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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部分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体育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哈尔滨市大正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哈尔滨市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宋继政、赵玉明、王成龙、张劲男、高宁、高祥涛、高明、李占伟、贾若峰、

景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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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冬季铁人三项运动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2018年，中国首场冬季铁人三项赛在黑龙江省举办。为提

升冬季铁人三项赛组织和服务水准，规范冬季铁人三项运动发展，我们提出制定《冬季铁人三项赛事组

织服务规范》，本标准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以办人民喜爱的体育赛事

为导向，深入贯彻《黑龙江省“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以冬季铁人三项运动为媒介、为引擎，助力

我省冰雪体育运动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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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铁人三项赛事组织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冬季铁人三项赛组织服务的赛事种类，机构管理、人员管理和赛事组织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在黑龙江省举办的国家级、地方级冬季铁人三项赛的组织服务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冬季铁人三项

世界铁人三项联盟（WT）、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正式开展的比赛项目，由雪地跑步、山地自行车、

越野滑雪三个项目共同组成。冬季铁人三项赛一般分为精英组和分龄组两个大组，在此基础上以年龄和

性别划分小组。冬季铁人三项赛比赛总距离为29 km至35 km，其中雪地跑步里程为7 km至9 km，山地自

行车里程为12 km至14 km，越野滑雪里程为10 km至12 km。

3.2

技术会议

赛前由组委会针对运动员、裁判员、志愿者及工作人员召开的相关会议。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

WT：世界铁人三项联盟（World Triathlon）

5 赛事种类

5.1 专业赛

5.1.1 冬季铁人三项国际赛，参赛人员按 WT 要求执行。

5.1.2 冬季铁人三项国内赛，参赛人员按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要求执行。

5.2 业余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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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铁人三项赛，参赛人员为冬季铁人三项爱好者。

6 机构管理

6.1 赛事组委会

根据所举办比赛的性质和级别，组织委员会（以下简称“组委会”）由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协办

单位相关人员共同组成。组委会统筹协调赛事管理工作，下设综合、竞赛、安全保卫医疗、宣传、场地、

接待保障、大型活动、志愿者、招商等、仲裁委员会等部门，并明确工作职责。

6.2 工作职责

6.2.1 综合工作包含但不限于：

a) 统筹协调各部门与单位之间的工作，检查督导工作进度；

b) 制定赛事总体工作方案，起草审定赛事重要文件，组织召开组委会相关会议；

c) 邀请出席赛事相关活动的领导和嘉宾；

d) 统计、制作、印发赛事相关证件。

6.2.2 竞赛工作包含但不限于：

a) 赛道规划、设计与丈量；

b) 制定竞赛规程，安排竞赛日程；

c) 赛事报名统计与审核，邀请特邀运动员参加比赛；

d) 工作手册、秩序册、参赛指南的编制与发放；

e) 裁判员的组织与管理；

f) 竞赛器材的准备与管理；

g) 办理赛事公共责任保险和运动员、工作人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h) 制定会议计划、车辆计划、人员计划；

i) 赛事相关人员服装和证件发放；

j) 发布比赛期间的天气预报。

6.2.3 安全保卫医疗工作包含但不限于：

a) 制定赛事安全保卫方案和医疗方案；

b) 制定赛事安全风险防控方案和应急预案；

c) 赛事安全和医疗保障救援；

d) 医疗、安保人员培训；

e) 协调赛事定点医院，开通绿色救援通道。

f) 确定主会场、赛道医疗站和救护车位置，落实医疗站和救护车医护人员；

g) 医疗中心、医疗站和救护车应准备的急救药品和 AED 等急救设备。

6.2.4 宣传工作包含但不限于：

a) 制定赛事宣传方案；

b) 组织召开赛事新闻发布会；

c) 赛事宣传报道；

d) 赛事宣传片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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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场地工作包含但不限于：

a) 场地器材准备和运输；

b) 场地建设；

c) 撤场和器材回收；

d) 场地建设人员聘用和管理。

6.2.6 接待保障工作包含但不限于：

a) 制定赛事接待方案；

b) 赛事官方酒店的布置与对接；

c) 订购发放赛事相关物资；

d) 购置运动员、裁判员、志愿者及相关人员服装；

e) 统计、调度接待用车；

f) 办公用品采购和管理。

6.2.7 大型活动工作包含但不限于：

a) 赛事开幕式、闭幕式、颁奖仪式等大型活动的策划、组织和实施；

b) 开幕式、闭幕式布彩；

c) 演出人员聘请、组织和管理；

d) 礼仪人员培训；

e) 开幕式和闭幕式导演、主持人聘请与对接联络；

f) 奖杯、奖牌等颁奖用品准备。

6.2.8 志愿者工作包含但不限于：

a) 志愿者招募；

b) 制定志愿者工作方案，明确分组和工作职责；

c) 普通志愿者和医疗志愿者专业培训；

d) 志愿者管理；

e) 评选优秀志愿者。

6.2.9 招商工作包含但不限于：

a) 制定赛事招商方案；

b) 赞助商对接与管理；

c) 赞助商权益回报整理汇总。

6.2.10 仲裁委员会工作包含但不限于：

a) 组织召开工作会议；

b) 处理参赛运动员提出的仲裁申请。

7 人员管理

7.1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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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人员包含运动员、赛事代表、赛事裁判、志愿者、安保人员、医务人员。组委会应提供赛事相

关人员的个人信息，报公安部门审核备案。

7.2 参赛运动员

7.2.1 大众参赛人员

7.2.1.1 参赛运动员年龄宜在 18 周岁至 60 周岁之间。

7.2.1.2 身体健康，无视力、听力、语言、发热、感冒、心脏病、高血压、低血糖等任何影响比赛的

身体疾病或障碍。

7.2.1.3 未服用任何影响神智的饮品、酒类、药物、食物或保健品等。

7.2.1.4 参赛运动员报到时提供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体检证明。

7.2.1.5 自行办理比赛期间意外伤害和突发疾病保险，保险覆盖时间至少为赛前 1 d 至赛后 1 d。

7.2.2 专业运动员

在WT或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注册的职业运动员。

7.2.3 特邀运动员

赛事组委会单独邀请参赛的国内外优秀运动员。

7.3 赛事代表

赛事代表包括技术代表和义务代表。

7.4 赛事裁判

7.4.1 赛事裁判团队包括裁判长、裁判长助理、裁判员、辅助裁判员。

7.4.2 组委会竞赛部门负责组建裁判团队，裁判人数根据赛事级别、规模确定。

7.4.3 裁判长负责普通志愿者培训工作。

7.5 志愿者

志愿者应包含普通志愿者和医疗志愿者，志愿者应经过专业培训，医疗志愿者需具备一定的医疗救

护知识。

7.6 安保人员

7.6.1 根据赛事级别、规模和场地情况确定安保人员数量。

7.6.2 主会场、起点、终点、嘉宾观赛区等区域重点布防，比赛沿途应按安保方案要求配备安保人员。

7.7 医务人员

7.7.1 主会场医疗中心设组长 1 人、全科医生不少于 1人，护士不少于 3人。

7.7.2 赛道各医疗站和救护车配医护人员 2 名。

8 赛事组织

8.1 赛前

8.1.1 技术会和专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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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赛前综合协调会、医疗保障专题会、安全保障专题会、驾驶员培训会和运动员技术会等会议。

8.1.2 比赛场地

8.1.2.1 路线设计与测量

8.1.2.1.1 组织相关单位技术人员到举办地进行实地踏查，设计、规划、测量赛道。

8.1.2.1.2 实地踏查结束后在技术人员指导下绘制比赛路线示意图和主会场示意图。

8.1.2.2 场地建设

8.1.2.2.1 场地器材及相关物资进入比赛场地，开始场地建设工作，完成场地建设后由组委会验收，

满足竞赛要求。

8.1.2.2.2 场地功能区包括但不限于：

——服务区：报到处，嘉宾区，观众区；

——综合区：恢复区，存包区，器材维修服务区，医疗中心，兴奋剂检查区；

——媒体中心：媒体区、转播区；

——竞赛区：主舞台，检录区，起点区、终点区，转换区，赛道，处罚区，补给区，体育展示区，

计时与成绩处理区，颁奖区。

8.1.3 赛事安保

8.1.3.1 制定切实可行的安保方案。

8.1.3.2 建立熔断机制。

8.1.3.3 安保方案由组委会审核通过后向公安部门进行报备。

8.1.3.4 赛事制发的人员证件、车辆通行证件，应提前报备，安保部门对赛事各区域进行严格管理。

8.1.3.5 应根据比赛路线特点制定科学合理的交通管制方案和人员疏散方案。

8.1.4 赛事医疗

8.1.4.1 制定医疗保障方案和应急预案。

8.1.4.2 应协调距离赛场最近的医院作为赛事官方医院，开通绿色通道，并在比赛现场标明官方医院

位置。

8.1.4.3 主会场设置医疗中心 1处、救护车 1 辆，雪地跑步赛段、山地自行车赛段、越野滑雪赛段分

别设置医疗站点 1 处，安排救护车 1 辆。

8.1.4.4 医疗中心、医疗站、救护车医护人员安排按 7.7 的规定执行。

8.1.4.5 赛道每 200 m 安排医疗观察员。

8.1.5 赛事报名

8.1.5.1 赛事运营单位开通赛事专属报名通道。

8.1.5.2 组委会对报名人员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

8.1.5.3 至少赛在前一个月开启赛事报名，赛前 7 d 截止报名，赛前 5 d 公布报名情况。

8.1.6 赛事保险

8.1.6.1 组委会应办理赛事公共责任险。

8.1.6.2 组委会应为参赛运动员、裁判员、工作人员以及其他相关人员办理意外伤害和突发疾病保险。

8.2 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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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报到

8.2.1.1 应提前对报到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了解运动员报到流程。

8.2.1.2 报到分为五个步骤，分别为证件审核、医师咨询和体检证明、保险证明审核、签署免责声明、

领取参赛物品。

8.2.1.3 参赛物品至少应包含：参赛证、参赛号码、参赛指南、头盔贴、车辆号码贴。

8.2.2 比赛检录

8.2.2.1 比赛检录包括人员检录和器材检录。

8.2.2.2 所有参赛运动员应佩戴组委会配发的参赛号码，不得更改、损毁或遮盖。

8.2.2.3 前 1 h 开始检录，赛前 10 min 检录结束。

8.2.3 计时和成绩处理

比赛计时宜以以电子计时为主，影像和手动计时配合。

8.2.4 完赛授牌

参赛运动员通过终点完成比赛时，由志愿者为运动员佩戴完赛奖牌。

8.2.5 赛事影像

8.2.5.1 赛道起点、终点、折返点设置比赛录像点。

8.2.5.2 比赛摄影、摄像位置应涵盖开幕式、起点、转换区、赛道、终点、采访区、颁奖区。

8.2.5.3 比赛结束后 2 d 内，组委会整理赛事图片并向运动员传送。

8.2.6 赛道管制

8.2.6.1 赛道涉及路段在赛前 1h 开始封闭管控。

8.2.6.2 裁判长视具体情况通知交通部门解除道路管控。

8.2.7 医疗救援

8.2.7.1 按照赛前制定的医疗保障方案组织实施。

8.2.7.2 赛前 30 min 所有医护人员、车辆到达指定位置，检查急救设备、物资完备情况。

8.3 赛后

8.3.1 兴奋剂检测

专业赛各组前三名运动员赛后应参加兴奋剂检测，其他运动员抽检。

8.3.2 成绩公告

8.3.2.1 最后一名运动员完成比赛后的 15 min 至 20 min，进行成绩公告。

8.3.2.2 如运动员对成绩有异议，需在 15 min 内以书面形式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

8.3.3 颁奖仪式

8.3.3.1 比赛成绩确认后进行颁奖仪式。

8.3.3.2 颁奖台中间放置第一名，面对颁奖台左侧放置第二名，面对颁奖台右侧放置第三名。

8.3.3.3 颁奖顺序为：第三名、第二名、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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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 荣誉证书

比赛结束后颁发荣誉证书。

8.3.5 撤场和环卫

8.3.5.1 比赛结束后有序进行撤场工作。

8.3.5.2 所有竞赛物资统计入库，做好损毁、消耗登记工作。

8.3.5.3 竞赛物资撤场后，对比赛现场进行打扫清洁。

8.3.6 赛事总结

8.3.6.1 比赛结束后完成赛事总结工作并形成书面材料，赛事总结应包含组织筹备情况、参赛情况、

比赛成绩、赛事经济和社会效益、赛事经费等方面内容。

8.3.6.2 比赛结束后由第三方公司对比赛进行舆情分析并出具报告，舆情分析至少应包含舆情综述、

媒体报道观点、报道媒体统计等方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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