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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满贯定约的必要条件

12－13个赢墩

0－1个输墩

上述要求似乎过于浅显，
但所有的满贯叫牌却正是围绕这两个基本点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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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确定足够的赢墩

第1章：输墩计算 (Losing Trick Count)

第2章 ：严肃/非严肃(Serious/Non-Serious) 3NT

第3章 ：最后一班车 (Last Train)

第4章 ：等待叫和限制叫(Waiting & Restricted Bid)

第5章 ：展现牌型—长套

第6章 ：展现牌型—短套



1. 输墩(张)计算
Losing Trick Count (LTC)

一种帮助处理边缘牌的辅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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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组合大牌优势

ª K764 
© AK93
¨ J2
§ Q42

7.5 LTC

ª KQ64
© AK93  
¨ J2  
§ 742 
 
7 LTC

体现长套点力优势

ª K7642  
© AK93  
¨ J3  
§ Q2

7 LTC

ª KQ642  
© AK93  
¨ J3  
§ 72 
 
6 LTC

ª KQ642  
© AK932  
¨ J3 
§ 4

5 LTC

ª KQ642  
© AK9432  
¨ J3  
§ —— 

4 LTC

体现长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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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家显示18～19点均型
（～5 LTC）后，持6.5 LTC
的南家应该叫5§邀请。

结果：+2

5 LTC

6.5 LTC

? ?



2. 严肃/非严肃3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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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需要这个装置：帮助同伴对量的估算

Hand 1:      Hand 2:      
ª 54
 © KJ654
 ¨ KQ6
 § QJ3

ª 4
 © KJ6543
 ¨ KQ6
 § QJ3

如果前一手叫4©，后一手呢？
4©是否太委屈，4§是否过于积极？

1ª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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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室进程虽不是非严肃3ª
的典型局势，但该用法的
基本条件依然存在。

因此西家应该在3©后叫
3ª，而不是简单止叫4©。

四分之一决赛的8桌中仅有3桌叫到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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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

(=©）

如一些专家建议：Zia应该考虑在Hamman
的3ª之后使用非严肃3NT这一装置。

改进进程：

?

(©配合）



3. 最后一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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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班车优先于显示止张及5-6长套
(b1中开叫人若叫4ª才是确立5-6长套)

当©/ª是将牌时，在同伴的4§/¨之后叫4¨/©

当 §/¨是将牌且在3NT之下只剩一个非自然叫品
（再叫自己或者配合同伴的主套例外） 

a. 1ª  4¨    b1. 1¨ 1© b2. 1¨ 1©
   4©! 2ª  3¨ 3¨ 3ª!
 3ª!

定义：用成局定约前仅剩的一个非自然叫品
来显示温和的满贯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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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组、女子组、老年组、混合组共16桌
（含季军争夺战）无一叫到最佳的6¨。 

?

改进进程：

(最后一班车)
(实叫
或扣叫) (扣叫)

(满贯选择)



4. 等待叫和限制叫

等待叫：较为经济的装置
Tell me more；or，I need more information

期望对同伴的量有进一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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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ª
 3¨      3©!

ª KQ765
 © 6
 ¨ Q986 
 § 986 

1ª      1NT
 3©      3ª!

 ª 5
 © K86
 ¨ 9865 
 § K9865 

1ª      2§
 3§      3¨!

 ª K5
 © K86
 ¨ A86 
 § AQ986 

1©  2¨
 3¨     3ª!

 ª K75
 © K6
 ¨ AQ986 
 § A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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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进程：

(等待叫)
(6/S余力)

(扣叫) (KRKC)

(3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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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占用较多空间的限制性叫品不能滥用。那样将
导致同伴无法在仅剩的空间里作出准确的判断。

2. 在持适合限制叫的牌时，要抓住机会。那样将
大大降低同伴后续叫牌的难度。

限制性叫牌的合理使⽤将有效的改进我们对量的评估

限制叫：较为浪费空间的叫品
点力范围2-3点，赢墩范围1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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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成局进程中的跳叫应有充分的讨论与清晰的定义
——其往往用于一些常规手段不易描述的牌

以笼统的二盖一2♣应叫(均型时可能仅2张)后的跳叫为例：

1© 2♣

 ?

3¨：5©+5§
3©：14-16点，6张以上至少半坚固©
3ª：6©+4§
3NT：16-17点，3-5-3-2型
4§：4-5-0-4型
4¨：7张以上©, 实力高于Namyats开叫, 2张以上§
4©：7张以上©,实力高于Namyats开叫, §单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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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叫)(笼统叫)

(3+张) (余力)

(6张)

(4张)

(扣叫)

(寻求帮助)

(错误选择)

改进进程：

(6/S+4/C) (KRKC)

(1KC) (CQ？)

(CQ+SK)



5. 展现牌型—长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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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半）坚固套的显示

4ª是否表明半坚固以上的长套？否。Fleisher之前不应该使用支持性加倍。
3ª是否表明半坚固以上的长套？是。Diamond应扣叫4¨或以5¨作为ERKC。

(=ª)

(2张以上)

(3张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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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套牌的展示

(¨控制？)

改进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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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套牌的展示

(碎片叫，展型)

改进进程：

碎片叫（ FRAG ）：展示54+套之后叫新
花，显示未叫花色单缺

(Gazzilli)

(空间不足)

(=©) (=ª)
(16+)



20

4. 无明确配合时的高阶叫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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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KC)

(2KC)
！



6. 展现牌型—短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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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Splinter叫

反Splinter叫

自Splinter叫

延迟性Splinter叫

缺门Splinter叫

其他询问、显示短套的装置

通过了解和显示牌型，
帮助判断点力有效性及产生将吃赢墩的前景



Splinter叫
——一个经常被滥用的限制叫

a. 1§   1ª      b. 1ª  4©
    4©

典型的Splinter叫
 1. 点力范围2-3点。a. 16-18; b. 13-15；
 2. 将牌4张含大牌或5张；
 3. 在另两门花色中实力相对平衡，
     既无极强的长套，亦无极弱的花色；
 4. 最好是单张而非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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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叫：点力范围2-3点，赢墩范围1墩的叫品

上述要求在越早期/无干扰的SPL叫越严格，
中期/有干扰时相对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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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KC) (1KC)

结果：-1

• 开室北家置强弱差别巨大的两个旁门
花色于不顾而贸然使用了缺门SPL叫 

• 4¨之后，北家又犯了一个忌讳——在
一门旁门无控制时使用关键张问叫 

(缺门S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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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SPL)

结果：=  +11 IMP



26

(自SP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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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SPL) (延迟SPL)

(延迟SPL)

四个组别16桌半决赛，仅4桌叫到大满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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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询问单缺装置: 
• Jacoby 2NT
• 限制性三阶(高花)配合后的接力
• 2§开叫的消极应叫后，再叫2NT

随后叫比3阶转移高一级的叫品

常用的显示单缺装置: 
• SPL
• 1NT开叫、低花转移之后叫新花
• 1§/¨开叫、11+以上NT应叫之后
• 1§/¨  2§/¨;  2NT 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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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确定有限的输墩

第7章 ：关键张问叫—输墩的整体检查

第9章 ：扣叫—输墩的特定检查

第10章 ：寻求帮助叫—检查有效点力

第11章 ：将牌质量与选择

第8章 ：关键张问叫的后续



7. 关键张问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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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冲式罗马关键张问叫 

其他各种关键张问叫

关键张问叫的禁忌

打破关键张问叫的禁忌

关键张问叫的局限与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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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张定义（引起的误会）

(©RKC？
简单问A？)

(©K=1KC?)

书中给出了什么是关键张的明确定义
以避免此类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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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冲关键张问叫（引起的误会）

(KRKC?
成局选择?)

书中给出了反冲关键张问叫的明确定义

(=©)(16+)

结果：-3  -14IMP



3333

排除关键张问叫（引起的误会）

(GF)

书中也给出了排除关键张问叫的明确定义

(3/H，好牌)

(精确)

(实叫)

(ERKC?
实叫?)

???

?

(ERKC?
实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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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性关键张问叫

(K?)

上述进程获得了2019年度最佳叫牌奖

!

(2KC)

(SPL)

(包含R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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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张问叫的禁忌

错误：在关键张并非决定因素时
使用关键张问叫

改进进程：

(扣叫)
(扣叫) (扣叫，再度努力)

(已叫足)

?(RKC)

?(R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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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关键张问叫的禁忌

(=ª)

!(ERKC)

(3KC) (K?)

关键：Bathurst既不在意手上不少输张也不担心梅花没有控制，
采取了更具实战性的ERKC，毕竟同伴是22～24点的均型强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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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张问叫的局限性及改进

上述进程获得了2021年度最佳叫牌奖

(12～14，5422) (扣叫)

(扣叫)

(KRKC)

(1KC)

(扣叫)

(缺©A和ªK?)

结果：= (南家以ªK盖打了明手的ªQ）

结果：=

(特殊RKC)

(©Q/K?)(1个旁门A)

(©Q/K+ªK) !



8. 关键张问叫的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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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可能的改进: 

• 以4§作为缺门SPL

• 4§后使用包含性RKC以节约空间

• 改进缺门（确定花色）的答叫方式：
6§=有余力；6¨=无余力

结果：-1

(RKC)

(RKC)

(1KC+§缺门)

(1KC+§缺门)

(希望同伴
有©K)

(希望同伴
有©K)

(S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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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干扰之后 

(RKC)

(RKC)
(4KC)

(1KC)
(ªQ?)

(ªQ?) ?
?

(16+)

(SPL)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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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将牌Q答叫之后 

(RKC)

(0KC) (©Q?)

(无©Q) ?

！



41

花色问叫 

(RKC) (2KC)

(花色问叫) (¨Q)

注意：第三轮控制应区分双张与Q

(4+控制)

(余力不超过1个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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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则及约定

a. 显示第一轮或第二轮控制
b. 如果扣叫开始低于三阶高花将牌或者四阶低花将牌，

第一轮控制有优先权
c. 扣叫同伴的主套：A或者K，有时候是Q，不会是单缺

例外：在同伴套中已明确为短门时，扣叫表示缺门。
先越过同伴套扣叫其他的套，然后再扣叫同伴的套是单缺。

d. 扣叫自己的主套：A或者KQ，不会是只有K

g.竞叫过程中，扣叫敌方花色表示配合，但并不保证控制。

e.相邻两个花色扣叫对方花色优先
f. 强牌扣叫最远的花色在有明确配合时保证所有旁门控制；
尚未明确配合时明确配合

9. 扣叫——输墩的特定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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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 (=ª)

？

(扣叫)

(扣叫)

(扣叫)

(扣叫)

(扣叫)

(扣叫)

意大利组合充分发挥了扣叫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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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叫与止张

东家可叫5ª寻求第1、2轮ª止张
北家应叫7©寻求第1轮©止张

并保证庄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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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叫的局限性

(16+)

(扣叫)

(扣叫)(扣叫) (扣叫)

(扣叫)(扣叫)

错误：太多的扣叫，太少的有效信息

扣叫可保证不在某门花色中连失2墩，
但不能保证我方有打成满贯的赢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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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寻求帮助叫—检查有效点力

(寻求帮助)
(寻求
帮助) (4张好§)(有帮助，

实力)

总体实力不足时，
扣叫事倍功半

东家展示三套型
至关重要



47

寻求帮助叫与扣叫的局势

如果满贯试探者之前除将牌外未叫过其他花色，应使用寻求帮助叫

实力有限，需既有牌型且点力位置才有满贯时，应使用寻求帮助叫

成局线以上叫旁门花色通常是寻求帮助叫（有例外）

在两手牌都没有点力和牌型限制时，例如：开叫、二盖一应叫、
限制性加叫以上，双方的满贯试探都是以显示控制为主的扣叫 

当两手牌强弱分明时：强牌一方叫旁门花色是寻求帮助；
弱牌一方叫旁门花色通常是扣叫显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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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

错误：

开室过度依赖扣叫，应寻求ª帮助
闭室滥用SPL叫，同样应寻求ª帮助

改进进程：

(询问叫）

(寻求帮助）

(扣叫)

(2.5KC)

(低限4张）

(有帮助, 扣叫)

(KRK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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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将牌质量与选择

！ ！？

王文霏/沈琦是唯一叫到最佳7ª定约的组合 
并由此获得2018年度世界桥牌最佳叫牌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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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牌选择的一些原则

选择更具将吃价值的花色

选择整体实力较弱、进手较少一方的长套花色 

选择有旁门大牌需要保护一方的长套花色 

持两个等长、中间张类似的8张以上配合时，选择缺A的花色 

选择相对均型一方的长套花色（有单缺的同伴将吃可增加赢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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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是更具将吃价值的花色

上述叫牌入围了2018年度世界桥牌最佳叫牌奖评选

(高限4张) (扣叫)

(扣
叫)

(RKC)

(2KC
)

(第三轮控制?)

(满贯选择)



52

(双低花)

(满贯选择)

即使两个低花都是3-1分布，仍是没有将牌A的6¨更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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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牌选择的一些技巧

(波兰梅花) (7+点, 实叫)
(18+点, 实叫)

(等待叫)

(满贯选择)

已否认2张ª的北家以单张J提供满贯选择
6ª也确是唯一可以获得成功的满贯定约

本例获得了2023年度世界桥牌最佳叫牌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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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高花)

(RKC)
(满贯选择?
大满贯试探?)

(2KC)

?

依照书中对满贯选择叫品的定义，Zia最后该叫6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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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相关用法及约定

第12章 ：4NT的各种用法

第14章 ：五阶高花加叫及后续

第13章 ：5NT的各种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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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4NT的各种用法

显示双套 

关键张或黑木问叫

自然邀叫

建议最后定约 

最后一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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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1（¨5-2）

被同伴抬高一阶的4NT应是实叫
（将仅失2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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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5NT的各种用法

满贯选择

大满贯逼叫

小满贯邀叫

大满贯邀叫

询问特定K

建议最后定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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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KC)

(=¨)

(满贯选择)

(3KC)

(¨Q?) (无¨Q)

Norton/Bell是唯一叫到6§最佳定约
并收获满贯得分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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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5NT为大满贯逼叫的延伸用法：
要求已显示好套的同伴在持坚固套时挺进大满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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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NT作为大满贯邀叫

2007年北美大赛（秋季）Reisinger杯预赛

ª A3
 © A107
 ¨ AKJ107
 § K104

ª J87
© K2
¨ 2
§ AJ97653

(19~21) (低花Stayman)
(4+¨，3§) (§RKC）

(4KC） (问K）

(有K） (大满贯邀叫）

本例获得了2008年度世界桥牌最佳叫牌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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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北美大赛（秋季）Reisinger杯决赛第二节 第12副 南北有局

ª AJ10
 © 76
 ¨ AJ3
 § KQ852

ª KQ82
 © AKJ104
 ¨ K5
 § A3

西 北 东 南
 Bilde  Madala
 1NT15-17 4¨ 5NT
 -- 6§ -- 6¨
 -- 6ª -- 6NT
==

ª 97654
 © Q932
 ¨ 10
 § 764

ª 3
 © 85
 ¨ Q987642
 § J109 西 北 东 南

 1NT15-17 4¨ 5NT
 -- 6§ -- 6NT
==

结果不重要，但过程很重要。
我们认为两个6NT均为大满贯邀叫。前者保证♦A，后者保证♦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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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五阶高花加叫及后续

(支持ª, 不保证控制)

(寻求¨控制) ？

持有¨第一轮控制的东家应该叫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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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室西家的4©同样并不保证控制
在5ª后应该叫6©

闭室西家显示好加叫的4§用法
亦为我们所使用并推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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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类常见问题讨论

A.关于科学二盖一

B.关于现代满贯叫牌

C. 一般性问题

D.具体牌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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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关于科学二盖一

1. 牌友孤独求败: 王建坚老师的科学自然叫牌比较难以记忆，有什么办法吗？

a. 对一般牌手而言，研习科学二盖一更重要地是理解整个体系所体现出的逻辑性
和思维的方式。在保证大的结构和框架的先进性与完整性的基础上，不必刻意于
所有细节上的绝对一致。实际上，书中一些第三轮叫牌及之后的用法并不会经常
碰到，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保持系统的完整性并提供一种思路。对于非专业牌手
而言，并不需要死记硬背地使用全部，不妨结合临场的推理与判断进行。

b. 同时值得强调的是，科学二盖一体系始终致力于较高的投入产出比，即尽可能
地以较少的记忆量取得极佳的实战效果。另外，我们也非常重视约定叫的逻辑性
和一致性，以此减轻记忆的负担。再有就是我们在介绍了一套完整的用法之后，
会在该章节的最后作逻辑上的归纳总结来帮助读者记忆。

c.最后我们必须承认: Details make the difference!
       桥路无捷径!

——取自2021年1月15日NACBA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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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纽约喷气机队Leon队长：修订版对原版的改进要点

• 1NT开叫后的二次转移
• 2NT开叫后的Muppet Stayman
• 1♣/♦开叫跳再叫后的改进
• 1♥/♠开叫二盖一应叫后的细化
• 2♣开叫后强三套牌的展示; 2♦应叫3♥/♠再叫后续
• 同时补充了一些近年来在顶级牌手中流行的用法

王老师的书比较系统的一共是四部，按照自由叫牌、竞争叫牌、防守叫牌和满贯叫
牌的顺序。新书即第四部满贯叫牌。

另最早于2009年出版的科学自然叫牌法，即是第一部——阐述自由叫牌。这本书由
于出版年代较早，早已一书难求，靠盗版、盗印、扫描电子版仍旧在牌友中流传。

这次出版的另一本书，即是对这一著作，也是该系列四部曲的基础第一部，做出的
全面修订版，内容有更为实用、更为先进的修正，牌例也进行了大量的补充——
完全可以作为一本新书，再次阅读与学习。

    ——李依婷
    原中国国家女队队员、国家希望队队长

    在“（王）文艺桥牌”推荐本书后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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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德州牛仔队刘凯队长：请比较科学自然、精确、二盖一
叫牌系统的最大优点和缺点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科学自然 = 科学二盖一：
自然是其最大的优点；
抗干扰能力较强；
条条框框及不得已的扭曲较少，为牌手发挥提供更大空间，具备更高的享受度。
在一人持（超）强牌，一人持（极）弱牌时处于劣势；
要达到高级竞技型牌手的高度需要付出相当的努力。

精确体系：
强1♣开叫在无干扰时便于在较低的水平展开；
有限实力且自然的1♥/♠开叫是体系的优势；
即便是简单精确，也可以使叫牌达到相当的准确度。
强1♣开叫在有（强）干扰时处于劣势；
模糊1♦开叫在低阶定约的把握和竞叫上处于劣势 。

2024年世界桥牌运动会公开组前四名的体系统计：
自然/二盖一体系：10对（波兰3对、意大利3对、瑞士1对、阿根廷3对）
强1♣体系：0对
其他：2对（瑞士 Brink/Drijver、 Kalita/Klukowski）

前八名23对中强1♣体系：3.5对（ 中国2对、以色列1对、美国0.5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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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牌友zld: 如何发现和修改体系缺陷，因为约定叫也会带来
麻烦和坏处；有那些训练手段和方式来发现和解决问题。

——摘自“引言”

以系统的叫牌训练（高水平的教练、功能强的软件）来发现和解决问题

桥牌中出现不佳定约是正常的，但叫到惨不忍睹的定约则必须通过约定叫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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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阅读（希望使用模糊1♣开叫，转移应叫的桥友）：
Mats Nilsland：Five-card Majors - the Scanian Way

5.新版科学二盖一使用保证2张的1♣开叫及转移应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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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阅读（希望使用Gazzilli的桥友）：
https://www.acblunit390.org/Simon/gazzilli.htm

6.新版科学二盖一为什么不使用Gazzilli？



76

7.牌友“都一样”：我一直有个问题，正好借机请王大师赐教。假设你持中限好
牌，5440（低花44），开叫1M，同伴1S或1NT，现在我们知道，如果低花撞中big 
fit，5低局甚至贯也非奢望，但问题就在，你第二口的选择，要撞中。这种情况下，
你第二口是：永远先叫2C，还是永远先2D，还是“谁质量好叫谁，灵活处理”？
（这个好像说了等于没说），我们假设两套质量不是差异到极其明显。谢谢。

结论：
持(5-0)-4-4型，在同伴的一阶应叫后：15-点再叫2♣、16+点再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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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们是否在1NT开叫后使用double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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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永不倒队胡志强队长: 请比较2♣强开叫后
control bidding vs. 传统的2♦ waiting 优缺点

控制答叫最大的优点：适合需要了解同伴控制数目的牌（显而易见）
1. 均型强牌：实质性叫牌通常从2NT开始，之后的精力主要在寻求配合。
2. 单套强牌：起点高，之后的精力往往在确定将牌上。
控制答叫将有效帮助在三、四阶配合或确定将牌后决定是否要试探满贯。

控制答叫最大的缺点：较多控制/较高答叫可能影响后续的出套，尤其开叫人持三套牌时。
弥补方式：提高双套、三套强牌的开叫门槛，其符合现代桥牌竞叫激烈、优先出套的要求。
同时增加应叫人出好套、开叫人显示三套牌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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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开叫为何只介绍了极其“呆板”的弱二用法。
难道作为双高花阻击不是更好的用法吗？

其他原因：
1.以2♦作为弱二阻击开叫的世界级牌手有增长的趋势。
2.篇幅有限，难以面面俱到（包括删除2009年版的最后一章）。

2024年世界桥牌运动会公开组前四名的2♦用法：
♥/♠单套阻击：5对（波兰3对、瑞士2对）
♦弱二阻击：4对（瑞士Brink/Drijver 、阿根廷3对）
18～19均型：3对（意大利）
双高花阻击：0对

推荐阅读：
Mark Horton & Jan van Cleeff：The Mysterious Multi（多用2♦）
Danny Kleinman: The Notrump Zone（18-19NT）
https://www.bridgebum.com/fighting_irish_2d.php（双高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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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关于现代满贯叫牌

11.纽约喷气机队Leon队长:  既然是现代满贯叫牌讲座，那第一个问题便是
1. 现代满贯叫牌与传统方法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2. 如何判断是否适合试探满贯？
3. 面对高阶干扰时，如何调整问叫策略？
4. 针对特殊牌型（如低花色或单缺牌型），有哪些推荐的满贯叫牌策略？

a. 现代与传统是相对的。50年前为传统、10年内为现代，其间则取决于牌龄？
同时值得强调的是：现代还有updated（紧跟世界潮流）的意思。

（相对）现代的满贯叫牌概念：
“现代”输墩计算(?)、（非）严肃3NT、最后一班车、图像式跳叫

（相对）现代的满贯叫牌用法：
关键张问叫的多样化和细腻化、强调满贯选择的用法、4NT/5NT的多种用法

b.试探满贯的尺度是满贯叫牌之根本，是牌力、牌型、配合的综合评估。
这并无一个简单的原则或公式，有赖于理论的提高和实践的总结。

c.面对高阶干扰的总体策略是：减少问叫（考虑仅限于关键张问叫？）。
通过自然叫品找对最佳将牌最重要。Strain Over Level!

d.持特殊牌型时尽量优先展型（长、短套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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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老年队孙宝忠队长：我想提出两个小问题：
1.在试探满贯的过程中，严肃3NT和最后一班车的应用场景

以及两个手段的不同之处。
2.在探索满贯的扣叫过程中，遇到对手加倍后的处理？什么情况下不
pass（等待同伴澄清是否为首轮控制），继续扣叫新花色，表达什么
含义？或者在加倍之后，直接叫再加倍是表达该花色有Q吗？谢谢！

最后一班车与非严肃3ª、3NT有异曲同工之处。其核心都是通过一
个约定叫来表明既非低限希望止叫的牌、也非有足够的额外实力保
证完成更高一阶的定约或满贯。其主要作用是帮助同伴对我方可能
的满贯前景有一个更好的把握。——《现代满贯叫牌》第3章

但是，二者确实有着完全不同的定义和应用。之前的介绍已有所涉
及。详细的讨论可参阅《现代满贯叫牌》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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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北美风云队李旭队长: 如何确认一个3NT叫品是(不）严肃的3NT
而不是就想打3NT? 低花配合后可不可以采用（不）严肃的3NT? 

详细解释可见《现代满贯叫牌》第2章

低花配合后，3NT往往是优先考虑的最后定约。
低花要5阶才到局，因此常越过4阶将牌，满贯试探空间反而更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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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一般性问题

14.牌友zld: 桥牌书有很多很多，但似乎没有一本是专门讲如何当桥牌队长和
桥牌教练的。我的问题是能不能讲讲从一个教练的角度看该怎样发现问题
和有针对性地训练，也就是教练该怎样做？
牌友高十八: 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缩小范围？桥牌技术教练？
牌友Edward: 如何有效地管理一个桥牌队
牌友zld: 如何做个好的桥牌搭档?

• 使用专业的计算机桥牌软件作为辅助，模拟和研究一些不太常见，
但也不罕见的形势。

加强自身建设，勇于检讨，善意沟通

• 临场调度及心理辅导的能力。在各种不同战况下，以什么风格、心态的
组合出场是技术层面以外的重要因素。

• 熟悉顶级牌手间先进和流行的装置及约定，其优缺点，适用的范围，
以及应对的手段，特别注意“广度”与“深度”的结合与把握。 

• 善于并勤于作统计分析。并根据队员的错误率、弱项做有针对性的训练。

• 掌握当今世界桥牌的发展方向。保持与世界级牌手、教练的交流与沟通。

• 桥牌比赛是实战竞技，而非纸上谈兵。
教练本身必须具有相当的世界大赛经验与成绩。

一个优秀的桥牌教练所应具备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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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具体牌例

15.德州牛仔队刘凯队长:  下图双方有局南开叫，东西全程不争叫。
请问王建坚老师：此牌应该叫到小满贯，大满贯，还是不应上满贯？
做成小满贯和大满贯的概率是多少？请问科学二盖一的叫牌过程。 

1©(?)      1ª
 2¨  3§(GF,5+ª)
 3ª(2/ª) 4§(cue)
4¨(cue) 4NT(RKC)
 5©(2KC) 5NT(K?)
 6©(©K) 6ª
==

大满贯大致概率：
♥3-3：35.5%
♠不失：72.6%
首攻人持♦K或不攻♦
及少许额外机会
总体<30%

小满贯大致概率：
首攻中的信息很重要，但不易估算
♥3-3：35.5%
♥4-2时或♦K位置有利时附加机会
总体～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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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牌友Ivy：请教一下王大师，拿下面这副牌，
当敌方开叫2H后，如何叫？ 

满贯范畴牌的关键问题是：
• 关键点/牌是什么？
• 什么是最好的方式去了解这些关键点/牌

这副牌：
• 关键点/牌：♦A、♣结构
• 最好的方式：Leap-Michael 4♣，尽管最后定约基本是♠

更大的挑战是下一叫：
5♥（同伴4♥后为排除关键张问叫，其他为扣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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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书方式
1.可寄往国内地址（最建议的方式）：8折优惠价：54.4元/本（包邮）
联系人：蔡秀飞女士 何勇先生（电话/微信：13980596216）

2.可在加拿大多伦多取书的（书价+运费）：请联系梦园桥牌俱乐部

3.欢迎其他地区的桥友提出合适的邮寄方式

微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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