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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炮原称“抢花炮”，是流行于广东、广西、云南等地
的一项民间传统体育活动，已有500多年的历史。

传统的抢花炮不限人数、队数，场地通常设在河岸或
山坡上，无边界限制，具有较强的对抗性、娱乐性，深受各
族群众的喜爱。

2021年抢花炮（壮族抢花炮）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花炮是直径14厘米的彩色圆形饼状橡胶物，外圆呈
轮胎形，厚约2.5厘米至3厘米。花炮比赛由两个队每队
上场8人，在长60米、宽50米的场地内，以规则允许的行
为，运动员手持花炮通过奔跑、传递，将花炮投入对方的
花篮得分；并以阻截、抢断等技术反抢，阻止对方得分。
在规定比赛时间40分钟结束时，得分多者为胜队。

1986年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首次
将抢花炮列为竞赛项目。

2003年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正式
更名为“花炮”，并对规则做了进一步完善。

赛事日程
23日－25日 14:00－18:00

27日－28日 15:00－17:30

29日 15:00－18:00

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体育场

花
炮

23日－25日 8:00－12:00 15:00－19:00

26日 8:00－12:00

27日 8:00－12:00 15:00－17:00

28日 8:00－11:00 15:00－17:00

29日 10:00－12:00 海南省三亚技师学院体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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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球原名“采珍珠”，来源于长白山以北、黑龙江中上游、
乌苏里江流域等地的采珍珠生产活动。

2008年满族珍珠球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2021年满族珍珠球（伊通满族珍珠球）被列
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珍珠球项目比赛场地长28米、宽15米。每场比赛由两个队
参加，每队上场7名队员，进攻者可将球向任何方向传、拍、滚、运，
目的是向抄网投球并得分。防守者阻止对方获得球并得分。每
队有1名持抄网队员在得分区试图抄中本方队员投射来的球（珍
珠）。封锁区内有2名防守队员用球拍封挡、拦截进攻队员投射的
球。全场比赛30分钟，以比赛结束时得分多者为胜。

1991年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首次将珍珠
球列为竞赛项目。

木球起源于宁夏，由青少年放牧时的“打篮子”“赶毛
球”演变而来，亦称为“牧球”。木球运动既保留有浓厚乡土
气息的赶毛球的动作，又富有一定的竞争性和对抗性，受到
广大群众的喜爱。

木球球体长 9 厘米，圆周长 18 厘米，球体两端呈半球
形，中间为圆柱体。比赛场地需为平整、无障碍的长方形土
地或人造草地，长40米、宽25米。参赛两队每队出场5人，
每人手握长 70 厘米的木质或非金属合成击球板，运用传
球、接球、运球和击球射门等技术，避开对方防守，将球击入
对方球门得分。同时队员们需用抢断等防守技术，阻止对
方得分，比赛以最终得分多者为胜。

1982年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木球作
为表演项目首次亮相。

1991年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首次将
木球列为竞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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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24日 8：30－12：00 15：00－18：30

25日 8：30－12：00

27日 9：00－12：00

28日－29日 10:00－11:00

三亚学院体育场

木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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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炮项目场地、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体育场内场可容纳约1万名
观众。室内场馆面积约5300平方米，设有运动员休息室等相关配套设施。

珍珠球项目场馆、海南省三亚技师学院体育馆位于三亚市吉阳区
荔枝沟路53号，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设有4000个座位。

木球项目场地、三亚学院体育场位于三亚市吉阳区书成路与书信
路交叉路口往西北约90米，占地面积1.6万平方米，坐席数1300座。

海南省第七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花炮比赛现场。
海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王程龙 摄

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珍珠球项目海南代
表队同河南代表队一同训练。海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李天平 摄

海南省第七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木球比赛现场。
海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王程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