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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國際籃球規則 2012”規則詮釋，將於 2012 年 10 月 1 日起生效。 若本

詮釋與前公佈之詮釋有異時，則以本文為依據。 

 

“國際籃球規則 2012”是由國際籃球聯會技術委員會定期修訂並經中央局通過。 

 

規則應盡可能保持簡潔易讀，故只能作原則性的闡述，對於多變的比賽及各種特

殊情況則可能未盡涵蓋其中。 

 

本文目的正是要將規則中原則性及概念性的東西去詮釋在比賽中出現的各種特

殊情況。 

 

“詮釋”中的各種特殊情況，可以更詳細地對規則作補充，以及啟發裁判員的思

考。 

 

“國際籃球規則”是對國際籃球運動發展具有指導性的主要文件，但對於未盡涵

蓋“規則”及“詮釋”中的任何情況，裁判員有絕對權力作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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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條  球員受傷 

 

情況一 

球員受傷或有受傷跡象，若球隊席區任何人員進入球場，則認為該球員是接受了

治療。 

 

判例 

A4 腳踝受傷，比賽停止。 

(1) A 隊醫生進場，處理 A4 腳踝。 

(2) A 隊醫生進場，但 A4 已經復原。 

(3) A 隊教練進場了解 A4 傷勢。 

(4) A 隊助理教練或替補員或球隊有關人員進場，但沒有處理 A4 傷勢。 

 

詮釋 

在(1)、(2)、(3)及(4)情況，均視為 A4 已經接受了治療，並應被替補。 

 

情況二 

若醫生認為移動場上受傷球員離場有危險時，則移動離場的時間沒有限制。 

 

判例 

A4 嚴重受傷，醫生認為移走 A4 離場會對他造成危險，因此比賽中斷了十五分鐘。 

 

詮釋 

移走場上受傷球員的時間由醫生決定，替補後恢復比賽時該隊不須被判罰。 

 

情況三 

球員受傷流血或有可見傷口而不能立即(約 15 秒鐘)繼續比賽時，則他必須被替補

離場。 除非在此停鐘時間內有任一隊請求暫停，而在暫停期間記錄員的替補訊

號嚮之前該受傷球員已經復原，則該受傷球員可以繼續參加比賽。 

 

判例 

A4 受傷，比賽停止，因 A4 未能立即繼續參加比賽，裁判員嚮哨作出替補手號： 

(1) 在 A4 的替補員進場之前。 

(2) 在 A4 的替補員進場之後。 

此時 A 隊(或 B 隊)教練請求暫停，暫停結束後 A4 完成包紮並請求返回場上繼續

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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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 

(1) 若 A4 在暫停期間復原，他可以繼續比賽。 

(2) 因為 A4 的替補員已經進場，視為他已經被替補，因此不准許 A4 請求返回場

上繼續比賽，直至比賽計時鐘啟動後再停止為止。 

 

第 7 條 教練：職責及權力 

 

情況一 

預定比賽開始前二十分鐘，教練或他的代理人必須向記錄員提交該場比賽的教

練、助理教練、隊長及隊員姓名與球衣號碼。 

預定比賽前十分鐘，教練應在法定記錄表上簽署以確認該隊已經填入記錄表上的

教練、及隊員姓名與球衣號碼正確無誤。 

 

判例 

A 隊交給記錄員的名單中，有兩名隊員的姓名與他們的球衣號碼不相符，此情況

發現在： 

(1) 比賽開始之前。 

(2) 比賽開始之後。 

 

詮釋 

(1) 更正隊員不相符的號碼，並可以在記錄表上補填遺漏的隊員姓名，不須判罰

該隊。 

(2) 裁判員應在不使兩隊不利的情況下停止比賽，更正球員不相符的球衣號碼，

不須判罰該隊。 但遺漏填報的隊員姓名則不得補填在記錄表上。 

 

情況二 

預定比賽開始前十分鐘，每一位教練應提交最先上場的五名球員，比賽開始前記

錄員應作檢查，若有錯誤應盡快通知最近的裁判員。 若賽前發現錯誤，應予更

正，若比賽開始後發現錯誤，則忽略此錯誤。 

 

判例 

一名球員不是最先上場的五名球員，此情況發現在： 

(1) 比賽開始之前。 

(2) 比賽開始之後。 

 

詮釋 

(1) 該球員應由最先上場的球員替換。 

(2) 忽略該錯誤，比賽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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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條   每節或每場比賽開始及結束 

 

情況一 

一隊出場球員不足五人時比賽不得開始。 裁判員須了解該隊是否有不可預期的

原因而引致延誤，若能說明延誤原因則不須被罰，否則應判該隊「技術犯規」/

或「取消比賽資格犯規」。 

備註：此限制只適用於比賽開始而不適用於其它各節或加時開始。 

 

判例 

預定比賽時間已到，Ａ隊不足五名球員出場比賽。 

(1) Ａ隊代表能說明球員遲到的合理原因。 

(2) Ａ隊代表未能說明球員遲到的合理原因。 

 

詮釋 

(1) 比賽最多只能延遲十五分鐘開始，若遲到的球員能在預定比賽時間十五分鐘

之內到達球場並能準備好上場比賽，比賽即開始。 否則宣判Ａ隊「取消比賽

資格犯規」，由Ｂ隊勝 20:0。 

(2) 比賽最多只能延遲十五分鐘開始，若遲到的球員能在預定比賽時間十五分鐘

之內到達球場並能準備好上場比賽，則宣判該隊教練「技術犯規」。 若遲到

的球員未能在預定比賽時間十五分鐘之內到達球場，則宣判Ａ隊「取消比賽

資格犯規」，由Ｂ隊勝 20:0。 

在(1)及(2)情況，裁判員應在記錄表背面記錄事件的經過情形並報告比賽主辦單

位。 

 

情況二 

規則第 9 條規定球隊進攻/及防守的球籃，若任一節比賽開始時，兩隊發生進攻

及防守球籃錯誤，發現此錯誤時應在不使兩隊不利情況下盡快更正錯誤。 發現

錯誤前所有得分及已經過去的時間及犯規等均應有效。 

 

判例一 

比賽開始後，裁判員發現兩隊進攻方向錯誤。 

 

詮釋 

在不使兩隊不利情況下盡快停止比賽，令兩隊對換進攻球籃，應在停止比賽地點

之另一半場相若位置發界外球恢復比賽。 

 

判例二 

某節比賽開始，Ａ隊防守正確的球籃，但Ｂ隊向自己防守的球籃運球走籃並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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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 

判給Ａ隊場上隊長兩分。 

 

 

第 12 條  跳球及輪換發球權 

 

情況一 

比賽開始跳球後，未在場上獲得活球控球權的隊，在發生第一次“跳球情況”時

獲得輪換發球權，在發生“跳球情況”地點附近發界外球。 

 

判例一 

比賽開始跳球，裁判員拋球球被 A4 合法拍撥後： 

(1) A5 與 B5 發生“爭球”。 

(2) A5 與 B5 發生「雙方犯規」。 

 

詮釋 

由於場上的活球控球權尚未確立，因此裁判員不能以輪換發球權“箭咀”來判定

控球權，裁判員應在中圈由 A5 與 B5 進行另一次跳球。 從跳球球被合法拍撥至

發生“爭球”/或「雙方犯規」及已經過去了的時間均應有效。 

 

判例二 

比賽開始跳球，裁判員將球拋起，球被跳球員 A4 合法拍撥後，而球 

(1) 直接出界。 

(2) 觸及任一非跳球員或地面前被 A4 一接住。 

 

詮釋 

在(1)及(2)情況，B 隊因 A4 違例而獲得界外球權。 發界外球後未在場上獲得活

球控球權的隊，在發生第一次“跳球情況”時獲得輪換發球權。 

 

判例三 

依據“輪換發球權”規則 B 隊應獲得輪換發球權，但由於裁判員或記錄員的錯

誤，把界外球權判給 A 隊。 

 

詮釋 

發界外球當球觸及或被場上球員合法觸及時，則此錯誤不得更正，但 B 隊並不

會因此錯誤而失去下一次輪換發球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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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例四 

第一節結束訊號嚮的同時，B5 侵犯 A5 被判「違反運動道德犯規」。 

 

詮釋 

A5 獲得兩次罰球，罰球時球員不須站位。 兩分鐘休息後，由 A 隊在記錄台對面

中線延長線發界外球恢復比賽。 在下一次發生“跳球情況”時，B 隊不會失去

該次輪換發球權。 

 

情況二 

任何時間球擱在籃圈與籃板之間即發生“跳球情況”(罰球之間除外)，應依據

“輪換發球權”規則處理。 由於此時不會出現搶籃板球情況，因此不會視為比

賽中的球觸及籃圈。 若在此之前有球隊控制球，則由該隊發界外球，24”周期

只剩餘下時間，如同發生“跳球情況”之前有球隊控制球。 

 

判例一 

A4 投籃的球擱在籃圈與籃板之間，A 隊獲得輪換發球權。 

 

詮釋 

發界外球後，A 隊只有 24”周期剩餘的時間。 

 

判例二 

A4 投籃，球在空中 24”訊號嚮，隨後球擱在籃圈與籃板之間，A 隊獲得輪換發

球權。 

 

詮釋 

由於 A 隊的 24”周期已沒有剩餘時間，這是 A 隊 24”違例，由 B 隊發界外球。 

在下一次發生“跳球情況”時，A 隊並不會失去該次輪換發球權。 

 

 

第 16 條  中籃: 得分及計分法 

 

情況 

發界外球或最後一次或僅只一次罰球後的籃板球，場內球員從觸及球至投籃的球

離手須消耗一定的時間，這概念在每一節將近結束時更為重要。 必須有最低限

度的時間在比賽結束前完成投籃，若比賽計時鐘剩餘 0.3 秒，是否在比賽結束之

前出手投籃，應由裁判員決定。 若比賽計時鐘只剩餘 0.2 秒或 0.1 秒，則球員只

能在空中以“貼球入籃”(TAPPING)或“直接扣籃”才是有效的投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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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例 

A 隊獲得界外球權，比賽計時鐘只剩餘: 

(1)  0.3 秒。 

(2)  0.2 秒或 0.1 秒。 

 

詮釋 

(1) 當試圖投籃而比賽結束訊號嚮，裁判員有權決定球是否在訊號嚮之前離手。 

(2) 發界外球球在場內空中，只能以“貼球入籃”(TAPPING)或“直接扣籃”才   

是有效的投籃。 

 

 

第 17 條  發界外球 

 

情況一 

發界外球時發球員持球的手可能伸入球場界線上方，此時防守球員有責任避免觸

及球而妨礙發界外球。 

 

判例 

A4 發界外球，他持球的手越過球場界線上方，B4 在沒有身體接觸的情況下抓住

球或拍 A4 手中的球。 

 

詮釋 

應警告 B4，因為他妨礙發界外球以致延誤比賽，同時通知 B 隊教練員此警告在

剩餘比賽中對 B 隊所有球員均適用，若重犯此類動作，將會被判「技術犯規」。 

 

情況二 

發界外球，必須將球傳給(不是遞交給)場上的隊友。 

 

判例 

A4 發界外球時將球遞交給場上的 A5。 

 

詮釋 

A4 發界外球違例，判由 B 隊在原發球地點發界外球。 發界外球時，球必須離開

發球員的手才視為合法。 

 

情況三 

發界外球球越過界線前其它球員的身體任何部位不得越過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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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例一 

球出界違例後，A3 從裁判員手中接球準備發界外球，A3 

(1) 將球放在場外地上，隨後 A2 將球拿走。 

(2) 在界外將球遞交給 A2。 

 

詮釋 

(1)及(2)情況均是違例，因為球發出前 A2 的身體越過界線。 

 

判例二 

A 隊投中或最後一次罰球中籃之後，B 隊請求暫停，暫停結束後 B3 站在端線後

從裁判員手接球準備發界外球，B3 

(1) 將球放在場外地上，隨後 B2 去取球。 

(2) 在界線外將球遞交給同樣站在端線後的 B2。 

 

詮釋: 

(1) 及(2)情況均合法。 但唯一的限制是 B 隊必須在 5 秒內將球發出。 

 

情況四 

第四節或每一加時比賽，比賽計時鍾顯示 2:00 鐘或少於 2:00 鐘，在後場獲得界

外球權的隊請求暫停，在暫停結束後恢復比賽時，該隊可在記錄台對面前場的

“標誌線”發界外球，但必須將球發給前場的隊友。 

 

判例一 

最後一分鐘比賽，A4 在後場運球，B 隊球員將球拍出罰球線延長線邊線外地面: 

(1) B 隊請求暫停。 

(2) A 隊請求暫停。 

(3) B 隊請求暫停後 A 隊立即請求暫停。 

 

詮釋 

(1) 由 A 隊在後場罰球線延長線發界外球。 

(2) 及(3)情況由 A 隊在記錄台對面前場的“標誌線”發界外球。 

 

判例二 

最後一分鐘比賽，A4 獲得兩次罰球，在第二次罰球時 A4 踩線違例，此時 B 隊

請求暫停。 

 

詮釋 

由 B 隊在記錄台對面前場的“標誌線”發界外球恢復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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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例三 

第四節或每一加時比賽，比賽計時鐘顯示 2:00 鐘或少於 2:00 鐘，A4 在後場運球

至 6 秒時 

(1) B4 將球拍出界外。 

(2) B4 犯規，此是該節 B 隊的第三次犯規。 

此時 A 隊請求暫停獲准，暫停後由 A 隊在記錄台對面前場的“標誌線”發界外

球恢復比賽。 

 

詮釋 

在(1)及(2)情況，A 隊均只有 24”周期剩餘的 18 秒。 

 

判例四 

第四節或每一加時比賽，比賽計時鐘顯示 2:00 鐘或少於 2:00 鐘 ，A4 在前場運

球，B 隊將球拍至 A 隊後場，A 隊一球員在後場開始運球，B4 將球拍出後場界

外。 

(1) 當 24”周期剩餘 6 秒時。 

(2) 當 24”周期剩餘 17 秒時。 

A 隊請求暫停，暫停後由 A 隊在記錄台對面前場的“標誌線”發界外球恢復比

賽。 

 

詮釋 

在上述兩種情況下，當恢復比賽時 A 隊只有 24”周期剩餘的時間。 

 

判例五 

第四節或每一加時比賽，比賽計時鐘顯示 2:00 鐘或少於 2:00 鐘，A4 在前場運球，

B 隊將球拍至 A 隊後場，A 隊一球員在後場開始運球，B4 被判犯規，這是 B 隊

的第三次犯規 

(1) 當 24”周期剩餘 6 秒時。 

(2) 當 24”周期剩餘 17 秒時。 

A 隊請求暫停，暫停後由 A 隊在記錄台對面前場的”標誌綫”發界外球恢復比

賽。 

 

詮釋 

當恢復比賽時，A 隊只剩餘 24”周期剩餘的時間。 

(1)  14”。 

(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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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例六 

當 A 隊在該隊後場控球至 5”時，A4 與 B4 發生打架雙雙被判「取消比賽資格犯

規」，由於罰則相等相互抵消，由 A 隊獲得記錄台對面中綫延長綫界外球權。在

發界外球前，A 隊教練請求暫停，恢復比賽時應在哪裡發界外球。 

 

詮釋 

應在記錄台對面中綫延長綫發界外球，而 24”周期應接續計時，此情況下只剩

餘 19 秒時間。 

 

情況五: 

 

判例 

 

新增規則 17.2.3 條規定在記錄台對面中線延長線發界外球時若: 

(1) 發球時發生違例，由對隊在原發球地點發界外球。 

(2) 發生打架情況，兩隊均有球員被取消比賽資格但沒有其他罰則執行，並且在

比賽停止時某隊正控制球或擁有球權。 

 

詮釋 

在(1)及(2)情況均可將球發入前場或後場。 

 

情況六 

發界外球時可能發生下列情況: 

(1) 球發出在籃圈上方，球員從下方以手穿越籃圈觸及球。 

(2) 球擱在籃圈與籃板之間。 

(3) 故意將球擲向籃圈，為了重新獲得 24”周期。 

 

判例一 

A4 發界外球，球在籃圈上方，球員從下方以手穿越籃圈觸及球。 

 

詮釋 

這是干擾球違例，由對隊在罰球線延長線發界外球恢復比賽。 若是防守隊違例，

不算作進攻隊得分，因為球並不是來自場內。 

 

判例二 

A4 發界外球，球擱在籃圈與籃板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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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 

這是發生“跳球情況”，按“輪換發球權”規則規定恢復比賽，若 A 隊獲得界

外球權，則不重設 24”。 

 

判例三 

24”裝置顯示剩餘 5 秒，A4 發界外球，球觸及籃圈。 

 

詮釋 

不應重設 24”，因為比賽計時鐘尚未啟動，比賽應繼續，不應中斷。 

 

情況七 

當球放在發球員可以處理的地方之後，發球員不得拍球使球觸及場內、且在其他

球員觸及球、或球被觸及前再次觸及球。 

 

判例 

A4 發界外球，拍球時使球觸及 

(1) 場內。 

(2) 場外。 

然後再抓住球。 

 

詮釋 

(1) A4 發界外球違例。當球離開發球員的手觸及場內後、在球觸及其他球員、或

球被其他球員觸及前不得再觸及球。 

(2) 此動作合法，但繼續 5”計時。 

 

第 18/19 條  暫停/替補 

 

情況一 

任一節開始前或結束後，不准許請求暫停。 

第一節開始前或結束後，不准許請求替補。 

 

判例一 

跳球時裁判員拋球離手後球被拍撥前跳球員 A5 違例，由 B 隊發界外球。 此時

兩隊教練員請求暫停或替補。 

 

詮釋 

不准許請求暫停或替補，因為比賽計時鐘尚未啟動，比賽未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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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例二 

每節或加時結束訊號嚮的同時，A4 被侵犯獲得兩次罰球，此時任一隊教練請求: 

(1) 暫停。 

(2) 替補。 

 

詮釋 

(1) 每節或加時結束，不准許請求暫停。 

(2) 僅在完成罰球，下一節或加時休息時間開始之後，准許請求替補。 

情況二: 

投籃的球在空中，24”訊號嚮，這沒有違例，比賽計時鐘亦不會停止，若中籃，

則在某些特定情況下兩隊均可以請求暫停或替補。 

 

判例 

投籃的球在空中，24”訊號嚮，接着球中籃，此時任一隊或兩隊請求: 

(1) 替補。 

(2) 暫停。 

 

詮釋 

(1) 這僅是非得分隊的暫停時機。 

若非得分隊已請求暫停，則其對隊亦可請求暫停，同時兩隊都可以請求替補。 

(2) 若在第四節或加時比賽，比賽計時鐘顯示 2:00 鐘或少於 2:00 鐘時，此時僅是

非得分隊的替補時機。 

若非得分隊請求替補，則其對隊亦可請求替補，同時兩隊都可以請求暫停。 

 

情況三 

第一次或僅只一次罰球，球放在罰球員可以處理的地方之後，兩隊請求暫停或替

補(任何球員包括罰球員)均應獲准許。 若 

(1) 最後一次或僅只一次罰球中籃。 或 

(2) 最後一次或僅只一次罰球之後附有中線界外球權或因任何合理原因球成死   

球。 

 

判例一 

A4 獲得兩次罰球，A 隊(或 B 隊)請求暫停或替補。 

(1) 球放在 A4 可以處理的地方之前。 

(2) 第一次罰球之後。 

(3) 第二次罰球中籃之後，並且球在發球員可以處理的地方之前。 

(4) 第二次罰球中籃之後，並且球在發球員可以處理的地方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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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 

(1) 第一次罰球之前准許暫停或替補。 

(2) 若最後一次罰球中籃，准許暫停或替補。 

(3) 發界外球之前准許暫停或替補。 

(4) 不准許暫停或替補。 

 

 

 

判例二 

A4 獲得兩次罰球，第一次罰球後 A 隊或 B 隊請求暫停，而最後一次罰球: 

(1) 球觸及籃圈，比賽繼續。 

(2) 投中。 

(3) 球沒有觸及籃圈。 

(4) A4 踩線違例。 

(5) 球未投中，但 B4 在罰球員的球離手前進入禁區被判違例。 

 

詮釋 

(1) 不准許暫停或替補。 

(2)、(3)及(4)情況立即准許暫停或替補。 

(5) A4 重罰，若投中立即准許暫停或替補。 

 

情況四 

球隊請求暫停後任一隊發生犯規，且此犯規是該隊第五次犯規，此時暫停應未開

始，直至裁判員向記錄台完成通告程序及替補程序後作出暫停手號時，暫停才開

始。 

 

判例一 

A 隊教練請求暫停之後，B4 被判第五次犯規。 

 

詮釋 

暫停應未開始，直至裁判員向記錄台完成通告程序及 B4 的替補員成為球員時，

暫停才開始。 

 

判例二 

A 隊教練請求暫停之後，B4 被判第五次犯規，此時任一球員又發生犯規。 

 

詮釋 

若已知請求暫停獲准許，儘管暫停尚未正式開始，球員可返回球隊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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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五 

裁判員發現某隊在場上比賽的球員超過五人時，在不使其對隊不利情況下應立即

更正此錯誤。 

若裁判員與記錄台職員的工作均無誤，即是說有球員不合法進入或留在場內，裁

判員應立即令其中一名球員離場，並且宣判該隊教練員「技術犯規」(登記“B”)。 

教練員有責任使替補程序正確執行及被替補的球員立即離場。 

 

判例 

比賽進行中發現 A 隊在場上超過五名球員。 

(1) 發現此情況時 B 隊(只有五名球員)正在控球。 

(2) 發現此情況時 A 隊(超過五名球員)正在控球。 

 

詮釋 

(1) 在不使 B 隊不利情況下立即令比賽停止。 

(2) 立即令比賽停止。 

在(1)及(2)情況，不合法進入(或留在)場上的球員必須立即離場，並且宣判 A 隊教

練「技術犯規」(登記“B”)。 

 

情況六 

發現某隊超過五名球員在場上，若該不合法參賽球員在此期間的得分及犯規均應

有效，他的犯規應屬於球員犯規。 

 

判例 

裁判員確認 A5 是 A 隊場上的第六名球員，當比賽在: 

(1) A5 犯規之後。 

(2) A5 得分之後。 

(3) B5 侵犯投籃動作的 A5 之後，球未投中。 

 

詮釋 

(1) A5 犯規視為球員犯規。 

(2) A5 得分有效。 

(3) B5 犯規被判的罰球，由 A 隊教練指派犯規發生時該隊已在場上的任一球員         

執行罰球。 

 

情況七 

規則第 18 及第 19 條規定暫停或替補的時機開始及結束，教練必須依照這些規定

在適當的時間提出請求，否則不准許暫停或替補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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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例一 

暫停或替補時機剛結束，A 隊教練跑向記錄台前大聲叫喊請求暫停或替補，記錄

員錯誤發出訊號，隨後裁判員嚮哨中斷比賽。 

 

詮釋 

因為裁判員嚮哨中斷比賽，並且比賽計時鐘仍停止運行，這是正常的暫停或替補

時機，但因為太遲提出請求，應不准許暫停或替補請求，立即恢復比賽。 

判例二 

比賽進行中任何時間發生干擾球及妨礙球中籃違例，此時任一隊或兩隊的替補員

在記錄台等待替補或任一隊已經提出暫停請求。 

 

詮釋 

因違例球成死球且比賽計時鐘停止運行，應准許替補或暫停。 

 

情況八 

每一次暫停時間為一分鐘。 當裁判員嚮哨並招呼球員返回球場時，球員必須盡

速返回球場。 有時球隊會拖延暫停時間以獲取利益，這亦會延誤比賽，此時裁

判員應警告該隊。 若該隊不理會警告，應宣判該隊再一次暫停。 若該隊已無暫

停，則因為該隊延誤比賽而被判「技術犯規」(登記“C”)。 

 

判例 

暫停結束，裁判員招呼 A 隊球員返回場上，但 A 隊教練仍繼續在球隊席區指導

球員，裁判員再次招呼 A 隊球員返回場上，而 

(1) A 隊球員最後返回場上。 

(2) A 隊球員仍留在球隊席區。 

 

詮釋 

(1) 當 A 隊球員返回球場後，裁判員應警告 A 隊教練員，若重犯相同行為則宣判

A 隊再一次暫停。 

(2) 無須警告而宣判 A 隊再一次暫停。 若 A 隊已無暫停，則因為該隊延誤比賽

而被判「技術犯規」(登記“C”)。 

 

 

第 24 條  運球 

 

情況 

球員故意將球擲向籃板(不是正常的投籃)，此視為將球擲向地面。 若該球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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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觸及其它球員或球被其它球員觸及之前再次觸及球，則視為運球開始。 

 

判例一 

A4 持球後尚未運球，他將球擲向籃板，並且在球觸及其它球員之前再次觸及球。 

 

詮釋 

A4 接球之後(球停留在手中)，他可以投籃或傳球，但不可以作新的運球。 

 

判例二 

A4 運球結束，在行進間或站定時將球擲向籃板，在球觸及其它球員之前再次觸

及球或接住球。 

 

詮釋 

A4 違例，因為他作了新的運球。 

 

 

第 25 條  不合法移動 

 

情況 

球員躺在地上控制球，合法。  同樣地球員持球時若不是故意趺倒在地上亦合法。 

當球員趺倒時可能因為他的衝力而在地上滑動這同樣是合法。 

若球員持球滾動或持球站立，這是違例。 

 

判例一 

A3 持球失去平衡而趺倒在地上。 

 

詮釋 

A3 的趺倒動作不是故意的，應合法。 

 

判例二 

A3 躺在地上控制球，接着他 

(1) 將球傳給 A4。 

(2) 躺在地上開始運球。 

(3) 持球站立。 

 

詮釋 

(1)及(2)情況，A3 的動作合法。 

(3)作走步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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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例三 

A3 持球趺倒在地上，因為他的衝力而在地上滑動。 

 

詮釋 

A3 的滑動不是故意的，沒有構成達例。 若 A3 持球滾動或持球站立，則是走步

違例。 

 

第 28 條  八秒 

 

情況一 

計算 8 秒應由裁判員獨立執行，若裁判員的計算與 24”裝置顯示的秒數有差異

時，則以裁判員的判決為依據。 

 

判例 

A4 在後場運球，裁判員宣判 8 秒達例，此時 24”裝置顯示 7 秒。 

 

詮釋 

裁判員的宣判正確，因為他全權負責 8 秒周期何時結束。 

 

情況二 

因在後場發生“跳球情況”而停止計算 8 秒，若由原控球隊獲得輪換發球權時，

則該隊只有 8 秒周期停止計算時的剩餘時間。 

 

判例 

A 隊在後場控球至 5 秒時發生“爭球”，A 隊獲得輪換發球權。 

 

詮釋 

A 隊只有剩餘 3 秒使球進入前場。 

 

情況三 

球員從後場向前場運球，當運球員雙足及球都完全位於前場時才作球進入前場。 

 

判例一 

A1 跨中線，他接獲在後場 A2 的傳球，A1 再將球傳給仍在後場的 A2。 

 

詮釋 

合法的打法。 由於 A1 雙足不是完全位於前場，因此他可以將球傳回他的後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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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應持續計算 8 秒。 

 

判例二 

A2 從後場向前場運球，他雙足跨中線時停止運球而將球傳給同樣雙足跨中線的

A1。 

 

 

 

詮釋: 

合法的打法。 由於 A2 雙足不是完全位於前場，因此他可以將球傳給同樣不是

在前場的 A1，但應持續計算 8 秒。 

 

判例三 

A2 在他的後場運球，當他一足(不是雙足)在前場時將球傳給雙足跨中線的 A1，

接着 A1 在他的後場運球。 

 

詮釋 

合法的打法。 由於 A2 雙足不是完全位於前場，他可姒將球傳給同樣不是在前

場的 A1，因此 A1 可以在後場運球，但應持續計算 8 秒。 

 

判例四 

A4 從他的後場運球，當他停止向前推進時 

(1) 雙足跨中線。 

(2) 雙足在前場但將球拍在後場。 

(3) 雙足在後場但將球拍在前場。 

(4) 雙足在前場但將球拍在後場，接着雙足返回後場。 

 

詮釋 

在(1)、(2)、(3)及(4)情況均當作 A4 仍在後場運球，但應持續計算 8 秒，直至他雙

足及球都完全位於前場。 

 

 

第 29 條  二十四秒 

 

情況一 

當 24”周期將結束時投籃而球在空中 24”訊號嚮，若球沒有觸及籃圈，則發生

24”違例，除非能立即確認其對隊獲得控球權。 裁判員應判給其對隊在停止比

賽附近發界外球，籃板正後方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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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例一 

A5 投籃，球在空中時 24”訊號嚮，隨後球觸及籃板落在地上滾動﹐且先後被 B4

及 A4 觸及，最後 B5 控制球。 

 

詮釋 

這是 24”違例，因為球沒有觸及籃圈，並且未能立即確認其對手控制球。 

 

判例二 

A5 投籃，球觸及籃板但沒有觸及籃圈，B5 搶籃板球時觸及球但沒有控制球，隨

後 A5 控制球，此時 24”訊號嚮。 

 

詮釋 

發生 24”違例，因為投籃的球並沒有觸及籃圈並且 A 隊再次控制球。 而 24”裝

置仍然繼續運行。 

 

判例三 

24”周期將結束時 A4 投籃，球被 B4 合法攔截，此時 24”訊號嚮，接着 B4 侵犯

A4。 

 

詮釋 

發生 24”違例，忽略 B4 犯規，除非是「技術犯規」或「違反運動道德犯規」或

「取消比賽資格犯規」。 

 

判例四 

A4 投籃球在空中 24”訊號嚮，球沒有觸及籃圈，接着 A5 與 B5 發生“爭球”。 

 

詮釋 

發生 24”違例，因為未能立即確認 B 隊控制球。 

 

判例五 

當 A4 投籃的球在空中時，24”終結迅號響，球未觸及籃圈，而球觸及場內 B4

出界。 

 

詮釋 

由於未立即確定 B 隊取得控球權，這是 A 隊 24”違例。 

 

情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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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訊號嚮時，若裁判員能立即確認其對隊控制球，則忽略該訊號。 

判例: 

24”周期將結束，A4 傳球給 A5 時失誤(兩人均在前場)，球滾回 A 隊後場，B4

取得控球權並可直接走籃，此時 24”訊號嚮。 

 

詮釋 

若能立即確認 B4 控制球，則忽略該訊號，比賽繼續。 

 

情況三 

發生“跳球情況”，若原控球隊獲得輪換發球權，則該隊只有 24”周期中斷時

的剩餘時間。 

 

判例一 

A 隊控球，24”周期剩餘 10 秒時發生“爭球”，輪換發球權判給 

(1) A 隊。 

(2) B 隊。 

 

詮釋 

(1) A 隊只有 24”周期剩餘的 10 秒。 

(2) B 隊獲得新的 24”周期。 

 

判例二 

A 隊控球，24”周期剩餘 10 秒時球出界，裁判員意見不一未能確認 A4 或 B4 誰

最後觸球出界，於是宣判“爭球”，輪換發球權判給 

(1) A 隊。 

(2) B 隊。 

 

詮釋 

(1) A 隊只有 24”周期剩餘的 10 秒。 

(2) B 隊應獲得新的 24”周期。 

 

情況四 

裁判員因非控球隊犯規或違規(不是球出界)而停止比賽，恢復比賽時控球權應判

給在前場的原控球隊，則 24”裝置操作如下: 

．若 24”裝置當時顯示的時間是 14 秒或以上，則不應重設 24”，而從停止比賽

時顯示的剩餘時間接續計時。 

．若 24”裝置當時顯示的時間是 13 秒或以下時，則 24”裝置應設定為 14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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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例一 

B4 在 A 隊前場使球出界，24”周期顯示剩餘 8 秒。 

 

詮釋 

A 隊只有 24”周期剩餘的 8 秒。 

 

 

 

判例二 

A4 在前場運球時被 B4 侵犯，這是該節 B 隊的第二次犯規，24”裝置顯示剩餘 3

秒。 

 

詮釋 

A 隊 24”周期應設定為 14 秒。 

判例三 

A 隊在前場控球，24”周期剩餘 4 秒時，裁判員因 

(1) A4。 

(2) B4。 

受傷而中斷比賽。 

 

詮釋 

A 隊 24”周期只有 

(1) 4 秒。 

(2) 14 秒。 

 

判例四 

A4 投籃，球在空中時 A5 與 B5 被判「雙方犯規」，球未投中，輪換發球權“箭

咀”指示由 A 隊獲得輪換發球權，當時 24”裝置顯示剩餘 6 秒。 

 

詮釋 

A 隊 24”周期只剩餘 6 秒。 

 

判例五 

A4 正在運球，24”周期顯示剩餘 5 秒時 B4 被判「技術犯規」，接着 A 隊教練亦

被判「技術犯規」。 

 

詮釋 

抵消相同罰則之後由 A 隊發界外球恢復比賽，24”周期只剩餘 5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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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例六 

當 24”周期剩餘 

(1) 16 秒時。 

(2) 12 秒時。 

B4 在他的後場故意腳踢球或拳擊球。 

 

 

詮釋 

B 隊違例，由 A 隊在前場的“標誌線”發界外球，24”周期只剩餘: 

(1) 16 秒。 

(2) 14 秒。 

 

判例七 

A2 在前場發界外球，B4 在他的後場伸手越過界線攔截 A2 發球，當時 A 隊 24”

周期剩餘 

(1) 19 秒。 

(2) 11 秒。 

 

詮釋 

B4 違例，由 A 隊在前場發界外球，24”周期剩餘 

(1) 19 秒。 

(2) 14 秒。 

 

判例八 

A4 在前場運球，B4 侵犯 A4 被判「違反運動道德犯規」，當時 24”周期顯示剩餘

6 秒。 

 

詮釋 

無論罰球是否投中，由 A 隊在記錄台對面中線延長線發界外球，A 隊可獲得新的

24”周期。 

發生「技術犯規」或「取消比賽資格犯規」亦應同樣處理。 

 

情況五 

裁判員因與兩隊無關的原因而停止比賽，但在裁判員的判斷下此舉使防守隊不

利，恢復比賽時應在停止比賽 24”裝置顯示的剩餘時間接續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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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例一 

最後一分鐘比賽，比分 A72:B72，當 A 隊控球至 20 秒而比賽剩餘 25 秒時裁判員

因以下原因停止比賽。 

(1) 比賽計時鐘或 24”裝置沒有啟動。 

(2) 有一個水樽擲進場內。 

(3) 24”裝置錯誤重設。 

 

詮釋 

在(1)、(2)及(3)情況，均由 A 隊發界外球恢復比賽，但 24”周期只剩餘 4 秒。 若

給予 A 隊新的 24”周期，這對 B 隊不利。 

 

判例二 

A3 投籃，球觸及籃圈後 A5 搶獲籃板球，至 9 秒時 24”裝置誤嗚，裁判員中斷

比賽。 

 

詮釋 

若此時宣判 24”違例，這對 A 隊不利，裁判員在與監督委員及 24”操作員商議

後判由 A 隊發界外球，但 24”周期只剩餘 15 秒。 

 

判例三 

24”裝置剩餘 4”時 A4 投籃，球未觸及籃圈，但 24:裝置操作員錯誤重設 24” ，

接著 A5 獲得籃板球且隨後 A 隊得分，此時裁判員發現了上述情況。 

 

詮釋 

裁判員與監督委員(若在場)商議後，應確認 A4 投籃的球沒有觸及籃圈、且應確

定若 24”裝置未重設，則 A5 的投籃是否在 24”訊號響前出手，若是則中籃有效，

否則這是 24”違例，中籃無效。 

 

情況六 

第四節最後 2:00 鐘，發生「技術犯規」或「違反運動道德犯規」，在違犯隊的對

隊執行兩次罰球及在記錄台對面中綫發界外球，且可獲得新的 24”周期，不論

進攻隊是否請求暫停，同樣獲得新的 24”周期。 

 

判例 

當第四節剩餘 2”鐘，A4 在前場運球，24”裝置顯示剩餘 6”時。 

(1) B4 被判「違反運動道德犯規」。 

(2) B 隊教練被判「技術犯規」。 

此時 A 隊或 B 隊教練獲準請求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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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 

不論兩次罰球是否投中、或雙方獲准請求暫停，A 隊應在記錄台對面中綫發界外

球，且獲得新的 24”周期。 

 

情況七 

當投籃出手後，發生原防守隊犯規，24”裝置設定如下: 

 若比賽停止 24”裝置顯示 14”或以上時則 24”裝置不得重設 24” ，而應

接續計時。 

 若比賽停止 24”裝置顯示 13”或以下時，則 24”裝置應設定為 14”。 

 

判例 1 

24”裝置顯示剩餘 10”A1 投籃出手球在空中時，B2 對 A4 防守犯規，這是 B 隊

該節的第二次犯規，而 

(1) 球中籃。 

(2) 球未中籃但觸及籃圈。 

 

詮釋 

(1) A1 中籃有效，由 A 隊在最近犯規地點發界外球，24”裝置應設定為 14”。 

(2) 由 A 隊在最近犯規地點發界外球，24”裝置應設定為 14” 

 

 

判例 2 

A1 投籃球在空中時 24” 終結訊號響，B2 對 A4 防守犯規，這是 B 隊該節的第

二次犯規，而球 

(1) 中籃。 

(2) 球觸及籃圈，未中籃。 

 

詮釋 

(1) A1 中籃有效，由 A 隊在最近發生犯規地點發界外球，24” 裝置設定為 14” 。 

(2) 由 A 隊在最近發生犯規地點發界外球，24” 裝置應設定為 14”。 

 

 

判例 3 

24” 周期剩餘 10” A1 投籃球在空中時 B2 對 A1 防守犯規，這是 B 隊該節的第

五次犯規，而球 

(1) 中籃。 

(2) 球觸及籃圈，未中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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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 

(1) A1 中籃有效，A4 獲得兩次罰球。 

(2) A4 獨得兩次罰球。 

 

 

判例 4 

A1 投籃球在空中時 24” 終結訊號響，B2 對 A4 防守犯規，這是 B 隊該節的第

五次犯規，而球 

(1) 中籃。 

(2) 球觸及籃圈，未中籃。 

 

詮釋 

(1) A1 中籃有效，A4 獨得兩次罰球。 

(2) A4 獨得兩次罰球。 

 

第 30 條  球回後場 

情況一 

對於跳起在空中的球員來說，他當時的位置應依其起跳點為依據，但運用此原則

有時卻出現一些不公平情況，例如球員從前場跳起在空中為他的隊取得控球權而

落在他的後場，此球員無法避免使球回後場違例。 

為了避免出現這種不公平情況，規則第 30 條採取了一種例外情況，若球員跳起

在空中為他的隊取得了新的球隊控球權時，他當時的位置在前場還是在後場尚未

確定，直至他雙足落回地面為止。 

 

判例一 

A4 在他的後場傳球給前場的 A5 試圖發動快攻，B3 在他的前場跳起在空中截獲

此傳球而 

(1) 雙足落在 B 隊後場。 

(2) 雙足跨中線落地。 

(3) 雙足跨中線落地，接着傳球或運球至他的後場。 

 

詮釋 

沒有發生違例，在(1)及(2)情況應視為 B3 合法落在他的後場，因為 B3 在空中為

他的隊取得了新的控球權，而他當時的位置在前場還是在後場尚未確定，直至他

雙足落回地面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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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例二 

A4 與 B4 跳球開始第一節比賽，球被合法拍撥非跳球員 A5 從他的前場跳起在空

中搶獲球然後 

(1) 雙足落在 B 隊後場。 

(2) 雙足跨中線落地。 

(3) 雙足跨中線落地，接着傳球或運球至他的後場。 

 

詮釋 

沒有發生違例，在(1)及(2)情況應視為 A5 合法落在他的後場，因為 A5 在空中為

他的隊取得了新的控球權。 

 

判例三 

A4 在前場發界外球，A3 從他的後場跳起在空中接住球而 

(1) 雙足落在 B 隊後場。 

(2) 雙足跨中線落地。 

(3) 雙足跨中線落地接着傳球或運球至他的後場。 

 

詮釋 

在(1)、(2)及(3)情況均是球回後場違例，因為 A4 已經在前場為他的隊確立控球

權，而 A3 卻在後場跳起在空中控球後落回他的後場，這是 A3 不合法使球返回

後場。 

 

判例四 

A4 在後場傳球給前場的 A5，B4 在他的前場跳起在空中接住球並在落回後場地

面之前將球傳給位於後場的 B5。 

 

詮釋 

B 隊不合法使球返回後場違例。 

 

情況二 

A 隊球員在前場使球觸及後場，隨後 A 隊球員在前場或後場最先觸及此球，這是

不合法使球球返回後場。 

若 A 隊球員在該隊後場使球觸及前場，隨後 A 隊球員在前場或後場最先觸及此

球，這情況是合法的。 

 

判例一 

A4 雙足站在前場靠近中綫彈地傳球給雙足亦站在前場靠近中綫的 A5，在這次傳

球前、及球觸及 A5 前球已觸及後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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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 

這是不合法使球返回後場。 

 

判例二 

A4 雙足站在後場靠近中綫彈地傳球給雙足亦站在後場靠近中綫的 A5，在這次傳

球前、及球觸及 A5 前球已觸及前場。 

 

詮釋 

上述情況合法。 

 

判例三 

A4 在後場向前場傳球，球因觸及跨中線站立的裁判員而轉向，隨後球被後場的

A5 觸及。 

 

詮釋 

上述情況合法。由於沒有 A 隊球員在該隊前場最後觸及球，因此並沒有發生球

回後場違例。當球觸及裁判員時作球進入前場，8”應停止計時，而當 A5 觸及

球瞬間應重新計算 8”。 

 

 

第 31 條  干擾球及妨礙球中籃 

 

情況一 

投籃或罰球，球在籃圈上方，球員從下以手穿越籃圈觸及球，這是干擾球違例。 

 

判例 

A4 執行最後一次或僅只一次罰球 

(1) 球觸及籃圈之前。 

(2) 球觸及籃圈之後仍有中籃可能時。 

B4 從下以手穿越籃圈觸及球。 

 

詮釋 

B4 不合法觸球違例。 

(1) 宣判 A4 獲得一分，並加判 B4「技術犯規」。 

(2) 宣判 A4 獲得一分，但不加判 B4「技術犯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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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二 

傳球或籃板球，球在籃圈上方，球員從下以手穿越籃圈觸及球，這是干擾球違例。 

 

判例 

傳球時，球在籃圈上方，A4 從下以手穿越籃圈觸及球。 

 

詮釋 

這是干擾球違例，判給 A 隊兩分或三分。 

 

情況三 

最後一次或僅只一次罰球，球觸及籃圈之後進入球籃之前，球被任一球員觸及，

則改變了罰球狀況而變成為兩分球投籃。 

 

判例 

A4 執行最後一次或僅只一次罰球，球觸及籃圈後彈起，B4 試圖將球拍走但卻使

球進入球籃。 

 

詮釋 

因為球被合法觸及改變了罰球狀況，應判給 A4 兩分。 

 

情況四 

投籃的球上升時被球員觸及，有關干擾球及妨礙球中籃的規定仍適合。 

 

判例 

投籃的球上升時被 B5(或 A5)觸及，隨後球向球籃落下時被 

(1) A3 觸及。 

(2) B3 觸及。 

 

詮釋 

A5(或 B5) 觸及上升的球合法，但沒有改變投籃狀況。 而隨後球向球籃落下時

A3 或 B3 觸及球則屬違例。 

(1) 判給 B 隊在罰球線延長線發界外球。 

(2) 判給 A 隊兩分或三分。 

 

 

情況五 

球員使籃圈或籃板震動，在裁判員的判斷下，此舉意圖使球無法中籃或使球中

籃，這是妨礙球中籃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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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例 

比賽將近結束，A4 試投三分球，當球在空中時比賽結束訊號嚮，此時 B4 使籃圈

或籃板震動，在裁判員的判斷下，此舉意圖使球無法進入球籃。 

詮釋: 

這是妨礙球中籃違例。 雖然比賽結束訊號嚮了，但球仍是活球，應判給 A4 三

分。 

 

情況六 

投籃的球正與籃圈保持接觸且仍有可能中籃，此時進攻或防守球員觸及球籃或籃

板，均為妨礙球中籃違例。 

 

判例 

A4 投籃，球觸及籃圈且與籃圈保持接觸並有中籃可能，此時 B4 觸及籃圈或籃板。 

 

詮釋 

B4 違例。 在球仍有可能中籃時，妨礙球中籃的規定仍適用。 

 

 

第 33 條  接觸: 一般原則 

33.10 無撞人半圓區域 

 

情況 

“無撞人半圓區域”規則的原意是不鼓勵防守球員在本籃下取得位置而引致控

球球員朝向籃下切入時撞人犯規。 

“無撞人半圓區域”規則適用於 

(1) 防守球員雙足都完全位於半圓區域內(參閱圖一)，半圓界線不屬於半圓區域。 

(2) 進攻球員應朝向球籃推進，跳起在半圓上空試圖投籃或傳球。 

“無撞人半圓區域”規則不適用於“圓柱體”原則或“撞人/阻擋”原則或依一

般規定而宣判的接觸為犯規等。 

 

(1) 所有發生在無撞人半圓區域外包括“區域”與端線之間的場區。 

(2) 所有發生在投籃後爭搶籃板時的接觸情況。 

(3) 進攻或防守球員任何不合法使用手、臂、腿部或身體引起的接觸情況。 

 

判例一 

A4 在無撞人半圓區域外開始作跳投、撞及位於半圓區域內的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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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 

A4 的動作合法，因為此動作適用於“無撞人半圓區域”規則。 

 

判例二 

A4 沿端線運球切入，當到達籃板後方的場區時，他向外或向後跳起撞及位於無

撞人半圓區域內已經取得合法位置的 B4。 

 

詮釋 

A4 撞人犯規，因為“無撞人半圓區域”規則不適用於籃板前沿垂直地面假想的

線的後方切入無撞人半圓區域(參閱圖 1)。 

 

判例三 

A4 投籃球觸及籃圈出現了籃板球情況，A5 跳起在空中搶到籃板球，接着撞向無

撞人半圓區域內已經取得合法防守位置的 B4。 

 

詮釋 

A5 撞人犯規，因為此動作不適用於“無撞人半圓區域”規則。 

 

判例四 

A4 朝向籃下切入跳起投籃，但最後他將球傳給跟在他後面的 A5，接着 A4 撞向

位於無撞人半圓區域內的 B4，隨後 A5 接球投籃。 

 

詮釋 

A4 撞人犯規，因為 A4 不合法使用身體為 A5 投籃清除障礙，此動作不適用於“無

撞人半圓區域”規則。 

 

判例五 

A4 朝向籃下切入跳起投籃，但最後他將球傳給站在球場角落的 A5，接着 A4 撞

向無撞人半圓區域內的 B4。 

 

詮釋 

A4 的動作合法，因為此動作適用於“無撞人半圓區域”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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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球員位置╴╴在無撞人半圓區域內/外 

 

 

第 35 條  雙方犯規 

 

情況 

裁判員判決不一致或對規則有不同理解或幾乎發生在同時的所有違規情況，則應

優先考慮執行此罰則。 若其中有一項罰則是中籃無效取消得分時，則不應有得

分宣判。 

 

判例 

A4 投籃與 B4 發生身體接觸，球中籃，前導裁判宣判 A4 進攻犯規，中籃無效，

而追蹤裁判卻宣判 B4 防守犯規，中籃有效。 

 

詮釋 

這是發生「雙方犯規」，中籃無效，由 A 隊在罰球線延長線發界外球恢復比賽。 

A 隊的 24”周期只有在「雙方犯規」發生時顯示的剩餘時間。 

 

 

第 36 條  違反運動道德犯規 

 

情況一 

第四節或每一加時最後兩分鐘球出界，當發界外球球在裁判員手中或在發球員可

以處理的地方時，防守球員對場上的對隊球員發生接觸，若須宣判犯規，應判為

「違反運動道德犯規」。 

 

判例一 

比賽剩餘 53 秒，球在發球員手中或他可以處理的地方時，B5 在場上與對手發生

接觸而被判犯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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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 

必須宣判 B5「違反運動道德犯規」而無須先予警告，因為 B5 明顯地不是致力於

比賽，而是為了不讓比賽計時鐘啟動而獲得利益。 

 

判例二 

比賽剩餘 53 秒，A4 發界外球球在手中或他可以處理的地方時，A5 對場上 B5 發

生接觸而被判犯規。 

 

詮釋 

宣判 A5「侵人犯規」，由 B 隊在犯規地點附近發界外球，因為 A5 沒有因這接觸

而獲得利益。 除非是強烈的接觸則判為「違反運動道德犯規」。 

 

情況二 

比賽最後階段比分接近時，當發界外球球離手後，防守球員為了不讓比賽計時鐘

啟動而對剛接球或將接球的進攻球員發生接觸，應立即宣判「侵人犯規」。 此類

接觸對“有利/無利”原則不適用，除非是嚴重的接觸則應宣判為「違反運動道

德犯規」或「取消比賽資格犯規」。 

 

判例一 

比賽剩餘 1’02”，比分 A83:B80，A4 發界外球，球離手後 B5 對場上正要接球

的 A5 發生接觸且被判犯規。 

 

詮釋 

應立即宣判 B5「侵人犯規」，除非依據裁判員的判斷該接觸必須宣判為「違反運

動道德犯規」或「取消比賽資格犯規」。 

 

判例二 

比賽剩餘 1’02”，比分 A83:B80，A4 發界外球，球離手後 A5 對場上 B5 發生接

觸且被判犯規。 

 

詮釋 

應立即宣判 A5「侵人犯規」，由 B 隊在犯規地點附近發界外球恢復比賽，因為

A5 並沒有因這接觸而獲得利益，除非是嚴重的接觸。 

 

判例三 

比賽剩餘 1’02”，比分 A83:B80，A4 發界外球，球離手後 B5 對不是在發球地

點附近場區的 A5 發生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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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 

必須宣判此接觸為「違反運動道德犯規」而無須先予警告，因為 B5 明顯地不是

致力於比賽，而是為了不讓比賽計時鐘啟動而獲得利益。 

 

 

第 38 條  技術犯規 

 

情況一 

裁判員對某球員的動作已經作出警告，若他重複這些動作，可宣判其「技術犯

規」，同時亦應通知該隊教練員，此警告在剩餘比賽對該隊所有成員均適用。 裁

判員應在死球或停鐘時才發出警告。 

 

判例:          

A 隊成員由於以下情況被警告:  

(1) 干擾發界外球。 

(2) 本身的行為。 

(3) 重複引致可被判「技術犯規」的任何動作。 

 

詮釋 

此警告應同時通知 A 隊教練員在剩餘比賽中該隊所有成員不得有類似動作。 

 

情況二         

比賽休息時間內，身兼球員及教練的球隊成員被判「技術犯規」，則此犯規屬於

球員「技術犯規」，並應計算在下一節球隊犯規內。 

 

判例 

球員兼教練 A4 因以下情況被判「技術犯規」： 

(1) 比賽前或半場熱身時懸吊於籃圈上。 

(2) 在休息時間內的不適當行為。 

 

詮釋 

在(1)及(2)情況，A4 的「技術犯規」屬於球員「技術犯規」，此時若達 5 次犯規， 

他須退出比賽，此犯規並應計算在下一節球隊犯規內。 

 

情況三 

球員正在做投籃動作，其對手不得靠近他揮擺手妨礙他的視線或用力在地面跺腳

或大聲叫喊或拍手以干擾其投籃。 若這些動作對投籃者不利，應宣判其「技術

犯規」，若未造成不利，亦應給予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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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例 

A4 正在做投籃動作，B4 大聲叫喊並在地上用力跺腳試圖干擾 A4 投籃，結果: 

(1) 投射中籃。 

(2) 投射未中籃。 

 

詮釋 

警告 B4 並通知 B 隊教練員。 

(1) 此警告適用於餘下比賽 B 隊的所有成員。 

(2) 宣判 B4「技術犯規」。 

 

情況四 

隊員五次犯規後，已經通知他不得再參加比賽，但之後他重返比賽，若發現此不

合法參賽時，在不使其對隊不利情況下應立即作出判罰。 

 

判例 

B4 五次犯規後，已經通知他不得再參加比賽，但之後 B4 以替補員身份重返比賽，

B4 不合法參賽發現在 

(1) 恢復比賽球成活球之前。 

(2) 球成活球之後，而 A 隊正控制球。 

(3) 球成死球之後，而 B 隊正控制球。 

(4) B4 進場後球成死球時。 

 

詮釋 

(1) B4 應立即離場，並宣判 B 隊教練「技術犯規」，登記“B”。 

(2) 在不使 A 隊不利情況下立即停止比賽，令 B4 離場，並宣判 B 隊教練「技術

犯規」，登記“B”。 

(3) 及(4)情況，立即停止比賽，令 B4 離場，並宣判 B 隊教練「技術犯規」，登記

“B”。 

 

情況五 

球員五次犯規後已通知他不得再參加比賽，若該球員重返比賽，發現之前他的得

分、犯規或被犯規均為有效，而犯規被視為球員犯規。 

 

判例 

B4 五次犯規後已通知他不得再參加比賽，但之後 B4 以替補員身份重返比賽，B4

不合法參賽發現在 

(1) B4 得分時。 

(2) B4 發生犯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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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4 被 A4 侵犯（第五次球隊犯規）時。 

 

詮釋 

(1) B4 得分有效。 

(2) B4 犯規視為球員犯規。 

(3) B4 獲得兩次罰球，由替補他的球員執行罰球。 

在(1)、(2)及(3)情況，均應宣判 B 隊教練「技術犯規」，登記“B”。 

 

情況六 

球員五次犯規後沒有通知他不得再參加比賽，若該球員仍留在場內或重返比賽，

應在不使其對隊不利情況下立即令該球員離場，但他不須被判罰，發現之前該不

合法參賽球員的得分、犯規及被侵犯均為有效，而犯規視為球員犯規。 

 

判例一 

A4 犯規球成死球，這是 A4 的第五次犯規，但沒有通知他退出比賽，此時 A10

請求替補 A4。 之後 A4 以替補員身份重返比賽，此不合法參賽發現在 

(1) A4 成為球員，比賽計時鐘已經啟動之後。 

(2) A4 得分之後。 

(3) A4 侵犯 B4 之後。 

(4) B4 侵犯投籃的 A4 之後，球未投中。 

 

詮釋 

(1) 在不使 B 隊不利情況下立即停止比賽，A4 應立即被替補離場，但他不須被判

罰。 

(2) A4 得分有效。 

(3) A4 犯規視為球員犯規，並依相關罰則處理。 

(4) B4 的犯規視為同一名球員犯規，由替補 A4 的球員執行兩次或三次罰球。 

 

判例二 

比賽開始前十分鐘，A4 被判「技術犯規」，由 B4 執行兩次罰球之後以跳球開始

比賽，但 B4 不是最先上場的五名球員。 

 

詮釋 

不合法。 必須指定任一名最先上場的球員執行罰球。 比賽開始之前不得請求替

補。 

 

情況七 

球員故意跌倒以騙取對手被判犯規而獲得不公平利益，並使觀眾對裁判員產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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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的氣氛，此應視為違反運動道德的行為。 

 

判例 

A4 向籃下推進，B4 在與 A4 沒有接觸或輕微接觸之後卻誇張地向後趺倒在地上，

此動作在較早時裁判員已對該隊球員作出警告，並且已經通知 B 隊教練員。 

 

詮釋 

此行為明顯地違反了運動道德，並且妨礙了比賽的流暢進行，應宣判「技術犯

規」。 

 

情況八 

若准許過度擺肘可能造成嚴重傷害，特別是在爭搶籃板球或緊迫防守時。 若此

動作引起接觸可被判「侵人犯規」，甚至是「技術犯規」。 若此動作未引起接觸

亦可能被判「技術犯規」。 

 

判例 

A4 搶獲籃板球後即被 B4 緊迫防守，在沒有接觸情況下 A4 試圖阻嚇 B4 而過度

擺肘，使自己取得足夠的空間作旋轉或傳球或運球。 

 

詮釋 

A4 的動作並沒有遵守規則精神與原意，可宣判 A4「技術犯規」。 

 

 

第 39 條  打架 

 

情況 

發生打架或將發生打架時，球隊正控制球或擁有球權，恢復比賽時，該隊只有

24”周期剩餘的時間。 

 

判例 

A 隊控球至 20 秒時場上發生打架，裁判員驅逐兩隊離開球隊席區的人員離場。 

 

詮釋 

應由發生打架前正控制球的 A 隊在記錄台對面中線延長線發界外球，24”周期

只剩餘 4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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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 條  特殊情況 

 

情況一 

在同一停鐘時間內須執行多個罰則的特殊情況中，裁判員應特別注意違例或犯規

發生的次序，並決定那些罰則應執行，那些罰則應抵消。 

 

 

判例一 

A4 跳投，球離手後仍在空中時 B4 對 A4 發生「違反運動道德犯規」，此時 24”

訊號嚮，而 

(1) 球沒有觸及籃圈。 

(2) 球觸及籃圈但沒有投中。 

(3) 球投中。 

 

詮釋 

在(1)、(2)及(3)情況，B4 的「違反運動道德犯規」均不得取消。 

(1) B4 被判侵犯投籃動作的 A4 在先，而 24”訊號嚮在後，因此應忽略 24”訊號，

判給 A4 兩次或三次罰球及 A 隊在記錄台對面中線發界外球。 

(2) 沒有發生 24”違例，A4 獲得兩次或三次罰球及 A 隊在記錄台對面中線發界

外球。 

(3) 沒有發生 24”違例，A4 獲得兩分或三分並附加一次罰球及 A 隊在記錄台對

面中線發界外球。 

 

判例二 

A4 跳投被 B3 侵犯，當 A4 仍在投籃動作中又被 B4 侵犯。 

 

詮釋 

應忽略 B4 的犯規，除非是「違反運動道德犯規」或「取消比賽資格犯規」。 

 

判例三 

B4 侵犯 A4 被判「違反運動道德犯規」，隨後 A 隊和 B 隊教練被判「技術犯規」。 

 

詮釋 

依據發生次序，罰則相等的犯規應相互抵銷，因此 B4「違反運動道德犯規」的

罰則與 A 隊教練「技術犯規」的罰則相互抵銷。恢復比賽時由 A 隊任一球員執

行 B 隊教練「技術犯規」的罰球及 A 隊發中綫界外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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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二 

罰球時發生「雙方犯規」或兩隊犯規而罰則相同時，均應登記所有犯規，但沒有

罰則執行。 

 

判例一 

A4 獲得兩次罰球，第一次罰球之後 

(1) A5 與 B5 發生「雙方犯規」。 

(2) A5 與 B5 發生「技術犯規」。 

 

詮釋 

在(1)及(2)情況均應登記 A5 與 B5 犯規，隨後由 A4 執行第二次罰球，如同正常的

執行最後一次或僅只一次罰球恢復比賽。 

 

判例二 

A4 獲得兩次罰球，兩罰皆投中，球成活球之前 

(1) A5 與 B5 發生「雙方犯規」。 

(2) A5 與 B5 發生「技術犯規」。 

 

詮釋 

在(1)及(2)情況均應登記犯規球員，之後在端線發界外球恢復比賽，如同正常的

執行最後一次或僅只一次罰球投中後發端線界外球。 

 

情況三 

在「雙方犯規」或兩隊犯規而罰則相同相互抵消的情況中，若沒有餘下罰則執行，

則應由第一次犯規之前的控球隊或擁有球權的隊發界外球恢復比賽。 

若之前沒有任何一隊控球或擁有球權，則發生“跳球情況”，按“輪換發球權”

規則恢復比賽。 

 

判例 

第一節與第二節之間的休息時間內，A5 與 B5 被判「取消比賽資格犯規」或 A

隊與 B 隊教練被判「技術犯規」。 

當時輪換發球權“箭咀”指向 

(1) A 隊。 

(2) B 隊。 

 

詮釋 

(1) 應由 A 隊在記錄台對面中線延長線發界外球恢復比賽。 當球觸及場上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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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球被場上球員合法觸及時，“箭咀”應立即指向 B 隊的進攻方向。 

(2) 運用相同程序之後由 B 隊發界外球。 

 

第 44 條  可以更正的錯誤 

 

情況一 

各項錯誤更正的時限，必須在啟動比賽計時鐘之後發生第一次死球而球成活球之

前經裁判員或監督委員(若在場)或記錄台職員確認之後才得加以更正。 

錯誤發生      所有錯誤發生時球成死球。 

球成活球      錯誤可以更正 

比賽計時鐘啟動或繼續運行  錯誤可以更正。 

球成死球      錯誤可以更正。 

球成活球      錯誤不得更正。 

錯誤更正後，控球權必須判給錯誤發生時擁有球權的隊。 

 

判例 

B4 對 A4 犯規，這是 B 隊的第四次犯規，裁判員錯誤給 A4 兩次罰球，在最後一

次罰球中籃之後比賽繼續且比賽計時鐘已經啟動，B5 接球並運球走籃得分。 

這個錯誤發現在 

(1) 球放在 A 隊端線外發球員可以處理的地方之前。 

(2) 球放在 A 隊端線外發球員可以處理的地方之後。 

 

詮釋 

B5 得分有效。 

(1) 錯誤仍可以更正，取消所有罰球得分，由 A 隊在接近比賽中斷處發端線界外

球。 

(2) 錯誤不得更正，比賽繼續。 

 

情況二 

若是罰球員錯誤，則取消罰球，由對隊在罰球線延長線發界外球或在比賽中斷地

點附近發界外球，除非球賽已經開始。 若裁判員執行僅只一次或最後一次罰球

球離手之前發現該錯誤，則必須立即更換錯誤的罰球員，此時沒有任何罰則宣判。 

 

判例一 

B4 侵犯 A4，這是 B 隊的第五次犯規，A4 獲得兩次罰球卻由 A5 執行，此錯誤發

現在 

(1) 第一次罰球球放在 A5 可以處理的地方之前。 

(2) 第一次罰球球離手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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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二次罰球球中籃之後。 

 

 

詮釋 

(1) 應立即更正錯誤，由 A4 執行兩次罰球，A 隊不須被判罰。 

(2) 及(3)情況，應取消該兩次罰球，由 B 隊在罰球線延長線發界外球恢復比賽。 

若該犯規是「違反運動道德犯規」，則上述程序仍適用，因為界外球權是罰則一

部份，應一併取消，由 B 隊發中線界外球恢復比賽。 

 

判例二 

B4 侵犯投籃動作的 A4，接着 B 隊教練員被判「技術犯規」，A5 執行了全部四次

罰球而不是 A4 因被 B4 侵犯而執行的兩次罰球。此錯誤發現在執行 B 隊教練「技

術犯規」的界外球球離開 A 隊發球員的手之前。 

 

詮釋 

取消應由 A4 執行的卻由 A5 執行了的兩次罰球，其他執行了的罰球應合法，最

後由 A 隊在記錄台對面發中線界外球恢復比賽。 

 

情況三 

更正錯誤後，應在更正錯誤中斷比賽時的地點附近發界外球恢復比賽，除非是應

執行的罰球而沒有執行並且 

(1) 錯誤發生後至發現錯誤時控球權始終沒有改變，則如執行正常的罰球後恢復

比賽。 

(2) 錯誤發生後至發現錯誤時控球權始終沒有改變，則不追究此錯誤，若該隊得

分則依照正常得分後恢復比賽。 

 

判例一 

B4 侵犯 A4 這是 B 隊的第五次犯規，裁判員錯誤判給 A 隊界外球權而不是判給

A4 兩次罰球。 球發入場後，B5 拍掉 A5 手中球出界，此時 A 隊請求暫停，裁判

員在暫停期間才確認 A4 應獲得兩次罰球。 

 

詮釋 

A4 應獲得兩次罰球，如正常執行罰球後恢復比賽。 

 

判例二 

B4 侵犯 A4，這是 B 隊的第五次犯規，裁判員錯誤判給 A 隊界外球權而不是判給

A4 兩次罰球。 球發入場後 A5 運球走籃被 B5 侵犯，球未投中，A5 獲得兩次罰

球，在此停鐘時間內，裁判員才確認此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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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 

A4 應獲得兩次罰球，球員不須站位，接着由 A5 執行兩次罰球恢復比賽。 

 

判例三 

B4 侵犯 A4，這是 B 隊的第五次犯規，裁判員錯誤判給 A 隊界外球權而不是判給

A4 兩次罰球。 當球發入場 A5 投籃得兩分或三分，在球成為活球之前裁判員才

確認此錯誤可以更正。 

 

詮釋 

不追究此錯誤，並且依正常的得分後恢復比賽。 

 

 

第 46 條  裁判員: 職責及權力 

 

情況一 

裁判員是唯一有權決定是否同意教練請求使用科技儀器以確認每節或任一加時

之最後投籃是否在比賽時間內出手及/或該投籃是兩分球或三分球。 若同意，裁

判員及監督委員(若在場)及計時員應共同參與重播過程，惟必須由裁判員作出最

後的判決。 

請求使用重播設備必須在下一節開始或裁判員在記錄表上簽署之前提出。 

 

判例一 

A4 在一節或比賽結束計時鐘嚮的同時投籃，且投中，B 隊教練指出 A4 的投籃是

比賽結束之後的投籃，並且要求使用重播設備。 

(1) 裁判員非常肯定他們的判決。 

(2) 裁判員對是否在比賽結束之前投籃有懷疑或意見不同。 

 

詮釋 

(1) 裁判員應拒絕 B 隊教練的請求。 

(2) 裁判員應接受 B 隊教練的請求。 

 

應由裁判員及監督委員及計時員共同參與重播過程，若重播提供了清楚的及決定

性的視覺証據証實球是在一節或比賽結束之後離手，則取消得分，若重播証實球

是在一節或比賽結束之前離手，則維持原判。 

 

判例二 

A 隊領先兩分，在一節或比賽結束訊號嚮的同時，A4 侵犯 B4 被判兩次罰球，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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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罰皆投中，雙方打成平手。 在下一節或加時之前 A 隊教練請求使用重播設備。 

 

詮釋 

應拒絕 A 隊教練請求，因為科技儀器只供作確認最後一次投籃是否在一節比賽

時間內出手(而非宣判犯規)。 

 

判例三 

A 隊領先兩分，在一節或比賽結束訊號嚮的同時 B4 投籃得分，但裁判宣判得兩

分而不是得三分。 在下一節或加時或裁判員簽署之前 B 隊教練請求使用重播設

備。 

 

詮釋 

應接受 B 隊教練的請求，因為科技儀器可供作確認一節結束時最後一次投籃球

是否在比賽時間內出手投籃，或該投籃是兩分球或三分球。 

 

情況二 

只有裁判員認可的科技儀器方可使用，比賽前應通知兩隊教練員有該設備。 

 

判例 

當一節或比賽結束比賽計時鐘訊號嚮的同時 A4 投射中籃，但 B 隊教練指 A4 是

在訊號嚮之後球才離手，並要求使用重播設備，但球場沒有認可的科技儀器，而

B 隊管理提供該隊攝錄的比賽過程予裁判員參考。 

 

詮釋 

應拒絕 B 隊的請求。 

 

 

第 50 條  24”操作員: 職責 

 

情況 

當球隊在前場或後場控制一個活球，若比賽時間剩餘 24”或少於 24”時，應關

掉 24”裝置。 

 

判例一 

比賽計時鐘剩餘 22 秒時，A 隊獲得一個新的控球權。 

  

詮釋 

應關掉 24”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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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例二 

比賽計時鐘剩餘 18 秒，而 24”周期顯示剩餘 3 秒時，B1 在他的後場故意腳踢球。 

 

詮釋 

應由 A 隊在前場的”標誌綫”發界外球恢復比賽，比賽剩餘 18 秒，24”裝置應

設定為 14 秒 

 

判例三 

比賽計時鐘剩餘 7 秒而 24”裝置顯示剩餘 3 秒時，B1 在他的後場故意腳踢球。 

 

詮釋 

應由 A 隊在前場的”標誌綫”發界外球恢復比賽，比賽剩餘 7 秒，關掉 24”裝

置。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