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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目的和目标

第一条 目的和目标

1.1 评分规则的制定主要是为了确保、鼓励、促进技巧项目各个方面的发展。

1.2 评分规则和难度表为技巧运动各个项目的动作编排、竞赛组织和动作评分提供了一个客观统一的标

准和方法。

1.3 评分规则及其相关文件为运动员和教练员的赛前训练和动作编排提供了有用的指导。

1.4 评分规则为新开展技巧运动的成员提供一个获取知识与技能的框架，以便他们能够参加国家或国际

比赛。此外，评分规则力求为高水平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继续提高知识与技能提供指导与帮助。

1.5 为新参加全国比赛的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提供与专家学习合作的机会，以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

展，发现优秀的技巧人才，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1.6 评分规则为观众提供了一个简单易懂的规则，帮助观众观赏技巧运动员的比赛。

第二章 小项和比赛

第二条 比赛

2.1 比赛组别及项目设置（详见竞赛规程）

2.1.1 比赛组别：幼儿组、儿童组、少年组、青年组、成年组

2.1.2 比赛项目设置：

2.1.2.1 幼儿组、儿童组、少年组、青年组比赛项目设置:女子双人 男子双人 混合双人 女子三人

混合三人 男子四人 混合四人 集体技巧

2.1.2.2 成年组比赛项目设置：女子双人 男子双人 混合双人 女子三人 男子四人 集体技巧

2.2 比赛类型：单套比赛、全能比赛、团体比赛

2.3 依据《比赛规程》确定运动员的参赛。具体包括：

■ 比赛类别

■ 比赛的构成与组织规则

■ 准备活动和比赛场地的规定

■ 参赛年龄

■ 参加小项的报名与抽签

■ 确定决赛运动员

■ 团体名次的确定

■ 确定名次和奖品

2.4 男双、女双、混双、女三、混三、男四、混四各难度级别的比赛

2.4.1 1 级：完成一套平衡套

2.4.2 2 级：完成一套联合套

2.4.3 3 级：完成一套联合套

2.4.4 4 级：完成一套平衡套和一套动力套。

2.4.5 5 级：完成一套平衡套、一套动力套和一套联合套。执行《2017-2020 年国际技巧评分规则》。

2.5 集体技巧比赛 1-5 级各难度级别的比赛：执行《2017-2020 年集体技巧比赛规则》（见附录 4）

第三章 教练员和运动员

第三条 运动员的权利与义务

3.1 运动员的权利

3.1.1 在任何一个比赛中，只能参加一个难度级别的一个小项（男双、女双、混双、女三、混三、男

四、混四）的比赛和一个集体技巧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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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享有与比赛场地相当的安全训练设施。

3.1.3 教练员或领队应告知运动员训练时间安排。在比赛馆的比赛场地至少安排一次训练，并尽可能配

备音响和灯光照明。

3.1.4 每套动作比赛前,根据时间表在规定场地进行热身，准备活动场地的条件要与比赛馆的条件相

当。场地上同时练习的双人或集体项目不能多于 6 对。

3.1.5 在比赛过程中，如出现停电等不可控因素，致使运动员不能完成动作，可以重做。

3.2 运动员的义务

3.2.1 了解、遵守和拥护技术规程、反兴奋剂条例、评分规则和运动员誓言。

3.2.2 遵守技术规程中对各个小项参赛项目运动员年龄的规定。

3.2.3 礼貌地对待官员、其他运动员、其他的教练员和自己，以及观众，在任何时候要表现有尊严、诚

实和运动道德。

3.2.4. 了解和遵守训练和比赛的时间安排。

3.2.5 为了准备比赛，至少在比赛安排表上规定时间前一个小时到达比赛场地，比赛着装正确，按规定

的时间进行比赛。如果有人退赛，在得到高级裁判组准许后，技术主任有权及时将下一轮比赛提前。

3.2.6 服从竞赛官员的一切指导。

3.2.7 不能在比赛场地上做任何帮助比赛的记号。

3.2.8 按规则要求穿比赛服准时参加颁奖仪式。

3.2.9 准时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参加身高测量。

3.3 处罚

3.3.1 高级裁判组将对不遵守规定的运动员提出警告或处罚。

3.3.2 不参加颁奖仪式，或者故意不遵守颁奖的规定，将进行如下处罚：

■ 取消奖牌和奖金

■ 改变比赛名次

3.3.3 高级裁判组将允许运动员由于病痛等特殊原因不出席颁奖，并免于处罚。

3.3.4 运动员不在指定时间参加身高测量，或者试图阻碍测量和弄虚作假，将取消其比赛资格。

第四条 教练员的权利与义务

4.1 教练员的权利

4.1.1 运动员的出场顺序依据抽签确定，并通知教练员。

4.1.2 为教练员提供训练时间表。训练安排在比赛开始前的 1-2 天，每天有一次或两次训练。

4.1.3 比赛期间享有安全的训练器材与设备 。

4.1.4 比赛期间，为教练员提供训练时间表、竞赛时间表，和每天的比赛成绩。比赛期间，各队教练有

权在赛台边指定的地点观看其运动员的比赛。

4.1.5 在全国比赛中,所交成套动作比赛卡不符合规则专门要求或成套难度价值有问题的，要在比赛前

在指定的地点得到通知。

4.2 教练员的义务

4.2.1 为了维护技巧项目的利益，在任何时候都要真诚、正直，有体育道德。

4.2.2 尊重所有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官员，举止文明礼貌，遵守人权法、儿童保护法和体育道

德规范。

4.2.3 确保本队和其他队的运动员的安全。

4.2.4 了解并严格遵守技术规程、反兴奋剂条例、宣传条例、纪律与道德规范和评分规则。

4.2.5 在热身和比赛期间，不得与任何队伍的裁判员进行口头、移动电话或别的方式的接触。如果违反

了此规定，将立即取消该裁判员该场次的裁判资格，并对该裁判员和该教练员处以警告。

4.2.6 教练员的职责是确保所提交的比赛卡是正确的。

4.2.7 如果比赛内容有任何实质性或较小的调整，必须在离比赛前 30 分钟告知项目难度裁判员，修改

部分要附有图和价值。

4.3 处罚
4



全国技巧比赛评分规则 2017-2020 年

国家体育总局 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审定 5

4.3.1 对于不遵守规则、欺骗、影响裁判员评分，凌辱或谩骂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或官员，或者分

散比赛运动员的注意力等违规行为，将被高级裁判组立即驱逐出场，将对教练员和其队伍提出正式警

告。裁判组将决定教练员是否可以重返赛场。

第四章 裁判员

第五条 高级裁判组

5.1 高级裁判组负责指导监督比赛的各个方面，包括：赛前练习、比赛器械设备；监控运动员、教练

员、裁判员、官员在训练和比赛整个过程中的行为；组织召开裁判员会议、比赛结束后对比赛进行评

估。

5.2 在整个比赛时期，高级裁判组成员不得在任何参赛队中兼职.

5.3 比赛期间高级裁判组的决定是最终决定，纪律处罚除外。比赛结束后高级裁判组应该立即对所有作

出的决定进行评估，如发现严重错误，应立即改正。

5.4 检查运动员身高测量程序，确保测量方法严格按照附录 1 中的规定进行。

5.5 由于运动员的原因，或运动员测量出现争议，要对运动员进行重新测量时,高级裁判组指定一名代

表参与测量的整个过程。

第六条 裁判组的组成

6.1 技巧比赛每个小项的裁判组由以下人员组成：

1名裁判长 CJP

2 名难度裁判员 DJ

4 名完成裁判员 EJ

4 名艺术裁判员 AJ

1 名司线裁判员 LJ

1 名时间裁判员 TJ

6.2 当裁判的人数充足时，从抽签没有抽中担任裁判组工作的人员中任命计时和司线裁判员。

6.3 当一个队伍推荐 2 名裁判员时，尽可能让其中一人承担完成裁判工作，另一人承担艺术裁判工作。

但是，参加比赛工作的所有裁判员都要准备好承担完成和艺术裁判的工作

6.3 如果一个单位只推荐一名裁判员，由裁判组抽签决定这名裁判员担任完成或（和）艺术裁判的工

作。

第七条 裁判员的权利和职责

7.1 权利：裁判员依据《裁判员规则》的纪律与道德规范和其它规则执法，他们的知识和能力应当得到

尊重。

7.2 比赛前裁判员的义务

7.2.1 在参赛之前，裁判员应学习评分规则、技术规程、裁判员规则、纪律与道德规范，为参赛做好准

备。

7.2.2 在递交比赛卡前，协助本队的教练员审查比赛卡

7.2.3 用比赛纸或表格记录成套动作。

7.2.4 参加在比赛前、比赛中、比赛后举行的所有研讨会、裁判学习班及指导会议。缺席者将取消其裁

判资格，因为特殊原因缺席获得高级裁判组许可的情况除外。

7.3 在比赛中的义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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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严格遵守技术规程、评分规则、裁判员规则和裁判员誓言，违反者将会受到仲裁委员会的口头警

告，警告可能由裁判长告知。如果在这次比赛或在本周期以后的比赛中再次违反，根据现行的国家裁判

员规则和纪律道德规范对其进行处罚。

7.3.2 穿正式的裁判服。裁判员的服装不符合要求时，将被取消裁判资格。

7.3.3 在比赛期间裁判员不承担裁判工作以外的任何职责。

7.3.4 在准备活动或比赛期间，不能通过任何方式与任何教练员或运动员联系。如有联系，将取消其在

相应比赛的裁判工作，并给予正式警告。

7.3.5 听从高级裁判组和项目裁判长的指导。

7.3.6 准时到达裁判地点，不能擅自离开，在比赛期间不能以任何方式同其他裁判员、观众、教练员和

运动员说话或示意。如有违反，将立刻予以警告或处罚。

7.3.7 当一名裁判员或裁判组的分数和高级裁判组专家的分数出现严重不一致时，要求裁判员提交评分

记录并在赛后协助分析。当裁判员不能为分值偏差作出合理的解释时，将依据严重性对其警告或处罚。

7.3.8 一套动作结束后快速地记录所有分数。

◆ 在给出得分之后，没有项目裁判长的允许，裁判员不能改变分数（裁判长需记录所有的更改，在赛后

进行分析）。

◆ 如果在分数记录出现错误，允许或者要求裁判员重新出分。

第八条 项目裁判长

8.1 项目裁判长由高级裁判组任命。

8.2 必须遵守裁判员道德和纪律准则，在任何时候都保持行为的道德性。

8.3 项目裁判长必须听从高级裁判组的指示。

8.4 每个项目裁判长负责该项目整个比赛的裁判组的监控和管理工作。每个项目中裁判员的组成都会变

换。每个项目裁判长必须准备在 8个项目比赛中执法。

8.5 在全国比赛中如果有足够的裁判员，可安排 1 名计时员和 1 名司线员协助裁判长工作。计时员负责

记录套路时间、司线员负责报告边线问题，发现运动员脚踩出边线时举旗示意。

8.6 比赛前项目裁判长的职责

8.6.1 学习评分规则、裁判员规则、章程和相关的技术规程。

8.6.2 组织、监控和指导难度裁判员核查运动员将在比赛时完成套路的比赛卡的准确性。

8.6.3 确保难度裁判员在比赛前 8 小时核查完比赛卡。

8.6.4 确保所有的比赛卡按照比赛顺序排列，并复印、分发送给相关人员。

8.6.5 对于比赛前准备期间出现的问题，报告高级裁判组帮助解决

8.7 比赛期间项目裁判长的义务

8.7.1 当音响系统出现错误，项目裁判长可允许停顿或重新开始，并免除处罚。当音乐从错误的地方开

始时，可允许停顿或重新开始，可免除或者不免除处罚。

8.8 项目裁判长必须:

8.8.1 组织裁判员有序地进出场和参加颁奖仪式。根据高级裁判组的要求，示意裁判员有序离席。

8.8.2 向运动员示意进入比赛场地和开始比赛。

8.8.3 用速记符号记录比赛套路。

8.8.4 记录成套动作使用的时间和出线的情况（可由计时员和司线员协助完成）。

8.8.5 按照规则从比赛的最后得分中扣分

8.8.6 收集裁判员的评分，核查分数的范围

8.8.7 当裁判员站立示意得分记录或计算中的错误时，采取必要的措施。

8.9 干涉

◆ 当难度裁判员无法确认一个动作的难度值或者难度分时

◆ 如果司线员没有看到出界

◆ 如果计时员出现错误。

8.10 最后得分应在下一个运动员开始比赛前出示，除非出现特殊情况，没有足够的时间及时进行处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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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裁判长要求记录一个临时分。

◆ 项目裁判长建议高级裁判组在这轮比赛结束时和在任何颁奖仪式前采取必要的措施。

8.11 公开出示 A、E、D、最后得分和扣分，除非高级裁判组在允许的时间内制止公开分数。如果需要查

询分数导致延缓，可要求出示临时分。

8.12 在每天比赛结束时，将发现的问题书面报告给高级裁判组。

第九条 难度裁判员

◆ 在全国比赛中，每个项目设置 2名难度裁判员，他们来自不同的协会，每名难度裁判员最多负

责3个项目。

9.1比赛前难度裁判的职责

9.1.1 在全国比赛中，难度裁判员应在裁判长的指导与支持下，共同确认运动员在比赛卡上成套路的每

动作难度值。让难度裁判员无法确认时，裁判长可要求高级裁判组难度专家协助。

9.1.2 在全国比赛中，难度裁判员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告知教练员将要参赛的比赛套路中出现的难度错

误。教练员对难度进行的调整必须在比赛开始前 90 分钟获得难度裁判员认可。

9.1.3 在比赛进行期间难度裁判员如果发现比赛卡中存在错误，即使在赛前没有通知教练员，也应即时

更正比赛卡中的错误。 难度裁判员将因为这样的失误而受到处罚。

9.1.4 难度裁判员计算提交的套路难度值。在确定难度值后，难度裁判员必须在比赛卡上签署姓名和记

载日期。

9.1.5 难度裁判员最迟在比赛开始前 8 小时确保比赛卡已经填写完整，按照比赛出场顺序排列。在比赛

前向裁判长和高级裁判组专家分送相关的比赛卡复印件。

9.1.6 在距离比赛开始 30 分钟之前，难度裁判员有权接受由于特殊的原因造成的比赛卡的较小调整。

必须向项目裁判长和高级裁判组难度专家报告比赛卡的变更情况。

9.2 难度裁判员在比赛中的职责

9.2.1 严格按照评分规则的要求，共同评价难度价值和成套动作的难度得分。

9.2.2 根据规则从最后得分中扣分并且告知项目裁判长。

9.2.3 在比赛卡上记录：

● 完成的动作

● 价值的改变

● 时间错误

● 改难度值

9.2.4 出现某个动作难度价值争议或不能处理的难度分问题时，难度裁判员可请求项目裁判长的帮助。

如果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项目裁判长可请求得到相关高级裁判组主席的帮助。问题必须在下一个运动

员开始比赛前解决。如果不能得到及时处理，可在本轮比赛结束前先登记一个临时分，但是问题必须在

颁奖仪式前得到解决。

9.2.5 在每场预赛结束后和每场决赛后，必须将比赛卡交给高级裁判组，以便赛后分析。

第十条 艺术裁判员和完成裁判员

10.1 在全国比事中，通过抽签决定艺术裁判员和完成裁判员。

10.2 艺术裁判员严格按照评分规则评价成套动作的艺术分。

10.3 完成裁判员严格按照评分规则评价成套动作的技术错误。

10.4 裁判员独自完成成套动作的评分，不得与他人讨论。

10.5 如果电子输分出现了错误，裁判员应当迅速站立向项目裁判长报告。项目裁判长应立刻要求该裁

判员提交书面的错误记录，说明要求改分的理由。

10.6 除了以上情况，分数一旦登记，将不得更改，除非项目裁判长或高级裁判组主席要求裁判员重新

评分，这样的要求并不意味一定要改分，裁判员可以拒绝改分。但是如果拒绝重新评分可能导致警告和

处罚。将要求裁判员立刻提供书面的错误记录，在比赛分析时对此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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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裁判员服装

11.1 裁判员在担任比赛工作时必须穿正式的制服。在本周期内，技巧项目裁判员穿：

● 黑色的西装。

● 黑色裙子（女子）或标准长裤（男子和女子）

● 白色衬衣

● 黑色的鞋子（不能是凉鞋），不允许穿鞋跟对体操板造成损害的高跟。

● 头发必须整洁，不遮挡视线。

● 如果佩戴首饰，必须得体。

第十二条 裁判员选派

12.1 高级裁判组人员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指定，他们在比赛期间不能兼任其他职务。

12.2 难度裁判员从参赛单位自派裁判员中指定。如果一个单位派两名裁判员，其中一名担任难度裁判

员，则另一名担任完成裁判员和艺术裁判员。

12.3 每个参赛单位至少推荐一名裁判员参加工作，但不超过三名。所派人员必须获得“2017-2020 年

全国技巧裁判员学习班”合格证书。本周期第一次参加比赛的队伍可以不派裁判员。

12.4 在全国比赛期间，应保证每一个裁判员参加一次完成裁判或者艺术裁判的现场执裁工作。

第五章 成套的结构和组成

第十三条 成套的结构 总则

13.1 所有的成套动作必须在音乐的伴奏下并在 12 米12 米带有弹簧的体操板上完成。

13.2 成套动作比赛必须以一个静止姿势开始，舞蹈动作贯穿成始终，最后以一个静止姿势结束。

13.3 成套动作的结构是其艺术价值的一部分。

13.4 每套动作的结构设有专门的要求，所有的专门要求必须在比赛卡上标明。

例外：做了一个和教练员在比赛卡上申报的不相同的动作，运动员做的这个动作没有难度值，错

误的难度表要扣 0.3，但是，这个动作计算专门要求。

第十四条 成套的时间

14.1 1-7 级集体技巧成套的最长时间为 6分钟；其余各小项（1-4 级），成套的最长时间为 2 分钟。最

短的时间没有限制，超过规定的时间 2秒钟要扣分。

14.2 音乐的第一个音符表明成套时间的开始。一个或多个运动员从开始姿势做第一个动作，被认为是

成套动作的开始。一套动作的结束要以运动员的静止姿势为准，最后的静止动作必须要与音乐的结束一

致。

第十五条 成套的组成

15.1 1-3 级

15.1.1 专项动作专门要求

● 1 级：每套动作必须完成 6 个配合难度动作。

● 2 级：每套动作必须完成 6 个配合难度动作。其中必须包含 1个动力性动作。

● 3 级：每套动作必须完成 6个配合难度动作。其中必须包含 3 个动力性动作。

15.1.2 单人动作专门要求

● 每名运动员必须完成3个相应类别（平衡、灵巧、柔韧）的单人动作和 2 个跳步动作。单人动

作必须同时完成或者连续地依次完成。

● 平衡类单人动作（例如：阿拉贝斯克舞姿或手倒立）必须在无同伴帮助的情况下，才计算专门要

求，这些动作必须保持 2 秒:

● 单人动作可以单独完成，也可以以一串动作完成，但动作不可重叠。例如：先后软翻劈叉，后劈

叉静止被视为一个动作，而不是两个独立的动作。

15.2 4 级

15.2.1 双人项目平衡套

● 必须包含 6 个静态造型动作，每少一个动作扣 1.0 分

● 成套中的 4 个动作每个动作必须分别选自《规定动作难度表》中不同的横行，计算动作难度

值。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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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足了以上要求后，另外 2 个动作必须从《自选动作难度表》中任选，不计算动作难度

值。
15.2.2 集体项目平衡套

● 必须包括 3 个不同的罗汉造型，每少一个扣 1.0 分。计动作难度值。

● 有两个罗汉造型必须选自规定动作难度表中不同的横行，必须是两个单独的罗汉造型。

● 满足了以上要求后，另外个罗汉造型必须从《自选动作难度表》中任选。不计动作难度

值。
15.2.3 动力套

● 必须包含 6 个动力性动作，每少一个动作扣 1.0 分。

● 只计算 2 个下法的难度值，在成套中最多做 3 个下法也是允许的。所有的落地和下法难度值

大于 1V，必须扶持。如不扶持，每发生一次扣 0.5 分

● 成套中的 4 个动作每个动作必须分别选自《规定动作难度表》中不同的横行，计动作难度

值。

● 满足了以上要求后，另外 2 个动作必须从《自选动作难度表》中任选，不计动作难度值。
● 在女子三人中，最多做 3 个水平接住的动作，但是要扣艺术分。

● 在男子四人中，最多做 2 个水平接，分别选自于《规定动作难度表》和《自选动作难度

表》。

15.2.4 单人动作专门要求

● 在平衡套中，每名运动员必须完成选自《单人动作难度表》的一个平衡类、一个柔软类和一个

灵巧类的单人动作，每少一个专门要求扣 1.0 分。

● 静止单人动作（例如：阿拉贝斯克舞姿或手倒立）必须在无同伴帮助的情况下完成，这些动作必须

保持 2 秒。

● 单人动作必须同时完成或者连续地依次完成。

● 单人动作可以单独完成，也可以以一串动作完成，但动作不可重叠。例如：先后软翻劈叉，后劈叉

静止被视为一个动作，而不是两个独立的动作。

● 在动力套中，每一名运动员必须完成选自《单人动作难度表》中的 3 个翻腾动作，有 1 个必须

是空翻，少一个专门要求扣 1.0 分。

15.2.5 限制的动作

集体项目禁止做的平衡动作

● 女三或男四立柱

● 当只有两个支撑点的时候站在下面人的臀部、胸部和下面人“桥”上，当有三个支撑点的时

候可

以做这种类型额动作。

● 站在下面人肩上，下面人做手不撑地的劈叉。

● 下面人过度弯曲脊椎，塌腰或用臀部做支撑。

双人和集体项目禁止做的动力性动作

●12/4 周或以上的空翻。

第十六条 双人/集体和单人动作中的时间错误

16.1 如果比赛卡上标明了 3秒钟的静止造型，但完成时只有 1 秒,则扣 0.6 分，2 秒则扣 0.3 分，该动

作有难度价值并满足专门要求。 如果出现技术错误，则完成裁判员扣技术错误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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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如果双人/集体试图做静止造型，但是没有完成，或保持少于 1 秒钟，则没有难度价值，难度裁判

员扣最大的时间错误 0.9 分。该动作不能满足专门要求，完成裁判员扣除相应的技术错误分，动作不完

整扣 0.5 分，或跌倒扣 1.0 分。

16.3 在组建双人或集体平衡动作时，同伴已经站好位，在攀爬或组建过程出现失足或掉落，不扣除时

间错误分，要进行适当的技术扣分，重做动作可获得难度价值。

16.4 单人动作时间错误

16.4.1 如果静止的单人动作只保持了 1 秒钟，计专门要求，但扣 0.3 的时间错误分，完成裁判员还要

扣除相应的技术错误分。

16.4.2 如果静止的单人动作没有完成或保持少于 1秒钟，则该动作没有满足专门要求，由难度裁判扣

0.6 的时间错误分。完成裁判员扣相应的技术错误分，未完成动作扣 0.5 分，扣跌到分 1.0 分

第十七条 动力性套路中的错误

17.1 如果一个动力性动作开始后没有完成，完成裁判员扣除相应的技术错误分，还应追加扣除未完动

作的 0.5 分，或扣除动作跌倒的 1.0 分；该动作没有难度值，不计算专门要求。

17.2 如果动力性动作完成了所有阶段，接住动作没有控制好，视为严重错误，完成裁判员扣除 0.5

分；如果一个运动员在接住或者落地的时候跌倒，扣 1.0 分，但是这两种情况都计算难度值，计算专门

要求。

第十八条 单人动作的错误

18.1 每个运动员单人动作的完成情况分别评分。

18.2 如果一个单人动作开始了但是没有完成，完成裁判员按未完成动作扣 0.5 分（如果跌倒，扣 1.0

分），动作没完成时，不计算专门要求。如果单人动作是静态造型，还要扣时间错误分。

第六章 艺术性

第十九条 艺术性

总则

19.1 艺术性由成套的舞蹈动作的编排、成套动作设计、内容的多样性、队员间的协作、动作和音乐组

成。

19.2 艺术性表演反映在双人或集体项目的独特风格、表现力、音乐，以及具有超越体育的艺术感染力

上，以此来感染观众和裁判员。

19.3 一套动作要向裁判员和观众展现其内容的丰富性。成套动作套路必须表现出相互区别的特性，通

过同伴之间合理的配合和利用增强舞蹈效果的体操服装来提高其独创性

19.4 运动员在成套动作开始之前和成套动作结束后离开场地之前要有示意动作。

19.5 对艺术性的评价是从运动员进场开始到离开比赛场地。入场是艺术性内容之一，但必须简单，并

没有音乐的伴奏。 开始的造型不能是难度动作的组架过程。

19.6 结束的造型必须和音乐一致。这个结束造型不能是难度动作的落地或下法。

19.7 不能在地面做帮助完成的标记。

19.9 运动员必须在没有语言帮助和身体帮助的情况下比赛。

19.10 整个竞赛时间内都必须自始至终保持良好的体育道德精神。

第二十条 表演/舞蹈

20.1 舞蹈的定义是表现身体的运动、既有体操又有艺术、从空间和时间，以及其他伙伴协同表演动

作。

20.2 通过移动舞步、跳跃、转体连接动作，充分利用可能的空间，运用路线变化，层次变化，方向变

化、身体形态变化、速度和节奏变化来展现艺术性。

20.3 难度动作和舞蹈动作应该分布全场。

20.4 双人/集体项目都必须在不同的层次做动作。

20.5 各种动作的变化必须丰富多样。

20.6 舞蹈编排必须具有创意，要表现双人或集体项目的独具特

20.7 动作必须大幅度的，最大限度的运用空间，在音乐的伴奏下进行精妙的表演。

第二十一条 音乐和情感表达

21.1 好的音乐的选择有助于成套动作编排、节奏和主题的表现。

21.2 成套必须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节奏和情绪要随着音乐伴奏在逻辑和审美上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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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成套舞蹈动作与专项难度动作的衔接必须流畅，停顿应该合理，不能影响动作的流畅性。

21.4 双人或集体项目必须要有借助音乐表达项目情感的能力要贯穿整个表演。同时，成员彼此间在情

感表达上要保持一致。

第二十二条 同伴关系

22.1 同伴个体之间的体型必须和谐。

22.2 同伴应该有感染观众和裁判员的表现力。

第二十三条 音乐伴奏

23.1 所有成套动作要有音乐伴奏。声音使用乐器和没有意思的词是允许的。带有歌词的音乐可以在

一套动作中使用并要遵守体育道德规范。不合适的歌词是禁止的（攻击、暴力）。

23.2 复制的音乐必须是最高质量的。

23.3 成套的时间要持续到最后一个动作。

23.4 如果出现技术错误导致音乐停止，如果没有裁判长示意停止外，运动员应当继续完成比赛。在这

种情况下，对没有音乐的套路不扣分，并停止套路计时

23.5 如果音乐不正确或存在技术错误，但运动员还没有开始或他们停止了比赛，项目裁判长允许他们重新

始，并不扣分。如果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经项目裁判长允许，技术主管可以将其比赛安排到这该轮比赛的

最后进行。

23.6 由于教练员的失误，比赛时出现音乐质量或不正确的音乐问题而导致比赛停止，由裁判长决定是

否可以重新开始，但在最后得分中扣 0.3 分。

23.7 无论是否有音乐的伴奏，成套动作一旦完成，则不能重做。

第二十四条 身高悬殊 （4 级）

24.1 这个方面的艺术价值由项目裁判长负责。

24.2 队员之间的身高悬殊应当具有美学逻辑

24.3 身高测量是在比赛之前，由人体测量专家依据附录 1 中的程序进行，教练员或领队要参加。如果

可能出现争议，至少要有 1 个高级裁判组成员参加测量现场。如果怀疑出现了造假，3 名高级裁判组成

员。

24.4 扣分由项目裁判长从最后得分中扣除。

第二十五条 比赛服装

25.1 比赛服装、装饰和辅助物品由项目裁判长负责审查。它们必须具有体操项目的特征，设计和运用

有助于提高套路的艺术性。它们不能分散运动员的注意力，在比赛时不需要调整。

25.2 队员必须穿同样的或互补性的衣服

25.3 女运动员可以穿紧身连衣裤或一套装的标准长度的紧身运动衣/可以穿短裙子。肉色紧身连袜裤是

允许的。可以穿带袖或不带袖子的体操服，但是舞蹈风格的窄肩带体操服是不予许的。

25.4 裙子必须是覆盖式的，下摆不能超过骨盆区域，即不能超过紧身连衣裤、紧身衣或弹力全身紧身

衣的骨盆处。

◆ 裙子的款式（裁剪或装饰）自主选择，但是必须能够一直回落在运动员的臀部处。

◆ 外观像芭蕾舞短裙、草裙、晚装及婚纱的裙子是禁止的。

◆ 裙子必须与紧身连衣裤缝合为一个整体（它是不能去除的）

25.5 男运动员可以穿紧身体操服和体操短裤或体操长裤。.

25.6 比赛的的服装在设计上应该尊重性别.

25.7 如果从裤子的股骨上端到踝关节之间插入淡颜色的装饰或式样则可以穿非常深色的套装和裤子。

插入的部分必须简单而不过度。两条裤腿的长度和插入的布料的类型必须一致，只有装饰可以有一点不

同。

25.8 为了安全，运动员不允许穿宽松的服装，穿戴凸起的衣饰小配件。男女运动员的所有服装必须紧

身。裁判员可以对其身体线条进行评价。

25.9 所有服装包括内衣都必须端庄。紧身连衣裤腿部的开口不能高于股骨头。领口开口不低于胸骨的

一半，或低于背部的肩胛骨线。躯干部分的花边和透明材料必须有内衬。

25.10 禁止穿有挑逗性的服装，游泳装、职业特色服装和带有相片的服装。

25.11 运动员比赛可以穿或不穿鞋子，鞋子的颜色清晰或是白色的，鞋子必须清洁并完好。男运动员必

须穿鞋类（体操鞋、袜子）。

25.12 服装上必须有清楚可见的队标。可以将标志编织在服装上，或是服装设计的一部分。

25.13 如违反规定，由项目裁判长扣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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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比赛装饰与附注物品

26.1 禁止佩戴珠宝，如耳环、装饰钉、项链、戒指、手镯、脚链、鼻饰、脐饰。

26.2 亮片、宝石、装饰带和花边必须与比赛服成统一的部分，或安全地附在上面，如果出现安全事

故，责任由教练员和运动员承担。

26.3 如果佩戴了发夹、头箍、领饰和丝带，必须保证其安全。不允许极具特色的头发装饰（如冠状头

饰、羽毛装饰和用花装饰）。

26.4 不允许有脸绘。化妆必须适度，不要表现出戏剧性的特色（动物或人类）。

26.5 不允许使用如皮带或头箍等帮助完成动作的装备。带子和绷带必须是中性色彩。如果使用不是中

性色彩的附作物，参赛队要向高级裁判组申请特批，可以例外，譬如，护膝。

26.6 如违反规定，由项目裁判长扣分。

第七章 完成和技术价值

第二十七条 完成和技术价值

总则

27.1 完成分是关于成套动作技术完成的质量分,不涉及技术的运用。

27.2 每套动作的评价标准为接近完美的程度。

27.3 由完成裁判员评价每个动作的幅度和技术的正确性。其中包括：伸展的程度、身体的紧张程度、

动作的丰富程度，譬如，动作的完成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空间。分别对双人、集体和单人动作给予评价。

27.4 以教练员和裁判员认可的优秀标准来评判运动员身体的形态和线条，包括动作角度的准确性。

27.5 动作技术质量的评判包括：动作连接前后的流畅性，平衡动作的稳定性，干净利落的落地，跟

头、抛跳动作、抛、接动作的正确性，以及动力性动作的最大腾空高度。

27.6 评价标准

◆ 完成动作技术的效果

◆ 姿态与线条的正确性

◆ 双人/集体和单人动作的幅度(平衡动作要充分地伸展和动力性动作要最大的飞行高度)

◆ 平衡动作的稳定性

◆ 从容有效地接、甩和抛起。

◆ 落地控制

第八章 动作难度

第二十八条 动作难度

28.1 1-6 级难度级别的比赛，重点是完善技术和艺术表现，而不是难度。

28.2 只有完成比赛卡上的动作才计算难度分。动作必须选自难度表中的动作。

28.3 在所有的套路中，出现以下情况，由难度裁判员从最后得分中扣分：每违反一次专门要求，完成

了禁止动作，单人或双人/集体动作中静态造型动作没有保持规定的时间，没有按照比赛卡上动作的顺序

来完成动作。

第二十九条 比赛卡

29.1 比赛卡是一张用电脑制作，带有插图的难度动作说明书，标明双人、集体和单人将进行比赛的动

作的难度情况。比赛卡上必须标明每个动作的难度值、页码，和在难度表中动作的代码、静力动作平衡

时间。

29.2 教练员要提供正确的难度表，这是教练员的责任。

29.3 队伍必须在报到时，，上交一份双人或集体项目参赛套路的比赛卡。

29.4 必须用正式的比赛卡或者用规定的方法绘图。在难度表中举了一个例子。凡是不正式的、难以辨

认的版式都要被退回，要求重新正确填写。迟交的由项目裁判长扣分。

29.5 双人/集体动作必须先出现，按照表演的顺序填写。单人动作分开出现，按照表演的顺序填写。如

果动作没有按标明的顺序完成，难度裁判员从最后得分中扣 0.3 分

29.6 使用的难度动作必须包含在比赛卡中，如果用更多的难度动作呈现，难度裁判员将对不正确的比

赛卡扣 0.3 分。

29.7 至少要在离比赛开始前 12 小时，难度裁判员通知教练员，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核查上交的比赛

卡上存在的问题。教练有责任解决问题。难度裁判员允许重新上交一个调整过的比赛卡，但是必须要在

离比赛开始前 90 分钟。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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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 如果在比赛中发现难度表有问题，必须执行正确的难度价值。 为此,要对难度员在评审期间未能确

定比赛卡给与制裁。

29.9 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例如受伤)，难度裁判员有权力决定，允许比赛卡有小的更改，但必须在离

比赛开始前 30 分钟进行。更改比赛卡时，要说明变化的动作、动作的难度价值、动作号码和在动作难度

表中的码。难度裁判员核实难度价值并通知裁判长和高级裁判组。超过规定时间之后的动作更改不计算

难度值。

29.10 如果在决赛中要更改一些动作或将比一套不同的套路，则新的比赛表或者修订后比赛表的变动部

分必须在资格赛结尾的 1个小时之内于指定时间和地点进行提交。必须要说明更改的难度价值。难度裁

判员核对新的比赛卡，确保裁判长和高级裁判组在决赛开始前收到新比赛卡的副本。

29.11 规则 29.5 和 29.6 的扣分在每个成套中只扣一次。

第三十条 新动作

30.1 新动作是指那些没有出现在现有的难度表上公布的，而且不是禁止动作。

30.2 如果表格中已有的动作只做了小的改动不算新动作，该动作按照原有的编号，难度价值与已经存

在动作难度价值相同。

30.3 申请新动作评估，用难度表中的标准表格，通过电子邮件发 30160442@qq.com，由中国蹦床与技巧

协会技巧技术委员会组织专家进行评估，新动作必须伴有详细的图画及建议的难度价值，并附动作电子

视频。

30.4 申请新动作评估，必须在比赛之前三个月由由各队领队递交所有的文件。

30.5 不受理不符合上述标准的评估申请。

30.6 新动作评估的结果将在最近的比赛中开始生效。

第九章 成套动作的评价

第三十一条 评价

总则

31.1 平衡套、动力性套和联合套各有不同的特点，每套动作包括艺术分、难度值和技术完成分的评

判。

31.2 艺术裁判员评定成套动作的艺术分，决定 A 分。

31.3 难度裁判员决定评判一套动作的难度总价值，获得 D 分

31.4 完成裁判员评判成套动作的技术分，决定 E 分。

31.5 项目裁判长从 A、E 和 D 总和分值中减去扣分（P）决定总分。

第三十二条 分数与得分

32.1 完成分、艺术分、难度分、扣分和最后得分，以及排名要公开出示。

32.2 所有的比赛，完成分和艺术分从 0—10.0 分评分，精确到 0.001 分。

32.3 艺术分

四个艺术裁判员的得分，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中间两个分的平均就是艺术（A）分

32.4 难度分

32.4.1 1 级：难度分为 0.1 分。

32.4.2 2 级：难度分为 0.2 分。

32.4.3 3 级：难度分为 0.3 分。

32.4.5 4 级：将选自《规定动作难度表》的动作难度值相加，即为难度分，最高为 0.5 分。

32.4.6 两位难度裁判员达成一致意见后，出示一套动作的难度分。

32.5 完成分

四个完成裁判员的得分，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中间两个分的平均分乘以 2 就是完成（E）分。精

确到 0.001，最后一位数字四舍五入。

32.6 总分

总分是指项目裁判长和或难度裁判扣分前的分数。计算公式为：A 分+D 分+E 分=总分

32.7 最后得分

项目裁判长从总分中扣除相应的扣分为最后得分。计算公式为：总分—扣分=最后得分

第三十三条 分数的申诉

33.1 为了体现公正，如果难度分与完成的动作存在疑问，或难度价值计算有错，或最后得分计算有

误，可以向高级裁判组提出重新评价的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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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在申诉后，如果难度分更改，则可能重新考虑难度裁判员的扣分。

33.3 只能对自己协会的运动员提出申诉。

33.4 不能对完成或艺术、时间错误或其他扣分提出申诉

33.5 任何难度分申诉的调查应该在动作比赛结束，下一套动作示分前进行。由领队持申诉卡向高级裁

判组或指定的人员提交申诉卡。

◆ 必须提交申诉卡，不能口头申诉

◆ 出示申诉卡则意味着开始处理申诉问题。

◆ 出示申诉卡之后必须要有书面的申诉书。

◆ 在放置申诉卡之后的 4 分钟之内，必须递交书面的调查要求，否则申诉将无效。申述需要一定

的费用。

33.6 高级裁判组将立即在核查了他们自己的难度分之后，通知被申诉的项目裁判长。项目裁判长将立

刻要求难度裁判员重新审核难度分。

33.7 如果不能在下一个比赛套路开始之前解决问题，则将此评分作为“临时分”，在本轮比赛结束

后，颁奖仪式前将再行考虑。

33.8 如果申诉成功，退回申诉费。如果申诉失败，不退申诉费。

第十章 错误与扣分表

第三十四条 裁判长和难度裁判员的扣分

34.1 裁判长扣分的范围如下表所示，从 0.1 – 1.00。

34.2 由项目裁判长的最后扣分

项目裁判长扣分 扣分

1. 成套动作时间超过限制的时间 每秒 0.1

2. 和最接近的同伴之间的身高的差异，按照附录1 0,5 or 1.0

3. 比赛场上缺乏体育道德 0.5

4. 迟交比赛卡 每套 0.3

5. 不正当的重新开始 0.3

6. 音乐违规（例如：不合适的歌词，音乐中含有歌词超过一个成套或者没有

在正确的比赛表中标明的。）
0.5

7. 未在成套动作的开始与结束时向裁判员示意 0.3

8. 跨过边界 每次 0.1

9. 落地时双脚出线或摔倒出边线 每次 0.5

10. 成套动作在音乐之前开始，在音乐结束之前结或结束之后后结束 0.3

11. 未能遵守宣传规则（比赛服装上不能清晰显示队标） 0.2

12. 调整服装或装饰物掉落，短裙不能回到臀部处。 每次 0.1

13. 除这张表里有指示的之外，所有服装的违反处罚。， 每次 0.3

14. 穿不庄重的服装（例如，领口过低） 0.5

15. 穿禁止的服装（例如，职业特色服装） 0.5

16. 同伴语言指导 0.1

17. 边界指导（比赛场地） 0.3

18. 地板上出现标记，垫子或指导类的物品 0.5

19. 教练给予身体方面的帮助 1.0

34.3 难度裁判员最后得分的扣分

难度裁判员最后得分的扣分 扣分

1.双人集体静态造型时间少于规定的时间 每少 1 秒扣 0.3 分

2.静态造型时间少于 1 秒

0.9 时间错误

没有难度价值

不计算专门要求

3.单人静止动作保持 1 秒 0.3 时间错误

4.单人静止动作少于 1 秒

0.6 时间错误

不计算专门要求

没有难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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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动作没有开始和完成
不计算专门要求

没有难度价值

6. 每一次违反专门要求 每次 1.0

7.做了禁止动作 每次 1.0

8.没有按照顺序完成动作或者做比比赛卡上更多的动作 0.3

第三十五条 艺术评判

35.1 下面的艺术准则提供了供艺术裁判员扣分的范围

◆ 同伴 最多 2.0

◆ 表现力 最多 2.0

◆ 表演 最多 2.0

◆ 创造性 最多 2.0

◆ 音乐 最多 2.0

艺术裁判员必须根据《评分规则》艺术部分规定的范围来进行评分。

35.2 准则描述

1. 同伴

● 同伴的双人或集体的逻辑关系，具有可沟通交流的特点。

2. 表达

● 让裁判或观众知道你的想法、情感、意韵和意境；

● 体操运动员传达一种独特的情感。

3 表演：

● 通过动作的幅度、空间、路径及层次展现动作、过程或艺术表现

4. 创造性

● 展现想象力、独创性、创造性、激情、技巧

● 创造包括：构成、动作的进入/退出、动作

5. 音乐

在整个表演过程中运动员的音乐表达：

● 动作与动作形式要与音乐伴奏的节奏、旋律、意境相匹配；

● 与音乐的节拍同步

● 根据音乐，改变动作的幅度大小及速度快慢

● 根据音乐节奏韵律及意境的变化或者综合运用这些，使用相应的表达动作。

35.3 每个准则的范围

35.4 艺术分值的参考范围

● 优秀 9.6-10

● 非常好 9.0-9.5

● 好 8.0-8.9

● 良好 7.0-7.9

● 差 6.0-6.9

● 很差 5.0-5.9

第三十六条 技术错误

36.1 每次出现完成错误时，按照下列标准扣分，扣分从最高分 10 分中扣除：

优秀 2.0 非常优秀的水平

非常好 1.8 – 1.9 高水平

好 1.6 – 1.7 好水平

良好 1.4 – 1.5 中等水平

差 1.2 – 1.3 低水平

很差 1.0 – 1.1 表现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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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对每个动作进行的扣分不能超过 1.0 分

36.3 技术错误表：下面的表格列出了技术扣分的总的原则，不可能详尽列出所有的技术错误，希望技

术裁判员运用这些原则对没有列举出的技术错误进行扣分。

36.3.1 幅度

评价标准
扣分

轻微 显著 严重

1.完成动作时伸展不够，不充分，身体不紧。（脚、腿、膝盖、手臂、后背） 0.1 0.2-0.3 0.5

2.动力性动作缺乏腾空幅度，偏离正确方向 0.1 0.2-0.3

36.3.2 身体形态、角度和线条

评价标准
扣分

轻微 显著 严重

1.手倒立没有垂直或偏离标准位置 0.1 0.2-0.3 0.5

2.在垂直时塌腰和或髋关节屈曲 0.1 0.2-0.3 0.5

3.手倒立时屈臂和膝、踝、腕关节出现错误 0.1 0.2-0.3 0.5

4.做静态动作时腿高于或低于标准位置（如做背水平时腿低于水平面） 0.1 0.2-0.3 0.5

5.腿的开度不到 180° 0.1 0.2-0.3

36.3.3 犹豫，跨步和滑落

评价标准

扣分

轻微 显著 严重

1. 在攀爬或过渡时，上面人犹豫或重新调整 0.1 0.2-0.3

2. 在做动态平衡动作时，犹豫而导致动作停顿影响动作的连贯性 0.1 0.2-0.3

3. 动作缺乏力量导致动作重新开始 0.3

4. 做支撑、接住动作和落地时, 单脚或双脚跨 1-2 小步为小错,3 小步或 1
大步为显著, 4 步以上为严重错误

0.1 0.2-0.3 0.5

5. 在攀爬、平衡或过渡时手或脚滑脱 0.3

36.3.4 不稳定

评价标准
扣分

轻微 显著 严重

1.在动作组架攀爬，支撑、静态造型、过渡、动态平衡过程中下面人或上面

人的不稳定或颤动
0.1 0.2-0.3 0.5

2.下面人做接住动作时，为了维持平衡接住上面人的脚跟移至脚尖或迈步 0.1 0.2-0.3
3 步
以上
0.5

3.在接住之后或抛起之前，或为保持平衡稳定调整姿势 0.1 0.2-0.3

4.为了保持一同伴的平衡或落地平衡，轻触同伴或地面 0.1

5.为了保持一同伴的平衡或落地平衡，明显支撑 0.2-0.3

6.做动力性接住动作时，同伴落在轿子上一手或一脚穿过轿子，或滑出支撑

部位
0.3 0.5

7.滑出或单膝跪地,或一手撑地，或一腿、头或一肩顶住同伴 0.5

8.为防止上面人跌到，下面人用身体或双肩明显瞬间挤压支撑上面人 0.2-0.3

9.为了防止掉下或保持严重失衡的稳定，下面人用躯干或肩挤压上面人 0.5

● 轻微错误 0.1

● 显著错误 0.2 - 0.3

● 严重错误 0.5

● 失败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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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为了防止掉下,同伴附加支撑(例如,接住动作失败或影响下法的准确性) 0.5

36.3.5 旋转

评价标准
扣分

轻微 显著 严重

1.转体超过或不足 0.2-0.3 0.5

2.需要队员协助完成的空翻旋转度数不够 0.2-0.3

3.完全需要队员帮助完成的空翻的旋转度数过低或过高，和或防

止跌倒。
0.5

36.3.6 动作没有完成与跌落

评分标准
扣分

轻微 显著 严重

1.动作没有完成，但是没有跌落 0.5

2.运动员非正常地或没有控制地从平衡支撑点上或支持用力动作落到地面，
但是没有跌倒。

0.5

3.一只脚或手从同伴的支撑部位滑落,为了维持平衡而用手支撑 0.5

4.双脚或双手从支撑者的肩上或其它部位掉落下来,导致支撑者必须预 防跌
倒

0.5

5.为了维持平衡或接住动作时，双脚或双手从轿子或双肩，或同伴的其他支
撑部位滑落=失败

1.0

6.从罗汉上或双人动作或轿子上没有控制，非正常掉到地上=失败 1.0

7.没有控制性的落地或跌倒，或头触地、坐地、向前、向后或向侧倒地、双
手和双膝一起、双手和双脚一起或双膝触地。

1.0

8.落地之后向前或向后滚动, 首先没有显示用双脚站稳了的姿势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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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运动员的测量程序

比赛前，运动员在一名人体测量专家，一名教练和高级裁判组指定代表到场的情况下测量身高，精

确到米，记录所有的测量数据。

1. 教练和高级裁判组指定技术代表签署确认每一个测量的数据

2. 至少一个高级裁判组成员参与重新测量或有争议的测量。对于任何涉嫌企图避免正确测量的事

件，必须要有三个高级裁判组成员参加。

3. 同组的运动员要在同一时间去测量身高且必须带上身份证和参赛证。检查和比赛注册是否一致。

4. 团长和教练员有责任确保运动员参加测量

5. 测量可能安排在训练之前或之后

6. 运动员在预定的时间没有参加测量将被取消参赛，对于特殊情况，类似于生病，高级裁判组主席

可以给他安排另外的时间测量。

7. 当被要求测量时，教练员或运动员是没有权利选择的。在比赛期间如果数据有问题或者对技术人

阮提供的测量数据有疑问，高级裁判组可以测量任何一组运动员。

8. 如果被要求必须复测，要在预赛前得出结论。否则，原始的测量在整个比赛中成立且不能被质

疑。

● 原始数据和其他的两次测量会被认为是最好的，不允许多余 3 次测量，如果一个运动员阻碍测

量，高级裁判组将会停止测量给予警告和取消其比赛资格。

9. 所有的运动员作为下面人或中间人（2 或 3）或上面人测量时：

● 光脚穿 T 恤或者比赛服

● 运动员必须伸展在地面平躺成一条直线，双脚自然并拢伸直膝盖。肩膀放松。

● 用测量设备测量从脚后跟到头顶的水平长度。

10.运动员不配合技术人员的指示，无论任何理由都将受到高级裁判组代表的一次警告，再出现任何

的不合作将取消比赛资格。

11.所有年龄和测量数据又要记录，测量的技术人员签名，上交给高级裁判组。高级裁判组确定哪些

运动员扣悬殊分。

12. 同伴间可以有 30 厘米的差距（包括 30.9）

● 31 厘米～34.9 厘米之间的差异，有以下扣分

4 级 0.1

5 级 0.3

6 级 0.5

● 35 厘米和更多的差异，有以下扣分

4 级 0.3

5 级 0.5

6 级 1.0

13. 集体项目，最高运动员和次高运动员之间的差距依照上文的规则，以此类推。

14. 一个运动员试图阻碍测量过程，这组双人/集体项目将要取消比赛资格。教练员将退出比赛。

15. 正确的测量姿势

● 脚后跟靠墙

● 膝盖伸直

● 头在正中间的位置

● 肩膀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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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世界年龄组比赛规则》12-18岁组成套编排

12.1 全部的成套，平衡套、动力套和联合套编排使用现行国际体联的技术规程、比赛规则和难度

表，除了本文中下面的第 12.5-12.11 条。

12.2 成套的难度必须和规则、难度表一致，难度是受到严格控制的：

平衡套 ： 80

动力套： 70

联合套： 100

12.3 双人和集体项目的难度值最多只能超出 20，如果多余 20 个难度值则扣 1.0 分

12.4 如果超出了 20 个难度值，可以不标明在难度表上，但是做了，就要扣 1.0 分。特别简和下

法，难度值不超过 5的除外。

12.5 在平衡套中，每一个运动员必须完成 3 个单人动作（平衡、柔韧、灵巧），如果没有满足这

个要求则扣一分

12.6 在动力套中，每名运动员必须完成 3个翻腾动作，如果不满足专门要求，扣 1.0 分。在这三

个动作中必须要有一个空翻，如果不满足，扣一分。

12.7 在联合套中，每名运动员必须完成 3个翻腾动作，如果不满足专门要求，扣 1.0 分。在这三

个动作中必须要有一个选自灵巧类或翻腾类的空翻，如果不满足，扣一分。

12.8 如果有一名或多名运动员没有完成空翻，没有满足专门要求扣 1.0 分。这样的处罚在每套中

只能使用一次，既使有多名运动员未满足专门要求。

男子集体项目平衡套的说明：

12.9 在 12-18 年龄组的，，上面人可以在成套中做没有难度值的姿态 2 次，是没有过渡值的 仅

仅是两个单独的架子。

12.10 在一套动作中，两个下面人站在地上的架子只能做两次

12.11 12-18 年龄组：两个下面人站在地面的架子可以用于满足专门要求，然而可以计算一次两个

下面人为底的架子的过渡值和一个单独组架的两个下面人的架子值。

12.12 集体项目禁止做的平衡动作

1. 女三或男四立柱

2. 当只有两个支撑点的时候站在下面人的臀部、胸部和下面人“桥”上，当有三个支撑点的时候可

以做这种类型额动作。

3.站在下面人肩上，下面人做手不撑地的劈叉。

4.下面人过度弯曲脊椎，塌腰或用臀部做支撑。

12.13 双人和集体项目禁止做的动力性动作

12/4 周或以上的空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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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世界年龄组比赛规则》13-19岁组成套编排

15.1 全部的成套，平衡套、动力套和联合套编排使用现行国际体联的技术规程、比赛规则和难度

表，除了本文中下面的第 15.5-15.11 条。

15.2 成套的难度必须和规则、难度表一致，难度是受到严格控制的：

平衡套 ： 120

动力套： 110

联合套： 140

15.3 双人和集体项目的难度值最多只能超出 20，如果多余 20 个难度值则扣 1.0 分

15.4 如果超出了 20 个难度值，可以不标明在难度表上，但是做了，就要扣 1.0 分。特别简和下

法，难度值不超过 5的除外。

15.5 在平衡套中，每一个运动员必须完成 3 个单人动作（平衡、柔韧、灵巧），如果没有满足这

个要求则扣一分

15.6 在动力套中，每名运动员必须完成 3个翻腾动作，如果不满足专门要求，扣 1.0 分。在这三

个动作中必须要有一个空翻，如果不满足，扣一分。

15.7 如果有一名或多名运动员没有完成空翻，没有满足专门要求扣 1.0 分。这样的处罚在每套中

只能使用一次，既使有多名运动员未满足专门要求。

15.8 在联合套中，每名运动员必须完成 3个单人动作，如果不满足专门要求，扣 1.0 分。在这三

个动作中必须要有一个选自灵巧类或翻腾类的空翻，如果不满足，扣一分。

男子集体项目平衡套的说明：

15.9 在 13-19 年龄组的，上面人可以在成套中做没有难度值的姿态 2 次，是没有过渡值的 仅仅

是两个单独的罗汉架。

15.10 在一套动作中，两个下面人站在地上的罗汉架只能做两次

15.11 13-19 年龄组：两个下面人站在地面的罗汉架可以用于满足专门要求，然而可以计算一次两

个下面人为底的架子的过渡值和一个单独组架的两个下面人的架子值。

15.12 集体项目禁止做的平衡动作

1. 女三或男四立柱

2. 当只有两个支撑点的时候站在下面人的臀部、胸部和下面人“桥”上，当有三个支撑点的时候可

以做 这种类型额动作。

3.站在下面人肩上，下面人做手不撑地的劈叉。

4.下面人过度弯曲脊椎，塌腰或用臀部做支撑。

15.13 双人和集体项目禁止做的动力性动作

12/4 周或以上的空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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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集体技巧评分规则
原则：

1.彰显技巧运动的项目特征，提升表演效果；

2.在遵循《国际技巧评分规则》要素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创造性与表演潜质；

3.提高运动员的艺术素养，革新技巧项目的训练理念；

4.推动技巧运动的普及，积极引导普通大中小学开展技巧项目。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

1.1 目的：展示技巧项目独有的表演艺术魅力；提升技巧运动的价值与社会适应性；推动技巧运动的

普及与发展。

1.2 定义：技巧集体项目是以特有的静力性造型与动力性抛接动作为核心，融合音乐、舞蹈、服装等

艺术形式为一体，通过成套动作鲜明的主题、多元化创编和个性化表演等，展示技巧运动所赋予的时代

精神，拓展技巧运动的健身性、广泛参与性和艺术性。

第二章 成套动作的结构与编排

第二条 动作结构

2.1 成套动作必须在音乐的伴奏下并在标准技巧板（12M×12M）上完成。

2.2 舞蹈动作必须贯穿成套动作始终，最后以一个静止姿势结束。

2.3 成套动作必须有 6 个以上的专项难度动作，其中不少于 4个申报级别的专项难度动作。每少一

个动作由裁判长在最后得分中扣 0.5 分。

第三条 比赛时间

3.1 成套动作的时间不超过 6分钟，超过规定的时间 2 秒钟（即 6分 2秒）后，每多 1 秒由裁判长在

最后得分中扣 0.1 分。

3.2 音乐开始被认为是成套动作的开始，一套动作的结束要以运动员的静止姿势为准，最后的静止

动作必须要与音乐的结束相一致。

第四条 参赛人数

4.1 参赛运动员在 6-24 人之间。

4.2 参赛队伍的男女比例不限。

第三章 成套动作的评价

第五条 艺术性

5.3 艺术性主要是由舞蹈、音乐与表现、同伴关系等三大要素构成。

5.3.1 舞蹈：舞蹈是身体的动作，通过舞步、跳跃、转体等连接动作，运用路线变化，层次变化，

方向变化、身体形态变化、速度和节奏变化来展现艺术性。在成套动作中，舞蹈动作应充分体现在场地

空间的使用率、舞蹈动作的多样性与创造性，以及舞蹈动作表演的丰富性与同步性等方面。

5.3.2 音乐与表现：音乐的主题、内涵和意境等应适合于参赛者的年龄、表演和能力，并流畅地贯

穿在整个套路的同伴之间的表演之中；并利用运动员情感的释放、脸部表情和音乐“情节”的发展呈现

音乐的内涵，展示同伴之间的和谐等。

5.3.3 同伴关系：充分体现出同伴之间和谐、整齐、举止等协作关系，以及项目的“集体”特征

等。

第六条 完成质量

6.1 评价每个动作的熟练性，准确性和稳定性。

6.2 平衡动作的雕塑感，造型动作线条的优美感。

6.3 抛接动作的最大腾空高度，体现轻、高、飘的美感。

第七条 难度运用

7.1 充分体现集体项目特点的静力性多人造型或动力性抛接动作。

7.2 难度动作的参与人数多，范围广。

7.3 动作选择的惊险性、丰富性和独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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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整体印象

8.1 成套表演须用巧妙地连接表现出鲜明的主题，通过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感染观众和裁判员，并

引起强烈共鸣。

8.2 成套动作应展现文化的多元性、创编的精巧性、表演的准确性、元素的民族性、动作音乐服饰

和谐一致性。

第四章 成套动作评分

第九条 成套动作的评分

9.1 成套动作采用 10 分制给分。

评价标准 差 一般 好 很好 完美 得分

艺术性

（4.0）

舞蹈编排

（1.0）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音乐与表(2.0)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同伴关系(1.0)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完成（3.0）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难度运用（2.0）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整体印象（1分）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9.2 裁判组组成：1名裁判长、10 名裁判员。

9.3 最后得分计算公式（除 1 个最高和 1 个最低分）

8个中间分之和 - 裁判长扣分 = 最后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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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服装

1. 比赛服、服饰和附助物品有裁判长来考虑。必须是体操的性格和设计。服装必须是高雅的是成套

艺术性的补充。

2. 裙子必须是覆盖的，但是不能比紧身衣，紧身连体裤，紧身裤袜的骨盆区域更低。

长度适中

前面 侧面 后面

太短

太长 太紧 太多

看以来像“撑开的芭蕾舞短裙”“草裙”和“晚装婚纱”是禁止的

“芭蕾舞裙” “草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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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男运动员可以穿体操衣和体操短裤或体操长裤。

正确的男子服装

正确

4.女子在紧身衣和裙子下面穿肉色的连裤袜是允许的

错误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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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由于安全原因，宽松的衣服、凸起的装饰和附件是不允许的

6. 禁止穿有挑逗性的服装，游泳装、职业特色服装和带有相片的服装。

人物服装

泳衣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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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几乎处处是肉色的体操服是不允许的，在电视上看起来像是裸体

8.美丽的紧身连衣裤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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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的建议

◆ 男运动员在重要区域不应该使用大量的肉色

太多

◆ 男运动员的服装要限制使用“钻石”的数量。

◆ 和女运动员一样，如果男运动员穿淡色服装，躯干部分必须用内衬。

◆ 裙子应该紧跟着体操服的边缘，紧密贴合臀部，不应该有很多额外的材料。

连衣裙和礼服的款式是不允许的

◆ 裙子应该订在两侧，以避免当运动员倒过来的时候，裙子看起来像“灯罩

◆ 理想的是：体操服图案的设计应该延续在裙子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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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3
Guidlines for Execution Judging 2017

Mistakes Balance DJ
Element Ideal 0.1 0,2 - 0,3 0.5 No Difficulty

1 Handstand

2 Arch / Mex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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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takes Balance DJ
Element Ideal 0.1 0,2 - 0,3 0.5 No Difficulty

3 Flag

Split Flag

4 Planche

29



Mistakes Balance DJ
Element Ideal 0.1 0,2 - 0,3 0.5 No Difficulty

5 Yogi / Disloc

6 Crokodile

Pancake

Wide arm
7

handstand

Wide
arm
plance

8 Back bend

9 Bridge

10 Table

30



Mistakes Balance DJ
Element Ideal 0.1 0,2 - 0,3 0.5 No Difficulty

11 Straddle /
Pike

High Pike Russian
Lever

12 Arms

13 Feet/knees

31



Mistakes Dynamic
Element Ideal Position 0.1 0,2 - 0,3 0.5 1.0

1 Tuke

2 Pike

3 Straight

4 Steps

1-2 small Steps 3 small Steps or 1 big Step 4 and more Steps

Landing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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