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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况
GENERALSITUATIONOF



概况

中文名：卡巴迪

外文名：KABADDI  

别 名：KBD              

起 源：亚洲民间

类 型：徒手集体运动

GENERALSITUATIONOF



概况
GENERALSITUATIONOF

Kings and barons’duel discipline

——缩写(K-a-ba-d-di)

卡巴迪（kabaddi）译为：王子（国王和王储、

诸侯王）和贵族训练决斗的运动。

佛祖释迦牟尼修成正果之前，身为王子，将卡

巴迪作为娱乐方式。历史传说，王子们通过卡巴迪

来展示自己的力量和智慧，从而赢得新娘。（摘录

于卡巴迪完全手册记载）

卡巴迪名字的由来



概况
GENERALSITUATIONOF

卡巴迪运动有4000多年的发展历史，是一项古老的运动项目。作为一

项独有集体特色的体育运动项目，又具有独有的特点，卡巴迪技术规则的

独特性（以1人对抗7人、失分下场和得分上场），卡巴迪运动保证了活动

的趣味性，提高了运动人员的应变能力、集中力、力量、智慧、勇敢、敏

捷性、肺活量、肌肉协调性的个人提升和团队精神保障。卡巴迪运动前期

是一项王子们通过卡巴迪来展示自己的力量和智慧，从而赢得新娘。（摘

录于卡巴迪完全手册记载）后来逐渐形成规则和技战术发展成了现在的卡

巴迪运动，因此卡巴迪运动又具有满足所有年龄人群的特性。中国的“老鹰

抓小鸡”、“攻城”等传统游戏与卡巴迪的规则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项目概况



卡巴迪规则
K A B A D D I R U L E



卡巴迪规则
KABADDI RULE

由于卡巴迪在亚洲地区一些国家的广泛开展，其简单的比赛形式，

易于形成规模，因而又被称为“群众运动”。比赛中每支队伍10-12名

运动员（场上运动员7名，其余为替补队员）。比赛分为上下半场，成

年男子、青年男子每个半场20分钟，女子、青年女子和少年男女上下半

场各15分钟，中间休息5分钟，下半场交换场地。卡巴迪成年男子场地

的面积为13m×10m，女子和青年男子为12m×8m，少年为11m×8m。

场地以中线分为两个半场，比赛双方各占一个半场。场地地面平坦、松

软、不滑，不需要任何器械，专业比赛需使用国际标准垫子。

简单规则



卡巴迪规则
KABADDI RULE

比赛时，双方站在己方半场，进攻方派一名运动员，连续不断大声喊唱“卡

巴迪-卡巴迪……”（直到本次进攻结束）进入对方半场，触及对方，安全返回

得分；被对方抓住，对方得分。两个队伍交替进攻和防守，得分高的一方获胜。

在比赛中，得分的主要方式就是进攻队员尽可能的入侵对方的场地，触及对方队

员而不被捕捉。进攻者在喊唱“卡巴迪、卡巴迪……”时，如果出现中断、停止

或喊错，即被罚出场。进攻者通过攻入对方场地，尽可能多地触碰对方防守队员

而不被逮住并且平安返回己方半场才能得分。同时，被进攻队员触碰过的防守队

员要被“逐出”，直到己方得分，才能够按照顺序依次复活继续比赛。如果进攻

队员虽然进入对方半场，被防守方擒住无法返回己方半场，则为进攻失败，进攻

队员被“逐出”，防守方得分并复活队员。

简单规则



卡巴迪规则
KABADDI RULE

卡巴迪标准场地设施

比赛在室外或室内均可。卡巴迪一开始在室外进行，从2002年韩国釜山亚运会，

卡巴迪开始使用专业的地垫实施比赛。

●专业卡巴迪场地 ●业余卡巴迪场地

●草地卡巴迪 ●沙滩卡巴迪

●雪地卡巴迪 ●圆形卡巴迪



卡巴迪规则
KABADDI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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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H Y L O G E N Y



发展史
PHYLOGENY

卡巴迪运动在南亚非常流行，上世纪30年代，有了跨国比赛。1944年印度奥林

匹克委员会制定了统一的比赛规则。这项运动在西印度被称为HU-TU-TU，在东

印度成为HA-DO-DO，在南印度和孟加拉称为chedugudu，在北印度称为kaunbada，

它随着时间的流失经历了地域的变迁，现代卡巴迪综合了这些不同的名称的游

戏规则。印度卡巴迪协会在1950年创立，并且制定了相关的规则。 1972年，印

度、孟加拉国、尼泊尔等国组织联合举办卡巴迪比赛。1978年由印度、巴基斯

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国卡巴迪协会共同发起。成立了亚洲卡巴

迪联合会，现有11个会员国家和地区，南亚地区每年都举办卡巴迪锦标赛或邀

请赛，卡巴迪已发展为国际体育项目。



发展史
PHYLOGENY

在1980年首次亚洲卡巴迪大赛展开。第一次世界卡巴迪锦标赛在加拿大的爱德蒙顿进行，

大概有1万4000名观众观摩了比赛。参赛的队伍有印度、巴基斯坦、加拿大、英国和美国。

1982年卡巴迪被列为第9届亚运会表演项目。1990年北京亚运会男子卡巴迪成为正式比赛项

目。2004年国际卡巴迪联合会建立，首次的卡巴迪世界杯在2004年印度举行。国际卡巴迪

联合会和亚洲卡巴迪联合会被OCA认为是一体的。2016年举办了卡巴迪世界杯。2017年开始

举办东亚卡巴迪锦标赛。

这项运动已经发展到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伊朗、越南、

阿富汗、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土库曼斯坦、阿曼等国家。



发展史
PHYLOGENY

1990年北京亚运会成为正式比赛项目的。这项运动已经发展到中国、日本、新加坡、马

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国家。

在15届亚运会上，卡巴迪比赛将按照亚洲业余卡巴迪协会的比赛规则来进行。如果比赛少于8

支队伍参加的话，比赛将会采用单循环赛制，如果比赛超过8支参赛队的话，将分组循环赛。

卡巴迪是印度的第二大运动，仅次于板球。PKL一个赛季的观看人数超过3亿，参赛人数达到

700人，参与者超过11000人。



发展史
PHYLOGENY

中国发展历程

2010年广州亚运会卡巴迪是

中国队唯一没有参加角逐的

项目。事实上，自从卡巴迪

成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以

来，中国队只是在1990年的

北京亚运会上，由首都师范

大学组建了一支队伍参赛，

此后就连续缺席亚运会。



发展史
PHYLOGE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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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史
PHYLOGENY

雪地卡巴迪



发展史
PHYLOGENY

中俄卡巴迪表演赛 武警队员将卡巴迪运加入到拓展训练



发展史
PHYLOGENY

中国发展历程

2017年7月主持、策划、编写、创作、发行了中国第一本关于卡巴迪运动的书籍《中国卡

巴迪运动》，结束了卡巴迪运动在国内没有规则、不懂规则、无参考资料的局面。

2018年11月18日出访台湾省卡巴迪协会，参观运动员训练。



发展史
PHYLOGENY



发展史
PHYLOGENY

中国发展历程

2019年3月22日出访国际卡巴迪联合会，并达成签定6项会议内容，成为国际承认的中国推

广组织。此一行不仅得到国际上的认可与支持，更是取得了卡巴迪运动的最新规则与训练

技巧。为中国在培养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奠定了基础。

2020年11月4日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正式成立全国卡巴迪运动推广委员会。

2021年7月12日在河南林州举办了首次全国卡巴迪运动推广委员会工作会议。



发展史
PHYLOGE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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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际卡巴迪联合会主席

贾纳丹·辛格·盖赫勒特签署会议纪要

与国际卡巴迪联合会主席

贾纳丹·辛格·盖赫勒特互赠卡巴迪规则书



发展史
PHYLOGENY



标 语
S L O G A N



标语
SLOGAN

体育文化是体育文化产业的灵魂和支柱，利用体育文化发展了体育文化产业，体育文化产业是体育文化

的骨架和载体，体育文化产业取得成功又繁荣了体育文化，两者相互驱动，共同发展。无论是从外部环

境还是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看，都需要主动融入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现代化强国建设总体规划中，

成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逐步落实的重要抓手，进而实现“体育+产业”模式的发展。接下来文化发展

委员会将积极推进职业教育学院专业设置优势，推动卡巴迪运动职业教育推广；制定文化产业布局及发

展规划，整合平台资源，公益性和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积极参加各级各类创新赛事，拓展融通渠道。

新媒体、网红经济体植入发展，结合新媒体经济和后疫情时代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宣传和推广，营造有利

于卡巴迪运动文化发展的氛围，促进卡巴迪运动的发展；卡巴迪运动体育俱乐部，周边（运动品牌服饰、

饮料、智能穿戴、文创、食品、游戏等）、主题餐厅，运动咨询服务等；科技创新与卡巴迪运动结合，

结合区域经济和政府发展规划，碳中和碳达峰，打造科技创新运动概念。

卡巴迪运动的文化产业发展路径中还处于起步阶段，因而对于资本有着较强的需求。接下来，文化产业

发展委员会将积极对接社会资本，引入多元投资主体，聚合社会资本，助力卡巴迪运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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