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2023 地板滾球亞洲暨大亞洲錦標賽  參賽報告 

             填表人：吳秋能、林錦堂 

參 賽 名 稱 

中文：2023 地板滾球亞洲暨大亞洲錦標賽 

英文：Hong Kong 2023 World Boccia Asia-Oceania Regional Championships 

參 賽 地 點 香港 

參 賽 日 期 2023年 12 月 4 日至 12 月 11 日 

參賽隊伍人數 17 個國家，93 名選手 

代 表 團 人 員 

領  隊：林錦城 

管  理：吳碧滿 

教  練：吳秋能、林錦堂 

選  手：BC1 蔡憶婷、BC3 張孜維、BC3 陳怡臻、BC3 黃瀅芝 

軌道操作員：胡家榮、李瑞竹、劉維璽 

運動防護員：張芝寧 

隊  醫：黃尚阡 

照護員：文秀珍、栢添源、陳暢隆、HARIYANTI BT RUSENI NGEMRAN 

參 賽 行 程 表 

( 航 班 資 訊 ) 

出國：2023/12/03 (日)  
      16:55 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 18:55 香港國際機場 

訓練：12/04 16:30~18:30 
12/05 08:30~10:30 

器材檢測：12/05 10:50 

比賽：12/06~09 個人賽 
12/09~11 雙人賽及團體賽 

返國：2023/12/12 (二)  
      14:05 香港國際機場 → 15:50 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參 賽 經 過 

 

及 

 

成 績 總 表 

一、BC1 蔡憶婷選手 
    蔡憶婷參加 BC1 女子個人賽(該組 10 位選手)，大會分組為 A 組，分 

別對上日本、新加坡及印度選手。成績為一勝兩負（對戰日本 Hiromi 
Endo 1：5，對戰新加坡 Yee Ting Jeralyn Tan 1：13，對戰印度 Gayithri 
Hudeda Mata 8：2），無緣晉級。 

二、BC3 張孜維選手 

    張孜維參加 BC3 男子個人賽(該組 16 位選手)，大會分組為 D 組，分

別對上日本、印度、香港選手。成績為一勝兩負（對戰日本 Keisuke 
Kawamoto 3：6，對戰印度 Shreyash Medewar 13：0，對戰香港 Tak Wah 
Tse 3：4），無緣晉級。 

三、BC3 陳怡臻選手 

    陳怡臻參加 BC3 女子個人賽(該組 13 位選手)，大會分組為 B 組，分

別對上澳洲、日本選手。成績為兩負（對戰澳洲 Jamieson Leeson   
1：5，對戰日本 Ayane Ichinoe 1：3），無緣晉級。 

四、BC3 黃瀅芝選手 

    黃瀅芝參加 BC3 女子個人賽(該組 13 位選手)，大會分組為 D 組，分

別對上南韓、新加坡選手。成績為兩負（對戰南韓 Sunhee Kang 1:12，
對戰新加坡 Sze Ning Toh 0:11），無緣晉級。 

五、BC3 雙人賽（張孜維、陳怡臻） 
BC3 雙人賽共有 8 隊，中華台北分組為 A 組，分別對上澳洲、泰國、

新加坡。成績為三負（對戰澳洲 0：12，對戰泰國 3：4，對戰新加

坡 1：5)，止步於首輪分組賽，無法晉級。 

六、成績總表：（希望未來能填到決賽） 

      賽制 
選手 

分組循環 八強 四強 決賽 

BC1 蔡憶婷 一勝兩負    

BC3 張孜維 一勝兩負    

BC3 陳怡臻 兩負    

BC3 黃瀅芝 兩負    

BC3 雙人賽 三負    
 
 

 

 

 

 

 

一、對 BC1 蔡憶婷選手而言 
憶婷的策略是發遠球避開對手的衝、炸球能力，比賽時遠球的準度

沒有表現出平常練習的水平，以致沒辦法穩定而得分，對日本時在對手

的第二發球局防守成功，甚至得到了等距球 1：1 的分數，說明蔡憶婷已



 

 

 

 

 

 

 

 

 

 

 

 

 

 

 

 

 

 

 

 

 

參賽效益分析 

較能沉著、無懼的面對排名較前面的國外選手了。因此第三輪對上印度

的選手時就能以 8：2 的分數獲勝，只是在國際賽的舞台上，仍需有更多

的經驗與歷練來增加比賽場上的穩定度進而贏得獎牌。 

二、對 BC3 張孜維選手而言 
    目前世界排名 BC3 男子組前 10 名中，有 4 名亞洲選手。先前在杭

州亞帕運，已經有和其中 1 名南韓選手較量 3:5，僅以 2 分落敗；此次亞

錦賽又和其中 1 名香港選手對陣 3:4，比數依然接近，可見孜維有相當的

競爭實力。 
在 BC3 組別中，以亞洲選手實力最佳，在亞帕運期間已蒐集其他幾

位亞洲選手的相關資訊，再透過亞錦賽的實戰經驗、情報蒐集以及訓練

安排，相信能夠大大提升我國選手的實力水平。 

三、對 BC3 陳怡臻選手而言 
    目前世界排名 BC3 女子組前 10 名中，有 4 名亞洲選手，也都參加

了亞錦賽，怡臻能和其中的澳洲選手對陣 1:5，也和世界排名第 11 名且

亞錦賽獲得第 2 名的日本選手對陣 1:3，對選手和教練來說，感覺真的沒

有差距太大且是有機會的。 
怡臻此次分組賽的兩位對手剛好都沒有參加亞帕運，因此沒有太多

的資訊。雖然兩場皆敗，但看其比賽內容是值得開心的。對比前兩場國

際賽，怡臻的心態明顯穩定很多，雖然還是有受場地偏移的影響，但都

在比賽的節奏上，唯對手的貼撞球皆較為穩定，加上豐富經驗和策略是

怡臻尚不及且待努力累積的能力。 

四、對 BC3 黃瀅芝選手而言 
這是瀅芝第二次參加地板滾球的國際賽，參與本次賽事，相關技術

尚不夠成熟，比起上次巴林的比賽進步了許多，面對國際排名較前面的

對手也毫無畏懼，雖然比賽中對地板的狀況沒辦法精準的掌握，場上應

變不夠迅速，沒辦法即時的微調球的方向，對戰南韓選手時能贏得一局

取得了珍貴的一分，相信她有得到督促自己進步的動力，未來進步的空

間很大。 

五、對 BC3 雙人賽而言 
    在亞錦賽取得雙人賽或團體賽第一名的國家可直接獲得參加帕奧的

資格。目前 BC3 雙人世界排名前四皆為亞洲的國家，可見賽事強度之高。 

第一場即對上世界第一的澳洲，因無法即時調整場地因素問題，兩

位選手對球的力量掌握都不到位，加上過於保守，導致一直輸大局至結

果慘敗，這是孜維和怡臻合作以來打得最差的一場比賽。第二場面對世

界第四且亞帕運交手過的泰國，除了第一局有些亂流後，兩位選手發揮

了練習的穩定，接下來三局打得精彩，是有獲勝的機會，雖最終很可惜

以 3:4 一分飲恨，但對比亞帕運的表現進步很多。兩場比賽截然不同的

表現，可見我國選手仍需不斷地在國際賽場上磨鍊。 

這兩年兩位選手在國內搭擋參賽，這是第三次合作的國際賽，已有

一定的默契，但面對國外選手豐富的經驗和穩定性，還是我們需要調整

和努力的方向。持續在國際賽參與 BC3 雙人賽事，增加積分提升排名。 



綜合評估分析 

一、有關 BC1 蔡憶婷選手 
蔡憶婷在 10位選手中排名第 7 名，目前世界排名上升到第 26名。 

在此次賽事中，憶婷很有自信也依原計畫，進攻時發了遠球，防守

時以圍堵為主，對腳踢選手而言這是很好的策略。雖然這次比賽憶婷已

較能沉著、無懼的面對排名較前面的國外選手，但臨場應變能力仍不足，

容易出現失常狀況，未來訓練上需變換不同的場地，加強場地適應的能

力，及多與國外選手交流，以求臨場穩定。 

二、有關 BC3 張孜維選手 
張孜維在 16位選手中排名第 9 名，目前世界排名上升到第 32名。 

在此次賽事中，貼球和推球的能力佳且表現穩定，面對實力較弱的

選手，強勢取分，獲取更多的小組循環賽積分。面對日本選手(最終為個

人第 4 名)時，則因對方有我方未曾看過的地板滾球品牌和材質，導致賽

事場上錯誤判斷，進而導致失分，但仍在賽事中極力爭取小組循環賽積

分。面對香港選手(最終為個人第 2名)時，雖然因防守失誤造成失分，

但有將亞帕運的經驗及回國調整後，在此次賽事中使用，實在需要給予

稱讚。 

未來國內練習，需增加防守技巧，以及尋找其他品牌和材質地板滾

球用球，並多到不同材質的場地訓練，以練習快速針對地板狀況做調整。 

三、有關 BC3 陳怡臻選手 
陳怡臻在 13位選手中排名第 10名，目前世界排名上升到第 40 名。 

此次賽事中，仍有受到場地偏移的影響，在貼撞球能力沒有完全發

揮訓練的水平，對於距離的判斷及策略過於保守，面對澳洲選手仍有兩

局沒有做好防守，導致多輸一分，就會很難取勝。另面對日本選手(最終

為個人第 2 名)時，雖在第一局球數落後四顆的情況下，因防守得宜只輸

一分，可惜的第三局，兩顆硬球的削球都沒中，錯失了扳平的機會，甚

至這場是有獲勝的可能。 

未來持續練習精準的發球貼球外，加強推球的穩定性，調整球的穩

定狀態建立較佳的參考數據，距離及力量的掌握仍需再加強，並持續加

強觀念策略。減少自己的失誤，增加自信，避免在球數落後，才有可能

掌握比賽的節奏，進而獲勝。 

四、有關 BC3 黃瀅芝選手 
黃瀅芝在 13 位選手中排名第 12 名，目前世界排名第 47 名。 
在此賽事中，對地板的狀況沒辦法精準的掌握，也沒辦法即時的微

調球的方向，因此容易出現失誤的球。斜邊的球路還需要再練習，尤其

是瞄準這方面因其身體限制還需要大大加強，且對於地板狀況的調整適

應也需要努力加強，否則有時候會因為對地板的不熟悉，導致球的滾動

狀況不如預期，在對手發球失誤時沒有拿下分數，有點可惜。 



五、有關 BC3 雙人賽 
BC3 雙人賽在 8 隊中排名第 7 名，目前世界排名上升至第 24 名。 
兩位選手第三次以雙人賽陣容參與國際賽事，此次對澳洲和泰國打

出完全不同的比賽內容。面對排名世界第一、實力堅強的澳洲，對手展

現出穩定的表現，貼球、撞球毫不馬虎，反觀我們兩位選手無法即時調

整場地因素，在貼球、撞球、推球都不在狀況內，一再消耗用球數，結

果就容易輸大局，最終慘敗。面對排名世界第四且在亞帕運交手過的泰

國，除了第一局尚未調整過來而球數落後的小亂流而輸了三分，第二局

開始漸入佳境，能夠掌握比賽節奏取得三局的分數，但過程有些保守而

無法擴大得分，最終以一分飲恨，但相較亞帕運對戰的表現是進步很多。

第三場面對實力較接近的新加坡，又是在第一局未掌握好力量而球數落

後輸掉三分，第三局球數領先時，也因運氣不佳導致對手進行防禦時無

法解開球再多取得分數而無法獲勝。總結後兩場有機會的比賽，皆在第

一局心態未穩定及場地適應未及時而先輸了三分，這樣要獲取勝利卻實

不容易，這是未來需要努力改變的地方。 
未來除了持續加強各自的穩定性外，在比賽時的充份溝通和策略發

展，對於場地的快速適應和解球訓練，在比賽中消耗對手的用球數以掌

握比賽節奏，都是未來合體訓練的重要方向。 

檢 討 與 建 議 

一、國際賽經驗不足，導致臨場應變能力不靈活，希望有更多派隊出國

參賽的機會。除了讓選手獲得國際積分，也能吸取寶貴參賽經驗。 

二、國內選手應更加努力，投擲和腳踢選手應加強投擲的準度和穩定度，

有了準度和穩定度才有可能在策略運用上有所發揮。軌道組目前國

際的趨勢雖以近球為主，但還是有少數發遠球的選手，面對場地的

地板狀況不同，都可能因行進軌跡而影響到精準度，因此除了球的

選擇與調整須更穩定外，平時訓練要到不同材質的場地訓練適應。 

三、重申＂軌道操作員＂之名稱一詞，BC3 選手需藉助軌道器材，在軌

道操作員的協助下才能上場比賽，IPC認可為運動員。已向技術代

表(TD)反應，希望未來報名系統能使用正確名稱：Ramp Operator，

而非 Sport Assistant。 

四、這次黃瀅芝選手的軌道器材，是出乎帕總和教練們的預料，徒增了

許多費用，未來不管是新舊選手，都應事先做確實的調查。 

五、這次的比賽服，因廠商供貨不及而只能在機場領取，結果所提供的

比賽服應該是女版尺寸又沒彈性，導致每個人穿起來都很緊身，建

議往後衣服一定要能提早給大家，避免這次的狀況再發生，還好這

次參賽的選手沒有用手投擲的選手，否則真的會大大影響比賽。 

六、建議有機會可以讓國內選手到國外去移地訓練或邀請其他國家的專

業人士來台分享交流，讓國內地板滾球選手可以吸收更多的養分與

能量，增加奪牌實力。 



照片剪影 

 
 

團隊出發 亞錦賽開幕 

  

BC1 選手蔡憶婷 

 

 

BC3 選手張孜維、軌道操作員胡家榮 

  



照片剪影 

 
 

BC3 選手陳怡臻、軌道操作員李瑞竹 

  

BC3 選手黃瀅芝（右圖中）、軌道操作員劉維璽 

 

 

BC3 雙人賽 vs 澳洲 
感謝駐香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廖專案副主任到場鼓勵與關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