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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在2014-2015赛季正
式启用回放中心，此前他们的
回放系统视频来源与目前的
CBA相似，也是由当地电视台
转播商提供。

NBA为了打造专业性极强
的回放中心斥资1500万美元，
据了解，回放中心面积也就100
平方米左右，却容纳了17个监
视工作站(包括备用)，每个工作
站由一台超清电视、三个触屏
监视器、1个键盘和两个画面控
制器组成，配备一名回放员。所
有回放员都是从裁判、球员等
专业人士中挑选出来，专业性
是回放中心最大的优势。回放
中心建立之初就提出“七角度
镜头”理念，即每个画面都有七
个不同角度的镜头记录。只要
现场裁判提出要求，回放员就
要在最短时间里在七个镜头里
找到最佳角度，协助裁判做出
判罚。

启用回放的程序为，回放
员得到信号，调出需要回放的
回合，将视频素材上传至值班
经理，值班经理负责找到最好
的角度，提供给现场裁判。现场
裁判只能通过口令控制回放画
面，操作必须由值班经理进行，
不过，值班经理不能做出判罚。

NBA回放中心
有七角度镜头

CBA电视转播机位设置为
常规赛8个机位，季后赛9个机
位，总决赛10个机位。这些机位
的设置会根据不同电视台的情
况进行相应调整，以上只是
CBA转播最基础的机位设置。

今年CBA联赛使用了新的
电视回放硬件设备和新的要
求，每个赛场都会为裁判提供
一路单独的电视回放系统，供
裁判在面对争议判罚时进行辅
助判定和球队主教练在遇到争
议判罚时进行鹰眼挑战。然而，
这些仍不足以为裁判处理突发
状况提供有力支持。例如，现场
转播在技术手段上还不能实现
细节画面放大的功能。

据悉，NBA每场比赛的转
播机位大概在34个左右，篮球
架6个，底线12个，边线2个，底
线观众席8个，空中1个，边线观
众席4个，远角1个。当然，每场
比赛的重要程度，也会影响转
播机位的设置和数量。 综合

NBA每场约34个
电视转播机位

NBA建立回放中心是效
仿NHL在2011年设立的“应急
中心”系统，自实施以来，不但
缩短了裁判在现场回看录像
进行研究时所需要的时间，还
减轻了现场裁判的压力。

在过去几个赛季，NBA一
直在扩大允许裁判看录像进
行判罚的范围。比如是否出
界、投三分时是否踩线、是否
是干扰球，还有盖帽、进攻犯
规等，只要在比赛的最后两分
钟，或是加时阶段遇到类似情
况都可以进行录像回放，裁判
可以进行录像回放的情况多
达14种。

NBA14种情况下
可使用录像回放

精准站位

才有精准判罚

理查德森的工作日，从上午
11点30分拉开序幕，从敲开莫尔
的宾馆房门拉开序幕。

37岁的华盛顿已经坐在沙
发上了。61岁的老裁判莫尔则坐
在笔记本电脑前——— 看起来情
绪不高——— 准备开赛前的裁判
会议。裁判会议，莫尔对此非常
看重，他认为赛前同事间的沟通
非常关键。在NBA吹罚31年的莫
尔和华盛顿算是老搭档了，但理
查德森是新手，他们三个人此前
从未合作吹罚过一场比赛。

NBA裁判总会更换搭档，所
以赛前总要讨论下行程安排，复
盘近期联盟里出现的备受关注
或者不太常见的吹罚，讨论下要
吹罚比赛的关键对阵，同时要牢
记联盟近期强调的吹罚要点。而
规则和吹罚技巧，则是必不可少
的一环，高准确率的吹罚从何而
来？无他，唯手熟尔。

每个月，NBA裁判们有三个
半星期奔波在路上，要吹罚12到
15场比赛。而且，行程计划临时
改变是见惯不怪的事，比如理查
德森就接到了邮件，联盟通知他
不用在明天前往费城。他将这个
消息告诉给同事后，莫尔也登录
自己的邮箱查看，发现接下来的
行程同样发生了变化。

他们开始谈正事了。联盟发
来的一封电子邮件提醒裁判们，
近来有些麻烦迹象露头：主教练
在比赛进行时频频踏进球场。本
赛季，联盟对教练在场边活动的
区域已经扩大，但仍然有些人不
满足，所以已经发生了好几次裁
判沿边线跑动结果撞到教练的
意外。

裁判被教练绊倒通常不是
什么大事，但因为NBA比赛攻防
转换节奏过快，一个踉跄就会让
裁判跑动速度慢下来，无法做到
和同事保持同步，而精准的站位
才能有精准的判罚。“我们坚信
这一点，只要及时跑到正确的位
置，做出正确吹罚的可能性就能
达到97%以上。”莫尔说。所以，联
盟要求裁判严格执法，尽量避免
意外因素影响到比赛。

裁判不是

不该出错职业

打瞌睡保持着联盟运转，这
是NBA流传多年的经典笑话，无
论球员、教练还是裁判，你都不
大可能在下午1点到4点联系到
他们，因为所有人都躺倒了。

这个晚上也不例外。教练组
在安保护送下，于当晚6点半到
达了场馆，为8点开始的比赛做
准备。

在不大的裁判休息室里，身
高1 . 78米，体重190磅的理查德森
坐在那里，右膝盖敷着冰袋，手
拿着当晚参赛阵容名单仔细地
看着。

某种程度上说，裁判这份工
作简直是突破人体极限。他们的
年龄通常是球员的两倍，却要和
后辈们保持行动一致。随着球员
身体素质越来越好，NBA比赛的
节奏也越来越快，攻防转换电光
石火，这对裁判的跑位落位提出
了更严苛的要求。

所以，裁判在比赛开始前的
准备和球员同样认真。休息室里
弥漫着一股药味，撕绷带胶布的
声音不时响起，还有运动单车高
速运转的声音——— 裁判只能在

这里热身。
年纪最大的莫尔体型仍然

保持得非常好，为了保持柔韧性
减少受伤几率，他自己编了一套
拉伸操，包括俯卧撑、仰卧起坐
以及其他。理查德森和华盛顿也
在抓紧时间热身。由于近来肌腱
炎和小腿肌肉发紧的旧患复发，
理查德森戴上了护膝护腿，还穿
了一套紧身衣。莫尔也戴上了护
具，华盛顿则随身携带一个便携
式按摩器。

骑着运动单车热身的理查
德森，和拍档们聊着晚上比赛可
能发生的事。“压力很大，每个晚
上都会有压力。”莫尔说。有人问
他，这不正是你们选择这份工作
的原因吗？莫尔也承认这一点，
但他觉得外界对裁判这个工作
缺乏了解，以及必要的尊重。

“他们的想法太主观了。”莫
尔说，“一般人都会觉得，裁判是
一个不应该出错的职业。但在我
看来，这恐怕就是一种无知。”

自我要求

比外界更严格

篮球从斯蒂芬·库里的膝盖

那里滑出界外。
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个场

景。谁会对此视而不见？成千上
万的夏洛特黄蜂队球迷，整个
黄蜂替补席的人肯定都看到
了，他们眼睁睁看着时代华纳
中心球馆的大屏幕回放了库里
刚刚那次突破。

可裁判勒罗伊·理查德森做
出了判罚，将球权给了勇士队。
在比赛还剩最后2分26秒，勇士
领先3分的关键时刻，这次判罚
立刻掀起了一阵骚动。

不过，理查德森对这次判罚
的感觉相当好，这位居住在萨福
克，已经在NBA吹罚了21年的资
深裁判，早就在长期工作中掌握
了吹罚比赛的各种技巧，他坚信
自己吹罚正确的几率远远大于
错判几率。

因为对自己有信心，不绝于
耳的非议声不过是噪音而已。教
练和球员们的大声抗议和反复
游说，只是有来有往的套路。

怀疑之心，人皆有之。理查
德森几乎不会让这些言论影响
到自己。不过这次他吹罚引发的
反响如此强烈，让他也不禁怀疑

自己是否错过了些什么。
他暗自记下了这点，准备赛

后回看复查下。勇士最终113比
103赢下了比赛，理查德森和他
的搭档——— 主裁肯·莫尔和新秀
裁判C.J.华盛顿——— 在安保人员
的护送下回到裁判休息室，一切
都如同平常。

NBA裁判职业化已有多年，
但外界仍然会质疑他们吹罚的
正确性。“每个人都觉得他们可
以吹比赛。”莫尔如是说。在新泽
西州斯考克斯的NBA回放中心，
勇士黄蜂一战的三个裁判和同
事们一起重看比赛录像。

作为NBA裁判，面对球员、
教练、总经理、老板、球迷、媒体
全方位全时段的审视批判，是难
以避免的。不过当你亲眼见证了
裁判们的工作后就会发现，他们
对自己的要求比外界更加严格
苛刻。这份每日三省吾身的压
力，并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
它会让你感到压抑。追求完美是
不可能的任务，但裁判工作就是
要不断追求零差错，直到他们放
下哨子。

即使出错

也不动摇信心

比赛结束后，裁判们再次和
回访中心同事联系，回看了比赛
期间的10个片段，最终得出了结
论：这个夜晚不算太糟糕，绝大
多数吹罚都没有问题。

不过，吹汤普森的那次犯规
就有点问题了。回放显示汤普森
和贝里内利的身体接触微乎其
微，而贝里内利的腿也有向外踢
的趋势，但还没有达到按照“米
勒规则”吹进攻犯规的程度。裁
判什么都不做，应该是最佳选
择。“我一点儿都不喜欢这个判
罚。”做出这次判罚的莫尔又开
始记录了，“汤普森对贝里内利
的身体接触非常轻微，不应该被
吹犯规。”至于吹罚汤普森技术
犯规，理查德森的解读是，球员
可以对吹罚有情绪上的宣泄，毕
竟比赛当中有激情是正常的，但
汤普森暴跳如雷的动作显然越
界了。

已经是晚上 11 点 15 分，比
赛结束了 45 分钟。裁判们结束
了看回放，开始洗澡、冰敷、换衣
服。然后，饿得前胸贴后背的理
查德森会点一份玉米虾粥作为
宵夜，然后熬到凌晨 4 点搭乘首
班机离开。

不过在离开之前，理查德
森还要再回看一个比赛片段，
就是黄蜂方面认为库里将球碰
出界，而他坚持认为球权是勇
士的那个片段。要强调的是，两
个当事人库里和坎巴·沃克都
没有对这个吹罚有半句怨言。
裁判组反复观看回放，确认是
沃克将球打出界的，而库里的
膝盖并没有碰到球。

对于这个结果，莫尔报以会
意一笑。他记得当时黄蜂训练师
对他说，现场回放显示球是库里
碰出界的；对此莫尔的回答是：

“我只能说，这是勒罗伊整个赛
季的第一次漏判。”

这不是护短，NBA裁判对自
己也对同行有信心，一年又一
年，他们足够敬业，不断通过自
审自查提高自己。错误是不可避
免的，即便理查德森出了错，他
对自己的信心也不会动摇。这是
一名职业裁判的应有素质，虽然
无法做到完美，但可以做到问心
无愧。 据《体坛周报》

谁将球打出界外？最后时刻是否犯规？投三分时踩线

了吗？24秒到时球出手了没有？无论是看录像回放还是当场

做出决断，裁判的言行举止总会引发巨大的关注，争议乃

至责骂，“错判”、“黑哨”声不绝于耳。

真的是CBA裁判水平不行？或许看看NBA裁判是如何吹

罚一场比赛，又接受了怎样的待遇，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会更

深刻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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