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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径运动会的编排和记录

  更新时间：2005-6-3 15:42:40 

 

田径运动会的编排和记录公告工作是大会全面工作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它关系

到竞赛工作的顺利进行，运动员有准备的参加比赛和裁判，工作人员有秩序进行

工作。其主要任务是： 

在竞赛开始前编排秩序册，准备比赛用的各种表格。 

竞赛中及时公布比赛成绩，临场编排复、决赛秩序。 

竞赛结束后统计和整理成绩记录，编印大会成绩册。 

 

第一节  赛前准备和分组编排工作 

一、比赛前的准备工作 

    (一)学习竞赛规程和田径规则 

    规程和规则是运动会的法规性文件，是竞赛工作的指南，编排和记录工作人

员必须学习、熟悉它，而且对规程和规则的具体要求以及各种规定有全面、准确

的理解，并了解以下情况： 

    (1)运动会的期限，举行的天数，每天的作息时间，开幕式和闭幕式(包括表

演)所需的时间等。 

    (2)参赛单位、组别、项目等。 

    (3)参加办法：每单位限报几人，每人限报几项。 

    (4)奖励及计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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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场地器材情况：了解直道、弯道分道数。跳跃、投掷场地数量，器材设

备条件。 

    (6)裁判员人数和裁判员水平等情况。 

  (二)准备有关用具，绘印各种比赛表格(见后叙各表格) 

    (三)按竞赛规程审查报名单 

    根据规程的规定，审查报名单有无错误，如有错误要及时解决。 

    (四)编排运动员姓名、号码对照表 

    (1)单位编号：可按报名先后秩序排定，或按大会指定顺序编号排列。 

  (2)编排运动员号码  

    (五)统计各项目的运动员人数 

  (六)填写卡片 

根据报名单把参加各径赛项目的运动员、姓名、单位、号码和报名成绩等，填写

在“径赛成绩记录卡片”上，卡片填完经核对后按项目归类，以备编排径赛时

用。 

二、各项竞赛分组的编排方法 

    (一)竞赛分组的编排原则和方法 

    1．径赛 

    (1)编排组只负责分组，各赛次的道次分配在裁判长监督下由检录处组织运

动员抽签排定。 

  (2)应根据各个项目的参加人数、赛次和各赛次录取的名额，直道和弯道分道

数以及裁判员的情况等，拟定出“径赛分组计划表” 

  (3)分组时，每组人数尽量均等，不应相差太大。同一单位的运动员尽量避免

排在同一组里，尤其是预赛更应注意这一点。 

    (4)按成绩录取分组。如按成绩录取运动员参加下一赛次时，可以把成绩好



的运动员相对集中在一组，也可将成绩较好的与较差的运动员搭配在一组。 

    (5)按名次录取分组，必须把成绩优秀的运动员分别排在各组内。例如，有

16名运动员分两组进行复赛，每组按名次录取前4名参加决赛，其分组方法如

下： 

    先按预赛时的成绩高低，排好这16名运动员的卡片(或号码)顺序，然后将卡

片(或号码)由上而下，再由下而上依次“蛇形”排列 

    (6)若没有报名成绩，人数较多，可将参加该项的运动员卡片(或号码)按单

位依次上下排列，再按斜线通过的卡片(或号码)分组。分组完后，按分组方法的

规定进行检查，遇有与原则不符时，可适当调整。 

    (7)不分道跑的项目，如1500米以上距离的项目，进行分组时，通常是把成

绩较好的运动员集中在一组(一般都编为第一组)。每组人数不宜过多，最好控制

在15人以内。在参赛运动员较多的情况下，每组人数不超过20人为好，防止人多

拥挤发生犯规或伤害事故，给裁判工作造成困难。     

    (8)比赛的道次，在检录处抽签排定后，由检录员将其抽签道次填入“径赛

检录表”复、决赛道次，每组分两批抽签排定；第一批按成绩排列前四名(人或

队)抽3，4，5，6道；第二批成绩较差的后4名(人和队)抽1，2，7，8道的道

次。若只有六条分道时，成绩较好的前3名2，3，4道，后3名抽1，5，6道。如果

3，4名成绩相等时则由该二名运动员抽签决定道次。 

   

    2．田赛 

    (1)田赛项目，一般不分组，比赛的次序在裁判长监督下由大会抽签排定。 

    (2)参加人数较多的田赛项目，可在正式比赛前举行及格赛，由大会根据参

加比赛运动员的水平规定一定的标准，明确地规定在秩序册中，及格赛达到标准

者，方可参加正式比赛。 

    (3)如果参加田赛的运动员过多，在比赛前又未曾举行及格赛，则可分组进

行比赛。分组时可将报名成绩较好的运动员分在一组，并安排在正式比赛使用的

场地上进行。例如，田赛的远度项目(跳远、铅球等)，可分组在不同的场地同时

进行前三次试跳、试掷，然后选出成绩最优的八名或成绩平等八名者，合并成一

组再进行后三次试跳或试掷。高度项目，分组在不同场地比赛时，每次横杆提升

高度应相同，到淘汰了一定人数时，再合并成一组比赛。 



    (4)在田赛中因人数过多必须先分组进行比赛时，须在秩序册内排定。各组

的比赛场地、气象、风向等条件必须基本相同。 

    3．全能运动 

    (1)参加全能运动比赛的每名运动员，每个项目都要有准确的成绩，因此在

径赛分组上，一般要遵循每组人数少，组数多的原则。100米、200米、400米跑

及110米跨栏跑等项目的分组，由大会抽签排定，每组最好5人或5人以上，但不

得少于4人。道次由裁判员在检录处抽签排定。800米和1500米跑的项目，每组以

7人为宜，不少于 5人(在特殊情况下最少也不得少于2人)。女子800米跑要把前6

个单项、男子1500米跑要把前几个单项积分较多的运动员编在一组，其道次或起

跑站立顺序由运动员在检录处抽签排定。 

    (2)全能运动员的田赛项目的比赛顺序，除第一项由编排人员抽签确定，其

余各项均由运动员抽签排定。 

    注：基层田径运动会，因为参加人数较多或因会期太短，径赛可在分组预赛

中按成绩录取6-8名直接进行决赛。在中距离跑(800米、1500米)及个别竞赛项

目(如400米、400米跨栏跑等)可采取分组决赛的办法，按成绩取前6～8名。采用

该办法时，须在领队会上说明和在秩序册中注明，使运动员明确。 

    

    (二)填写各项竞赛分组表 

    1．填写各项竞赛分组、号码、姓名、单位对照表    

    2．填写各项田赛表格 

    按抽签排定的顺序，把参加田赛运动员的号码、姓名、单位分别填人“田赛

远度成绩记录表”和“田赛高度成绩记录表”内。 

    按照比赛秩序，将半天比赛的径赛项目检录表和田赛表格逐项点清，在比赛

前半天分别交给。有关裁判长。 

 

  三、编排比赛秩序 

    比赛秩序(或称竞赛日程)编排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整个比赛的进行和运动



员技术的发挥。因此必须认真细致地做好这项工作。 

    1．编排比赛秩序时，估算各项比赛所需时间的方法 

    (1)裁判员的业务水平，执行工作的熟练程度。 

(2)场地器材设备条件。  

(3)场地组工作人员熟悉业务程度。  

(4)长距离跑、接力跑的组织工作及布置与撤除栏架的时间。  

(5)运动会的性质、规模和运动员的等级水平。 

 

2．编排比赛秩序时应注意事项 

    (1)按大会日期，分成上午、下午几个场次(或单元)排，然后再排定每个场

次(或单元)所举行的项目。 

    (2)在预、次、复、决赛各赛次间，应尽可能给运动员适当的休息时间。 

    200米及200以下的径赛，中间休息时间最少为45分钟。 

    400米至1000米的径赛，中间休息时间最少为90分钟。 

    1000米以上的径赛，不宜在同一天举行。 

    全能运动各单项间休息时间为30分钟。 

(3)为减少兼项的冲突，可按兼项的一般规律将某些项目分开穿插编排。如： 

100米和200米     5000米和10000米 

200米和400米     100米和跳远  

400米和800米     跳远和三级跳远  

400米和400米栏   100米和4×100米接力  

800米和1500米    400米和4×400米接力  



1500米和3000米   推铅球和掷铁饼 

(4)某些性质相近的项目，编排时要注意其先后顺序。如，先推铅球后掷铁饼；

先跳远后三级跳远，先5000米后10000米等。 

       (5)不同组别的同一项目的径赛，最好衔接进行。这样有利于起、终点的

裁判工作和场地器材的布置。如男女100米、400米栏等连排。 

       (6)各种跨栏项目的比赛，不要安排在一起进行。一般可排在每一个比赛

单元(上、下午)的第一项或最后一项，也可排在长距离比赛的后面进行。    

       (7)不同组别的同一赛项目，在时间许可的情况下，不要安排在同一个时

间进行。 

       (8)200米以下(包括100米栏)的径赛项目，最好是一天内结束一个项

目。 

       (9)在编排比赛秩序时，要注意把决赛项目和比较精彩的项目分开排列，

使运动场上始终保持热烈活跃的气氛。 

       (10)田赛比赛场地的布局，应照顾全场观众，防止过分集中在运动场一

端，而另一端出现空场的现象。 

       (11)撑竿跳高的比赛时间，要估计充分一些，最好安排在上午开场时就

比赛，同时要注意阳光照射的方向。 

       (12)每单元的比赛，应尽可能使田赛和径赛同时结束。 

       (13)长距离项目宜在上午10点左右、下午4点左右安排，不宜在中午比

赛。 

    以上各点，应根据运动会的性质、规模等具体情况灵活掌握。 

    3．编排比赛秩序的方法 

(1)先根据各项比赛分组表，把参加全部比赛项目的人数和组数，以及每项比赛

所需要的时间，分别写在不同颜色的长形纸条上。 

径赛各项目，每一赛次抄写一张纸条，不要漏掉某一个赛次。例如有预、复、决

赛的项目，则应分别抄写三张。纸条抄写完后要细致地进行检查核对，确认无误

后，按组别和径赛、田赛、全能项目顺序整理好备用。 



      (2)按照田径规则规定的比赛顺序。先编排全能项目、其次是安排赛次多

的项目，再排跨栏和其他径赛项目。 

      (3)按照编排比赛秩序的注意事项，把径赛项目分成几天(按大会规定的天

数)安排，再参阅兼项表核算一下原来估计的时间是否可以完成这些径赛项目。

如有问题，应做调整。每天比赛项目确定之后，便把这些项目按单元分上、下午

进行混合编排。在编排过程中，要经常查对兼项表，如果发现有较多的运动员有

兼项冲突或两个赛次之间休息时间不够，则应重新调整，尽量做到合理。 

      (4)排完径赛再排田赛，注意田赛兼径赛的兼项冲突和性质相近的项目的

先后顺序。 

    (5)全部比赛项目安排好后，应进行详细检查，如有不妥之处，要全面、细

心地再进行调整，切勿将纸条随便移动，以免乱了全局。 

    (6)比赛秩序初步确定之后，即抄送总裁判和竞赛委员会审查，然后付印。 

    四、编印比赛秩序册 

    1．比赛秩序册的内容 

    比较大型的田径运动会的秩序册，通常应包括下列内容： 

    (1)开幕式和闭幕式的程序。 

    (2)大会主席团名单。 

    (3)大会组织委员会(或筹备委员会)名单。 

    (4)大会工作人员名单。 

    (5)仲裁委员会和裁判员名单。 

    (6)大会竞赛规程。 

    (7)各代表队名单(号码对照表)。 

    (8)各代表队运动员、工作人员人数统计表。 

    (9)比赛秩序(竞赛日程)。 



    (10)各项竞赛分组表。 

    (11)大会作息时间表。 

    (12)大会工作日程计划表。 

    (13)大会各项须知。 

    (14)田径运动最高成绩记录表(世界、全国、省、市及单位)。 

  (15)竞赛声地平面图。 

注：以上内容，可根据运动会的规模选定。  

2．比赛秩序(竞赛日程)举列 

例如：××中学田径运动会，会期两天的竞赛日程(比赛秩序)。 

竞赛日程 

×月×日上午                    径    赛 

1、女子100米栏（七项之一）      决赛           11人   二组    8︰30 

2、女子100米栏                  预赛           14人   二组    8︰40 

3、男子100米（十项之一）        决赛           10人   二组    9︰00 

4、男子100米                    预赛           40人   五组    9︰10 

5、女子100米                    预赛           27人   四组    9︰30 

6、男子5000米                   决赛           23人   一组    9︰50 

7、男子400米                    决赛           29人   四组    10︰

15

8、女子400米                    决赛           26人   四组    10︰

35

9、男子100米                    决赛           8人    一组    10︰

55



10、女子100米                   决赛           8人    一组    11︰

00

 

田赛 

1、女子标枪                      预决赛         13人            8︰

30

2、男子标枪                      预决赛         27人            8︰

30

3、男子跳远（十项之二）                         10人            9︰

50

4、女子跳高（七项之二）                         11人            9︰

30

5、男子铅球（十项之三）                         10人            10

︰50 

×月×日下午                     径  赛 

1、男子110米栏                  预赛            27人    四组    2︰

30

2、女子100米栏                  决赛            8人     一组    2︰

55

3、男子1500米                   决赛            32人    一组    3︰

05

4、女子1500米                   决赛            31人    二组    3︰

25

5、男子4×100米接力             决赛            12人    二组    3︰

45

6、女子4×100米接力             决赛            11人    二组    4︰

05     



7、男子10公里竞走               决赛            13人    二组    4︰

25

8、男子400米（十项之五）        决赛            10人    二组    5︰

35

9、女子200米（七项之四）        决赛            11人    二组    5︰

45

 

田赛 

1、男子标枪                      预决赛          17人            2

︰30 

2、女子铁饼                      预决赛          13人            2

︰30 

3、男子跳远                      预决赛          31人            2

︰30 

4、女子铅球（七项之三）                          11人            2

︰30 

5、男子跳高（十项之四）                          10人            2

︰30 

×月×日上午                 径          赛 

1、男子110米栏（十项之六）      决赛            10人    二组    8︰

30

2、男子110米栏                  决赛            8人     一组    8︰

40

3、男子200米                    预赛            30人    四组    8︰

50

4、女子200米                    预赛            26人    四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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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女子3000米                   决赛            15人    一组    9︰

30

6、男子10000米                  决赛            17人    一组    9︰

50

7、女子800米                    决赛            24人    三组    10

︰40 

8、男子800米                    决赛            27人    四组    11

︰05 

9、男子200米                    决赛            8人     一组    11

︰40 

10、女子200米                   决赛            8人     一组    11

︰45 

田          赛 

1、男子跳高                      预决赛          19人            8

︰30 

2、女子跳远                      预决赛          13人            9

︰30 

3、男子铅球                      预决赛          18人       组   8

︰30 

4、女子跳远（七项之五）                          11人            8

︰30 

5、男子铁饼（十项之七）                          10人            9

︰00 

6、女子标枪（七项之六）                          11人            10

︰00 

7、男子撑竿跳高（十项之八）                      10人            10



︰20 

×月×日下午                   径         赛 

1、男子400米栏                  决赛            27人    四组    2︰

30

2、女子400米栏                  决赛            21人    三组    2︰

50

3、女子5公里竞走                决赛            21人    一组    2︰

50

4、男子4×400米接力             决赛            10人    二组    3︰

55

5、女子4×400米接力             决赛            10人    二组    4︰

15

6、女子800米（七项之七）        决赛            10人    二组    4︰

35

7、男子1500米（十项之十）       决赛            11人    二组    4︰

35

田          赛 

1、男子三级跳远                  预决赛          25人            2

︰30 

2、女子跳高                      决赛            11人            2

︰30 

3、男子撑竿跳高                  决赛            12人            2

︰30 

4、女子铅球                      预决赛          15人            2

︰30 

5、男子标枪（十项之九）                          10人            2

︰30 



 

 

 

第二节  比赛编排记录公告 

一、比赛期间编排记录公告的主要工作 

比赛期间的编排记录公告工作，头绪多、时间性强，因此要求做到迅速、及时、

准确无误。 

    (一)编排复、决赛 

    比赛期间，编排记录组收到预、复赛结果后，应立即排出下一赛次的分组表

(分组方法见第一节，分组表见表6－36)，并复写一式五份，一份交宣告，宣告

后转贴在成绩公告处；两份交检录处，供起、终点裁判用；—份送大会宣传组或

主席台，一份留底备查。基层运动会其份数可酌减。 

    (二)复查各项比赛成绩和录取名次 

    首先根据竞赛规程复查每项比赛录取名次是否准确，然后将每项决赛成绩按

性别分别填人名次总记录表和团体总分表。并复写“成绩报告表”一式五份，一

份留存备查，其余四份分别交宣告、主席台、奖品组和宣传组。 

    (三)检查和统计等级运动员与破纪录情况 

   每项比赛结束后，认真检查和统计达到等级运动员的情况并填写成绩证明书

(见表3—63)；检查、统计破纪录的情况，填写破纪录情况统计表与新纪录申请

表。 

(四)查全能各单项得分全能比赛结束后，记录处根据“全能运动评分表”复查全

能运动各单项得分及总分，填写全能运动总记录表，张贴公布。 

    (五)整理资料和本单元比赛成绩 

    每天比赛结束后，按比赛单元及时整理比赛成绩及平、破纪录人数、项数和

次数等有关资料。 

    (六)比赛期间常用表格 



二、分工 

    比赛期间，编排记录公告组所需人员为6～8个，可作如下分工：场内联系，

临场编排，公告及复写，全能运动总记录，总成绩记录，团体总分记录登记，整

理破纪录和达到运动员等级标准的成绩等。 

    三、工作步骤和方法 

    在比赛期间，编排记录公告组按每单元或每天的比赛安排，将填好的径赛检

录表和运动员成绩卡片交给径赛裁判长，将全能和田赛各项的成绩表交田赛裁判

长。 

比赛期间，在收到预、次、复赛的比赛结果后，根据竞赛规程规定的各赛次录取

办法，立即录取参加下一赛次的运动员名单并进行编组，一式5份，一份交宣

告，两份交检录处，一份交大会宣传组，一份留底备查，在下一赛次前将运动员

成绩卡片交检录裁判长。录取最后1名成绩相等的运动员，人数超过下一赛次的

人数，要进行附加赛，应立即与径赛裁判长、场地组等有关部门联系。 

    在接到田赛与径赛各个项目(包括全能)的比赛结果时，首先要认真检查核

对，然后填写成绩报告表一式五份，1份留底，其余分别交宣告、主席台、奖品

组与宣传组。同时准确地将比赛结果填入名次总记录表和团体总分表。为准确、

及时地计算出团体总分，内场工作人员亦可使用“团体总分单元比赛累计表”

(见表6—36)，这样可达到每单元比赛结束，总分立即算出的要求。 

    及时整理每天比赛成绩及破(平)记录与各等级运动员的人数、项数和次数等

有关资料，并填发成绩证明单。 

最后一项比赛结束，要立即核对团体总分，并将团体总分、名次和破纪录的统计

表交总裁判，由总裁判在闭幕式上宣布比赛结果。 

 

第三节  比赛后的工作 

大会结束后，及时编印大会总成绩册，并将大会所有文件和资料整理后，交大会

主管部门保存。同时应做好本组总结工作。  

1．整理和编印“成绩册”  



(1)填写新纪录申请表和成绩证明书。  

(2)编印“成绩册”。 

成绩册内容如下：  

(1)团体总分。  

(2)破纪录情况统计。  

(3)各项所有参加比赛运动员的成绩，按优劣顺序排列，必要时可在每人成绩后

面注明运动员的等级。 

    (4)全能运动项目的每人各单项成绩、得分及总分和名次。 

    (5)各项前8名(或前6名)成绩总纪录表。 

    2．整理资料 

    将编排记录公告组的所有文件、资料、各种表格整理归类，交主办单位存

档。 

    3．工作总结 

    在编排记录公告组长的领导下进行工作总结，必要时也请总裁判参加。针对

赛前、赛中、赛后三个方面，肯定成绩，找出差距，提出改进措施，为今后召开

运动会积累经验。 

 

【推荐】【返回顶部】【关闭】

共有0条留言 

笔名： 会员登录后才能留言！不是会员请先注册！

留言：

 留言由版主审核后才发布，请不要重复留言！ 提交  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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