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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篮球是一项技术与战术策略并重的运动项目，本文采取了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专家访谈法，研究

了篮球竞赛中8种进攻战术与8种防守战术之间的策略决断，建立了篮球竞技的二人动态非合作博弈模型。

研究发现，1) 篮球竞技过程中的博弈是二人零和动态博弈。2) 在纯策略意义下，局中人不存在各自的

最优策略。3) 在混合策略下甲的最优策略为
 
 
 

x* 1 1 1 1 1 1 1 1, , , , , , ,
8 8 8 8 8 8 8 8

= ，乙的最优策略为 

 
 
 

y* 1 1 1 1 1 1 1 1, , , , , , ,
8 8 8 8 8 8 8 8

= 。4) 当进攻方采取
 
 
 

1 1 1 1 1 1 1 1, , , , , , ,
8 8 8 8 8 8 8 8

的混合策略，则防守方的期望收益

将从纯策略下的 ( )q q 0.5> 变得更小。5) 若防守方采取
 
 
 

1 1 1 1 1 1 1 1, , , , , , ,
8 8 8 8 8 8 8 8

混合策略，则进攻方的期

望收益将从纯策略下的 ( )q q 0.5> 变得更小。在篮球竞技过程中，为了达到最大收益，双方必须使用混合

策略，以此来达到降低对方期望值的目标，从而在一轮博弈中占据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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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ketball is a sport with equal importance to technology and tactical strategy. this paper studied 
the strategic decision between 8 offensive tactics and 8 defensive tactics in basketball competition 
using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established a dynamic non-cooperative game 
model for two players in the basketball competition, and foun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The game 
in basketball competition is the dynamic game between two people. 2) In the sense of pure strategy, 
the players do not have their own optimal strategy. 3) The optimal strategy of A under the hybrid 

strategy is  
 
 

x* 1 1 1 1 1 1 1 1, , , , , , ,
8 8 8 8 8 8 8 8

= , Party B’s optimal strategy is the  
 
 

y* 1 1 1 1 1 1 1 1, , , , , , ,
8 8 8 8 8 8 8 8

= . 

4) When the offensive party takes a hybrid strategy of  
 
 

1 1 1 1 1 1 1 1, , , , , , ,
8 8 8 8 8 8 8 8

, defense expected 

gain will change from ( )q q 0.5>  under pure strategy. 5) If the defense adopts a hybrid strategy of 

 
 
 

1 1 1 1 1 1 1 1, , , , , , ,
8 8 8 8 8 8 8 8

, the expected earnings for the offensive side will be smaller from ( )q q 0.5>  

under the pure strategy. Therefore, the game in the process of basketball competition is a ze-
ro-sum dynamic game between two peopl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maximum returns, both sides 
must use mixed strategie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reducing the other side’s expectations, so as to 
occupy an advantage in a round of the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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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篮球运动自其发展以来，凭借着其对抗性，技巧性，趣味性等特点，逐渐成为了人们业余活动的主

要运动之一。根据国际标准，篮球运动可分为竞技篮球和大众篮球[1]。目前针对大众篮球的研究较少，

主流是研究竞技篮球如何制胜，如何获得比赛的胜利，这也是竞技篮球的特点之一。 
2017 年任永星对篮球队员在比赛中的对抗博弈和协作博弈分别进行了分析[2]，指明队员在篮球比赛

中，最好的策略是混合策略。2009 年岳峰，范启国等人结合已有理论对篮球运动博弈理论体系进行了分

析[3]。2010 年文维青，王腊姣等也提出将博弈理论运用到篮球赛事中，并给出了篮球赛场后期犯规战术

的博弈分析[4]。2012 年冯其明[5]在“从博弈论看篮球竞技比赛中的进攻与防守”一文中从理论上分析了

篮球竞赛中进攻与防守的相互关系。2015 年谢正炀，高军晖[6]等人从数据上给出了篮球进攻和防守战术

策略的分析，并进行了实例分析。2020 年孔右祥对篮球比赛犯规战术特征及得益进行了分析研究[7]，给

出了战术犯规博弈模型。 
基于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本文将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篮球竞技策略，旨在利用博弈论的基本原理

与分析方法对篮球竞技比赛中的进攻和防守战术进行研究，将博弈论与篮球竞技结合起来，构建篮球比

赛过程中针对进攻和防守战术的博弈模型。通过对模型的分析和结果解释来研究进攻和防守战术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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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篮球竞技制胜的影响。希望通过研究，可以揭示篮球比赛战术运用的博弈过程，对篮球竞赛制胜规律

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也为其他体育项目的博弈论研究提供参考。 

2. 博弈论简介 

2.1. 博弈论相关知识 

2.1.1. 博弈论基础知识 
博弈论起源于游戏，经过不断的发展，最终成为数学里面重要的一环。博弈论在计算机，物流，经

济学等方面也具有及其重要的地位，俨然已成为现今研究的热点。按照通俗的定义，博弈论是研究具有

竞争性活动的一种理论和方法，它是指个人或组织在给定的环境条件，规则约束下，依靠所掌握的信息

选择行为策略加以实施并取得相应结果或收益的过程[8]。经典的博弈问题，如古代的田忌赛马，智猪博

弈，囚徒困境等，这些都是我们常见的博弈问题。 

2.1.2. 博弈的三要素 
博弈论，又称对策论，不同的文献对其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其基本要素相差无几，可以分为以下几点[9] 
1) 参与人(局中人)：在博弈中的独立决策主体。在一个博弈中，至少存在着两个局中人。这个局中

人可以是单个个人，也可以是一个组织，一个团队。若在一个博弈中存在 n 个局中人，则局中人集合

}{1,2, ,I n= � 。局中人在这个对策中有权选取自己的行动方案。 
2) 策略集：在一局博弈中，可供局中人选择的实际可行的完整的行动方案称为一个策略。每个局中

人 ( )i i I∈ 都有属于自己的策略集 iS ，代表着这个局中人可以选取的所有策略的全体。每个局中人的策略

集至少包括两个策略[9]。 
3) 效用函数：是指参与人行动及其他人行动组合实施时所产生的结果的评价，一个策略所带来的得

失称为局中人在该策略下的支付，反映了参与人的偏好。 

2.1.3. 博弈的分类 
对策的种类繁多，为了对不同的对策问题进行研究，我们根据不同的原则将研究的问题进行了分类，

在此仅列举其中几种[9]： 
1) 按照局中人个数将博弈论分为二人博弈和多人博弈； 
2) 按照博弈收益的代数和是否为零分为零和博弈，正和博弈，负和博弈； 
3) 按照局中人之间是否进行合作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竞争)博弈； 
4) 按照参与人行动的先后顺序又可以分为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 
5) 按照参与人对其他参与人的了解程度分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 
6) 按照对策中局中人的策略集是否有限可以分为有限对策和无限对策。 
根据博弈的类别不同，我们有不同的分析以及求解方式。 

2.2. 篮球竞技的博弈特征 

篮球作为三大球之一，在篮球竞技比赛中，比赛双方不断的变换节奏与方向，力求得分，篮球竞赛

具有激烈的竞争性。在一场球赛中，考虑到上场球员只有场上的双方队员，将这两个团队看作一个整体，

作为研究对象，因此在此处不考虑教练和候补队员，则该过程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有双方运动员参加的竞赛；双方球员作为直接参与人，构成了我们博弈理论体系中的局中人集合。 
第二，比赛规则是用手控制球，在一定的规则要求和固定的场地下将球投入对方篮筐，进球得分，

最后的主要结果为胜、负、平[10]。这场竞赛最终的胜负和名次构成了博弈理论体系的支付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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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球场上进行战略、体能的攻守对抗的一项体育项目[11]。一方球员进攻，另一方球员防守，

球员选择进攻或者防守则直接构成了博弈理论体系中的策略集。 
第四，篮球竞技的特点之一就是具有很强的对抗性，且一方的胜利就意味着另一方的失败。 
可见篮球竞赛具备了二人非合作博弈的基本要求，参与人为双方球员，策略为进攻或防守，竞赛的胜

负和名次是我们所需要的结果，也是参与人最终的支付函数。因此，我们可以用博弈论来研究篮球运动。 

3. 研究对象及方法 

3.1. 研究对象 

篮球竞技是一种基于进攻和防守的游戏，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分析进攻方和防守方的策略选择在一场

博弈中对结果的影响，主要从篮球竞赛中的强攻内线、外线投篮、老鹰进攻、三角进攻、挡拆进攻、内

线策应、跑轰战术、普林斯顿战术[6]等 8 种进攻战术以及盯人内线、盯人外线、2-3 联防、2-1-2 联防、

3-2 联防、1-3-1 联防、混合防守、全场紧逼战术等 8 种防守战术之间的策略决断，建立了篮球竞技的二

人动态非合作博弈模型，在此参考 NBA 即时策略游戏《范特西篮球经理》中的进攻战术和防守战术[6]，
给出篮球竞技中的进攻战术见表 1，防守战术见表 2。 

 
Table 1. Offensive tactics 
表 1. 进攻战术 

进攻战术 可克制的防守战术 

强攻内线 全场紧逼、盯人外线、3-2 联防 

外线投篮 盯人内线、2-3 联防、2-1-2 联防 

老鹰进攻 3-2 联防、全场紧逼、盯人外线 

三角进攻 2-3 联防、1-3-1 联防战术、盯人内线 

挡拆进攻 盯人内线、2-1-2 联防、全场紧逼 

内线策应 盯人内线、全场紧逼、混合防守 

跑轰战术 盯人内线、2-3 联防、混合防守 

普林斯顿战术 全场紧逼、盯人外线、1-3-1 联防 

 
Table 2. Defensive tactics 
表 2. 防守战术 

防守战术 可克制的进攻战术 

盯人内线 强攻内线、老鹰进攻、普林斯顿 

盯人外线 外线投篮、挡拆进攻、跑轰战术 

2-3 联防 强攻内线、内线策应、普林斯顿 

2-1-2 联防 强攻内线、老鹰进攻、内线策应 

3-2 联防 外线投篮、跑轰战术、三角进攻 

1-3-1 联防 外线投篮、老鹰进攻、内线策应 

混合防守 强攻内线、挡拆进攻、普林斯顿 

全场紧逼 外线投篮、三角进攻、跑轰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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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以下研究方法： 
1) 文献研究法：通过收集和阅读大量的与研究内容相关的文献资料，为所研究的问题提供背景和依

据[12]，基于已有条件对问题进行分析，从而获得自己的研究结果的一种方法。本研究在经过阅读大量相

关文献后收集了篮球竞技的特点特征，了解了篮球进攻和防守战术的分类及其相互克制关系，以及其他

学者基于博弈论在篮球竞技中所做出的一些现有研究和成果。 
2) 数理分析法：本研究通过博弈论相关理论和基础数学分析方法对篮球竞技过程中进攻战术和防守

战术的选择进行分析，将所要研究的对象量化，以数学公式的形式表现出来，并赋予特定的解释，以此

建立了本文的博弈模型，并运用 Lingo 软件进行统计和求解。 
3) 专家座谈法：在本研究中，笔者针对篮球策略方面的问题，请教了高级篮球教练员，并得到了详

细的解答。 

4. 理论分析与模型分析 

4.1. 纯策略与混合策略 

4.1.1. 纯策略 
纯策略是指参与人 i 的一个确定的行动策略，是指参与人不论对手采取何种策略，都始终坚持一个

对其最有利的策略[13]。我们所谓的“纯”策略的含义是指在给定共同知识的前提下，只能选择一个确定

的行动计划。 

4.1.2. 混合策略 
混合策略简言之就是参与人 i 的纯策略结合中的一个概率分布。 
将局中人 i 的策略集 iS 扩充为 iS 上的概率分布集合，即局中人 i 的策略集合 { }1 2, , ,i mS α α α= � 。定

义在 iS 上的概率分布如下表 3。 
 

Table 3.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表 3. 概率分布 

iS  1α  2α  �  mα  

P  1x  2x  �  mx  

 
其中 ( )1 2, , , mX x x x= � 为局中人 i 选择各种进攻方式的概率，则得到局中人 i 的 iS 上的所有可能的概

率分布集合： 

( )*

1
| 0, 1,2, ,8 , 1

m
m

i i i
i

S x R x i x
=

 
= ∈ ≥ = = 
 

∑�  

纯策略与混合策略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是，混合策略是纯策略在空间上的概率分布，纯策略是混合策

略的特例[14]。 
在一场篮球比赛中，由于参与人双方开始并不知道对方会选择何种策略，双方几乎是同时行动，这

构成了静态博弈；而一旦比赛开始，就有了进攻方与防守方的区别，进攻方先行动，防守方后行动，这

是一个明显的动态博弈过程。因此篮球竞技是静态博弈与动态博弈并存的博弈，在此我们仅考虑已经确

定了参赛队的先后顺序，即已经知晓进攻方和防守方的分配，由给定的进攻和防守战术可知，当进攻方

选择一种进攻方式后，则防守方可以对应的选择可以克制其的方式，以达到防守成功，获得收益，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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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和防守战术如何作用此场竞赛的策略选择。 

5. 篮球竞赛的博弈模型的建立 

5.1. 基本假设 

基于博弈论的基本思想，将竞赛双方各自理解为一个局中人，则可以建立基础的篮球竞赛的二人博

弈模型，在此我们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 1：所有局中人均是理性的。 
假设 2：参与双方技术水平一般，且命中率相等。 
假设 3：当防守方式可以有效克制进攻时，我们设定此时进攻失败(防守成功)概率为 p，进攻成功(防

守失败)概率为 1 − p，p < 0.5。 
假设 4：当进攻方式有效克制防守时，我们设定此时进攻成功(防守失败)概率为 q，进攻失败(防守成

功)概率为 1 − q，q > 0.5。(p = q)。 
假设 5：当防守方选择的防守方式与进攻方的进攻方式二者势均力敌时，我们说此时的决策对双方

而言无明显的优劣势，此时双方均不得分(积 0 分)。 
假设 6：进攻成功则积 1 分(防守失败积−1 分)。 

5.2. 支付函数 

基于如上假设，我们以进攻成功的概率作为收益，给出防守方的收益如下表 4。 
 

Table 4. Gains for the defender 
表 4. 防守方的收益 

 盯人内线 盯人外线 2-3 联防 2-1-2 联防 3-2 联防 1-3-1 联防 混合防守 全场紧逼 

强攻内线 q 1 − q q q 1 − q 1/2 q 1 − q 

外线投篮 1 − q q 1 − q 1 − q q q 1/2 q 

老鹰进攻 q 1 − q 1/2 1 − q 1 − q q 1/2 1 − q 

三角进攻 1 − q 1/2 1 − q 1/2 q 1 − q 1/2 q 

挡拆进攻 1 − q q 1/2 1 − q 1/2 1/2 q 1 − q 

内线策应 1 − q 1/2 q q 1/2 q 1 − q 1 − q 

跑轰战术 1 − q q 1 − q 1/2 q 1/2 1 − q q 

普林斯顿战术 q 1 − q q 1/2 1/2 1 − q q 1 − q 

 
其中 q 代表对应局中人将有 q 的概率获得正收益，同时另一局中人则以 q 的概率获得 0 分；1 − q 代

表对应局中人将有 1 − q 的概率获得正收益，同时另一局中人则以 1 − q 的概率获得 0 分；若双方相持不

下，即进攻成功和防守成功概率皆为 1/2，此时代表有 1/2 的概率获得正收益。在此处我们的收益是指局

中人采取该种策略并实施后所获得的结果，但是在实际情况下，得分可能为 2 分，3 分，也或者为 2 + 1，
3 + 1 等，故此，我们仅以进攻成功地概率作为收益，概率越大则越有可能得分，这就达到了我们的期望。 

由于赛场上各种来自场外因素，和球员本身的心理素质等因素的影响，我们并不能知晓参赛双方会

选择哪一种策略，也不知晓选择该种策略的概率是否平均，因此我们给出，设进攻方选择以上 8 种进攻

方式的概率分别为 1 2 8, , ,x x x� ，
8

1 1ii x
=

=∑ ，防守方选择以上 8 种防守方式的概率分别为 1 2 8, , ,y y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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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 1jj y
=

=∑ 。则将该博弈模型扩充为混合策略，其中 x 称为局中人甲的混合策略，y 称为局中人乙的混合

策略。 

5.3. 模型求解及分析 

5.3.1. 模型求解 
基于上述假设和规定，我们求得在纯策略下，

1 8 1 8 1 8 1 8
max max max maxij iji j j i

a q a q
≤ ≤ ≤ ≤ ≤ ≤ ≤ ≤

= − < = ，因此对策无解，即

甲乙两队不存在各自的最优策略。根据我们给出的混合策略： 
记 ( )1 2 8, , ,X x x x= � 为甲选择各种进攻方式的概率； 

( )1 2 8, , ,Y y y y= � 为乙选择各防守方式的概率； 
局中人甲的混合策略集为 ( ){ }8* 8

1 1| 0, 1,2, ,8 , 1i iiS x R x i x
=

= ∈ ≥ = =∑� ； 
局中人乙的混合策略集为 ( ){ }8* 8

2 1| 0, 1,2, ,8 , 1j jjS y R y j y
=

= ∈ ≥ = =∑� ； 
对 *

1x S∀ ∈ ， *
2y S∀ ∈ ，称 ( ),x y 为一个混合局势。 

最终我们利用 Lingo 软件对建立的模型进行求解，得到结果如下图 1。 
 

 
Figure 1. Results 
图 1. 求解结果 

5.3.2. 结论解释 
通过对我们求解结果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局中人甲选择强攻内线，外线投篮，老鹰进攻，三角

进攻，挡拆进攻，内线策应，跑轰战术，普林斯顿战术的概率分别为 1 2 3 4 5 6 7 8
1
8

x x x x x x x x= = = = = = = = 。

局中人乙选择盯人内线，盯人外线，2-3 联防，2-1-2 联防，3-2 联防，1-3-1 联防，混合防守，全场紧逼

战术的概率分别为 1 2 3 4 5 6 7 8
1
8

y y y y y y y y= = = = = = = = 。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甲选择各种进攻战术的概率一致，均为
1
8
，甲的最优策略为 

* 1 1 1 1 1 1 1 1, , , , , , ,
8 8 8 8 8 8 8 8

x  =  
 

，乙的最优策略为 * 1 1 1 1 1 1 1 1, , , , , , ,
8 8 8 8 8 8 8 8

y  =  
 

。这就是说，双方都以
1
8
的概率选

取每个纯策略，或者说每个纯策略被选取的概率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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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纯策略分析： 
若甲以 100%的概率选择某一固定的策略(进攻战术)，则乙可以通过研究甲的偏好而得知这一规律，

从而乙可以选择针对性的甲的进攻战术的防守战术，从而使自己获得最大的收益。例如甲选择三角进攻

战术，则乙选择 3-1 联防或者全场紧逼战术，若甲选择挡拆进攻，则乙选择盯人外线或者混合防守。这也

说明，甲一旦以 100%的概率选择了自己的某一个进攻战术，则乙将有最大概率 q 获得此一轮博弈的胜利。 
由于局中人皆是理性的，他们都会考虑到对方也在思考自己会做出什么样的决策，因此，甲若不想

被乙知晓自己会采取何种战术，就必须通过进攻方式的随机变化而使乙一直处于猜测中，乙同时也会不

停的变化自己的防守方式。 
2) 混合策略分析 

经过对模型的求解，我们看到，局中人甲(进攻方)选择策略 1 2 8, , ,α α α� 的概率皆为
1
8
，即若甲采取

1 1 1 1 1 1 1 1, , , , , , ,
8 8 8 8 8 8 8 8

 
 
 

的混合策略，我们可计算出，乙在不同的策略下所获得的收益如下表 5。 

 
Table 5. The probability of gain on defender 
表 5. 防守方的收益概率 

盯人内线 盯人外线 2-3 联防 2-1-2 联防 3-2 联防 1-3-1 联防 混合防守 全场紧逼 

5 2
8

q−  3
8

 3
8

 2
8

q+  2
8

q+  2
8

q+  2
8

q+  5 2
8

q−  

 

从表 5 我们可以看出，由于 q 的取值范围为
1 ,1
2

 
 
 

，则此时在甲不断变换的战术下，乙获得最大收

益的可能取值范围仅为
3 1,
8 2

 
 
 

，此时乙选择的策略为盯人内线和全场紧逼。相比之前，进攻方甲以 100% 

的概率选择某一种进攻战术，乙将以 q ， ( )0.5q > 的概率获得正收益，这对应于甲而言，结果已经有所

改善，已经达到了降低乙的收益的目标，从而使得自己获胜概率增大。据此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作为进

攻方，应该不断的对自己的进攻战术进行变换，使得防守方处于不停的猜想自己的战术中，在进攻方不

断的战术变换下，防守方将会从纯策略下的较大概率变成混合策略下的更小的概率，从而进攻方在此一

轮博弈中占据优势。 

同样的，我们给出局中人乙选择策略 1 2 8, , ,β β β� 的概率皆为
1
8
，即若乙采取

1 1 1 1 1 1 1 1, , , , , , ,
8 8 8 8 8 8 8 8

 
 
 

的

混合策略时，进攻方甲的收益情况如下表 6。 
 

Table 6. The probability of gain on attacker 
表 6. 进攻方的收益概率 

强攻内线 外线投篮 老鹰进攻 三角进攻 挡拆进攻 内线策应 炮轰战术 普林斯顿战术 

4
8

q−  4
8

q−  3
8

 2
8

q+  2
8

q+  3
8

 3
8

 3
8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在混合策略下，乙不断的变换防守战术，则进攻方甲获得最大收益的概率取

值范围为
3 7,
8 16

 
 
 

，此时甲选择的进攻战术为强攻内线和外线投篮。相比之前，乙仅选择同一种防守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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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进攻方甲选择克制其防守战术的方式，此时甲进攻成功的概率达到了 q ，( )0.5q > ，而现在最大仅为
7

16
，

7 1
16 2
 < 
 

，这对于乙而言，已经达到了降低进攻方进攻成功的概率，从而自己防守成功的概率也获得相 

应改善。据此，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作为防守方，不应该固定的选择某一种防守战术进行防守，应该不

停的变换战术，以此来获得更大的防守成功概率，从而防守方在此一轮博弈中占据优势。 
这个结果也是和我们实际情况相符合的。然而在实际赛场中，影响参赛双方做出决策的因素有很多，

其中包括教练员的指导，场地等环境因素，更多的是参赛队员的心里抗压能力，临场应变能力等，因此

在赛场中，若是参赛队员可以协调和各方面的压力，结合战术的变换，就能使得比赛有更大的几率获胜。 

5.3.3. 结果分析 
1) 篮球竞技过程中的博弈是二人零和动态博弈。 
2) 在纯策略意义下，局中人不存在各自的最优策略，意味着当进攻方以 100%的概率选择某一固定

的策略，则防守方可以通过研究进攻方的偏好而得知这一规律，从而选择针对进攻方的进攻战术的防守

战术，从而使自己获得最大的收益。同样的道理，防守方总是以 100%的概率选择某一固定的策略，则进

攻方也可以选择克制其防守战术的进攻方式，以此来获得最大的收益。 

3) 当进攻方采取
1 1 1 1 1 1 1 1, , , , , , ,
8 8 8 8 8 8 8 8

 
 
 

的混合策略，则防守方的期望收益将从纯策略下的 ( )0.5q q >  

变得更小，达到了进攻方的目标。因此作为进攻方，应该不断的对自己的进攻战术进行变换，以此来达

到在此一轮博弈中占据优势的目的。 

4) 若防守方采取
1 1 1 1 1 1 1 1, , , , , , ,
8 8 8 8 8 8 8 8

 
 
 

混合策略，则进攻方的期望收益将从纯策略下的 ( )0.5q q > 变 

得更小，达到了防守的目标。因此作为防守方，应该不断的对自己的防守战术进行变换，以此来达到在

此一轮博弈中占据优势的目的。 

6. 结论与建议 

本文主要是利用博弈论的知识去研究一场体育赛事，然而在实际情况下，赛场上情况多变，不仅仅

是参赛双方存在着博弈，队员之间也存在着博弈，这使得我们的研究有了更多的方向。本文是利用的范

特西篮球这一游戏中篮球进攻和防守的关系来代替我们实际赛场上出现的情况，但是在实际赛场中也无

法准确地得出每一种进攻和防守之间是否真的可以相互克制，这个数据目前来说也无法准确测量，这也

是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在此基于所研究的内容，给出如下结论和建议。 

6.1. 结论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基于博弈论的相关理论，得出篮球竞技过程中的博弈是二人零和动态博弈。对篮球竞技过程中的进

攻战术和防守战术进行分析后，得出局中人甲乙(进攻方和防守方)不存在纯策略意义下的解，为了达到最

大收益，双方必须使用混合策略，基于此建立了混合策略模型。并利用 Lingo 软件求得该混合策略解为 
* 1 1 1 1 1 1 1 1, , , , , , ,

8 8 8 8 8 8 8 8
x  =  

 
。 

无论是进攻方还是防守方，都应该在赛场上不断的变换自己的战术，以此来达到降低对方期望值的

目标，从而在一轮博弈中占据优势。 
本研究通过对篮球竞技中进攻战术和防守战术进行研究，发现在篮球竞技运动中的这一类博弈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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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过我们给出的模型进行分析，以此获得最佳战略的选择。 

6.2. 不足与建议 

根据我们得出的相关结论，针对性的给出如下建议： 
1) 博弈现象广泛存在于篮球比赛中，本文研究较为单一，希望能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篮球竞技博弈

模型。 
2) 本文研究结果符合实际情况，希望能对提高实际赛场的制胜率做出贡献。参赛方在赛场中能够根

据博弈论的相关知识，选择适合的战术，达到在该场博弈中的胜利，获得优势。 
3) 本文是利用博弈论的相关知识对篮球竞技中的进攻和防守战术进行的分析，但由于现实条件的限

制，对现场大型篮球比赛的一手数据太少，对实际比赛的指导意义有限，因此在实践层面上仅作参考，

希望在以后的研究中数据的来源更多依赖于田野调查法，深入一线，更好地发挥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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