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飞盘联盟（WFDF）极限飞盘规则

2017 版 

官方版本生效于 2017 年 1 月 1 日 

世界飞盘联盟极限飞盘规则委员会制作 

目录 

简介 1  

1.飞盘精神 2  

2.场地 3  

3.装备 3  

4.回合，得分和比赛 3  

5.队伍 4  

6.开始一场比赛 4  

7.发盘 4  

8.飞盘的状态 5  

9.延迟计数 5  

10.验盘 6  

11.界外 6  

12.接盘选手与站位 7  

13.攻防转换 7  

14.得分 9  

15.示意犯规，违规和违例 9  

16.一次犯规或违例示意后的比赛继续 9  

17.犯规 10  

18.违规和违例 11  

19.比赛中断 13  

20.队伍暂停 13  

飞盘术语 14  

法律许可 16  

简介 

极限飞盘是一项七人一边的玩飞盘的团队体育运动。它是在一块矩形场地上进行，场地

大约一半美式橄榄球场地宽，在每一端都有一个得分区。每支队伍的目标是通过让其中

一位场上选手在他们正在进攻的得分区内接住一次传盘来获得一分。一位持盘手不能拿

着飞盘跑动，但是可以向任意方向将飞盘传给任意队友。任何时候一次传盘如果没有完

整进行，那么一次攻防转换就会发生，并且另外一支队伍将会拥有持盘权并且将会尝试

去在相反的得分区得分。比赛通常进行到 15 分并且持续到大约 100 分钟。极限飞盘是

自我裁判以及无肢体接触的。飞盘精神会指导场上选手们如何裁判比赛并且在场地上约

束他们自己。 

 



这些规则的许多在一般情况下是通用的，并且覆盖大多数情况，但是一些规则覆盖特

定的情形并且要优于一般情况考虑。 

1.飞盘精神 

1.1.极限飞盘是一项无肢体接触、自我裁判的体育运动。所有的场上选手都负责执行和

遵守规则。极限飞盘依靠于飞盘精神，而飞盘精神将公平比赛的责任放在了每一位场上

选手身上。 

1.2.相信没有场上选手会故意违反规则的；因此对于无意违反规则没有严厉的惩罚，

而是采用一种方式来使得比赛继续进行，这种方式可以模拟如果没有违反规则时最有

可能发生的情况。 

1.3.场上选手们应该时刻谨记这样一个事实：他们会在队伍之间的仲裁里担当裁判这

一角色。场上选手们必须： 

1.3.1.知晓规则； 

1.3.2.做到公正和客观； 

1.3.3.表现诚实； 

1.3.4.清晰而简短地表达他们的观点； 

1.3.5.允许对手有合理的机会去表达； 

1.3.6.尽可能快地解决争端，礼貌用语； 

1.3.7.在整个比赛过程中以一致的态度来做出示意；并且 

1.3.8.只有当一次对规则的违反会对这次行为的结果造成较大的影响的时候才去做出

一次示意。 

1.4.鼓励高竞技程度的比赛，但是不应该牺牲场上选手之间的相互尊重，也不

应该牺牲对公认的比赛规则的遵守，又或是牺牲比赛基本的乐趣。 

1.5.下列行为是好的飞盘精神的例子： 

1.5.1.告诉一位队友如果他们做出了一个错误的或者是没有必要的示意，又或是他们

造成了一次犯规或违例； 

1.5.2.当你不再认为你做出的示意是有必要的时候，你收回了你的示意； 

1.5.3.为对手好的比赛表现或者好的飞盘精神而称赞喝彩； 

1.5.4.把你自己介绍给你的对手；并且 

1.5.5.冷静地面对分歧或挑衅。 

1.6.下列行为是明显的对飞盘精神的违背，并且应被所有参与者避免： 

1.6.1.危险行为和侵略性的举动； 

1.6.2.故意犯规或是其他的对规则的故意违背； 

1.6.3.嘲笑或恐吓对方场上选手； 

1.6.4.得分后进行无礼的庆祝； 

1.6.5.为了报复对手的示意而去做出示意；并且 

1.6.6.要求一位对方场上选手给自己传盘。 

1.7.队伍是飞盘精神的守护者，并且必须： 

1.7.1.负起责任去指导他们的场上选手以规则和好的飞盘精神； 

1.7.2.当他们的场上选手表现出来了差劲的飞盘精神时，队伍给予惩戒；并且 

1.7.3.向其他队伍提供关于如何提高他们对飞盘精神的遵守的建设性的反馈。 

1.8.如果一位新手场上选手由于不知晓规则而出现了对规则的违反，那么有经验的场上

选手有义务去解释这次违规。 

1.9.一位有经验的场上选手，如果可以在规则上提供建议并且可以指导场地上的仲裁，



那么他或她就可以监督涉及到新人或是更年轻的场上选手的比赛。 

1.10.规则应该由那么直接参与到比赛中的场上选手来释义，或者是由那些对比赛有着

最佳视角的场上选手来释义。不包括队长在内的非场上选手应该避免参与。然而场上选

手可以寻求非场上选手的视角来阐释规则，并且让他们去协助场上选手去做出适当的示

意。 

1.11.场上选手和队长对做出所有示意全权负责。 

1.12.如果在讨论后场上选手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或者是不清楚： 

1.12.1.比赛中发生了什么，或者 

1.12.2.比赛中最有可能发生了什么，那么飞盘必须返回到最后一个没有争议的持盘手

手中。 

2.比赛场地 

2.1.比赛场地是一块长方形区域，尺寸和区域如图 1所示，并且应该是基本平坦的、没

有障碍物并且能合理保证场上选手安全。 

2.2.边界线包围比赛场地，并且由 2条沿着长边的边线和 2条沿着短边的底线组成。 

2.3.边界线不是比赛场地的一部分。 

2.4.得分线是将中央区域和得分区分隔开的线，并且得分线是中央区域的一部分。 

2.5.砖标志是 2个长 1米的线十字交叉的交叉点，位于中央区域，距离每一条得分线均

为 18 米，并且处于 2条边线的中间。 

2.6.8个颜色鲜艳、柔软的物体（比如塑料锥桶）标志了中心区域和得分区的角点。 

2.7.紧靠着比赛场地的环境应该把所有可移动的物体清空。如果比赛被非场上选手或者

是距离边界线 3米以内的物体妨碍到，任何被妨碍的场上选手或有持盘权的持盘手可以

示意“违例”。 

 

图 1 

 

 

3.装备 

3.1.所有被双方队长接受的飞盘都可以使用。 

3.2.世界飞盘联盟会保持一份推荐使用的飞盘的清单列表。 

3.3.每一位场上选手必须穿着一件队服以方便别人识别出他们的队伍。 

3.4.场地选手均不可穿着可能会伤害到他们自己或其他场上选手的，或者是可能阻碍对

手比赛的衣物或装备。 

4.回合，得分和比赛 

4.1.一场比赛由若干回合组成。每一回合随着获得一分而结束。 

4.2.第一个获得 15 分的队伍赢得一场比赛，并且比赛结束。 

4.3.一场比赛由 2段时间段构成，称为（2个）半场。当一支队伍首先获得 8分时，比

赛进入半场时间。 

4.4.当每个半场开始时，其半场的第一回合也随即开始。 

4.5.在得到一分后，并且比赛没有队伍获胜又或是半场时间还没有到达时： 

4.5.1.下一回合立即开始； 

4.5.2.双方队伍交换他们目前正在防守的得分区；并且 

4.5.3.刚刚得分了的队伍变成防守方，并且要接着发盘。 



4.6.比赛的基本结构可以根据具体的比赛、场上选手的数量、场上选手的年龄或能够使

用的空间而有所变化。 

5.队伍 

5.1.每支队伍在每个回合中，在场地上最多让 7位场上选手，最少让 5位场上选手参赛。 

5.2.一支队伍可以在一分被获得后，该队伍发出已经准备好发盘的信号前，进行（无限

的）换人。 

5.3.每支队伍将提名一位作为队长来代表整支队伍。 

6.开始一场比赛 

6.1.两支队伍的代表公平地确定哪支队伍先在下列选项中选择其一： 

6.1.1.在最开始的发盘上是作为接盘那一方还是掷盘那一方；或者 

6.1.2.他们首先要防守的得分区是哪一个。 

6.2.另外一支队伍则拥有剩下来的那个选项。 

6.3.在第二个半场开始的时候，双方最初的选择互换。 

7.发盘 

7.1.在比赛开始的时候，在半场时间之后或者是在一分被获得之后，比赛以一次开盘开

始，这次开盘叫发盘。 

7.1.1.队伍必须准备好发盘，不能有不合理的拖延。 

7.2.只有当双方队伍都已经发出准备好了的信号以后，发盘才能进行。队伍通常以发盘

选手和一位进攻方场上选手将一只手举过他们的脑袋来发出准备好的信号。 

7.3.在发出准备好的信号之后，所有进攻方场上选手必须将一只脚放在他们所防守的

得分线上来站立，并且不能改变他们之间彼此的相对位置，直到飞盘被发出来。 

7.4.在发出准备好的信号之后，所有防守方场上选手必须将他们的双脚完全置于得分线

所在的竖直的平面后，直到飞盘被发出来。 

7.5.如果有一支队伍违背了规则 7.3或者规则 7.4，那么相对的一方可以示意一次违例

（“越位”）。这次示意必须要在接盘队伍碰到飞盘前做出，并且发盘必须尽可能快地

重新进行。 

7.6.一旦飞盘被释放出来，所有的场上选手都可以向着任何方向移动。 

7.7.在一次发盘之后，进攻方队伍中的一员碰到飞盘或者飞盘接触到了地面之前，防守

方队伍的所有场上选手均不能触碰飞盘。 

7.8.如果一位进攻方场上选手，不论是在界内还是在界外，在飞盘落地前碰到了飞盘，

并且进攻方队伍没有能接住飞盘，那么这就发生了一次攻防转换（一次“发盘掉盘”）。 

7.9.如果一位进攻方场上选手接住了飞盘，他们必须在比赛场地上找到一个最接近飞盘

被接住的地方的点来建立一个旋转中心，即使这个点位于他们所防守的得分区内。 

7.10.如果飞盘最初触碰到了场地，并且没有出界，那么持盘手必须在飞盘停止下来的

地方建立旋转中心，即使这个点位于他们所防守的得分区内。 

7.11.如果飞盘最初触碰到了场地，随后在没有被进攻方场上选手碰到的情况下出界了，

那么持盘手必须在飞盘第一次穿越边界线的那个地方建立旋转中心，或者如果那个点是

在所防守的得分区内，那么就在中央区域中找到最接近的点来建立旋转中心。 

7.11.1.如果飞盘在出界前被一位进攻方场上选手所触碰到了，那么持盘手必须在飞盘

第一次穿越边界线的那个地方建立旋转中心，即使那个点是在所防守的得分区内。 

7.12.如果飞盘在碰到比赛场地或一位进攻方场上选手前接触到了界外区域，那么持盘



手可以在最靠近他们所防守的得分区的砖点上建立旋转中心，或者是在中央区域内找到

一点建立旋转中心，该点最接近飞盘出界地点（参看章节 11.7）。如果想要选择不可变

更的砖点选项，那么就必须在飞盘被捡起前，任意进攻方场上选手通过将他们的一只手

臂在头顶完全伸展开并且示意“砖”来发出选择的信号。 

8.飞盘的状态 

8.1.下列情况是飞盘处于死盘状态，并且攻防转换不可能发生： 

8.1.1.在一回合开始后，飞盘被发盘发出来之前； 

8.1.2.在发盘后，或者在一次攻防转换发生后飞盘必须被带到正确的旋转中心点上时，

在旋转中心被建立好前。或者 

8.1.3.在一次会停止比赛的示意后，或任何其他的比赛中断后，在飞盘被验盘前。 

8.2.一个飞盘如果不是出于死盘状态就是出于活盘状态。 

8.3.持盘手不能将一个处于死盘状态的飞盘的持盘权转移给另一个场上选手。 

8.4.任何场上选手都可以在飞盘已经击中地面后去尝试停止飞盘滚动或滑动。 

8.4.1.如果在尝试去停止一个飞盘的时候，一位场上选手明显地改变了飞盘的位置，那

么相对的一方就可以要求在飞盘被触碰到的地方建立旋转中心。 

8.5.在一次攻防转换后，并且在发盘后，已经获得持盘权的队伍必须没有拖延地继续比

赛。 

8.5.1.一位进攻方场上选手必须以走路的速度或者更快的速度直接去找回飞盘，并且建

立一个旋转中心。 

8.5.2.在规则 8.5.1 的基础上，在一次攻防转换后，进攻方必须在下列时间限制内将飞

盘投入到比赛中，如果飞盘没有出界，并且飞盘的位置位于： 

8.5.2.1.中央区域内 - 要在飞盘停止后 10 秒内。 

8.5.2.2.一个得分区内 - 要在飞盘停止后 20秒内。 

8.5.3.如果进攻方违反了规则 8.5，那么防守方可以给予一个口头警告（“拖延比赛”）

或者示意一次“违例”。 

8.5.4.如果一位进攻方场上选手位于旋转中心点 3米以内，并且在口头警告后，进攻方

仍然在违反规则 8.5，那防盘手可以开始进行延迟计数。 

9.延迟计数 

9.1.防盘手通过告知持盘手“计数”来负责开始一次对持盘手的延迟计数并且随即从 1

到 10 进行计数。在延迟计数中，开始发出每一个数字的时间间隔至少要有 1秒长。 

9.2.延迟计数必须足够清晰可以让持盘手听见。 

9.3.防盘手只有在下列情况下开始并且继续一次延迟技术： 

9.3.1.飞盘处于活盘状态（除非其他特殊情况）； 

9.3.2.防盘手距离持盘手3米以内，或者如果持盘手已经向着正确的旋转中心点移动时，

他们距离那个点 3 米以内；并且 

9.3.3.所有的防守者站位合规（参看章节 18.1）。 

9.4.如果防盘手移动到持盘手 3米以外，或者一位不同的场上选手变成了防盘手，那么

延迟计数必须从“计数 1”重新开始。 

9.5.在比赛停止后，延迟计数参考以下规则恢复进行： 

9.5.1.在一次由防守方造成的无争议的对规则的违反后，延迟计数从“计数 1”重新开

始。 

9.5.2.在一次由进攻方造成的无争议的对规则的违反后，延迟计数最多从 9 重新开始。 



9.5.3.在一次有争议的超时后，延迟计数从“计数 8”重新开始。 

9.5.4.在其他示意后，包括“阻挡”示意后，延迟计数最多从 6重新开始。 

9.6.如果“最多从 n”重新开始一次延迟计数的话，其中“n”是由规则 9.5.2 或 9.5.4

确定的，那么： 

9.6.1.如果“x”是做出示意前最后一个完全说出的数字，那么延迟计数从下面

两个数字中选择较小的一个来恢复：“计数（x加 1）”和“计数 n”。 

10.验盘 

10.1.不论何时，比赛在一回合中由于一次队伍暂停、犯规、违例、有争议的攻防转换、

特定的攻防转换、有争议的得分、计数暂停、受伤暂停或者讨论而停止，比赛必须以一

次验盘尽快重新开始。验盘只能由于对一次示意的讨论而被延后。 

10.2.场上选手在一次示意后的站位如下（除了在一次队伍暂停的情况下，以及除非另

有说明）： 

10.2.1.如果在一次传盘被投掷出来前比赛停止了，那么所有的场上选手必须回到示意

被做出的时候他们所在的位置。 

10.2.2.如果在一次传盘被投掷出来后比赛停止了，那么： 

10.2.2.1.如果飞盘返回到持盘手手中，那么所有的场上选手必须回到持盘手释放飞盘

或者是示意被做出的时候他们所在的位置，上述两个时间点选择较早的一个。 

10.2.2.2.如果示意的结果让比赛不发生变化，那么所有的场上选手必须回到传盘被接

住或者是飞盘击中地面时候他们所在的位置。 

10.2.2.3.如果一位不是持盘手的场上选手由于一次无争议的对规则的违反而获得了持

盘权，所有的场上选手必须回到对规则的违反发生的时候他们所在的位置。 

10.2.3.在飞盘被验盘前，所有的场上选手必须在自己的位置上保持静止不动。 

10.3.任何场上选手都可以简短地延长一次比赛中断，以校正装备问题（“装备”），但

是正在进行的比赛不能以这个理由停止。 

10.4.去进行验盘的人必须首先要向最近的对方场上选手确认他们的队伍已经准备好了。 

10.4.1.如果在验盘上有不必要的拖延，那么相对的一方可以给予一个口头警告（“拖

延比赛”），并且如果这种拖延还在继续进行，那么他们可以通过示意“飞盘入场”来

验盘，而不用与对方确认他们是否已经准备完毕。 

10.5.要重新开始比赛： 

10.5.1.当持盘手拥有飞盘时： 

10.5.1.1.如果存在一位防守者位于可以触碰到持盘手的范围内时，该防守者必须触碰

飞盘。 

10.5.1.2.如果不存在一位防守者位于可以触碰到持盘手的范围内时，该持盘手必须使

飞盘触碰到地面，并且应该示意“飞盘入场”。 

10.5.2.当飞盘在地面上时，最靠近飞盘的防守者必须示意“飞盘入场”。 

10.6.如果持盘手在验盘前试图去发起一次传盘，或者一次基于规则 10.2的违例被示意

出来了，那么这次传盘不算数，不论这次传盘有没有完成，并且持盘权返回到持盘手手

中。 

11.界外 

11.1.整个比赛场地是界内。边界线不是比赛场地的一部分，并且边界线是界外。所有

非场上选手是界外区域的一部分。 

11.2.界外区域由不是界内区域和与不是界内区域所接触的所有物体组成；其中防守方



场上选手例外，为了对飞盘做出反应，他们始终被看做是“界内”。  

11.3.一位进攻方场上选手如果不是界外的就是界内的。 

11.3.1.一位在空中的场上选手会一直保持着他们界外/界内的状态，直到该场上选手接

触到了比赛场地或者接触到了界外区域。 

11.3.2.一位拥有持盘权的持盘手如果首先与比赛场地有所接触，随后碰到了一块界外

区域，那么他或她仍然被看做是在界内的。 

11.3.2.1.如果该持盘手离开了比赛场地，那么他们就必须在比赛场地上找到他们穿过

边界线的那个点来建立旋转中心（除非规则 14.2生效）。 

11.3.3.场上选手之间的肢体接触不能把界外/界内的状态从一位选手传递给另外一位

选手。 

11.4.一个飞盘如果处于活盘状态或者比赛开始或重新开始了，那么它就是界内的。 

11.5.当一个飞盘首先接触到的是界外区域或者是接触到一位界外进攻方场上选手时，

该飞盘就变成了界外。飞盘的界外/界内的状态与拥有该飞盘持盘权的一位进攻方场上

选手的状态相同。如果超过一位进攻方场上选手同时拥有飞盘的持盘权，其中他们有一

个人是界外的，那么飞盘就是界外的。 

11.6.飞盘可以飞跃一条边界线，然后返回到比赛场地上来，并且场上选手可以跑出界

去对飞盘做出反应。 

11.7.一个飞盘出界的地方就是接触到一块界外区域或一位界外场上选手的地方，而飞

盘在出界前刚刚： 

11.7.1.部分或完全地在比赛场地上方；或者 

11.7.2.被一位界内场上选手所触碰。 

11.8.如果飞盘是界外的了，并且距离旋转中心点超过 3 米远，那么非场上选手可以去

取回该飞盘。持盘手必须在最后 3米将飞盘拿到比赛场地。 

12.接盘选手与站位 

12.1.一位场上选手通过表现出对一个不再旋转的飞盘持续的控制来“接住”飞

盘。 

12.2.如果场上选手由于在随后的与地面的接触或是与一个队友的接触或是与一位站位

合规的对方场上选手的接触而丢失了对飞盘的控制，那么就认为该飞盘没有被接住。 

12.3.下列情况是发生了出界攻防转换，并且飞盘是没有被接住的： 

12.3.1.当一位进攻方接盘选手接触到了飞盘的时候，他们是在界外的；或者 

12.3.2.在接住飞盘后，一位进攻方接盘选手在仍然拥有持盘权的时候，他或她的第一

次接触是接触到了界外。 

12.4.在飞盘被接住后，接住飞盘的场上选手变为持盘手。 

12.5.如果进攻方和防守方的场上选手同时接住飞盘，那么进攻方保留持盘权。 

12.6.一位处在一个已经建立好的位置上的场上选手有权停留在该位置上，并且不应该

被一位对方场上选手所触碰到。 

12.7.所有的场上选手都有权在场地上占据任何没有被对方场上选手占据的位置，只要

他们不是为了占据该位置而发起肢体接触。 

12.7.1.但是当飞盘在空中时，一位场上选手不能在一定程度上独自移动以阻止一位对

手以一条未被占据的通路向飞盘跑去。 

12.8.所有的场上选手必须尝试避免与其他场上选手的肢体接触，并且没有什么情况可

以让一位场上选手为发起肢体接触而正名。“对飞盘做出反应”不是一个能够用来

对其他场上选手发起肢体接触的有效的借口。 



12.9.当两个或更多的场上选手向同一个点同时移动时，在不影响比赛的结果或场上选

手的安全的情况下，一些无意肢体接触是可以发生的。无意肢体接触应该尽可能减少发

生，但是这样的接触并不被认为是一次犯规。 

12.10.场上选手不能用他们的手臂或腿来阻挡对方场上选手的移动。 

12.11.场上选手不能用身体帮助另外一位场上选手移动，或者也不能使用一项装备中的

物体来帮助接触到飞盘。 

13.攻防转换 

13.1.当下列情况发生时，一次攻防转换就会发生，并且攻防转换将持盘权从一支队伍

转移给另外一支队伍： 

13.1.1.当没有一位进攻方场上选手拥有持盘权时，飞盘接触到了地面（一次“落地”）； 

13.1.2.由一位防守方场上选手接住了一次传盘（一次“截获”）； 

13.1.3.飞盘出界了（一次“出界”）；或者 

13.1.4.在发盘中，接盘队伍在飞盘碰到地面前碰到了飞盘，并且没有能接住飞盘（一

次“发盘掉盘”）。 

13.2.当下列情况发生时，一次攻防转换就会发生，并且攻防转换会将持盘权从一支队

伍转移给另外一支队伍，同时导致一次比赛中断： 

13.2.1.有一次无争议的进攻接盘犯规； 

13.2.2.持盘手在在防盘手延迟计数中开始说出“10”这个词之前还没有释放飞盘（一

次“超时”）； 

13.2.3.飞盘被故意从一位进攻方场上选手手中传递给另外一位，并且飞盘没有

经历过两个人都没有触碰过（一次“递盘”）； 

13.2.4.持盘手故意使飞盘碰到另外一位场上选手以偏转一次传盘，将飞盘传给自己（一

次“偏转”）； 

13.2.5.在试图进行一次传盘中，持盘手在释放飞盘后，飞盘被另外一位场上选手碰到

前，他或她接住了飞盘（一次“两次触盘”）； 

13.2.6.一位进攻方场上选手故意协助一位队友移动来接住一次传盘；或者 

13.2.7.一位进攻方场上选手使用装备中的一个物体来帮助接住一次传盘。 

13.3.如果一位场上选手确认了一次攻防转换已经发生，那么他们就必须立即做出恰当

的示意。如果对方不同意，那么他们可以示意“有争议”。如果在讨论后，场上选手们

不能达成一致或者比赛中发生的事情不够清晰，那么飞盘必须返回到最后一个没有争议

的持盘手手中。 

13.4.如果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一次计数过快，并且进攻方没有合适的机会去示意计数

过快就已经发生了一次超时，那么比赛就要被看做是发生了一次有争议的超时（规则

9.5.3）。 

13.4.1.如果持盘手对一次超时有争议，但是仍然想要去进行一次传盘，并且传盘没有

完成，那么就会发生攻防转换，并且比赛以一次验盘重新开始。 

13.5.任何进攻方场上选手都可以在一次攻防转换后取得持盘权，除了： 

13.5.1.一次“截获”攻防转换后，在这种情况下，做出截获的那位场上选手必须保留

持盘权；并且 

13.5.2.在一次进攻接盘犯规后，在这种情况下，被犯规的场上选手必须取得持盘权。 

13.6.如果在一次攻防转换后有持盘权的场上选手故意扔下飞盘，或者将飞盘放在地面

上，那么他们必须重新取得持盘权，并且以一次验盘重新开始比赛。 

13.7.在一次攻防转换后，攻防转换的地点在： 



13.7.1.飞盘停止的地方或者是飞盘被一位进攻方场上选手捡起来的地方；或者 

13.7.2.去截获飞盘的场上选手停止的地方；或者 

13.7.3.根据规则 13.2.2，13.2.3，13.2.4，13.2.5，持盘手所在的位置；或者 

13.7.4.根据规则 13.2.6和 13.2.7，进攻方场上选手所在的位置；或者 

13.7.5.无争议的进攻接盘犯规发生的地方。 

13.8.如果发生攻防转换的地点在界外，或者飞盘在攻防转换发生后触碰到了一块界外

区域，那么持盘手必须在中央区域中找到一点建立一个旋转中心，该点处于是最靠近飞

盘出界的地方（参看章节 11.7）。 

13.8.1.如果规则 13.8不适用，那么旋转中心必须根据规则 13.9，13.10 或 13.11 来建

立。 

13.9.如果发生攻防转换的地点位于中央区域内，那么持盘手必须在该点上建立旋转中

心。 

13.10.如果发生攻防转换的地点位于进攻方正在进攻的得分区内，那么持盘手必须在得

分线上找到距离该点最近的点来建立旋转中心。 

13.11.如果发生攻防转换的地点位于进攻方正在防守的得分区内，那么持盘手可以在下

列地点选择其一来建立旋转中心： 

13.11.1.发生攻防转换的地点，通过停留在该点或者作出一次传盘假动作来示意；或者 

13.11.2.得分线上距离发生攻防转换的地点最近的点，通过从发生攻防转换的地点离开

来示意。 

13.11.2.1.即将成为持盘手的选手，在捡起飞盘之前，可以通过在头顶完全展开他或她

的一条手臂来示意他或她选择了在得分线上的这个选项。 

13.11.3.立刻移动、没有移动或是示意得分线选项都会确定要在哪里建立旋转中心，并

且这是不可撤销的。 

13.12.如果在一次攻防转换后，比赛已经在不知晓的情况下继续进行，那么比赛要暂停，

并且飞盘返回到发生攻防转换的地方，场上选手要返回到发生攻防转换那个时候他们所

在的位置上，并且比赛以一次验盘重新开始。 

14.得分 

14.1.如果一位在界内的场上选手接住了一次合规的传盘，并且在接触飞盘后他们首先

所有的同时与地面接触的点均完全位于他们所进攻的得分区内（可参见规则 12.1，12.2），

那么一分就被获得。 

14.1.1.如果一位场上选手认为一分已经被获得，那么他们可以示意“得分”，并且比

赛停止。在一次有争议的或是已经被撤回的得分示意后，比赛必须以一次验盘重启，并

且当传盘被接住的时候，示意就视为已经被做出了。 

14.2.如果根据规则 14.1，一位拥有持盘权的场上选手最终所确定的旋转中心在所进攻

的得分线后，但是没有获得一分，那么该场上选手要在得分线中最近接的地方找到一点

来建立旋转中心。 

14.3.飞盘被接住并且拥有持盘权的场上选手与得分区接触的时候就是一分被获得的时

候。 

15.示意犯规、违规和违例 

15.1.由两个或更多双方场上选手的非无意肢体接触而违背了规则，那么这种违背就是

一次犯规。 

15.2.与一次防守持盘手或者走步有关的对规则的违反是一次违规。违规不会停止比赛。 



15.3.其他的每种对规则的违背则是一次违例。 

15.4.只有被犯规的场上选手才可以通过示意“犯规”来宣称一次犯规。 

15.5.只有持盘手才可以通过示意出违规的具体名称来宣称一次防守持盘手违规。 

任何对方场上选手都可以宣称一次走步违规。 

15.6.任何对方场上选手都可以通过示意出违例的具体名称或者说出“违例”来宣称一

次违例，除非另有其他特定规则规定。 

15.7.当一次违规或违例被示意出来并且暂停了比赛时，场上选手必须停止比赛，并且

在视觉上或听觉上尽快相互沟通比赛已经停止，同时所有的场上选手应该在场地上不断

重复这次示意。如果在没有任何示意被做出的情况下比赛由于一次讨论而已经暂停了，

那么当讨论开始的时候就认为一次示意被做出了。 

15.8.在一次对规则的违反被注意到之后，示意必须立即做出。 

15.9.在一位场上选手不正确地发起了一次比赛中断之后，包括听错了一次示意、不知

晓规则或是没有立即做出示意，那么： 

15.9.1.如果对方获得或者保留了持盘权，那么随后的比赛结果是成立的。 

15.9.2.如果对方没有获得或者没有保留持盘权，那么飞盘必须返回到最后一个没有争

议的持盘手手中。 

15.10.如果被示意犯规、违规或违例的那位场上选手不同意这次示意，那么他们可以示

意“有争议”。 

15.11.如果一位场上选手做出“犯规”、“违例”或“有争议”的示意，并随后确认他

们的示意并不是正确的，那么他们可以通过示意“收回”来收回这次示意。比赛以一次

验盘重新开始。 

16.在一次犯规或违例示意后比赛的继续进行 

16.1.不论何时一次犯规或违例被示意出来，比赛要立即暂停，并且不可能发生攻防转

换（除非是在规则 15.9、16.2和 16.3中的特殊情况）。 

16.2.如果犯规或违例： 

16.2.1.是对持盘手来示意的，并且持盘手随后尝试去进行一次传盘，或者 

16.2.2.当被示意出来时，持盘手正在处于投掷行为中，或者 

16.2.3.当被示意出来或者发生时，飞盘正处在空中，那么随后比赛继续，直到持盘权

已经被确定下来。 

16.2.4.一旦持盘权已经被确定下来： 

16.2.4.1.如果示意犯规或违例的队伍作为一次传盘的结果来说，获得或保留了持盘权，

那么比赛继续进行而不会有一次比赛中断发生。意识到这点的场上选手可以示意

“比赛继续”来指出这条规则已经被调用出来。 

16.2.4.2.如果示意犯规或违例的队伍作为一次传盘的结果来说，没有获得或保留持盘

权，那么比赛必须要暂停。 

16.2.4.2.1.如果示意犯规或违例的队伍认为持盘权受到这次犯规或违例的影响了，那

么飞盘要返回到持盘手手中，并进行一次验盘（除非特定的规则有另外的说明）。 

16.3.不管什么时候犯规或违例的示意被做出，如果比赛还没有完全停止下来，并且双

方队伍中涉及进来的场上选手都同意这次犯规、违例或示意没有影响比赛的结果，那么

比赛继续。这条规则不会被任何其他规则所取代。 

16.3.1.如果比赛的结果是一次得分，那么得分成立。 

16.3.2.如果比赛的结果并不是一次得分，那么受到影响的场上选手可以获得一定弥补，

以补充由于犯规、违例或示意带来的位置上的劣势，并且比赛以一次验盘重新开始。 



17.犯规 

17.1.危险动作： 

17.1.1.不计后果地无视同伴场上选手的安全是会被视为危险动作，并且将被看做是一

次犯规，不论是否或者何时发生了肢体接触。这条规则不会被任何其他规则所取代。如

果没有争议，那么这条必须被视为 17章中最恶劣的犯规。 

17.2.防守接盘犯规（防守者犯规）： 

17.2.1.一个防守接盘犯规发生在当一位接盘选手在对飞盘做出反应之前、之中或之后

片刻，一位防守者对其发起肢体接触时。 

17.2.2.在一次无争议的防守接盘犯规后，接盘选手在该犯规点处获得持盘权。如果规

则 14.2 适用，那么飞盘就变为死盘状态直到在得分线上找到最靠近该点的点来建立一

个旋转中心为止。如果犯规有争议，那么飞盘返回到持盘手手中。 

17.3.受迫性出界犯规： 

17.3.1.一次受迫性出界犯规发生在当一位在空中的接盘选手接住了飞盘，并且

被一位防守方场上选手在落地前犯规，并且这种肢体接触导致接盘选手： 

17.3.1.1.落地落在了界外而不是界内；或者 

17.3.1.2.落地落在了中央区域内而不是他们正在进攻的得分区内。 

17.3.2.如果接盘选手本来要落到他们正在进攻的得分区内的话，那么这就是一次得分； 

17.3.3.如果受迫性出界犯规有争议，那么如果接盘选手落在界外，飞盘要返回到持盘

手手中，否则飞盘要停留在接盘选手手中。 

17.4.防守扔盘犯规（防守持盘手犯规）： 

17.4.1.一个防守扔盘犯规发生在： 

17.4.1.1.一位防守方场上选手站位不合规（参看章节 18.1），并且与持盘手有肢体接

触；或者 

17.4.1.2.一位防守方场上选手对持盘手发起肢体接触，或者在飞盘被释放前，持盘手

和防守者一同为同一个未被占据的位置而竞争导致了肢体接触。 

17.4.1.3.如果一次防守扔盘犯规早于持盘手释放飞盘发生，并且犯规不是在投掷动作

过程中发生的，那么持盘手可以选择通过示意“肢体接触”来示意一次肢体接触违规。

在一次无争议的肢体接触违规后，比赛不会暂停，并且防盘手必须从 1 恢复延迟计数。 

17.5.剥夺犯规： 

17.5.1.一次剥夺犯规发生在当一次防守方犯规导致接盘选手或持盘手在拥有持盘权后

又掉了飞盘的时候。 

17.5.2.如果接盘方本可以获得一分，并且犯规没有争议，那么这一次得分成立。 

17.6.进攻接盘犯规： 

17.6.1.一次进攻接盘犯规发生在当一位防守方场上选手在对飞盘做出反应之前、之中

或之后片刻，一位接盘选手对其发起肢体接触时。 

17.6.2.如果犯规无争议，那么这次犯规的结果是发生一次攻防转换，并且该防守方场

上选手在犯规发生的地方获得持盘权。 

17.6.3.如果传盘完成了并且犯规有争议，那么飞盘返回到持盘手手中。 

17.7.进攻扔盘犯规（持盘手犯规）： 

17.7.1.一次进攻扔盘犯规发生在当持盘手对一位站位合规的防守方场上选手发起肢体

接触时。 

17.7.2.在持盘手扔盘动作过程中发生的无意肢体接触虽然不会被算作一次犯规，但是

仍然应该被避免。 



17.8.阻挡犯规： 

17.8.1.一次阻挡犯规发生在当一位场上选手取得了一个正在移动的对方选手无法避免

的位置上的时候，并且肢体接触根据哪种适用，要么被看做是一次接盘犯规要么被看做

是一次间接犯规。 

17.9.间接犯规： 

17.9.1.一次间接犯规发生在当一位接盘选手与一位防守方场上选手发生肢体接触，并

且不直接影响到尝试对飞盘做出反应的时候。 

17.9.2.如果无争议，那么被犯规的场上选手可以获得由于这次犯规导致的任何位置上

的劣势。 

17.10.抵消犯规： 

17.10.1.如果在同一个情况下进攻方和防守方场上选手同时示意犯规，那么飞盘返回到

持盘手手中。 

17.10.2.发生在两个或更多相对的场上选手向同一个点同时移动的情况下的非无意肢

体接触应该被视为抵消犯规。 

18.违规和违例 

18.1.防守持盘手违规： 

18.1.1.防守持盘手违规包含下列情况： 

18.1.1.1.“计数过快” - 防盘手： 

18.1.1.1.1.在飞盘变为活盘状态前就开始延迟计数， 

18.1.1.1.2.没有以“计数”这个词作为开始或重新开始延迟计数的开端， 

18.1.1.1.3.计数间隔小于 1秒， 

18.1.1.1.4.当有需要的时候，没有按照正确的方式来减少或重置延迟计数，或者 

18.1.1.1.5.没有从正确的数字开始延迟计数。 

18.1.1.2.“跨越” - 在一位防守方场上选手的两脚间的连线包含了持盘手的

旋转中心点。 

18.1.1.3.“飞盘空间” - 一位防守方场上选手的任何一部分与持盘手的躯干

距离小于一个飞盘直径的大小。不过，如果这个情况仅仅是由于持盘手的移动而导致

的，那么这就不算是一次违规。 

18.1.1.4.“包裹” - 一位防守方场上选手的双手或双臂的连线与持盘手的躯干相交，

或者该防守方场上选手的任何一部分处于持盘手旋转中心点的上方。不过，如果这个情

况仅仅是由于持盘手的移动而导致的，那么这就不算是一次违规。 

18.1.1.5.“双重防守” - 除了防盘手以外的一位防守方场上选手距离持盘手旋转中

心点 3米以内，并且该选手没有在防守另外一个进攻方场上选手。不过，仅仅是跑动穿

过这块区域不算是一次双重防守。 

18.1.1.6.“视野受阻” - 一位防守方场上选手使用他们身体的一部分去故意阻挡持

盘手的视野。 

18.1.2.一次防守持盘手违规可以被防守方提出有争议，在这种情况下比赛暂停。 

18.1.3.在规则 18.1.1中所列举的所有防守持盘手违规无争议后，防盘手必须从他或她

示意之前完全发出的数字上减 1恢复延迟计数。 

18.1.4.防盘手在所有不合规站位被纠正前不能恢复计数。否则就是一次紧随其后的防

守持盘手违规。 

18.1.5.如果下列情况发生，那么持盘手可以示意一次防守持盘手违例并暂停比赛来代

替示意一次防守持盘手违规： 



18.1.5.1.延迟计数不正确， 

18.1.5.2.没有延迟计数， 

18.1.5.3.发生了一次恶劣的防守持盘手违规，或者 

18.1.5.4.反复发生同一防守持盘手违规。 

18.1.6.如果持盘手示意了一次防守持盘手违规或一次防守持盘手违例，并且在这次示

意之前、之中或之后试图去进行一次传盘，这次示意没有影响并且如果传盘没有完成，

那么攻防转换成立。但是如果飞盘由于另外一个不同的对规则的违反而回到了持盘手手

中，那么延迟计数也必须要随之调整。 

18.2.“走步”违规： 

18.2.1.持盘手只要他们完全在界内或他们已经建立好了一个在界内的旋转中心，那么

他们就随时都可以尝试去完成一次传盘。 

18.2.1.1.不过一位界内场上选手在空中接住一次传盘也可以在接触地面前去尝试进行

一次传盘。 

18.2.2.在接住飞盘并且落地落在界内后，持盘手必须不改变方向地尽可能快地降低速

度，知道他们已经确定好一个旋转中心点。 

18.2.2.1.持盘手可以在减速过程中释放飞盘，只要他们在投掷过程中保持自己与比赛

场地的持续接触。 

18.2.3.持盘手只有当他们确定了一个“旋转中心点”后才能改变方向（做轴心旋转），

这种情况下要将他们身体的一部分与比赛场地上的一个确定的点保持连续不间断的接

触，而这个点叫“旋转中心点”。 

18.2.4.一位持盘手如果是躺着的或者是跪着的，那么他或她不则不需要建立一个旋转

中心。 

18.2.4.1.如果他们站起来了，并且在同一地点上建立了其旋转中心，那么这就不算是

一次走步。 

18.2.5.一次走步违规发生在如下的情况下： 

18.2.5.1.持盘手在比赛场地上一个错误的点上建立了旋转中心； 

18.2.5.2.持盘手在建立好一个旋转中心或释放飞盘前改变了方向； 

18.2.5.3.在接住一次飞盘后，持盘手没有尽可能快地降低他们的速度； 

18.2.5.4.持盘手在释放飞盘前没能保持其已经建立好的旋转中心不变； 

18.2.5.5.持盘手在投掷过程中没能与比赛场地保持持续的接触；或者 

18.2.5.6.一位场上选手为了向任意方向移动而故意失误、漏接或延缓接飞盘给他们自

己。 

18.2.6.在一次无争议的走步违规被示意出来了以后（“走步”），比赛不暂停。 

18.2.6.1.在作出走步示意的场上选手的指出下，持盘手要在正确的点建立一个旋转中

心。双方涉及到的场上选手均不能拖延此过程。 

18.2.6.2.在旋转中心在正确的点上建立起来前，所有的延迟计数都要暂停，并且持盘

手不能投掷飞盘。 

18.2.6.3.防盘手在重新开始延迟计数前必须说出“计数”。 

18.2.7.如果在发生一次走步违规后，纠正旋转中心前，持盘手扔出了一次完整的传盘，

那么防守方队伍可以示意一次走步违例。比赛要暂停，并且飞盘要返回到持盘手手中。

持盘手必须回到发生违规时候他们所占据的位置上。比赛必须以一次验盘重新开始。 

18.2.8.如果在一次走步违规后，持盘手扔出了一次不完整的传盘，那么比赛继续。 

18.2.9.在一次有争议的走步违规并且持盘手还没有释放飞盘后，比赛暂停。 

18.3.“阻挡”违例： 



18.3.1.如果一位防守方场上选手正在防守一位进攻方场上选手，并且防守方场上选手

被另外一位场上选手阻挡以至于不能向着/随着进攻方场上选手移动，那么该防守方场

上选手可以示意“阻挡”。但是如果正在被防守的场上选手与做出阻挡的场上选手都在

对飞盘做出反应，那么这就不是一次阻挡。 

18.3.1.1.在做出“阻挡”的示意前，防守者可以延缓这次示意最多 2 秒以确定

是否这次阻碍会影响比赛。 

18.3.2.如果比赛已经暂停，那么被阻碍的场上选手可以向着他们一致同意的位置移动，

该位置是如果阻碍没有发生的话，他们本来可以占据的位置，除非另有规定说明。 

18.3.3.所有的场上选手应该努力避免阻挡的发生。 

18.3.3.1.在任何的比赛中断期间，对方场上选手可以统一去轻微调整他们的位置以避

免有可能发生的阻挡。 

19.比赛中断 

19.1.受伤比赛中断 

19.1.1.一次受伤比赛中断，即“受伤”，可以被一位受伤了的场上选手所示意出来，

或者也可以被受伤了的场上选手所在的那支队伍中的任意场上选手所示意出来。 

19.1.2.如果任何场上选手有一个开放的或正在流血的伤口，那么一次受伤比赛中断就

必须要被示意出来，并且该场上选手必须要立刻进行一次受伤替换，并且严禁在伤口被

治疗以及密封前重新加入比赛。 

19.1.3.如果受伤不是一位对手造成的，那么该场上选手可以选择要么被替换下场，要

么为他们自己的队伍增加一次队伍暂停。 

19.1.4.如果受伤是一位对手造成的，那么场上选手可以选择留在场上或者是被替换下

场。 

19.1.5.如果受伤了的场上选手已经接住飞盘，并且该场上选手由于受伤掉落了飞盘，

那么该场上选手仍然保留持盘权。 

19.1.6.受伤比赛中断被认为是在受伤发生的时候就已经被示意出来了，除非受伤了的

场上选手在比赛中断被示意出来以前选择继续比赛。 

19.1.7.如果在受伤比赛中断被示意出来的时候飞盘正在空中，那么比赛继续，直到要

么飞盘被接住，要么飞盘击中了地面。如果不是一次犯规导致了受伤，那么任何情况的

完整完成或攻防转换都是成立的，并且比赛在中断后重新开始。 

19.2.技术暂停 

19.2.1.任何意识了发生了一种会危及场上选手的情况的场上选手均可以示意“技术”

来暂停比赛。比赛必须立即暂停。 

19.2.2.持盘手可以在比赛过程中示意一次技术暂停以更换一个严重受损的飞盘。 

19.2.3.在一次技术暂停示意后： 

19.2.3.1.如果这次示意或者这次发生的事件没有影响比赛，那么任何情况的完整完成

或攻防转换都是成立的，并且比赛从此处重新开始； 

19.2.3.2.如果这次示意或者这次发生的事件影响了比赛，那么飞盘返回到持盘手手中。 

19.3.如果一位场上选手在一次受伤后或由于不合规的装备而带来的技术暂停被替换下

场，那么对方队伍也可以选择替换一位场上选手。 

19.3.1.被替换上场的场上选手拥有他们替换的那个场上选手的全部状态（位置、持盘

权、延迟计数等等）。 

20.队伍暂停 



20.1.示意一次队伍暂停的场上选手必须用他们的双手或一只手和盘行成一个“T”型，

并且应该向对方场上选手说出“队伍暂停”。 

20.2.每支队伍可以在每个半场拥有 2次队伍暂停。 

20.3.在一个回合开始后，双方队伍都已经做出准备好了的信号前，双方队伍中的任意

一位场上选手都可以示意一次队伍暂停。队伍暂停将回合开始到紧随其后的发盘之间的

时间延伸增加了 75 秒。 

20.4.在发盘后只有一位有持盘权的并且没有因为和地面的接触而掉盘的持盘手可以示

意一次队伍暂停。当“T”型被摆好时，队伍暂停就开始了，并且暂停持续 75秒。

在一次队伍暂停后： 

20.4.1.不允许替换场上选手，除非受伤。 

20.4.2.比赛在旋转中心点重新开始。 

20.4.3.持盘手保持不变。 

20.4.4.所有其他的进攻方场上选手可以随后在比赛场地上任何地点进行准备。 

20.4.5.一旦进攻方场上选手已经选择好了位置，防守方场上选手就可以在比赛场地上

任何地点进行准备。 

20.4.6.延迟计数保持不变，除非更换了防盘手。 

20.5.如果持盘手在他们的队伍已经没有剩余的队伍暂停的时候尝试去示意一次队伍暂

停，那么比赛暂停。防盘手必须在他们本来会重新开始的比赛中的延迟计数中再加2秒，

然后以一次验盘重新开始比赛。如果这次延迟计数的结果到 10 或更高，那么就发

生了一次“超时”攻防转换。 

飞盘术语 

投掷行为 参见“投掷动作”。 

影响比赛 

如果在合理假定的情况下，一次对规则的违反发生与否对这个具

体比赛场景的结果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就说这次对规则的违反影

响了比赛。 

正在进攻的得分

区 
正在被讨论的那支队伍目前正在试图在里面得分的那个得分区。 

最佳视角 
有可能被一位场上选手拥有的最完整的视角，这其中包含涉及在

比赛中的飞盘、地面、场上选手与边线标识物的相对位置。  

砖 所有的没有被接盘队伍碰到，而且最初落地出界了的发盘。 

示意 

一个对一次已经发生了的犯规、违规、违例或受伤的清晰可以听到的陈

述。下列术语可能会被用到：犯规、走步、具体的防守持盘手违规名称、

违例(或具体的违例名称)、超时、技术暂停、受伤。 

中央区域 包含得分线，不包含得分区和边界线的比赛场地的区域。 

验盘 一位防守方场上选手触碰飞盘来重启比赛的动作。 

正在防守的得分

区 

正在被讨论的那支队伍目前正在试图阻止对手在里面得分的那个得分

区。 

防守方场上选手 不拥有持盘权的队伍中的所有选手。 

得分区 
在比赛场地尽头的两块区域中的一块。双方队伍可以通过在这块区域

中接住飞盘获得一分。 

建立一个旋转中

心 

在一次攻防转换后，旋转中心点就会被确定，并且持盘手通过把他们身

体的一部分（通常是一只脚）放在那里来建立一个旋转中心。在接到一

次传盘后，一位持盘手如果在他们已经停下来了以后想要去移动，他们



必须要建立一个旋转中心。他们通过将他们身体的一部分持续与比赛

场地上的一个具体的点接触来建立旋转中心。 

得分线 将中央区域与各个得分区分隔开的线。 

地面 

地面包含了所有固体物质，这其中包括草、标志物锥桶、装备、水、树、

栅栏、墙和非场上选手，但是不包括所有的场上选手以及他们所穿着的

衣物、空气中传播的粒子和降水。 

与地面接触 

指的是所有场上选手在相对于一次具体的事件或策略与地面的

直接接触。这种事件或策略包含落地或失去平衡后的恢复（比如

跳起、飞跃、倾斜或跌落）。 

防守 
当一位防守者距离一位进攻方场上选手 3 米之内并且对这位进攻方选

手做出反应，就说该防守者正在防守该进攻方场上选手。 

无意肢体接触 所有在本质上不危险并且不会影响比赛的肢体接触。 

发起肢体接触 

所有向着一位站位合规的对手的运动（这种站位不管是他们的静止的

站位还是根据他们已有的速度和方向他们将会出现的位置）。这种运动

会导致不可避免的非无意肢体接触。 

截获 
当一位在防守方队伍中的场上选手接住了一位在进攻方队伍中的场上

选手的一次扔盘时，就发生了一次截获。 

合规的站位 

由一位场上选手的身体建立的静止的站位，不包含延伸出去的手臂和

腿。这种站位当把时间和距离都计算在内的时候可以被所有对方场上

选手避开。 

线 

一个定义比赛区域的边界。在一块未被画线的场地，边界由一条假象的

线来定义，这条线在两个场地标志物之间，线宽与标志物相同。线段不

延伸超过用来标志的标志物。 

对飞盘做出反应 

当飞盘处于空中，并且一位场上选手正在试图与飞盘接触，比方说要去

接住飞盘或者阻挡飞盘。这包括了他们向着想要与飞盘接触的地方跑

动的过程。 

防盘手 可以对持盘手进行延迟计数的防守方场上选手。 

非场上选手 所有目前不是场上选手的人，包括队伍中的成员。 

进攻方场上选手 拥有持盘权的队伍中的一位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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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外 所有不属于比赛场地的东西，包括边界线。 

边界线 
将中央区域或得分区与界外区域分隔开的线。边界线不是比赛场地的

一部分。 

旋转中心 
为了向任意方向移动而将他们身体的一部分与比赛场地上的一个单独

的点始终保持接触，这个点叫旋转中心点。 

旋转中心点 

一个在比赛场地上的点，在一次攻防转换后、发盘后、一次队伍暂停后、

离开中央区域后，或者是一个旋转中心已经被建立了后，持盘手需要在

该点上建立一个旋转中心。一位持盘手如果没有停下来并且没有做轴

心旋转，那么就不认为他或她已经确定了一个旋转中心点。 

比赛 
从比赛开始后到获得一分前的时间。比赛可能会由于一次示意而停止，

在这种情况下，比赛以一次验盘来重启。 

场上选手 正参与到目前比赛回合中至多 14个人中的一员。 



持盘权 

对一个不再旋转的飞盘的持续的接触和控制。 

去接住一次传盘等同于建立对这次传盘的持盘权。 

相对于接到一次传盘，由于与地面的接触使持盘权的丧失将会让场上

选手失去在这点上的持盘权。 

在拥有持盘权的场上选手手中的飞盘被认为是该选手的一部分。 

队伍中的场上选手有持盘权或者队伍中的选手可能会捡起飞盘，那么

就认为这支队伍拥有持盘权。 

比赛场地 包括中央区域和两块得分区在内的区域，但是不包含边界线。 

发盘 
从一支队伍扔给另外一支队伍的掷盘，这次掷盘将会在一个半场的开

始或者在获得一分后以开始比赛。发盘不被认为是一次合规的传盘。 

接盘选手 所有不是持盘手的进攻方场上选手。 

比赛中断 
所有由于一次犯规、违例、讨论、受伤或是队伍暂停而导致的比赛的中

断，这种中断需要用一次验盘来重启比赛。 

投掷 

紧接在任意投掷动作后使一个飞盘飞行在空中，这种情况包括在一次

假动作和一次故意的掉盘后，持盘手失去与飞盘的接触。 

一次传盘等同于一次投掷。 

持盘手 
有持盘权的进攻方选手，或者是刚刚投掷出飞盘并且这次投掷的结果

还没有确定的选手。 

投掷动作 

投掷动作是将动量从持盘手转移到飞盘中的动作，这种动作会沿着飞

行的方向，并且会导致一次投掷。做轴心旋转和摆臂不是投掷行为的一

部分。 

攻防转换 
所有会导致队伍的持盘权发生一次变换的事件。一次攻防转换不被认

为是一次违例。 

飞盘停止的地方 
指的是一个飞盘被接住、或是自然地停止下来、又或是从滚动或滑动中

停止下来所在的位置。 

 

结束 

 

法律许可 

这项文档（“世界飞盘联盟 2017 极限飞盘官方规则”）是基于知识共享署名许可 2.5

许可证的。这项文档的许可方和原作者是世界飞盘联盟，是一个注册在美国科罗拉多州

的非盈利组织。这是一份人类可读的法律代码摘要（完整的许可文件可以在附录 C中找

到） 

 

您可以自由地： 

- 复制，分发，展示和执行这份文档 

- 制作衍生文档 

- 将这份文档用于商业用途 

 

在如下的条件下： 

-您必须以作者或许可方指定的方式对工作进行改编。 

-任何重复使用或分发，您必须向其他人明确这项工作的许可条款。 

-如果您得到来自世界飞盘联盟的许可，上述条件均可被废除。 



 

您的合理使用和其他权利，不会受到上述条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