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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径裁判培训PPT(1)

田径运动竞赛的裁判法 

主要内容: 

一、田径运动竞赛前的准备工作 

二、田径运动竞赛的主要规则 

三、田径运动竞赛裁判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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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田径运动竞赛的裁判工作是田径运动竞赛工作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裁判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
着竞赛的进行、运动员的比赛情绪以及运动员技
术水平的发挥。裁判员不仅是运动成绩和比赛名
次的判定者，同时也是竞赛的组织者。

• 因此，对裁判员的基本要求是: 认真掌握比赛的
规则，熟练掌握裁判方法，在裁判工作中做到严
肃认真、公正准确、谦虚谨慎、团结协作，尽心
尽力的完成裁判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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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田径运动竞赛前的准备工作 

为了保证田径运动会的顺利进行，裁判组应在竞
赛组领导下，做好下列赛前准备工作:  

（一）组织和培训裁判队伍 

（二）召开好各种会议 

（三）做好裁判器材和用具准备

 （四）做好比赛场地和器材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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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田径运动竞赛前的准备工作 

 （一）组织和培训裁判队伍 

　　具体工作是: 根据运动会规模选聘裁判员，进行裁判
员分工，组织裁判员学习竞赛规程与田径竞赛规则、
研究裁判方法和进行现场裁判实习，统一思想，统一
认识。在此基础上，要求各裁判组制定工作计划，使
每个裁判组都成为一个能战斗的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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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田径运动竞赛前的准备工作 

（二）召开好各种会议

1、全体裁判员大会
2、裁判组会议
3、主裁判会议
4.领队、教练员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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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田径运动竞赛前的准备工作 

（三）做好裁判器材和用具准备

各裁判组要提出裁判工作所需的
器材和用具清单。对于领到的裁
判器材和用具要落实专人负责, 

以保证比赛裁判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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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田径运动竞赛前的准备工作 

（四）做好比赛场地和器材检查

　　各裁判组于赛前必须到现场
检查场地和清点器材。检查后, 

提出场地修整和器材添置意见, 

交场地器材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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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田径运动竞赛的主要规则

• （一）田径比赛通则方面 

• （二）径赛主要规则 

• （三）田赛主要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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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田径运动竞赛的主要规则
• （一）田径比赛通则方面 

• 1、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佩带号码，

否则不得参加比赛。

• 2、径赛项目运动员须沿跑道逆时针

方向跑进。

• 3.径赛运动员挤撞或阻挡别人而防

碍别人走或跑进时，应取消其该项
比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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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田径运动竞赛的主要规则
• （一）田径比赛通则方面 

• 4、如果一名运动员参加一个径赛项目，又
参加一个田赛项目，或者参加一个以上的
田赛项目，而这些项目又同时举行比赛时，
有关主裁判可以允许运动员只在某一轮次
（高度项目以一个高度为一个轮次，一个
高度有3次试跳机会；远度项目以所有运动
员按顺序试跳或试掷完一次为一个轮次。）
的比赛中以不同于赛前抽签确定的顺序先
进行试跳（试掷）一次。回来后已错过的
试跳（试掷）顺序一律不补。

• 5.判定名次和成绩相等判定名次的方法。 



田径裁判培训PPT(1)

5.判定名次和成绩相等判定名次的方法

　　　径赛项目中, 判定运动员到达终点的名次顺
序, 是以运动员躯干的任何部分到达终点线内沿
的垂直面的先后为准。以决赛的成绩作为个人的
最高成绩, 而不以预、次、复赛的成绩判定最后
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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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判定名次和成绩相等判定名次的方法

　　　田赛项目中, 远度项目以比赛的六次试跳或
试掷中最好的一次成绩作为个人的最好成绩, 包
括第一名成绩相等决定名次赛时的成绩, 然后以
各运动员的最高成绩排列名次。高度项目以每名
运动员最好一次试跳成绩, 包括第一名成绩相等
决定名次赛时的成绩, 作为最后决定成绩。

　　　　全能运动项目, 以各运动员全部项目得分
的总和排定名次。 



田径裁判培训PPT(1)

5.判定名次和成绩相等判定名次的方法

　如遇两人或两人以上成绩相等，应按下列规定处理: 

1）在径赛的预、次、复赛中，按成绩录取最后名次时，

有两人或两人以上成绩相等，如对下一赛次或决赛人数
没有影响，则成绩相等的运动员都应录取；如有影响，
则应抽签决定进入下一赛次的人选。此种抽签应在有关
裁判长领导和组织下，成绩相等的运动员自己抽签决定。
决赛中出现第一名成绩相等，裁判长有权决定这些成绩
相等运动员重新比赛，则名次并列。其他名次相等时，
则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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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判定名次和成绩相等判定名次的方法

　如遇两人或两人以上成绩相等，应按下列规定处理: 

2）田赛高度项目比赛成绩相等的录取办法: 在出现成绩
相等的高度中，试跳次数较少者名次列前。如成绩仍相
等，在包括最后跳过的高度在内的全赛中，试跳失败次
数较少者名次列前。如成绩仍相等: 如涉及第一名时，
则令成绩相等的运动员在其造成成绩相等的失败高度中
的最低的高度上，每人再试跳一次。如仍不能判定，则
横竿应提升或降低，提升和降低的高度，跳高为2厘米，
撑竿跳高为5厘米，他们应在每个高度上试跳一次，直
到决出名次为止。决定名次的试跳，有关运动员必须参
加。如涉及其它名次时，成绩相等的运动员名次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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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判定名次和成绩相等判定名次的方法

　如遇两人或两人以上成绩相等，应按下列规定处
理: 

2）田赛远度项目的比赛如有成绩相等时，应以其

次优成绩判定名次。如次优成绩相等，则以第三
优成绩判定，余类推。如仍相等，并涉及第一名
者，则令相等的运动员，按原比赛顺序，进行新
一轮试跳，直到决出名次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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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判定名次和成绩相等判定名次的方法

　如遇两人或两人以上成绩相等，应按下列规定处
理: 

3）全能运动比赛如总分相等时，应以单项得分多

的项目较多名次列前。如仍不能判定时，则以任
何一个项目单项得分最多者名次列前。

4）团体总分相等时，应以破记录项目、次数多者

名次列前。再相等，则以第一名多者列前。如仍
相等，则以第二名多者名次列前，余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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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径赛主要规则

（三）田赛主要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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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径赛主要规则
1、400米及400米以下包括4×100米接力的项目，
运动员应采用蹲踞式起跑。犯规2次以上者取

消比赛资格，全能运动员三次。
2、在分道跑项目中，运动员跑出自己的分道，

如没有获得利益，也未阻挡他人，一般不应取
消比赛资格，否则应取消比赛资格。
3.在中长跑时，运动员擅自离开跑道后，不得

继续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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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径赛主要规则
4、跨栏跑时，运动员手脚低于栏顶面、跨越他人

栏架、有意用或脚碰到栏架，均属犯规。
5、接力跑时，在接力区外完成接棒、捡棒时阻挡

他人或空手跑过终点。
6.如用3只秒表计成绩，应以2只表所示成绩为准；
如各不相同，则以中间成绩为准。2只表，应以成

绩较差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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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田赛主要规则
1.跳高比赛时，应抽签排定运动员的试跳顺序。
运动员必须用单脚起跳。比赛开始前，主裁
判应向运动员宣布起跳高度和每轮结束后横
杆的提升高度，此计划直至比赛中只剩下1名。
除非比赛中只剩下1名运动员，并且他已获得
该项目比赛的冠军，否则：（a）每轮之后，
横杆升高不得少于2厘米。（b）横杆升高的
幅度不得增大。在规则第12条1（a）、（b）、
（c）的全能比赛中，每轮的横杆提升高度均
为3厘米。一旦比赛开始，运动员不得使用助
跑道或起跳区进行练习。

（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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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田赛主要规则
　　　如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则判为试跳失败

: （a）试跳后，由于运动员的试跳动作，致
使横杆未能留在横杆托上；或（b）在越过横
杆之前，运动员身体的任何部位触及立柱以
外的地面或落地区。如果运动员在试跳中一
只脚触及落地区，而裁判员认为其并未从中
获得利益，则不应判为试跳失败。运动员可
以在主裁判事先宣布的横杆升高计划中的任
何一个高度开始试跳，也可在以后任何一个
高度根据自己的愿望决定是否试跳。但在任
何高度上，只要运动员连续3次试跳失败，即
失去继续比赛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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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田赛主要规则
　　　因第1名成绩相等而进行的决名次赛的
试跳除外。允许运动员在某一高度上第l次或
第2次试跳失败后, 在其第2次或第3次试跳时
请求免跳, 并在后继的高度上继续试跳。运
动员在某一高度上请求试跳后, 不准在该高
度上恢复试跳, 除非出现第1名成绩相等的情
况。每次升高横杆后, 在运动员试跳之前, 均
应测量横杆高度。当横杆放置在纪录高度时, 

有关裁判员必须进行审核测量。如果自上一
次测量高度后, 横杆又被触及, 在后继的高度
的试跳之前, 裁判员必须再次测量横杆高度。
即使其他运动员均已失败, 一名运动员仍有
资格继续试跳, 直至其放弃继续比赛的权利
。  



田径裁判培训PPT(1)

（三）田赛主要规则
　　当某运动员已在比赛中获胜时, 有关
裁判员或裁判长应征求该运动员的意见
, 由该运动员决定横杆的提升高度。每
名运动员应以其最好的一次试跳成绩, 
包括因第1名成绩相等而进行的决名次
赛的试跳成绩, 作为其最后的决定成绩。
在比赛过程中不得移动跳高架或立柱, 

除非有关裁判长认为该起跳区或落地区
已变得不适于比赛。如需移动跳高架或
立柱, 应在试跳完一轮之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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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田赛主要规则
　　　2.所有田赛远度项目比赛时，参加
比赛的运动员如超过8人，成绩较好的

前八名运动员进入决赛，如第八名成绩
相等，成绩相等的运动员均可再试跳或
掷3次，如不足八人，则均有6次。一旦

比赛开始，运动员不得使用比赛助跑道
进行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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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田赛主要规则
　如有下列情况之一，则判为试跳失败: 

（a）在未做起跳的助跑中或在跳跃中，运动员以身

体任何部位触及起跳线以外地面；

（b）从起跳板两端之外的起跳线的延长线前面或后

面起跳；

（c）在落地过程中触及落地区以外地面，而落地区

外触地点较区内最近触地点更靠近起跳线；

（d）完成试跳后，向后走出落地区；

（e）采用任何空翻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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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田赛主要规则
　测量成绩时，应从运动员身体任何部位触地的最近
点量至起跳线或起跳线的延长线，测量线应与起跳
线或其延长线垂直。应以每名运动员最好的1次试
跳成绩，包括因第1名成绩相等而进行的决名次赛
的试跳成绩，作为其最后的决定成绩。助跑道长度
至少应为40米，条件许可时，至少应长45米。助跑
道宽度最小l.22米，最大l.25米，应用5厘米宽的白
线标出助跑道。助跑道的左右最大倾斜度不超过1: 

100趴在跑进方向总的倾斜度不得超过1: 1000。为
有助于助跑和起跳，运动员可在助跑道。旁放置l～
2个标志物（由组委会批准或提供）。如果不提走，
供此类标志物，运动员可以使用胶布，但禁用粉笔
或其他任何擦不掉痕迹的类似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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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田赛主要规则
　起跳板是起跳的标志, 应理入地下, 上沿与
助跑道及落地区表面齐平。起跳板靠近落地
区的边沿称为起跳线。紧靠起跳线前应放置
一块橡皮泥显示板, 以便于裁判员进行判断。
如不能设置上述装置, 应采用下列方法, 紧靠
起跳线前沿铺设软土或沙子, 宽门厘米, 与水
平面成30度角。起跳板至落地区远端的距离
不少应为10米。起跳板至落地区近端的距离
为1～3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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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田赛主要规则

3.三级跳远的三跳顺序是一次单足跳、一

次跨步跳和一次跳跃。单足跳时应用起
跳腿落地，跨步跳时用另一条腿（摆动
腿）落地，然后完成跳跃动作。运动员
在跳跃中摆动腿触地不应视为试跳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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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田赛主要规则
4.推铅球比赛应抽签决定运动员试掷顺序。
运动员超过8人，应允许每人试掷3次，
有效成绩最好的前8名运动员可再试掷3

次，试掷顺序与前3次试掷后的排名相
反。如果在第3次试掷结束后出现第8名
成绩相等，按规则第146条3处理。当比
赛人数只有8人或少于8人时，每人均可
试掷6次。比赛开始前，运动员可在比
赛场地练习试掷，练习组应按抽签排定
的顺序进行，并始终处于裁判员的监督
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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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田赛主要规则
4.一旦比赛开始，运动员不得持器械练习，无论

持器械与否，均不得使用投掷或落地区以内
地面练习投掷。应从投掷圈内将铅球推出。
运动员必须从静止姿势开始试掷。允许运动
员触及铁圈和抵趾板的内侧。应用单手从肩
部将铅球推出。当运动员进入圈内开始试掷
时，铅球应抵住或靠近颈部或下颌，在推球
过程中持球手不得降到此部位以下。不得将
铅球置于肩轴线后方。不允许使用任何装置
对投掷时的运动员进行任何帮助，例如使用
带子将两个或更多的手指捆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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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田赛主要规则
4.除了开放性损伤需要包扎以外，不得在手上使

用绷带或胶布。不允许使用手套。为了能更
好地持握铅球，运动员可使用某种适宜物质，
但仅限于双手。为了防止手腕受伤，运动员
可在手腕处缠绕绷带。为防止脊柱受伤，运
动员可系一条皮带或其他适宜材料制成的带
子。不允许运动员向圈内或鞋底喷洒任何物
质。运动员进入圈内开始投掷后，如果运动
员身体的任何部位触及圈外地面，或触及铁
圈和抵趾板上面，或以不符合规定的方式将
铅球推出，均判为一次投掷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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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田赛主要规则
4.如果在投掷中未违反上述规定，运动员可中止已开
始的投掷，可将器械方在圈内或圈外，在遵守本条
第12款的前提下，可以离开投掷圈，然后返回圈内
从静止姿势重新开始投掷。铅球必须完全落在落地
区角度线内沿以内，试掷方为有效。每次有效试掷
后，应立即测量成绩。从铅球落地痕迹的最近点取
直线量至投掷圈内沿，测量线应通过投掷圈圆心。
运动员在器械落地后方可离开投掷圈。离开投掷圈
时首先触及的铁圈上沿或圈外地面必须完全在圈外
白线的后面，白线后沿的延长线应能通过投掷圈圆
心。应以每名运动员最好的一次投掷成绩，包括因
第一名成绩相等而进行的决名次赛的试掷成绩，作
为其最后的决定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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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田赛主要规则

4其他投掷项目比赛, 除场地、器械和投掷
方法与铅球有差异外, 比赛规则与铅球

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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