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D---进口YTT330台布（九球桌专用）

产品名称 KD---进口YTT330台布（九球桌专用）

公司名称 常州市凯迪台球有限公司

价格 700.00/张

规格参数 品种:台布
颜色:蓝色

公司地址 中国 江苏 溧阳市
江苏省常州市溧阳市昆仑北路73-4-7号

联系电话 86 0519 87323790 13115298598

产品详情

品种 台布 颜色 蓝色

本公司其他类型产品

一、 标准球台：

斯诺克台面规格：

1、 标准球台的内沿竞赛面积为3569mm x 1778mm，(11ft8 1/2in x
5ft10in)误差不得超过正负13mm(正负1/2in)。

2、 球桌的高度为851mm至876mm(从地板到台框边2tf9 1/2in到2ft10 1/2in)。

3、 袋口宽度：

（1） 球桌的四周各有一个球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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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外在球台的两个长边正中心各有一个袋口（称为中袋）。

（2）
袋口的宽度应符合世界职业比列式及斯诺克台球联合会（wpbsa）确定的规范（最近距离85.0mm）。

4、 开球线与底区：



距离底岸内沿737mm(29in)、画一直线平行于底岸，称为开球线；开球线与底岸之间的区域为底区。

5、 开球区（d区）：

在d区内，以开球线的中点为圆心，以292mm(11 1/2in)为半径画出的半圆形为开球区。

6、 置球点：

（1） 球台上有四个置球点位于纵向中心线上，其中：

a)黑球点：距顶岸垂直距离为324mm(12 3/4in)

b)蓝球点：球桌正中心

c)粉球点：顶岸与蓝球点连线的正中点

d)棕球点：开球线的中心点

从开球区的一侧看，d区与开球区的右交叉点为黄球点；左侧交叉点为绿球点。

二、 球

所有球都是应用优质材料制造，每个球的直径为52.5mm，公差应在正负0.05mm范围内，同时：

1、 所有球的重量必须相同，每副球的公差应在正负3g范围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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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球杆：比赛使用的球杆不得短于914mm(3ft)，且在球杆的外观与结构与传统及被广泛认可的形态不
得有较大的差异。

4、 辅助器械：当运动员处于不利于运杆的位置时，可以使用各种架杆、长杆、加长杆及连接管等器械
。这些器械可以是桌球原来配置的，也可以运动员自带或由裁判员提供。所有器械必须按wpbsa所提供的
设计参数制造。

三、 比赛

斯诺克比赛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单独或分边进行。可概述如下：

1、 比赛时，选手们使用相同的主球击打目标球。共有21只目标球，其中：15只红球各一分；黄色球2分
；绿色球3分；棕色球4分；蓝色球5分；粉色球6分；黑色球7分；

2、 运动员标准击球顺序：将红色球与彩色球分别交替落袋，直至所有红色球全部离台，然后按彩球分
值由低至高的顺序也至全部离台为止。

3、 一杆球之内每个入袋的活球的分值均记入击球运动员的得分记录上；

4、 球员犯规被罚的分数应加在对手的分数记录上；

5、 斯诺克比赛的基本战术是要尽量把主球留在你的对手没有活球可打的地方。也就是给你的对手做障
碍。如果一方队员落后对手很多分的话，那么制作障碍让对手被罚分就成为非常重要的得分手段。



6、 一盘的获胜者，应是运动员或一方：

（1） 获得最高分数。

（2） 该盘的对方认负，或对方由于"无意识救球"与"不正当行为"被判罚。

7、 一局的获胜者应是运动员或一方：

（1） 赢得该局全部或必须的盘数。

（2） 赢得该局最多总分数与相应的累计分数。

（3） 对方在该局由于"不正当行为"被判罚。

8、 一场的获胜者，为运动员或一方赢得该场最多局数或获得最多总分相应的累计分数。

9、球的置放：

（1） 比赛开始前主球为手中球，其它目标球的摆放位置如下：

a）15只红球相互紧贴成等边三角形摆在红球区；三角架顶点的那只红球位于球台中心线，并尽可能靠近
粉色球，但不得相贴；三角架的底线与顶岸平行。

b)黄色球摆在d区的右侧，绿色球摆在d区的左侧，棕色球摆在开球线中点，蓝色球摆在中心置球点，粉
色球摆在三角架顶点，黑色球摆在置球点上。

（2） 比赛开始后，在击球方提出合理要求下，只有裁判员才可以擦拭球，并且：

a) 如球不在置球点上，则当球被拿起之前，球所在位置应用定位器作标志；

b) 用以标志被擦拭球位置的定位器，将被当作该球对待，并获得该球的分值，直至该球被擦拭完并被放
回原位为止。如果击球运动员以外的任何运动员触摸或扰动定位器，则他将被当作击球运动员一样处罚
，而比赛次序不受影响。如有必要，裁判员还可将定位器或已被擦拭过的球再放回他认可的原位上，即
使球已被拾起。

10、比赛方式：

比赛开始前，参赛各方应采用抽签或彼此同意的方式来确定比赛次序。

（1）
一旦比赛次序决定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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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一局比赛中的各盘应由参赛各方轮流开球。

（3） 首杆运动员应从手中球开球，当其球杆的皮头碰到主球后，或是：

a) 完成了一击球；

b) 让主球移动一个位置；



（4） 为了打好一击球，不得有违犯处罚的情况发生。

（5） 每轮次的第一击以红球（或指定自由球）为活球，直至所有红球全部离台为止。一击球之内每个
入袋活球的分值均应记入得分记录。在同一次击球进袋的每一红球与任何被指定当作红球的自由球，它
们的分值应记入得分记录。

（6） 如一红球或一被指定当作红球的自由球被击进袋，该运动员可继续进行下一击球，且下一个活球
应是该运动员所选的一个彩球。如该彩球被击进袋，可得分。然后再将彩球放回置球点。

（7） 红球全部离台前，轮流交替地将红球与彩球击进袋，才能一杆继续下去。直到台面上最后一只红
球被击落后，随之一个彩球也被击进袋，一杆球仍可继续进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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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一彩球进袋后（除特殊情
况外），即留在桌外，不再取出。然后，击球运动员再击打下一个彩球。

（9） 红球落袋或出界后不再摆回到台面上，即使运动员因犯规而由此受益，也不予考虑，但是有些特
殊情况例外。

（10） 如果击球方一击球没有得分或犯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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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盘、局、场的结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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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此时双方比分相同；

b) （在以累积分定负的情况下）此时的比分不影响比赛最终结果。

（2） 当上述两种情况发生时，则：

a) 黑球置于置球点上；

b) 运动员掷币猜先决定击球顺序；

c) 获得开球权的选手从手中球开球；

d) 击球入袋或犯规导致本盘结束。

（3） 如果比赛是以累积分决定一局或一场胜负，当比赛最后各方得分相同时，应按上述步骤，将黑球
重新置位。

12、自手中球开球：

自手中球开球，必须放在开球区（d区）线上或线内的任意位置上，可朝任意方向击打主球：

（1） 如被询问，裁判员应当说明主球是否摆放正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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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双击：

在主球的第一次碰撞时，不得同时击中两个球，除非它们是两个红球，或是一只活球与一只自由球。

14、放置彩球：已入袋或出界的任何彩球，在下一击球进行前，应被放在置球点上。

（1） 由于裁判员没能正确放置彩球，运动员不负任何责任。

（2） 当红球全部清台，按递增顺序将一个彩球击进袋后，如被错误置位，一旦错误被发现，该彩球应
即从球台上重新移回至正确位置，不需要进行处罚，比赛应继续进行。

（3） 对于一个或一些已被错误置位的球，一旦对之进行了一击球时，在以后的击球过程中，它们被当
作正确置位的球来对待，任何非正常离开球台的彩球，将被重新置位，而且：

a) 如发现彩球错位系由于原先放置疏忽所致，则不予罚分。

b) 如发生在裁判放置不正确之前，击球运动员进行了击球，应对他按规定罚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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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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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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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都被占，可将彩球放置在台
面纵向中心线上距该球的置球点最近的位置上。

（7） 所有上述情况，当彩球被置位时，不允许该彩球与其它球相贴。

（8） 欲将一彩球正确置位，需按本规则所确定的置球点，用手来放置。

15、贴球：

（1） 如果主球与一个或多个活球，或可能成为活球的球相贴，裁判员应宣布贴球，同时指出主球与哪
个或哪些球相贴。

（2）
当贴球被认定后，击球运动员必需击打主球使之离开被贴之球，但不得令被贴球移动或造成贴球。

（3） 在下列情况下，只要击球运动员不让目标球移动，就不予以处罚。即：

a) 相贴的球为活球；

b) 该球可能成为活球，且裁判员宣布其为活球。

c) 该球可能成为活球，且裁判员宣布其为活球，与此同时击打另外一个可能成为活球的球。

（4） 如果主球停止下来，贴上或几乎贴上一个非活球时，当被询问是否贴球时，裁判员应当回答"是"
或"否"，此时，击球运动员必需如前面所述，在不扰动该球的情况下击打主球，使之离开。但必需首先
撞击一个活球。

（5） 主球同时与一只活球与一只非活球相贴，裁判员只需指出那个被贴上的球即可，如果击球运动员
一定要询问裁判员主球是否也贴上了非活球时，他有权被告知。



（6）
如经裁判员确认，在击于瞬间被贴球的任何移动并非由击球运动员所造成，则裁判员可不裁定其犯规。

（7） 当裁判员观察时，一个静止的目标球未与主球相贴，但后来在一击球开始打之前，却又被看出与
主球相接触，这时该目标球应被裁判员重新放到他认可的位置上。

16、袋口球：

（1） 球在袋口边上未受其它球的撞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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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如果袋口球受一击球中任何球的撞击而落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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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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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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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犯规后主球成为障碍球：

犯规后，若主球被造成障碍，裁判员应宣布对手获得自由球。

（1） 如下轮次的运动员选择的是下一击球，则：

a) 他可以指定任意球作为活球。

b) 任何被指定的球，应被当作活球来对待，并获得该活球的分值。只有当它被击落袋后，才被放回置球
点。

（2） 主球在以下情况即为犯规：

a) 没有首先击到被指定的球，或首先同时击中被指定的球与活球；

b) 用被指定的自由球给所有红球或活球造成障碍，但当台面上只剩粉球、黑球时除外。

（3） 如果自由球被击落，需将其取出放回置球点，其所获活球的分值应记入记录。

（4） 如在主球首先击中被指定的球后，或首先同时击中被指定的球与活球后，活球被撞入袋内，则记
录该活球的分值，活球不予取出。

（5） 若指定的球与活球同时进袋，则只记录活球的分值，除非被指定的是一红球，则当每个球被击进
袋时，应记录其分值。然后自由球被放回置球点，而活球则不予取出。

（6） 如果对方要求犯规方继续击球，则宣布的自由球变为无效。

18、犯规：

当比赛中出现违反规则的情况时，裁判员应立即宣布犯规。



(1) 如选手尚未打一击球时就犯规了，则其轮次立即结束。同时裁判员应宣布处罚。

(2) 如果击球运动员已经打出了一击球，裁判员应当等待，直到该一击球结束后再宣布处罚。

(3) 如在下一击球开始之前，一次犯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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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任何放置错了的彩球，应保持原地不动。只有再被击落或出界后再将其正确放置。

(5) 允许犯规者获得犯规前的所有得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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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如同时发生多种犯规行为，应按其中罚分最高的分值处理。

(8) 如选手犯规，他将：

a) 根据规定受到处罚。

b) 如对手提出要求，必须继续击球。

19、处罚：

选手犯规，应受到4分的处罚，除非在下述（1）至（4）款中指出了有更高的分值时，处罚为：

（1） 处罚为活球分值的情况：

a) 击球时杆头触动主球一次以上

b) 双脚离地

c) 未按击球顺序击球

d) 开球时主球未放在d区内

e) 空杆

f) 主球落袋

g) 利用自由球做成障碍球

h) 跳球

i) 使用不标准球杆

（2） 下列犯规行为，应判罚有关活球的最高分值：

a) 未等所有球停稳就击球；

b) 未等裁判员放置好彩球就击球；



c) 使非活球入袋

d) 主球首先击打到非活球

e) 推杆

f) 触碰了一个局中球，但球杆杆头触碰主球以便完成一击球的情况除外。

g) 击球出界

h) 双击，按两球的最高分值处罚（两只红球或一只自由球与一个活球除外）

（3） 下列行为应判罚7分：

a) 使用界外球以达到任何目的。

b) 使用任何物体进行测量间距或距离

c) 连续击打红球，或击打红球后又连续击打自由球；

d) 用白色球以外的任何球做主球；

e) 未能根据裁判员的要求指出目标球

f) 击红球入袋后，尚未指定彩球就犯规了。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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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要求继续击球的选手将：

（1） 可以改变他要进行的一击球与所要击打的活球。

（2） 获得所击落球的分值。

21、空杆犯规（无意识救球）：

击球运动员应尽最大努力去击打活球，如果裁判员认为球员未能尽力，他将宣布该选手空杆犯规。除非
台面上只剩黑球或出出现了根本不可能击到活球的情况时。在后者情况下，必需假定，经裁判员判定，
击球运动员确系试图撞击活球，只要他用足够力量直接或间接朝活球方向击打主球，若不是由于这些阻
挡球的缘故，主球便可到达活球处。

（1） 当宣布空杆犯规后，下一位选手就可以要求犯规方在主球停留处再击打一次，或者从原来位置上
，由犯规方自行处理。在后者情况下，活球应是在这之前最后一击球所要撞击的同一个活球。即：

a) 任何一个红球，于该处红球便是活球。

b) 红球全部离台后，彩球便是活球。

c) 红球落袋后，彩球便是活球的情况下，击球运动员选择的一个彩球。



（2） 当主球至任一活球或可能是活球上的任何部位之间有一直线通路，若击球运动员却没能击到，裁
判员应宣布空杆犯规。除非裁判员认为运动员在击打一击球前，需要造成或已经造成了障碍，且裁判员
认为该次空杆并不是故意的。

（3） 当出现（2）所述情况后，空杆被宣布后，从主球到一活球或可能是活球之间有一直线通路，以
致两球可以沿中心整个球体相撞（如果活球是红球时，且未被彩球阻挡，所指的应是任何红球的整个直
径），那么：

a) 从同一位置上击打一击球，如果首先击打活球再次失败，则应宣布空杆犯规，不管相差多少分数。

b) 若被要求从原始位置上再重击一次时，裁判员应警告犯规方，如第三次再失败，结果将导致一盘被判
处输给对方。

（4） 依照本规则将主球放回原位后，由主球至任一活球或可能是活球的任何部位之间，有一直线通路
，此时若击球运动员造成任意球犯规，包括准备击球的主球在内，若该一击球尚未进行
，则可以不宣布为空杆，在此情况下可以采取别的适当处罚：

a) 下一运动员既可选择自己击球，也可以要求犯规方在停球位置重击一次

b) 下一个运动员可要求裁判员将所有球放回犯规前所在位置，让犯规方由该处再击一次。

c) 在连续宣布为空杆后，若仍发生上述情况，则任何关于可能将本盘比赛被判输给对方的警告，仍将有
效。

（5） 所有其他空杆应依照裁判员的判断宣布。

（6） 发生一次空杆并且被下一个运动员要求将主球放回原位以后，任何被扰动的目标球应保留其现状
，除非裁判员认为犯规运动员将要因此而受益。在后者情况下，任何一个或所有被扰动的球，可在裁判
员的认可下放回原位。但无论哪种情况，非正常离开球台的彩球，应被放于置球点上，或入回原来适当
的位置上。

（7） 在一次空杆后，当任何球被放回原位时，犯规方或下一个运动员都可被征询对该球位置的意见，
此后裁判员的决定才算最终结束。

（8） 当在征询意见时，无论哪个运动员若触碰了处于局中球状态下的任何球，则他应被当作击球运动
员受处罚。原有比赛次序不变。如有必要，被触动的球应由裁判员放回到他认可的位置上，即使该球已
被裁判员拾起的情况下，也不允许触碰。

（9） 非犯规方有权询问，若裁判员打算将主球以外的其它球放回原位，是否要求主球从原始位置上击
球，裁判员应予以说明其意图。

22、受到触扰的球：

如果静止的球或运动状态下的球，被其它非击球运动员扰动，裁判员应将球恢复到他认定为球的原来位
置；或让其继续运动直到停下为止，而不必处罚。

本规则应包括那些由于其他事故或人员迫使击球运动员移动球的情况，但击球运动员的同伴不在此限。

球员对裁判员造成的干扰概不负责。



23、僵局：

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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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员应允许比赛继
续进行。但应附带条件，即宣布在一定时间内局面必需改变，通常应在裁判员的判定下，限定每边各打
三杆，如在宣布的时间期满后，局面基本未变时，裁判员应取消所有得分，重新摆放所有的球，如同一
盘比赛开始那样。

（1） 仍由原来开球的选手开球。

（2） 仍保持原来的击球顺序。

24、斯诺克4人双打：

（1） 在4人双打比赛中，每方轮流开盘。击球顺序就应在赛前定好并保持不变。

（2） 每盘比赛结束后，出场顺序可以改变。

（3） 如犯规并被要求继续击球，则应由犯规方的犯规者继续击球。即使该次犯规在轮次以外发生，原
比赛次序仍保持不变，这样使犯规者的同伴失去了一个轮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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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选手正在击球或已经在球台旁准备击球。

b) 从第一击球直到一杆球结束的时间内进行商议。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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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击球运动员对所有物品负责，包括但不限于自他拿到球台上的架杆与延伸器材。无论它们是属于
击球运动员自己的，或是借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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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犯规将受到处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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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员应将球放回原位，
并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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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诠释：

（1） 本规则所有条例与术语对女性同样有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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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双脚不能离地"的处罚不能用于在轮椅中的运动员。

b)若运动员不能区别颜色之间的差异，例如红与绿，在向裁判员提出要求后，他应被告知球的颜色。

c) 在没有裁判员的情况下，对立之间的球员或双方之间，应被当作按本条规则所叙述那样进行比赛。



四、 运动员：

1、 拖延时间：如果裁判员认为运动员用一击球的时间，或者选择一击球的时间，超过正常所需的时间
，应向该选手提出警告，他有可能被判本盘输给对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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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的警告后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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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被取消本局比赛资格。

3、 惩罚：

（1）依照规则，如一盘比赛被判罚时，则犯规一方：

a) 本盘比赛告负；

b) 丧失所有得分，且非犯规方获得球台所剩下的各球分值相等的分数。即每一红球8分。而且任何非正
常离开球台的彩球，将视为在置球点一样被算分。

（2） 依照规则，如一局比赛被判罚时，则犯规一方：

a) 正在进行的本盘比赛如（1）中所述那样，被判告负。

b) 为完成本局比赛所需，但尚未进行比赛的其它有关各盘，均被补判告负。

c) 当计算累计分时，则一局中被补判比赛失败的各盘，每盘均按147分计算。

4、 非击球运动员：击球运动员在进行比赛时，非击球运动员应避免在击球运动员的视线内站立或移动
。他应坐下或站立在离球台一个合适的距离以外。

5、 缺席：在击球运动员需要离开时，非击球运动员可指定一位代理人，监视其同行，并于必要时向裁
判员提出犯规，但须让裁判员知道。

6、 弃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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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如对方选择了继续进行比
赛，则弃权即变为无效。

（2） 当需计算累计分时，且一盘又已被弃权，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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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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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职员：

1、 裁判员：

（1） 裁判员应当：

a) 是比赛公平与否的唯一判决者。

b) 当比赛中出现规则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时，不受各方面影响，自由地作出裁决。

c) 应对本规则比赛的正当行为负责。



d) 当发现有任何违反规则的行为，应进行干预。

e) 当被询问时，将球的颜色告知运动员。

f) 在运动员的合理要求下擦拭任何球。

（2） 裁判员不应当：

a) 回答任何本规则没有规定的问题。

b) 在运动员即将造成一次击球犯规时，给予任何提示。

c) 给予影响比赛有关分数上的任何劝告与意见。

d) 回答任何有关得分相差的问题。

（3） 如果裁判员一时疏于注意某一事故的发生，他可利用记分员、其他职员。或观看位置较好的观众
等提供的证据，以帮助他作出裁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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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记录员：

记录员应保存每一击球的记录，适当记录犯规情况，以及每个运动员或每一方应得的分数，他还应该记
录一杆球的总分数。

4、 职员的帮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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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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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际台联1995年出版的最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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