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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目的
不同项目采用相同的循环赛，却采用不同的方法

（比赛轮次表），这是循环赛编排不够规范的主要原

因。在各项目的竞赛规则条款中，只是规定了循环赛

的排名办法（先比较积分，积分相同时再如何破同分),

并没有规定循环赛必须采用哪种方法。也因此，出现

了各种各样的循环赛方法。

在相关竞赛裁判手册中通过特别介绍某种方法，

变相规定了某种方法，例如，棋类项目介绍贝格尔法，

并给出完整的比赛轮次表（3-24选手）[1]，这是棋类循

环赛编排规范的主要原因，即不同的编排人员（或计

算机程序）编排出相同的结果，是统一、规范编排的范

例。而球类项目虽然特别介绍了固定 1逆时针轮转法

和奇数取中轮空法，却不能给出完整的比赛轮次表，

是不规范编排的主要原因。

在循环赛的发展历史进程中，出现了很多种循环

赛方法，有的被淘汰，有的被补充改善，有的一直延用

至今。目前，现有理论常见的循环赛方法都是固定轮

转法，有三种：一是“贝格尔法”；二是“固定 1逆时针

轮转法”；三是“奇数取中轮空法”（是第二种的补充）。

第一种方法在棋类、排球项目中被广泛使用，第二、三

种方法在球类项目中被广泛使用。固定轮转法的好处

就是方法简单，方便手工操作，有利于推广使用。现有

的这三种方法都有各自的功能、使用优点和缺点。

通过对现有三种“固定轮转法”生成循环赛比赛

轮次表的原理进行研究，从中找到一种新的方法来生

成循环赛比赛轮次表，能够同时取代现有三种方法，

以此提高循环赛比赛轮次表的通用性，补充、完善循

环赛方法理论，统一、规范循环赛编排，为计算机编排

提供科学算法依据。

循环赛通用方法研究

【摘要】依据关系数据库原理设计循环赛比赛轮次表，并通过对现有三种“固定轮转法”生成循环赛比赛轮次表的原理进

行研究，从中找到了一种新的固定轮转法———循环赛通用方法。以此提高循环赛比赛轮次表的通用性,补充、完善循环赛方法

理论,为计算机编排提供科学算法依据。建议：在球类和棋类赛会制循环赛中，推广使用循环赛通用方法和循环赛比赛轮次

表，以此统一、规范循环赛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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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1 文献资料法

1）通过查阅相关裁判手册、球类项目教材以及运

动竞赛学，[2-4]了解研究现状和水平。

2）通过查阅循环赛方法的相关论文研究成果和

通过查询、咨询相关发明专利，了解最新研究动态，确

保研究的先进性。

2.2 电子表格法（工具法）

依据循环赛比赛轮次表的生成方法，在缺乏复杂

编程自动生成的条件下，手工运用电子表格下拉生成

技术[5]，生成各种不同方法的比赛轮次表，从而可以直

观对比地看出各种比赛轮次表的功能特点，从中发现

生成功能更全面的比赛轮次表的规律。

2.3 比较研究法

通过把研究出来的“新法”与现有三种循环赛方

法在功能和使用设计要求上进行比较，从而确立“新

法”的通用性、适应性、合理性及公平性。通过对比，从

而认定“新法”可以同时取代现有三种方法。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现有三种循环赛方法生成比赛轮次表的原理

3.1.1“贝格尔法”生成比赛轮次表的原理

从作者对贝格尔法生成原理研究的结果显示，贝

格尔法其实就是“固定 N顺时针轮转法”,分两步生成

比赛轮次表：

第一步，生成全部轮次配对（首尾配对，固定 N

轮转）。首轮配对，把参赛队 N（注：全文中提到的“队”

都是指参赛队或选手或团体，提到的“N”都是偶数）

分成上下两行，上行从 1 号到 N／2 号，从左至右排

表 1 贝格尔法生成比赛轮次表的原理表

第一步：生成全部轮次配对  第二步：调换偶数轮 N配对 

队数 轮次 配对 
比赛场序(场地)  

队数 轮次 配对 
比赛场序（场地） 

1 2 3 4  1 2 3 4 

3 
或 
4 

1 
上 1 2    

3 
或 
4 

1 
上 1 2   

下 4 3    下 4 3   

2 
上 3 1    

2 
上 4 1   

下 4 2    下 3 2   

3 
上 2 3    

3 
上 2 3   

下 4 1    下 4 1   

5 
或 
6 

1 
上 1 2 3   

5 
或 
6 

1 
上 1 2 3  

下 6 5 4   下 6 5 4  

2 
上 4 5 1   

2 
上 6 5 1  

下 6 3 2   下 4 3 2  

3 
上 2 3 4   

3 
上 2 3 4  

下 6 1 5   下 6 1 5  

4 
上 5 1 2   

4 
上 6 1 2  

下 6 4 3   下 5 4 3  

5 
上 3 4 5   

5 
上 3 4 5  

下 6 2 1   下 6 2 1  

7 
或 
8 

1 
上 1 2 3 4  

7 
或 
8 

1 
上 1 2 3 4 

下 8 7 6 5  下 8 7 6 5 

2 
上 5 6 7 1  

2 
上 8 6 7 1 

下 8 4 3 2  下 5 4 3 2 

3 
上 2 3 4 5  

3 
上 2 3 4 5 

下 8 1 7 6  下 8 1 7 6 

4 
上 6 7 1 2  

4 
上 8 7 1 2 

下 8 5 4 3  下 6 5 4 3 

5 
上 3 4 5 6  

5 
上 3 4 5 6 

下 8 2 1 7  下 8 2 1 7 

6 
上 7 1 2 3  

6 
上 8 1 2 3 

下 8 6 5 4  下 7 6 5 4 

7 
上 4 5 6 7  

7 
上 4 5 6 7 

下 8 3 2 1  下 8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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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行，下行从 N／2＋1号到 N号，相反方向从右至

左排成一行（注：全文提到的 1到 N号在循环赛中代

表位置号，同时也代表种子号），进行上下行配对（首

尾配对），即：1对 N，2对 N－1，3对 N－2，……，N／2

对 N／2＋1；首轮以后各轮配对，固定 N号不动，其余

号按顺时针方向每轮转动 N／2－1个位置，再进行

上下行配对，共 N－1轮，由此生成全部轮次配对。

第二步，调换偶数轮（行）N配对（列，该轮第 1场

配对）上下位置。由此完成比赛轮次表的生成[6]（参见

表 1）。

从表 1中可以看到，贝格尔法第一步之所以每轮

转动 N／2－1个位置，其目的就是要“换行”实现各

队上下（先后）交替平衡。但是，由于固定了最大号，不

能平衡最大号的上下交替平衡，所以，才有第二步采

用调换偶数轮最大号（N）配对位置，实现最大号上下

交替平衡。

上下交替平衡可以很简单的验证 [7]：就是一个队

比赛不会连续出现三轮相同的“先”或“后”；或者，一

个队比赛连续两轮相同的“先”或相同的“后”最多出

现一次。

所以，贝格尔法的较大优点就是先后交替平衡，

是以牺牲间隔场次平衡为代价（参见本文 3.1.2）。这

对棋类比赛有着强烈的先后交替平衡需求来说，“规

定”采用贝格尔法就不难理解了。

但是贝格尔法有一个较大缺点，也是其不能通用

于球类循环赛的主要原因，就是贝格尔比赛轮次表在

每轮的最后一场比赛的两个队中，必有一个队在下轮

是第 1场比赛，也就是说，这个队在两轮之间需要连

续比赛而没有间隔场次休息。假如是一轮的多个比赛

在同一时间进行（有足够比赛场地），这种比赛轮次表

就不会暴露问题，可以看成是每个队的每两场比赛的

间隔场次都为零，棋类比赛正是如此。然而球类比赛

经常是只有一个场地（例如足球），这正是贝格尔法忽

略的地方。

另外，贝格尔法虽然奇偶数队方法相同，但一个

队每轮比赛场序,奇数时与偶数时比赛场序不同。因

为，最大号（N）是每轮的第 1场，奇数时第 1场轮空，

所以，第 2场及以后各场都要按序往前提前一场，给

手工编排带来不便，是不规范编排的隐患。假如最大

号是每轮的最后一场，那么，奇数时每轮的场序不会

发生变化，只是少了一场而已。

3.1.2“固定 1逆时针轮转法”生成比赛轮次表的原理

从作者对“固定 1逆时针轮转法”生成原理研究

的结果显示，“固定 1 逆时针轮转法”其实是“固定 1

顺时针轮转法”, 这是表格设计造成不同轮转方向问

题，原理是相同的。只有一步（首尾配对，固定 1 轮

转）：首轮配对,把参赛队 N分成左右两列，左列从 1

号到 N／2号，从上至下排成一列，右列从 N／2＋1

号到 N号，相反方向从下至上排成一列，进行左右列

配对（首尾配对），即：1对 N，2对 N－1，3对 N－2，

……，N／2 对 N／2＋1；首轮后各轮配对，固定 1 号

不动，其余号按逆时针方向每轮转动 1个位置，再进

行左右列配对，共 N－1轮，由此生成全部轮次配对。

固定 1逆时针轮转法首轮配对与贝格尔法相同，

都是首尾配对，不同的是：固定号不同、转动位置数不

同（每轮只转动 1个位置）、且只有一步生成。所以其

较大缺点就是不能平衡各队先后交替，在比赛有先后

需求的实际使用中，还需要对各队的先后进行交替平

衡编排，这是造成循环赛编排不规范的原因之一。另

外，在奇数队轮空时，会出现某队在一定轮后，总是与

上轮轮空的队相遇，明显有不公平情况。也因此成就

了“奇数取中轮空法”。

但是，固定 1逆时针轮转法有一个较大优点，就

是通过每轮转动 1个位置可以实现各队每两场比赛

间的完美间隔场次平衡[8]（其他轮转一个位置的方法

效果一样），这正是其存在的理由。这一优点在不同场

地数量条件下，特别是在只有一个场地条件下进行赛

程安排时，可以体现出其适应性，不会出现一个队两

场比赛之间没有间隔场次休息。

3.1.3“奇数取中轮空法”生成比赛轮次表的原理

从作者对“奇数取中轮空法”生成原理研究的结

果显示，“奇数取中轮空法”其实是“固定 N顺时针轮

转法”,这是表格设计造成不同轮转方向问题，原理是

相同的。只有一步（取中配对，固定 N轮转）：首轮配

对，把参赛队 N分成左右两列，左列从 1号到 N／2

号，从上至下排成一列，右列从 N／2＋1 号到 N号，

同样从上至下排成一列，进行左右列配对（取中配

对），将 N号改为 0，与 0配对表示轮空，即：1对 N／

2＋1，2 对 N／2＋2，3 对 N／2＋3，……，N／2 对 N

（0）；首轮以后各轮配对，固定 N（0）号不动，其余号按

逆时针方向每轮转动 1个位置，再进行左右列配对，

共 N－1轮，由此生成全部轮次配对。

奇数取中轮空法首轮采用取中配对，不同于贝格

尔法和固定 1逆时针轮转法的首尾配对，其目的是，

在有种子队的情况下，与淘汰赛原理一样，设计 1、2

号种子在最后一轮相遇。假如不是取中配对，固定 N

轮转虽然能够解决固定 1逆时针轮转法的轮空问题

（只要是固定最大号轮转就可以解决固定 1逆时针轮

转法的轮空问题），但不能解决 1、2号种子在最后一

轮相遇问题，贝格尔法就是例子，1、2号种子在第 2

轮就过早相遇。

奇数取中轮空法只是单一解决了固定 1逆时针

循环赛通用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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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转法的轮空问题，并没有解决其缺点———先后交替

平衡。所以，球类循环赛之所以不能像棋类循环赛一

样给出 N个队完整的比赛轮次表，是因为存在两个

变数：一是奇偶数队的方法不一；二是不能确定各队

先后交替。

3.2 循环赛通用方法生成比赛轮次表的原理

通过对现有三种循环赛方法生成比赛轮次表原

理的研究，作者找到了一种能够同时取代现有三种循

环赛方法的新的固定轮转法———循环赛通用方法，用

这种方法可以通过三步生成新的比赛轮次表。

第一步：生成全部轮次配对（取中配对，固定 N

轮转）。首轮配对，把参赛队 N分成上下两行，上行从

1号到 N／2号，从左至右排成一行，下行从 N／2＋1

号到 N号，同样从左至右排成一行，进行上下行配对

（取中配对），即：1 对 N／2＋1，2 对 N／2＋2，3 对

N／2＋3，……，N／2对 N；首轮以后各轮配对，固定

N号不动，其余号按顺时针方向每轮转动一个位置，

再进行上下行配对，共 N－1 轮，由此生成全部轮次

配对；

第二步：调换偶数轮（行）N配对（该轮最后一场

配对）上下位置；

第三步：调换偶数场序（列）配对上下位置。

由此完成比赛轮次表的生成。从表 2中可以看

到，新的比赛轮次表的生成，第一步继承了“奇数取中

轮空法”，同时也是继承了轮转一个位置方法的优点。

在此基础上，在不改变比赛轮次和比赛场序的前提

下，经过简单的两步（偶数轮和偶数场序）有规律的配

对位置调换，以此改善比赛轮次表的功能。第二步的

表 2 循环赛通用方法生成比赛轮次表的原理表

第一步：取中配对 固定 N轮转  第二步：调换偶数轮 N配对  第三步：调换偶数场序配对 

队数轮次配对
比赛场序（场地）  

队数轮次配对
比赛场序（场地）  

队数轮次配对
比赛场序（场地）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3 
或 
4 

1 
上 1 2    

3 
或 
4 

1 
上 1 2    

3 
或 
4 

1 
上 1 4   

下 3 4    下 3 4    下 3 2   

2 
上 3 1    

2 
上 3 4    

2 
上 3 1   

下 2 4    下 2 1    下 2 4   

3 
上 2 3    

3 
上 2 3    

3 
上 2 4   

下 1 4    下 1 4    下 1 3   

5 
或 
6 

1 
上 1 2 3   

5 
或 
6 

1 
上 1 2 3   

5 
或 
6 

1 
上 1 5 3  

下 4 5 6   下 4 5 6   下 4 2 6  

2 
上 4 1 2   

2 
上 4 1 6   

2 
上 4 3 6  

下 5 3 6   下 5 3 2   下 5 1 2  

3 
上 5 4 1   

3 
上 5 4 1   

3 
上 5 2 1  

下 3 2 6   下 3 2 6   下 3 4 6  

4 
上 3 5 4   

4 
上 3 5 6   

4 
上 3 1 6  

下 2 1 6   下 2 1 4   下 2 5 4  

5 
上 2 3 5   

5 
上 2 3 5   

5 
上 2 4 5  

下 1 4 6   下 1 4 6   下 1 3 6  

7 
或 
8 

1 
上 1 2 3 4  

7 
或 
8 

1 
上 1 2 3 4  

7 
或 
8 

1 
上 1 6 3 8 

下 5 6 7 8  下 5 6 7 8  下 5 2 7 4 

2 
上 5 1 2 3  

2 
上 5 1 2 8  

2 
上 5 7 2 3 

下 6 7 4 8  下 6 7 4 3  下 6 1 4 8 

3 
上 6 5 1 2  

3 
上 6 5 1 2  

3 
上 6 4 1 8 

下 7 4 3 8  下 7 4 3 8  下 7 5 3 2 

4 
上 7 6 5 1  

4 
上 7 6 5 8  

4 
上 7 3 5 1 

下 4 3 2 8  下 4 3 2 1  下 4 6 2 8 

5 
上 4 7 6 5  

5 
上 4 7 6 5  

5 
上 4 2 6 8 

下 3 2 1 8  下 3 2 1 8  下 3 7 1 5 

6 
上 3 4 7 6  

6 
上 3 4 7 8  

6 
上 3 1 7 6 

下 2 1 5 8  下 2 1 5 6  下 2 4 5 8 

7 
上 2 3 4 7  

7 
上 2 3 4 7  

7 
上 2 5 4 8 

下 1 5 6 8  下 1 5 6 8  下 1 3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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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赛会制循环赛新旧方法对比表

比较内容 循环赛通用法 现有三种固定轮转法 

学术名称 暂无 贝格尔法 固定 1逆时针轮转法 奇数取中轮转法 

基本原理 固定 N顺时针轮转法 固定 N顺时针轮转法 固定 1逆时针轮转法 固定 N逆时针轮转法 

比赛轮次表

生成步骤一 

首轮配对：取中配对 首轮配对：首尾配对 首轮配对：首尾配对 首轮配对：取中配对 

以后各轮：固定 N 

顺时针轮转一个位置 

以后各轮：固定 N顺时针 

轮转 N/2-1个位置 

以后各轮：固定 1 

逆时针轮转一个位置 

以后各轮：固定 N（0） 

逆时针轮转一个位置 

比赛轮次表

生成步骤二 

上下调换偶数轮 

N配对位置 

上下调换偶数轮 

N配对位置 
无 无 

比赛轮次表

生成步骤三 

上下调换偶数比赛场序 

配对位置 
无 无 无 

应用范围 赛会制球类、棋类通用 广泛应用：棋类、排球 广泛应用：球类 广泛应用：球类 

方法 

统一、规范 

在赛会制球类、棋类 

方法统一、规范 
在棋类方法统一、规范 

在球类偶数方法 

统一、不规范 

在球类奇数方法 

统一、不规范 

 

作用与“贝格尔法”的第二步相同，也可以说是继承。

第三步是创新点，受梅花阵方法的启发，由于是轮转

一个位置，每个号在梅花阵中必然是一深一浅（或一

浅一深）的轮转，那么，通过调换偶数场序配对，就使

得上行和下行形成梅花阵（参见图 1）。

图 1 第三步形成梅花阵示意图

第三步的实现是建立在表格科学设计的基础上，

行是轮，列是场序，按行生成，符合关系数据库的生成

法则。[9-10]基于此，使得比赛轮次表不但可以平衡先后

交替，也可以平衡间隔场次，还可以平衡奇数队轮空，

集成了现有三种方法的优点于一身。

但是，不难发现，新表在偶数队时，不能平衡固定

号比赛场序，固定号在每轮的比赛场序相同。现有三

种方法也同样如此，这是固定轮转法的缺点。

3.3 循环赛不同方法功能和使用要求的比较

通过把“新法”与现有三种方法在功能和使用的

设计要求上进行比较，可以确立新法的通用性（参见

表 3）。

从表 3中可以看到，新法能够满足设计要求；集

成了现有三种循环赛方法的功能优点；消除了现有三

种循环赛方法的缺点；补充、完善了循环赛方法的功

能：可以平衡各队每两场比赛的间隔场次；平衡各队

表 3 循环赛不同方法功能和使用要求的比较表

注：“√”表示满足（优点）；“×”表示不能满足（缺点）

循环赛通用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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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一后交替；使 1、2号种子队在最后一轮相遇；参

赛队为奇偶数时方法相同，且比赛场序相同（特有功

能）；参赛队为奇数时轮空合理，且能平衡各队比赛场

地。功能更全面，且方便实用。

3.4 新旧方法对比

通过新旧方法对比可以看到：新旧方法生成比赛

轮次表的基本原理大同小异，且都是固定轮转法，可

以无障碍让使用者接受新法；新法应用范围更广泛，

且方法统一、规范，可推广性较强，值得推广使用（参

见前面表 4）。

4 研究结果
1）依据关系数据库原理，采用电子表格设计循环

赛比赛轮次表，通过对现有三种“固定轮转法”生成循

环赛比赛轮次表的原理进行研究，从中找到了新的固

定轮转法———循环赛通用方法。这种方法能够通过三

步生成新的比赛轮次表———循环赛比赛轮次表（赛会

制循环赛通用）。“新法”能够满足设计要求，集成了现

有三种循环赛方法的优点；消除了现有三种循环赛方

法的缺点；补充、完善了循环赛方法的功能。功能更

全面，且方便实用，可推广性强，适用范围广。

2）建议：在球类和棋类赛会制循环赛中，推广使

用“循环赛通用方法”和“循环赛比赛轮次表（赛会制

循环赛通用）”，以此统一、规范循环赛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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