ 台球技巧与战术



图 !"#$ 四球四落

图 !"#% 五球五落

技法关键&上面提到的 ’号球与 (号球连线的直角方向

要指向左上角袋右侧)在尺度上要通过反复实践来掌握*因为

移位效应与球路长短有关)所以位置偏移多了+或少了,都不

-.’.-台球技巧与战术



可能进袋!
"#$五球五落

在四球四落的基础上%再在 &号球右下侧增加一个 #号

球!主球在如图 &’#(中的位置%同时撞击 )号和 #号球%则

&号和 #号球落入左下角袋!)号球和 *号球进入左上角袋%
"号球进入右下角袋!

注意+从三球三落到五球五落%在表演过程中很可能是 "
号球较难落袋%因为球路较长%碰撞角度也较难控制!这需要

艰苦练习%力求一次成功!
",$一球踢三

图 &’,-所示的球势%"分球在下腰袋口%黑球在右上角

袋口%红球在"分球的右上侧%距离约.-厘米!主球撞红球入

上腰袋%同时按分离角方向撞 "分球入下腰袋%主球经一库把

右上角袋口的黑球顶入袋内!

图 /’01 一球踢三

2&).2 台球技巧与战术



技法难点在于较难控制主球球路!从机理分析"主球对左

岸的撞击点是可以确定的"但要准确撞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
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苦练!

$%&条条道路通罗马

这是美国麦克’马赛伊的杰作!如图()*+所示"在下腰

袋附近"摆了三组球#右侧有 ,个球"主球夹在中间-腰袋左侧

有 ,个球成一列-腰袋口放 ,个球"每个球的编号见图 ()*+
所示!

图 .)/0 条条道路通罗马

当主球撞击*号球后与1号球同落进腰袋!*号球碰撞%
号球后落入下腰袋!%号球将左下角袋口的彩球顶入袋内!在

这同时"+2(2,23号球都相继进入上腰袋!
这项技巧"如果表演成功将是非常精彩的!
技法关键#
4+5主球和 +号球指向上腰袋右侧"主球和 (号球指向上

’,3+’台球技巧与战术



腰袋的左侧!
"#$%号球和 &号球指向上腰袋右侧!
"%$’号球与 (号球指向上腰袋右侧!
"’$%组球都必须做到球球紧贴!
")$出杆力度为特等力度!
)*+四球落袋

如图 #,&#所示-在左上角袋和左下角袋口-以及右下角

袋口都放有一个彩球!在下腰袋口有 %个球-#分球在袋口-)
分球在中间-’分球和 )分球指向左上角袋!

当主球以中下击点撞击 )分球时-#分球落入腰袋-’分

球将左上角袋口彩球顶入-)分球将左下角袋口的彩球顶入-
主球后缩将右下角袋口的彩球顶入!一共是 ’球落袋!

技法关键是摆好球-不存在移位问题!

图 .,/. 四球落袋

0’’10 台球技巧与战术



!"#粉球突围

这个项目只要把球摆好$按照击球方向$都能把粉球从包

围中解脱出来而进入下腰袋%
如图 &’()所示$粉球放在置球点$其上下各有 )个红球

包围%在下腰袋左侧放几个引导球%主球从右下侧撞击粉球

右下角的红球$红球碰撞粉球的同时顶开其左侧两个红球为

粉球让路%而粉球碰撞其左上角的红球后折向下腰袋内%

图 *’+, 粉球突围

技法关键在于摆好粉球上方的 )个红球$特别是左上角

的红球位置$使粉球与其碰撞时形成的直角指向下腰袋%
!-#一杆四落

这是一项难度较大的技巧项目%如图&’(.所示$在下腰

袋口有并列.个球$左下角袋口有一个彩球%主球用跟杆撞击

-号球$将 &号球顶入下腰袋$将 )号球顶入上腰袋$-号球经

碰 撞左岸后回撞.号球$进入右下角袋%主球自身跟进将左下

/0.-/台球技巧与战术



图 !"#$ 一杆四落

图 !"#% 一杆六球&’(
角袋口的彩球顶入袋内)
*+,一杆六球&-(
这是司蒂夫.戴维斯和麦克.马赛伊都曾经表演过的精

.*/-. 台球技巧与战术



彩技巧项目!难度比较大"
如图 #$%&所示!在台面上的左下角袋口和右上角袋口

各有一个彩球"下腰袋口有 ’个球!腰袋右侧有两个球"
主球在腰袋右侧靠近岸边!撞击 #号球的右上侧!挤压 (

号球弹入上腰袋"#号球碰撞 )号球!将 &号球顶入下腰袋!
同时将 ’号球顶入左上角袋")号球将左下角袋口的彩球顶

入"而主球自身经三库后将右上角袋口的彩球顶入*有可能主

球也跟入袋内+"
技法关 键,一 是 摆 好 (号 和 #号 球!应 指 向 上 腰 袋 的 左

侧-二是主球以左偏杆撞击 #号球后应能运动到左上角袋右

侧的 .点上!.点可按过渡点 /来确定".点是主球能否经三

库后弹向右上角的关键!需要反复练习"

图 0$12 一杆六球*0+

3’4一杆六球*#+
此项目与上例雷同"不同的是黑球位置改在右下角袋!由

5%)(5台球技巧与战术



主球后缩将其顶入袋内!如图 "#$%所示!
%&’双人一杆六球

如图 "#$$所示(实际上是 %"项目的双人表演摆法(每

组球位完全相同!各球进袋情况相同(只是台面上球太多(主
球很难经三库将黑球顶入袋内(所以就不摆了!

图 )#** 双人一杆六球

+五,移位球系列技巧+-例,

%.’移位入袋

如图 "#$/所示(台面左上的两个球紧贴并指向左上角

袋的右侧(用主球撞击其右侧(可将其前端球顶入左上角袋!
在台面右上(同样有两个紧贴的球(指向右上角袋左侧(

用主球撞击其左侧(可将其前端的球顶入右上角袋!
紧贴的两个球指向某球袋一侧时(技法规律是偏左打左(

偏右打右!
根据球离袋口距离远近(应注意0

1/&21 台球技巧与战术



远球打厚!近球打薄"
如果位于左下角袋附近的#紧贴的两个球指向右上角袋

左侧!则主球可对其左侧打厚球!因为!弧线越长!偏移越多"
见图 $%&’

图 (%)* 移位入袋

图 (%)+ 左右开弓

,-./,台球技巧与战术



!!"左右开弓

根据移位原理#可以设计一组技巧项目$如图 %&’(#在
台面中央#有两组紧贴的红球#一组指向左上角袋右侧#一组

指向右上角袋左侧$主球先撞左组的右侧#再撞右组的左侧#
可将两组前端的红球分别顶入左右上角袋内$

注意)因为球组离球袋较远#在摆球时可将指向的偏离度

减小些$
!’"一杆两落

如图 %&*+#两组紧贴的红球分别指向右上角袋和右下

角袋$两球组相距 ,"-厘米.-厘米/小于一个球径0$用主球

撞击两球组的中间#可将两组前端的红球顶入各自的球袋内$
注意)根据球组离袋口的的距离情况#确定指向的袋口的

偏移位置$掌握1远厚2近薄3的要领$

图 4&56 一杆两落

7+-87 台球技巧与战术



!六"手技系列技巧!#例"

$%&单手缩球

这是司蒂夫’戴维斯的保留节目(一般打缩球都需要用

手架或球杆架来支撑球杆)而戴维斯只用单手持杆)就能打出

漂亮的缩球来*既把目标球击入上腰袋)又使主球缩回下腰袋

中(见图 +,%-(

图 .,/0 单手缩球

技法关键是)单手持杆时要掌握好球杆的重心位置)一般

握在重心靠后一点)使杆前部略向下(然后像掷飞镖那样)把
球杆插向主球中下击点处)才能打出好的缩球来(

要能一次成功)关键在于平时苦练(
$#&棒打鸳鸯

见图 +,%+(将两个红球放在 1分点处)两球指向上下腰

袋)中间留 2&1厘米3-厘米(将 1分球放在上腰袋下侧处)

’-1-’台球技巧与战术



主球在 !分点上侧"要求将 #个球击入上下腰袋"

图 $%&$ 棒打鸳鸯

图 $%&’ 小转弯

表演者先把 (分球击入上腰袋)然后用球杆中部从上向

下敲打两球的中间)两球便各自进入上下腰袋"

*+(,* 台球技巧与战术



!"#小转弯

如图 $%&’所示(在右上角袋口放两个彩球(在 )分点右

侧放一粉球*表演者站在左侧(用手指和手腕的旋转力将主球

抛出(落点如图所示(主球以左弧线运动(绕过粉球将彩球顶

入角袋*
技法关键是用手指握紧球(在抛出时能形成强力左弧线

球的效果来*这完全是平时苦练的结果*
!+#中转弯

与上例的不同点是把粉球摆在更靠近右岸 !分点右侧约

+"厘米处*这样(要将右上角袋口的彩球顶入(难度就更大

了*因此(在技法上(除了加强侧左旋的转速(并落地到位外(
表演者还要将球从左向右横向掷出*当到达,点时(由于高速

前旋的球利用了台呢摩擦(沿右岸向 前 滚 动(将 彩 球 顶 入 袋

内*见图 $%&-*

图 .%/0 中转弯

1’2+1台球技巧与战术



!"#大转弯

如图 "$%&所示’在左下角袋口有一黑球’表演者用手使

球形成强力侧左旋运动’并向右上方掷出’在落地后由于强烈

的左旋球’在碰上岸后以左弧线形式向左下角袋方向运动’并
把黑球顶入(

图 )$*+ 大转弯

手掷主球准确地将黑球顶入是很不容易的’对旋转方向

和着地点的控制’需要经过大量实践’才能取得经验(
!,#后顶前推

这是用手技实现缩球的技巧项目(如图"$%-所示’在右

上角袋口放一个彩球’在左上角袋口也放一个彩球(表演者用

手使球产生向前.在图上是向右方/的顺转’先将左上角袋的

彩球撞入’由于主球是向前顺转’所以主球撞击彩球后相当于

一般的缩球现象’向右上角袋方向运动’把袋口的彩球顶入(

01&20 台球技巧与战术



图 !"#$ 后顶前推

图 !"#% 双弧线

注意&控制好主球旋转的方向要正对右上角袋’否则会发

生偏移(另外’主球要利用左上角袋的反弹力加强主球的后缩

惯量(

)**+)台球技巧与战术



!"#双弧线

这个技巧项目是麦克$马赛伊又一绝招%如图 &’(!所

示)在左下角袋口放一个黑球)在下岸左部中点偏左处)靠岸

放*个红球%表演者在球台右侧)用手使球发生强烈的类似竖

棒球的旋转效果)即偏右左旋%当把球向 +点方向掷去)碰上

岸后)由于主球的左旋)利用台呢的摩擦作用)使球产生较大

的左弧线运动)先左上,后左下的曲线运动将黑球顶入袋内%
这种项目很难一次成功)一般需两三次才能成功%
!-#叠球顺杆溜

如图 &’((所示)用并列的两根球杆的凹槽压住上下重

叠的两个红球)只要改变球杆的角度)就可使红球前后运动%
技法关键是掌握好球杆的平稳和压力)在改变球杆角度

时)要注意与球的运行速度相协调%
!.#一手能抓几个球

一般人最多可抓 .个球%
表演者利用每个手指的作用)可抓"个球%然后利用"个

球的中空部位)再夹 "个球%这样至少能抓 (个球)最多可抓

/个球%见图 &’(/%

0七1速度性竞技02例1

!!#争先恐后

在世界台球特技冠军赛的项目中)有一项必试项目)就是

速度性竞技项目%要求参赛者在主球向角袋行进过程中)将台

面上的 .3!个彩球提前击入袋内%如图 &’/4所示%
彩球的摆法可以有多种形式)或摆在波克线上)或以弧形

$.-2$ 台球技巧与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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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一手能抓几个球%

朝向袋口&或如图以斜线形式’而
主球的位置&一般都在波克 线 右

侧&尽量使主球离袋口远一些&以
便行进时间长一些’

技法关键在于球杆的力度要

适中&主球越慢越好&只要能落入

袋中即可’再就是对彩球的击打

速度&要求既准又快&考验运动员

的基本功和敏捷能力’有的运动

员可以摆 ()个彩球击入 *个左右’
+八,趣味性技巧+-例,
.*/拨红击蓝

在图 0"1(中&蓝球的左后侧有一个红球&表演者声称在

这种情况下能将蓝球击入左上角袋’接着&以很快的动作瞄准

蓝球&撞开红球后&蓝球也落入袋中’

图 !"$2 争先恐后

3*-(3 台球技巧与战术



图 !"#$ 拨红击蓝

图 !"#! 扭秧歌

从理论分析这是不可能的%其技法诀窍是&表演者用主球

撞击红球右侧&使主球和红球左右分离&此时以迅速的动作用

球杆将蓝球顶入袋中%当运动员以慢动作演示时&观众为之哗

’()*’台球技巧与战术



然!原来是表演者作了手脚"
#$%扭秧歌

如图 &’$&所示!在上腰袋口左右两侧各摆 (个彩球!在
袋口并列放两个红球"要求运动员一杆将两个红球击落袋内!
并请一观众来试打!这位观众肯定表示不可能"这就引起观众

很大兴趣!都注意表演者是怎样一杆将这两个红球击落袋中

的"
于是!表演者将主球瞄准左侧)或右侧*红球!一杆将两个

球击落袋内"
接着!将这两个红球并列对准左上角袋!找一位观众用主

球瞄准其中的任一个球击打!两球呈 +形扭动入袋"
最后!表演者将两个球拿出来给观众看!原来这两个红球

是用胶粘连在一起的"引起了哄堂大笑"

图 ,’-. 巾上击球

/012/ 台球技巧与战术



!"#巾上击球

如图 $%&’所 示(粉 球 放 在 置 球 点 上(上 面 盖 一 块 丝 绸

巾(用主球从丝巾上面击打粉球(使粉球从丝巾下面穿出后入

袋)
技法要领*事先摆好主球和粉球的位置(直线对准左上角

袋)当用丝巾盖住粉球后(因为看不见粉球(表演者只好按直

线球撞击粉球(才能不影响入袋的准确性)丝巾很滑爽(主球

在巾上碰撞粉球后(主球压住丝巾(使粉球从巾下滚出来后入

袋)
!+#拨红让路

在图 $%&,上(黑球放在上腰袋口(在黑球和主球之间有

,-.个红球阻挡主球的球路)因此(要将黑球击落袋内(必须

先排除通路上的障碍球)

图 /%01 拨球让路

表演者在击打主球后(以非常敏捷的动作用球杆一左一

2+3+2台球技巧与战术



右拨开红球给主球让路!保证主球把黑球击落袋内"
这是一项趣味性很强的技巧表演!一是要掌握好击球力

度!主球走得不能太快!又要保证到位!能将黑球碰入袋内"二
是左右拨开红球时!不能影响主球前进"要求表演者具有非常

熟练的技能"
#$%扑克对牌

见图 $&’("这是麦克)马赛伊的一项趣味性技巧表演"
用两副扑克牌!一副散放在台面上!一副装盒"在安全区用 *
个彩球垒成三角形"表演者请一位观众用球杆向指定的方向

击球!然后按某一个球停留在原来的指定部位时的扑克牌上!
从盒装扑克中寻出一张原来已经翻转的牌!要求正好与台面

上的那张牌数一致"观众感到惊奇!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图 ,&-. 扑克对牌

技法谜底是/
012在台面上散放牌时!其中有一张牌是有意识放到某位

)$*1) 台球技巧与战术



置上的!这张牌与盒中已经翻好的牌是一致的"
#$%表演者将粉球放在 &个彩球形成的三角堆的右侧!然

后请一位观众按指定的方向击球!这个方向就是有记号的牌

的横向位置"而且击打的球正是粉球"所以按指定方向撞击

粉球后!粉球必然经二库到达原来确定的近似位置!因此!粉

球到达位置的那张牌肯定与盒中翻转的牌相吻合"
这项表演要求事先设计很精确!另外!观众击打粉球的力

度很难控制!要保证粉球能够经二库到达预定位置是不容易

的"

图 ’()* 金币顺岸溜

#九%表演性系列技巧#$+例%

,-.金币顺岸溜

这是司蒂夫/戴维斯的保留节目"用一直径约 -厘米的

金币!大约以 ,01角度斜靠在台岸边!放 在 左 上 角 袋 附 近!在

/-&2/台球技巧与战术



右上角袋口放一个黑球!球杆击打金币使之滚动前进"直到把

黑球撞入袋内!见图 #$%&
技法关键’
()*金币靠岸边的角度要控 制 好"一 般 以 +,-左 右 为 宜"

角度过小或过大"都会使金币在行进途中倒下!
(#*用跟杆撞击金币的中心偏上处"使金币能快速向前滚

动!所以力度要控制好"如速度过慢"向前的惯量不够"也会中

途倒下!
+./滚币落球

这是利用金币的惯性"对台球用中偏下击点轻推"滚币落

球!要求金币落在事先划好的一个直径为 ),厘米的圆内!见

图 #$%0!

图 1$23 滚币落球

究竟球杆用多大力度合适"可经试验确定!
+4/滚动击球

5.&)5 台球技巧与战术



表演者先把红球向顶岸击出!然后用主球去碰撞运动中

的红球!或将红球击落袋内!或主球自落袋内"见图 #$%&"

图 ’$() 滚动击球

图 ’$(( 九库走位

这需要准确的计算和熟练的技能!是一项较难掌握的技

*+,-*台球技巧与战术



巧!要根据红球的运动速度考虑前置量!才能准确地碰撞到合

适的位置"
#$%九库走位

这是一项非常精彩的技巧表演"在左上角袋下侧放一张

纸币!在纸币右下侧放主球!用重杆对中上击点!强力撞击右

上岸的 &’(处!经九库反弹!最后停留在纸币上"见图 )*++"
这里要说明的是!用司诺克球杆超等力度击打主球!一般

也只能跑六至七库!要实现九库反弹需要更强的力度"所以用

+球的开球杆!其杆重约为司诺克球重的 ,倍!再加上大臂甩

动!保证有足够的动能"
再就是要在边框弹性很好的球台上表演!如国际用台是

钢带式边框!弹性极好"而普通球台的边框弹性就较差"
#,%岿然不动

图 )*-..中!三角架由 &个红球支撑!当主球击打某一

红球入袋后!主球顶替红球支撑住三角架!使之不倒"
技法关键在于!一要摆好三角架的位置!如图所示!必须

向近似平行于三角架框边的方向击打主球!使主球撞走红球

后!主球能取而代之!正好位在框边的下方!才能与另两个红

球形成三足鼎立"再就是主球必须用中下击点把球定在三角

架下面"
##%归队

这是一项传统技巧项目"由-/个红球组成的三角形球堆

放在规定的位置上!用前端的一个球把三角架撑起"这个红球

可以放在三角架的顶部下面!也可以放在顶部左侧"用主球经

三库后将这个红球顶入三角架内!三角架落下"见图 )*-.-"

0$$-0 台球技巧与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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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归队

技法要领是选准过渡点%&再按二库破障的办法&确定瞄

准点 ’&就可实现将红球顶入的目标(根据实践经验&一般选

%点在下腰袋右侧 )*厘米左右处&而 ’点在波克线左侧 )*
厘米左右处为宜&但与主球位置有关&可将主球放在红球堆下

侧(
+,-挤出重围

如图 .")*.&/分球被 0个红球包围&在左下角袋口竖立

一个三角架&靠近袋口放1个红球(主球撞击/分球右侧的红

球&把 /分球挤向左下角袋方向&跳过三角架入袋(
技法要领2
3)4摆好球(关键是把右上岸边的 1个球摆好(/分球的

位置可放在波克线右侧贴岸&另外 0个红球与 /分球紧贴&形
成一个平行四边形(

3.4击 球(把 主 球 放 在/分 球 的 右 下 侧&距 离 约.*厘 米(

5+6)5 台球技巧与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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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左下击点撞击红球的右侧!在把另两个红球顶开的同时"挤
压 #分球"以左旋形式受岸边反作用力的影响"向左下角方向

运动!
$%&力度控制为一等!
如果 #分球运动方向偏左"可调整一下撞击红球的位置!
’()怪弯$*&
这是麦克+马赛伊的一组精彩技巧之一!如图,-*(%所

示"在左下角袋口放两个彩球"主球放在右上岸中部贴岸"外

侧放 *个红球!在主球和左下角袋中间有 #个彩球阻挡!

图 .-/01 怪弯$/&
球杆以 %(2左右角度 对 主 球 左 下 击 点 重 击"使 主 球 发 生

强烈左旋"由于岸边台呢的摩擦"使主球呈较大的左弧线绕过

#个彩球"击中左下角袋口的目标球!
技法分析3如何使主球在岸边产生很强的左旋运动"产生

较弯曲的左弧线来4从上面的技法可以看出"当球杆与长岸边

+(5*+ 台球技巧与战术



约成 !"#角击打主球时$由于外侧红球的制约$主球以左旋形

式先沿长岸向前先移动一段距离$然后再以左弧线形式向左

下方运动%所以$实际上是先近似直线移动一段距离$再以弧

线运动$其奥秘就在这里%
&’(怪弯)*+
与上例不同的是$主球位置放在靠近右上角袋处$在主球

外侧同样贴一个红球%在主球与左下角袋之间也有 ,个彩球

阻挡$要求主球从右下侧绕过彩球将左下角袋口的彩球顶入%
见图 *-’".%

图 /-012 怪弯)/+
技法要领3球杆以 !"#左右的角度)球杆与上岸的角度为

4"#左右+撞击主球的中右偏上击点$使主球撞上岸后推开红

球弹出一段距离$然后以右弧线球向左下角袋运动$并将彩球

顶入袋内%
与上例一样$在平时练习时$可以先用一个主球$并紧贴

5’6’5台球技巧与战术



一个红球!进行单球练习!然后再加障碍球进行练习"
#$%顶天立地

如图 $&’()所示!利用三角架的反弹力!使主球经二库

反弹后将下腰袋口的彩球顶入"

图 *&+,- 顶天立地

技法关键是!主球的位置要摆好!瞄准点要选在三角架的

底边中部!用高杆击打"由于主球碰撞三角架时产生顺时针旋

转!当与上岸碰撞时反射角发生偏转!但在碰右岸时又产生方

向相反的力矩作用!所以一正一反近似抵消!可以击中下腰袋

口的彩球"
#.%击红踢蓝

如图 $&’(/所示!在右下角袋口放一 )分球!左下角袋

上侧放一红球!离左岸约’(厘米"主球经一库撞击红球!红球

经二库后把 )分球顶入袋内"

0$1’0 台球技巧与战术



图 !"#$% 击红踢蓝

图 !"#$& 撞堆进球

技法关键’主要是对球路的准确计算’首先要将红球对 (
分球的二库瞄准点 )确定好’可按平行线法加离岸比例的方

法*然后将主球经一库的点选好’这是保证红球能准确撞向 )

+,-.+台球技巧与战术



点的关键!因为主球经一库后碰撞红球的位置是很重要的"稍
有偏差红球就不可能准确弹向右下角袋!

#$%撞堆进球

这个项目一般是在 &’彩球的球桌上进行!&(个彩球形

成三角形球堆"其左下角球的方向正好指向左下角袋!主球经

三 库后撞击彩球堆"可将左下角球顶入左下角袋!见图 )*
&+,!

#(%走回头路-&.
如图 )*&+/所示"主球撞击红球进入左下角袋后"以右

弧线向右运动经两次碰岸后又向左缩回"将 (分球顶入左下

角袋!

图 0*123 走回头路-1.
这是一项较难控制的技巧项目!关键是用竖棒球杆法击

打主球的右下击点"将红球撞入左下角袋后"继续向右前方运

动经二库后"由于岸边台呢的摩擦作用"使主球反方向运动!

4$,&4 台球技巧与战术



本项目需要反复苦练!
"#$一举三得

这是一项构思非常特殊的技巧项目!主球撞击球%后&自
身后缩到右下角袋将黑球顶入’球 %经一库后碰撞球 (&球 (
被顶入左上角袋’球%本身被折向左下角袋将)分球顶入!见

图 (*%+"!

图 ,*-./ 一举三得

技法难点在于0
1%2球 %撞击球 (使之落入左上角袋!
1(2球 %碰撞球 (后能准确折向 )分球!
132主球从左下击点击打&能准确缩回到右下角袋口!
"4$拐弯抹角与前顶后推

如图 (*%%+所示!这是两个典型的竖棒球表演项目!其

中5是主球近似 %(+6大转弯’7是长距离的前顶后推的竖棒

球!

8)4%8台球技巧与战术



图 !"##$ 拐弯抹角与前顶后推

技法关键%
&’(用打缩球的技法)把球杆转动近似 *+,)从上往下看)

击打左下击点)使主球产生强烈的先向右前)再转为向左后运

动)形成一个很弯曲的弧线-见图中.-
&/(图中0)用竖棒球杆法击打主球中下击点)先将 1分

球撞入袋内)同时)主球发生强烈的后缩运动)将右上角袋口

的彩球顶入-
&2(如果竖棒球操作不当)很容易损坏台呢-所以没有一

定把握不要随便作这个项目-主要是控制好球杆的运动尺度)
往下扎球时)擦到即止-

*34反突围

由图 /"’’’可见)主球的前后和上方都有红球阻挡)要

把右下角袋口的彩球击落袋内)主球的球路是非常复杂的-球
杆击打主球后)先碰撞下岸)再弹向左岸)然后以右弧线运动

516’5 台球技巧与战术



滚向右下角袋!

图 "#$$$ 反突围

技法关键%
&’(要使主球碰左岸后产生强烈的逆转偏右运动)才能以

右弧线绕过通向右下角袋的障碍球!所以)球杆应以*+,-+.,
角度&与下岸的角度约为 /.,(击打主球的中下偏右击点!

&0(要设计好左岸的碰撞点 1)过上或过下都不可能准确

地击中右下角的彩球!
&/(控制好力度)以一等力度为宜!
223一杆三球

如图 0#’’0所示)在上腰袋右侧有两个球)红球和 +分

球的连线指向上岸右侧的碰撞点 1’)使 +分球经一库弹向右

下角袋)两球的垂直方向可使红球落入右下角袋!在左下角袋

口有一黑球!主球撞击红球后经三库将黑球顶入左下角袋内!

455’4台球技巧与战术



图 !"##! 一杆三球

图 !"##$ 走回头路%!&
技法关键’
%(&摆好 )分球和红球*因为主球撞红球的左下侧后*使

红球发生右旋*所以 )分球和红球的垂直方向应指向右下角

+,-(+ 台球技巧与战术



袋的上侧!"分球和红球的连线指向#$点%#$点可由"分球的

对称点法确定!
&’(要求主球经三库后击中黑球%可以先确定过 渡 点 )

&在上岸(%再用平行线法确定 #’点!要打左上击点%使主球能

碰撞到 #’点!
&*(控制好力度%一般以二等力度为宜!
$++,走回头路&’(
这个项目比较简单%用缩杆击打主球的左下击点%把 ’分

球撞走%自身缩向右下角袋处把黑球顶入!见图 ’-$$*!
$+$,转圈入袋

这是一个常见的特技项目%但要表演好也并不容易!如图

’-$$.所示%用红球围成半圈%主球撞击 "分球后%"分球沿

着红球围成的内圈进入左上角袋!

图 /-001 转圈入袋

技法要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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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好红球圈$要使红球圈起到引导 %分球的作用$这

个圈的弧度不能太扁&应摆成直径相当于 ’%厘米()*厘米

的半圆&在袋口处要注意圆滑些$
!+#主球撞击 %分球时&不要将 %分球打入上岸与红球圈

的犄角里&使球卡在里面$应使 %分球反弹后与半圆圈的第 ’
个红球接触&才能沿圈滚动起来$

"*+,一杆六球!’#
见图 +-""%$此项技巧是一项经典性特技&是特技中最

有代表性的表演节目$关于技法问题已在本部分的主要技法

分析中作了介绍&这里再补充说明几个问题$
!"#此项目可在 .球桌/"0彩球桌和司诺克球桌上进行$

由于前两种球桌铺的是台布&摩擦系数较小$司诺克球桌上铺

的是绒布&摩擦系数较大$在摆球时注意调整两球指向的偏

差$
!+#0个球的右侧两球的位置&在有标志的球桌上&应摆

在右侧起算第 ’个标志线上&如图所示$在司诺克球桌上&可
估测放在 %分球和右侧底岸之间的 "1)位置上$

!’#0个球摆好后&要检查一下&以中轴线为准&每个球的

位置都应该是两两对称&指向偏移位置一致$
!)#主球放在中轴线上的波克线右侧处&用中心击点$注

意不要打成偏杆球&会使与球堆接触时旋转方向产生偏差$
!%#如果在练习中出现有的球落袋&有的球不落袋&可以

调整指向偏移的位置&例如&指向腰袋左右侧的位置可以更接

近袋口些$
如果对称的两球一个落袋&一个未落袋&说明主球撞击方

2*3"2 台球技巧与战术



图!"##$

一杆六球%&’

()
*)

(
台

球
技

巧
与

战
术



向有偏差!
如果左侧 "个球均落袋#右侧两个球未落袋#或球滚动方

向准确#但到不了袋口#说明主球的撞击力度应该再大些#因

为右侧两个球是靠中间两个球的反弹力被顶入底岸两个角袋

的!
$%&’过天桥

如 图 ()$$*所示#在巧 粉 块+或 小 圆 柱,上 放 一 个 黑 球

-#放在左下角袋右侧的边框上#右下角袋口放一个蓝球 .!
将 */0个红球排列在左下岸边#在上侧放一个黄球 1!主球

撞击黄球#使之将蓝球顶入右下角袋#主球自身向右后弹跳到

边框上#因受球杆的导引而沿杆身撞击巧粉块#将黑球震入左

下角袋!
技法关键是#球杆以 (%2/&%2角度击打主球的右下击点

后#使之能以小高度跳起将黄球撞开的同时#自身能向右后上

方跳起到边框上!这需要进行艰苦的实践!表演者在出杆后

应及时将球杆放在边框上#以导引主球去撞击巧粉块#使黑球

掉入角袋!
$%"’塌方

如 图 ()$$0所 示#用 两 根 直 径 在 $3毫 米 左 右4高 度 为

(%厘米和 &%厘米的不锈钢薄管或塑料管#放在上下腰袋线

中部#在每根管子上放一个红球!当主球从一侧同时将两根管

子撞开时#两个球就从管子上掉下来#由于两球之间有 $%厘

米的高度差#上面的球撞击下面的球#便使得两球分别向上下

腰袋方向运动而入袋!
技法关键是#下面的球要紧贴高管5两球高度差不得小于

6(7$6 台球技巧与战术



图!"##$

过天桥 %&
’(

%
台

球
技

巧
与

战
术



图!"##$

塌方

%&
’(

%
台

球
技

巧
与

战
术



图 !"##$ 一杆四球

%&厘米’主球撞击两根管子时要使其离开原位(不影响两球

下落后的运动)
%&*+一杆四球

如图 ,"%%-所示(台面上放了 .个红球(前后排成两列(
主球撞击球%和球,后(两球分别进入左下角袋和上腰袋)由

于球 %/,擦动球 0和球 .(使之分别进入左上角袋)
技法要领1
2%3摆好球)球%和球,间隙应小于一个球径(约0厘米)

两球位置在粉球置球点右下侧)球0和球.间隙约&+*厘米(
球 %/,与球 0/.间距 &+*厘米(主球离球 0和球 .为 ,&厘米

40&厘米)
2,3注意球 %和球 0两球相擦时的垂直方向(球 %应指向

左下角袋右侧(球 0应指向左上角袋右侧)另两球同理)
%&5+瞻前顾后

6*-%6台球技巧与战术



如图 !"##$所示%在右下角袋口放一个彩球%在左下角

袋右上侧放一个蓝球&击打主球右上击点%将蓝球经一库弹向

右下角袋%将彩球顶入袋内&

图 ’"(() 瞻前顾后

图 ’"(’* 顶框球入

+,-#+ 台球技巧与战术



技法关键是!选好蓝球的撞岸点!同时注意将主球撞击蓝

球后向右侧运动!不与蓝球相撞"
#$%&顶框球入

如图 ’(#’$所示!将三角框尖端指向上腰袋口!在下边

框内侧中间放一个彩球!主球放在三角框下侧 )$厘米处"表

演者向观众宣布!要将彩球击落上腰袋!观众对此感到不解!
所以非常有兴趣地注视表演者是如何使彩球跳入腰袋的"

实际上!表演者将主球撞击三角框!使框向前移动!端部

进入腰袋口!留出一个空眼"彩球受框架推动而进入空眼!观
众为之哗然!原来如此简单"

#$*&推球出框

如图 ’(#’#所示!在台面右上侧放一个三角框!一端指

向左上角袋!在右侧框边内侧放一个红球"主球跳起撞击红球

使其跳出三角框进入左上角袋"

图 +(,+, 推球出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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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法关键是!利用击打跳球的技法使主球撞击红球!一定

要控制好主球的运动方向!才能保证红球的运动方向"
#$%&推波助澜

如图 ’(#’’所示!在下腰袋口放 )个球!在右上角袋口

放置 *根球杆!形成一个叉口和一对导轨!在导轨上放一个蓝

球 +和一个黑球 ,-用小纸片挡住!防止下滑.!在左下角袋口

放一个黄球 /"主球撞击球 #后!球 ’落入下腰袋!球 *进入

左上角袋!球 #向左下角袋方向运动!将球 /顶入袋内"主球

经三库进入叉口!转弯上轨!推动球 +"由于球 ,受纸片阻拦!
当受球 +推动时!球 ,先越过纸片向下滑动!与球 )一起进入

腰袋"然后主球与球 +一起进入腰袋"台面上的 0个球全部

进入球袋"

图 1(211 推波助澜

注意3纸片不能太厚!应用一小片软纸卡住球 ,"
##$&连环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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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所示%这项技巧是利用球与球之间的角度关

系%使 &个球分别进入规定的球袋’在空隙处放 ()*个空瓶

子%当主球撞击球 #后%球 #进入上腰袋%其它 +球分别进入

左上角袋,左下角袋,下腰袋,右下角袋’

图 -".-/ 连环套

技法要点是%首先考虑两球相撞后的垂直指向%同时考虑

两球产生的摩擦所引起的移位效应%就可以解决这个项目的

技法问题’
###0跳杆入袋

如图 !"#!+所示%将一个红球放在两根球杆形成的叉口

之间%当主球按正常瞄准方法击打红球使之进入上腰袋时%红
球会跳过球杆落入球袋’主要机理是%球杆前端的直径一般在

#!毫米左右%所以不影响主球撞击红球%红球受撞击后%由于

球杆的阻挡%便产生跳跃%所以能越过两根球杆而进入腰袋’

12*#1台球技巧与战术



图 !"#!$ 跳杆入袋

图 !"#!% 敲边鼓

&&’(敲边鼓

如图 ’"&’)所示*在下腰袋口放一个黑球*在左侧放一

列 )+,个红球*离岸边约)厘米-在红球列左侧放一个主球*

./0&. 台球技巧与战术



其左侧和上侧均被红球挡住!对准球用扎杆使之快速向后运

动"因红球列的阻挡"需要逐个推开才能前进"所以发出塔塔

声"故称之为敲边鼓!
##$%过障击球

如图 &’#&("在左上角袋口放一黑球 )"在球 )右下侧放

一球*和球$"离球$约#$厘米处放主球!在球$与主球间放

球 #和球 &!用主球撞击球 #和球 &"稍带偏角"使主球撞击后

向后侧方弹回"球#和球&向两侧运动!此时球杆继续向前击

打球 $!从而将球 *击向球 )"将之击落角袋!

图 +’,+- 过障击球

技法关键是"首先确定球 $对球 *的瞄准点 ."球杆的运

动方向始终指向 .点!当球杆撞击主球后"由于球 #和球 &
均已让路"主球也不影响球杆运动"保证了球杆击打球 $"但

注意主球与球 $的距离不能太大!
##*%狭弄过球

/#0#/台球技巧与战术



图 !"#!$%这也是一种敲边鼓的例子&区别在于主球先

用薄球擦过球 #%然后进入红球组成的球列%由于红球列每个

球距左岸距离都小于球径%所以主球也需要逐个推开才能通

过球列%最后将黑球顶入角袋&

图 ’"(’) 狭弄过球

图 ’"(’* 重见天日+’,

-!.#- 台球技巧与战术



技法要领!确定好主球对球 "的瞄准点 #$保证主球薄擦

球 "后能进入红球形成的狭弄$并使用跟杆打法$控制足够的

力度$以通过狭弄%
""&’重见天日()*
如图 )+"),所示$在黑球的左右均有红球阻挡%本项目

与技巧项目 -"例子不同之处在于黑球右侧的 .个红球的排

列不同$例 -"是贴紧黑球排列$而本例是 .个球均相距一段

间隔$其机理则与项目 -"相同%

/.0"/台球技巧与战术



第三部分 台球战术的基本原则

一!台球运动战术浅论

"一#孙子兵法与台球运动战术

$孙子兵法%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灿烂明珠&两

千多年来’它不但被中国人所推崇’且越来越被世界所公认(
不但被奉为兵学宝典’且被应用于商战与商略及其他领域’影
响极为广泛而深远&

不论是军事战争还是市场竞争’只要存在对抗’$孙子兵

法%就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因此’为了能在竞技性体育运动

中取胜’$孙子兵法%中的一些战术思想和军事策略’同样有着

很大的指导意义&
就台球运动而言’它是一项集智力!体力与技巧于一体的

高尚的体育运动&一个优秀的台球运动员不仅要有扎实的基

本功夫!精湛的球技’还应该具有很高的战术素养&$孙子兵

法%中有不少用兵法则’如全胜的原则!先知的原则!先胜的原

则!主动的原则!机动的原则等’对台球运动也是很有用的&
孙子在整部兵书中再三强调全胜的原则’即出兵务必谨

慎’不可轻率&不是对整体!全局有利的’就不行动(不能取得

胜利的’就不用兵&在台球比赛中’如果没有进球的把握’绝不

能贸然进攻&

)*+,) 台球技巧与战术



孙子最反对的是不分青红皂白!不问胜负成败!不计算可

能付出的代价!便轻起战端!贸然出兵"他主张!应充分衡量双

方实力!比较双方胜算!在战局之前和初期!应作充分了解"这
就是孙子提出的第二个原则#先知"先知的内涵包括$研究%
判断胜算!掌握敌情"孙子曰$&知己知彼者!百战不殆’不知彼

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这个原则用于

台球运动中!在比赛初期就要了解对手水平!以便避其实而击

其虚!这是获胜的一个重要策略"如对手远射能力很强!而破

障碍能力较差!则应注意不要给其好的进球条件!尽量给其制

造障碍与不便"
孙子的第三个原则!就是&先胜(的原则"&先胜(是指在用

兵作战之前!先创造有利的态势!使敌无机可乘!且己方可伺

机而动!一举得胜"孙子在)军形篇*中指出!善于用兵作战者

必先立于不败之地!胜利者必先创造必胜的条件!然后再与敌

人作战"那种企求侥幸取胜!事先无准备的交战!是被动的%盲
目的"同样道理!在台球运动中!要想立于不败之地!首先必须

要有扎实的基本功底!有良好的姿势和很高的进球水平!以及

很高的战术素养!才能在竞赛过程中!不论是在精神上!还是

技能发挥上!始终保持处于优先的态势"单凭感觉!功底不深!
就想进入高级境界是完全不可能的"有时可能侥幸取胜!但到

一定的阶段必将停滞不前"所以!&先胜(条件和&优位(意识的

建立!在于苦练基本功!善于应用科学知识"
孙子说$&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就是强调战争的又

一重要原则#&主动("在战场上!如果行动受制于人!再高妙

的兵法也无用武之地"反之!若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即使处

+,-.+台球技巧与战术



于劣势!也可能反败为胜"主动权是靠计谋争取来的!要让敌

方随我设计好的圈套行动"在台球竞技中!当态势不利于自己

时!就应积极制造障碍!使对方处于被动!不能发挥其优势!且
较容易失于误"从而使己方在精神上和战术上均取得主动"

机动##是孙子用兵的又一法则"孙子认为!战争是斗智

手段的应用!必须发挥$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奇袭效果"为

达到奇袭的目标!机动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如果自身不能保持

高度的机动能力!则一切奇袭行动均属盲目行动"如在台球运

动中!有的运动员在没有进球机会时!便采取放球的办法!把

球放到安全区!但并没有给对手构成任何威胁或不便"在这种

情况下!一个优秀的台球运动员应能把球放到理想的&设计好

的地方!善于控制主球和目标球的行进路线!且具有很高的机

动能力"
孙子说’$兵贵胜!不贵久%"这里的$胜%即速胜"战争要

讲究速度!即力求速战速决!但战力强大的军队!并不是只知

快攻猛打!必须$悬权而动%!作战时以分合为变"依战场情况!
该动则动!该静则静"有时如处女般沉静!有时如脱兔般迅猛"
$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

震%"在台球运动中!也需要如$风&林&火&山&阴&雷%的中国功

夫"一味求快求猛!不尽然是上策"应讲究变通之道"孙子在

(九变篇)中所讲的!$涂*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

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便是着眼于不同情况下的变

通!即根据实际灵活适用战略战术原则"
总之!(孙子兵法)这部集兵法之大成的军事宝典!所蕴涵

的军事思想&用兵法则!可谓包罗万象"我们的台球运动!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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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运用孙子兵学思想于对抗性竞技中!定会取得辉煌的战

绩"

#二$关于台球运动战术与技术的关系

台球运动是一项竞技型和智力型运动!可以这样说!把球

准确地击入球袋或主球碰撞目标球自落#比列球$!或连续击

中两个目标球而得分!这些都是打球的技术问题%技术水平高

的运动员击球入袋成功率就高!这是比赛取胜的基本条件%
但是!当不具备入袋条件!或虽有入袋条件!但无连续得

分的好球势时!就需要考虑采用一定的战术%按孙子兵法的说

法&’兵者!诡道也((夫未战而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

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其
意思就是!凡筹划周密的!胜利条件就充分%反之!就可能失

败%所以!在比赛过程中!从一开始就要筹划如何给对方制造

不利条件!还要为自己的进攻创造良好机会%
为了用好战术!需要以技术为基础%没有好的技术基础!

就不可能真正用好战术%所以!技术和战术两者是互为依托!
相辅相成的%特别是台球初学者!不可能每杆都能进球!就更

应考虑如果进不了球!主球应该运动到什么位置!才能不给对

手留下进球机会%所以!运用台球战术!充分体现了台球运动

是一项智力型体育运动!能培养人的思维能力和驾驭全局的

逻辑判断决策能力%

#三$台球战术的分类与运用时机

台球运动战术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消极性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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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术!一类是积极性安全战术"又称进攻性战术#把台球战术

只看作安全防御是不全面的"这属于消极防御#全面的理解台

球战术"应该是以守为攻"攻守结合#
一般消极性防御战术只是防止给对手提供得分机会"而

积极性安全战术除了给对手制造较大困难外"同时还要考虑

对手在排除障碍后可能给自己创造有利的得分机会#
台球战术一般在以下情况下应用$
%&’在比赛开始"红球堆尚未撞开"没有任何进球机会时#
%(’尽管红球堆已撞开"但不具备任何进球条件时#
%)’个别红球%或彩球’虽然有进球条件"但风险较大时#
%*’全部红球散落在球桌的一侧"主球在另一侧#如贸然

进攻失误"可能给对手提供进球机会时#
%+’多数红球在球台一侧"个别红球在主球一侧"如处理

不当有可能丢分时#
要做到能够灵活应用台球战术"最重要的是要树立强烈

的战术意识"特别是在双方运动员技术水平不相上下时"就更

需要有清醒的头脑#把战术用活"就有可能取胜#如双方水平

有差距"弱的一方就应争取以智取胜"关键是用好战术#

二,台球运动十条基本战术原则

根据国内外有关台球书籍和论文所涉及的台球战术方面

的各种见解"经笔者消化理解后"归纳 为 十 条 基 本 战 术 原 则

%主要用于司诺克式台球"也可供其它台球参考’#
为了能够较好地理解每个战术原则的内涵"并能在实践

中很好应用"本节将对每条战术原则"列举几个实际球例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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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有的还从正反两方面举例说明"十条战术原则共举例 #$
个"如%

第一条原则!安全开球!举例 #个&
第二条原则!不轻易给对手机会!举例 ’个&
第三条原则!先撒种子后收获!举例 ’个&
第四条原则!老谋深算!举例 ’个&
第五条原则!等待时机!举例 ’个&
第六条原则!以攻带守!举例 (个&
第七条原则!把路堵死!举例 ’个&
第八条原则!伺机而动!举例 )(个&
第九条原则!绝对安全!举例 )#个&
第十条原则!一步千金!举例 *个"
从每条战术原则的举例个数可见!第八条打好薄球!和第

九条分流造障!所举例子最多!说明在台球比赛过程中!如何

应用好打薄造障和分流造障技法!是很重要的"

+一,安全开球

在台球比赛开局时就要注意把球开好!争取不给对手进

球机会"
在一盘台球赛开始时!由于所有的球都在规定的球位上!

没有进球机会"如果开球不讲策略!把球堆打散!就可能给对

手创造了得分条件"所以一定要讲究开球策略!要把握主球的

运动路线和停留位置!不要给对手连续得分的机会"
如果对手远射能力较强!那么在第二局开球时不要给对

手得分的方便条件"根据对手的进球能力!一般可选择五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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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方法!
例 "!主球放在靠近棕色球 #厘米$%厘米处&击打中右

击点&瞄准三角形球堆的右上侧第一个红球的 "’(厚度处出

杆&用二等力度&使主球经二库从 )分球左侧通过&经三库反

弹后&停在安全区的底岸边*最理想的是停在%分球或(分球

的靠底岸一侧*见图 %+"*

图 ,+- 开球方法 - 图 ,+. 开球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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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开球方法称之为国际标准开球!
例 "#将主球放在棕色球与黄色球中间$取中上击点$瞄

准红球堆右侧第 "个球 %&’厚度$用二等力度$可经四库回到

安全区的底岸边!见图 ()"!
以上两种方法$都可能把有的红球顶出$有的可能运动到

左角袋附近$有的可能经顶岸反弹到腰袋附近$这是很不理想

的$应尽量避免!

图 *)* 开球方法 *

例 (#把 主 球 放 在 靠 近 黄

球$用右上击点$瞄准红球堆的

右 前 方 第 一 个 球 的 %&’厚 度$
经 二 库 回 到 安 全 区 的 黄 球 后

面$或贴近底岸!
这种方法有可能将有的红

球顶到左上 角 袋 附 近$而 主 球

如不能停留 到 理 想 位 置$就 可

能给对手留下机会!见图 ()
(!

例 ’#将 主 球 放 在 靠 近 黄

球$打中左击点$瞄准红球堆的

右侧约 %厘 米 处 出 杆$主 球 经

碰撞顶岸后 向 左 偏 转$停 留 在

红球堆的上侧!见图 ()’!
这种方法虽不给对手以进

球机会$但对 手 可 以 用 打 薄 球

的方法运动 到 安 全 区 去$反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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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自身制造了麻烦!
例 "#将主球放在棕球和黄球之间$用中下击点$向红球

堆旁轻推$贴得越紧越好%或用一库&二库反弹后贴紧红球堆

一侧!见图 ’("!

图 )(* 开球方法 * 图 )(+ 开球方法 +
这种方法虽可避免给对手首杆进球或远射的机会$但对

手同样可容易地用打薄球的方法运动到安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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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以上 !种开球方法"各有利弊"应根据情况"认真决

策#但比较多的还是用国际标准开球方法#

$二%不轻易给对手机会

当主球在安全区"红球都集中在上区"没有进球机会时"
对策是"或打薄球返回安全区"或贴近红球堆#

图 &’( 打薄球返回安全区 图 &’) 使主球钻入红球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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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打薄球返回安全区#台面上的球势如图 $%&所示’
主球在安全区左侧’没有进球的机会#可采取打薄球的办法’
使主球返回安全区#但在主球返回途中’有可能被左岸附近的

几个红球挡住回路#所以在打薄球时要注意主球不要被阻挡

而给对方以得分机会’可打左上击点’使主球经一库后穿过这

几个红球左侧返回安全区#
有的运动员往往只考虑打薄球放球’而不太注意主球的

球路会否被挡#这点需要注意#
例 ("使主球钻入红球堆#
台上的球势同上例’见图 $%)’但不打薄球’而是采取把

主球轻推入红球堆内’使对手无进球机会#
在技法上采用打中下击点’使主球缓慢地滚向球堆’切忌

用暴杆’以避免把红球堆炸开’或使个别红球弹出#那样’就可

能给对方提供得分条件#

*三+先撒种子后收获

当主球在安全区’附近有一个红球’其它红球均在上区’
且较集中时’应该采取积极制造障碍的技法’既造了障碍’又

为自己下一步进攻创造了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打法"
例 !"消极性造障#如图 $%,所示’在 $分球左下侧有一

个红球’主球在红球的左下方#其它红球均在&分球与)分球

之间#一般的打法是打右下击点把红球推开’主球运动到$分

球后面’造成障碍球#

-./(- 台球技巧与战术



图 !"# 消极性造障 图 !"$ 积极造障

这种打法虽也给对手制造了障碍%但缺点是%如果对方用

一库反弹%使主球轻贴红球堆%反而给自己增加了麻烦%也没

有进攻的可能条件&所以这是一种消极性造障&
例 ’(积极造障&如图 )"*所示%用主球撞击红球%使之

撞开红球堆%同时把主球运动到)分球后面形成障碍&即使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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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能准确地破障!但由于球堆已被撞散!总会有进球的机会"
这样就为下一步进攻创造了条件"

这条原则的指导思想是!当你要造障碍球时!要考虑造什

么样的障碍球!对自己下一杆球有何影响"所以这叫积极造

障"

#四$老谋深算

当台面上只有一两个红球!且双方比分悬殊太大时!负的

一方应有反败为胜的信念"利用红球少的条件尽可能给对方

制造困难!促使其失误"
如图 %&’(所示!两个红球!一个在 )分球右下侧!一个

在左腰袋的右上侧"主球在安全区的右下侧!进球条件较差"
例 ’*用左上击点对红球 ’的 ’+,厚度打薄球!使红球 ’

经碰右岸后折向 )分球旁边"而主球经三库到达安全区"
因为 ,分球不在位!在主球返回安全区的中右侧后!有可

能仍然露出一个红球!使对方仍具有进球机会"见图 %&’("
例 -*用左上击点对红球 -的 ’+,厚度打薄球"使之经二

库后停留在 .分球和 )分球之间"而主球经一库从顶岸弹回

到底岸边"这样对两个红球均造成障碍!使对方没有进球机

会"见图 %&’’"
技法关键是要计算好主球的球路和对红球的碰撞点!并

控制好力度"另外!主球的击点应选择左上击点!使碰撞顶岸

后不要走向安全区右侧"
这条原则的思路是当两个红球较分散时!如何使它们聚

集在较近的地方!以便把障碍造得较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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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利用红球 #造障 图 !"## 利用红球 %造障

&五’等待时机

当一两个靠近右上岸的红球与主球在同一侧(其它大多

数红球都在另一侧时(应控制好主球的位置(避免给对手创造

得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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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所示%上区有两个红球靠近右上岸边%主球在

&分球右上侧’彩球都在原位%其它红球都在下区’主球没有

合适的进球机会’此时%切切注意%在对策上%如不是很有把握

的进球机会%不要轻易击打下区的红 球%以 免 因 此 而 导 致 失

误’

图 (")* 只顶走一个红球 图 (")( 把两个红球撞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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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打法可进行比较!打法 "!主球用左上击点将红球

"顶走#自身经一库回到顶岸中部$黑球的右上侧%这种打法

的弊病是仍然留了一个红球 &#使对手也可以用撞 走 红 球 &
的办法留主球在顶岸边%

打法 &!用主球击打红球 "#使其反弹后撞走红球 &%主球

自身回到黑球的左上侧靠岸处%
这种打法#只要对手击打腰袋以下的红球#就有可能给其

对方创造得分的机会%见图 ’("’%
技法关键是控制好主球走位%
由这两种打法可见#这里的原则是要求运动员在处理红

球时#要深思熟虑#考虑下几步的发展#不要简单化%

)六*以攻带守

当主球 在 安 全 区#红 球 都 在 上 区#个 别 红 球 有 进 球 路 线

时#要作两手准备#采取以攻带守的打法#万一进不了球#主球

可回到安全区%
这条原 则 的 关 键 是#要 计 算 好 主 球 球 路#选 择 好 击 点 位

置#防止在返回时被断路而给对方提供机会%
下面讲讲 ’种打法及击点选择%
例 "!如图 ’("+的球势#在上区有一个红球 "有进球路

线#但靠近右岸处有两个红球阻挡回路%可用右上偏杆将红球

"击落左上角袋内#主球经碰撞顶岸右侧后穿过两个红球返

回安全区#接着可以击打 ’分球得分%就是进不了球也很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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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从右路穿红返回 图 !"#% 避开红球返回

例 &’从图 (")*可见+主球在安全区的左侧,红球堆的

左侧有一个红球+有进球机会+但有两 个 红 球 离 左 岸 上 部 很

近+如不计算好主球球路+有可能被红球阻挡而失误,
对策是+主球用左上击点撞击红球 )的瞄准点+使其落入

右上角袋-主球自身经顶岸较大偏转+弹向左岸,这样就可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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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红球弹向右岸下侧!经四库回到安全区"
此例启示!在遇到类似情况时!要考虑打什么偏杆!主球

在返回途中才不致被阻挡"但要注意力度控制!如过重或过

轻!主球都可能走不到位而给对方留下机会"

图 #$%& 以攻带守

例 ’(图 ’$)*的 球 势 与

上例类似!但 左 岸 没 有 红 球 阻

挡!所以可以 选 择 用 右 上 偏 杆

瞄 准 红 球 )!将 其 击 入 右 上 角

袋!主球经二 库 返 回 安 全 区 的

彩球后面"
当然!也可用左上偏杆!但

正如上例中 提 到 的!如 力 度 控

制不好!有可能失误"
本原则所举的 ’个球例都

说明!在采用以攻带守时!要注

意计算好球 路!确 定 用 什 么 偏

杆!还要注意控制好力度"

+七,把路堵死

当 彩 球 大 都 不 在 原 位!红

球均在上区 时!主 球 把 红 球 击

落后靠近底 岸!存 在 作 障 碍 的

条件"应选择威胁大的彩球作

障碍!以增加对手的困难"
例 )(用 -分球造障"如图 ’$).所示球势!-分球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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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上!主球位于"分球后面#在左岸下侧有一个$分球靠近岸

边!底岸左侧有一绿一棕两个球靠近岸边#
一般都选以 "分球作障碍!把主球轻推近 "分球边#
这种障碍球比较容易破除!用一库或二库均可以!且球路

比较通畅!困难不太大#因此!这种打法给对方威胁不大#

图 %&’( 用黄球造障威胁小 图 %&’) 用蓝球造障威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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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用#分球造障$用低杆轻推主球%经一库轻弹贴近#
分球的左下侧%造成障碍$

这种障碍球由于与 #分球贴得较紧%所以很难用一库或

二库方法来破障$如果用一库破障%在 #分球背后击球很困

难%是后司诺克$如用二库破障%因 &分与 ’分球的位置正好

在一库瞄准点处%也没有办法进行$见图 &()*$

图 +(,- 对顶岸球打薄球

这 条 原 则 的 基 本 思 路 是%
当存在多种 方 法 造 障 碍 时%要

选择对方难以破障的彩球来造

障碍%使对方因此而产生失误$

.八/伺机而动

当 主 球 在 安 全 区%红 球 的

位置均不理 想%或 是 没 有 进 球

机会%或是虽有进球条件%但可

能使主球扎 入 球 堆 时%对 策 是

采取安全打 法%打 薄 球 返 回 安

全区$
把主球放回安全区的情况

是很多的$本节选取了)&个球

例来说明不同情况下如何打薄

放球$供读者参考%以便随机应

变%灵活应用$
例 )"如 图 &()0所 示 球

势%主球在安全区左侧%红球都在上区$用左上偏杆瞄准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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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岸红球的 !"#厚度$打薄球$使主球经二库后返回安全区%
而红球 !被撞后碰顶岸弹向 &分球附近%

技法关键是$一定要注意把薄球打好$并控制好力度$否

则会把红球 !撞出来$给对手创造机会%
例 ’(对球堆打薄球%

图 )*+, 对球堆打薄球 图 )*+- 打厚易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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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所示球势%红球堆比较集中%主球位于安全区左

侧&可采用中上跟杆瞄准红球’的’()厚度%经二库后返回安

全区左侧&
红球 ’被撞后%可能将有些红球顶向右侧&所以%对红球

’不能打得太厚&

图 *"++ 打薄要选好目标球

这 种 情 况 经 常 会 遇 到%要

注意控制好 力 度%因 为 打 薄 球

时%,$-./$-的 能 量 消 耗 在

主球运动之中&所以一定要注

意轻打%并且 最 好 能 放 到 !分

球的后面&
例 !0避免打厚失误&图 !

"#’所 演 示 的 是 一 种 不 理 想

的打法&离顶岸一段距离有一

个红球 ’%其它红球比较集中%
彩球都在原位上&主球在安全

区左侧&
主 球 击 打 红 球 ’比 较 厚%

约 ’(#厚&使主球经二库后弹

向 1分球的右下侧&红球 ’被

撞击后弹向 球 堆%有 可 能 把 球

堆撞开&这样有可能给对手提

供进球机会&
这种情况应尽量避免%所以%一般规律是0打薄较安全%打

厚易双飞&双飞就是指主球和目标球都弹离岸边%很可能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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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提供进球机会!
例 "#打薄要选好目标球!如图 $%&&所示的球势’主球

在安全区右下侧’红球都在上区!红球 (虽有进球可能’但主

球自身将陷入红球堆中!

图 )%*) 根据球路选择击点 图 )%*+ 要按球路选击点

这种把握不大的球势’不能轻易进攻!可采取打薄球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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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区的办法!但从图可见"如对球堆打薄"或对右岸旁边的

球打薄"均有可能被阻挡!所以"可对红球#的右侧#$%厚度"
用中上击点"经顶岸反弹后"从两个红 球 旁 穿 过 来 返 回 安 全

区!
此例说明"打薄球要计算好球路和击点位置"尽量避免因

主球被阻挡而造成失误!
例 &’打薄球要按球路选

击点!见图 ()*("主球在安全区左侧靠近底岸处"红球

都在上区"无进球机会"可以打薄球使主球返回安全区!但红

球的位置都存在不利于主球返回的因素!不论是靠左岸的 (
个红球"还是 +分球左侧的几个红球"都可能会因碰撞别的红

球而受阻!
可选择靠近顶岸的红球 #"用中右击点瞄准红球 #的左

侧 #$%厚度"使主球碰顶岸后向右偏斜"返回安全区的左侧!
例 ,’根据球势选择目标球!在图 ()*%中"主球在安全

区右侧"红球都在上区"没有进球机会!
要通过打薄球使主球能顺利返回安全区"必须慎重选择

打薄的目标球!
从图示球势看"只有选择红球较集中的球堆右下侧的红

球作目标球"用左上击点瞄准红球 #的 #$%厚度出杆"才能经

碰撞顶岸后弹向右岸下侧"可以比较通畅地回到安全区!
如果选别的红球"就可能遇到阻挡!
此例再次说明"在打薄放球时"要认真设计主球球路"然

后根据球路确定击点位置!
例 +’根据图 ()*&所示的球势设计好主球球路"位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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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左侧的主球通过打薄球返回安全区!需要设计好球路"

图 #$%& 设计好主球球路

从 图 中 的 红 球 位 置 可 见!
主球需要从 ’组红球形成的两

个通道中进 出!所 以 可 选 择 红

球 (为目标 球!用 右 上 击 点 瞄

准 红 球 (的 左 侧 ()*处!经 顶

岸弹向红球 (的 右 侧 通 过!返

回安全区"
要 实 现 这 个 球 路 设 计!应

准确地判断主球在顶岸的碰撞

点 +!并掌握好力度!过大的力

度会使球路变向"
例 ,-从 图 ’$./中 可 以

看出!只有球 (作 目 标 球 比 较

合适"关键在于选用什么击点!
使主球经一库后不致被红球堆

阻挡"
可 选 用 中 上 偏 右 击 点!瞄

准 红 球 (的 ()*厚 度!经 一 库

后通过红球 (的左侧返回安全

区的左侧"而红球 (被撞向右岸后弹向球堆"
如果主球回到安全区的右侧!就有可能给对方提供进球

机会"因为红球堆的右上方有一个球有进球机会"
此例说明!运动员在设计主球返回球路及选择目标球和

击点时!都要注意判明球势!以便决策采用何种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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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在图 #$%&的球势中’红球基本上分两组’主球只

能选右组的红球(为目标球)根据主球所在位置’可选用右上

击点’瞄准红球 (的左侧 (*+厚度出杆’使主球经顶岸碰撞后

弹向安全区右侧)理想状态是停留在%分球后面形成障碍)而

红球(经右岸反弹后走向红球堆’有可能撞开几个红球)所以

力度要合适’不宜太重)

图 ,$-. 打薄球例 / 图 ,$-0 打薄球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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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打薄球例 %&

例 ’()在图 *"+,显示的

球势中-主球 在 安 全 区 中 部 偏

右处-红球分两部分-一是在 .
分球下侧较 集 中-二 是 在 /分

球左下侧有两个散落红球0主

球只能击打 到 球 堆 的 右 下 侧-
如走位不当-可 能 给 对 方 创 造

进球机会0必须精心设计0
本 例 选 取 了 用 右 上 击 点-

瞄准红球堆右下侧的红球 ’的

右 侧 ’12厚 度-主 球 经 三 库 返

回安全区中部靠近底岸处0使

对手不便出杆0
如 果 处 理 不 当-主 球 回 到

安全区的波 克 线 附 近-就 给 对

手提供了进球机会0
例 ’’)如图 *"+3-主球在

安全区的左侧-红球比较集中0
没有进球机会0只好打薄球回

安全区0
打薄球的方法可以用二库回安全区-也可以用三库回安

全区0本例是用右上击点-瞄准红球 ’的 ’12厚度-经三库返

回安全区的右侧0
要注意 的 是-对 红 球 ’位 置 的 目 标 球-如 果 打 得 稍 厚 一

些-很可能会使主球落入左上角袋0所以在打右上击点时要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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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杆!也就是打在 "#$%&’#$%球径的位置上(如果打在 )#$%
&*#$%的位置上主球就很容易落袋(

图 +,-. 打薄球例 // 图 +,+0 打薄球例 /-
例 $12如图 3,3%所示的球势!红球堆未打开!主球在安

全区的左侧(可用右上击点瞄准红球$的右侧$#)厚度出杆!
主球经三库返回安全区的中部!最好停在 )分球的后面!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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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球!
一般运动员对这种打法担心主球会落入右上角袋!防止

的方法是不能打厚了"要准确把握对目标球 #$%厚度处"需要

熟练掌握打薄球技法!

图 &’&( 打薄球例 (&

例 #)*如 图 )’)#所 示"
本 例 属 于 打 厚 放 球"把 红 球 #
经一库放到 安 全 区 右 侧"而 主

球 自 身 碰 右 岸 后 弹 向 顶 岸 靠

边!这也是常用的一种安全打

法!
在 实 际 比 赛 中"也 经 常 会

遇到这种情 况"主 球 在 安 全 区

左侧"只有一 两 个 红 球 可 以 击

打"但没有进球机会!另外"如
果主球跟过去也不会给对手以

机会"就可以采用这种策略"即
放球跟进策略!

在 打 法 上"计 算 好 目 标 球

#的 反 弹 球 路"再 确 定 对 目 标

球的瞄准点"以 及 主 球 的 击 点

位置"使主球 碰 红 球 #后 分 离

向右岸"再折向顶岸!

+九,绝对安全

当 台 面 上 只 有 单 一 彩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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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双方比分相差较大!但还有争取得胜可能时!对任何一个彩

球都可采取双向分流的办法制造障碍"
为了对分流造障的战术原则有较深刻的理解!本节列举

了 #$种球例供台球爱好者参考"
例 #%台面上只有 $个彩球!&分球位于右岸上部靠岸处!

主球在 ’分球下侧"见图 &(&)"

图 *(*+ 分流造障球例 , 图 *(** 分流造障球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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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设计好分流球路!计划将主球走向安全区的 "分球

后面#$分球经一库后弹向 %分球左上侧#造成障碍!
在技法上#应先判断主球对 $分球碰撞点的对称点与主

球终点位置的连线在右岸的交点 &#这 样 就 可 确 定 主 球 对 $
分球的瞄准点#用右上偏杆经一库后弹向安全区!$分球经一

库后弹向图上所示的 ’()区间#可造成障碍!而 *(+区间

是最佳位置!
例 ,-台面上只有 "个彩球#"分球在安全区左侧#.分球

在左上角袋右下侧!见图 $($$!
设计思路是#把主球经二库走向顶岸右侧#把 "分球顶向

底岸中部!
技法关键#先根据主球的终点位置选定一个过渡点/#再

判断 "分球的对称点与 /的连线交点 &#根据 &点就可确定

主球对 "分球的瞄准点#用右上击点经二库把主球分流到顶

岸右侧#把 "分球经二库顶向安全区底岸中部!
为了能按预定分流路线把两个球运动到位#必须控制好

出杆力度!
例 $-台面上只有 %个彩球和 0个红球!主球位于左腰袋

右侧!见图 $($"!
分流思路是#由于红球的位置没有进球条件#可设计将红

球顶向图示的 ’(*区间#把主球经一库弹向安全区底岸右

侧!
在技法上#按红球的对称点与主球的预定终点连线#在左

岸上的交点 &#用左上偏杆使主球经 一 库 运 动 到 安 全 区 的 ,
分球 后 方 并 靠 近 底 岸!而 红 球 经 一 库 或 二 库 被 顶 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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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分流造障球例 !

间$从而造成障碍球%
&"’区间的范围是根据

主 球 终 点 位 置 与 (分 球)*分

球阻挡形成的%按台球规则$只
要 主 球 不 能 瞄 准 完 整 的 目 标

球$就造成了障碍%
例 +,台 面 上 只 有 -个 彩

球$(分与 .分球不在原位$主

球在安全区的左侧%
分 流 设 计 思 路 是,把 (分

球推向 -分 球 下 侧$主 球 经 一

库弹向安全区中部底岸处%
技法关键是先根据主球终

点位置确定 (分球的一库碰撞

点 /$就 可 确 定 对 (分 球 的 瞄

准点%用左上击点将主球弹向

底岸中部%
为 使 走 位 准 确$要 注 意 控

制好力度%见图 0"0*%
例 *,在台面上只有 0个彩球$且 *分球的位置无进球条

件%主球在 0个球的中间%见图 0"0-
分流设计思路,把主球和*分球从两个方向平均分流%也

就是各按 +*1方向分流%
技法关键是把两个球分别运动到 .分球和 *分球置球点

的直线上%可用右下击点$控制好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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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分流造障球例 $ 图 !"!% 分流造障球例 #
这种分流方法是经常用到的&但彩球越少&造障越困难’

关键是角度和力度的控制’
图上的阴影带是从 (分 球 后 面 看 目 标 球 时 所 阻 挡 的 部

分’
例 )*台面上只有 )分和 (分两个彩球’)分球在左腰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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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主球在左上角袋右下侧"见图 #$#%"

图 &$&’ 分流造障球例 ( 图 &$&) 分流造障球例 ’
在只有 #个球的情况下造障是很困难的"
分流的思路是把主球经四库运动到 %分球后面"要实现

这个球路也是不容易的"
技法关键是*把两个球都运动到台面的纵轴线上!一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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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球后"一个在 #分球置球点后靠近底岸处$可用左上击

点"并把四库问题化为二库问题"先确定过渡点 %"再确定一

库碰撞点 &"用打薄球的方法来实现$同时把 ’分球推向安全

区$
例 !(图 )*)+所示的球势"也是只有 ’分与 !分两个彩

球"主球在 #分球位前方$其中 !分球在安全区的左侧$
分流思路是"把主球撞击 ’分球后经四库运动到 !分球

后面$’分球经二库运动到左上角袋右下侧"形成障碍球$
技法关 键 是"先 设 计 好 主 球 的 四 库 球 路"再 选 定 过 渡 点

%"以及一库碰撞点 &"可用右上击点$力度二等$
这种技法也是比较难的"主要是使主球与 !分球离得越

近越好$
例 +(这是一粉一黑造障的又一球例$两球的位置有所不

同$’分球在右腰袋左下侧"!分球在原位"主球在右岸的上部

近岸处$
分流设计思路"也是把主球经四库运动到 !分球后面"’

分球经二库运动到安全区底岸中部$
技法关键是"把四库简化为二库$先确定过渡点 %"再确

定一库瞄准点 &"用右上击点"把主球经四库运动到 !分球后

面$力度二等左右$见图 )*),$
例 ,(如图 )*#-所示"在 ’分球与 !分球距离较近情况

下如何造障$
设计思路仍然是利用!分球作阻挡"把两球隔开$主球经

一库弹向 !分球后面"’分球也是经一库运动到安全区底岸

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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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分流造障球例 $ 图 !"%& 分流造障球例 #
技法关键是把主球准确地运动到 ’分球后面(可用中上

击点)三等力度左右轻击)把 *分球弹向底岸(
此例看来简单)实际上要把主球准确地推到 ’分球后面

也不容易)需要很好把握出杆力度(如果不能把主球藏到’分

球后面)这个造障就不成功(所以在平时要加强力度控制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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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例 "#$此例与例 %类似!但 &分球在 %分球位上’%分球

在安全区的左侧’主球在 %分球右侧!
分流设计思路是’把主球经三库运动到 &分球后面’%分

球经一库弹向底岸中部!

图 ()*+ 分流造障球例 +,

技 法 关 键’把 三 库 问 题 化

为二库处理’先确定过渡点-’
再 确 定 一 库 瞄 准 点 .’用 右 上

击点’三等力度’把主球推向顶

岸中部!
从 图 上 看’%分 球 运 动 距

离很短’主球走得距离很长’这
是打薄球造 成 的’使 大 部 分 能

量消耗在主球的运动中!见图

/)0"!
例 ""$此例的特点是两球

距离较近’但主球离得较远’在
安全区的左侧!

设计思路是把 &分球推向

%分 球 后 面’主 球 经 一 库 返 回

安全区!
技法关键是如何把 &分球

经三库折向顶岸中部 %分球的

后面!要判断好 &分球的一库

碰撞点 .’正好在 &分球与顶岸距离的 "10处!这样就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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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球对 !分球的瞄准点了"力度控制约三等"见图 #$%&"
例 ’&(由图 #$%#可见)虽然没有作成障碍)但两球均靠

岸)没有给对手进球机会)如果处理不好)可能造成失误"

图 *$+, 分流造障球例 -- 图 *$+* 分流造障球例 -,
图上所示球势与上例类似)区别是 !分球较靠近右上角

袋"

.’#&.台球技巧与战术



设计思路是把主球轻擦 !分球后经四库返回安全区"而

把 !分球推向顶岸边#
技法关键是打好薄球"如果打厚了就会把 !分球撞到台

面中部来"给对方造成得分的机会#所以"只有打得很薄"打在

!分球右侧的 $%&厚度处"才可能把主球弹回来#力度二等左

右#

图 ’()) 分流造障球例 *’

例 +,例 $-都 是 用 一 粉

一黑来造障"主 要 思 路 基 本 类

似#
例 $./图 .(&&所 示"除

了 0分 球 不 在 原 位 外"其 它 +
个彩球都在 原 位"红 球 在 0分

球下侧#主球在波克线的右上

侧#
分 流 思 路 是"主 球 撞 击 红

球后"经三库 后 返 回 安 全 区 的

&分 球 后 面"红 球 经 二 库 弹 向

左岸边"造成障碍球#
技 法 关 键 是"设 计 好 主 球

的三库球路"先确定过渡点1"
再 确 定 一 库 的 碰 撞 点 2"用 左

上击点"二等力度"使主球经三

库运动到 &分球后面#只要主

球能准确到 位"红 球 能 在 上 区

左侧就可以造成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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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台面上只有 $个彩球%除 &分球在波克线左上侧

外%其余均在原位’主球位于右腰袋左侧’见图 &("$

图 )(*+ 分流造障球例 ,* 图 )(*- 分流造障球例 ,+
分流设计思路#把主球和 &分球处于纵轴线的两侧%主球

对 &分球打薄球%经三库运动到 $分球上侧%&分球顶向底岸

中部造成障碍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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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法关键!先确定过渡点"#再按平行线法确定一库瞄准

点 $#用高杆跟球打薄#使主球先碰撞 $点#经二库到达 "点#
就可以弹向 %分球上侧&同时 ’分球被顶向底岸中部&

例 (%!台面上有 )个彩球#除 *分球在波克线右上侧外#
其它均在原位&主球在左腰袋旁边&

分流设计思路!把主球经四库运动到 +分球上面#*分球

被顶向 ,分球与 %分球之间形成障碍球&
技法关键!把四库问题简化为二库处理&先根据四库球路

情 况 确 定 过 渡 点 "#再 确 定 一 库 碰 撞 点 $#就 可 对 *分 球 打

薄#使主球经 $点反弹到达 "点#经反射后到达顶岸中部&*
分球经三库被顶向 ,分球上侧#形成障碍&

由图 ’-,)可见#两个球路均较长#所以力度可控制在二

等左右&

.十/一步千金

当台面上只有一个黑球#两名运动员处于争 +分球的情

况下#每一次击球均需十分慎重#要仔细考虑采取的对策&在

无进球把握时#尽量把主球与 +分球 拉 开 距 离0或 尽 可 能 贴

岸0或两球贴近&切忌贸然出杆#给对手提供得分机会&
例 (!见 图 ’-,+#+分 球 在 置 球 点 上#主 球 在 安 全 区 一

侧&
设 计 思 路 是!把 主 球 放 回 安 全 区#+分 球 仍 留 在 顶 岸 附

近&
技法关键!要把主球放回安全区底岸中部#必需对 +分球

打极薄球#用中右偏上击点#瞄准 +分球的左侧 (1,处#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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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力度!使主球打薄后返回安全区底岸中部"#分球被轻撞后

碰顶岸弹回小段距离"

图 $%&’ 争 ’分球例 (

图 $%&) 争 ’分球例 *
例 +,见 图 -%./!展 示 了 当 #分 球 贴 岸 时!主 球 如 何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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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一种情况是 "分球在下腰袋的左侧贴岸#主球在上腰袋

左侧!如果处理不当#把 "分球顶了出来#就会给对手提供机

会!对策是把主球轻推向 "分球#贴得越紧越好!
第二种情况是"分球在顶岸边#主球在底岸边!处理方法

同上!
例 $%在图 $&’(中#"分球在底岸靠近中部#主球在 "分

球位处!设计思路是把 "分球顶向左岸边#而主球留在安全

区!

图 )&*+ 争 ,分球例 )
在技法上可用左下击点#瞄准 "分球的 -./厚度#用三等

力度把 "分球推走!
例 ’%图 $&01中的球势与上例类似#但在对策上有所区

别!主球把"分球推向安全区左侧波克线处贴边#自身经一库

弹向顶岸中部!对主球可用三等力度#取左上击点#把 "分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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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走后!自身跟进!经一库反弹走向顶岸边"
注意要控制好力度"如两球均不能贴岸!就会给对手造成

进球机会"

图 #$%& 争 ’分球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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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世界职业撞球及司诺克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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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设 施

!"标准球桌

台面规格

#"标准球桌的内沿竞赛面积为 $%&’(()!**+((,-!!
英尺 +"%英寸)%英尺 !.英寸/误差不得超过0!$((-0."
%英寸/1

2"球桌的高度为 +%!((至 +*’((-从地板到台框边 3
英尺 &"%英寸到 3英尺 !."%英寸/1

4"袋口

5"球 桌 的 四 角 各 有 一 个 袋 口,称 为 角 袋-顶 端 的 叫 顶

袋,底端的叫底袋/6球台的两个长边正中心各有一个袋口,称
为中袋1

7"袋口的内弧线的大小应符合世界台球联合会-89:;
<=/的规定-最近距离 +%".((/1

>"开球线和底区

距 底岸内沿 *$*((-3&英 寸/?交 于 两 岸 的 平 行 线 为 开

球线6开球线与底岸之间的区域为底区1
@"A区

在 A区内,以开球线的中点为圆心,以 3&3((-!!"%英

寸/为半径画出的半圆形为开球区1
B"置球点

球台上有四个置球点位于纵向中心线上,其中C
黑球点C距顶岸垂直距离为 $3D((-!3"*%英寸/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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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球点!球桌正中心"
粉球点!顶岸与蓝球点连线的正中点"
棕球点!开球线的中心点"
从开球区的一侧看#$区与开球区的右侧交叉点为黄球

点"左侧交叉点为绿球点%
&’球

球 应 用 指 定 材 料 制 造#每 个 球 的 直 径 为 (&’())*+,’
,())-#

而且!
.’每只球的重量必须相同*每副球允许+/克的误差-"
0’比赛中#运动员在裁判员的认可下可以更换用球%
/’球杆

比赛使用的球杆不得短于 123))*/英尺-"球杆的外观

和结构与传统及被广泛认可的形态不得有较大差异%
3’辅助器械

当运动员使用球杆击球出现困难或障碍时#允许使用各

种架杆4长杆4加长杆及连接管等器械%这些器械可以是球桌

原来配置的#也可以运动员自带或由裁判员提供%所有器械必

须经 56789认可方可使用%

第二章 术 语

2’盘

所有球按规定置放好后*详见第三章第 &条-#从第一击

开始#直至出现下列情况时为一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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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运动员认负#
$"球桌上仅剩黑球%一方领先对手 &分以上时%领先方

获胜#
’"球桌上仅剩黑球时%一方击球落袋或者犯规#
("裁判根据规则第三章第 )*条及第四章第 +条的规定

宣布比赛结束#
+"局

比赛双方商定或组织者规定的若干盘比赛%称为一局#
,"场

比赛双方商定或组织者规定的若干局比赛%称为一场#
*"球

!"白色球为主球#
$")-只红球和 .只彩球为目标球#
-"击球方

运动员开始击球%在一击球或一杆球结束之前%也就是裁

判员裁定该选手离开球桌之前%该运动员保持有击球权#
."一击球

!"运动员用球杆的皮头击打主球%为一击球#
$"没有犯规行为的击球为有效击球#
’"球桌上所有的球全部完全静止以后%为完成击球#
("击球分为直接击球和间接击球/
0"主球没有接触岸边直接击到目标球%为直接击球#
1"主球接触岸边后才击到目标球%为间接击球#
&"入袋

目标球被撞击且没有发生犯规时落入球袋中%称为入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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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杆球

比赛中#击球运动员从第一击得分起连续得分直至未能

击球或违例为止#这一轮中一系列击球入袋所得分数的总和#
称为一杆球$

%"手中球

&"比赛开 始 前#或 主 球 入 袋#或 主 球 出 界$主 球 为 手 中

球$
’"运动员持主球开始击球前#主球为手中球$
("发生上述情况时#裁判员宣布运动员获得手中球$
)*"局中球

&"当主球不是手中球$
’"目标球被击入袋或出界$
("彩色球被重新置放$
都称为局中球$
))"活球

根据规则允许的可以被主球撞击的球或合法入袋的球均

为活球$
)+"指定球

球员击 球 前#向 裁 判 声 明 所 要 击 打 的 目 标 球#称 为 指 定

球$
&"击球方应使主球首先击打到他所指定的目标球$
’"如 果 裁 判 提 出 要 求#球 员 必 须 声 明 他 所 指 定 的 目 标

球$
),"自由球

一方击球犯规并给主球造成障碍#另一方可以指定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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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球为目标球!这只目标球称为自由球!"详见第三章第 #$
条%

#&’出界

击球后(如 果 球 既 没 有 停 留 在 台 面 上(也 没 有 被 击 入 袋

中(则为出界!"详见第三章第 #&条 )%
#*’犯规

任何违反规则的行为都是犯规!
#+’障碍球

障碍球指的是主球!当主球无法直接击到活球的任意一

部分时(称为障碍球!
,’主球为手中球时(如从 -区内的任何一点都无法击到

活球(主球成为障碍球!
)’如主球同时被一个以上的球作障碍(则.
/’距离主球最近的球为有效障碍球!
0’如距离相同(则都为有效障碍球!
1’如果有任意一只红球可以直接击到(尽管其它红球都

无法直接击到(台面上也没有有效障碍球!
2’当主球成为障碍球时(获得击球权的球员被称为3被

作障碍4!
5’如果主球被岸边挡住(主球不称为障碍球!
#6’球位被占

当彩球需要摆放(但其置球点被其它球所占据时(称为球

位被占!
#7’推杆

,’当主球已经和被击球接触而杆头尚未与主球脱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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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球已经开始向前滚动时!杆头顶端继续和主球接触!称为推

杆"
#$如果主球与被击打球几乎相贴!击打时使主球薄且轻

地从目标球侧面蹭过!这种方法不属于推杆"
%&$跳球

主球跳跃过目标球的任意部分!不管是否接触该球!即为

跳球"但以下情况不属于跳球’
(主球首先合理击打到一只目标球后再越过其它球)
*主球跳起碰到目标球!但落在被击目标球的近端)
+合理击打目标球后!主球碰到岸边或其它球再越过目

标球"
,-$主动失误.无意识犯规/
裁判员根据情况认为选手未能尽其足够努力击打活球而

犯规时!可以宣布该选手这一击为主动失误"

第三章 比 赛

%$通则

司诺克比赛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参加!既可以各自为

政!也可以分组对抗"现对司诺克比赛概述如下’
0$比赛时!选手们使用相同的主球击打目标球"共有 ,%

只目标球’
%1只红球!各一分)黄色球!,分)绿色球!2分)棕色球!3

分)蓝色球!1分)粉色球!4分)黑色球!5分"
#$所有红色球全部离台前!每一轮次的第一击以红色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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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活球!每次击红球入袋后"可选择击打任意彩色球"全部红

球离台后"则按彩球分值由低到高的顺序击打!
#$一杆球之内每个入袋的活球的分值均记入得分记录!
%$球员犯规被罚的分数应加在对手的成绩上!
&$司诺克比赛的基本战术是要尽量把主球留在让你的

对手没有活球可打的地方"也就是给你的对手做障碍!如果一

方落后对手很多分"那么制造障碍使对手被罚分就成为非常

重要的得分手段!
’$一盘比赛结束时(
)得分最高的一方获胜*
+一方认负"则对手获胜*
,根据第三章第 -.条及第四章第 /条有关规定的一方

获胜!
0$一局比赛结束时(
)赢得较多盘数的或 者 已 赢 得 比 赛 规 定 盘 数 的 一 方 获

胜*
+如果比赛规定以总得分数定胜负"则总得分数最高的

一方获胜*
,根据第四章第 /条的规定的一方获胜!
1$一场比赛结束时(
)赢得较多局数的一方获胜*
+如果比赛规定以累积分数定胜负"则总得分最高的一

方获胜!
/$球的置放

2$比赛开始前主球为手中球"其它目标球的摆放位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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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只红球相互紧贴成正三角形摆在红球区%三角形顶

点的那只红球尽量接近粉色球&但不得相贴%三角形的底线与

顶岸平行%
’黄色球摆在黄球点上%绿色球摆在绿球点上%棕色球摆

在棕球点上%蓝色球摆在蓝球点上%粉色球摆在粉球点上%黑

色球摆在黑球点上(
)*比赛开始以后&只有裁判在击球方提出合理要求时才

可以擦拭球&并且!
"擦拭前&需用指定器械作记号%
’擦拭后&裁判员负责将球放回原位(
+*比赛方式

比赛开始前&参赛各方应采用猜先或其它认可的方式决

定开球权(
,*一旦开球权决定下来&每盘之中的击球顺序就不得改

变(除非一方犯规后&对方要求他继续击球(
)*一局比赛中的各盘应由参赛各方轮流开球(
-*获得开球权的选手将主球置于 .形区内&当其球杆的

皮头碰到主球时&比赛开始(
/*主球必需首先撞击活球(
0*红球全部离台前&每一轮次的第一击以红球1或指定

自由球2为活球&一击之内每个入袋活球的分值均应记入得分

记录(红球入袋后不取出(
3*"如果红球1或指定自由球2入袋&击球方可选择任意

彩球为活球(击落的彩球应由裁判员在下一击前取出放回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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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点!
"红球全部离台前#交替地击打红球$彩球#才能使一杆

球继续下去%台面上最后一只红球被击落后#仍要选择击打一

只彩球!
&红球全部离台后#台面上的彩球按分值从小到大依次

成为活球#合法入袋的彩球不再取出%
’(红球落袋或出界后不再摆回到台面上%
)(如果击球方一击没有得分或者犯规#则其这一轮次击

球结束%对方从主球停止的地方开始击球%如果主球出界#主
球成为手中球%

*(盘$局$场的结束

+(当台面上只剩下黑球时#黑球入袋或犯规都将使本盘

结束#除非同时发生下面两种情况,
-此时双方比分相同#并且

".在以累积分定胜负的情况下/此时的比分不影响比赛

最终结果%
0(当上述两种情况发生时,
-黑球置于置球点上!
"运动员猜先决定击球顺序!
&获得开球权的选手开球!
1击球入袋或犯规导致本盘结束%
2(如果比赛是以累积分决定胜负#当比赛最后各方得分

相同时#应按照 0所规定决定胜负%
3(手中球

开球时#主球作为手中球需放在 4区的任意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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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必要#裁判员将声明主球是否摆放正确$
%"当选手摆放主球时用皮头触到了主球#而裁判员认为

该选手并不是有意开球#则不构成犯规#比赛也没有开始$
&"双击

主球可以同时击到两只红球#或者同时击到一只红球和

一只自由球$其他情况下的双击均为犯规$
’"放置彩球

彩球落袋或者出界应在下一击前重新放置$
!"由 于 裁 判 员 没 能 正 确 放 置 彩 球#运 动 员 不 负 任 何 责

任(
%"运动员击落位置错误的彩球时#仍获得该球的分值不

被罚分#比赛继续进行$
)"如击打的彩球放置不正确#而仍按正确放置的球去击

打#从而发生的失误*
+如发现系原先放置疏忽则不予罚分(
,如发生在裁判放置不正确之前#按规定罚分$
-"当需要放置彩球而其置球点被占据时#这只彩球应放

在能放置球的最高分值的置球点上(
."如需放置一个以上的彩球而它们的置球点都被占时#

应优先放置分值高的彩球$
/"如所有的置球点均被占#彩球应放置在该球置球点与

顶岸之间与顶岸垂直#距该球置球点尽可能近的位置上$
0"置放黑球或粉球时#如所有置球点及蓝球与顶岸之间

的区域都被占#可将其放置在台面纵向中心线上距该球的置

球点最近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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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置放的球不得与其它的球相贴#
$"裁判员应用手将彩球适当地放置在置球点上#
%"贴球

&"如果主球与一个活球相贴’裁判员应宣布贴球’同时

指出主球与哪只球相贴#
("击打与主球相贴的活球’必须采用间接打法’使主球

脱离贴在一起的活球#如果该活球移动’则判为推杆#
)"选 手 击 打 与 主 球 相 贴 的 球 时’出 现 下 列 情 况 不 为 犯

规*
+相贴的球为活球*
,选手事先声明准备击打这只活球*
-主球击到了其它球#
."裁判员必须明确指出是否存在贴球’选手需根据裁判

员的声明正确击球#
/"主球同时与一只活球和一只非活球相贴’裁判员只需

指示主球与活球相贴#如果运动员提出疑义’裁判员必须做出

回答#
0"针对贴球发生的任何情况’裁判员需做出合理裁决#
1"主球静止后’经裁判员检验并没有贴球’但后来却发

现形成贴球’此时’裁判员可根据情况重新置球#
2"袋口球

&"球在袋口边上未受其它球的撞击3触动而落袋’这只

球应放回袋口原位#
("袋口球应被运动中的球撞击3触动而落袋’但运动中

的球未到’袋口球就自动落袋了#这时’应将所有台面上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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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一击前的原样放置!由击球者重新击球"
#$目标球被撞击后!在袋口边上保持短暂平衡后落入袋

内!属正常入袋!不放回原处"
%&$犯规后主球成为障碍球

一方犯规后主球成为障碍球时!裁判员应宣布对手获得

自由球’参考第二章第 %(条)"
*$如果下一位选手选择击球!则

+他可以指定任意一只彩球作为自由球!并且

,自由球被视为活球并获得活球的分值"如自由球被击

落入袋!需将其取出放回置球点"
-$下列情况应视为犯规.
+没有首先击到指定的自由球/
,使用自由球给对方做成障碍球’台面上只剩粉球0黑球

时例外)"
#$如果自由球被击落!需将其取出放回置球点!并将其

分值记入纪录"
1$如 主 球 击 打 原 先 指 定 的 彩 球 后!同 时 将 活 球 撞 入 袋

内!则记录活球的分数并不予取出"
2$主球在一击内将指定球和原应击打的彩球都送入袋!

则只记录彩球的分值’例如.指定黑色球为蓝色球!主球将黑

色球送入袋后!又将蓝色球击落!则只记录蓝色球的分数)"如
将指定球和红球都送入袋!则获得全部落袋球的分数"自由球

需取出重新放置"
3$如果对手要求犯规方继续击球!自由球无效"
%%$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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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比赛中出现违反规则的情况时!裁判员应立即宣布犯

规"
#$如选手尚未击球就犯规了!则他失去击球权"同时!裁

判员应宣布处罚"
%$如选手犯规时已经击球!裁判员应等待这一击结束后

再宣布处罚"
&$如在下一击前!裁判员没有做出裁决!对手也没有提

出异议!这次犯规被视为宽赦"
’$任 何 放 置 错 了 的 彩 球!在 开 始 击 球 后 都 保 持 原 地 不

动"只有再被击落或出界后再将其正确放置"
($允许犯规者获得犯规前的所有得分"
)$对手将在主球停顿下来的地方开始下一击球"如主球

出界!对手将获得手中球"
*$如同时发生多种犯规行为!应按其罚分最高的分值处

理"
+$如选手犯规!他将,
-根据第三章第 ./条的规定受到处罚0
1如对方提出要求!必须继续击球"
./$处罚

运动员犯规!将最低被罚 2分"具体规则如下,
#$按活球分值进行处罚33活球分值小于4等于 2分的

按 2分罚0大于 2分的按其自身分值罚"
-击球时杆头触动主球一次以上0
1双脚离地0
5未按击球顺序击球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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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球时主球未放在 "区内#
$空杆#
%主球落袋#
&利用自由球做成障碍球#
’跳球#
(使用不标准球杆#
)违反第三章第 *+条的有关规定,
-.下列犯规行为/应判罚有关活球的最高分值0
1未等所有球停稳就击球#
2未等裁判员放置好彩球就击球#
3使非活球入袋#
!首先击打到非活球#
$推杆#
%用皮头以外的任何部分或任何物体触到球#
&击球出界#
’双击4两只红球或者一只自由球和一只活球除外5,
6.下列行为应判罚 +分0
1使用落袋的球以达到一定目的#
2使用任何物体进行测量或做记号#
3击落红球后/未击打彩球就击打红球#
!用白色球以外的任何球做主球#
$未能根据裁判员的要求指出目标球#
%击红球入袋后/尚未指定彩球就犯规了,
*7.继续击球

一旦运动员要求对手继续击球/这一决定将不能更改,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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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继续击球的选手将!
"#可以改变所要击打的目标球$
%#获得所击落球的分值$
&’#主动失误(无意识犯规)
击球者应尽最大努力去击打活球*如果裁判员认为球员

未能尽力*他将宣布该选手主动失误$台面上只剩黑球或出现

了根本不可能击到活球的情况时*一般不判罚主动失误$通

常*裁判员会根据主球运动的方向和选手击球力度做出判断$
"#当宣布主动失误后*下一位选手就可以要求犯规方继

续击球*也可以要求犯规方将主球放回犯规前所在位置重新

击球$犯规方需!
+如红球为活球*重新击打任意一只红球,
-红球全部离台后*按顺序重新击打彩球,
.如果犯规出现在击落红球后*击打彩球时*犯规方可以

挑选任意彩球击打$
%#如果主球可以直接击打到红球(任意红球)*而球员却

没能击到*裁判员应宣布主动失误$除非裁判员认为球员并不

是故意犯规$
/#当出现 %所述情况后*球员仍出现同样的犯规行为$

裁判员应!
+宣布主动失误,
-警告球员*如第二次犯规*将判其该盘负$
0#主球重新放置后*球员在准备击球时犯规*则不应被

判为主动失误*而是应该根据其它条例判罚$同时!
+对手既可以选择自己击球*也可以要求犯规方继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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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
"要求将主球放回犯规前所在位置重新击球!
#如果犯规方连续犯规$将会被判本局负%
&’裁判员有权根据场上情况宣布主动失误%
(’宣布主动失误后$台面上被触动的球无须恢复原处位

置%但是$如果裁判员认为此时的情况对犯规方有利时$则需

将所有被触动的球放回原来的位置!任何被击落入袋的彩球

都需摆放在置球点上%
)’置放被触动球时$犯规方及对手均可以对置球位置发

表意见$但最终决定应由裁判员做出%
*’在商讨过程中$任何选手自己不得触球$否则$应按犯

规处罚%原有击球顺序不变%被触动的球仍由裁判员放回原

处%
+’非犯规方有权询问裁判员是否要将主球放回原位$裁

判员必须做出回答%
,-’受到触扰的球

静止的球受到击球者以外的触扰$裁判员应将球恢复原

来的位置!运动中的球受到击球者以外的触扰$裁判员应将球

放在原来运动可能停止的位置%击球者不受处罚%
.’球员被自身以外的力量迫使而触动台面上的球时$不

受处罚%
/’球员对裁判员造成的干扰概不负责%
,0’僵局

裁判员认为比赛出现了或即将出现僵局$将立即建议重

新开局%如果选手拒绝$裁判员应给予选手们若干次机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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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通常是每方有三次击球权"#之后$若局面仍无进展$裁
判员应立即宣布本局比赛无效$重新开局#此时%

&’仍由原来开球的选手开球#
(’仍保持原来的击球顺序#
)*’双打比赛

&’双打比赛应由双方轮流开球#每局中的球员击球顺序

应在赛前定好并保持不变#
(’每局比赛结束后$出场顺序可以改变#
+’如犯规但被准继续击球$则应由犯规方的犯规者继续

击球#
,’如台面上已经没有目标球$而双方成绩相同#则需由

此时获得开球权的一方决定由谁首先击球$其后的出场顺序

保持不变#
-’同伴间可以互相商量$但在下列情况下为犯规行为%
.选手正在击球或已经准备击球/
0从第一击球直到一杆球结束#
)1’使用辅助器械

选手应自己放置和撤除他所使用的辅助器械%
&’选手应对自己携带的辅助器械负责$使用这些器械时

发生的犯规将受到处罚/
(’因使用裁判员提供的辅助器械而造成的非人为犯规$

选手不应受到处罚#
)2’规则诠释

&’本规则所有条例和术语对女性同样有效#
(’规则对残疾人士会有所变通$如对%

34563 台球技巧与战术



!肢体残疾者"
#视力障碍者$
%&在没有裁判员的情况下’通常由对手或观众担任这一

职务$

第四章 对运动员的有关规定

(&拖延时间

如果裁判员认为运动员击球时或者选择目标球时占用的

时间过长’应向该选手提出警告并可以判其对手该盘获胜$
)&不正当行为

球员拒绝继续比赛*故意犯规*连续犯规’包括拖延比赛

时间及不文明行为’应被判本盘负$同时’裁判员应对球员提

出警告$如该球员仍不加以改正’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惩罚

,&如 犯 规 方 丧 失 一 局 比 赛 资 格’在 输 掉 这 局 比 赛 的 同

时’其在该局比赛所得分数也被同时罚掉$并且台面所剩球按

其最高分值将加给对方$此时’每只红球计 -分$如果犯规方

丧失一场比赛资格’他将不得继续下面的比赛$同时’原定应

有的比赛全部判负或者剩余每盘以 (./分计算加给对手$
.&非击球方

当一方选手击球时’非击球方不得出现在对方视线内或

在其视线内移动$非击球方应与球台保持一定距离$
0&缺席

当非击球方需要暂时离场时’在裁判员同意后’他可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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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代表监督比赛并在出现犯规时向裁判员提出意见!
"#认负

$#只有击球方可以提出认负%而对手有权接受或拒绝!
如对手拒绝%比赛应继续进行!

&#当双方比分相差较多时%一方可以认负!台面上剩余

的 球应以其最高分值计在对手成绩上!此时%一只红球计 ’
分%所有彩球以其分值计算!

第五章 工作人员

(#裁判员

$#裁判员应当)
*是比赛惟一裁决人+
,当比赛中出现规则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时%做出公平

的裁决+
-应依据规则做出裁决并对裁决负责+
.如发现有任何违反规则的行为%应立即制止+
/应回答运动员询问球的颜色的问题+
0应根据运动员提出的合理要求擦拭球!
&#裁判员不得)
*回答本规则没有规定的问题+
,在可能出现犯规的情况时给以提示+
-提出任何意见或建议从而影响比赛进程+
.回答任何问题从而影响比赛进程!
1#如果裁判员没能及时发现问题%他可以向记录员2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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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工作人员及观众取征!但必须自己做出裁决"
#$记分员

记分员应随时记录比分并帮助裁判员履行职责"在必要

时!他也可以担任记录员"
%$记录员

记录员应记录每一击得分&犯规情况及每一方的得分情

况"他还应记录每一杆的得分情况

’$工作人员的帮助

($如果运动员提出光线太暗或是太刺眼!裁判员或记分

员应帮助改变照明情况!以免影响运动员比赛"
)$允许裁判员或记分员对有残疾的选手进行必要的帮

助"
注*本规则为世界职业台协和国际台联 +,,-年出版的最

新版本"在用语上系按我国的习惯用语进行翻译的!不妥之处

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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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设 施

!"标准球台

台面规格

#"标准球台的内沿竞赛面积为 $%&’(()!**+((,-!!
英尺 +"%英寸)%英尺 !.英寸/误差不得超过0!$((-0."
%英寸/1

2"球桌的高度为 +%!((至 +*&((-从地板到台框边 3
英尺 ’"%英寸到 3英尺 !."%英寸/1

4"袋口开度

5球桌的四周各有一个球袋口-两个位于置球点一端的

叫顶袋,两个位于罚球区一端的叫底袋/6另外,在球台的两个

长边正中心各有一个袋口-称为中袋/1
7袋口的开度应符合世界职业比列式及司诺克式台球联

合会-89:;</确定的规范-最近距离 +%".((/1
="开球线和底区

距 底岸内沿 *$*((-3’英 寸/画 一 直 线 平 行 于 底 岸,称

为开球线6开球线与底岸之间的区域为底区1
>"开球区-?区/
在 ?区内,以开球线的中点为圆心,以 3’3((-!!"%英

寸/为半径画出的半圆形为开球区1
@"置球点

在球台纵向中心线上,标记四个置球点A
5"置球点-红球置球点/,距顶岸垂直距离为 $3B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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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寸’(
)$中心点*位于顶岸和底岸的中央处(
+$金字塔点*位于中心点和顶岸的中央处(
,$罚球线*位于开球线的中点-
#$球

所有球都是应用优质材料制造的.每个球的直径为 &#$
&//.公差应在01$1&//范围内.同时*

2$所有球的重量必须相同!"3&克4"35克’.每副球的

公差应在06克范围内-
7$更换一个球或一副球.需经双方运动员同意或由裁判

员决定-
6$球杆

比赛使用的球杆不得短于 8"3//!6英尺’.且在球杆的

外观和结构与传统及被广泛认可的形态不得有较大差异-
3$辅助器械

当运动员处于不利于运杆位置时.可以使用各种架杆9长
杆9加长杆及连接管等器械-这些器械可以是球桌原来配置

的.也可以运动员自带或由裁判员提供-所有器械必须符合

:;<=>所提供的标准设计-

第二章 术 语

"$局

一局是从开球到下列情况.该局结束*
2$轮次结束时达到规定的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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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方达到规定的得分数#
$"裁判员根据第四章规则 %予以裁定#
%"场

经比赛双方商定或组织者规定的比赛局数&称为一场#
’"球

("主球是击球运动员的球#
!"其它的白球和红球为目标球#
)"空杆比先*+,-./0./01
空杆比先是双方运动员*或每方的运动员1将球从罚球线

2区的一侧向顶岸运动&如球距离底岸近者&则由对方开球#
3"击球运动员

即将击球或正在击球的运动员为击球运动员#并仍保持

其如是身份直至裁判员裁定他在其轮次中结束后&已经离开

球台时为止#
4"一击球

("当击球运动员用球杆的皮头击打主球&即进行了一击

球#
!"没有犯规行为的击球为有效击球#
$"球桌上所有的球全部完全静止以后为完成击球#
5"一击球分为直接击球和间接击球6
7主球没有接触岸边直接击到目标球为直接击球8
9主球在撞击目标球前&先撞击一次或多次岸边为间接

击球#
:"送入*; <=,1
送入是指在不犯规的情况下&目标球与其它球相撞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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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球袋中!凡击球落袋称为送入"
#$自落%&’()**+
自落是当主球在不犯规的情况下撞击目标球后本身进入

球袋!或假定主球与两个目标球接触%双着+!而与第一个目标

球接触后自落"
,$落袋

落袋是不包括双着的一击球得分-
.$送入

/$自落

0$双落

1$送入及自落

2$双落及自落

34$双着%5.’’)’+
双着是在不犯规的情况下主球在一击球期间与两个目标

球接触"
33$一杆球

一杆球是指击球运动员在一盘的任意一个轮次中!连续

击球落袋的得分数"
36$手中球

.$运动员的球是手中球!是指-
7每一局比赛开始前!或

8当主球入袋!或

9当主球出界"
/$主球保持为手中球!直至-
7它从手中球状态被顺利地击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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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犯规后"主球仍在球台上#
$%如上述"当主球为手中球时"击球运动员被称为处于

手中球状态#
&’%局中球

(%当主球不是手中球时"它便是局中球#
)%从一盘开始"目标球始终是局中球"直到它们被击落

袋或出界为止#
&*%禁区球

当球静止在禁区线上或在线与底岸之间"则该球为禁区

球#
&+%出界

若一球在球台台面之外的其它地方停住"或在球袋之中"
或在局中被击球运动员拾起"则该球均被认为是出界#

&,%空杆

当主球碰撞每个目标球失败时即为空杆#
&-%犯规

任何违反规则的行为都是犯规#
&.%球位被占

当一个球需要摆放在置球点上"但不能不与另外的球相

接触的话"则称其置球点被占位#
&/%推杆

当杆头与主球保持接触状态"在下列情况下"便是推杆0
(%在主球已经开始向前运动以后#
)%作为例外"当用主球向目标球贴靠"从而使主球几乎

与目标球相贴的情况下"如果主球撞击目标球很薄的边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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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不认为是推杆!
"#$跳球

当主球跳跃过目标球的任何部分后%不管是否接触该球%
即为跳球%除非&

’主球首先合理击打到一只目标球后再超过其它球时(
)主球跳起碰到目标球%但并未落在该球的远端(

*当合法击打目标球后%主球碰到岸边或其它球后再越

过目标球时!

第三章 比 赛

+$综述

英式比列球比赛由两人或两方进行比赛!概述如下&
,$使用三个球%一方用纯白球作主球%一方用带黑点的

白球作主球%一个红球!
-$在击球运动员轮次中击球得分%就是将送入.自落和

双着的得分累计!
/$对击球得分的给分是将其加在击球运动员的分数记

录上!
0$犯规和空杆的罚分是加在对方击球运动员的分数记

录上!
1$战 术 可 应 用 于 比 赛 的 任 何 时 候%当 对 方 处 于 手 中 球

时%应将目标球放在禁区内%以致对方企图触动目标球时%必

需靠间接的击打方法!
2$比赛胜者是运动员或某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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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方商定或规定的时间段内获得最多分数"
#首先达到商定或规定的分数"
$对方在比赛中由于第四章规则 %被判罚"
&对方退出比赛’
%(比赛开始

白球的选择和首先开球的一方由空杆比先或任何相互商

定的方式决定’符合运动员互相商定的这种选择为胜者’
)(比赛次序一经确定*必需贯穿全局*不能改变’
+(红球放在置球点上*首杆运动员应从手中球开球’当

主球被置于球台上*且已被杆头触碰后*或是,
!完成了一杆球*或是

#让主球移动一个位置’
-(如一击球开始击错了主球*则一击球无效’如果错误

的白球是裁判员给他的*则比赛必须用正确的球开球*比赛再

次开始’击球运动员的职责是保证用正确的白球击打’
.(比赛方式

除非完成自落得分*运动员将交替或轮换击球’在贴球的

情况下*依据第三章规则 /.*按手中球继续进行一击球’当击

球运动员失误*他的轮次结束’下一运动员从该球位置击球’
如他的手中球出界或贴球*依第三章规则 /.处理’如发生犯

规*下一运动员有权用手中球’两个目标球的位置*按第三章

规则 /01-21#2处理’
3(得分

下列情况判得分,
)(双着4送白和击白自落*各记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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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一击球中完成双着并全部落袋#则全部记分$
%"送红和击红自落#各记 &分$
’"当以双着结合自落#这个自落应得分(加上双着)*
+主球先击红#自落#得 &分,
-主球先击白#自落#得 .分,
/同时撞击两个目标球#得 .分$
0"盘和局的结束

1"在 每 场 比 赛 时 间 间 隔 结 束 时#裁 判 员 就 宣 布2时 间

到3#所有完成一击球所得的分数都加在相应的一方$为下一

盘接着比赛#则由裁判员测量并记住所有球的位置#那么下一

盘从中断的分数开始,
!"最终盘的结束是与时间形式和局的结束一样,
%"每场或局都有时间限制#在时间范围结束时的得分水

平#按规则规定允许包括时间区间内的任何必要的平局$
’"经双方同意或确定的点数进行比赛#运动员首先达到

或超过要求的分数时该局结束#仅按要求的点数计算#即使运

动员认为应包括一杆所得的全部得分$
4"自手中球开球

自手中球开球#必须放在从 5区开球线上或线内的某一

位置上$
1"如被询问#裁判员应当说明主球是否摆放正确(即不

在 5区之外)$
!"当选手摆放主球时需用皮头触碰主球以帮助定位#在

裁判员确认击球运动员并非试图去做一次击球的情况下#则

主球不是局中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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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球 必 须 击 出 分 界 线#如 主 球 在 分 界 线 外 击 打 目 标

球#主球必须向分界线外击球#即使不 可 能 自 然 地 通 过 分 界

线$
%"主球在击打分界线内球#或再进入和停留在分界线内

之前#必须接触分界线外的岸边或球$
&"主球在击打分界线外的球之前#不准向禁区内岸边击

球$
’"区分线上的球

如被询问#裁判员应声明#在或靠近分区线上的球是区内

还是区外$
("目标球的放置

)"假设红球入袋或出界#它应放回置球点#或

*如置球点被占#它应放在金字塔点上+
,如置球点和金字塔点均被占#它应放在中心点上$
-"如红球成功地从置球点或金字塔点再次送入#不包括

其它得分#它将放置在中心点上#或.
*如中心点被占#它可放在金字塔点上+
,如中心点及金字塔点均被占#它可放在置球点上$
!"对连续落袋的红球#不连带其它得分#它可以按顺序

放在置球点上 /次0中心点 1次#条件 是 这 些 置 球 点 没 有 被

占$
%"裁判员应告知击球运动员在同一置球点上已经完成

多少次连续落袋$
&"目标球不能随便放置在置球点上#除非用手将球放在

一个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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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一球与另一球相贴#应用手将球放在置球点上$这

个球不再考虑在哪个置球点上#即使它不可能被移动$
%"由于裁判员将目标球放错位置#运动员概不负责$
&"双着的限制

连续双着’不连带自落(限制为 )*次+
,"当连续双着 )-次后#裁判员应声明 )-次双着$如已

完成 )*次双着时裁判员未宣布#击球 运 动 员 在 裁 判 员 宣 布

)-次双着后将完成超过 *次的数字$
."裁判员应告知击球运动员一杆球已经完成多少次双

着$
/-"落袋的限制

连续落袋’不连带双着(限制为一击球 /*次+
,"当一击球落袋 /-次时#裁判员应声明 /-次落袋$如

落袋 /-次时裁判员未宣布#则击球运动员在裁判员宣布 /-
次落袋后将给以超过 *次落袋$

."裁判员应告知击球运动员一击球已经完成多少次落

袋$
0"如果非击球运动员的白球在最后一杆球时出界#这个

球应放在分界线的中点#或者在中点被占时#就放在 1区的

右手角上’从球台的底岸方向看($
//"袋口球

,"球在袋口边上未受其它球的撞击2触动而落袋#且与

行进中的任何击球行为无关#则该目标球应放回原位#同时已

经获得的分数应予计算$
."如果袋口球受一击球中任何球的撞击而落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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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犯规的情况下#应将所有球放回原位#并应重复

该一击球#或由该同一击球运动员随意进行另外一击球$
%"如果犯规发生#该击球运动员应受到规定的处罚#所

有球应放回原位#下一个运动员可按通常犯规后的选择进行$
&"如一球在袋口边上保持短暂平衡后落入袋内#它应被

算作正常入袋#不必放回原位$
’("球被非击球运动员扰动

如处于静止或运动状态下的球#被其它非击球运动员扰

动#该球应被裁判员重新放置在他认为球的原处#或让其继续

运动直至停下为止#而不必处罚$
’)"贴球

当击球运动员的主球与另一球相贴#则红球应放回置球

点#非击球运动员的主球如在球台上#应放在中心点$击球运

动员用手中球击球$
’*"犯规

下列行为为犯规+
,"击打了主球以外的球$
-"重击$
&"双脚离地$
."变向击球$
/"手中球不正确击球#包括一击球开球$
0"球未静止就击打$
1"跳杆$
2"推杆$
3"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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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落袋大于 #$次%
&"连续双着大于 ’$次%
("除合法击球外)触球或在局中球作记号%
*"裁判员未放好球之前就击球%
+"除第三章规则 #,条的情况)主球未打中所有的目标

球%
-"违反第三章规则 #’条)与同伴商量%
."用不标准球杆击球%
#$"犯规后的行为

当发生犯规时)裁判员应立即宣布犯规/
0"如击球运动员未完成一击球)它的轮次立即结束%
1"犯规前的所有一杆球得分是被承认的)但在一击球宣

布犯规后)击球运动员就不能得到任何分数%
2"所有犯规将受到 3分但不大于 3分的处罚%这是在任

何一击球所附加的)下一运动员将有击球的选择%
4未被正确置放的红球应保持在原处不动)只有当它出

界时)才能正确置放5
6用手中球)红球位于置球点)白球目标球位于中心点%
7如在下一击球开始之前)既未经裁判员作裁定)也无非

击球运动员正式提出疑义)那么该次犯规被视为宽赦%
#,"空杆后的行为

当击球运动员的手中球未击中界外目标球时)裁判员将

宣布空杆)受 3分处罚%并将得分加给对方%任何其它空杆都

是犯规%
#’"比列式 8人双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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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击一方由空杆比先的胜者确定#按第三章规则 $条

款#击球顺序由双方商定#并在整个比赛中保持不变%
&"在一盘比赛中#同伴间可以互相商量#但在下列情况

下为犯规行为’
(其中一人正在击球或已经在球台旁准备击球)
*在击球运动员为轮次时#于其前次击球后#直至该一杆

球结束之前的这段时间内#进行商议%
+,"使用辅助器械

击球运动员应对在球台上放置的移动他所使用的任何辅

助器械负责’
!"击球运动员对所有物品负责#包括但不限于他拿到球

台上的架杆和延伸器材%无论它们是属于击球运动员自己的#
还是借来的#他均应对之负责-来自裁判员的除外.#而且#当

他使用这些设备造成任何犯规时#将受到处罚%
&"因使用裁判员提供的辅助器械而造成的非人为犯规#

击球运动员对之不负责任%如这些设备证明有毛病#且由此造

成击球运动员触碰一个或一些球时#不算犯规%如有必要#裁
判员应依照本章规则 +/条把球放回原位#并且如果击球运动

员正在击打一杆球之中#则应准予继续进行下去而不受处罚%
+0"诠释

!"本规则所有条例和术语对女性同样有效%
&"由于具体情况不同#有必要作适当调整#以便使规则

应 用于一些有实际困难的人#特别是如第三章规则 +1-2.不

能用于在轮椅中的运动员%
2"在 没 有 裁 判 员 的 情 况 下#对 立 之 间 的 球 员 或 双 方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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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应被当作按本条规则所述目的那样进行"

第四章 运动员

#$拖延时间

如果裁判员认为运动员用于一击球的时间!或者选择一

击球的时间!超过正常所需的时间过 长!应 向 该 选 手 提 出 警

告!他有可能被判本盘输给对方"
%$不正当行为

对球员拒绝进行一盘比赛!或被裁判员认为属于故意犯

规&连续犯规!包括受到上述规则 #的警告后继续拖延比赛时

间及不文明行为!应被判本局负"裁判员还应警告他!如这类

行为仍继续下去!则他将被判本盘比赛失败"
’$惩罚

依照本章规则!如一盘比赛被判罚时!则(
)$如超过双方同意或规定的分数点!犯规方将被罚掉所

有的分数!非犯规方将本盘按同意或规定的分数点取胜"
*$如比赛超过同意或规定的时间间隔或比赛的格式部

分!则比赛将被罚"
+$非击球运动员

击球运动员正在进行比赛时!非击球运动员应避免在击

球运动员的视线内站立或移动"他应坐下来或站立在离球台

一个合适的距离以外"
,$缺席

在离开室内缺席的情况下!非击球运动员可指定一位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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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监视其同行!并于必要时向裁判员提出有关对方犯规的

意见"但这一指定必须在离开前让裁判员知道"
#$弃权

%$当运动员成为击球者时!可以允许弃权"但对方有权

接受或拒绝"如对方选择了继续进行比赛!则弃权即变为无

效"
&$当需计算累计分!且一盘又已被弃权时!留在球台上

所有球的分值!应加进另一方的得分记录中去"在这种情况

下!红球计为 ’分!而且任何非正常离开球台的彩球!将视为

置球点一样被算分"

第五章 职 员

($裁判员

%$裁判员应当)
*是比赛公平与不公平惟一判决者+
,当比赛中出现规则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时!不受各方

面的影响!自由地作出裁决+
-对依据本规则比赛的正当行为负责+
.当发现有任何违反规则的行为!应进行干预+
/当被询问时!将球的颜色告知运动员+
0在运动员的合理要求下擦拭任何球"
&$裁判员不应当)
*回答任何本规则没有规定的问题+
,在运动员即将造成一次击球犯规时!给予任何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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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影响比赛的有关分数上的任何劝告和意见"
#回答任何有关得分相差的问题"
$%如果裁判员一时疏于注意某一事故的发生&他可以利

用记分员’其他职员&或观看位置较好的观众等提供的证据&
作出裁决"

(%记分员

记分员应在记分牌上记分&并且帮助裁判员履行其职责&
如果需要&他可以充当记录员"

)%记录员

记录员应保存每一击球的纪录&适当纪录犯规情况&以及

每个运动员或每一方应得的分数&他还应该纪录一杆球的总

分数"
*%职员的帮助

+%如果运动员提出照明设备妨碍击球动作时&裁判员或

记分员应将它移开并放在适当位置上"
,%允许裁判员或记分员对有残疾的选手进行必要的帮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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