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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FPr1 獨立追蹤一級、UPr1 獨立服從一級、SPr1 獨立護衛一級、APr1 服從

護衛一級) 

IPO2 護衛犬二級 

(包括 FPr2 獨立追蹤二級、UPr2 獨立服從二級、SPr2 獨立護衛二級、APr2 服從

護衛二級) 

IPO3 護衛犬三級 

(包括 FPr3 獨立追蹤三級、UPr3 獨立服從三級、SPr3 獨立護衛三級、APr3 服從

護衛三級) 

連載護衛犬參考資料與繪圖 

 

常用簡稱 

FCI = Federation Cynologique Internationale 世界犬業聯盟 

IPO = International Prufungsordnung/International Trial Rules 國際護衛犬賽 

LAO = National Organization 國家當地狗會 

AKZ = Training Degree 訓練名銜 

LR = Trial Judge 賽事裁判 

PL = Trial Secretary 賽事場務秘書 

HL = Helper 靶手 

HF = Handler 指導手 

FL = Tracklayer 踏路員 

HZ = Verbal Command 口令 

 

注意 

這裡用的指令，在翻釋時應由當國狗會指定語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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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這裡的賽制生效後，所有以往的舊賽制均為無效。如果這是翻釋版本，有不明

確地方時讀者應以原來德文版本作準則。 

 

常務 

效力 

此賽制由 FCI 世界犬業聯盟工作犬委員會修定，並在 2011 年 4 月 13 日於意大利

羅馬被投票及認可。此賽制從 2012 年 1 月 1 日生效，並替代所有以前舊制。 

此賽制由委員會以德文定立與修正，如有任何因翻釋至其他語言而不明確地方，

應以原來德文版本作準則。 

此賽制對所有 FCI 成員國家生效，所有護衛犬賽(會賽與錦標賽)必須依據這套賽

制執行。 

 

一般資料 

會賽與錦標賽應有兩個目的，第一目的是以考取名銜而決定犬隻對特定工作的適

合性；另一目的是從繁殖計劃中幫助管理及提升工作犬種的氣質、健康、體能、

和工作性能；工作犬名銜亦可以作為犬隻繁殖價值的一種參考。 

我們建議各國的 LAO 國家當地狗會推廣 IPO 護衛犬賽。世界賽事應該按照 IPO 護

衛犬賽制執行，所有會賽及錦標賽的主辦單位與參賽者都應遵守這裡的規則。所

有選手必須跟隨同一賽制規限。賽事應對外界公開，狗會必須公開通知其會員賽

事的地點、日期、與開始時間。 

會賽及錦標賽必須跟從完全的審核級別或部份審核級別。在任何情況下，在賽事

中成功完成的審核級別顯示有效的訓練名銜。訓練名銜必須受所有 FCI 的會員國

接納。 

 

賽事季節 

賽事在天氣對人或動物無危險情況下可以在每年內任何時間舉行，否則賽事不能

進行。這決定是由賽事裁判作出，LAO 國家當地狗會有權對當國的賽事季節定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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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限。 

 

賽事主辦單位／賽事場務秘書 

賽事場務秘書應負責組織賽事，賽事場務秘書指導和管理所有賽事所需事務及操

守，他／她確保賽事的正確計劃時間表在整場賽事中都可讓裁判知道。 

所以，賽事場務秘書不能帶犬出賽或負責其他事項，賽事場務秘書應負責： 

 收集所有賽事所需批核。 

 尋找適當(依照 IPO 護衛犬賽例)的追蹤場地給所有參賽級別。 

 請示追蹤場地的擁有方和當地授權狩獵的獵人。 

 邀請有經驗的志願人士例如護衛部份的靶手、踏路員、服從部份中的人群等

等。 

 確定賽事日期。 

 提供所有賽事必須器材(依照 IPO 護衛犬賽制)和適當保護裝束給予靶手。 

 提供所需表格，例如裁判的審核評分紙和各個級別的參賽犬隻名單。 

 收取各參賽犬隻的賽事評分冊、防疫注射證明、血統書副本、如有需要還包

括保險證明。 

賽事場務秘書必須在賽事三日前通知裁判賽事的地點、開始時間、場地地圖、賽

事類別、和賽犬數目。如果賽事場務秘書無法向裁判提供以上資料，裁判有權拒

絕主審。 

賽事批核證明必須在賽事開始前讓裁判查閱。 

 

賽事裁判 

賽事主辦狗會的工作人員應負責邀請正式受委任的 IPO 護衛犬裁判評審賽事，或

LAO 國家當地狗會可以選擇指定裁判。在世界賽事中的裁判是由 FCI 世界犬業聯

盟工作犬委員會指定。主辦狗會決定邀請裁判的數目，但每位裁判每日最多只可

以審核 36 個環節。 

FPr1-3 獨立追蹤一級至三級 等於一個環節 

UPr1-3 獨立服從一級至三級 等於一個環節 

SPr1-3 獨立護衛一級至三級 等於一個環節 

BH 伴侶犬 等於二個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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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1-3 服從護衛一級至三級 等於二個環節 

IPO1-3 護衛犬一級至三級 等於三個環節 

在 LAO 國家當地狗會舉辦的大型賽事中，狗會可以設定特別守則。 

裁判禁止審核屬於自已或由他飼養的犬隻，裁判不準審核屬於與自已同屋居住者

或由同屋居住者飼養的犬隻。裁判禁止審核由同屋居住者帶領參賽的犬隻。 

裁判不能以其行為影響或干擾犬隻的演出。裁判應遵從和按照正規賽制審核賽事。

若賽事不是依隨正規賽制和遵守裁判指示，裁判有權終止賽事。在這種事況下裁

判必須向 LAO 國家當地狗會遞交報告。 

裁判的決策是最終及不能被挑戰，任何對審核的批評可能引至被令離場和最後受

到紀律處分。在合理的情況下，關於裁判違反賽制的行為或判決，投訴可以在八

天內遞交。投訴應以書信型式遞交，由申訴人及最少一位證人簽名，通過賽事主

辦單位的賽事場務秘書遞交至 LAO 國家當地狗會。 

申訴的接受並不自動表示對裁判的判決會被推翻，決定會由 LAO 國家當地狗會

的有關部門作出。LAO 可以將申訴交給 FCI 工作犬委員會作出最後決定。 

 

參賽者 

參賽者必須在賽事報名日期截止前報名，在遞交報名表格的同時參賽者同意支付

報名費用。在賽事中如果參賽者因任何理由而不能出賽，他／她必須立即通知賽

事場務秘書。參賽者必須遵守當地的獸醫和動物保護法律。參賽者必須跟從裁判

與賽事場務秘書的指示，並且表現體育精神與風度。不論賽事的結果，參賽者必

須帶犬隻完成所有部份(除非是失格)。賽事以總分的宣佈(結幕儀式)與賽事評分

冊的歸還作終結。 

如果賽犬受傷或不能繼續工作，裁判有權終止賽犬的賽事演出，即使是在違參賽

者所願的情況下。如果在賽事中指導手將賽犬撤回，賽事評分冊會寫上

“insufficient - dog was pulled”「不通過，犬隻被撤回」的記錄。如果賽犬被撤回

的原因是明顯的受傷或有獸醫的書信證明犬隻的傷病，賽事評分冊會被寫上

“pulled due to illness”「因傷病而被撤回」。裁判有權因參賽者缺乏體育精神、攜

帶誘導犬隻物件、違反賽制或動物保護法例、或其他不正當行為而將其失格。 

在此情況下，在賽事評分冊中仍然必須留下參賽記錄，並填寫被提早撤出原因。

在被失格情況下，全部本場所得分數將會被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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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手必須在整個賽事中帶有牽引帶。這包括賽犬必須載着一個簡單，單排，鬆

弛的金屬鍵環，以鍵環的不動圈連接於牽引帶。任何其他頸環或附加頸環(如帶

狀頸環或防蝨頸環等)都不能在賽事中使用。此規則在 BH 伴侶犬穩定性測試中例

外，在 BH 伴侶犬穩定性測試中，犬隻容許配戴一般的皮制、尼龍制、或塑膠制

帶狀頸環。 

審核以犬隻的性情觀察為開始，裁判在整個審核過程中都會注意犬隻的穩定性，

包括頒獎儀式。牽引帶可以收藏起來，使犬隻不能看見，或指導手可將牽引帶斜

掛在自已左肩上，使其在右腰垂下。 

口令應是以正常聲線發出的簡短命令，可由任何語言發出，但一頭賽犬的所有口

令必須是同一種語言(同一頭狗不能又用中文口令又用英文口令)。同一口令必須

用於同一個行為。 

如果有數位參賽者在同一賽事級別中報名，出賽的先後以抽簽方式決定。 

每場審核的最少參賽人數是四位，單人的審核是不容許的。 

因身體殘疾引至不能令犬隻在左側隨行的指導手可以令犬隻在右側隨行，在這種

情況下上面的規則便以左右相反進行。 

 

參賽條件 

在出賽當天賽犬必須已經符合所需年齡，盡無例外。 

BH 伴侶犬 15 個月 

FPr1-3 獨立追蹤一級至三級 15 個月 

UPr1-3 獨立服從一級至三級 15 個月 

SPr1-3 獨立護衛一級至三級 18 個月 

APr1-3 服從護衛一級至三級 18 個月 

IPO1 護衛犬一級 18 個月 

IPO2 護衛犬二級 19 個月 

IPO3 護衛犬三級 20 個月 

FPr1-3 獨立追蹤的審核和 IPO1-3 級的追蹤審核一樣，只是單獨地審核追蹤部份，

沒有服從和護衛部份。 

UPr1-3獨立服從的審核和 IPO1-3級的服從審核一樣，只是單獨地審核服從部份，

沒有追蹤和護衛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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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1-3 獨立護衛的審核和 IPO1-3 級的護衛審核一樣，只是單獨地審核護衛部份，

沒有追蹤和服從部份。 

以上的獨立科目每個都可以當作一個環節審核，但這些不是工作名銜。 

(釋者注：由於追蹤必須很大的室外場地，如草地、農田，而護衛必須有合資格

的靶手和器材才能進行，所以香港狗會未必在每次犬展都能夠提供足夠資源進行

追蹤及護衛的審核。因此，釋者建議香港狗會在 IPO 護衛犬運動進廣的初期應盡

量集中在強調犬隻服從性和穩定性的審核，包括： 

1. BH 伴侶犬 

2. UPr1 獨立服從一級 

3. UPr2 獨立服從二級 

4. UPr3 獨立服從三級 

犬隻鞏固的服從和穩定的狀態是推廣 IPO 護衛犬運動一個良好的基礎和形象，鑒

於香港人煙稠密，而且大部份犬主飼養的都是寵物犬，正確的服從訓練能夠讓犬

主在日常生活中有效地操控好犬隻，犬主平時多帶狗出外溜達和接觸不同的人物

能提升犬隻的自信心和環境適應度，讓其更容易融入我們的社會。犬主應該有了

正確的養犬態度和責任感，與懂得基本的服從訓練後，才學習護衛部份中的咬捕

訓練，以免造成因為犬主無知、疏忽、或不負責任的意外。 

為鼓勵大眾參與訓犬運動，香港狗會可以考慮對成功通過伴侶犬或獨立科目審核

的指導手頒發記念獎狀，以是勉勵。 

至於 IPO 護衛犬審核，香港狗會可以在已成功通過 BH 伴侶犬的犬隻達到四頭，

並能提供足夠資源的情況下嘗試推行。) 

所有犬隻，不論體積、品種、或血統書均可參加賽事。犬隻的體格必須適合參加

的科目。 

每位指導手可以在每天參與一場賽事。指導手可以在每場賽事讓最多兩頭犬隻參

賽。犬隻只能在一場審核中報考一個名銜，BH 伴侶犬和 IPO1 護衛犬一級除外。 

每頭犬隻可重複同一賽事級別無限次數。賽事級別必須按照(1-2-3 級)這次序考核，

在進升考核時犬隻必須已經成功通過之前級別。犬隻出賽的所需年齡必須跟據賽

制執行。犬隻必須在參賽時以其考獲的最高名銜出賽(釋者注：就是已考獲 IPO3

的狗不能回去比 IPO1，如此類推。)，只有非正式的賽事才能得以例外。 

發情期中的母犬可以參加所有賽事，但她們必須與其他賽犬分開。在賽事中的甲

部份，即追蹤部份，她們會依照正常安排出賽，在所有其他項目她們會被安排在

8



最後出賽。明顯懷孕、生育不久、和正在哺乳期的母犬都禁止出賽。 

患病及有感染性的犬隻均不能參與所有賽事。 

 

性情觀察 

在任何賽事環節開始前，犬隻必須通過一個別觀察(性情觀察)，性情觀察主要是

核對犬隻的身份證明(耳號和晶片檢查)。性情觀察中失格的犬隻不能繼續參與當

場賽事並必須被失格。賽事主辦方有責任提供所需器材以作身份證明檢查。 

裁判會在賽事中繼續評估犬隻的性情，若犬隻的性情有缺陷，裁判有義務將其立

即失格，在賽事評分冊上必須寫上犬隻已在這賽事中報名，但因性情缺陷而被失

格。因性情缺陷而被失格的犬隻必須以書寫型式被報告到 LAO 國家當地狗會的

指定委員會處。 

性情觀察的情序 

1. 性情觀察必須在對犬隻正常中立的地方和環境下進行。 

2. 每頭犬隻會分別展示給裁判觀察。 

3. 犬隻由指導手用普通牽引帶展示予裁判觀察，牽引帶必須鬆弛拿着。 

4. 裁判必須避免以任何型式挑引犬隻，並且不能觸摸犬隻。 

評估 

甲.) 犬隻顯示正面反應：犬隻表現中立、自信、堅定、專注、活躍、獨立。 

乙.) 仍可接受的邊沿狀態：例如犬隻有點不穩定、少許神經質、有些缺乏安全感。

此類型犬隻仍可通過穩定性測試但必須在整場賽事中仔細觀察。 

丙.) 犬隻顯示負面反應或性情缺陷：例如犬隻膽怯、完全缺乏安全感、害怕、對

槍聲敏感、失控、亂咬、或富侵略性都會被失格。 

 

評分系統 

護衛犬賽的評估制度是以分數和等級作標準，等級與分數必須反映每個項目演出

的質素。 

評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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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分 (V)優 (SG)良 (G)佳 (B)可 (M) 不足 

5 5 4.5 4 3.5 3-0 

10 10 9.5-9 8.5-8 7.5-7 6.5-0 

15 15-14.5 14-13.5 13-12 11.5-10.5 10-0 

20 20-19.5 19-18 17.5-16 15.5-14 13.5-0 

30 30-29 28.5-27 26.5-24 23.5-21 20.5-0 

35 35-33 32.5-31.5 31.5-28 27.5-24.5 24-0 

70 70-66.5 66-63 62.5-56 55.5-49 48.5-0 

80 80-76 75.5-72 71.5-64 63.5-56 55.5-0 

100 100-96 95.5-90 89.5-80 79.5-70 69.5-0 

分數百份比 

等級 得分百份比 扣分百份比 

(V)優 = 最少 96% 扣至 4% 

(SG)良 = 95-90% 扣除 5-10% 

(G)佳 = 89-80% 扣除 11-20% 

(B)可 = 79-70% 扣除 21-30% 

(M)不足 = 低於 70% 扣除 31-100% 

每個環節(追蹤、服從、護衛)的評分必須以整數計算，但每個項目的評分可以用

小數評核。當環節完成，裁判將所有項目得分加起而分數不是整數時，裁判應以

演出的總括印象將小數提高或降低至整數。 

在同分的情況下，丙部(護衛環節)最高分數的賽犬得勝。如果大家丙部分數還是

相同，乙部(服從環節)高分的獲勝。如果大家在三個環節的得分都是一樣，賽事

的名次就是相同。 

失格 

如果指導手機或賽犬在審核中被判失格，所有本場賽事已獲得的分數都會被作廢，

等級和得分亦不會被記錄在賽事評分冊中。以下是會被失格的情況： 

行為 後果 

指導手缺乏體育精神的行為 

例如： 

在審核中攜帶食物、玩具、或任何刺激

犬隻的物件 

對裁判、工作人員、其他指導手、或觀

失格 

賽事評分冊中不會有本場審核的所獲

分數和等級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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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不敬、謾罵、恐嚇、或毆打 

對賽制不尊重、違反動物保護法律、或

渺視當地文化風族 

在犬隻頸環或犬具中作弊 

例如： 

隱藏刺釘、橡皮環等 

犬隻不通過性情觀察 

犬隻在審核中擅自離開指導手或賽場

而在受到三次指令後仍未能被召回 

 

評分表 

滿分 (V)優 (SG)良 (G)佳 (B)可 (M) 不足 

100 100-96 95-90 89-80 79-70 69-0 

300 300-286 285-270 269-240 239-210 209-0 

200 (APr) 200-192 191-180 179-160 159-140 139-0 

 

特別名銜 

International Working Champion (CIT)“國際工作冠軍”的名銜是由 FCI 世界犬業

聯盟頒發，指導手需要先經過 LAO 國家當地狗會申請。要有資格獲得此名銜，

需要以下條件：兩次 CACIT 或一次 CACIT 與兩次 Reserve CACIT，最少相隔一年零

一日，分別在兩個國家和兩位裁判下贏得，連同最低要在一場 FCI 國際賽事中獲

得“SG”。 

CACIT 與 Reserve CACIT 可以在 FCI 認可的賽事中獲得，所有 LAO 必須受邀請到

CACIT 賽事，最少要有兩位裁判被請來，其中一位必須並非來自賽事主辦國。獎

狀在眾裁判建意下頒發。CACIT 與 Reserve CACIT 只能頒發給 FCI 犬種類別中第一

組、第二組、與第三種犬種的犬隻，犬隻必須在賽事 IPO3 護衛犬三級中獲得(V)

優或(SG)良。CACIT 的名街不是自動與賽事的排名有關。 

National Working Champion“國家工作冠軍”名銜的頒發需按照 LAO 的規章。 

 

賽事評分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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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頭出賽犬隻必須攜帶賽事評分冊。評分冊應由指導手所隸屬的國家狗會發出，

發證組織有責任確保每頭犬隻僅可獲發一本賽事評分冊。賽事的成績必須在任何

情況下都被記錄在評分冊中。賽事成績由裁判記錄在評分冊，再必須由賽事場務

秘書簽名認證。 

由 2012 年起，賽事評分冊的首頁應該有如下資料： 

1. 評分冊編號 

2. 犬隻名字 

3. 犬種 

4. 出生日期 

5. 性別 

6. 犬隻身份證明(晶片或耳號) 

7. 犬主姓名 

8. 犬主地址 

 

法律責任 

犬隻的擁有人對任何其犬隻構成的個人損傷或財物毀壞必須負上法律責任，所以，

犬主必須購買適當的保險。如果發生任何意外，在整場賽事中指導手對自已與其

犬隻都要負上全責。指導手對裁判和主辦方指示的遵從是自願性質，後果亦是由

指導手負上全責。 

 

防疫注射： 

在裁判或賽事場務秘書要求下，指導手必須提供犬隻有效防疫注射的證明(防疫

證書)。 

 

賽事監管 

LAO 國家當地狗會有權監督賽事。LAO 可以委任一位有對 IPO 護衛犬賽事有經驗

的人員管理審核，確保賽事是按照着這守則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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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手規章： 

甲.) 丙部(護衛環節) 雇用靶手的必須條件 

1. 賽制有關靶手的規章必須受遵從。 

2. 靶手在丙部(護衛環節)的職責是在賽事中協助裁判。 

3. 基於個人安全及法律責任原因，靶手必須在訓練與賽事中穿着保護制服(防

抓褲、防抓衣、手靶、護襠，有需要的話可戴備手套)。 

4. 靶手的鞋子必須適合不同天氣和地質，鞋子必須提供靶手穩定的站樁與良好

的磨擦力。 

5. 在丙部開始前，靶手會得到裁判的指示，靶手必須依照裁判指示進行咬捕工

作。 

6. 靶手在禁觸吠叫與押送項目時必須按照賽制遵從指導手的指示。靶手必須在

側押送和後押送前給予指導手機會先將犬隻指令至基本位置(犬隻坐在指導

手左側等候命令)。 

7. 在審核賽中，主辦方可以只雇用一位靶手，如果在同一級別中參賽犬隻超過

六頭，主辦方必須雇用兩位靶手。在全國型的賽事，如錦標賽，選拔賽等，

主辦方最少必須雇用兩位靶手，在這些賽事中，與參賽指導手同屋居住的靶

手亦可受雇用。 

乙.) 賽事靶手規章 

1. 總括概念： 

在賽事中，裁判應該評估犬隻的訓練水平和犬隻的工作性能(例如動力、硬度、

自信心、及服從性)。裁判可以客觀地評估他/她以視覺和聽覺在整場賽事觀察得

來的印象。 

基於上述原因，和保持整場賽事公平的關系(意思是指在可能情況下對每一位參

賽者都提供一致的競賽環境)，靶手的工作必須讓裁判能清晰地觀察犬隻的演

出。 

所以，丙部的架構不能讓靶手決定，另外，靶手必須遵從指定的規則。 

在賽事中，裁判必須判斷丙部評估最重要的個別元素，這些元素包括對壓迫的忍

耐力，自信心、動力、及服從性。還有的是，裁判必須評估犬隻的咬咀質素。因

此，若要讓裁判評估咬咀質素，靶手必須給予犬隻機會咬穩手靶；又或者，若要

評估對壓迫的忍耐力，靶手必須在指定項目中對犬隻施加壓迫。總括來說，靶手

應該盡量將咬捕工作以一致的方式進行，好使上述的元素能被有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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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禁觸吠叫" 

靶手站立着，不能讓指導手與犬隻看見，手靶微曲，呈靜止狀態，以無威脅的姿

勢躲在指定帳蓬中。手靶用於保護手臂，靶手在吠叫過程中看着犬隻，附加的刺

激(煽動)和任何幫助是絕對禁止的。靶手需將擊打棍向下持在身旁。 

3. "靶手逃跑截擊" 

緊接着禁觸吠叫，靶手會從帳蓬被指導手呼喚出來，靶手以正常速度行出帳蓬及

在裁判指定的地點站好(預早畫好的起跑線)。靶手采用的姿勢必須讓指導手在裁

判指定的地點令犬隻伏下後可向準靶手持靶一邊的側身，大家距離約 5 步，靶手

逃跑的方向必須明顯地讓指導手預料到。在裁判示意下，靶手突然試圖快速以直

線逃跑，但不可展示任何誇張或失控的動作。手靶在靶手跑動時不應有任何正常

跑姿以外的多餘動作，作為提供對犬隻有利於咬咀的用途。靶手無論在任何情況

下都不能在逃跑時正身向着犬隻，靶手可以讓犬隻進入自己視線範圍，靶手必須

抑制將手靶閃離犬隻。當犬隻咬中手靶後，靶手繼續以直線跑動，同時將手靶靠

軀幹收緊。 

裁判決定靶手逃跑的距離，靶手在裁判示意下停止逃跑。靶手在逃跑時適當的動

感表現給予裁判理想的機會對項目評估。任何來自靶手的輔助，例如在犬隻咬中

前過分對其獻示手靶、以聲音煽動、在逃走前或逃走中以擊打棍拍打防抓褲、在

犬隻咬中後不將手靶收緊、未經批準自己在逃跑時減速和自動停止逃跑等，一律

都是絕對禁止。 

項目完結(鎖靶姿勢)，請參照第 8.(生效於所有項目) 

4. "監視中還擊" 

在監視項目以後，裁判會示意靶手向犬隻還擊。靶手起棍過頭，手靶不動，以威

迫姿態向犬隻正身進攻，靶手向前踏步，俯身壓迫犬隻，手靶不動緊靠軀幹，這

時靶手只打空棍(擊打棍暫時不應打中犬隻)。當犬隻咬中手靶後，靶手將犬隻壓

向內側，壓迫驅趕項目以直線開始，靶手必須將賽事中每一犬隻向同一方向驅趕，

因此，裁判必須站立在最有利的位置，便於觀察與評估犬隻在還擊、驅趕、放口、

和監視中的行為與咬咀。靶手嚴禁將犬隻向指導手驅趕。 

擊打棍應打擊在犬隻肩膊的肩胛位置。打擊的力度必須對每頭賽犬一致。第一棍

應打在第四、五步之後，第二棍應打在接着的四、五步之後，在第二棍打完後靶

手應繼續向犬隻驅趕，並以打空棍作為壓迫。 

裁判決定壓迫驅趕項目的長度，在裁判示意下靶手停止驅趕。靶手在壓迫驅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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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的動感表現給予裁判理想的機會對項目評估。任何來自靶手的輔助，例如在

犬隻咬中前對其獻示手靶、以聲音煽動、在還擊前以擊打棍拍打防抓褲、在犬隻

咬中後和驅趕時不將手靶收緊、壓迫與打棍力度對每頭賽犬不一、或在犬隻表現

對壓迫的忍耐力不足時獨自停止攻擊，一律都是絕對禁止。 

項目完結(鎖靶姿勢)，請參照第 8.(生效於所有項目) 

5. "後押送"  

在指導手命令下，靶手進行後押送項目，以正常速度前行約 30 步，裁判決定押

送的路線。靶手在後押送時禁止任何突然動作，擊打棍和手靶的攜帶方式應避免

對犬隻造成額外的剌激，特別是擊打棍的攜帶應避免讓犬隻看見，靶手的後押送

速度必須對每頭賽犬都一致。 

6. "後押送時迎擊" 

在裁判示意下，靶手在後押送時向犬隻迎擊。靶手向左或右快速轉身，然後猛烈

地向犬隻正面衝去。靶手起棍過頭，以威迫姿態向犬隻進攻，手靶應攜帶在靶手

身前，接近軀幹，手靶應靜止不動。當犬隻咬中手靶後，靶手將犬隻壓向內側，

壓迫驅趕項目以直線開始，靶手必須將賽事中每一犬隻向同一方向驅趕，因此，

裁判必須站立在最有利的位置，便於觀察與評估犬隻在還擊、驅趕、放口、和監

視中的行為與咬咀。靶手嚴禁將犬隻向指導手驅趕。 

裁判決定壓迫驅趕項目的長度，在裁判示意下靶手停止驅趕。靶手在迎擊時適當

的動感表現給予裁判理想的機會對項目評估。任何來自靶手的輔助，例如靶手在

犬隻咬中前靠一邊過分轉身、在犬隻咬中前對其獻示手靶、以聲音煽動、在迎擊

時以擊打棍拍打防抓褲、在犬隻咬中後和驅趕時不將手靶收緊、壓迫力度對每頭

賽犬不一、或在犬隻表現對壓迫的忍耐力不足時獨自停止攻擊，一律都是絕對禁

止。 

項目完結(鎖靶姿勢)，請參照第 8.(生效於所有項目) 

7. "長距離攻擊" 

在裁判示意下，靶手離開指定帳蓬並以奔跑速度從中線衝向指導手及賽犬，作出

正面進攻並同時厲聲叫喊及舉棍恐嚇。 

靶手在犬隻咬來時必須用手靶彈性地接穩，不能在動作中暫停。當接捕犬隻時，

靶手必須順隨犬隻的衝力旋轉，在任何情況下靶手都不能轉身閃避犬隻。當犬隻

咬中手靶後，靶手將犬隻壓向內側，壓迫驅趕項目以直線開始，靶手在任何情況

下都必須防止跑垮犬隻，靶手必須將賽事中每一犬隻向同一方向驅趕，因此，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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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必須站立在最有利的位置，便於觀察與評估犬隻在還擊、驅趕、放口、和監視

中的行為與咬咀。靶手嚴禁將犬隻向指導手驅趕。 

裁判決定壓迫驅趕項目的長度，在裁判示意下靶手停止驅趕。靶手在長距離攻擊

時適當的動感表現給予裁判理想的機會對項目評估。任何來自靶手的輔助，例如

在進攻時減速，站着接捕犬隻，靶手在犬隻咬中前靠一邊過分轉身、轉身閃避犬

隻、在犬隻咬中前對其獻示手靶、在犬隻咬中後和驅趕時不將手靶收緊、壓迫力

度對每頭賽犬不一、或在犬隻表現對壓迫的忍耐力不足時獨自停止攻擊，一律都

是絕對禁止。 

項目完結(鎖靶姿勢)，請參照第 8.(生效於所有項目) 

8. "項目完結"鎖靶姿勢 

靶手所有咬捕項目的完結方式必須能讓裁判觀察到犬隻的咬咀、放口、與監視(不

能在項目完結時以背部向着裁判，靶手應跟裁判保持眼神接觸)。在項目完結時，

靶手必須減低對犬隻的反抗，靶手應停止所有對犬隻引起刺激的動作，亦不能將

手靶松弛，手靶不應提高但需要保持在之前項目中的位置。 

靶手需將擊打棍向下持在身旁，擊打棍的攜帶應避免讓犬隻看見，靶手嚴禁在犬

隻受令放口時提供任何幫助，犬隻放口後，靶手應跟犬隻保持眼神接觸，任何的

附加刺激及幫助都是絕對禁止。 

如果犬隻在監視時圍着靶手繞圈，靶手允許慢慢跟着犬隻旋轉，是以可盯緊犬隻，

但應避免任何突然動作。 

9. "恐懼和失敗犬隻" 

靶手必須繼續壓迫在壓迫驅趕項目不咬或甩咀的犬隻，直至裁判終止項目。 

在任何情況下靶手都不準提供任何幫助或獨自停止攻擊。不放口的犬隻嚴禁受到

靶手以身體語言或擊打棍動作的影響而放口。靶手嚴禁刺激協助在監規項目有傾

向離開靶手的犬隻。在所有或部份項目中，靶手必須依照賽制顯示出主動或中

立。 

 

“TSB”-勇悍度評估：(應用於所有級別) 

“TSB”勇悍度評估應用於描述犬隻內涵以作繁殖合適程度的參考。“TSB”勇悍度

評估並不影響賽事成績或賽事排名。犬隻必須最少完成一個護衛項目才能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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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B”勇悍度評估。 

“TSB”的等級分為(a)明顯，(vh)存在，和(ng)不足，用作形容以下特徵： 

Triebveranlagung = 動力，Selbstsicherheit = 自信心，Belastbarkeit = 對壓迫的忍

耐力。 

TSB“明顯”(a)： 

是給予表現得對工作有強勁動力、顯注的本能行為、在演出中果斷堅定、充滿自

信、有高度集中力、和對劇烈壓迫有極強抵抗力的犬隻。 

TSB“存在”(vh)： 

是給予在工作動力、本能行為、自信心、集中力、和對壓迫的忍耐力都有限制的

犬隻。 

TSB“不足”(ng)： 

是給予在工作動力、本能行為、自信心、和對壓迫的忍耐力都不足夠的犬隻。 

 

特別規例 

LAO 國家當地狗會有權擴張(修改)當國的一般規例，例如許可證、獸醫要求、動

物保護法律、或衛生條例的守則，都可以根據本國的法律作調整。指導手可用自

己的語言發號口令。 

 

世界賽 

規制詳述裡修定的條例與體制對 FCI 的世界賽生效，工作犬委員會負責發表及修

正規制詳述。 

 

BH 伴侶犬 

2014 年 1 月由 Felix Ho 何斐然(比利時，香港)翻釋成中文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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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 甲) 服從部份 60 分 

 乙) 穩定性測試 合格或失格 

評估 

在 BH 伴侶犬審核中，犬隻必須達到甲部份(服從部份)最少 70%(42 分)才算通過

甲部份，不通過甲部份的犬隻不能繼續乙部份(穩定性測試)。 

乙部份是穩定性測試，評估只有合格與失格，沒有評分。犬隻必須在同一場審核

中成功通過甲部份和乙部份才能獲得 BH 伴侶犬資格。一般情況下，裁判只會公

報犬隻有否通過 BH 伴侶犬審核而不會公報分數，在賽事主辦方請求下，裁判可

同意把 BH 的分數公開，讓參加 BH 審核的犬隻跟據得分有高低排名。 

甲) BH 伴侶犬服從部份 

第一項目： 牽繩隨行 15 分 

第二項目： 無繩隨行 15 分 

第三項目： 隨行中坐 10 分 

第四項目： 隨行中臥 - 前來 10 分 

第五項目： 臥停留 10 分 

總分  60 分 

總括規則： 

在服從部份開始時，指導手帶着牽繩隨行的犬隻向裁判報到，在報到時指導手向

裁判報上自己和犬隻的名字及審核級別(如 BH 伴侶犬)，在指導手站定向裁判報

到時犬隻應在指導手左側自動坐好。服從部份必定是兩位指導手攜同兩頭犬隻在

賽場上同時進行，在場刊中單數的一組別先進行隨行，雙數的一組別先進行臥停

留。 

裁判在每個項目會給予指導手開始的指示。所有項目中的動作如迴轉、停步、變

速等，都不需裁判的指示進行。 

口令的要求已經在上面提過。口令應是以正常聲線發出的簡短命令，包含一個單

字(釋者注：由於中文字每字只得一個單音，不同於其他語言如荷蘭文，例如荷

蘭文的單字搜索口令”Revier”就有三個音韻。亦有一些口令如前進”Vooruit”是由

兩個單字”Voor”和”Uit”組成。因此香港指導手如希望採用中文口令理應能夠使用

如「搜索」、「隨行」、「前進」等的簡短詞語。)口令可由任何語言發出。同一口

令必須用於同一個行為。如果犬隻在三次口令後仍然不作出項目中的指定動作，

這項目將會被作廢而評為 0 分。在前來的動作中，指導手可以用犬隻的名字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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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來”的口令，但如果指導手同時將犬隻的名字與任何口令連結使用，這會被

當作雙重口令而扣分。 

在基本姿勢中犬隻應準確而靠近地坐在指導手的左腿側，犬隻的肩膊應與人的左

膝平排。每一個項目都是以基本姿勢開始及結束，在項目開始時指導手只有一次

機會擺好基本姿勢。指導手在基本姿勢中應該雙腳合上筆直地立正，而不應懶散

地分腿站着。對犬隻簡短的表揚只允許在每個項目結速後的基本姿勢中，在表揚

過後可以再擺好基本姿勢，在任何情況中，在表揚與開始下一項目之間必須有一

明顯休止時刻(約 3 秒種)。 

每個項目都是以基本姿勢發展下去，在項目三和四，指導手必須走出最少 10 步

或最多 15 步後才發出項目所需的口令。在所有前來至靠回動作，與指導手需回

到犬隻坐或臥的項目，當中必須有明顯的休止時刻(約 3 秒種)。當指導手回到犬

隻身邊時，他／她可以從犬隻前方或繞到其後方靠近。 

正確的隨行應該在所有項目之間清晰表現出來。迴轉是左迴轉，犬隻可以順時針

繞過指導手右側，或貼着左側擺回來，但犬隻在整場賽事中必須保持同一回轉方

式。 

在靠回動作時指導手可以選擇犬隻順時針繞過指導手後側，或選擇左擺返回。 

如果指導手忘記了演示賽事其中項目，裁判會指示指導手補充演示該項目，在這

情況下不會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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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牽繩隨行 20 分 

甲.) 建議口令：“隨行” 

口令只允許在從基本姿勢開始時，及在變換隨行速度中。 

乙.) 項目敘述：在服從環開始時，指導手帶着牽繩隨行的犬隻向裁判報到，在指

導手站定向裁判報到時犬隻應在指導手左側自動坐好。從基本姿勢開始，指導手

命令犬隻”隨行”，犬隻專注地、愉快地、與準確地跟在指導手左側隨行，犬隻的

肩膊必須與指導手的左膝平排。指導手與犬隻向前直走 50 步，然後迴轉再走

10-15 步，隨即指導手演示快速與慢速的隨行(每個速度 10-15 步)，由快至慢的變

速必須直接，中間不應有漸進式的調節，兩種速度應有明顯的變化，然後指導手

再以正常速度完成回到起點的路程，作出右轉，走出 15 步後再作出右轉，又走

出 15 步後迴轉，迴轉後向前走出 7-8 步後站定，當指導手停下時，犬隻必須自

動快速準確地坐下，無需指導手任何幫助。指導手與犬隻繼續向前走出數步，然

後左轉，走向由四個人組成的流動群眾，在人群中，指導手必須與犬隻繞過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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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個左繞和一個右繞，8 字形地繞過，指導手必須在人群中停留一下，裁判

有權要求指導手重復這動作。 

丙.) 評估(有效於所有速度)：超前、離指導手太開、隨行位置太後、緩慢或遲疑

的坐、重復指令、指導手的身體語言提示或幫助、在任行速度中和拐彎時缺乏專

注力、及不愉快的工作表現，都會被扣分。 

2. 無繩隨行 15 分 

甲.) 建議口令：”隨行” 

口令只允許在從基本姿勢開始時，及在變換隨行速度中。 

乙.) 項目敘述：承接着之前頊目，人狗組合離開人群停下，指導手把牽引繩解下

並放好，然後帶着犬隻無繩隨行再次進入人群，指導手必須與犬隻繞過兩個人，

一個左繞和一個右繞，指導手必須在人群中停留一下，裁判有權要求指導手重復

這動作。人狗組合最後離開群眾回到起點。從基本姿勢開始，指導手命令犬隻”

隨行”，犬隻專注地、愉快地、與準確地跟在指導手左側隨行，犬隻的肩膊必須

對正指導手的左膝。指導手必須向前直走 50 步，然後迴轉再走 10-15 步，隨即

指導手必須演示快速與慢速的隨行(每個速度 10-15 步)，由快至慢的變速必須直

接，中間不應有漸進式的換步，兩種速度應有明顯的變化，然後指導手再以正常

速度完成回到起點的路程，作出右轉，走出 15 步後再作出右轉，又走出 15 步後

迴轉，迴轉後向前走出 7-8 步後站定，當指導手停下時，犬隻必須自動快速準確

地坐下，無需指導手任何影響。指導手與犬隻繼續向前走出數步，然後左轉，回

到起點。 

丙.) 評估(有效於所有速度)：超前、離指導手太開、隨行位置太後、緩慢或由遲

疑的坐、重復指令、指導手的身體語言提示或幫助、在任行速度中和拐彎時缺乏

專注力、及不愉快的工作表現，都會被扣分。 

3. 隨行中坐 10 分 

甲.) 建議口令“隨行”和“坐” 

乙.) 項目敘述：從基本姿勢開始，指導手與隨行中的犬隻向前行，走出 10-15 步

後指導手停下讓犬隻回到基本姿勢，然後發出“坐”的口令，犬隻必須保持坐着。

指導手繼續向前走 15 步，然後停下並轉身面向坐着的犬隻。在裁判指示下，指

導手回到犬隻的右側。 

丙.) 評估：不正確的開始、緩慢的坐、蹲下時焦慮和缺乏專注力都會被扣分。如

果犬隻以臥或站代替坐，這情況會被扣除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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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隨行中臥 - 前來 10 分 

甲.) 建議口令“隨行”，“臥”，“來”，和“靠” 

乙.) 項目敘述：從基本姿勢開始，指導手與隨行中的犬隻向前行，走出 10-15 步

後指導手停下讓犬隻回到基本姿勢，然後發出“臥”的口令，犬隻必須立即準確

地臥下。指導手繼續向前走 30 步，然後停下並轉身面向臥着的犬隻。在裁判指

示下，指導手使用“來”的口令或犬隻名字把它召回，犬隻必須愉快地、快速地、

和直接地跑向指導手，並靠近指導手準確地坐在他面前。指導手發出口令“靠”，

犬隻必須快速與準確地返回指導手左側，犬隻的肩膊應與指導手的左膝對正。 

丙.) 評估：不正確的開始、緩慢的臥下、臥下中焦慮和缺乏專注力、緩慢的前來

或在指導手跟前減速、指導手分腿而立、不正確地坐在指導手跟前和不正確的返

回都會被扣分。如果犬隻以站或坐代替臥，這情況會被扣除 5 分。 

5. 臥停留 10 分 

甲.) 建議口令“臥”和“靠”  

乙.) 項目敘述：在另一犬隻開始其服從項目前，指導手從基本姿勢在裁判指定的

地點以“臥”的口令使犬隻”臥下”，指導手不能給犬隻留下牽引帶或任何物件，

然後指導手離開犬隻最少 30 步的距離，不準轉頭觀看犬隻，指導手行到一個指

定地點後停下，背對犬隻，使牠能看見指導手背部。犬隻必須在臥下地點保持平

靜，指導手嚴禁影響犬隻行為，同時另一犬隻進行其服從項目，在裁判指示下，

指導手步向犬隻並站在牠的右側，在站定了大約 3 秒後指導手向犬隻發出“靠”

的口令，犬隻必須快速坐起回到基本姿勢。 

丙.) 評估：指導手引導或暗中幫助犬隻、臥着時焦慮或在指導手步近時站起或坐

起來，一律會被扣分。如果犬隻坐起或站起來但停留在指定地點，裁判仍然會給

予此項目一部份分數，如果在另一賽犬完成第三項目前，犬隻離開指定地點超過

3 米，本項將得到 0 分。如在另一賽犬完成第三項目後，犬隻離開指定地點，裁

判會給予本項部份分數。如果在指導手步向犬隻時它走向指導手，最高刑罰是 3

分。 

 

乙) BH 伴侶犬穩定性測試部份 

第一項目： 在街上步行對路人的反應 

第二項目： 對移動中的自行車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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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目： 對汽車和司機問路的反應 

第四項目： 對緩步跑路人的反應 

第五項目： 對其他犬隻的反應 

第六項目： 獨自停留時對陌生犬隻的反應 

評估 合格/失格 

總括規則： 

以下項目在賽場以外的公眾場所進行。裁判和賽事場務秘書決定審核的環境(例

如街道、行人通道、或廣場等)，審核的進行不應影響到公眾的交通。 

裁判應該在穩定性測試中細心觀察每頭犬隻，讓每頭狗個別的進行審核。 

在乙部份的評估不是以計分計進行，結果只有合格或失格，最重要的是犬隻在穩

定性測試中的總體表現。 

1. 在街上步行對路人的反應 

在裁判的指示下，指導手牽着犬隻在路上步行，裁判決定人狗隊伍走的方向和距

離，及指示協助審核的行人，裁判在一旁跟着觀察犬隻的反應。犬隻輕鬆地走在

指導手左側(在這部份犬隻不需注視着指導手)，牽引帶應該程放鬆狀態，犬隻的

肩膊應該與指導手的左膝保持平行。犬隻應該對路上的行人和車輛表現中立的反

應(不恐懼亦沒有攻擊性)。一位預先安排好的行人會在人犬隊伍前面橫向穿過，

犬隻應該表現中立。人犬隊伍繼續往前走，進入一組由六個人組成的人群，人群

當中會有一個人跟指導手握手問好，指導手命令犬兒坐 或臥，犬兒在指導手與

人群交談期間必須保持安靜地停留着。 

2. 對移動中的自行車反應 

人犬隊伍走出人群繼續步行，有自行車從他們後面超越，並一邊超越一邊響鈴。

過了一段距離，自行車回頭迎着人犬隊伍駛過，並再次響鈴。在兩次超越犬隻都

是在自行車和指導手之間，犬隻應該對自行車保持中立。 

3. 對汽車和司機問路的反應 

指導手與犬隻經過兩輛停在路旁的汽車，其中一輛汽車的發動機會在犬隻經過時

打着，另一輛汽車的車門會用力關上，迎面會駛來第三輛汽車，停在人犬隊伍旁

邊，司機會攪低車窗向指導手問路，指導手命令犬兒坐或臥，犬兒對汽車和其發

出的聲音必須表現冷靜和中立。 

4. 對緩步跑路人或滾軸溜冰者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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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犬隊伍繼續步行，兩名緩步跑者從後超越，過了一段距離，其中一名緩步跑者

回頭迎着人犬隊伍跑過，指導手可以命令犬兒坐或臥。犬隻應該保持冷靜和中

立。 

裁判可以讓一或兩位滾軸溜冰者代替緩步跑路人的角色。 

5. 對其他犬隻的反應 

指導手與犬隻經過另一牽着繩的人犬隊伍，犬隻必須保持中立，指導手可以重復

指令讓犬隻靠左步行(不需注視着指導手的隨行)，指導手亦可以命令犬兒坐或

臥。 

6. 獨自停留時對陌生犬隻的反應 

人犬隊伍來到一個比較安靜的地方，在裁判指示下，指導手把犬隻用預先準備好

的牽引帶縛在欄杆、牆壁、柱子、大樹等固定物件上，指導手可以讓犬隻站着、

坐着、或臥着，然後離開到一個犬隻不能看到的地方。在指導手離開後另一牽着

繩的人犬隊伍(用作干擾的犬隻必須是有善的犬隻)在受審核的犬隻五米前走過，

受審核的犬隻必須保持中立並不能作作攻擊性行為(往前衝、不停吠叫) 。在裁判

指示下，指導手可以回去拉好犬隻，在旁邊等候其他審核中的人犬隊伍完成成。 

 

IPO1 護衛犬一級 

2014 年 1 月由 Felix Ho 何斐然(比利時，香港)翻釋成中文 

分為： 甲部份：追蹤 100 分 

 乙部份：服從 100 分 

 丙部份：護衛 100 分 

 總分： 300 分 

IPO1 護衛犬一級甲部份 

追蹤路程由指導手踩踏，最少 300 步，3 節路段，兩個轉角(約 90 度)，兩件由指

導手提供的失物，最少 20 分鐘持久，犬隻有 15 分鐘時間找出路程 

正確找出路程： 79 分 

失物(11+10) 21 分 

總分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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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規則： 

裁判或負責追蹤的人員會以追蹤場的地勢決定路程的模式。每頭賽犬的路程都應

該不同，該失物和轉角嚴禁在每一路程都位於同一距離。起點應以指示杆作明確

標記，指示杆應插在起點的左側地上。 

指導手(=踏路員)在踏路前必須先將失物向裁判或負責追蹤的人員展示，只有擦好

指導手(=踏路員)氣味的失物(起碼 30 分鐘持久)才能夠被使用。指導手(=踏路員)

在起點逗留片刻後便開始以正常速度向裁判指定的方向前進，轉角亦是以正常速

度踩踏，第一件失物應最少在 100 步後放置於第一或第二路段，失物不應放在轉

角前後的 20 部內，第二件失物應放置於最後路段的終點。失物應由指導手(=踏

路員)在步行期間放置於路程上，當指導手(=踏路員)在路程終點放置好最後一件

失物後，他必須繼續向前步行多幾步。不同種類的失物都需要被用於同一路程(例

如皮革、布料、木材)。失物的尺寸不可超過長度 10 厘米，闊度 2-3 厘米，和厚

度 0.5-1 厘米。它門的顏色不可在追蹤地質上太顯眼。賽犬必須在踏路時停留在

視線以外地方。 

當犬隻在追蹤時，裁判、踏路員、及任何工作人員禁止走到指導手與賽犬有權作

追蹤的地方上。 

追蹤場地： 

所有天然地質，例如草地、沙地、田地、樹林等都適用於追蹤審核。 

甲.) 建議指令：“追蹤” 

追蹤”的口令可以在起點和在第一與第二失物顯示後運用。 

乙.) 追蹤環節敘述：指導手準備好賽犬進行追蹤。犬隻可以作無繩追蹤或戴有

10 米追蹤繩追蹤。在追蹤時候，10 米追蹤繩可經犬隻背部、身旁、前腿、或後

腿穿過。追蹤繩可直接扣在鏈環的緊環上，或扣在追蹤吊帶(賽事中許可的追蹤

吊帶包括追蹤肩帶或追蹤腰帶，但不能有額外附加配件)。當被工作人員召喚時，

指導手帶犬在左側隨行到裁判面前報到，在報到時指導手向裁判報上自己和賽犬

的名字及參賽級別(如 IPO1 護衛犬一級)，在指導手站定向裁判報到時犬隻應在指

導手左側自動坐好。指導手需向裁判表明賽犬將會以什麽方式顯示失物(拾起或

指示)。在追蹤前，起點上，和在追蹤時任何對犬隻的壓力影響均絕對禁止。在

裁判指示下，指導手慢慢帶同賽犬平靜地到起點，然後開始進行追蹤。犬隻需要

在起點冷靜和集中地以鼻子深入探索，接着犬隻必須繼續以深鼻速度平穩地尋找

氣味。指導手跟隨在賽犬以後 10 米追蹤繩的末端，如果指導手選擇無繩追蹤，

在賽事進行中指導手仍需與賽犬保持 10 米的距離。追蹤繩在賽事中允許被松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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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着，不一定要繃直，但指導手必須用手拿穩追蹤繩。犬隻必須有信心地找出轉

角，在成功找出轉角後，犬隻必須繼續保持一貫速度前進。當犬隻到達失物時它

必須立即將其有信心地拾起或指示，無需指導手幫助。如果指導手選擇的失物顯

示方式是拾起，犬隻在拾起失物時可以站立、坐、或回到指導手跟前，犬隻在拾

起失物時繼續向前走或伏下是違例的行為。如果指導手選擇犬隻指示失物，犬隻

在指示時可站着、坐着、或臥着，犬隻允許在指示不同失物時交替使用這三種位

置。當犬隻指示了失物後，指導手必須隨即放下追蹤繩，然後步至犬隻身旁。指

導手把失物拾起並將其高舉示意裁判已找到失物，然後指導手再拾起追蹤繩命令

犬隻繼續追蹤。當犬隻完成整個路程時，指導手必須將搜獲的失物向裁判展示。 

丙.) 評估：追蹤時的速度不是評分中的因素，但犬隻在工作時必須表現得情神集

中、速度平均、有說服力地將路程找出，而且態度愉快放松。犬隻側頭探測路段

氣味不算違規，但犬隻不應離開路段。無目的地亂走、鼻子抬高、大小便、在轉

角時繞圈、指導手不停鼓勵、以追蹤繩指引、或在路程和失物時的口令幫助、錯

過失物和錯誤顯示失物，都屬於違規行為而且將會被扣分。如果指導手離開路程

超過了追蹤繩的長度(10 米)，追蹤部份將被終止。如果犬隻要離開路程而指導手

制止它前進，裁判會指示指導手跟隨犬隻，如果指導手無法尊從裁判的指示，追

蹤部份將被終止。如果犬隻在路程上追蹤了 15 分鐘後仍然未能完成，裁判將會

終止追蹤部份。犬隻在被終止前的表現將被裁判評分。 

如果犬隻在遇到失物時出現兩種行為，即是說犬隻在追蹤過程中把失物拾起但又

指示失物，這屬於違規。失物的得分只會被判到指導手在一開始向裁判報到時宣

報的失物顯示方式。違規的拾起或指示將會影響到其路段的評分。 

沒有被指示或拾起的失物將不會獲得任何分數。 

分數在每一路段上的分佈應反映該路段的長度與難度，每個路段都以分數及等級

作評分。如果犬隻停止追蹤(在同一地點徘徊而不用鼻子工作)，裁判有權終止追

蹤部份，即使犬隻仍未離開路程。 

 

IPO1 護衛犬一級乙部份 

第一項目： 無繩隨行 20 分 

第二項目：  隨行中坐 10 分 

第三項目： 隨行中臥 - 前來 10 分 

第四項目： 平地銜取 10 分 

第五項目： 跨欄銜取 15 分 

第六項目： 攀牆銜取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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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項目： 前進 10 分 

第八項目： 臥停留 10 分 

總分 100 分 

總括規則： 

在服從環節開始時，指導手帶着牽繩隨行的犬隻向裁判報到，在報到時指導手向

裁判報上自己和賽犬的名字及參賽級別(如 IPO1 護衛犬一級)，在指導手站定向裁

判報到時犬隻應在指導手左側自動坐好，報到完後指導手把牽引帶移除並放好。

服從環節必定是兩位指導手攜同兩頭賽犬在賽場上同時進行，在場刊中單數的一

組先演示無繩隨行，雙數的一組先進行臥停留。 

裁判在每個項目會給予指導手開始的指示。所有項目中的動作如迴轉、停步、變

速等，都不需裁判的指示進行。 

口令已經在之前題過。口令應是以正常聲線發出的簡短命令，包含一個單字(釋

者注：由於中文字每字只得一個單音，不同於其他語言如荷蘭文，例如荷蘭文的

單字搜索口令”Revier”就有三個音韻。亦有一些口令如前進”Vooruit”是由兩個單

字”Voor”和”Uit”組成。因此香港指導手如希望採用中文口令理應能夠使用如「搜

索」、「隨行」、「前進」等的簡短詞語。)口令可由任何語言發出。同一口令必須

用於同一個動作。如果犬隻在三次口令後仍然不作出項目中的指定動作，這項目

將會被作廢而沒有評分。在前來的動作中，指導手可以用犬隻的名字代替”前來”

的口令，但如果指導手同時將犬隻的名字與任何口令連結使用，這會被當作雙重

口令而扣分。 

在基本姿勢中犬隻應準確而靠近地坐在指導手的左腿側，犬隻的肩膊應與指導手

的左膝對正。每一個項目都是以基本姿勢開始及結束，在項目開始時指導手只有

一次機會擺好基本姿勢，對犬隻簡短的表揚只允許在每個項目結速後的基本姿勢

中，在表揚過後指導手可以再擺好基本姿勢，在任何情況中，在表揚與開始下一

項目之間必須有一明顯休止時刻(約 3 秒種)。 

每個項目都是以基本姿勢發展下去，在項目二、三、和七，指導手必須步出最少

10 步或最多 15 步後才發出項目所需的口令。在所有前來至返回，與指導手需回

到犬隻在坐或臥的項目，當中必須有明顯的休止時刻(約 3 秒種)。當指導手回到

犬隻身邊時，他／她可以從犬隻前方或繞到其後方步近。 

正確的隨行應該在所有項目之間亦清晰表現出來。在指導手拿起啞鈴時犬隻必須

跟隨在旁，在銜取項目中指導手嚴禁與犬隻玩耍或激發其動力。 

迴轉是左迴轉，犬隻可以順時針繞過指導手右側，或貼着左側擺回來，但犬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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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場賽事當中必須保持同一回轉方式。 

在返回動作時指導手可以選擇犬隻順時針繞過指導手後側，或選擇左擺返回。 

跳欄的高度是 100 厘米，寬度 150 厘米。板牆包括兩塊 191 厘米高和 150 厘米闊

的木板，兩板在頂部連結起來，板牆離地的垂直高度是 180 厘米，板牆的兩邊必

須包有防滑物料(如人造草皮或防水地毯)，三條防滑橫木(約 24/48 毫米)應固定

在板場的上半部。所有參賽的犬隻必須跳過同樣的障礙。 

在銜取項目中賽制只允許木造啞鈴，賽事主辦方必須提供賽制指定的啞鈴(重量：

650 克)。賽事主辦方所提供的啞鈴必須采用於所有參賽者，指導手嚴禁在銜取項

目之前讓犬隻咬取啞鈴或將啞鈴放置於犬隻口中。 

如果指導手忘記了演示賽事其中項目，裁判會指示指導手補充演示該項目，在這

情況下不會扣分。 

1. 無繩隨行 20 分 

甲.) 建議口令：“隨行” 

口令只允許在從基本姿勢開始時，及在變換隨行速度中。 

乙.) 項目敘述：在服從環節開始時，指導手帶着牽繩隨行的犬隻向裁判報到，在

指導手站定向裁判報到時犬隻應在指導手左側自動坐好，報到完後指導手把牽引

帶移除並放好，然後人犬隊伍無繩隨行到第一項目的起點。從基本姿勢開始，指

導手命令犬隻“隨行，犬隻專注地、愉快地、與準確地跟在指導手左側隨行，犬

隻的肩膊必須對正指導手的左膝。在人犬在隨行的同時場務工作人員應發出兩下

口徑 6 毫米的槍聲，每槍雙隔 5 秒，開槍的地點應距離犬隻最少 15 步，犬隻對

槍聲必須沒有任何反應。指導手必須向前直行 50 步，然後迴轉再行 10-15 步，

隨即指導手必須演示快速與慢速的隨行(每個速度最少 10 步)，由快至慢的變速

必須直接，中間不應有漸進式的換步，兩種速度應有明顯的變化，然後指導手再

以正常速度完成回到起點的路程，作出右轉，走出 15-20 步後再作出右轉，又走

出 15-20 步後迴轉，迴轉後向前走出 7-10 步後站定，當指導手停下時，犬隻必

須自動快速準確地坐下，無需指導手任何影響。指導手與犬隻繼續向前走出數步，

然後左轉，行向由四個人組成的流動群眾，在人群中，指導手必須與犬隻繞過兩

個人，一個左繞和一個右繞，指導手必須在人群中停留一下，裁判有權要求指導

手重復這動作。人狗組合最後離開群眾回到起點，然後以基本姿勢完成隨行項

目。 

丙.) 評估(有效於所有速度)：超前、離指導手太開、隨行位置太後、緩慢或由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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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的坐、重復指令、指導手的身體語言提示或幫助、在任行速度中和拐彎時缺乏

專注力、及不愉快的工作表現，都會被扣分。 

2. 隨行中坐 10 分 

甲.) 建議口令“隨行”和“坐” 

乙.) 項目敘述：從基本姿勢開始，指導手與隨行中的犬隻向前行，走出 10-15 步

後指導手發出“坐”的口令，犬隻必須立即準確坐下，指導手不得停步、慢速、

或向犬隻回望。指導手繼續向前行 15 步，然後停下並立即轉身面向坐着的犬隻。

在裁判指示下，指導手回到犬隻的右側。 

丙.) 評估：不正確的開始、緩慢的坐、坐中焦慮和缺乏專注力都會被扣分。如果

犬隻以臥或站代替坐，這情況會被扣除 5 分。 

3. 隨行中臥 - 前來 10 分 

甲.) 建議口令“隨行”，“臥”，“來”，和“靠” 

乙.) 項目敘述：從基本姿勢開始，指導手與隨行中的犬隻向前行，走出 10-15 步

後指導手發出“臥”的口令，犬隻必須立即準確臥下，指導手不得停步、慢速、

或向犬隻回望。指導手繼續向跑出 30 步，然後停下並立即轉身面向伏下中的犬

隻。在裁判指示下，指導手使用“來”的口令或犬隻名字把它召回，犬隻必須愉

快地、快速地、和直接地跑向指導手，並靠近指導手準確地坐在他面前。指導手

發出口令“靠”，犬隻必須快速與準確地返回指導手左側，犬隻的肩膊應與指導

手的左膝對正。 

丙.) 評估：不正確的開始、緩慢的臥、臥着時焦慮和缺乏專注力、緩慢的前來或

在指導手跟前減速、指導手分腿而立、不正確地坐在指導手跟前和不正確的返回

都會被扣分。如果犬隻以站或坐替臥，這情況會被扣除 5 分。 

4. 平地銜取 10 分 

甲.) 建議口令“銜取”，“放”，和“靠” 

乙.) 項目敘述：從基本姿勢中，指導手把啞鈴(重量：650 克)拋出約 10 米距離，

犬隻必須安靜自然地坐在指導手左側，在啞鈴停定在地上後，指導手才可發出

“銜取”的口令，犬隻隨即快速直接地跑出，把啞鈴拾起，然後快速直接地跑向

指導手，並靠近指導手準確地坐在他面前，犬隻必須把啞鈴平穩冷靜地咬緊，直

至指導手停頓了大約 3 秒後用“放”的口令把啞鈴安穩地拿回右手中，指導手的

右臂應垂直地放在身體右側。指導手發出口令“靠”，犬隻必須快速與準確地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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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指導手左側，犬隻的肩膊應與指導手的左膝對正，指導手在整個項目中嚴禁移

動位置。 

丙.) 評估：不正確的基本姿勢、緩慢的跑出，不正確的銜取、緩慢的前來、把啞

鈴丟下、玩弄或亂咬啞鈴、指導手分腿而立、不正確地坐在指導手跟前和不正確

的返回都會被扣分。指導手將啞鈴拋得下夠遠，或指導手雖沒有移動位置但提示

和幫助犬隻，亦會被扣分。如果指導手在項目完成之前移動位置，平地銜取一項

將被例為”faulty”“失誤”，如果犬隻不拾回啞鈴，平地銜取一項將被判予 0 分。 

5. 跨欄銜取(100 厘米)15 分 

甲.) 建議口令“跳”、“銜取”，“放”，和“靠” 

乙.) 項目敘述：指導手與賽犬以基本姿勢面向跳欄，距離約 5 步，指導手從基本

姿勢中把啞鈴(重量：650 克)拋到跳欄的另一邊，犬隻必須安靜自然地坐在指導

手左側，在啞鈴停定在地上後，指導手才可發出“跳”的口令，犬隻隨都快速直

接地跨過跳欄，“銜取”的口令必須在犬隻跳過欄時發出，犬隻跳過欄後直接把

啞鈴拾起，然後快速直接地再次跨欄跑向指導手，並靠近指導手準確地坐在他面

前，犬隻必須把啞鈴平穩冷靜地咬緊，直至指導手停頓了大約 3 秒後用“放”的

口令把啞鈴安穩地拿回右手中，指導手的右臂應垂直地放在身體右側。指導手發

出口令“靠”，犬隻必須快速與準確地返回指導手左側，犬隻的肩膊應與指導手

的左膝對正，指導手在整個項目中嚴禁移動位置。 

丙.) 評估：不正確的基本姿勢、緩慢的跑出和跨出，不正確的銜取、緩慢的跨回

和前來、把啞鈴丟下、玩弄或亂咬啞鈴、指導手分腿而立、不正確地坐在指導手

跟前和不正確的返回都會被扣分。犬隻如果碰到跳欄最高刑罰是每次扣 1 分，犬

隻如果踐踏跳欄最高刑罰會扣 2 分。 

跨欄銜取的分數分佈： 

跨出 銜取 跨回 

5 分 5 分 5 分 

當以上三個動作中(跨出-銜取-跨回)的最少兩個動作得到完成後，跨欄銜取一項

才會獲得部份得分。 

兩次跨欄完美無瑕，銜取無犯錯 15 分 

犬隻拒絕跨出或跨回其中一個動作，銜

取無犯錯 

10 分 

兩次跨欄完美無瑕，犬隻拒絕銜取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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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指導手將啞鈴拋出後，啞鈴滾到欄邊一側(過左、過右、離跳欄太近)或難以

讓犬隻看見，指導手有權詢問裁判給予準許讓其將啞鈴再次拋擲，或裁判可提意

指導手將啞鈴再次拋擲，在這情況下不會失分。在指導手從新拾起啞鈴準備再次

拋擲時，犬隻應該保持坐。 

如果指導手雖沒有移動位置但提示和幫助犬隻，亦會被扣分。如果指導手在項目

完成之前移動位置，平地銜取一項將被例為“faulty”“失誤”。 

6. 攀牆銜取(180 厘米)15 分 

甲.) 建議口令“過”、“銜取”，“放”，和“靠” 

乙.) 項目敘述：指導手與賽犬以基本姿勢面向板牆，距離約 5 步，指導手從基本

姿勢中把啞鈴(重量：650 克)拋到板牆的另一邊，犬隻必須安靜自然地坐在指導

手左側，在啞鈴停定在地上後，指導手才可發出“過”的口令，犬隻隨都快速直

接地攀過板牆，“銜取”的口令必須在犬隻攀過板牆時發出，犬隻攀過板牆後直

接把啞鈴拾起，然後快速直接地再次攀過板牆跑向指導手，並靠近指導手準確地

坐在他面前，犬隻必須把啞鈴平穩冷靜地咬緊，直至指導手停頓了大約 3 秒後用

“放”的口令把啞鈴安穩地拿回右手中，指導手的右臂應垂直地放在身體右側。

指導手發出口令“靠”，犬隻必須快速與準確地返回指導手左側，犬隻的肩膊應

與指導手的左膝對正，指導手在整個項目中嚴禁移動位置。 

丙.) 評估：不正確的基本姿勢、緩慢的跑出和攀出，不正確的銜取、緩慢的攀回

和前來、把啞鈴丟下、玩弄或亂咬啞鈴、指導手分腿而立、不正確地坐在指導手

跟前和不正確的返回都會被扣分。 

攀牆銜取的分數分佈： 

攀出 銜取 攀回 

5 分 5 分 5 分 

當以上三個動作中(攀出-銜取-攀回)的最少兩個動作得到完成後，攀牆銜取一項

才會獲得部份得分。 

兩次攀牆完美無瑕，銜取無犯錯 15 分 

犬隻拒絕攀出或攀回其中一個動作，銜

取無犯錯 

10 分 

兩次攀牆完美無瑕，犬隻拒絕銜取 0 分 

如果指導手將啞鈴拋出後，啞鈴滾到板牆邊一側(過左、過右、離板牆太近)或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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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讓犬隻看見，指導手有權詢問裁判給予準許讓其將啞鈴再次拋擲，或裁判可提

意指導手將啞鈴再次拋擲，在這情況下不會失分。在指導手從新拾起啞鈴準備再

次拋擲時，犬隻應該保持坐。 

如果指導手雖沒有移動位置但提示和幫助犬隻，亦會被扣分。如果指導手在項目

完成之前移動位置，平地銜取一項將被例為“faulty”“失誤”。 

7. 前迸 10 分 

甲.) 建議口令“前進”、 “臥”，和“靠”  

乙.) 項目敘述：從基本姿勢開始，指導手與隨行中的犬隻向裁判指示的方向前行，

走出 10-15 步後指導手發出“前進”的口令並站定，同時提手向前指出(只允許

一次)然後停下來。犬隻必須隨即向前有目標地以高速直線疾跑最少 30 步距離。

在裁判指示下，指導手發出“臥”的口令，犬隻必須立即臥下，指導手可以在犬

隻臥下後才將之前伸出的手放下。在裁判指示下，指導手步向犬隻並站在它的右

側，在站定了大約 3 秒後指導手向犬隻發出“靠”的口令，犬隻必須快速坐起回

到基本姿勢。 

丙.) 評估：不正確的開始、犬隻超前、犬隻前進速度緩慢、前進時偏側、前進距

離太短、犬隻臥下時猶豫或太早、臥着時焦慮或在指導手步近時站起或坐起來，

一律會被扣分。 

8. 臥停留 10 分 

甲.) 建議口令“臥”和“靠”  

乙.) 項目敘述：在另一犬隻開始其服從項目前，指導手從基本姿勢在裁判指定的

地點以“臥”的口令使犬隻臥下，指導手不能給犬隻留下牽引帶或任何物件，然

後指導手離開犬隻最少 30 步的距離，不準轉頭觀看犬隻，指導手行到一個指定

地點後停下，背對犬隻，使它能看見指導手背部。犬隻必須在臥下地點保持平靜，

指導手嚴禁影響犬隻行為，同時另一犬隻進行其服從項目 1-6，在裁判指示下，

指導手步向犬隻並站在它的右側，在站定了大約 3 秒後指導手向犬隻發出“靠”

的口令，犬隻必須快速坐起回到基本姿勢。 

丙.) 評估：指導手引導或暗中幫助犬隻、臥着時焦慮或在指導手步近時站起或坐

起來，一律會被扣分。如果犬隻坐起或站起來但停留在指定地點，裁判仍然會給

予此項目一部份分數，如果在另一賽犬完成第三項目前，犬隻離開指定地點超過

3 米，本項將得到 0 分。如在另一賽犬完成第三項目後，犬隻離開指定地點，裁

判會給予本項部份分數。如果在指導手步向犬隻時它走向指導手，最高刑罰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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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IPO1 護衛犬一級丙部份 

第一項目： 搜索帳蓬 5 分 

第二項目：  禁觸吠叫 10 分 

第三項目：  靶手逃跑截擊 20 分 

第四項目：  監視中還擊 35 分 

第五項目： 長距離攻擊 30 分 

總分 100 分 

總括規則： 

在賽場上依照場地的長度以“之字形”豎立了六個帳蓬，每邊豎立三個(請見圖)，

場地上有必要的地方必須以粉筆或油漆定位，讓指導手、裁判、和靶手清晰看見。 

靶手必須穿戴防抓褲、手靶、及擊打棍。手靶必須內藏硬膽，靶套必須以天然顏

色的麻質制造。如果靶手在監視項目中需要提防犯規犬隻，靶手不需要站定，但

不能作出任何威脅或侵略性動作。靶手必須以手靶保護身體。指導手在側押送靶

手時有權決定以那種方式拿下靶手的擊打棍。(請參考常務中的賽事靶手規章) 

在賽事中主辦方可以在所有級別中都雇用同一靶手，但當在同一等級中的參賽犬

隻超過七頭時，主辦方必須雇用多一位靶手。所有同一等級中的參賽犬隻必須以

一樣的靶手測試。 

失去控制的犬隻，即是咬住靶手不放或需要指導手出手將犬隻拉開才會放口(觸

碰犬隻)，或咬住靶手手靶以外的身體部位，必須被失格，在這情況下沒有 TSB

勇悍度評估的等級。 

所有在護衛項目失敗或被驅逐逃跑的犬隻會立即被終止護衛部份，這些犬隻不能

獲得護衛部份的評分，但必須得到 TSB 勇悍度評估的等級。 

“放”的口令可以在所有護衛項目中用一次，釋放的評估及扣分系統請參考以下

表格： 

緩慢釋放 第一次附

加口令，犬

隻隨即釋

第一次附

加口令，犬

隻緩慢釋

第二次附

加口令，犬

隻隨即釋

第二次附

加口令，犬

隻緩慢釋

第二次附

加口令後

仍不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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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放 放 放 

扣 0.5-3.0

分 

扣 3.0 分 扣 3.5-6.0

分 

扣 6.0 分 扣 6.5-9.0

分 

失格 

1. 搜索帳蓬 5 分 

甲.) 建議口令“搜索”和“來”(“來”的指令可以連結犬隻的名字一起使用) 

乙.) 項目敘述：靶手躲藏在最後一個帳蓬之中，在犬隻視錢以外。犬隻必須搜索

兩個帳蓬。指導手與賽犬從基本姿勢站在第四和第五帳蓬之間，舉手望向裁判表

示做好開賽準備，在裁判指示下丙部份正式開始。指導手下令“搜索”並同時用

手(左或右)指向第五帳蓬，犬隻迅速離開指導手有目的地跑向指定帳蓬，並緊貼

及專注地環繞帳蓬。當犬隻搜過帳蓬後，指導手發出“來”的口令，然後在犬隻

仍在跑向指導手時發出“搜索”口令指示它搜索下一帳蓬。指導手以正常速度在

賽場上的假想中線前進，指導手在搜索帳蓬項目時不準離開中線，犬隻在每次搜

索時必須在指導手跟前跑過。當犬隻跑到靶手帳蓬時指導手需要站定，這時候指

導手不能再發出任何口令。 

丙.) 評估：操控上的失誤、緩慢及無目標的搜索、環繞帳蓬拐彎太寬或缺乏專注

力，均會被扣分。如果犬隻經過三次嘗試都找不到靶手所在帳蓬，或者在這項目

中指導手把犬隻召回至基本姿勢，護衛部份將被終止。 

2. 禁觸吠叫 10 分 

甲.) 建議口令“來”和“靠” 

乙.) 項目敘述：犬隻必須活躍和專注地向靶手對抗並不停吠叫。犬隻嚴禁跳高、

觸碰、及咬噬靶手，當犬隻吠了約 20 秒後，裁判會指示指導手來到離帳蓬約 5

步的指定地點站定，在裁判指示下，指導手命令犬隻從帳蓬返回基本姿勢。 

丙.) 評估：吠叫和監察中的失誤，犬隻受到裁判或步近中的指導手影響分神，都

會被扣分。連續不斷的吠叫可獲 5 分，弱勢的吠叫會被扣除 2 分，如果犬隻不吠

叫但活躍專注，和嚴密地監察靶手，這樣會被扣除 5 分。犬隻如果搔擾靶手，例

如撞擊、跳起等，將被扣 2 分，犬隻對靶手的過份咬噬最高刑罰是扣除 9 分。如

果犬隻在裁判指示指導手從中線走到帳蓬前離開靶手，指導手可以再次下令犬隻

搜索帳蓬帳蓬，如果這次犬隻逗留在靶手處，護衛部份仍可繼續進行，但禁觸吠

叫一項會被判為“insufficient”“不足”，如果犬隻不願合作或再次離開靶手，丙

部份將被立即終止。如果犬隻在指導手步近帳蓬時自動返回他/她身旁，或犬隻

在指導手下令返回前回到指導手身邊，禁觸吠叫一項將被判不足但會得到部份分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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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靶手逃跑截擊 20 分 

甲.) 建議口令“隨行”，“臥”，“攻擊”和“放” 

乙.) 項目敘述：在裁判指示下，指導手下令靶手步出帳蓬。靶手以正常速度走到

指定位置預備逃跑，在裁判指示下，指導手帶犬隨行到指定地點，並命令犬隻臥

下準備截擊。犬隻和靶手之間的距離為 5 步。指導手離開正在臥下監視靶手的犬

隻，步入帳蓬中，但仍然觀看着犬隻、裁判、和靶手。在裁判指示下靶手逃跑，

指導手同時指令攻擊，犬隻必須立即以飛撲咬噬方式亳不猶豫地阻止靶手逃跑，

犬隻只能咬噬靶手的手靶。在裁判指示下靶手站定身子，當靶手停定後犬隻應立

即釋放，指導手亦可同時發出“放”的口令。指導手在發出“放”的口令時必須

冷靜站着，嚴禁以任何身體語言影響犬隻，在犬隻釋放靶手後必須緊密專注地將

他監視。如果犬隻在第一口令後並未釋放靶手，指導手可在裁判的指示下再發出

兩次附加的“放”口令，如果犬隻在三次口令後仍拒絕放口，人犬隊伍會被立即

失格。 

丙.) 評估：截擊動作欠缺爆炸力、進攻缺乏力量、阻止靶手逃走時不夠效率、咬

咀不夠深入和穩定，放口後監視不夠專注和緊密，都會被扣分。如果犬隻保持臥

下或坐，或在靶手跑出 20 步之後仍然未能將其咬捕，護衛部份將被立即終止。 

如果犬隻在監視靶手時表現輕微不專注，或輕微搔擾靶手，這項目將被降一等級。

如果犬隻在監視靶手時表現非常不專注，或不斷搔擾靶手，這項目將被降兩等級。

如果犬隻不監視靶手但留在他那處，這項目將被降三等級。如果犬隻離開靶手或

指導手發出指令使犬隻跟靶手逗留，丙部份將被立即終止。 

4. 監視中還擊 35 分 

甲.) 建議口令“放”和“靠”  

乙.) 項目敘述：在犬隻放口後約 5 秒，裁判示意靶手向犬隻還擊。犬隻必須立即

自動咬噬靶手保護自己，犬隻只能咬捕靶手的手靶。當犬隻咬穩手靶後，靶手立

即向其壓迫，並打擊兩棍，擊打棍應打擊在犬隻肩膊的肩胛位置。在裁判指示下，

靶手站定身子。當靶手停定後犬隻應立即釋放，指導手亦可同時發出”放”的口令。

指導手在發出“放”的口令時必須冷靜站着，嚴禁以任何身體語言影響犬隻，在

犬隻釋放靶手後必須緊密專注地將他監視。如果犬隻在第一口令後並未釋放靶手，

指導手可在裁判的指示下再發出兩次附加的“放”口令，如果犬隻在三次口令後

仍拒絕放口，人犬隊伍會被立即失格。在裁判指示下，指導手以正常速度步向犬

隻身旁，指導手發出“靠”的口令使其返回基本姿勢，靶手保留擊打棍。 

丙.) 評估：反擊動作欠缺爆炸力、咬咀不夠深入和穩定，放口後監視不夠專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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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密，都會被扣分。 

如果犬隻在監視靶手時表現輕微不專注，或輕微搔擾靶手，這項目將被降一等級。

如果犬隻在監視靶手時表現非常不專注，或不斷搔擾靶手，這項目將被降兩等級。

如果犬隻不監視靶手但留在他那處，這項目將被降三等級。如果犬隻離開靶手或

指導手發出指令使犬隻跟靶手逗留，丙部份將被立即終止。 

5. 長距離攻擊 30 分 

甲.)建議口令“隨行”，“坐”，“攻擊”，“放”，和“押送” 

乙.) 項目敘述：指導手與賽犬步至賽場上的中線指定位置，與第一帳蓬平排，指

導手命令犬隻“坐” ，並可以拿着犬隻的頸環但禁止剌激犬隻。在裁判的指示

下，靶手從第六帳蓬跑出至賽場中線，向指導手及犬隻挑戰及用擊打棍作出正面

攻擊，靶手不斷向前衝，而且大聲叫喊並作出強烈的威脅動作。當靶手跑到大約

離指導手與賽犬約 30-40 步距離時，裁判指示指導手命令犬隻“攻擊”並將其放

出。犬隻立即亳不猶豫地向靶手疾奔，以爆炸性的咬捕停止靶手進攻。 

犬隻只能咬捕靶手的手靶。當犬隻咬穩手靶後，指導手必須站定。在裁判指示下，

靶手停止攻勢。當靶手停定後犬隻應立即釋放，指導手亦可同時發出“放”的口

令。指導手在發出”放”的口令時必須冷靜站着，嚴禁以任何身體語言影響犬隻，

在犬隻釋放靶手後必須緊密專注地將他監視。如果犬隻在第一口令後並未釋放靶

手，指導手可在裁判的指示下再發出兩次附加的“放”口令，如果犬隻在三次口

令後仍拒絕放口，人犬隊伍會被立即失格。在裁判指示下，指導手直接步向犬隻

身旁，指導手發出”靠”的口令使其返回基本姿勢，指導手把靶手的擊打棍拿下。 

指導手令犬隻隨行至靶手右側，使犬隻位於靶手和指導手之間，然後發出“押送”

的口令側押送靶手約 20 步到裁判跟前，在側押送時犬隻必須專注看緊靶手，犬

隻不能搔擾、跳上、或咬噬靶手。大家來到裁判跟前後，指導手將擊打棍遞交裁

判並報告護衛部份完成。裁判會指示指導手將犬隻用牽引帶扣好。 

丙.) 評估：攻擊動作欠缺爆炸力、咬咀不夠深入和穩定，放口後監視不夠專注和

緊密，都會被扣分。 

如果犬隻在監視靶手時表現輕微不專注，或輕微搔擾靶手，這項目將被降一等級。

如果犬隻在監視靶手時表現非常不專注，或不斷搔擾靶手，這項目將被降兩等級。

如果犬隻不監視靶手但留在他那處，這項目將被降三等級。如果犬隻離開靶手或

指導手發出指令使犬隻跟靶手逗留，丙部份將被立即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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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2 護衛犬二級 

2014 年 1 月由 Felix Ho 何斐然(比利時，香港)翻釋成中文 

分為： 甲部份：追蹤 100 分 

 乙部份：服從 100 分 

 丙部份：護衛 100 分 

 總分： 300 分 

IPO2 護衛犬二級甲部份 

路程由陌坐人踩踏，最少 400 步，3 節路段，2 個轉角(約 90 度)，2 件失物，最

少 30 分鐘持久，犬隻有 15 分鐘時間找出路程 

正確找出路程： 79 分 

失物(11+10) 21 分 

總分 100 分 

總括規則： 

裁判或負責追蹤的人員會以追蹤場的地勢決定路程的模式。每頭賽犬的路程都應

該不同，失物和轉角嚴禁在每一路程都位於同一距離。起點應以指示杆作明確標

記，指示杆應插在起點的左側地上。 

當所有路程都踩踏好後，裁判會再讓指導手抽簽決定追蹤的先後。 

踏路員在踏路前必須先將失物向裁判或負責追蹤的人員展示，只有擦好踏路員氣

味的失物(起碼 30 分鐘持久)才能夠被使用。踏路員在起點逗留片刻後便開始以

正常速度向裁判指定的方向前進，轉角亦是以正常速度踩踏，第一件失物應最少

在 100 步後放置於第一或第二路段，失物不應放在轉角前後的 20 部內，第二件

失物應放置於第二或第三路段，而第三件失物應放置於最後路段的終點。失物應

由踏路員在步行期間放置於路程上，當踏路員在路程終點放置好最後一件失物後，

他必須繼續向前步行多幾步。不同種類的失物都需要被用於同一路程(例如皮革、

布料、木材)。失物的尺寸不可超過長度 10 厘米，闊度 2-3 厘米，和厚度 0.5-1

厘米。它門的顏色不可在追蹤地質上太顯眼，所有失物必須劃以號碼作記認，失

物上的號碼必須跟起點指示杆號碼相同。指導手與賽犬必須在踏路時停留在視線

以外地方。 

當犬隻在追蹤時，裁判、踏路員、及任何工作人員禁止走到指導手與賽犬有權作

追蹤的地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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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場地： 

所有天然地質，例如草地、沙地、田地、樹林等都適用於追蹤審核。 

甲.) 口令：“追蹤”  

“追蹤”的口令能在起點和在第一與第二失物顯示後運用。 

乙.) 追蹤環節敘述：指導手準備好賽犬進行追蹤。犬隻可以作無繩追蹤或戴有

10 米追蹤繩追蹤。在追蹤時候，10 米追蹤繩可經犬隻背部、身旁、前腿、或後

腿穿過。追蹤繩可直接扣在鏈環的緊環上，或扣在追蹤吊帶(賽事中許可的追蹤

吊帶包括追蹤肩帶或追蹤腰帶，但不能有額外附加配件)。當被工作人員召喚時，

指導手帶犬在左側隨行到裁判面前報到，在報到時指導手向裁判報上自己和賽犬

的名字及參賽級別(如 IPO2 護衛犬二級)，在指導手站定向裁判報到時犬隻應在指

導手左側自動坐好。指導手需向裁判表明賽犬將會以什麽方式顯示失物(拾起或

指示)。在追蹤前，起點上，和在追蹤時任何對犬隻的壓力影響均絕對禁止。在

裁判指示下，指導手慢慢帶同賽犬平靜地到起點，然後開始進行追蹤。犬隻需要

在起點冷靜和集中地以鼻子深入探索，接着犬隻必須繼續以深鼻速度平穩地尋找

氣味。指導手跟隨在賽犬以後 10 米追蹤繩的末端，如果指導手選擇無繩追蹤，

在賽事進行中指導手仍需與賽犬保持 10 米的距離。追蹤繩在賽事中允許被松弛

拿着，不一定要繃直，但指導手必須用手拿穩追蹤繩。犬隻必須有信心地找出轉

角，在成功找出轉角後，犬隻必須繼續保持一貫速度前進。當犬隻到達失物時它

必須立即將其有信心地拾起或指示，無需指導手幫助。如果指導手選擇的失物顯

示方式是拾起，犬隻在拾起失物時可以站立、坐、或回到指導手跟前，犬隻在拾

起失物時繼續向前走或伏下是違例的行為。如果指導手選擇犬隻指示失物，犬隻

在指示時可站着、坐着、或臥着，犬隻允許在指示不同失物時交替使用這三種位

置。當犬隻指示了失物後，指導手必須隨即放下追蹤繩，然後步至犬隻身旁。指

導手把失物拾起並將其高舉示意裁判已找到失物，然後指導手再拾起追蹤繩命令

犬隻繼續追蹤。當犬隻完成整個路程時，指導手必須將搜獲的失物向裁判展示。 

丙.) 評估：追蹤時的速度不是評分中的因素，但犬隻在工作時必須表現得情神集

中、速度平均、有說服力地將路程找出，而且態度愉快放松。犬隻側頭探測路段

氣味不算違規，但犬隻不應離開路段。無目的地亂走、鼻子抬高、大小便、在轉

角時繞圈、指導手不停鼓勵、以追蹤繩指引、或在路程和失物時的口令幫助、錯

過失物和錯誤顯示失物，都屬於違規行為而且將會被扣分。如果指導手離開路程

超過了追蹤繩的長度(10 米)，追蹤部份將被終止。如果犬隻要離開路程而指導手

制止它前進，裁判會指示指導手跟隨犬隻，如果指導手無法尊從裁判的指示，追

蹤部份將被終止。如果犬隻在路程上追蹤了 15 分鐘後仍然未能完成，裁判將會

終止追蹤部份。犬隻在被終止前的表現將被裁判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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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犬隻在遇到失物時出現兩種行為，即是說犬隻在追蹤過程中把失物拾起但又

指示失物，這屬於違規。失物的得分只會被判到指導手在一開始向裁判報到時宣

報的失物顯示方式。違規的拾起或指示將會影響到其路段的評分。 

沒有被指示或拾起的失物將不會獲得任何分數。 

分數在每一路段上的分佈應反映該路段的長度與難度，每個路段都以分數及等級

作評分。如果犬隻停止追蹤(在同一地點徘徊而不用鼻子工作)，裁判有權終止追

蹤部份，即使犬隻仍未離開路程。 

 

IPO2 護衛犬二級乙部份 

第一項目： 無繩隨行 10 分 

第二項目：  隨行中坐 10 分 

第三項目： 隨行中臥 - 前來 10 分 

第四項目： 隨行中站 10 分 

第五項目： 平地銜取 10 分 

第六項目： 跨欄銜取 15 分 

第七項目： 攀牆銜取 15 分 

第八項目： 前進 10 分 

第九項目： 臥停留 10 分 

總分 100 分 

總括規則： 

在服從環節開始時，指導手帶着無繩隨行的犬隻向裁判報到，在報到時指導手向

裁判報上自己和賽犬的名字及參賽級別(如 IPO2 護衛犬二級)，在指導手站定向裁

判報到時犬隻應在指導手左側自動坐好。服從環節必定是兩位指導手攜同兩頭賽

犬在賽場上同時進行，在場刊中單數的一組先演示無繩隨行，雙數的一組先進行

臥停留。 

裁判在每個項目會給予指導手開始的指示。所有項目中的動作如迴轉、停步、變

速等，都不需裁判的指示進行。 

口令已經在之前題過。口令應是以正常聲線發出的簡短命令，包含一個單字(釋

者注：由於中文字每字只得一個單音，不同於其他語言如荷蘭文，例如荷蘭文的

單字搜索口令”Revier”就有三個音韻。亦有一些口令如前進”Vooruit”是由兩個單

字”Voor”和”Uit”組成。因此香港指導手如希望採用中文口令理應能夠使用如「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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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隨行」、「前進」等的簡短詞語。)口令可由任何語言發出。同一口令必須

用於同一個動作。如果犬隻在三次口令後仍然不作出項目中的指定動作，這項目

將會被作廢而沒有評分。在前來的動作中，指導手可以用犬隻的名字代替”前來”

的口令，但如果指導手同時將犬隻的名字與任何口令連結使用，這會被當作雙重

口令而扣分。 

在基本姿勢中犬隻應準確而靠近地坐在指導手的左腿側，犬隻的肩膊應與指導手

的左膝對正。每一個項目都是以基本姿勢開始及結束，在項目開始時指導手只有

一次機會擺好基本姿勢，對犬隻簡短的表揚只允許在每個項目結速後的基本姿勢

中，在表揚過後指導手可以再擺好基本姿勢，在任何情況中，在表揚與開始下一

項目之間必須有一明顯休止時刻(約 3 秒種)。 

每個項目都是以基本姿勢發展下去，在項目二、三、四、和八，指導手必須步出

最少 10 步或最多 15 步後才發出項目所需的口令。在所有前來至返回，與指導手

需回到犬隻在坐、站立、或臥下的項目，當中必須有明顯的休止時刻(約 3 秒種)。

當指導手回到犬隻身邊時，他／她可以從犬隻前方或繞到其後方步近。 

正確的隨行應該在所有項目之間亦清晰表現出來。在指導手拿起啞鈴時犬隻必須

跟隨在旁，在銜取項目中指導手嚴禁與犬隻玩耍或激發其動力。 

迴轉是左迴轉，犬隻可以順時針繞過指導手右側，或貼着左側擺回來，但犬隻在

整場賽事當中必須保持同一回轉方式。 

在返回動作時指導手可以選擇犬隻順時針繞過指導手後側，或選擇左擺返回。 

跳欄的高度是 100 厘米，寬度 150 厘米。板牆包括兩塊 191 厘米高和 150 厘米闊

的木板，兩板在頂部連結起來，板牆離地的垂直高度是 180 厘米，板牆的兩邊必

須包有防滑物料(如人造草皮或防水地毯)，三條防滑橫木(約 24/48 毫米)應固定

在板場的上半部。所有參賽的犬隻必須跳過同樣的障礙。 

在銜取項目中賽制只允許木造啞鈴，賽事主辦方必須提供賽制指定的啞鈴(重量：

在平地–1000 克，跳欄／板牆–650 克)。賽事主辦方所提供的啞鈴必須采用於所

有參賽者，指導手嚴禁在銜取項目之前讓犬隻咬取啞鈴或將啞鈴放置於犬隻口

中。 

如果指導手忘記了演示賽事其中項目，裁判會指示指導手補充演示該項目，在這

情況下不會扣分。 

1. 無繩隨行 10 分 

甲.) 建議口令：“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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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令只允許在從基本姿勢開始時，及在變換隨行速度中。 

乙.) 項目敘述：在服從環開始時，指導手帶着無繩隨行的犬隻向裁判報到，在指

導手站定向裁判報到時犬隻應在指導手左側自動坐好。從基本姿勢開始，指導手

命令犬隻”隨行”，犬隻專注地、愉快地、與準確地跟在指導手左側隨行，犬隻的

肩膊必須對正指導手的左膝。在人犬在隨行的同時場務工作人員應發出兩下口徑

6 毫米的槍聲，每槍雙隔 5 秒，開槍的地點應距離犬隻最少 15 步，犬隻對槍聲

必須沒有任何反應。指導手必須向前直行 50 步，然後迴轉再行 10-15 步，隨即

指導手必須演示快速與慢速的隨行(每個速度最少 10 步)，由快至慢的變速必須

直接，中間不應有漸進式的換步，兩種速度應有明顯的變化，然後指導手再以正

常速度完成回到起點的路程，作出右轉，走出15-20步後再作出右轉，又走出15-20

步後迴轉，迴轉後向前走出 7-10 步後站定，當指導手停下時，犬隻必須自動快

速準確地坐下，無需指導手任何影響。指導手與犬隻繼續向前走出數步，然後左

轉，行向由四個人組成的流動群眾，在人群中，指導手必須與犬隻繞過兩個人，

一個左繞和一個右繞，指導手必須在人群中停留一下，裁判有權要求指導手重復

這動作。人狗組合最後離開群眾回到起點，然後以基本姿勢完成隨行項目。 

丙.) 評估(有效於所有速度)：超前、離指導手太開、隨行位置太後、緩慢或由遲

疑的坐、重復指令、指導手的身體語言提示或幫助、在任行速度中和拐彎時缺乏

專注力、及不愉快的工作表現，都會被扣分。 

2. 隨行中坐 10 分 

甲.) 建議口令“隨行”和“坐”  

乙.) 項目敘述：從基本姿勢開始，指導手與隨行中的犬隻向前行，走出 10-15 步

後指導手發出“坐”的口令，犬隻必須立即準確坐下，指導手不得停步、慢速、

或向犬隻回望。指導手繼續向前行 15 步，然後停下並立即轉身面向坐中的犬隻。

在裁判指示下，指導手回到犬隻的右側。 

丙.) 評估：不正確的開始、緩慢的坐、坐中焦慮和缺乏專注力都會被扣分。如果

犬隻以臥下或站立代替坐，這情況會被扣除 5 分。 

3. 隨行中臥 - 前來 10 分 

甲.) 建議口令“隨行”，“臥”，“來”，和“靠” 

乙.) 項目敘述：從基本姿勢開始，指導手與隨行中的犬隻向前行，走出 10-15 步

後指導手發出“臥”的口令，犬隻必須立即準確伏下，指導手不得停步、慢速、

或向犬隻回望。指導手繼續向跑出 30 步，然後停下並立即轉身面向伏下中的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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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在裁判指示下，指導手使用“來”的口令或犬隻名字把它召回，犬隻必須愉

快地、快速地、和直接地跑向指導手，並靠近指導手準確地坐在他面前。指導手

發出口令“靠”，犬隻必須快速與準確地返回指導手左側，犬隻的肩膊應與指導

手的左膝對正。 

丙.) 評估：不正確的開始、緩慢的臥下、臥下中焦慮和缺乏專注力、緩慢的前來

或在指導手跟前減速、指導手分腿而立、不正確地坐在指導手跟前和不正確的返

回都會被扣分。如果犬隻以站立或坐代替臥下，這情況會被扣除 5 分。 

4. 隨行中站 10 分 

甲.) 建議口令“隨行”， “站”，和“靠”  

乙.) 項目敘述：從基本姿勢開始，指導手與隨行中的犬隻向前行，走出 10-15 步

後指導手發出“站”的口令，犬隻必須立即準確站立，指導手不得停步、慢速、

或向犬隻回望。指導手繼續向前行 15 步，然後停下並立即轉身面向坐中的犬隻。

在裁判指示下，指導手回到犬隻的右側，在站定了大約 3 秒後指導手向犬隻發出”

靠”的口令，犬隻必須快速坐起回到基本姿勢。 

丙.) 評估：不正確的開始、把口令拉長、站立中焦慮和缺乏專注力、站立後偷步、

在指導手步近時犬隻表現憂心、返回時緩慢坐下，都會被扣分。如果犬隻以坐或

臥下代替站立，這情況會被扣除 5 分。 

5. 平地銜取 10 分 

甲.) 建議口令“銜取”，“放”，和“靠”  

乙.) 項目敘述：從基本姿勢中，指導手把啞鈴(重量：1000 克)拋出約 10 米距離，

犬隻必須安靜自然地坐在指導手左側，在啞鈴停定在地上後，指導手才可發出

“銜取”的口令，犬隻隨即快速直接地跑出，把啞鈴拾起，然後快速直接地跑向

指導手，並靠近指導手準確地坐在他面前，犬隻必須把啞鈴平穩冷靜地咬緊，直

至指導手停頓了大約 3 秒後用“放”的口令把啞鈴安穩地拿回右手中，指導手的

右臂應垂直地放在身體右側。指導手發出口令“靠”，犬隻必須快速與準確地返

回指導手左側，犬隻的肩膊應與指導手的左膝對正，指導手在整個項目中嚴禁移

動位置。 

丙.) 評估：不正確的基本姿勢、緩慢的跑出，不正確的銜取、緩慢的前來、把啞

鈴丟下、玩弄或亂咬啞鈴、指導手分腿而立、不正確地坐在指導手跟前和不正確

的返回都會被扣分。指導手將啞鈴拋得下夠遠，或指導手雖沒有移動位置但提示

和幫助犬隻，亦會被扣分。如果指導手在項目完成之前移動位置，平地銜取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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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被例為“faulty”“失誤”，如果犬隻不拾回啞鈴，平地銜取一項將被判予 0 分。 

6. 跨欄銜取(100 厘米)15 分 

甲.) 建議口令“跳”、“銜取”，“放”，和“靠”  

乙.) 項目敘述：指導手與賽犬以基本姿勢面向跳欄，距離約 5 步，指導手從基本

姿勢中把啞鈴(重量：650 克)拋到跳欄的另一邊，犬隻必須安靜自然地坐在指導

手左側，在啞鈴停定在地上後，指導手才可發出“跳”的口令，犬隻隨都快速直

接地跨過跳欄，“銜取”的口令必須在犬隻跳過欄時發出，犬隻跳過欄後直接把

啞鈴拾起，然後快速直接地再次跨欄跑向指導手，並靠近指導手準確地坐在他面

前，犬隻必須把啞鈴平穩冷靜地咬緊，直至指導手停頓了大約 3 秒後用”放”的口

令把啞鈴安穩地拿回右手中，指導手的右臂應垂直地放在身體右側。指導手發出

口令“靠”，犬隻必須快速與準確地返回指導手左側，犬隻的肩膊應與指導手的

左膝對正，指導手在整個項目中嚴禁移動位置。 

丙.) 評估：不正確的基本姿勢、緩慢的跑出和跨出，不正確的銜取、緩慢的跨回

和前來、把啞鈴丟下、玩弄或亂咬啞鈴、指導手分腿而立、不正確地坐在指導手

跟前和不正確的返回都會被扣分。犬隻如果碰到跳欄最高刑罰是每次扣 1 分，犬

隻如果踐踏跳欄最高刑罰會扣 2 分。 

跨欄銜取的分數分佈： 

跨出 銜取 跨回 

5 分 5 分 5 分 

當以上三個動作中(跨出-銜取-跨回)的最少兩個動作得到完成後，跨欄銜取一項

才會獲得部份得分。 

兩次跨欄完美無瑕，銜取無犯錯 15 分 

犬隻拒絕跨出或跨回其中一個動作，銜

取無犯錯 

10 分 

兩次跨欄完美無瑕，犬隻拒絕銜取 0 分 

如果指導手將啞鈴拋出後，啞鈴滾到欄邊一側(過左、過右、離跳欄太近)或難以

讓犬隻看見，指導手有權詢問裁判給予準許讓其將啞鈴再次拋擲，或裁判可提意

指導手將啞鈴再次拋擲，在這情況下不會失分。在指導手從新拾起啞鈴準備再次

拋擲時，犬隻應該保持坐。 

如果指導手雖沒有移動位置但提示和幫助犬隻，亦會被扣分。如果指導手在項目

43



完成之前移動位置，平地銜取一項將被例為“faulty”“失誤”。 

7. 攀牆銜取(180 厘米)15 分 

甲.) 建議口令“攀”、“銜取”，“ 放”，和“靠” 

乙.) 項目敘述：指導手與賽犬以基本姿勢面向板牆，距離約 5 步，指導手從基本

姿勢中把啞鈴(重量：650 克)拋到板牆的另一邊，犬隻必須安靜自然地坐在指導

手左側，在啞鈴停定在地上後，指導手才可發出“跳”的口令，犬隻隨都快速直

接地攀過板牆，“銜取”的口令必須在犬隻攀過板牆時發出，犬隻攀過板牆後直

接把啞鈴拾起，然後快速直接地再次攀過板牆跑向指導手，並靠近指導手準確地

坐在他面前，犬隻必須把啞鈴平穩冷靜地咬緊，直至指導手停頓了大約 3 秒後用

“放”的口令把啞鈴安穩地拿回右手中，指導手的右臂應垂直地放在身體右側。

指導手發出口令“靠”，犬隻必須快速與準確地返回指導手左側，犬隻的肩膊應

與指導手的左膝對正，指導手在整個項目中嚴禁移動位置。 

丙.) 評估：不正確的基本姿勢、緩慢的跑出和攀出，不正確的銜取、緩慢的攀回

和前來、把啞鈴丟下、玩弄或亂咬啞鈴、指導手分腿而立、不正確地坐在指導手

跟前和不正確的返回都會被扣分。 

攀牆銜取的分數分佈： 

攀出 銜取 攀回 

5 分 5 分 5 分 

當以上三個動作中(攀出-銜取-攀回)的最少兩個動作得到完成後，攀牆銜取一項

才會獲得部份得分。 

兩次攀牆完美無瑕，銜取無犯錯 15 分 

犬隻拒絕攀出或攀回其中一個動作，銜

取無犯錯 

10 分 

兩次攀牆完美無瑕，犬隻拒絕銜取 0 分 

如果指導手將啞鈴拋出後，啞鈴滾到板牆邊一側(過左、過右、離板牆太近)或難

以讓犬隻看見，指導手有權詢問裁判給予準許讓其將啞鈴再次拋擲，或裁判可提

意指導手將啞鈴再次拋擲，在這情況下不會失分。在指導手從新拾起啞鈴準備再

次拋擲時，犬隻應該保持坐。 

如果指導手雖沒有移動位置但提示和幫助犬隻，亦會被扣分。如果指導手在項目

完成之前移動位置，平地銜取一項將被例為“faulty”“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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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前迸 10 分 

甲.) 建議口令“前進”、“臥”，和“靠” 

乙.) 項目敘述：從基本姿勢開始，指導手與隨行中的犬隻向裁判指示的方向前行，

走出 10-15步後指導手發出”前進”的口令並站定，同時提手向前指出(只允許一次)

然後停下來。犬隻必須隨即向前有目標地以高速直線疾跑最少 30 步距離。在裁

判指示下，指導手發出“臥”的口令，犬隻必須立即臥下，指導手可以在犬隻臥

下後才將之前伸出的手放下。在裁判指示下，指導手步向犬隻並站在它的右側，

在站定了大約 3 秒後指導手向犬隻發出“靠”的口令，犬隻必須快速坐起回到基

本姿勢。 

丙.) 評估：不正確的開始、犬隻超前、犬隻前進速度緩慢、前進時偏側、前進距

離太短、犬隻臥下時猶豫或太早、臥着時焦慮或在指導手步近時站起或坐起來，

一律會被扣分。 

9. 臥停留 10 分 

甲.) 建議口令“臥”和“靠”  

乙.) 項目敘述：在另一犬隻開始其服從項目前，指導手從基本姿勢在裁判指定的

地點以“臥”的口令使犬隻臥下，指導手不能給犬隻留下牽引帶或任何物件，然

後指導手離開犬隻最少 30 步的距離，不準轉頭觀看犬隻，指導手行到一個指定

地點(帳蓬)後隱藏身體。犬隻必須在臥下地點保持平靜，指導手嚴禁影響犬隻行

為，同時另一犬隻進行其服從項目 1-7，在裁判指示下，指導手步向犬隻並站在

它的右側，在站定了大約 3 秒後指導手向犬隻發出“靠”的口令，犬隻必須快速

坐起回到基本姿勢。 

丙.) 評估：指導手引導或暗中幫助犬隻、臥着時焦慮或在指導手步近時站起或坐

起來，一律會被扣分。如果犬隻坐起或站起來但停留在指定地點，裁判仍然會給

予此項目一部份分數，如果在另一賽犬完成第五項目前，犬隻離開指定地點超過

3 米，本項將得到 0 分。如在另一賽犬完成第五項目後，犬隻離開指定地點，裁

判會給予本項部份分數。如果在指導手步向犬隻時它走向指導手，最高刑罰是 3

分。 

 

IPO2 護衛犬二級丙部份 

第一項目： 搜索帳蓬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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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目：  禁觸吠叫 10 分 

第三項目：  靶手逃跑截擊 10 分 

第四項目：  監視中還擊 20 分 

第五項目： 後押送 5 分  

第六項目： 後押送時迎擊 30 分 

第七項目： 長距離攻擊 20 分 

總分 100 分 

總括規則： 

在賽場上依照場地的長度以“之字形”豎立了六個帳蓬，每邊豎立三個(請見圖)，

場地上有必要的地方必須以粉筆或油漆定位，讓指導手、裁判、和靶手清晰看見。 

靶手必須穿戴防抓褲、手靶、及擊打棍。手靶必須內藏硬膽，靶套必須以天然顏

色的麻質制造。如果靶手在監視項目中需要提防犯規犬隻，靶手不需要站定，但

不能作出任何威脅或侵略性動作。靶手必須以手靶保護身體。指導手在側押送靶

手時有權決定以那種方式拿下靶手的擊打棍。(請參考常務中的賽事靶手規章) 

在賽事中主辦方可以在所有級別中都雇用同一靶手，但當在同一等級中的參賽犬

隻超過七頭時，主辦方必須雇用多一位靶手。所有同一等級中的參賽犬隻必須以

一樣的靶手測試。 

失去控制的犬隻，即是咬住靶手不放或需要指導手出手將犬隻拉開才會放口(觸

碰犬隻)，或咬住靶手手靶以外的身體部位，必須被失格，在這情況下沒有 TSB

勇悍度評估的等級。 

所有在護衛項目失敗或被驅逐逃跑的犬隻會立即被終止護衛部份，這些犬隻不能

獲得護衛部份的評分，但必須得到 TSB 勇悍度評估的等級。 

“放”的口令可以在所有護衛項目中用一次，釋放的評估及扣分系統請參考以下

表格： 

緩慢釋放 第一次附

加口令，犬

隻隨即釋

放 

第一次附

加口令，犬

隻緩慢釋

放 

第二次附

加口令，犬

隻隨即釋

放 

第二次附

加口令，犬

隻緩慢釋

放 

第二次附

加口令後

仍不釋放 

扣 0.5-3.0

分 

扣 3.0 分 扣 3.5-6.0

分 

扣 6.0 分 扣 6.5-9.0

分 

失格 

1. 搜索帳蓬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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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建議口令“搜索”和“來” (“來”的指令可以連結犬隻的名字一起使用) 

乙.) 項目敘述：靶手躲藏在最後一個帳蓬之中，在犬隻視錢以外。犬隻必須搜索

四個帳蓬。指導手與賽犬從基本姿勢站在第二和第三帳蓬之間，舉手望向裁判表

示做好開賽準備，在裁判指示下丙部份正式開始。指導手下令”搜索”並同時用手

(左或右)指向第三帳蓬，犬隻迅速離開指導手有目的地跑向指定帳蓬，並緊貼及

專注地環繞帳蓬。當犬隻搜過帳蓬後，指導手發出“來”的口令，然後在犬隻仍

在跑向指導手時發出“搜索”口令指示它搜索下一帳蓬。指導手以正常速度在賽

場上的假想中線前進，指導手在搜索帳蓬項目時不準離開中線，犬隻在每次搜索

時必須在指導手跟前跑過。當犬隻跑到靶手帳蓬時指導手需要站定，這時候指導

手不能再發出任何口令。 

丙.) 評估：操控上的失誤、緩慢及無目標的搜索、環繞帳蓬拐彎太寬或缺乏專注

力，均會被扣分。如果犬隻經過三次嘗試都找不到靶手所在帳蓬，或者在這項目

中指導手把犬隻召回至基本姿勢，護衛部份將被終止。 

2. 禁觸吠叫 10 分 

甲.) 建議口令“來”和“靠” 

乙.) 項目敘述：犬隻必須活躍和專注地向靶手對抗並不停吠叫。犬隻嚴禁跳高、

觸碰、及咬噬靶手，當犬隻吠了約 20 秒後，裁判會指示指導手來到離帳蓬約 5

步的指定地點站定，在裁判指示下，指導手命令犬隻從帳蓬返回基本姿勢。 

丙.) 評估：吠叫和監察中的失誤，犬隻受到裁判或步近中的指導手影響分神，都

會被扣分。連續不斷的吠叫可獲 5 分，弱勢的吠叫會被扣除 2 分，如果犬隻不吠

叫但活躍專注，和嚴密地監察靶手，這樣會被扣除 5 分。犬隻如果搔擾靶手，例

如撞擊、跳起等，將被扣 2 分，犬隻對靶手的過份咬噬最高刑罰是扣除 9 分。如

果犬隻在裁判指示指導手從中線走到帳蓬前離開靶手，指導手可以再次下令犬隻

搜索帳蓬帳蓬，如果這次犬隻逗留在靶手處，護衛部份仍可繼續進行，但禁觸吠

叫一項會被判為“insufficient”“不足”，如果犬隻不願合作或再次離開靶手，丙

部份將被立即終止。如果犬隻在指導手步近帳蓬時自動返回他/她身旁，或犬隻

在指導手下令返回前回到指導手身邊，禁觸吠叫一項將被判不足但會得到部份分

數。 

3. 靶手逃跑截擊 10 分 

甲.) 建議口令“隨行”，“臥” ，“攻擊”和“放” 

乙.) 項目敘述：在裁判指示下，指導手下令靶手步出帳蓬。靶手以正常速度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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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位置預備逃跑，在裁判指示下，指導手帶犬隨行到指定地點，並命令犬隻臥

下準備截擊。犬隻和靶手之間的距離為 5 步。指導手離開正在臥下監視靶手的犬

隻，步入帳蓬中，但仍然觀看着犬隻、裁判、和靶手。在裁判指示下靶手逃跑，

指導手同時指令攻擊，犬隻必須立即以飛撲咬噬方式亳不猶豫地阻止靶手逃跑，

犬隻只能咬噬靶手的手靶。在裁判指示下靶手站定身子，當靶手停定後犬隻應立

即釋放，指導手亦可同時發出“放”的口令。指導手在發出“放”的口令時必須

冷靜站着，嚴禁以任何身體語言影響犬隻，在犬隻釋放靶手後必須緊密專注地將

他監視。如果犬隻在第一口令後並未釋放靶手，指導手可在裁判的指示下再發出

兩次附加的“放”口令，如果犬隻在三次口令後仍拒絕放口，人犬隊伍會被立即

失格。 

丙.) 評估：截擊動作欠缺爆炸力、進攻缺乏力量、阻止靶手逃走時不夠效率、咬

咀不夠深入和穩定，放口後監視不夠專注和緊密，都會被扣分。如果犬隻保持臥

下或坐，或在靶手跑出 20 步之後仍然未能將其咬捕，護衛部份將被立即終止。 

如果犬隻在監視靶手時表現輕微不專注，或輕微搔擾靶手，這項目將被降一等級。

如果犬隻在監視靶手時表現非常不專注，或不斷搔擾靶手，這項目將被降兩等級。

如果犬隻不監視靶手但留在他那處，這項目將被降三等級。如果犬隻離開靶手或

指導手發出指令使犬隻跟靶手逗留，丙部份將被立即終止。 

4. 監視中還擊 20 分 

甲.) 建議口令“放”和“靠” 

乙.) 項目敘述：在犬隻放口後約 5 秒，裁判示意靶手向犬隻還擊。犬隻必須立即

自動咬噬靶手保護自己，犬隻只能咬捕靶手的手靶。當犬隻咬穩手靶後，靶手立

即向其壓迫，並打擊兩棍，擊打棍應打擊在犬隻肩膊的肩胛位置。在裁判指示下，

靶手站定身子。當靶手停定後犬隻應立即釋放，指導手亦可同時發出“放”的口

令。指導手在發出“放”的口令時必須冷靜站着，嚴禁以任何身體語言影響犬隻，

在犬隻釋放靶手後必須緊密專注地將他監視。如果犬隻在第一口令後並未釋放靶

手，指導手可在裁判的指示下再發出兩次附加的“放”口令，如果犬隻在三次口

令後仍拒絕放口，人犬隊伍會被立即失格。在裁判指示下，指導手以正常速度步

向犬隻身旁，指導手發出“靠”的口令使其返回基本姿勢，靶手保留擊打棍。 

丙.) 評估：反擊動作欠缺爆炸力、咬咀不夠深入和穩定，放口後監視不夠專注和

緊密，都會被扣分。 

如果犬隻在監視靶手時表現輕微不專注，或輕微搔擾靶手，這項目將被降一等級。

如果犬隻在監視靶手時表現非常不專注，或不斷搔擾靶手，這項目將被降兩等級。

如果犬隻不監視靶手但留在他那處，這項目將被降三等級。如果犬隻離開靶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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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手發出指令使犬隻跟靶手逗留，丙部份將被立即終止。 

5. 後押送 5 分 

甲.) 建議口令“監察”  

乙.) 項目敘述：押送的路線由裁判決定。緊接着前一項目，指導手命令靶手後退

轉身，準備押送約 30 步距離。指導手令犬隻於左側隨行“監察”，跟着靶手背

後約 5 步前進，犬隻必須專心注視靶手，指導手與靶手之間的距離在整個後押送

全程必須保持 5 步。 

丙.) 評估：犬隻對靶手缺乏專注力、隨行位置不準確、後押送距離不正確，都會

被扣分。 

6. 後押送時迎擊 30 分 

甲.) 建議口令“放”，“ 靠”，和“押送” 

乙.) 項目敘述：在裁判指示下，靶手在後押送中轉身向犬隻迎擊，在無指令及亳

不猶豫下，犬隻必須以爆炸性的咬噬向靶手反擊，犬隻只能咬捕靶手的手靶。當

犬隻咬穩手靶後，指導手必須站定。在裁判指示下，靶手停止攻勢。當靶手停定

後犬隻應立即釋放，指導手亦可同時發出“放”的口令。指導手在發出“放”的

口令時必須冷靜站着，嚴禁以任何身體語言影響犬隻，在犬隻釋放靶手後必須緊

密專注地將他監視。如果犬隻在第一口令後並未釋放靶手，指導手可在裁判的指

示下再發出兩次附加的“放”口令，如果犬隻在三次口令後仍拒絕放口，人犬隊

伍會被立即失格。在裁判指示下，指導手直接步向犬隻身旁，指導手發出“靠”

的口令使其返回基本姿勢，指導手把靶手的擊打棍拿下。 

指導手令犬隻隨行至靶手右側，使犬隻位於靶手和指導手之間，然後發出“押送”

的口令側押送靶手約 20 步到裁判跟前，在側押送時犬隻必須專注看緊靶手，犬

隻不能搔擾、跳上、或咬噬靶手。大家來到裁判跟前後，指導手將擊打棍遞交裁

判並報告護衛部份前半節完成。 

丙.) 評估：反擊動作欠缺爆炸力、咬咀不夠深入和穩定，放口後監視不夠專注和

緊密，都會被扣分。 

如果犬隻在監視靶手時表現輕微不專注，或輕微搔擾靶手，這項目將被降一等級。

如果犬隻在監視靶手時表現非常不專注，或不斷搔擾靶手，這項目將被降兩等級。

如果犬隻不監視靶手但留在他那處，這項目將被降三等級。如果犬隻離開靶手或

指導手發出指令使犬隻跟靶手逗留，丙部份將被立即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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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長距離攻擊 20 分 

甲.) 建議口令“隨行”，“攻擊”，和“放” 

乙.) 項目敘述：指導手與賽犬步至賽場上的中線指定位置，與第一帳蓬平排，指

導手命令犬隻“坐”，並可以拿着犬隻的頸環但禁止剌激犬隻。在裁判的指示下，

靶手從第六帳蓬跑出至賽場中線，並向指導手及犬隻挑戰及用擊打棍作出正面攻

擊，靶手不斷向前衝，而且大聲叫喊並作出強烈的威脅動作。當靶手跑到大約離

指導手與賽犬約40-50步距離時，裁判指示指導手命令犬隻“攻擊”並將其放出。

犬隻立即亳不猶豫地向靶手疾奔，以爆炸性的咬捕停止靶手進攻。 

犬隻只能咬捕靶手的手靶。當犬隻咬穩手靶後，指導手必須站定。在裁判指示下，

靶手停止攻勢。當靶手停定後犬隻應立即釋放，指導手亦可同時發出“放”的口

令。指導手在發出“放”的口令時必須冷靜站着，嚴禁以任何身體語言影響犬隻，

在犬隻釋放靶手後必須緊密專注地將他監視。如果犬隻在第一口令後並未釋放靶

手，指導手可在裁判的指示下再發出兩次附加的“放”口令，如果犬隻在三次口

令後仍拒絕放口，人犬隊伍會被立即失格。在裁判指示下，指導手直接步向犬隻

身旁，指導手發出”靠”的口令使其返回基本姿勢，指導手把靶手的擊打棍拿下。 

指導手令犬隻隨行至靶手右側，使犬隻位於靶手和指導手之間，然後發出“押送”

的口令側押送靶手約 20 步到裁判跟前，在側押送時犬隻必須專注看緊靶手，犬

隻不能搔擾、跳上、或咬噬靶手。大家來到裁判跟前後，指導手將擊打棍遞交裁

判並報告護衛部份完成。裁判會指示指導手將犬隻用牽引帶扣好。 

丙.) 評估：攻擊動作欠缺爆炸力、咬咀不夠深入和穩定，放口後監視不夠專注和

緊密，都會被扣分。 

如果犬隻在監視靶手時表現輕微不專注，或輕微搔擾靶手，這項目將被降一等級。

如果犬隻在監視靶手時表現非常不專注，或不斷搔擾靶手，這項目將被降兩等級。

如果犬隻不監視靶手但留在他那處，這項目將被降三等級。如果犬隻離開靶手或

指導手發出指令使犬隻跟靶手逗留，丙部份將被立即終止。 

 

IPO3 護衛犬三級 

2014 年 1 月由 Felix Ho 何斐然(比利時，香港)翻釋成中文 

分為： 甲部份：追蹤 100 分 

 乙部份：服從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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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部份：護衛 100 分 

 總分： 300 分 

IPO3 護衛犬三級甲部份 

路程由陌坐人踩踏，最少 600 步，5 節路段，4 個轉角(約 90 度)，3 件失物，最

少 60 分鐘持久，犬隻有 20 分鐘時間找出路程 

正確找出路程： 79 分 

失物(7+7+7) 21 分 

總分 100 分 

總括規則： 

裁判或負責追蹤的人員會以追蹤場的地勢決定路程的模式。每頭賽犬的路程都應

該不同，失物和轉角嚴禁在每一路程都位於同一距離。起點應以指示杆作明確標

記，指示杆應插在起點的左側地上。 

當所有路程都踩踏好後，裁判會再讓指導手抽簽決定追蹤的先後。 

踏路員在踏路前必須先將失物向裁判或負責追蹤的人員展示，只有擦好踏路員氣

味的失物(起碼 30 分鐘持久)才能夠被使用。踏路員在起點逗留片刻後便開始以

正常速度向裁判指定的方向前進，轉角亦是以正常速度踩踏，第一件失物應最少

在 100 步後放置於第一或第二路段，失物不應放在轉角前後的 20 部內，第二件

失物應放置於第二或第三路段，而第三件失物應放置於最後路段的終點。失物應

由踏路員在步行期間放置於路程上，當踏路員在路程終點放置好最後一件失物後，

他必須繼續向前步行多幾步。不同種類的失物都需要被用於同一路程(例如皮革、

布料、木材)。失物的尺寸不可超過長度 10 厘米，闊度 2-3 厘米，和厚度 0.5-1

厘米。它門的顏色不可在追蹤地質上太顯眼，所有失物必須劃以號碼作記認，失

物上的號碼必須跟起點指示杆號碼相同。指導手與賽犬必須在踏路時停留在視線

以外地方。 

當犬隻在追蹤時，裁判、踏路員、及任何工作人員禁止走到指導手與賽犬有權作

追蹤的地方上。 

追蹤場地： 

所有天然地質，例如草地、沙地、田地、樹林等都適用於追蹤審核。 

甲.) 建議口令：“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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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的口令能在起點和在第一與第二失物顯示後運用。 

乙.) 追蹤環節敘述：指導手準備好賽犬進行追蹤。犬隻可以作無繩追蹤或戴有

10 米追蹤繩追蹤。在追蹤時候，10 米追蹤繩可經犬隻背部、身旁、前腿、或後

腿穿過。追蹤繩可直接扣在鏈環的緊環上，或扣在追蹤吊帶(賽事中許可的追蹤

吊帶包括追蹤肩帶或追蹤腰帶，但不能有額外附加配件)。當被工作人員召喚時，

指導手帶犬在左側隨行到裁判面前報到，在報到時指導手向裁判報上自己和賽犬

的名字及參賽級別(如 IPO3 護衛犬三級)，在指導手站定向裁判報到時犬隻應在指

導手左側自動坐好。指導手需向裁判表明賽犬將會以什麽方式顯示失物(拾起或

指示)。在追蹤前，起點上，和在追蹤時任何對犬隻的壓力影響均絕對禁止。在

裁判指示下，指導手慢慢帶同賽犬平靜地到起點，然後開始進行追蹤。犬隻需要

在起點冷靜和集中地以鼻子深入探索，接着犬隻必須繼續以深鼻速度平穩地尋找

氣味。指導手跟隨在賽犬以後 10 米追蹤繩的末端，如果指導手選擇無繩追蹤，

在賽事進行中指導手仍需與賽犬保持 10 米的距離。追蹤繩在賽事中允許被松弛

拿着，不一定要繃直，但指導手必須用手拿穩追蹤繩。犬隻必須有信心地找出轉

角，在成功找出轉角後，犬隻必須繼續保持一貫速度前進。當犬隻到達失物時它

必須立即將其有信心地拾起或指示，無需指導手幫助。如果指導手選擇的失物顯

示方式是拾起，犬隻在拾起失物時可以站立、坐、或回到指導手跟前，犬隻在拾

起失物時繼續向前走或伏下是違例的行為。如果指導手選擇犬隻指示失物，犬隻

在指示時可站着、坐着、或臥着，犬隻允許在指示不同失物時交替使用這三種位

置。當犬隻指示了失物後，指導手必須隨即放下追蹤繩，然後步至犬隻身旁。指

導手把失物拾起並將其高舉示意裁判已找到失物，然後指導手再拾起追蹤繩命令

犬隻繼續追蹤。當犬隻完成整個路程時，指導手必須將搜獲的失物向裁判展示。 

丙.) 評估：追蹤時的速度不是評分中的因素，但犬隻在工作時必須表現得情神集

中、速度平均、有說服力地將路程找出，而且態度愉快放松。犬隻側頭探測路段

氣味不算違規，但犬隻不應離開路段。無目的地亂走、鼻子抬高、大小便、在轉

角時繞圈、指導手不停鼓勵、以追蹤繩指引、或在路程和失物時的口令幫助、錯

過失物和錯誤顯示失物，都屬於違規行為而且將會被扣分。如果指導手離開路程

超過了追蹤繩的長度(10 米)，追蹤部份將被終止。如果犬隻要離開路程而指導手

制止它前進，裁判會指示指導手跟隨犬隻，如果指導手無法尊從裁判的指示，追

蹤部份將被終止。如果犬隻在路程上追蹤了 20 分鐘後仍然未能完成，裁判將會

終止追蹤部份。犬隻在被終止前的表現將被裁判評分。 

如果犬隻在遇到失物時出現兩種行為，即是說犬隻在追蹤過程中把失物拾起但又

指示失物，這屬於違規。失物的得分只會被判到指導手在一開始向裁判報到時宣

報的失物顯示方式。違規的拾起或指示將會影響到其路段的評分。 

沒有被指示或拾起的失物將不會獲得任何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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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數在每一路段上的分佈應反映該路段的長度與難度，每個路段都以分數及等級

作評分。如果犬隻停止追蹤(在同一地點徘徊而不用鼻子工作)，裁判有權終止追

蹤部份，即使犬隻仍未離開路程。 

 

IPO3 護衛犬三級乙部份 

第一項目： 無繩隨行 10 分 

第二項目：  隨行中坐 10 分 

第三項目： 隨跑中臥 - 前來 10 分 

第四項目： 隨跑中站 - 前來 10 分 

第五項目： 平地銜取 10 分 

第六項目： 跨欄銜取 15 分 

第七項目： 攀牆銜取 15 分 

第八項目： 前進 10 分 

第九項目： 臥停留 10 分 

總分 100 分 

總括規則： 

在服從環節開始時，指導手帶着無繩隨行的犬隻向裁判報到，在報到時指導手向

裁判報上自己和賽犬的名字及參賽級別(如 IPO3 護衛犬三級)，在指導手站定向裁

判報到時犬隻應在指導手左側自動坐好。服從環節必定是兩位指導手攜同兩頭賽

犬在賽場上同時進行，在場刊中單數的一組先演示無繩隨行，雙數的一組先進行

臥停留。 

裁判在每個項目會給予指導手開始的指示。所有項目中的動作如迴轉、停步、變

速等，都不需裁判的指示進行。 

口令已經在之前題過。口令應是以正常聲線發出的簡短命令，包含一個單字(釋

者注：由於中文字每字只得一個單音，不同於其他語言如荷蘭文，例如荷蘭文的

單字搜索口令”Revier”就有三個音韻。亦有一些口令如前進”Vooruit”是由兩個單

字”Voor”和”Uit”組成。因此香港指導手如希望採用中文口令理應能夠使用如「搜

索」、「隨行」、「前進」等的簡短詞語。)口令可由任何語言發出。同一口令必須

用於同一個動作。如果犬隻在三次口令後仍然不作出項目中的指定動作，這項目

將會被作廢而沒有評分。在前來的動作中，指導手可以用犬隻的名字代替前來的

口令，但如果指導手同時將犬隻的名字與任何口令連結使用，這會被當作雙重口

令而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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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本姿勢中犬隻應準確而靠近地坐在指導手的左腿側，犬隻的肩膊應與指導手

的左膝對正。每一個項目都是以基本姿勢開始及結束，在項目開始時指導手只有

一次機會擺好基本姿勢，對犬隻簡短的表揚只允許在每個項目結速後的基本姿勢

中，在表揚過後指導手可以再擺好基本姿勢，在任何情況中，在表揚與開始下一

項目之間必須有一明顯休止時刻(約 3 秒種)。 

每個項目都是以基本姿勢發展下去，在項目二、三、四、和八，指導手必須步出

最少 10 步或最多 15 步後才發出項目所需的口令。在所有前來至返回，與指導手

需回到犬隻在坐或臥下的項目，當中必須有明顯的休止時刻(約 3 秒種)。當指導

手回到犬隻身邊時，他／她可以從犬隻前方或繞到其後方步近。 

正確的隨行應該在所有項目之間亦清晰表現出來。在指導手拿起啞鈴時犬隻必須

跟隨在旁，在銜取項目中指導手嚴禁與犬隻玩耍或激發其動力。 

迴轉是左迴轉，犬隻可以順時針繞過指導手右側，或貼着左側擺回來，但犬隻在

整場賽事當中必須保持同一回轉方式。 

在返回動作時指導手可以選擇犬隻順時針繞過指導手後側，或選擇左擺返回。 

跳欄的高度是 100 厘米，寬度 150 厘米。板牆包括兩塊 191 厘米高和 150 厘米闊

的木板，兩板在頂部連結起來，板牆離地的垂直高度是 180 厘米，板牆的兩邊必

須包有防滑物料(如人造草皮或防水地毯)，三條防滑橫木(約 24/48 毫米)應固定

在板場的上半部。所有參賽的犬隻必須跳過同樣的障礙。 

在銜取項目中賽制只允許木造啞鈴，賽事主辦方必須提供賽制指定的啞鈴(重量：

在平地–2000 克，跳欄／板牆–650 克)。賽事主辦方所提供的啞鈴必須采用於所

有參賽者，指導手嚴禁在銜取項目之前讓犬隻咬取啞鈴或將啞鈴放置於犬隻口

中。 

如果指導手忘記了演示賽事其中項目，裁判會指示指導手補充演示該項目，在這

情況下不會扣分。 

1. 無繩隨行 10 分 

甲.) 建議口令：“隨行” 

口令只允許在從基本姿勢開始時，及在變換隨行速度中。 

乙.) 項目敘述：在服從環開始時，指導手帶着無繩隨行的犬隻向裁判報到，在指

導手站定向裁判報到時犬隻應在指導手左側自動坐好。從基本姿勢開始，指導手

命令犬隻”隨行”，犬隻專注地、愉快地、與準確地跟在指導手左側隨行，犬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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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膊必須對正指導手的左膝。在人犬在隨行的同時場務工作人員應發出兩下口徑

6 毫米的槍聲，每槍雙隔 5 秒，開槍的地點應距離犬隻最少 15 步，犬隻對槍聲

必須沒有任何反應。指導手必須向前直行 50 步，然後迴轉再行 10-15 步，隨即

指導手必須演示快速與慢速的隨行(每個速度最少 10 步)，由快至慢的變速必須

直接，中間不應有漸進式的換步，兩種速度應有明顯的變化，然後指導手再以正

常速度完成回到起點的路程，作出右轉，走出15-20步後再作出右轉，又走出15-20

步後迴轉，迴轉後向前走出 7-10 步後站定，當指導手停下時，犬隻必須自動快

速準確地坐下，無需指導手任何影響。指導手與犬隻繼續向前走出數步，然後左

轉，行向由四個人組成的流動群眾，在人群中，指導手必須與犬隻繞過兩個人，

一個左繞和一個右繞，指導手必須在人群中停留一下，裁判有權要求指導手重復

這動作。人狗組合最後離開群眾回到起點，然後以基本姿勢完成隨行項目。 

丙.) 評估(有效於所有速度)：超前、離指導手太開、隨行位置太後、緩慢或由遲

疑的坐、重復指令、指導手的身體語言提示或幫助、在任行速度中和拐彎時缺乏

專注力、及不愉快的工作表現，都會被扣分。 

2. 隨行中坐 10 分 

甲.) 建議口令“隨行”和“坐” 

乙.) 項目敘述：從基本姿勢開始，指導手與隨行中的犬隻向前行，走出 10-15 步

後指導手發出“坐”的口令，犬隻必須立即準確坐下，指導手不得停步、慢速、

或向犬隻回望。指導手繼續向前行 15 步，然後停下並立即轉身面向坐中的犬隻。

在裁判指示下，指導手回到犬隻的右側。 

丙.) 評估：不正確的開始、緩慢的坐、坐中焦慮和缺乏專注力都會被扣分。如果

犬隻以臥下或站立代替坐，這情況會被扣除 5 分。 

3. 隨跑中臥 - 前來 10 分 

甲.) 建議口令“隨行”，“臥”，“來”，和“靠” 

乙.) 項目敘述：從基本姿勢開始，指導手與隨行中的犬隻向前行，走出 10-15 步

後指導手發出“臥”的口令，犬隻必須立即準確伏下，指導手不得停步、慢速、

或向犬隻回望。指導手繼續向跑出 30 步，然後停下並立即轉身面向伏下中的犬

隻。在裁判指示下，指導手使用“來”的口令或犬隻名字把它召回，犬隻必須愉

快地、快速地、和直接地跑向指導手，並靠近指導手準確地坐在他面前。指導手

發出口令“靠”，犬隻必須快速與準確地返回指導手左側，犬隻的肩膊應與指導

手的左膝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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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評估：不正確的開始、緩慢的臥下、臥下中焦慮和缺乏專注力、緩慢的前來

或在指導手跟前減速、指導手分腿而立、不正確地坐在指導手跟前和不正確的返

回都會被扣分。如果犬隻以站立或坐代替臥下，這情況會被扣除 5 分。 

4. 隨跑中站 - 前來 10 分 

甲.) 建議口令“隨行”，“站”， “來”，和“靠” 

乙.) 項目敘述：從基本姿勢開始，指導手與隨跑中的犬隻向直接跑出，跑了 10-15

步後指導手發出“站”的口令，犬隻必須立即準確站立，指導手不得停步、慢速、

或向犬隻回望。指導手繼續向跑出 30 步，然後停下並立即轉身面向站立中的犬

隻。在裁判指示下，指導手使用“來”的口令或犬隻名字把它召回，犬隻必須愉

快地、快速地、和直接地跑向指導手，並靠近指導手準確地坐在他面前。指導手

發出口令“靠”，犬隻必須快速與準確地返回指導手左側，犬隻的肩膊應與指導

手的左膝對正。 

丙.) 評估：不正確的開始、把口令拉長、站立中焦慮和缺乏專注力、站立後偷步、

緩慢的前來或在指導手跟前減速、指導手分腿而立、不正確地坐在指導手跟前和

不正確的返回都會被扣分。如果犬隻以坐或臥下代替站立，這情況會被扣除 5

分。 

5. 平地銜取 10 分 

甲.) 建議口令“銜取”，“放”，和“靠” 

乙.) 項目敘述：從基本姿勢中，指導手把啞鈴(重量：2000 克)拋出約 10 米距離，

犬隻必須安靜自然地坐在指導手左側，在啞鈴停定在地上後，指導手才可發出

“銜取”的口令，犬隻隨即快速直接地跑出，把啞鈴拾起，然後快速直接地跑向

指導手，並靠近指導手準確地坐在他面前，犬隻必須把啞鈴平穩冷靜地咬緊，直

至指導手停頓了大約 3 秒後用“放”的口令把啞鈴安穩地拿回右手中，指導手的

右臂應垂直地放在身體右側。指導手發出口令“靠”，犬隻必須快速與準確地返

回指導手左側，犬隻的肩膊應與指導手的左膝對正，指導手在整個項目中嚴禁移

動位置。 

丙.) 評估：不正確的基本姿勢、緩慢的跑出，不正確的銜取、緩慢的前來、把啞

鈴丟下、玩弄或亂咬啞鈴、指導手分腿而立、不正確地坐在指導手跟前和不正確

的返回都會被扣分。指導手將啞鈴拋得下夠遠，或指導手雖沒有移動位置但提示

和幫助犬隻，亦會被扣分。如果指導手在項目完成之前移動位置，平地銜取一項

將被例為“faulty”“失誤”，如果犬隻不拾回啞鈴，平地銜取一項將被判予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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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跨欄銜取(100 厘米)15 分 

甲.) 建議口令“跳”、“銜取”，“放”，和“靠”  

乙.) 項目敘述：指導手與賽犬以基本姿勢面向跳欄，距離約 5 步，指導手從基本

姿勢中把啞鈴(重量：650 克)拋到跳欄的另一邊，犬隻必須安靜自然地坐在指導

手左側，在啞鈴停定在地上後，指導手才可發出“跳”的口令，犬隻隨都快速直

接地跨過跳欄，“銜取”的口令必須在犬隻跳過欄時發出，犬隻跳過欄後直接把

啞鈴拾起，然後快速直接地再次跨欄跑向指導手，並靠近指導手準確地坐在他面

前，犬隻必須把啞鈴平穩冷靜地咬緊，直至指導手停頓了大約 3 秒後用“放”的

口令把啞鈴安穩地拿回右手中，指導手的右臂應垂直地放在身體右側。指導手發

出口令“靠”，犬隻必須快速與準確地返回指導手左側，犬隻的肩膊應與指導手

的左膝對正，指導手在整個項目中嚴禁移動位置。 

丙.) 評估：不正確的基本姿勢、緩慢的跑出和跨出，不正確的銜取、緩慢的跨回

和前來、把啞鈴丟下、玩弄或亂咬啞鈴、指導手分腿而立、不正確地坐在指導手

跟前和不正確的返回都會被扣分。犬隻如果碰到跳欄最高刑罰是每次扣 1 分，犬

隻如果踐踏跳欄最高刑罰會扣 2 分。 

跨欄銜取的分數分佈： 

跨出 銜取 跨回 

5 分 5 分 5 分 

當以上三個動作中(跨出-銜取-跨回)的最少兩個動作得到完成後，跨欄銜取一項

才會獲得部份得分。 

兩次跨欄完美無瑕，銜取無犯錯 15 分 

犬隻拒絕跨出或跨回其中一個動作，銜

取無犯錯 

10 分 

兩次跨欄完美無瑕，犬隻拒絕銜取 0 分 

如果指導手將啞鈴拋出後，啞鈴滾到欄邊一側(過左、過右、離跳欄太近)或難以

讓犬隻看見，指導手有權詢問裁判給予準許讓其將啞鈴再次拋擲，或裁判可提意

指導手將啞鈴再次拋擲，在這情況下不會失分。在指導手從新拾起啞鈴準備再次

拋擲時，犬隻應該保持坐。 

如果指導手雖沒有移動位置但提示和幫助犬隻，亦會被扣分。如果指導手在項目

完成之前移動位置，平地銜取一項將被例為“faulty”“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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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攀牆銜取(180 厘米)15 分 

甲.) 建議口令“攀”、“銜取”，“放”，和“靠” 

乙.) 項目敘述：指導手與賽犬以基本姿勢面向板牆，距離約 5 步，指導手從基本

姿勢中把啞鈴(重量：650 克)拋到板牆的另一邊，犬隻必須安靜自然地坐在指導

手左側，在啞鈴停定在地上後，指導手才可發出“跳”的口令，犬隻隨都快速直

接地攀過板牆，“銜取”的口令必須在犬隻攀過板牆時發出，犬隻攀過板牆後直

接把啞鈴拾起，然後快速直接地再次攀過板牆跑向指導手，並靠近指導手準確地

坐在他面前，犬隻必須把啞鈴平穩冷靜地咬緊，直至指導手停頓了大約 3 秒後用

“放”的口令把啞鈴安穩地拿回右手中，指導手的右臂應垂直地放在身體右側。

指導手發出口令”靠”，犬隻必須快速與準確地返回指導手左側，犬隻的肩膊應與

指導手的左膝對正，指導手在整個項目中嚴禁移動位置。 

丙.) 評估：不正確的基本姿勢、緩慢的跑出和攀出，不正確的銜取、緩慢的攀回

和前來、把啞鈴丟下、玩弄或亂咬啞鈴、指導手分腿而立、不正確地坐在指導手

跟前和不正確的返回都會被扣分。 

攀牆銜取的分數分佈： 

攀出 銜取 攀回 

5 分 5 分 5 分 

當以上三個動作中(攀出-銜取-攀回)的最少兩個動作得到完成後，攀牆銜取一項

才會獲得部份得分。 

兩次攀牆完美無瑕，銜取無犯錯 15 分 

犬隻拒絕攀出或攀回其中一個動作，銜

取無犯錯 

10 分 

兩次攀牆完美無瑕，犬隻拒絕銜取 0 分 

如果指導手將啞鈴拋出後，啞鈴滾到板牆邊一側(過左、過右、離板牆太近)或難

以讓犬隻看見，指導手有權詢問裁判給予準許讓其將啞鈴再次拋擲，或裁判可提

意指導手將啞鈴再次拋擲，在這情況下不會失分。在指導手從新拾起啞鈴準備再

次拋擲時，犬隻應該保持坐。 

如果指導手雖沒有移動位置但提示和幫助犬隻，亦會被扣分。如果指導手在項目

完成之前移動位置，平地銜取一項將被例為“faulty”“失誤”。 

8. 前迸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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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建議口令“前進”、 “臥”，和“靠”  

乙.) 項目敘述：從基本姿勢開始，指導手與隨行中的犬隻向裁判指示的方向前行，

走出 10-15步後指導手發出”前進”的口令並站定，同時提手向前指出(只允許一次)

然後停下來。犬隻必須隨即向前有目標地以高速直線疾跑最少 30 步距離。在裁

判指示下，指導手發出”臥”的口令，犬隻必須立即臥下，指導手可以在犬隻臥下

後才將之前伸出的手放下。在裁判指示下，指導手步向犬隻並站在它的右側，在

站定了大約 3 秒後指導手向犬隻發出”靠”的口令，犬隻必須快速坐起回到基本姿

勢。 

丙.) 評估：不正確的開始、犬隻超前、犬隻前進速度緩慢、前進時偏側、前進距

離太短、犬隻臥下時猶豫或太早、臥着時焦慮或在指導手步近時站起或坐起來，

一律會被扣分。 

9. 臥停留 10 分 

甲.) 建議口令“臥”和“靠” 

乙.) 項目敘述：在另一犬隻開始其服從項目前，指導手從基本姿勢在裁判指定的

地點以“臥”的口令使犬隻臥下，指導手不能給犬隻留下牽引帶或任何物件，然

後指導手離開犬隻最少 30 步的距離，不準轉頭觀看犬隻，指導手行到一個指定

地點(帳蓬)後隱藏身體。犬隻必須在臥下地點保持平靜，指導手嚴禁影響犬隻行

為，同時另一犬隻進行其服從項目 1-7，在裁判指示下，指導手步向犬隻並站在

它的右側，在站定了大約 3 秒後指導手向犬隻發出“靠”的口令，犬隻必須快速

坐起回到基本姿勢。 

丙.) 評估：指導手引導或暗中幫助犬隻、臥着時焦慮或在指導手步近時站起或坐

起來，一律會被扣分。如果犬隻坐起或站起來但停留在指定地點，裁判仍然會給

予此項目一部份分數，如果在另一賽犬完成第五項目前，犬隻離開指定地點超過

3 米，本項將得到 0 分。如在另一賽犬完成第五項目後，犬隻離開指定地點，裁

判會給予本項部份分數。如果在指導手步向犬隻時它走向指導手，最高刑罰是 3

分。 

 

IPO3 護衛犬三級丙部份 

第一項目： 搜索帳蓬 10 分 

第二項目：  禁觸吠叫 10 分 

第三項目：  靶手逃跑截擊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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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目：  監視中還擊 20 分 

第五項目： 後押送 5 分 

第六項目： 後押送時迎擊 15 分 

第七項目： 長距離攻擊 10 分 

第八項目： 監視中還擊 20 分 

總分 100 分 

總括規則： 

在賽場上依照場地的長度以”之字形”豎立了六個帳蓬，每邊豎立三個(請見圖)，

場地上有必要的地方必須以粉筆或油漆定位，讓指導手、裁判、和靶手清晰看見。 

靶手必須穿戴防抓褲、手靶、及擊打棍。手靶必須內藏硬膽，靶套必須以天然顏

色的麻質制造。如果靶手在監視項目中需要提防犯規犬隻，靶手不需要站定，但

不能作出任何威脅或侵略性動作。靶手必須以手靶保護身體。指導手在側押送靶

手時有權決定以那種方式拿下靶手的擊打棍。(請參考常務中的賽事靶手規章) 

在賽事中主辦方可以在所有級別中都雇用同一靶手，但當在同一等級中的參賽犬

隻超過七頭時，主辦方必須雇用多一位靶手。所有同一等級中的參賽犬隻必須以

一樣的靶手測試。 

失去控制的犬隻，即是咬住靶手不放或需要指導手出手將犬隻拉開才會放口(觸

碰犬隻)，或咬住靶手手靶以外的身體部位，必須被失格，在這情況下沒有 TSB

勇悍度評估的等級。 

所有在護衛項目失敗或被驅逐逃跑的犬隻會立即被終止護衛部份，這些犬隻不能

獲得護衛部份的評分，但必須得到 TSB 勇悍度評估的等級。 

“放”的口令可以在所有護衛項目中用一次，釋放的評估及扣分系統請參考以下

表格： 

緩慢釋放 第一次附

加口令，犬

隻隨即釋

放 

第一次附

加口令，犬

隻緩慢釋

放 

第二次附

加口令，犬

隻隨即釋

放 

第二次附

加口令，犬

隻緩慢釋

放 

第二次附

加口令後

仍不釋放 

扣 0.5-3.0

分 

扣 3.0 分 扣 3.5-6.0

分 

扣 6.0 分 扣 6.5-9.0

分 

失格 

1. 搜索帳蓬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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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建議口令“搜索”和“來”(“來”的指令可以連結犬隻的名字一起使用) 

乙.) 項目敘述：靶手躲藏在最後一個帳蓬之中，在犬隻視錢以外。犬隻必須搜索

六個帳蓬。指導手與賽犬從基本姿勢站着面向第一帳蓬，舉手望向裁判表示做好

開賽準備，在裁判指示下丙部份正式開始。指導手下令”搜索”並同時用手(左或

右)指向第三帳蓬，犬隻迅速離開指導手有目的地跑向指定帳蓬，並緊貼及專注

地環繞帳蓬。當犬隻搜過帳蓬後，指導手發出”來”的口令，然後在犬隻仍在跑向

指導手時發出”搜索”口令指示它搜索下一帳蓬。指導手以正常速度在賽場上的假

想中線前進，指導手在搜索帳蓬項目時不準離開中線，犬隻在每次搜索時必須在

指導手跟前跑過。當犬隻跑到靶手帳蓬時指導手需要站定，這時候指導手不能再

發出任何口令。 

丙.)評估：操控上的失誤、緩慢及無目標的搜索、環繞帳蓬拐彎太寬或缺乏專注

力，均會被扣分。如果犬隻經過三次嘗試都找不到靶手所在帳蓬，或者在這項目

中指導手把犬隻召回至基本姿勢，護衛部份將被終止。 

2. 禁觸吠叫 10 分 

甲.) 建議口令“來”和“靠”  

乙.) 項目敘述：犬隻必須活躍和專注地向靶手對抗並不停吠叫。犬隻嚴禁跳高、

觸碰、及咬噬靶手，當犬隻吠了約 20 秒後，裁判會指示指導手來到離帳蓬約 5

步的指定地點站定，在裁判指示下，指導手命令犬隻從帳蓬返回基本姿勢。 

丙.) 評估：吠叫和監察中的失誤，犬隻受到裁判或步近中的指導手影響分神，都

會被扣分。連續不斷的吠叫可獲 5 分，弱勢的吠叫會被扣除 2 分，如果犬隻不吠

叫但活躍專注，和嚴密地監察靶手，這樣會被扣除 5 分。犬隻如果搔擾靶手，例

如撞擊、跳起等，將被扣 2 分，犬隻對靶手的過份咬噬最高刑罰是扣除 9 分。如

果犬隻在裁判指示指導手從中線走到帳蓬前離開靶手，指導手可以再次下令犬隻

搜索帳蓬帳蓬，如果這次犬隻逗留在靶手處，護衛部份仍可繼續進行，但禁觸吠

叫一項會被判為“insufficient”“不足”，如果犬隻不願合作或再次離開靶手，丙

部份將被立即終止。如果犬隻在指導手步近帳蓬時自動返回他/她身旁，或犬隻

在指導手下令返回前回到指導手身邊，禁觸吠叫一項將被判不足但會得到部份分

數。 

3. 靶手逃跑截擊 10 分 

甲.) 建議口令“隨行”，“臥”，“攻擊”和“放”  

乙.)項目敘述：在裁判指示下，指導手下令靶手步出帳蓬。靶手以正常速度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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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位置預備逃跑，在裁判指示下，指導手帶犬隨行到指定地點，並命令犬隻臥

下準備截擊。犬隻和靶手之間的距離為 5 步。指導手離開正在臥下監視靶手的犬

隻，步入帳蓬中，但仍然觀看着犬隻、裁判、和靶手。在裁判指示下靶手逃跑，

指導手同時指令攻擊，犬隻必須立即以飛撲咬噬方式亳不猶豫地阻止靶手逃跑，

犬隻只能咬噬靶手的手靶。在裁判指示下靶手站定身子，當靶手停定後犬隻應立

即釋放，指導手亦可同時發出”放”的口令。指導手在發出”放”的口令時必須冷靜

站着，嚴禁以任何身體語言影響犬隻，在犬隻釋放靶手後必須緊密專注地將他監

視。如果犬隻在第一口令後並未釋放靶手，指導手可在裁判的指示下再發出兩次

附加的”放”口令，如果犬隻在三次口令後仍拒絕放口，人犬隊伍會被立即失格。 

丙.) 評估：截擊動作欠缺爆炸力、進攻缺乏力量、阻止靶手逃走時不夠效率、咬

咀不夠深入和穩定，放口後監視不夠專注和緊密，都會被扣分。如果犬隻保持臥

下或坐，或在靶手跑出 20 步之後仍然未能將其咬捕，護衛部份將被立即終止。 

如果犬隻在監視靶手時表現輕微不專注，或輕微搔擾靶手，這項目將被降一等級。

如果犬隻在監視靶手時表現非常不專注，或不斷搔擾靶手，這項目將被降兩等級。

如果犬隻不監視靶手但留在他那處，這項目將被降三等級。如果犬隻離開靶手或

指導手發出指令使犬隻跟靶手逗留，丙部份將被立即終止。 

4. 監視中還擊 20 分 

甲.)建議口令“放”和“靠”  

乙.) 項目敘述：在犬隻放口後約 5 秒，裁判示意靶手向犬隻還擊。犬隻必須立即

自動咬噬靶手保護自己，犬隻只能咬捕靶手的手靶。當犬隻咬穩手靶後，靶手立

即向其壓迫，並打擊兩棍，擊打棍應打擊在犬隻肩膊的肩胛位置。在裁判指示下，

靶手站定身子。當靶手停定後犬隻應立即釋放，指導手亦可同時發出”放”的口令。

指導手在發出”放”的口令時必須冷靜站着，嚴禁以任何身體語言影響犬隻，在犬

隻釋放靶手後必須緊密專注地將他監視。如果犬隻在第一口令後並未釋放靶手，

指導手可在裁判的指示下再發出兩次附加的”放”口令，如果犬隻在三次口令後仍

拒絕放口，人犬隊伍會被立即失格。在裁判指示下，指導手以正常速度步向犬隻

身旁，指導手發出“靠”的口令使其返回基本姿勢，靶手保留擊打棍。 

丙.) 評估：反擊動作欠缺爆炸力、咬咀不夠深入和穩定，放口後監視不夠專注和

緊密，都會被扣分。 

如果犬隻在監視靶手時表現輕微不專注，或輕微搔擾靶手，這項目將被降一等級。

如果犬隻在監視靶手時表現非常不專注，或不斷搔擾靶手，這項目將被降兩等級。

如果犬隻不監視靶手但留在他那處，這項目將被降三等級。如果犬隻離開靶手或

指導手發出指令使犬隻跟靶手逗留，丙部份將被立即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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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後押送 5 分 

甲.) 建議口令“監察”  

乙.) 項目敘述：押送的路線由裁判決定。緊接着前一項目，指導手命令靶手後退

轉身，準備押送約 30 步距離。指導手令犬隻於左側隨行“監察”，跟着靶手背

後約 5 步前進，犬隻必須專心注視靶手，指導手與靶手之間的距離在整個後押送

全程必須保持 5 步。 

丙.) 評估：犬隻對靶手缺乏專注力、隨行位置不準確、後押送距離不正確，都會

被扣分。 

6. 後押送時迎擊 15 分 

甲.) 建議口令“放”，“靠”，和“押送” 

乙.) 項目敘述：在裁判指示下，靶手在後押送中轉身向犬隻迎擊，在無指令及亳

不猶豫下，犬隻必須以爆炸性的咬噬向靶手反擊，犬隻只能咬捕靶手的手靶。當

犬隻咬穩手靶後，指導手必須站定。在裁判指示下，靶手停止攻勢。當靶手停定

後犬隻應立即釋放，指導手亦可同時發出“放”的口令。指導手在發出“放”的

口令時必須冷靜站着，嚴禁以任何身體語言影響犬隻，在犬隻釋放靶手後必須緊

密專注地將他監視。如果犬隻在第一口令後並未釋放靶手，指導手可在裁判的指

示下再發出兩次附加的“放”口令，如果犬隻在三次口令後仍拒絕放口，人犬隊

伍會被立即失格。在裁判指示下，指導手直接步向犬隻身旁，指導手發出”靠”

的口令使其返回基本姿勢，指導手把靶手的擊打棍拿下。 

指導手令犬隻隨行至靶手右側，使犬隻位於靶手和指導手之間，然後發出“押送”

的口令側押送靶手約 20 步到裁判跟前，在側押送時犬隻必須專注看緊靶手，犬

隻不能搔擾、跳上、或咬噬靶手。大家來到裁判跟前後，指導手將擊打棍遞交裁

判並報告護衛部份前半節完成。 

丙.) 評估：反擊動作欠缺爆炸力、咬咀不夠深入和穩定，放口後監視不夠專注和

緊密，都會被扣分。 

如果犬隻在監視靶手時表現輕微不專注，或輕微搔擾靶手，這項目將被降一等級。

如果犬隻在監視靶手時表現非常不專注，或不斷搔擾靶手，這項目將被降兩等級。

如果犬隻不監視靶手但留在他那處，這項目將被降三等級。如果犬隻離開靶手或

指導手發出指令使犬隻跟靶手逗留，丙部份將被立即終止。 

7. 長距離攻擊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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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建議口令“隨行”，“攻擊”，和“放” 

乙.) 項目敘述：指導手與賽犬步至賽場上的中線指定位置，與第一帳蓬平排，指

導手可以拿着犬隻的頸環但禁止剌激犬隻。在裁判的指示下，靶手從第六帳蓬跑

出至賽場中線，並向指導手及犬隻挑戰及用擊打棍作出正面攻擊，靶手不斷向前

衝，而且大聲叫喊並作出強烈的威脅動作。當靶手跑到大約離指導手與賽犬約

60 步距離時，裁判指示指導手命令犬隻“攻擊”並將其放出。犬隻立即亳不猶

豫地向靶手疾奔，以爆炸性的咬捕停止靶手進攻。 

犬隻只能咬捕靶手的手靶。當犬隻咬穩手靶後，指導手必須站定。在裁判指示下，

靶手停止攻勢。當靶手停定後犬隻應立即釋放，指導手亦可同時發出“放”的口

令。指導手在發出“放”的口令時必須冷靜站着，嚴禁以任何身體語言影響犬隻，

在犬隻釋放靶手後必須緊密專注地將他監視。如果犬隻在第一口令後並未釋放靶

手，指導手可在裁判的指示下再發出兩次附加的“放”口令，如果犬隻在三次口

令後仍拒絕放口，人犬隊伍會被立即失格。 

丙.) 評估：攻擊動作欠缺爆炸力、咬咀不夠深入和穩定，放口後監視不夠專注和

緊密，都會被扣分。 

如果犬隻在監視靶手時表現輕微不專注，或輕微搔擾靶手，這項目將被降一等級。

如果犬隻在監視靶手時表現非常不專注，或不斷搔擾靶手，這項目將被降兩等級。

如果犬隻不監視靶手但留在他那處，這項目將被降三等級。如果犬隻離開靶手或

指導手發出指令使犬隻跟靶手逗留，丙部份將被立即終止。 

8. 監視中還擊 20 分 

甲.) 建議口令“放”，“靠”，和“押送”  

乙.) 項目敘述：在犬隻放口後約 5 秒，裁判示意靶手向犬隻還擊。犬隻必須立即

自動咬噬靶手保護自己，犬隻只能咬捕靶手的手靶。當犬隻咬穩手靶後，靶手立

即向其壓迫，並打擊兩棍，擊打棍應打擊在犬隻肩膊的肩胛位置。在裁判指示下，

靶手站定身子。當靶手停定後犬隻應立即釋放，指導手亦可同時發出“放”的口

令。指導手在發出“放”的口令時必須冷靜站着，嚴禁以任何身體語言影響犬隻，

在犬隻釋放靶手後必須緊密專注地將他監視。如果犬隻在第一口令後並未釋放靶

手，指導手可在裁判的指示下再發出兩次附加的“放”口令，如果犬隻在三次口

令後仍拒絕放口，人犬隊伍會被立即失格。在裁判指示下，指導手以正常速度步

向犬隻身旁，指導手發出“靠”的口令使其返回基本姿勢，靶手保留擊打棍。在

裁判指示下，指導手直接步向犬隻身旁，指導手發出“靠”的口令使其返回基本

姿勢，指導手把靶手的擊打棍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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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手令犬隻隨行至靶手右側，使犬隻位於靶手和指導手之間，然後發出“押送”

的口令側押送靶手約 20 步到裁判跟前，在側押送時犬隻必須專注看緊靶手，犬

隻不能搔擾、跳上、或咬噬靶手。大家來到裁判跟前後，指導手將擊打棍遞交裁

判並報告護衛部份完成。裁判會指示指導手將犬隻用牽引帶扣好。 

丙.) 評估：反擊動作欠缺爆炸力、咬咀不夠深入和穩定，放口後監視不夠專注和

緊密，都會被扣分。 

如果犬隻在監視靶手時表現輕微不專注，或輕微搔擾靶手，這項目將被降一等級。

如果犬隻在監視靶手時表現非常不專注，或不斷搔擾靶手，這項目將被降兩等級。

如果犬隻不監視靶手但留在他那處，這項目將被降三等級。如果犬隻離開靶手或

指導手發出指令使犬隻跟靶手逗留，丙部份將被立即終止。 

連載護衛犬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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