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ACBA 桥牌论坛沙龙
（理事会预先收集的问题讨论）

王建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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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ACBA理事会本次收集的问题从数量到质量(⼴度、深度)均出乎意料。
首先对桥友们的热情、学识、及钻研精神表示钦佩

引⾔

2. 对所提问题是有选择性地回答，还是逐⼀回答？
经慎重考虑之后决定采取后者

3. 尽⼒使每位参与者都能有所收获，哪怕是相对有限的收获。
欢迎线下进⼀步的交流

4. 因涉及的⽅面较多，问题回答的深浅、准确程度不⼀定适合每⼀位桥友。
不⾜之处尚请谅解

5. 因时间关系，推进的速度会比较快——可能会导致⼀些跟不上的情况出现。
敬请对某个问题特别感兴趣的桥友之后再观看录像的相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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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师桥牌经历丰富、成果磊磊， 如何诠释“桥牌与⼈⽣”？

首先感谢这位桥友的捧场，如此评价实不敢当。
这样⼀个⾼深且内涵丰富的问题，应该更适合⼀些世界级的名流、⼤家来回答。

不过既然是沙龙，也就不揣浅陋和⼤家聊聊个⼈的桥牌经历，
或许能给年轻⼈以某种启迪。

⼀、桥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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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高中时开始接触桥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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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 for Pl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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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d for Win!

《中华精准制》(郭哲宏著)
1977年台湾世界文物出版社

毕业于台大土木系的郭哲宏的理工
科思维贯穿全书，读过之后，你对
每个叫品不仅知其然，还知其所以
然。它把规则、定义，以及这里面
蕴含的思想体系交代得非常清楚。

魏重庆：本书所述之中华精准制，
实为黄光辉君⼗余年来之⼼⾎结晶，
⽽郭君笔下，条理分明，牌例详尽，
已将本制度之精华，尽置于⼀书之中。
读者细读本书，除可获知最正宗之
精准制及其最新发展，于⼀般桥艺理
论⽅面，亦⼼收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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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兴趣为基础，产生学习的动力。

!"#$%&'()

! 有好书、看好书，从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 有一个积极向上的团队
（优秀的老师、和谐的搭档、奋进的队友）

! 天分加勤奋
（良好的形象思维、严密的逻辑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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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思维

逻辑思维

团队精神 自律+宽容

1981年高中班入学49人，1983年高考(部分)结果：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5；北京大学：33（含北医5）；清华大学：7

（高中/大学的搭档是北京大学当年全国录取的数千新生中的最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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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项以概率为基础的智⼒游戏，
桥牌包含了许多可以帮助⼈⽣和事业的哲理。
本⼈也从中受益匪浅。

在此仅通过⼏个牌例稍作说明（势必挂⼀漏万）。



ª A108532
© K9853
¨ ——
§ AK

王建坚
ª Q76
© A
¨ AKQJ864
§ Q10
南：7NT
首攻：♥Q

1987年北京⾼校桥牌锦标赛杯决赛 第13副双⽅有局

KJ
J10

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因未能探察出同伴的§AK为双张，预期的13墩变成了12墩。

ª A108532
© K9853
¨ ——
§ AK

ª 4
© Q7
¨ 72
§ 4

ª
© 2
¨ 10953
§

ª Q76
© A
¨ AKQJ864
§ Q10

庄家赢的♥A后只得连续兑现¨，5轮¨之后：



ª A108
© K98
¨ ——
§ AK

ª KJ
© J10
¨ ——
§ J874

ª 9
© 54
¨
§ 96532

ª Q76
© ——
¨ 864
§ Q10

在第5、6轮♦上垫掉明⼿♣AK！将12个
赢墩减少为11个，并形成如下局势：

ª A108532
© K9653
¨ ——
§ AK

ª KJ4
© QJ107
¨ 72
§ J874

ª 9
© 542
¨ 10953
§ 96532

ª Q76
© A
¨ AKQJ864
§ Q10

在♦4上西家不得不垫♣8(希望同伴有♣10)，
南家兑现♣Q将西家♣J击落产⽣第12个赢墩
兑现♣10在⾼花上挤死西家产⽣第13个赢墩



1987年6月20日《北京晚报》——三倍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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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 AQJ105
© A
¨ AKQ6
§ Q84

ª 976
© Q7642
¨ J53
§ 75

王建坚
ª K4
© K95
¨ 74
§ J109642

ª 832
© J1083
¨ 10982
§ AK

1988年国家队集训混合双⼈赛 第5副南北有局

北：6ª
首攻：§J

1 E:§J;S:§A;W:§7;N:§4

2 S:ª2;W:ª7;N:ªJ;E:ª4

3 S:§8;W:§2;N:§K;E:§5

4 S:ª3;W:ª6;N:ªQ;E:ªK

5 E:§9;S:ª8;W:ª9;N:§Q

换位思考绝地反击



1988年10月25日《棋牌周报》——佳节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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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 ——
© 109863
¨ J643
§ KQJ4

ª J963
© QJ7
¨ 1098
§ 1098

ª 4
© AK5
¨ AQ52
§ A7653

王建坚
ª AKQ108752
© 42
¨ K7
§ 2

1989年北京市第七届优胜杯决赛 第2副南北有局

南：7ª
首攻：§K

1 W:§K;N:§A;E:§10;S:§2

2 N:§3;E:§9;S:ª2;W:§4

3 S:ªA;W:♥10;N:ª4;E:ª3

居安思危处变不惊

发现ª4-0后，用明⼿的♥AK、♦AQ
分别进⼿4次完成3次将吃和最后⼀次
从明⼿出牌，完成了对东家的擒将。

这样⼀副看似有14个赢墩，马
上就可以摊牌声称+2210的牌，
难道有什么危险吗？

这⼿牌成功的关键在于在第⼀墩上即
看到定约唯⼀的危险所在（ª4-0），
并及时地为可能的擒将打法作准备
——利用明⼿的§A进⼿缩⼀次将。



2018年11月3日《海南桥牌节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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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 A9742
© K1092
¨ KQJ
§ 9

ª 86
© 6
¨ 10862
§ Q107654

ª QJ103
© 8543
¨ 7
§ AKJ8

ª K5
© AQJ7
¨ A9543
§ 32

2007年北美桥牌⼤赛Spingold杯四分之⼀决赛 第12副南北有局

细节决定成败/勿以善小而不为

东家§K赢得首攻后换攻ªQ。
为防⽌两个红花⾊均4-1发布，
庄家小⼼地以明⼿ªA赢得，随后：
©K、©A，将吃§3；
©J、©Q清将；兑现¨KQJ；
ªK回⼿取最后两墩¨。

南 北
敖海龙 王建坚
1¨ 1ª
1NT1 2¨2

2© 4§3

4¨4 4©
4NT5 6©6

==

1. 13∼16点。
2. 进局逼叫Stayman。
3. Splinter显示配合及单缺。
4. 扣叫
5. 扣叫ª！显示余⼒。
6. 欣然接受邀请。

首攻：♣5



2007年10月17日 Washington Post/华盛顿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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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您的桥牌实践中，特别是在建设与完善《科学⼆盖⼀叫牌体系》的体系过程中，
有哪些是您发明且特别值得推荐的用法/约定？

a.科学⼆盖⼀体系是在传统及各种现代自然体系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

b. 其中的⼤部分都是延用已经存在(多时)的用法/约定。
当然，其中少不了有效的综合、组合和改进。
在这⼀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名家、世界冠军(Eric Kokish, Steve Robinson, Kit
Woolsey, Bob Hamman, Chip Martel, Bart Bramley, Jeff Ruben, and a lot more)
的帮助，在与他们的交流、讨论中收获良多。

c.真正称得上发明的相对有限。在此仅就叫牌体系中的主要部分各择⼀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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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阶花⾊开叫

1© 2ª
（多义）

a. 3张©支持，有限加叫 (同伴2NT接⼒后再叫3©)
b. 3张©支持，恰好到局实⼒ (同伴2NT接⼒后再叫4©)
c. 10-12HCP，6张以上好的低花套 (同伴2NT接⼒后再叫3♣/♦)
d. 10-12HCP，4张以上©支持含缺门 (同伴2NT接⼒后再叫3ª)
e. 13-15HCP，4张以上©支持含缺门 (同伴2NT接⼒后再叫3NT/4♣/♦)

理论/技术考虑：
a. 同伴1©开叫、右敌不叫之后，2ª作为阻击叫意义有限，强牌跳叫亦非必需；
b. 2ª包括低花邀叫，留出3♣/♦应叫作为Bergen加叫；
c. 2ª包括3张©的邀叫及刚好到局实⼒，使得1NT应叫不再逼叫；
d. 常规小Splinter叫和正常Splinter叫中的缺门⽆法在成局线以下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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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NT开叫

1NT 3♦/©

定义：9+∼13点（进局实⼒，但不排除满贯可能），©/ª单张的三套牌。
4-1-4-4/4-1-(5-3)/ 3-1-(5-4)、1-4-4-4/1-4-(5-3)/1-3-(5-4)型，。

理论/技术考虑：
a. 与传统的3©/ª显示©/ª单张的三套牌相比，转移单张应叫给了开叫⼈

作接⼒(叫单张花⾊)问叫的空间；
b. 3♦/©转移单张应叫可以包括更多的牌型，也更有利于低点满贯的试

探；
c. 传统显示5-5低花强牌的3♦改为3ª对这类牌的后续影响不⼤，况且1NT

开叫后5-5以上低花强牌出现的机会本就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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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开叫

2♣ 2♦
(2© 2ª）
4♣/♦

定义：2♦后，4-4-0-5、4-4-5-0型 ；
2ª后，4-4-1-4、4-4-4-1型。

理论/技术考虑：
4-4-(4-1)、 4-4-(5-0)的三套型强牌是任何体系都很难处理的⼀类牌。
首先，我们主张提⾼这类牌开叫2♣的要求——24点以上；
其次，我们设计了这类24点以上三套强牌的后续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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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阻击开叫

定义：对♣强度的询问叫，以探索3NT为主要目的 。

理论/技术考虑：
传统的以3♦寻求5-3⾼花配合的用法并不很适合阻击叫之后。
Hamman名⾔：在对⽅阻击性开叫后，只要3NT是个选项就叫3NT。
我们认为在同伴的3§开叫后，试探3NT也应该优先于寻找5-3⾼花配合。
特别是考虑到同伴有⼀个7张或好的6张套时，对⽅的牌往往是非均型的，
即使有5-3⾼花配合也不见得就要打⾼花 。

3♣ 3♦

答叫：
3©：在同伴持§A或K的双张时可打3NT。

通常是§有AKQ中2张的6-7张套，或是有A或K的8张套。
3ª：⾼限牌。在同伴持§双小时，可打3NT。

通常是§有AKJ、或AQJ加少许余⼒、或§AQ加旁门K、或§KQ加旁门A。
3NT：弱答叫。在同伴持§A或K的双张时不愿打3NT，即AKQ中最多有1张。



E. 满贯叫牌

ª Q76
♥ J5
♦ AK765
§ AK9

ª A
♥ 862
♦ J983
§ J8753

ª J10842
♥ AKQ3
♦ 102
§ Q10

ª K953
♥ 10974
♦ Q4
§ 642

2014年世界桥牌综合锦标赛混合团体赛32强赛 第3副 东西有局

西 东
王建坚 同伴
1ª 2¨
2© 2ª
2NT1 3§2

3©2 4¨2

4ª 4NT3

5§4 6ª5

==

1. 12∼14点，5-4-2-2型。
2.扣叫。
3. 关键张问叫。
4. 1个关键张。
5. “相信同伴肯定持有ªA，
⽽南家持有ªK(被飞死)”。

庄家在⼀贯礼貌性地称赞了同伴的叫牌与持牌后，极有
信⼼地连打明⼿§K、ªQ。南家盖上ªK?!（之后其并不
正确地辩解道：我还有ª9啊），这使得笔者侥幸成为
唯⼀叫到（不值得骄傲）且完成满贯定约的庄家。

首攻：§3

反映出关键张问叫的问题：将牌K并不总是等同于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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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列局势下，有必要确定我⽅缺的是A还是将牌K，以便决定是否要叫（⼤）满贯。

a.联⼿有11、12张将牌时：有52%、100%的机会击落所缺的将牌K；
b.在对⽅参与了叫牌之后：某个⽅向飞中将牌K的机会远远⼤于50%；
c. 因比赛形势或战术/运⽓考量，希望在缺将牌K时打成功率为50%的满贯。

特殊关键张问叫 (Special Keycard Asking)

1. 在使用正常反冲式罗马关键张问叫(4T+1)的同时，将四阶将牌加两级(4T+2)的叫品
作为特殊关键张问叫使用。这⼀用法通常在对⽅⼀⼈显示出实⼒之后使用。
2. 使用特殊关键张问叫者：处于持强牌对⼿的前⼿或不知哪个对⼿持强牌时，其应同
时缺将牌AK；如果处于持强牌对⼿的后⼿时则肯定持有将牌A⽽没有将牌K。
3. 当答叫⼈处于强牌对⼿后⼿时：加1∼4级为0-0.5/2.5、1/3、1.5/3.5、2/4个关键张。
其中将牌A为1.5个关键张、旁门A为1个关键张、将牌K为0.5个关键张。即强调将牌A
的特别作用，⽽降低将牌K的价值。这样我们可以打缺⼀个旁门A及将牌K(1.5个关键
张)的小满贯，但不会打缺2个旁门A或将牌AK(均为2个关键张)的小满贯。
当答叫⼈处于强牌对⼿的前⼿时：因问叫⼈持有将牌A，可采用简单的⿊⽊A答叫—
—即忽略将牌K。同时，在问叫⼈后续询问将牌Q时将将牌K等同于将牌Q回答。



ª A
♥ AJ109743
♦ AKQ6
§ 10

ª K84
♥ Q5
♦ J104
§ AJ873

2020年北美国家队式团体赛选拔赛第四节 第1副 双⽅⽆局

西 东
敖海龙 王建坚

(1ª) X
2NT 3©
3ª 4¨
4© 5§1

5©2 5ª3

6ª4 7©5

==

1. 4ª为扣叫，4NT为反冲式罗马关键张问叫，
⽽5§则是特殊关键张问叫。在对⽅有实⼒者的后⼿，必然持有©A。

2. 1个A（但未提供有⽆©K的信息）。
3. 接⼒询问©Q或©K。
4. 有©Q或©K，外加ªK。越过6©的答叫是基于我⽅⾄少可以完成6NT⽽叫出。
5. 非常理想，谢谢。

在飞死北家标明的©K之后收获+1510及14IMP (另⼀桌的对⼿仅叫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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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Bridge World

2021年5月 IBPA Bulle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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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桥牌是⼀个随机性很⾼的概率智能游戏，输赢都是⽆法预测，常常⽆法操之在我。
作为竞技桥牌（或者业余牌⼿打竞技桥牌）牌⼿， 应该如何看待牌局的输赢？
特别是如何看待对⽅偶尔叫出的“惊艳叫品”（可能不符合特定的体系逻辑）
或者打出小概率事件的攻防“神牌”（不合情理但又没有违规的非常规出牌）？

a.作为概率游戏，确实⽆法保证理论上正确的⾏动⼀定获得成功的回报。
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努⼒追求理论上正确的⾏动，并以此提⾼我们成功的概率。
或许“常常操之在我，偶尔归于运⽓”的说法更为准确？

b. 看淡单场比赛的输赢，享受自我提升的过程及逐渐提⾼的胜率。
顺利时不张狂、逆境时不放弃（⼈⽣岂非亦是如此？）

c. 不吝惜对对⽅“惊艳叫品”及 “攻防神牌”的赞美。
同时努⼒学习对⽅叫牌、攻防的思路。
切忌轻率地对对⽅的牌品、牌德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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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北 东 南
敖海龙 Nunes 王建坚 Fantoni

1♥ --
-- X 2§ X!
-- 2NT -- 3NT
==

ª A3
♥ A10973
♦ ——
§ KJ6543

ª J762
♥ KQ4
♦ A107
§ AQ2

ª Q4
♥ J82
♦ Q98532
§ 107

ª K10985
♥ 65
♦ KJ64
§ 98

在另外15桌上都是由南主打4ª，防守⽅在§
首攻后⾄少可以得到包括§K、ªA、©A、
和ªQ(第三轮§上的提升)在内的4墩牌。

由北打3NT或4ª都有10墩牌

2009年北美桥牌锦标赛瑞⼠移位赛决赛 第8轮 第22副 东西有局

Fantoni选择加倍⽽不是叫5张ª符合以下现代竞叫理念：
1. 低阶加倍更多地被用作传递信息的⼿段，⽽非惩罚对⽅的利器；
2. 尽⼒选择正确的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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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代叫牌中很多传统⽅法已经进化多变。 比如阻击叫已经是面目全非了。
请谈谈现代阻击叫的原则、阻击时机、阻击战略（什么时候不宜阻击）？

⼆、传统叫牌的变迁

以弱⼆开叫为例：
第⼆家弱⼆开叫时同伴持好牌的机会约为50%，所以要相对慎重。
我们采用比较传统的标准：6张套且通常⽆好的4张旁门。
第⼀、三家弱⼆开叫时同伴持好牌的机会分别为33%和0%，所以应相对积极。
第三家更应尽最⼤可能⼲扰对⼿。
第⼀、三家⽆局时保证好的5张，有局时仍保证6张。
⾄于是否可以是弱7张或有第⼆套，我们的态度是宽容的。
现代叫牌更强调对对⽅的⼲扰，有时不惜牺牲⼰⽅的部分利益。关键在于平衡点的
选择，是更倾向于建设性还是破坏性。属于弱牌的弱⼆开叫可更强调后者，但也应
在适度的范围之内。我们建议第⼀、三家弱⼆开叫允许含不好的4张⾼花或5张低
花。———摘自《科学⼆盖⼀进局逼叫——逻辑与思维》

不宜阻击的牌：
点⼒分散，尤其是旁门多A、K、QJ等结构时；
阻击花⾊过于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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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北 东 南
Meckstroth Demuy Rodwell Kranyak

2ª1 --
3ª2 ==ª KJ1064

♥ 7
♦ Q1052
§ Q64

ª Q5
♥ AQJ1065
♦ A8
§ 1085

ª A97
♥ K983
♦ K43
§ J32

ª 832
♥ 42
♦ J976
§ AK97

2014年世界桥牌综合锦标赛Rosenblum杯A组半决赛第三轮 第18副 南北有局

1. 在⽆局时以不错的5张套开叫弱⼆。
2. ⼤多数西家选择了不叫。

西 北 东 南
Hurd Katz  Wooldridge Nickell

2ª1 --
--2 3♥ ==

3ª、3♥均在防守⽅的♦换攻/首攻后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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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 2
♥ K97652
♦ QJ984
§ 5

ª J107643
♥ Q103
♦ A1053
§ ——

ª 98
♥ A84
♦ 72
§ AK9732

ª AKQ5
♥ J
♦ K6
§ QJ10864

2018年世界桥牌综合锦标赛混合团体赛决赛下半场 第28副 南北有局

西家持6-5红花⾊，第⼀家时应如何选择开叫？
如果阻击，何种程度为宜？

原则：在配合程度相当的两套中，应选择缺A的花⾊作为将牌以降低对⽅将吃的机会。
（有♦A的6♦在对⽅©3-1时将被将吃，缺©A的6©仅在对⽅♦3-1且长♦者持©A时才有将吃)

西 北 东 南
Willenken D.Rosenberg Brock M.Rosenberg
4©1 -- -- X
-- 5§ 5© 6§
== 

西 北 东 南
Cole Ritmeijer Palmer Ticha
2©1 3§ 4© 4NT
5¨ X -- 6§
-- -- 6¨ X
== 

结果：6§=; 6¨X-3
（6©X-2将是东西⽅最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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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针对敌⽅的⾼级阻击叫（比如4©或4ª）如何评估⼰⽅牌⼒并采取对应策略？

再次强调：面对对⼿日益频繁的阻击性叫牌
我们的策略：
尽量拥有⼀套较为先进和完整的应对体系，其中完整性是减少因误解造成损失的
关键；不追求完美，尽可能地采取较为通俗⽽直接的⼿段；不要求每次都获得最
佳的得分，但希望从长期来看有⼀个较好的结果。

我们的原则：
绝不追求完美，许多时候⼀个次佳的定约已⾜以成为不错的结果；
在持强牌或好的牌型时，可假设同伴有⼀定的配合与支持，并在此基础上叫牌；
保证各种相对常见类型的牌都⾄少有某种接近的处理，并不惜以牺牲叫准某种特
定牌的机会为代价；
在持难以决定的边缘牌时，并不介意选择防守（哪怕是在重加倍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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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现代防守叫牌——机遇与挑战》

首先要明确加倍的含义。不少牌⼿的定义是对⽅叫的越⾼，技术性含义越小，⽽
惩罚性含义越⼤。比如对4©的加倍是70％技术性，30％惩罚性；对4ª的加倍则
是30％技术性，70％惩罚性；⽽到了五阶则是惩罚性。
这个说法并不正确，准确的说这类加倍均应以技术性为主——都是要求同伴持相
对均型牌时不叫，持相对畸形牌时叫牌。但是随着叫牌⽔平的增⾼，对应叫⼈继
续叫牌的要求也相应提⾼，即相对畸形的定义更加严格。

其次是什么牌可以在同伴的加倍后继续叫牌。4ª可以是5张及不坏的牌型；五阶
则通常是6张以上，且立⾜于打成。最难处理的牌是含对⽅花⾊的三套牌，这需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吃不准时可倾向于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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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叫。痛苦的选择，可能是在-790或-990
与-800或-1100中猜断。但如果同伴能独自
击败4ª，那么叫5§就会⼤亏——因为同
伴⼀定加叫6§ 。

ª 5
© 874
¨ 9742
§ J9542

4NT。持2-2-(5-4)型牌要不要抢五阶？单
就牌型⽽⾔属边缘，因此如何决定将取决
于整⼿牌的攻防比。长套中持KQJ显然应
倾向于进攻。

ª A4
© 52
¨ K1097
§ KQJ84

4NT。持5-4低花、单张ª时，

请同伴选择低花。

ª 4
© 952
¨ AQ104
§ Q9853

ª 984
© Q9765
¨ 4
§ K1032

不叫。虽然有个单张，但这⼿牌的5张套
还是差了点，多个©J就倾向于叫5©。

双方有局
西 北 东 南

4ª 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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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eak 2 开叫与阻击叫的区别和防守策略？

弱⼆开叫是现代叫牌中变化最⼤，最具“弹性”的开叫。
各种以前公认的标准比如6∼10点、6张以上好套、旁门没有4张⾼花或5张低花、
没有2个A、没有缺门等等，都被现代牌⼿以各种各样的借⼝抛诸脑后。
随着日趋频繁的弱⼆开叫，我们确实需要⼀套更为完善的应对⽅式。
在此(因时间关系)仅以加倍后直接出套和经Lebensohl后再显示好牌为例说明如何
完整地显示和区分各类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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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新花⾊：8∼11点，自然叫。
3ª，新花⾊：8∼11点，5张以上套。
3©/ª，扣叫：持牌为以下两种之⼀：
进局以上实⼒但对⽅花⾊⽆⽌，

⽆4张未叫⾼花；
满贯兴趣，5张以上未叫⾼花(将于下⼀轮

出套)。
3NT：进局实⼒及对⽅花⾊中⽌张，

但⽆4张未叫⾼花。
4§、4¨：6张以上套，进局逼叫。
4©/ª，跳扣叫：双低花，满贯兴趣，

对⽅花⾊有控制。
4ª/©，未叫⾼花：8∼11点，5张以上套

(依靠好的牌型)。
4NT：双低花，进局实⼒，

对⽅花⾊有控制。

不叫、3¨、3©，新花⾊：8-点，自然叫。
3ª，新花⾊：8∼11点，4张套。
3©/ª，扣叫：进局以上实⼒但对⽅花⾊⽆

⽌，含4张未叫⾼花。

3NT：进局实⼒及对⽅花⾊中⽌张，
且含4张未叫⾼花。

4§、4¨：6张套及4张未叫⾼花，进局逼叫。
4©/ª，跳扣叫：双低花，满贯兴趣，

对⽅花⾊⽆控制。
4ª/©，未叫⾼花：11∼14点，5张以上套

(依靠充⾜的实⼒)。
4NT：双低花，进局实⼒，

对⽅花⾊⽆控制。

2©/ª X -- 2NT
-- 3§ -- ？

2©/ª X -- ？

总结：⼀个叫品是直接叫出还是经Lebensohl约定叫后
延迟性叫出的区别在于前者描述的牌情相对单⼀，⽽
后者则相对复杂，往往有其他值得认真考虑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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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NT开叫也是变化⽆穷。比如1NT对牌型的要求从最早的严格均型，到后面
允许弱5+m；从不允许单缺，到可用单张⼤牌（A/K），再到最近可用6/7张
的m开叫1NT，有什么原则和依据决定是否开叫1NT 以及得失预估？

应该说现代1NT开叫允许5M，6m，单张A/K/Q.

1NT开叫的要求越来越宽松的原因：
a. 统计发现在持同样点⼒的相对均型牌时，1NT开叫较⼀阶花⾊开叫有利；
b. 可以解决⼀些再叫的困难，这也是衡量是否要开叫1NT的主要标准；
c. 1NT开叫的阻击效果不可小觑。

我们建议的原则：
a. 第三、四家更多地开叫1NT（阻击对⽅；⼰⽅满贯机会小）；
b. 非标准牌型1NT开叫的优先次序：
6m322 > 5H332 > 5S332 >低花单张⼤牌 >⾼花单张⼤牌；

c. 仅在确实没有接近的再叫时才会以⾼花单张开叫1NT
（如持1NT开叫的中间点⼒，即不宜往上、往下靠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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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代叫牌约定叫多如⽜⽑，如何选择最佳约定叫？
有没有⼀个基本原则和要求（比如是个性还是有效性使然）

三、约定叫的使用
——相关原则和要点

选用约定叫的原则（《现代叫牌中常用的概念、原则及趋势》讲座）：
1. 优先选用与叫品自然含义无冲突或少有冲突的约定叫(减少记忆负担)；
2. 优先选用逻辑性强(便于记忆)和发生率高(不易忘记)的约定叫；
3. 优先选用经济性和安全性均好(高效)的约定叫；
4. 优先选用即使忘记或发生误会, 后果也不严重(提高错误容忍度)的约定叫。

1© 1NT
2© 2ª?

⽆冲突
(很适合作为约定叫)

(1©) X (2©) X？

略有冲突
(适合作为约定叫)

1© 1ª
2§ 2¨?

有些冲突
(谨慎作为约定叫)

2NT 3NT?

严重冲突
(不太适合作为约定叫)



1¨ 1ª
3©/4©?

3©: 4张支持, 14∼15点, 小Splinter叫;或19点以上, 超级Splinter叫;
4©: 4张支持, 16∼18点, Splinter叫。
这一用法完整覆盖14点以上的各种Splinter叫，设计较前两种用法为优

3©: 4张支持, 16∼18点, Splinter叫单张;
4©: 4张支持, 16∼18点, Splinter叫缺门（发生率较低）。

3©: 3张支持, 16∼18点, 并持6张以上好开叫套（发生率较低）;
4©: 4张支持, 16∼18点, Splinter叫。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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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uebid的用法有⼗⼏种（limit raise, mixed raise, western, eastern, control-
showing, choice of game, all purpose, top-bottom suits, unassuming etc.）, 
使用不当可能导致混乱， 比如Top-bottom cuebid, Michael cuebid,和
leaping Michaels 对牌⼒的要求？

Cuebid⼤致可分为以下⼏⼤类：
较为传统的：
a. 显示额外实⼒（Limit Raise+/unassuming）；
b. 显示控制（control showing）；
c. 显示/寻求⽌张（Western, Eastern）。
较为现代的：
a.显示额外实⼒（all purpose）；
b.显示特定配合、牌型（Mixed Raise, choice of game）；
c.显示特定牌型（Top-Bottom;Michaels; Leap Michaels; Non-Leap Michaels）；



⽆局⽅（1¨） 2¨的最低要求？

ª Q9432 
© K9432  
¨ 32  
§ 2

ª 2  
© KQ432  
¨ 32  
§ KJ932

ª 2  
© KJ432 
¨ 32 
§ QJ932

ª QJ432  
© KJ432  
¨ 32  
§ 2

Michaels争叫要求

有局⽅（1¨） 2¨的最低要求？

⽆局⽅（1ª） 2ª的最低要求？ 有局⽅（1ª） 2ª的最低要求？

41

摘自《现代防守叫牌——机遇与挑战》



（1§/¨） 2§/¨的点⼒范围？

⽆局/有局：5+/7+HCP，连续实⼒(两套均可在⼀阶叫出)

⽆局/有局：7+/9+HCP，连续实⼒(两套均⽆法在⼀阶叫出)。
例如： ª2  ©32  ¨AQ432  §AQ432 

⽆局/有局：7+/9+HCP，连续实⼒(两套均⽆法在⼀阶叫出)

7-10 或 15+HCP，好或坏(⼀套可在⼀阶叫出)

双套牌争叫 (Michaels扣叫之延伸)

（1©） 2©的点⼒范围？

（1ª） 2ª的点⼒范围？

（1©/ª） 2NT的点⼒范围？

（1§/¨） 2NT的点⼒范围？

7+/9+~11 或 15+HCP，好或坏(有⼀套可在⼀阶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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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 KJ10742
© 72
¨ Q102
§ Q4

ª A ª Q9863
© J106 © KQ9843
¨ J853 ¨ A
§ K9752 § J

ª 5
© A5
¨ K9764
§ A10863 

西 北 东 南
孙少林 Sontag 康蒙 Berkowitz

1© 2¨1

3¨ 3ª2 4© --
-- 4ª X ==

结果：4ªX -4，-800

2011年北美桥牌锦标赛(春季)Vanderbilt杯16强 第14副 双方无局

1. 2NT为好(15+点)或坏(7∼10点) 。
以如此差的5张¨作⼆盖⼀争叫后再也没
有机会去显示更好的5张§了。
2. 误以为其¨是好的，期待2张ª配合，4ª
即使打不成，也是个值得的牺牲。不知同
伴的¨如此之弱，却有⼀个更好的§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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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 Leap Michaels争叫要求

（2©/3ª） 4§/¨的最低要求？

44

对⼿的开叫越⾼，4§/¨争叫的要求越低！
看似奇怪，却合牌理——在较⾼的开叫后，我们的其他选择较少。

ª AQ874
© 2 
¨ A4
§ AQ1053

可在对⽅2©开叫后争叫4§，显示⾄少8墩的实⼒。
牌稍弱时可由2ª起步

ª 2  
© AQ874  
¨ 54  
§ AQ1053

可在对⽅3ª开叫后争叫4§，显示⾄少7墩的实⼒。

注意：(Non) Leap Michaels争叫为⽆上限的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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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KC问叫⽅法（Blackwood, Kickback, Minorwood, Voidwood, 
TURBO, …）已经不少，有没有评估结果哪⼀个问叫比较理想？
比如Minorwood与4NT Blackwood的适用性与优缺点？

a. 关键张问叫（关键张的定义等）；
b. 反冲式罗马关键张问叫（Kickback）；
c. 低花关键张问叫（Minorwood）；
d. 双套关键张问叫（6RKC）；
e. 排除性关键张问叫（ERKC/Voidwood）；
f.包含性关键张问叫（IRKC）；
g. 特殊关键张问叫（SKRC）;
h. 超级Gerber问叫；
j. 关键张问叫的禁忌及何时可以打破。

Kantar： Roman Keycard Blackwood
——⼀本值得⼀读，但并非特别推荐的典籍。

《现代满贯叫牌——技巧与默契》（七）：关键张问叫——输墩的整体检查
将从《桥牌》杂志2021年7期开始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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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据不完全统计防守1NT开叫目前有56+个约定叫牌， 如何从中挑选
最有战⽃⼒的约定叫牌（是⼤众常用的还是鲜为⼈知的更有效⼒）？

这显然不是⼀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也不可能有标准答案。
（否则也就不会有如此五花⼋门的应对⽅式）

作为⼀个与1NT开叫标准相关的问题，我们乐于分享⼀些1NT防守叫牌的考量及⼼得。

1. 随着1NT开叫对牌型要求的放宽，1NT开叫的频率
日增。极有必要完善对1NT开叫的防守叫牌。

2. 应对强1NT开叫采取更为积极的争叫策略。
3. 鉴于1NT开叫阻击性好的特点，防守叫牌的设计应

尽可能地覆盖各类牌型。

参考《现代防守叫牌——机遇与挑战》第10、11章



ª 94
© KQ102
¨ AQJ98
§ Q2

ª J76 ª KQ8
© AJ84 © 9
¨ K3 ¨ 1076
§ 9765 § AKJ843

ª A10532
© 7653
¨ 542
§ 10

西 北 东 南
Robson Gawrys Forrester Klukowski
-- 1NT --? 2©
-- 2ª ==
结果：2ª=，+110

2015年世界桥牌团体赛百慕⼤杯半决赛(波兰队-英格兰队)    第96副 东西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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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北 东 南
Kalita Bakhshi Nowosadzki Gold
-- 1¨ 2§ X
XX 2© 3§ ==
结果：3§+1，+130

波兰队在最后⼀副牌上收获6IMP并实现绝杀，以207:205.3IMP惊险逆转晋级决赛。
⽽英格兰队势必因为在对⽅强1NT后未有积极竞叫的⼿段和勇⽓⽽深感遗憾。

这也是我们强烈建议在对⽅1NT开叫后使用多义加倍的原因



ª AQJ4
© KJ8
¨ AJ2
§ 742

ª K75 ª 632
© Q543 © A
¨ 54 ¨ KQ109876
§ KQJ3 § A5

ª 1098
© 109762
¨ 3
§ 10986

西 北 东 南
敖海龙 王建坚

-- 1NT X1 2¨2

-- 2© 3¨ --
3NT3 X4 ==

1. 多义加倍。
2. 转移叫。
3. 同伴之前没有阻击，现在有局时再度在三阶争
叫，⼀定是兼有实⼒及好套，3NT应有机会。
4. 沮丧性加倍。

2010年世界桥牌综合锦标赛公开组双⼈赛半决赛第五轮 第20副 双⽅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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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NT加倍打成，东西⽅得到了全部的比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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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倍”应该是38个叫品中出现频率最⾼的⼀个叫品。⼀品多义交换
着不同的信息（不同位置、不同牌⼒、不同阶次赋予不同的含义）。
那么⼀个最基本的问题是：如何从加倍叫品中区别出business X ？
或者把其他加倍转换成business X，使自⼰的利益最⼤化？

加倍的种类

与加倍花⾊有关 与加倍花⾊⽆关

o惩罚性加倍
o 技术性加倍
o判断性加倍
o 合作性加倍
o负加倍
o 响应性加倍
o 寻求⽌张(Thrump)加倍
o 首攻指示加倍

o 实⼒性加倍
o 支持性加倍
o 邀叫性加倍
o 选择性加倍
o⾏动性加倍
o⾦鱼草加倍
o 加叫性加倍
o豹式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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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 54
© Q93
¨ AQ7654
§ J6

西 北 东 南
1§ X XX(=¨) 1©
2§ 2ª ?

X: 10 此处2NT亦不应是自然叫，
3§: 7 应该是比加倍更强调§
3¨: 4

实⼒性(Business)加倍

实⼒性加倍是指⼀个低阶的加倍既非惩罚，也不承诺在未叫花⾊中有配合。
其仅仅是表示有额外实⼒，不甘⼼就此罢⼿且希望同伴能有所⾏动。

实⼒性加倍不属于典型加倍。在中规中矩的传统桥牌时代也并⽆实质性应
用。但是在积极竞叫的现代桥牌时代，这⼀用途就显得颇有意义，毕竟不
希望被狡猾的对⼿轻易地偷⾛了应该属于我们的定约或应得的分数。

现代竞叫强调以我为主，减少惩罚性加倍在低阶竞争叫中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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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 AKJ5
© 9
¨ Q8
§ AK10964

西 北 东 南
1ª -- 1NT 2§
2© -- -- X

加倍只是表示⼀⼿强牌，©较短但并不承诺配合¨。
同伴在长©、短§时可以罚放（有相当⼤的可能性）；
在持有5张¨时不应越过3§叫3¨，⽽只能叫2ª或2NT。
同时，未叫2NT的南家不会是4-6以上的低花套

ª Q875
© A87
¨ Q4
§ 10953

ª 1043
© 2
¨ AKJ10652
§ AQ

西 北 东 南
1NT -- 2©

3¨ -- -- 3©
==?

3¨稍弱但可以接受，但在3©之后⾄少应该加倍显示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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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何评价和使用传统的Rule2，8，9，11，15，17和20? 
有哪些注意事项？

1. 这些属于“传统智慧”范畴的法则多为专家牌⼿的经验总结。
往往具备简单⽽实用的特点，适合⼤部分牌⼿尤其是初中级牌⼿学习、应用。

2. ⼀些简单的加减法则（如长三、四、五后应用的12、11、10法则；帮助决定
⽆将定约忍让对⽅首攻花⾊次数的7法则），始终有效。

3. ⼀些涉及开叫及竞叫的法则有了现代的发展。例如：
决定开叫与否的20法则已被许多专家牌⼿改为19.5法则；
决定在同伴弱⼆开叫后如何继续的17法则因弱⼆开叫要求的降低⽽有相应的提
⾼。
4. 如同⼀些相对复杂的原理（总墩数原理、现代输墩计算），了解这些简单法则
的局限性和应用范围与掌握这些法则同样重要。
如决定第四家是否开叫的15法则应仅适用于相对均型的牌等。
持：ª —— © KQ10982  ¨ 754  § KJ92 第四家是否开叫？

专家们开叫与不叫的比例为2:1。唯一不能做的就是开叫1©。
开叫2©是最普遍的选择，既不辜负自己的做牌赢墩，又对对方的ª套有阻挡作用。

5. 有些法则可能有不⽌⼀种的说法，例如7法则、10法则，应注意完整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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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自然体系开叫⼈逆叫后应叫⽅的最佳应对措施？

⼀个很乐于回答的问题！

这也是《科学自然叫牌法——逻辑与思维》（2009）、
《科学⼆盖⼀进局逼叫——逻辑与思维》（修订版，2024）

两本书中笔者较为强调的部分。

逆叫的后续为自然体系中的难点。其使用者必须加倍努⼒
才能在这个环节上不输分或少输分给强1§开叫体系，并进
⽽通过其他环节上的优势击败强1§开叫体系。

笔者在逆叫后续中并⽆更多创意（除开叫⼈持超级配合强
牌时的后续），⽽主要是总结和优化了多位著名桥牌专
家、理论家的理念并将其完整化。

重点是厘清：
什么是逼叫？什么不是逼叫？
如果是逼叫，逼叫到什么⽔平？
如此设计、定义的理论依据？

因时间关系⽆法就这部分作全面展开，敬请提问的桥友详细阅读书中的相关部分。
书中⼤量的牌例，特别是⼤赛中的实战牌例将帮助读者更好地掌握这⼀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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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能否提供⼀些⼰⽅开叫后对⽅争叫，同伴应用转移叫
的简单实用办法及注意事项？

又⼀个很乐于回答的问题！

《现代竞争叫牌——分析与综合》（2014）
中的精华部分之⼀。

注意：这部分内容并不具备唯⼀性。
读者朋友⼤可依据书中提供的原则与思路（很重要！）
总结出⼀套最适合自⼰风格和partnership的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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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螺旋扫描（Spiral Scan）在满贯中的空间把握？

Spiral Scan最初为桥牌理论家George Rosenkranz（ACBL特级⼤师，11次北美冠军）
提出的对传统的关键张问叫后续有效性的⼀种改进⽅法。

四、叫牌中的动态评估与决策

特点：在同伴牌型（相对）明确时，更加有效地利用空间完成对将牌Q及旁门关
键⼤牌（K、Q、甚⾄J）的查询。

举例：已知答叫⼈为准三套型（5-4-3-1），在关键张答叫之后：
问叫⼈加级询问： 答叫⼈加级答叫：
1 将牌Q 1 ⽆问叫⼈所问关键⼤牌
2 第⼆长套K 2 有问叫⼈所问关键⼤牌，但⽆上⼀级关键⼤牌
3 第三长套K 3 有问叫⼈所问关键⼤牌及上⼀级关键⼤牌，
4 第⼆长套Q 但⽆上⼆级关键⼤牌
5第三长套Q 4 依此类推……
6 将牌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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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非常适合接⼒体系（已知牌型及控制数之后），或牌型基本清晰时使用。

发展：将牌、短门确定时，将另外⾼、低两套最为第⼆、三套；
仅将牌确定时，将另外⾼、中、低三套最为第⼆、三、四套（不建议）。

局限性：
在牌型（及控制数）不明确时，并不总能达到节省空间的目的；
需要⼤量、仔细的设计、讨论、定义和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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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北
刘英皓 刘京
1§ (泰⼭精确) 1ª (GF, 4+♥)
1NT (接⼒叫） 2♦ (5+♥&4♦)
2♥ (接⼒问牌型） 3§ (2=5=4=2)
3♦ (接⼒问控制） 3ª (3个控制)
4§ (scan主套） 4♦ (答叫主套， ♥AKQ或⽆A、K)
4♥ (scan副套） 4ª (答叫副套，♦AKQ或⽆A、K)
4NT (scan第三套） 5§ (答叫第三套，ª⽆A、K、Q)
5♦ (scan第四套） 5♥ (答叫第四套，§⽆A、K、Q)
5ª (⼆度scan副套Q)5NT (⼆度答叫副套，⽆♦Q)
6§ (⼆度scan主套J) 6♦ (⼆度答叫主套，⽆♥J)
6♥ (三度scan副套J）6NT (三度答叫副套，有♦J！)
7NT！ == 

ª 854
♥ J83
♦ 842
§ J843

ª 109
♥ AKQ65
♦ J1097
§ 72

ª J762
♥ 102
♦ 653
§ KQ65

ª AKQ3
♥ 974
♦ AKQ
§ A109

2017年世界桥牌团体赛跨国赛 第13轮 第3副 东西有局

110桌: 7NT: 14; 7♥; 5;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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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会公报展示置于推盘上的12轮叫牌
（南家所叫6§已被6♥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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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竞争中的判断准则与概率问题？

我们未来将就这⼀课题做⼀次专门的讲座。
主要包括：
竞叫中的传统智慧
竞叫中的现代理念
竞叫中的原则与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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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克服叫牌过程中的OVERBIDDING和 UNDERBIDDING？
这个简直就像孪⽣兄弟。上副牌OVERBIDDING， 下面⼀副牌叫
牌可能就变得小⼼翼翼⽽UNDERBIDDING。
还有⼀对孪⽣兄弟是preference and false preference 常常困惑叫牌
进程？ 有什么对应良策？

1. 冒叫和低叫应分为应避免和不可避免两种，需要分别讨论。

2. 应避免的通常是指偏差在半墩以上的叫品，这⽅面的提⾼将有赖于理
论与实践⽔平的提⾼。
不可避免的往往是指偏差在半墩以内的，或许本身就不存在⼀个精准的
叫品，毕竟我们不能叫2.5ª或3.5§。这类问题牌在竞争叫牌中更为常见。
这时我们就需要⼀些原则作为指导以决定是采取(略)冒或(略)低的叫品。
例如：成局选择优先于满贯试探；视将牌强度⽽定；视对⽅花⾊中的长
度⽽定；视次级⼤牌的分布⽽定等等。

3. 先冒后低或前低后冒的问题更多的是属于要通过⼼理建设来解决的问
题，因此也就超出了桥牌技术的范畴。

4. False preference本身就是因系统的弱点、盲点⽽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
策。因此很难有更好的办法，否则就不会使用False preference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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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ORCING PASS 和 TRAP PASS 的使用时机和原则？

3. 是否使用逼叫性不叫通常与局况⽆关。唯⼀例外是我⽅点⼒优势有限，⽽对⽅
在单⽅有局的情况下叫进五阶，此时以不使用逼叫性不叫为好。

关于Forcing Pass的使用局势，专家们并⽆绝对统⼀的认识。

以下是我们建议的原则（摘自《现代竞争叫牌——分析与综合》）：

1. 我⽅实⼒明显占优
a. 我⽅有进局以上实⼒时，⼀律使用逼叫性不叫；
b. 我⽅有邀局以上实⼒时，在五阶使用逼叫性不叫。

2. 对⽅的叫牌明显是为了牺牲⽽非完成定约
例如：对⽅第三家阻击开叫，随后又继续在⾼阶竞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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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使用Trap Pass可以简化为何时愿意将同伴的平衡加倍转化为惩罚性加倍。

关于这⼀点我们强烈推荐以下法则——9法则

在同伴平衡加倍之后，如果你持：
对⽅花⾊张数＋对⽅花⾊⼤牌数(含10)＋阻击阶数≥9，
那么你可以选择罚放。

注意：
在仅持有某种⼤牌连张时（如持KQJ、QJ10三张将牌时）应作负调整
在持额外牌型时应作正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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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 J109732
© A10
♦ 765
§ 85

ª AK65
© 974
♦ 102
§ 9643

ª Q8
© K8532
♦ AQJ4
§ J2

ª 4
© QJ6
♦ K984
§ AKQ107

西 北 东 南
Bertheau Brown Anderson Brock
沈琦 Z.Baldysz 王⽂霏 C.Baldysz
2♦ -- 2ª X
==

从北家的角度：对⽅花⾊张数(4)＋对⽅花⾊⼤牌数(2)＋定约阶数(2) =8
结论：不应罚放

2017年世界桥牌团体赛威尼斯杯半决赛 第52副 双⽅有局

结果：2ª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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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很多牌型中，⼀门花⾊上搭档间各有半⽌时，
如何安全叫到3NT？

这⼀问题不是总有解决之道，但很多时候是有办法的。

1. 在⼆阶寻求⽌张未果后，可继续在三阶寻求半⽌。

2. 当以3§、3♦、3♥寻求⽌张时，同伴可以中间叫品显示半⽌。

ª A109653
♥ Q2
♦ A106
§ K5

ª K4
♥ AK10753
♦ QJ5
§ 73

ª 2
♥ J94
♦ K93
§ AQ10642

ª QJ87
♥ 86
♦ 8742
§ J98

西 北 东 南
1♥ 1ª --

2§ 2♥ X --
3§ -- 3♥1 --
3ª2 -- 3NT3 ==

1. 同伴的3§应该是不错的6张套。
如果能⽌住♥，3NT应该不错。

2. 半⽌。
3. 我也有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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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常见防守信号的特点和优劣对比？ Leading⽅法的对比（01 vs 02，35 vs长4）？

⼀个非常值得研讨的问题，其涉及有关防守信号的⼏个关键问题：

a. 所用信号的特点（优缺点），我们为什么采用这⼀信号？
这⽅面最简单的例⼦：为什么首攻⽆将长四、有将三/五？

b. 判断、对比信号优劣的标准是什么？
这⽅面最简单的例⼦：为什么使用常规信号或反信号？

c. 如何扬长避短地使用某种信号？（以0/2攻牌为例说明）

五、攻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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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长四(长⼆)⾸攻强调4张与5张的区分，以及是否含有⼤牌——侧重显⽰姿态

防守⽆将定约时通常攻击自⼰长⽽强的长套，
因此更适合采取侧重显示姿态的有⼤牌攻长四、⽆⼤牌攻长⼆的⽅法。

例如：从8642中攻6，同伴会比较清楚你是否有⼤牌，⽽不是三或四张。

1. 长三⾸攻强调3张与4张的区分——侧重显⽰张数

防守有将定约可能采取积极首攻，也很可能采取消极首攻或短门首攻，
因此更适合采用侧重显示张数的三、五首攻。

例如：从864中攻4，同伴会比较清楚你的张数，⽽不是是否有⼤牌。
同时，较为明确的张数可以使同伴评估我⽅在该门花⾊中的赢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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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信号优劣的标准：
正常使用信号时，造成损失的机会。

姿态信号：反信号具有优势
需鼓励时小牌不会损失，⼤牌可能损失。
不鼓励时⼤、小牌基本都⽆所谓，不会损失。

张数信号：
正信号在持2张，跟⼤牌时可能遭受损失时有劣势
反信号在持3张，跟第⼆⼤时可能遭受损失时有劣势
理论：后者面临损失的可能性略⼤。
统计：两种信号差别较小

花⾊选择信号：正反信号完全没有区别

KQ92

10653

A87

J4 AJ92

Q106

8753

K4

Bonus Question：依上述标准，常规Smith与反Smith信号孰优？



0/2首攻的优势：帮助同伴看清形势

ª 962
© 73
¨ A7
§ AKQ986

ª A5
© QJ109
¨ 1095
§ 1042

a. ª 962
© 73
¨ A7
§ AKQ986

ª A5
© QJ109
¨ 1095
§ 1042

ª KJ1084
© 8652
¨ J84
§ J

ª Q73
© AK4
¨ KQ64
§ 753

ª J10874
© A652
¨ J84
§ J

ª KQ3
© K84
¨ KQ64
§ 753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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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ªJ(0/1);N:ª2;E:ªA;S:ª3

2 E: ?

西 北 东 南
1§ -- 2NT

-- 3NT ==

0/2首攻a例攻ª10；b例攻ªJ免去了东家的猜断



ª AQ2
© Q73
¨ A6
§ Q9865

ª 93
© AK4
¨ Q7542
§ KJ3

a.

0/2首攻的问题：帮助庄家看清形势

ª AQ2
© Q73
¨ A6
§ Q9865

ª KJ1084
© 862
¨ K84
§ A7

ª 765
© J1095
¨ J109
§ 1042

ª J10874
© 862
♦ K84
§ A7

ª K65
© J1095
¨ J109
§ 1042

ª 93
© AK4
¨ Q7542
§ KJ3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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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ªJ(0/1);N:ªA;E:ª5;S:ª3

3 W:ª10;N:ªQ/2?

2 N:§5;E:§2;S:§K;W:§A西 北 东 南
1§ -- 2NT

-- 3NT ==

0/2首攻a例攻ª10；b例攻ªJ免去了庄家的猜断



ª KQ
© AQ73
¨ Q63
§ KQJ5

ª J10974
© 862
¨ A84
§ 87

a.

扬长避短：
从第⼆墩起(形势较为清晰)使用0/2攻牌

ª KQ
© AQ73
¨ Q63
§ KQJ5

ª J10974
© 862
¨ A84
§ 87

ª A65
© 105
¨ KJ10
§ 109642

ª 832
© KJ94
¨ 9752
§ A3

ª A65
© 105
¨ J109
§ A9642

ª 832
© KJ94
¨ K752
§ 103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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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ªJ(0/1);N:ªQ;E:ªA;S:ª2

2 E:¨J;S:¨2;W:¨A/4？

西 北 东 南
1§ -- 1©

-- 4© ==

0/2攻牌a例换攻¨10；b例换攻¨J免去了西家的猜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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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攻时如何使用姿态、张数和花⾊选择信号? 
花⾊选择常常很难从其他两个信号中区别开来，有什么简易办法？

简⽽⾔之（如⼤部分专家牌⼿的约定卡所示）：
同伴出的花⾊姿态优先，庄家出的花⾊张数优先。
据此，在同伴首攻花⾊中的优先次序依次为姿态、张数、花⾊选择。
花⾊选择信号的优先级别最低，但使用频率较⾼。
同伴间需要就哪些局势下应使用花⾊选择信号展开深⼊的讨论。

抱歉，必须承认上述浅显的回答很可能⽆法令⼈满意。

⼏个原则：
1. 有将定约，明⼿单缺时使用花⾊选择信号；
2. ⽆将定约，明⼿J以下得墩时使用张数信号；
3. ⽆将定约，明⼿J以下得墩且有长度时直接使用花⾊选择信号；
4. 首攻建立了明⼿在该花⾊上的赢墩时应使用花⾊选择信号；
5. 在已知对⽅牌型时，不必使用张数信号；
6. ⾼阶定约更多使用张数信号；低阶定约更多使用姿态信号；
7. 在已知持有4张以上套时，可使用多义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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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 AK9543
© KQ103
¨ 3
§ KQ

ª QJ108
© A9875
¨ K84
§ 8

ª 62
© 2
¨ Q62
§ AJ109643

ª 7
© J64
¨ AJ10975
§ 752

1 N:¨K;E:¨3;S:¨J;W:¨6

2 N: ?

¨J/10=ª(单缺); 
¨5=©(单缺); 
¨9=¨迫将(§J52)。

2016年美国国家⼥队选拔赛决赛第四节 第19副 东西有局

西 北 东 南
Deas Levitina Chambers Sanborn

2¨
-- 3¨ X --
5§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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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 AKJ532
© J
¨ 763
§ QJ2

ª 109
© 10843
¨ KQ92
§ K105

ª Q87
© Q2
¨ AJ108
§ A863

ª 64
© AK9765
¨ 54
§ 975

1 N:©K;E:©2;S:©10;W:©J

2 N: ?

南北有局
西 北 东 南

2© -- 3©
3ª -- 4ª ==

©10既是张数信号（=4张），
又是花⾊选择信号（=¨）。
及时的¨换攻避免了南家落⼊残局陷阱

©K=要求张数信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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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攻防双⽅如何甄别信号的真伪?活用对⽅的信号? 
信号给出⽅又该如何以虚假信号以假乱真(可能和⼼理学有关) ？

对于这么深⽽⼴的问题，我们仅谈⼏个原则及⼼得：
1. 防守⽅早期（前3墩）的信号比较重要，同样也比较值得信任；
2. 持弱牌时要努⼒打准信号；⽽持强牌时则可尝试假信号；
3. 姿态信号尽量“诚实”，⽽张数信号则比较可能帮助到庄家；
例如：不要在对⽅需要猜断的长套中打张数信号；
不要在对⽅⽆进⼿问题的长套中打张数信号；

4. ⽆将定约建立长套之后在同伴不易进⼿时不要打花⾊选择信号;
5. Put yourself in opponent’s shoes——换位思考；
6. 在比赛中及时观察和总结对⽅的信号习惯；
7. 专业牌⼿需要了解主要对⼿的信号习惯（确有⼼理层面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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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 105
© J109
¨ 10987
§ A1092

ª A
© KQ8654
¨ A
§ Q8764

ª K972
© A73
¨ KQ543
§ 5

ª QJ8643
© 2
¨ J62
§ KJ3

1 N:©J;E:©3;S:©2;W:©K

2 W:¨A;N:¨8?;E:¨3;S:¨2

3 W:§4;N:§9;E:§5;S:§3

4 N:©10;E:ª3;S:©2;W:©Q

之后，西取ªA、将吃♣、兑现明⼿ªK、¨KQ。
再将吃¨（已知北家4张）⽽不是ª回⼿（纯概率打法）成约！

西 北 东 南
1© -- 2¨ --
2© -- 4§ --
4ªKRKC -- 4NT1KC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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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 J1063
© J2
¨ J83
§ K1063

ª 92
© K8
¨ A9652
§ J752

ª AQ7
© 765
¨ KQ74
§ AQ4

ª K854
© AQ10943
¨ 10
§ 98

2014年世界桥牌综合锦标赛⼥⼦团体半决赛 第13副 双⽅有局

西 北 东 南
Dewi 卢燕 Murniati 王宏利

-- 1§ 2©
3¨ -- 3© --
3NT ==

西 北 东 南
冉静蓉 Bojoh 王⽂霏 Tueje

-- 1§ 1©
X -- 1NT --
3NT ==

庄家在©K赢得首攻后，连取¨。两位南家都在垫牌中“否认” ª！
之后，Dewi相信对⽅⽽飞ª宕⼆；王⽂霏则反其道⾏之飞§成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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