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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的概要/ 场地 
Laws of the Game 

１ 

运动的概要 图1. 
安全网 

【保护自己不被雪球打中并用雪球击中对手】这就是雪合战运动的精髓！ 
简单来说，在规定时间内当一个队伍拿下对方的旗帜，或用雪球击尽可能将
对方更多的队员击出场时，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 

底线 

本垒 

后场线 

雪合战是一种集休闲娱乐、比赛竞技为一体的新型运动。适合各年龄层不同人
群中开展，可以在休闲娱乐中增强体力，提高团队配合协作能力，体验冰雪运
动的快乐。同时在其竞技比赛中又具有很强的战术性，并且需要强大的意志力，
及充沛的体能和快速的判断力。 

旗帜 

二号护垒 

一号护垒 

中心护垒 

1  场地 

1.1  标准的场地将是一块长36米,宽10米的长方形场地。护垒、本垒,队旗的具体摆

放位置请参阅图1。 

儿童场地尺寸是长32米，宽8米的长方形。 
. 

中线 
5 m(4 m) 

1.2 边线是由非白色绳子等围成的实线。 
3 m(2 m) 

1.3 护垒和本垒一般会使用雪来建成。然而,也可使用其他安全性较高的材质，比

如木质或塑料制，最好配有保护套，颜色没有特殊规定。 

1.3.1   中心护垒长180厘米，宽45厘米，高90厘米。 

1.3.2  1号/ 2号护垒/本垒均长90厘米,，宽45厘米，高90厘米。 

1.3.3  场地设置时，中心护垒可由2个护垒/本垒拼接组成，但要保证其稳

定性。 

2 m  

2 m  2 m  

1.4如图1虚线部分所示，在场地边线3米以外处应设置防雪球飞出的安全网。 

6 m  5 m(4 m) 
注意:一定要在和场地边线和安全网之间留出足够的空间，以便于保证裁 

判的活动和堆积多余的积雪。 2 m  

10 m(8 m) 

１ 



  

 
 

 

道具 / 服装 
Laws of the Game 

２ 

2  道具 /服装 

2.1  雪球应当在比赛前，使用专门的制造设备来完成制作。 

2.1.1  每个团队每局比赛中最多可使用90个雪球。 

2.3  队旗帜应当由布做成，尺寸约为50厘米
高，70厘米长的长方形。 

2.4  号码服，旗杆,，VT※用目标应当由赛
事主办方提供。 

       ※VT全称Victory Throw，中文可译为
胜利一掷，可理解为足球的PK战。 

2.4.1  号码服应当清楚标记出1～7号，
教练可使用0号或者标记教练字样。 队旗应牢固的固定在旗杆上 

号码：前锋为1-4号，后卫为5-7号， 

当列队时应由0号裁判开始按号码顺序排列。 

旗杆 胜利一掷的目标 

2.5  比赛参与者（场上选手，教练，替补）应配备适合参与本项目的服装。 

2.5.1  头盔在比赛中是必须佩戴的。 

2.5.2  为了其他选手的安全，橡胶制鞋鞋底以外的，带有刚鞋钉的鞋子是禁止的。 

2.5.3  教练和球员禁止使用扩音器和类似的设备。 

２ 

2.2.3   在特殊情况下, 通过赛会主办方的认可，可以使用指定头盔以外的

头盔。 
2.2.4   头盔的风挡镜部分禁止私自改造。 

注意：近几年，各种个性定制的头盔被各个参赛队广泛采用，但绿

色是裁判专用，不得冲突。比赛中，队员和教练都应当佩戴

头盔。 

2.2  应当使用指定头盔 

2.2.1   头盔颜色应当全队统一，但是绿色头盔裁判专用的,任何队伍不得

使用此颜色。 

2.2.2   原则上，对战双方应当使用不同颜色/款式的头盔。但是，在双方

身穿号码服有明显区分的前提下，双方可以使用颜色/款式相近或

相同的头盔。 

2.4.2  关于旗杆和VT目标的使用，只要是安全材料且不对比赛造成任

何影响的，没有特殊的规格限定。 



 
 

 
 
 
   

Laws of the Game 

队伍/ 教练 / 选手 ３ 

3  队伍/教练/选手 

3.1  每个队伍最多可由1名教练和9名选手组成，选手由7名场上选手和2名替补

（可无）组成，7名场上选手由4名前锋和3名后卫组成。 

3.4.1 被换下场的队员可以在下一节开始时重新上场比赛。 

3.4.2 出现退场选手时，替补队员不得在当局补充上场。 

3.4.3  选手换人时，必须由教练向主裁判提出。 

图2 

* C/R 指主裁判 
* A/R 指副裁判 选手名册 

教练 教练兼队员的选手需要在教练
员栏和选手栏两处签名。 

 

C.R A.R 人员变更时须有变更申请。 

前锋 
教练 

本方后场线 

３ 

3.2.1  前锋能在本方后场线前任意地方活动，前锋的任何一只脚不能越过

自己的后场线。 

3.2.2 后卫可以在场地任何地方活动。 

3.2.3 教练的活动区域在主裁判对面，己方场地的宽度之内,不妨碍裁判

工作的地方。 

3.1.1 在比赛中可以出场的教练，主力和替补必须是在比赛前提出的选手

名册中的人员，未记录者不得上场比赛。 

3.2  选手能活跃的区域如图二所示 

3.3.1  当教练也是一名球员时，他可以将球员号码穿在教练号码服外面，他必须将球
员号码服脱掉并重返规定区域才能再次行驶教练的权力。 

3.4  替补可以在局间上场，但当球员受伤等特殊情况发生时，替补可以在第一节开始前
上场。 

3.3  教练也可以下场比赛，在此情况下教练的名字必须在教练和球员的名册上都有登记。 

如果一个队伍只有七到八人，建
议把教练也登记为球员。 

如果一名教练也同时是球员兵在
比赛中被出局，他可以回到指定
区域继续执教。 

咨询组委会并填写场地和场次号
码。 

替
补
队

员
 

 替
补

队
员

 

3.2.4 替补队员的活动区域在主裁判的两侧，本方场地宽度之内，不

妨碍裁判工作的地方 



 
 

 

比赛 
Laws of the Game 

４ 

4  比赛 

4.1  比赛为三局两胜制，每局三分钟。 
注意：出局是特指选手的脚或者身体某部分全部在线外时才被判定，只要选

手还踩在线上，即使碰触面积很小也未出局。 
4.1.1  比赛中断的时间并不算在每局时间里。 

4.2  选手可以直接手递手传送雪球或滚动传递雪球，把雪球放在场地里以供

下次使用。 

注意：当手递手传送一个雪球时，两名选手的手必须同

时接触雪球在传递的瞬间，否则传递被看做一次扔雪球

（如图所示），被击中的选手出局 。 

× × 
出局 

己方安全区 

出局 
己方安全区 

4.3  无效的雪球有如下几种情况 ： 

4.3.1 整体形状少于三分之二个雪球。 

4.3.2  不在场地内的雪球和来自场地外的雪球。 

○ ○ 4.4  以下选手被视为出局，出局的选手本局不能再次比赛。 

4.4.1 被直接飞来的雪球，或者没有经过反弹的雪球击中身体以及所穿衣

服的时候该选手被判定出局。自己所持雪球掉落击中自己的时候，以及被

己方队员掷出雪球击中时均判定为出局。 

未出局 
未出局 己方安全区 

己方安全区 

4.4.2  当两名选手同时击中对方时，两名选手

均出局。 × × 

4.4.3  使用无效雪球的时候。 X X X 出局 出局 

4.4.4  比赛中，修复破损雪球或重新制作雪

球时。 
 

出局 出局 出局 

4.4.5  比赛开始时的抢跑也被视为出局。 己方场区 己方场区 己方场区 

4.5  被出局选手的雪球击中的选手不被算作出局。 

4.6  被判定出局的选手，须迅速从离自己最近的边线或底线撤出场地。 

4.4.6  全部身体在边线或地线之外时被视为出局。身体的某一部分在场地外

的时候※也被视为出局。或者触碰了不在场地内的雪球时也算作出局。 

4.6.1  出局选手必须在等待区，如图3所示等待直到本局结束。 

4.4.7  前锋选手退到本方后场线之后被视作出局。前锋选手身体的某一部
分越过本方后场线时※也被视为出局。或者触碰本方后场线后的雪
球也是同样。 

４ 

4.4.8 接过已被判定离场队员手中的雪球同样判定为出场。 



  

 

胜利和失败 
Laws of the Game 

５ 

5 胜利和失败 

5.1  一节比赛中胜利和失败以及所得的分数规定如下： 5.2  比赛最终结果用以下方式确定： 

5.2.1  在3局比赛当中，取得胜局多者队伍为胜利。 5.1.1  胜者 

5.2.2  获胜局数一样时，得分多者胜。 

5.2.3  以上所有方式均相等的时候，由胜利一掷（VT）决定胜负。 

5.1.2败者 5.3  胜利一掷由最终局中出战的七名选手中选取完成。 

拔出自己队旗※的队伍 
5.3.1 胜利一掷的方法如下：放置一个目标在本垒上，每队选出五名队员轮流从

插旗口后扔雪球攻击目标，将目标从本垒击落次数多的队伍获得胜利，当

一个队伍获得足够分数赢得 

比赛时，投掷可以不再继续。 
 

败者积0分 

胜者积10分 超过4名队员进入对方场地（越过中线） 

比赛文件表格 
 5.1.3  如果没有通过以上规则决出胜者，比赛视为平局。 
17 2 11 

5.1.4  每局结束铃响后拔出的旗帜和被击中的选手都不视为出局。 

121 122 

Team A Team B 

※1 ◎ 拔出旗帜是指从插旗孔中完全将旗帜拔出。 4 

10 

5 

0 

5.3.2  如果以上方式未能决出胜负，
之后采用一球胜负制。选手7
名全部投掷一轮后仍未决胜负，
进入第二轮一球胜负。并且之
后每轮的投球顺序应与第一轮
相同。 

◎ 如果旗帜被已出局选手拔出，必须先将旗帜插回场地再退出场外，
不得将旗帜带出场外。 

◎ 如果旗帜本身已从插旗孔脱离，拔旗时必须先将旗帜返回插旗孔后
再次拔起才可算作完整拔旗。 

2 

1 

6 

2 

※2 ◎  越过中线是指任意一只脚完全踏入对方场区的时候。 16 11 

 

注意：这里的出界也是指脚或者身
体的某部分完全在线外的时侯。可
参照第4页内容。 

5.3.3  每名选手必须在主裁判示意
后进行投掷，如果投掷后，
目标未落地前选手越线或出
界将被视为无效。 

X O Team B Signature 

Signature 越过 未越过 
己方场地 

己方场地 

５ 

拔出对方旗帜※的队伍 胜者积 10 分 

败者积 0 分 令对手全员出局的队伍 

规定时间内未完成前两项，所剩人数多的队伍 剩余人数×1 分 

 



  

 
 

 
 
  

Laws of the Game 

比赛程序 ６ 

6  比赛程序 

6.1 比赛前 6.4 暂停比赛 

6.1.1 进入场地后，首先由裁判检查选手所准备的雪球。 

6.1.2  在主裁判指导下确定好场地和头盔颜色后，插好队旗。 

6.2  每局开始前 

6.3  关于抢跑 

６ 

如果雪球数目少于规定数目，不能现场制作雪球。 

如果雪球数目多于规定数目，由裁判收走多余雪球。 

6.1.3  两队按号码服顺序沿中线相对站立，教练员将参赛名单提交给裁判，

并接受鞋的检查和听取各项注意后，相互致意。 

6.2.1  相互致意后，在本方本垒后放置1局所需的雪球。 

6.2.2  选手在后场线列队，每人最多持有两个雪球，可

以一只脚或两只脚踩在后场线上准备开始。 

6.2.3  主裁判动作和语音示意当局比赛开始。 

6.3.1 在裁判宣布准备开始比赛和正式作出比赛开始动作和语音指令之间，

参赛选手已经开始动作进入场内，将被视为抢跑。 

6.3.2  犯下无效开始的选手被逐出场外本节不得比赛 

6.3.3  如果发生抢跑，小节重新开始，并不能制造新的雪球。 
然而，选手仍然可以从为本节比赛贮备的雪球中持有最多两个雪球。 

6.4.1 当主裁判或副裁判认为比赛需要被暂停时，应立即暂停比赛。  

6.4.2  在比赛中，当意外（或受伤）等不能继续比赛的情况发生时，球员或

裁判可以要求暂停比赛。 

6.4.3  当接收到暂停比赛的示意后，教练和选手在主裁判示意出现之前，不得

擅自移动，并保持当时所持雪球。 

6.5 继续比赛 

6.5.1  暂停后继续比赛时同每局比赛开始时相同，虽然可以重新拿雪球，但是

只限当时在场地内的雪球，并且每人最多拿一个雪球。 

6.5.2  由主裁判作出相应手势与语音后方可继续比赛。 
 

6.6  每局结束 

6.6.1  一个队伍取得胜利或当局时间耗尽时当节比赛结束.，由主裁判将会宣
布当局结束。 

6.6.2  每局结束时，还未出局的选手需要在后场线列队，接受裁判确认。 
 

6.7  比赛结束 

6.7.1  主裁判负责宣布比赛结束。 

6.7.2  当比赛结束时，两个队伍要列队在中场线两侧，并由主裁判宣布比赛结
果。 



  

 

Laws of the Game 

犯规/ 处罚 ７ 

7-1 犯规 /处罚 7-2 抗议 / 意外 

7.1  一名选手或教练违反以下的任意一条将会被罚下场（红牌），队伍将会收

到警告（黄牌）。 

7.5 抗议和意外 

7.5.1 裁判的决定是绝对和权威的，抗议是不被准许的。 

7.1.1 暴力动作、翻越护垒等，裁判认定为危险行为时。 
7.5.2 如果教练对某个规则的实施有疑问时，可向场地主管或是裁判长

提出疑问。  7.1.2 不依照裁判判罚而阻碍比赛正常进行时。场外的队员对场内比赛作出

指示等妨碍比赛行为出现时。 

7.6  延迟和终止 
7.1.3  如果选手抗议裁判的判罚时。 

7.6.1  如果由于天气因素等，裁判或赛会认定比赛不能继续的情

况下，可以延期或终止比赛。 7.1.4 如果选手对裁判或对手表现不敬的时候。. 
 

7.2 如出现以下情况队伍将会受到警告（黄牌）  
7.6.2  在被认定终止的比赛中，如果第一局已经结束，当场赛事被认定已

经成立。 

7.7 意外 

7.2.1 在裁判再三要求比赛开始后，仍有队伍拒绝开始比赛或无正当理由推

迟比赛时。 

 

7.2.2 已被判定出局的选手，在出场后有意图地向场内队友将所持雪球传递

时。 
7.7.1 如果出现由于受伤而比赛无法进行时，而且受伤原因是被判定另一

方的故意或过失所造成的，造成对方受伤的一队将被认定失败。但

如果这个原因不能确定的时候，不能继续比赛的一方被认定失败。 
7.3  一个队伍若违反以下条款将失去比赛资格（红牌） 

7.3.1  如果一支队伍在一次赛事中被警告两次。 

7.3.2  没有正当理由，整个队伍放弃比赛时。 

7.3.3  如果一名未登记的选手或在其它队伍重复登记的选手参与比赛时。 

7.4  被判定红牌的选手或队伍在当次赛事中不能重返比赛。 

７ 



  

 
   

裁判/ 赛会人员 
Guidelines for Referees 

８ 

8 裁判/官赛会人员 

8.1裁判员的构成和任务如下： 
 

8.2  裁判员的基本配置与站位如下： 

裁判长 整个赛会中全部比赛的负责人 
图3 

场地主管             某块场地中所有比赛的负责人，是裁判长的辅佐 

裁判 担当所裁判比赛的全部责任 A/R.7 * C/R 指主裁判 
* A/R 指副裁判 

a. 

主裁判 b. A/R.5 

c.   确认换人 A/R.3 
 

 

 

 

     A/R.1 

d. 

副裁判 a.   宣布选手出局，拔旗的相关判定 

b.   中断比赛和通知主裁犯规情况 C/R 

A/R.2 
8.1.2  裁判用具如下： 

A/R.4 

8.1.3  一般设立以下赛会人员，但赛事主办方可根据情况省略一部分人员。 

A/R.6 

８ 

宣布选手出局,，宣布对犯规的警告和判定选手离场 

开始比赛，暂停比赛，重新开始比赛和结束比赛 

宣布比赛结束并同时宣布比赛结果 

8.1.1  原则上需配备1名主裁判和7名副裁判。 

但赛会举办方可根据竞赛情况指定1名主裁判和5名辅助裁判。 

主裁判：裁判服和头盔，哨子，裁判员证和红黄牌。 

副裁判：裁判服和头盔，哨子，裁判员证。 

裁判要把裁判证佩戴在醒目位置 

※ 2.3号副裁判基本注意前场，4.5号副裁判基本注意后场，但可根据比赛情况灵
活调整站位和负责区域。 

类别 任务 

计时人员 比赛时间的计时工作 

记录人员 比赛结果的记录 

公示人员 比赛结果的公示 

接待人员 参加队伍的接待，确认工作 

比赛指导 关于雪球制造的指导与辅助工作 

管理辅助 赛会运行的管理辅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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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裁判的动作 1 

9.1  赛前 
9.4 比赛过程中 

9.1.1  裁判要完成雪球和头盔及服装的检查。 
9.4.1  宣布出局 

如果雪球数目少于规定数目，不能现场制作雪球。 
如果雪球数目多于规定数目，由裁判收走多余雪球。 

9.1.2  主裁判在确认队伍后和双方教练决定场地和头盔颜色。 

宣布出局要指向选手并大声清楚地宣布 
红队（或蓝队）几号出局，并可以在选手 
意识到为止数次提醒。 

9.1.3 以上步骤完成后让连队按号码服顺序沿中线两侧站立，接收两队教
练提出的参赛人员名单，确认后向双方致意并说明注意事项，然后
指示副裁判检查选手的鞋。 

9.4.2  出局的选手要从最近的边线或底线离开场地。 

9.4.3  宣布出局的同时有义务马上告知选手被击中部位。 
9.1.4 在向双方队伍致意时，要以主裁判为中心所有裁判排成一队。 

 
9.2  每局开始前 

9.4.4  在情况十分难以确定的情况下裁判可以宣布安全。 
安全的信号是水平左右的挥动手臂并口头作出“安全”提示。 
安全信号是为了使观众和选手明确一名选手仍然处在比赛中
的信号，但不能推翻一个已经发生的出局。 

9.2.1  在确定完雪球和队伍列队后，辅助裁判应举起一只手向主裁判示意
检查完成。 

9.2.2  主裁判确认计时器和计分板。 

9.2.3  各裁判按图3位置所示，迅速到达负责区域。 

9.3  比赛开始 

9.4.5  当不同裁判判罚结果不同时（同时出现出局和安全信号），出局
判罚优先生效。 

9.4.6 中断比赛的信号 

宣布中断比赛的信号是重复两手上举并向 
四十五度交叉的动作。  
同时短促有力吹哨滴 滴 滴 滴 滴！ 

9.3.1  主裁判接受其他裁判的示意并确认他们的位置，然后宣布比赛开始。 

9.3.2 比赛开始的信号（主裁判） 
开始一场比赛，主裁判
要喊出“准备”同时两
臂向体侧平伸。 
在吹哨的同时两臂向体
前合拢，并短暂有力的
吹一声短哨 “滴”。 

9.4.7  宣布拔出旗帜的信号（辅助裁判） 

宣布拔出旗帜的信号为上举一只手并在在头上
画圈。 
同时吹长哨吹“滴－－－－－!!” 

9.4.8 当收到副裁判作出的拔出旗帜的示意后，主裁判将结束本局。 
当一个队伍使对面所有选手出局或超过4名选手进入对面场地时同
样结束本局比赛。 

9.3.3 副裁判要注意主裁判发出的准备和开始指令，并注意球员是否抢跑。 

9.3.4 出现抢跑后要短暂连续吹哨：吹哨滴 滴 滴 滴 滴!”（次数不限，3～5次）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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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裁判的动作 2 
图4 

9.5  结束本局 
教练和其他

选手 9.5.1  示意每局结束（主裁判） 选定的五名选手 

结束小节的信号是高举起双手并长吹哨 

滴 - - - - ！ 

两队轮流投掷 

注意要在裁判示意后投掷 

 

辅助裁判 

9.5.2  未出局的选手将由辅助裁判确认并计数。 
主裁判 

9.5.3  作为一种安全手段，所有的裁判将会进入场地通知本局结束。 确定投掷线与旗杆位置 

越过投掷线的投掷无效 
9.6  每局结束后 

9.6.1  所有未出局的选手将在后场线列队并等待宣布结果。 

当所有选手出局时，或拔出旗帜时，再或一个队伍有四名以上球员

进入对手的场地等原因决出比赛胜负后，两队的所有选手列队并等

待宣布结果。 

9.6.2 主裁判在第三小节开始前通知双方教练再次决定场地。 

 
 

 

9.6.3 出现换人情况时，选手应当在主裁前换人，确认完成后告知对方教练。 
胜利一掷的图片 

9.8  比赛结束 

9.7 胜利一掷（VT） 

9.8.1 当比赛结束时，双方队伍同开始时一样在中线列队并等待主裁判宣

布结果。 

9.7.1 在VT中选手和裁判的站位由图4所示. 

9.7.2  主裁判通知双方教练并指令双方参与VT选手在投掷线两端坐/站好。 

9.8.2  胜方教练和主裁判将在记录表签字确认比赛结果。 9.7.3  辅助裁判确定双方排列和顺序并通知主裁判。 

10  其他 

9.7.4  主裁判将使用适当方式决定先掷一方并向两队讲解进行方式。 

10.1当官方规则没有规定到的事件发生时，将由所有裁判开会讨论决定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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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5  主裁判吹哨示意VT开始，并把握击落目标的数量。在全部结束后宣布

比赛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