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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球队基本战略

以下内容是供新冰壶选手和中级冰壶选手了解掌握的基本战略决策，这些战略理论适用于大多数比

赛，特别是联赛级别的比赛，至于一支球队如何进行战略部署以及如何去执行制定的战略，则属于“高

级团队战略”的内容，我们不在本书中讲述。由于运动员、球队、比赛条件以及冰面条件都是不同的，

因此，我们将集中讨论决策过程，而不是集中讨论某一个击球。

§1 什么是战略？

有人曾经说过冰壶是冰上象棋，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说法是对的，因为除了投掷和击打之外，四垒

必须在比赛之前和比赛过程中决定采用什么样的球路，比赛中，每种场合都有几种打法可供选择，四垒

必须决定在特定情况下呼叫什么样的击球。

很多冰壶运动员使用“战略”一词来描述每个击球的呼叫过程，这不完全正确，我们认为比赛有两

个独立部分：一是比赛战略，即总体比赛方案；二是比赛中的四垒呼叫，它是支持比赛战略的击球战术，

由一个个击球组成。战略一词经常用来描述上述两个部分，希望大家注意两者的区别。

a) 比赛战略

战略一词的最佳定义是一支球队在比赛过程中所采取的总体球路，“比赛规划”在赛前制定，制定

依据是已知的情况，如自身球队的技术水平、正常情况下对手的优势和劣势以及赛场条件，甚至比赛形

式也能够对比赛战略产生影响。战略可以改变，有时要在比赛过程中改变。多数情况下，比赛战略在赛

前制定，比赛中的所有击球呼叫都用来支持总体战略。好的球队在比赛开始之前讨论比赛战略，允许所

有队员说出自己的想法，教练在确定比赛战略方面起决定性作用。

b) 一些总体比赛战略实例：

• 打一场进攻型比赛还是防守型比赛（在后面讨论）

• 打一场防守型比赛，在此比赛中击打要比对手多

• 把对手的球逼到防卫球附近

• 针对对手弱点选择打内旋球或外旋球

• 如果认为对手耐力逊于自身球队，则前几局采用防守型打法，中间和后面几局采取进攻型打法

• 适当保存体力，以适应长时间比赛的需要

• 打自身球队擅长的击球• 打自身球队擅长的击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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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确定了比赛战略，四垒就必须考虑每一局该如何打，以此来支持已经制定好的比赛战略。在每

一局比赛中，四垒必须决定在什么时候呼叫什么样的击球。击球呼叫是对战略决策的战术支持。

没有关于比赛战略或击球呼叫方面的教科书，但有一些参考资料可以用于多数场合。

对于联赛级别的球队，最重要的任务是执行战略。没有对击球和刷冰呼叫的正确执行，战略就不会

有效。最好的战略是发挥自身球队的优势、利用对手的劣势，只要有效，任何比赛战略或战术都是合适

的，在比赛中，一定要发挥自身球队的长处，打好自身球队擅长的击球，避免打自己球队没有能力打好

的击球。

c) 比赛战略 - 进攻与防守

进攻包括击球呼叫和对击球呼叫的执行，如果执行无误，则极有可能迫使对手失误或使其丧失得分

能力。跟其它运动项目一样，在冰壶比赛中，一个高风险的战略同样意味着可能收获高回报。进攻型击

球通常包括多种有效击球，如绕行、粘球、轻敲击退等，例如，一个完美的粘球几乎消除了对手将其去

掉的能力，增加了得一分以上的机会，反之，如果粘球执行得不好，可能会给对手提供打甩的机会，导

致对手得 1 分或 2 分。

而在防守型打法中使用的击球是击走或在没有防卫的情况下进入营垒。打防守战略的队伍打太多的

击走球，使人们感觉比赛非常乏味，为此，世界冰壶联合会制定了一个规则，即要求球队在比赛中打更

多的进攻球，这一规则叫作“自由防卫区”规则，此规则是应观众的要求制定的，联赛级别的比赛一般

没有太多观众，而国家级比赛和世界锦标赛却能够吸引非常多的现场观众、电视观众以及网络观众。

§2 比赛呼叫 – 思维过程

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击球呼叫与比赛战略不是一回事，一旦您或您的球队制定了一场比赛战略，

那么四垒呼叫的击球必须能够支持这一战略。

我们相信每个击球呼叫都是决策过程的结果，由于需要考虑的变化因素太多，因此，我们只教授如

何决策一个击球，而非对某种特定情况给出呼叫。击球呼叫来自经验，没有教科书可以遵循。

影响每个击球呼叫的决定性因素有以下 6 个：

1. 有否最后投掷权

2. 这是第几局比赛

3. 目前比分情况如何

4. 目前赛场状况如何

5. 双方球队当前状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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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就讨论一下如何处理这六个决定性因素。

1. 有否最后投掷权

每局比赛中的击球呼叫往往基于谁有最后投掷权，具有后手优势的目标是得分，且得分冰壶数要多

于一只，如果本局中球队不能实现多只冰壶得分，则许多球队会决定让该局成为“流局”，即两支球队在

本局中均不得分，以便在下一局中保留后手优势再决胜负。在没有后手优势的情况下，球队目标通常是

偷一分或几分，或者迫使对手只得一分。

通常情况下，在有后手权时要使赛道中心保持打开状态，因为有后手权的球队需要具有进入营垒中

心的通道，以便最后一击进入目标营垒中直径 1.2 米的圆内。如果中心通道没有打开，则最后一击时球

可能在进入营垒中心时受阻，如果不能利用后手优势得分，则后手权便失去了意义。

在没有后手权时，多数球队试图偷一分或者几分，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试图将冰壶球投掷到赛道

中央、差一点进入营垒的位置，这些位置上的冰壶球能够阻挡对手后来投掷的球，它不仅能防止对手得

分，还可能在本局中偷分。

2. 这是第几局比赛

一些比赛战略希望在比赛开始阶段多打一些防守球，这样做能使球队逐步熟悉比赛条件、理解赛道

冰面、评估对手的优势和劣势；这样做的结果是两支球队都很难得多分，从而导致比分接近。

比赛后阶段（最后三局）是稳定发挥的时候，许多比赛在后三局中赢下和输掉，球队必须在进攻性

击球和防止失误之间取得平衡，这时正是保持领先或在落后情况下迎头赶上的时候。

3. 目前比分情况如何

根据比赛战略，目前得分情况将帮助四垒决定呼叫什么样的击球，例如，当比分接近即只有一两分

之差的时候，击球呼叫不应偏离已经制定的比赛计划。

如果您的球队落后很多，这时球队战略应当有所改变，即打出更多的进攻球，此时应呼叫粘球、中

心防卫球或角落防卫球、绕行球等。如果对手将一只冰壶球投掷到营垒中，考虑到这个球以后可以去掉，

您可能愿意忽略它而投掷角落防卫球，或者去投掷粘球，最好的粘球发生在对手球位于 T 线后面时。如

果您拥有后手权，那么这是一个低风险粘球，因为营垒中心仍然为您的最后一击开放着，即使冰壶球在 T

线前面，也可以试试对它们使用粘球，这样做对手很难将其去掉。有句老话说得好，叫做“不成功便成

仁”，在这里非常适用。进攻球如果执行不好会发生意外，您会因此提前握手输掉比赛，但进攻球可能获

得更大的回报，即得更多分。角落防卫球、绕行球等。如果对手将一只冰壶球投掷到营垒中，考虑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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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球以后可以去掉，您可能愿意忽略它而投掷角落防卫球，或者去投掷粘球，最好的粘球发生在对手球

位于 T 线后面时。如果您拥有后手权，那么这是一个低风险粘球，因为营垒中心仍然为您的最后一击开

放着，即使冰壶球在 T 线前面，也可以试试对它们使用粘球，这样做对手很难将其去掉。有句老话说得

好，叫做“不成功便成仁”，在这里非常适用。进攻球如果执行不好会发生意外，您会因此提前握手输掉

比赛，但进攻球可能获得更大的回报，即得更多分。

如果您的球队领先很多，则考虑改变战略，保持通道打开。如果执行得好，它将限制对手反败为胜

的能力，然而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因为战略方面的任何较大调整都必须伴随有完美的执行，否则将事与

愿违，一个很好的实例是：球队打算清道，却没能成功剥离，而是将冰壶球投掷到了营垒前面，没有起

到任何对抗作用。

如果在比赛后几局中领先很多，那么“穿越投壶”便是非常重要的比赛战术，“穿越投壶”的理论依

据是：如果赛场上没有冰壶球，那么对手便没有必要去投掷绕行球或粘球,即他们没有球可“绕”、也没

有球可“粘”。通常情况下，领先球队在最后几局之前一直以“穿越投壶”的方式等待；如果您在中间赛

局使用 “穿越投壶”，则说明您深信对手的比分不能追上您。如果他们追上您，那倒是非常遗憾的。

4. 目前赛场状况如何

它指的是冰和冰壶的状况，不同冰面状况适合不同的击球，例如：直冰（冰壶球在其上运行时旋转

比正常值小，定投时偏移小于 61 厘米）不适合打绕行球。在许多场合，企图在直冰上打绕行球最终将

使冰壶留下很宽的空间，给对手打甩提供了机会，此时，呼叫晋升球更好一些，晋升球在直冰上更容易

投掷，它能消除大旋转带来的变数，刷冰还能让直行球跑得更直。

而旋转冰（定投时偏移大于 61 厘米）适合打绕行球而不适合打晋升球。

在有些场合，赛道一边是旋转冰，另一边是直冰。如果可能，请选择直冰一边进行击打，旋转一边

进行定投。

另一个影响击球呼叫的冰面条件是冰的速度，快冰（ 24 秒或更快）将适合打进攻型击球，如粘球

或轻敲击退，刷冰通常在快冰上更有效，因此运动员可以对一只冰壶球刷冰、使其到达更精确的位置；

慢冰（ 23 秒或更慢） 不适合打进攻型击球，而适合打防守型重击球或打甩。

记住，冰面状况在比赛过程中是变化的，冰疙瘩开始时可能很多，但随着它的减少，冰变得更快，

但如果冰疙瘩减少太多，冰会再次慢下来，这就是为什么要通过对击球进行定时的方法来确定冰面状况

相对变化的原因。

5. 双方球队当前状态如何

它指的是自身球队和对手球队的技能发挥情况。技能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击打冰壶刷的能力，

二是投掷正确力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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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您应当已经知道了队友的基本技能，有一个常识必须牢记：不要对一个不能投壶到营垒的队友

呼叫技巧性击球，呼叫大力击打对一个仅能投掷定投力量的队友来说是不合适的。对于自己球队要尽量

避免这样的呼叫，同时请试着利用对手的这些劣势。

观察对手释放冰壶球的动作，许多冰壶运动员，即便是高级球员，在松手时也会使冰壶球偏离方向。

试着找出对手的冰壶球路线，如果对手避免投掷外旋球，则想方设法迫使他投掷外旋球。有时候，部分

保护冰壶球的效果要好于完全保护冰壶球，因为它能诱导对手对其进行跟随，可能会因此利用他们的劣

势。

§3 基本击球呼叫

a) 拥有后手权

如果您拥有后手权，那么您需要在投掷第一球之前等待对手投掷，对手投掷的球停在哪里将决定您

的球路。

如果对手将冰壶球直接投掷到营垒前方大约 30 厘米处，则最具进攻性的回应将是投掷到其后面，

这是一个难度较大的击球，尤其是在直冰上难度更大，您的风险是这样做可能会给对手留出较宽的通道，

使对手能够在防卫球后面打甩。

另一个选择是把冰壶球投掷到营垒边上，忽略中间防卫球。

还有一种打法是让防卫球和攻击球在营垒中分开，在您试图保持通道畅通时这样做是有效的，因为

如果它在营垒中，您可以使用下一次投掷将其去掉。

b) 没有后手权

没有后手权的进攻型开球是将冰壶球放在营垒前方中心线上距离营垒 12.7 毫米到 60 厘米的位置。

由于这样的投掷作为有效投掷不能从比赛中去掉，因此，它将为球队建立起前端中央防卫，以便接下来

投掷绕行球或晋升球。记住，让一垒投掷这样的防卫球，其难度就像要求您自己击打营垒中心一样。

没有后手权的防守型开球是把冰壶球投掷到直径 1.2 米营垒内。如果决定这样做，那么一定不要让

冰壶球到达 T 线后面，您的对手可能有机会粘上它，强迫您投掷难度更大的击球。

§4 自由防卫区战略

现在，自由防卫区规则几乎在所有冰壶联赛和冰壶锦标赛中采用，要理解其在比赛中的作用，我们

必须先来理解一下规则本身。

什么是“自由防卫区”规则

自由防卫区是栏线和 T 线之间、不包括营垒的区域，即下图中的阴影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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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局中前四只冰壶全部投掷完之前，对手不可以将位于自由防卫区内的冰壶球击走。

由于投掷到自由防卫区内的冰壶球开始时不能击打，因此，球队被迫在营垒前方投掷一个或几个球，

使比赛因投掷了更多的进攻型击球而变得激烈、好看。

通常情况下，当您的对手将第一只冰壶球投掷到营垒前面时，与自由防卫区规则相关的战术有三种：

通常情况下，当您的对手将第一只冰壶球投掷到营垒前面时，与自由防卫区规则相关的战术有三种：

• 忽略对手的前两个球，一旦四个球都投掷完，便开始清除冰壶球；

• 忽略中央防卫球，从侧面投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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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常规战术那样，更多地根据谁有后手权、这是第几局比赛以及当前分数如何来决定什么时候使用以

前讲述的方法。

下面是在某些情况下的标准击球呼叫，记住，只要比赛没有结束，后手优势就会起决定性作用。以

下是反击对手中央防卫球的方法：

选择 1：

在拥有后手权的情况下，将球投掷到该中央防卫球后面

在比赛前阶段或分数比较接近的比赛中，即使具有后手优势，许多球队仍然决定将球投掷到营垒前

方中央防卫球的后面，因为您无法在比赛中打掉前方那个冰壶球。

这是一个很具进攻性的击球，这一打法的目的是最先进入营垒，它将使您成为进入直径 1.2 米营垒

的第一支球队。

决定把球投进营垒中是有风险的，一定不要让它停在 T 线后面，那样对手会朝该球投掷、锁定一只

冰壶球达到偷分的目的。

没有后手权的对手在此形势下所做的反击

在您将冰壶球投掷到对手开放中央防卫球后面时，这些球将随后进入直径 1.2 米营垒。如果对手比

分落后较大或在比赛后阶段，则打出中央防卫球表明他们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偷分。如果他们孤注一掷，

他们会再投掷一个中央防卫球。

选择 2：

在拥有后手权的情况下投掷角落防卫球

在对手建立了中央防卫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投掷角落防卫球、努力把对手逼到边上去。最终您还

是要击走前方的防卫球，采用进攻型打法以收获多分。

没有后手权的对手在此形势下所做的反击

在您投掷了角落防卫球之后，他们仍然会将球投掷到中央防卫球的后面。还是同样，如果他们孤注

一掷，他们会再投掷一个中央防卫球。

选择 3：

在拥有后手权的情况下，清理掉该中央防卫球

还有一个选择即等待几个击球，然后开始清除前面的障碍，以便将直径 1.2 米营垒暴露出来，当球

队比分领先时采用这种打法更合适。通常情况下，当规则允许击走冰壶球的时候，赛道上已经有多只冰

壶球了。要使这一选择获得成功，球队中必须有人能够投掷大力击球，此选择的关键就是大力击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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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足够大的力量让多只冰壶球移动。

针对第一个中央防卫球，一些球队尝试打“tick”球，它是用很大力量使球移动很短距离的击球，通

常使用的力量为常规力量或起踏器力量，该球的用途是将中央冰壶球移动到边上，而不是将其从比赛中

去掉。要小心，这时发生击球失误可能导致塞得更满。

没有后手权的对手在此形势下所做的反击

在您投掷穿越击球或“tick”击球之后，对手可能直接定投进入营垒，也可能放置另外一个中央防卫

球。

选择 4：

在拥有后手权的情况下，把冰壶投掷到边上

该选项主要用于弱队，把球投掷到边上能够增加对手偷分的难度。如果对手真想偷分，他们会忽略

边球，将注意力集中到中央防卫球上以满足偷分的需要；如果他们不想偷分，则他们将把您的球赶到边

上。最后，有一支球队将在中央防卫球后面打甩。

没有后手权的对手在此形势下所做的反击

投壶到边上后，对手可能直接定投进入营垒，也可能放置另外一个中央防卫球。

b) 经验点滴

如果直径 1.2 米营垒中没有您球队的冰壶球，则不要期待偷分成功，但这并不意味着直径 1.2 米营

垒中没有您球队的冰壶球就一定不能偷分成功，只是不要期待而已，优秀四垒常常能够找到进入直径 1.2

米营垒的方法。不要去防卫直径 1.2 米营垒以外的冰壶球，尝试让一只冰壶球进入直径 1.2 米营垒会使

情况好起来。

不要去猜测对手会如何击球，特别是在您拥有后手权时更不要那样做。许多缺乏经验的四垒试图防

止对手打出好球，却只能是自己打出臭球反而帮助了对手。很多老冰壶运动员都能想起曾经的一场比赛：

当时拥有后手权的球队在对手四垒投完第一个球后有一个球在直径 1.2 米营垒内，对手很难将其击走，

而这时后手四垒却选择去掉对手可能得分的冰壶球，结果击走球打得有点宽、力量有点大，它把对手冰

壶球撞入营垒，结果对手将其保护起来，拥有后手权的球队不能接触到它，结果输掉了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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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有一种打法能给对手胜出留有一线希望，则避免这种打法；如果对手已经投完他们所有的冰

壶球，则他们寄希望于您的失误。这里也有一个极端的例子：A、B 两队正在打一场地区性决赛，胜者

将晋级全国比赛，当时A 队领先 3 分，在最后一局比赛中它没有后手权，B 队有一只球位于营垒中、

一只球在营垒前方 3 米处，且还有一次投掷机会，B 队不可能把营垒前方那只冰壶球打进营垒，而这时

A 队却选择去掉前方那只冰壶球结束比赛，然而她的击球窄了点，打到了前方那只冰壶球，使其碰到角

落防卫球后滑入营垒。这时 B 队有两只球落座营垒中且还有一次投壶机会，结果两队打平了比赛。A 队

四垒开始慌乱，她在加时局中两次失误，输掉了比赛。显然，如果 A 队四垒在投掷最后一球时没有做出

那个错误决定，A 队将在本次比赛中胜出，首次挺进全国比赛。

cccc））））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显然在比赛中，比赛战略和击球呼叫将给比赛带来很多变数。随着观看比赛次数的增多，您将逐步

认识到哪些战略受用，哪些不受用。

在没有掌握全部信息之前，不要批评任何人的比赛战略，坐在观众席上试图理解所有呼叫是非常难

的，看上去明显错误的战略也可能成为比赛的救命稻草，或者那就是当时条件下一个最明智的选择。遇

到这样情况的时候，请先提出问题“为什么呼叫这种击球”，而不要一开始就认定它是一个错误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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