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第七届中国·台州国际武术大赛

       武术短兵竞赛规则（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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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服装

1.裁判员参加比赛、教练领队会、裁判培训、研讨会等，都必须穿着正式制服。

2.运动员不得穿戴未经认可的服装和护具。禁止戴眼镜。可戴软性隐形眼镜，但必须自行负

责。如因受伤而需要使用绷带等辅助性护具，需经医务监督建议，并得到主裁的许可。

3 场上教练员必须穿运动服或者正装，禁止穿短裤和拖鞋入场。

第二条 礼仪

1.运动员上台前先向本方教练员行抱兵礼，教练员还礼。

2.比赛开始前，运动员向对手行礼。

3.主裁判罚后，被判罚的运动员向主裁行礼。

4.比赛结束后，双方运动员先将头盔递交己方教练，然后回到起始区域，持兵面向观众站立

等待比赛结果。

5.宣布比赛结果后，双方运动员相互行礼。运动员在双方行礼时，获胜方先行“抱拳礼 ” ， 并

发声 “承让”，失败方后行“抱拳礼”，并发声“受教”。

6.宣布退场后，运动员和主裁都必须先后退三步，再转身退场。

第三条 比赛场地、护具及短兵器

1．比赛场地是 9×9m 的正方形场地，四周一米为安全区。场地四周应至少保持两米净空的

安全区域。

2．护具

运动员必须穿戴大赛认可的护具，包括：护头、护甲、护手（手套）、护裆（阴）、护腿、护

臂、短兵鞋。

3．短兵器



运动员必须使用大赛认可的兵器进行比赛。儿童 短兵器重量为 250g，长度 65-70CM,青少

年短兵器为 350g,长度 80-85CM,成人短兵器为 400g,长度 85-90CM。 

第四条 比赛办法及时间 

（一）赛制 

1.竞技比赛为个人赛。采用单败淘汰赛制，比赛采用单局决胜法。 

2.短兵制演练采用评分制，裁判员依据运动员场上表现，将运动员定档分级进行评分。短兵

技技术表现上要做到意识与短兵技术动作相融合，体现在动作的速度、力量、协调、气势和

良好的动作转换上，在此基础上，展现短兵技的艺术性和实战技法。 

3.竞技比赛每局净打 2 分钟。 

4.短兵技需在 60 秒内演练完成。 

（二）加赛 

1 . 当竞技比赛出现平局时，需加赛一场决出胜负。加赛时间为净打 1 分钟。 

2.加赛依然出现平局时，则采取裁判判定的方式决定胜负。判定的依据是加赛时间内运动员

所表现出来的攻防积极性、技术动作的使用数量、高难度技术的使用数量。 

第五条 参赛年龄及分组 

（一）参赛年龄 

1.成年组运动员的参赛年龄为 18-40 周岁。 

2.青年组运动员的参赛年龄为 15-17 周岁。 

3.少年组运动员的参赛年龄为 12-14 周岁。 

4.儿童组运动员的参赛年龄为 5-11 周岁。 

竞技比赛每组按体重分级进行比赛。 

第六条 资格审查 

1.运动员必须有参加该次比赛的人身保险证明。 

2.运动员参赛时必须出示报到之日前 15 天内的包括脑电图、心电图、血压、脉搏等指标在

内的体格检查证明。 

第七条 技术官员的权责 

技术代表的权责 

（一）与赛事组委会协商沟通，赛前应对竞赛日程、报名等进行审核，凡不符合有关规定者，

有权以技术性理由不批准其报名。 

（二）确认比赛场地、装备设施、比赛运行、安全措施等，确保大赛正确完成。 

（三）监督并协调所有技术官员的工作。 

（四）参与全部比赛抽签、场地分组、成绩确认等审核工作。 

（五）对在比赛中发生的，规则中没有明文规定的技术性问题作出最后判决。 

（六）技术代表应与大会组委会共同保证全部技术性安排完全符合武术短兵竞赛规则的规

定。 

仲裁的权责 

（一）仲裁委员会由大会组委会指定的 3 人或 5 人团队组成。 

（二）仲裁委员会负责在比赛中对裁判员的评判工作进行监督，发现裁判员的评判有明显不

公正和不准确的行为时，仲裁委员会有权向技术官员和裁判组提出警告，严重者可建议中国

武协免去相关违纪技术官员和裁判员在该次比赛的裁判工作，以保证竞赛的正常进行。 

（三）当参赛队对裁判小组执行竞赛规程、规则的判决结果有异议而提出申诉时，由仲裁委

员会受理参赛队对本队裁决的申诉。 

（四）接到申诉后，应立即进行处理，并将裁决结果及时通知有关各方。 

（五）根据申诉材料提出的情况，必须复审录像，进行调查。召开仲裁委员会讨论研究，可



以吸收有关人员列席会议，列席人员无表决权。仲裁委员会出席人数必须超过半数，表决时

超过半数以上作出的决定方为有效。表决结果相等时，仲裁委员会主任有终裁权。 

（六）仲裁委员会成员不参加与本人所在国家或地区有牵连问题的讨论和表决。 

（七）对申诉材料提出的问题，经过严格认真复审，确认原判无误，则维持原判；如确认原

判有明显错误，仲裁委员会有权改变相关裁决，并提请中国武协对错判的裁判员按有关规定

进行处理。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为最终裁决。 

 裁判长的权责 

（一）主持赛前技术会议，讨论决定竞赛中的相关问题，以及对参赛运动员进行确认。 

（二）参加赛前技术会议/领队、教练员会议，组织裁判员学习竞赛规程和规则，研究裁判

方法。 

（三）检查落实场地、器材、裁判用具及称量体重、抽签、编排等有关竞赛的准备工作。 

（四）根据竞赛规程、规则的要求，解决竞赛中的相关问题，但不能修改竞赛规程和规则。 

（五）审核、签署和宣布比赛成绩。 

（六）向组委会递交书面总结。 

（七）负责检查裁判员执行规则的情况。 

（八）比赛中指导各裁判组的工作，根据需要可以调动裁判员。 

（九）裁判组出现有争议的问题，有权做出最后决定。 

 副裁判长的权责 

（一）协助裁判长的工作，根据需要可以兼任其他裁判员的工作。 

（二）负责本组裁判员的学习和工作安排。 

（三）比赛中监督、指导裁判员、计时员、记录员的工作。 

（四）台上裁判员有明显错判、漏判时，鸣哨提示改正。 

（五）当比赛结果出现反判时，在宣布结果前征得裁判长同意后可以改判。 

（六）对所有在其负责的场地内进行的比赛的主裁和边裁，进行委派、指定，和监督。 

主裁的权责 

1.主导比赛进程（宣布比赛的开始、暂停及结束、宣判胜利等。） 

2.宣判犯规。 

3.解释判决的依据，如有需要，向裁判长或仲裁委员会解释判决的依据。 

4.主裁的权限不仅仅只局限于比赛场地，还包括其所有相关区域，以及控制赛场内教练、其

他运动员或运动员的任何随行人员的行为。 

 边裁的权责 

（一）独立判分。 

（二）平局判定。 

监场裁判的权责 

（一） 确认运动员身份。 

（二） 检查服装、短兵器、护具等。 

（三）在主裁没有发现“教练员申请暂停”的情况下，鸣哨提醒主裁。 

（四）辅助裁判员工作，保障比赛顺利有序进行。 

（五）参与和议。 

编排记录组的权责 

（一）审核报名单、审查运动员资格、完成运动员信息录入。 

（二）组织抽签，编排秩序册和对阵表。 

（三）完成比赛的计时、记录，根据台上裁判员的口令和手势，记录运动员犯规、得分、评

判结果等比赛情况。 



（四）审查核实成绩、录取名次。 

（五）登记和公布各场比赛成绩。 

（六）统计和收集有关材料，汇编成绩册。 

 

第八条 禁击部位及得分部位 

（一）禁击部位 

后脑、喉部、裆部、手部（腕关节以下）、足部（踝关节及以下）。 

（二）得分部位 

1.头部：禁击部位以外的整个头部，包括头顶、面部及两侧。 

2.躯干：躯干的前面、侧面、背部及肩部护具包裹部位。 

3.腿部：踝关节以上到膝关节以下的护具包裹部位，不含膝关节和踝关节。 

第九条 得分判定 

得分技术必须符合短兵器格斗的基本原理。一次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得分情况时，取其中得

分较高的来判分。 

（一）得分标准 

1.规范的技术动作。规范的技术动作包括规范的起动姿势和标准的运行轨迹两个部分：规范

的起动姿势”是指运动员使用进攻技术动作时的准备姿势必须符合基本的兵器格斗姿势原

理，保持基本的身体平衡，保持进攻和防御兼顾的状态，规范的技术动作结束后，必须回到

下一个启动姿势；“标准的运行轨迹”指的是运动员自身和兵器从开始位置到结束为止所经过

的路线符合相应得分技术的标准，得分技术的运动轨迹方向、运动轨迹形式必须符合兵器实

战的发力规律，运动幅度必须既保障击打效果的运行距离，又要保持合理的防御距离。 

2.清晰的击打效果。进攻技术必须要有充分的速度、力量，形成明显的击打效果。 

3.明确的得分意识。进攻必须是专注力、得分思路与得分动作的相一致。 

4.良好的攻防状态。指的是攻击时必须符合兵器对抗的原理，保持自我保护和尊重对手的敬

畏心，攻击结束要回归格斗姿势和警戒，不管不顾、没有防守以伤换伤的攻击视为没有良好

的攻防状态。 

（二）得分技法 

得分的四种技法：劈、砍、斩、刺。 

（三）得分 

1.得 1 分 

（1）击中对方得分部位，并满足得分标准得 1 分。 

（2）对方被警告一次，得 1 分。 

2.得 2 分 

（1）成功的接触性防守之后，紧接着击中对方得分部位，并满足得分标准得 2 分。“成功的

接触性防守”是指对手进攻时，通过短兵器的格挡技术，成功的破坏对方进攻。对手无进攻

技术的情况下，己方主动进攻或者试探性地撞击对手短兵器除外。 

（2）使用腾空的技术击中对方得分部位，并满足得分标准得 2 分。腾空技术是指完成技

术击打时，明显双脚均离开地面的技术。 

（3）对方被严重警告一次，得 2 分。 

3.得 3 分 

使用转身技术击中对方得分部位，中间不能有停顿并满足得分标准得 3 分。转身技术必须

是反向转身 180°或者正向转身 360°以上，并且转身和击中之间必须紧密衔接。 

（四）不得分： 

1.没有明确的用意、技法不清楚、击中效果不明显，不得分。 



2.用兵身以外任何部位击打对方者，不得分。 

3.裁判喊停以后的技术动作，不得分。 

4.出界、倒地后的技术动作，不得分。 

5.攻击出界、倒地的对手，不得分。 

6.反把/反握的技术动作不得分。 

7.击打同时，双方运动员有其他身体接触的，不得分。 

8.击打之后无法保持正常兵器格斗距离的，不得分 

9.同时击中对方，互不得分。“同时击中对方”是指双方同时击中对手，或者相互击中的时间

差不明显，视为“同时击中”。 

第十条 警告 

出现以下行为将被判警告 

1.攻击对方禁击部位。 

2.使用非竞技短兵技术动作攻击对手，包括在正常进攻中利用肢体冲撞挤靠对手的行为。 

3.喊停后，继续攻击对手。 

4.出界。 

5.兵器掉地。 

6.逃避或消极比赛。（裁判提示进攻后，5 秒内依然不进攻） 

7.攻击处于倒地状态下的对手。 

8.倒地。 

9.过度击打、使用违规技术、盲目进攻或防守。过度击打”指的是不受控制和明显超出得分

效果的击打，包括“直臂的劈砍”、“身体呈反弓的劈砍”、“使用技术动作时兵器触地”等。 

10.夹握对方的兵器、抓握己方兵身、用手臂格挡或者助力。 

11.故意冲撞、推人、夹抱等阻挡对方进攻的行为。 

12.故意以已方禁击部位阻挡对方进攻的行为。 

13.裁判提醒后依然行礼不到位。 

14.运动员、教练员无故要求暂停。 

15.运动员上场后着装或者护具穿戴不合格，裁判员提示后，在计时 1 分钟内更换。 

16.侮辱性语言、吐唾沫、不文明手势等不文明行为。 

17.场上教练员的其他违纪行为。（大声喧哗、抗议、离开座位等） 

18.不听从主裁指挥、不服从裁判判决。 

第十一条 严重警告 

出现以下行为将被判严重警告 

1.攻击对方禁击部位，并给对手造成伤害。 

2.使用违规技术并给对手造成伤害。 

3.运动员着装或者护具穿戴不合格，裁判员提示后，在计时 1 分钟后，3 分钟内更换。 

4.违反体育道德的行为。（辱骂裁判、对手及教练等） 

5.伪装受伤。 

6.故意冲撞，并将对方撞倒给予严重警告。 

7.过度击打对方禁击部位（如双手持兵击打对方禁击部位）。 

第十二条 犯规败 

出现以下行为将被判犯规败，将直接判定对方胜。 

1.攻击对方禁击部位，并造成对手伤害，不能继续比赛。 

2.摔头盔、静坐示威、使用暴力手段等不良方式侮辱、侵犯对方运动员或其他人员。 

3.对裁判员、官员及竞赛相关工作人员有暴力性或侮辱性违纪行为。 



4.一局比赛中，已方运动员被判罚两次以上严重警告的。 

第十三条 胜负判定 

（一）比赛结束时，依据评判记分结果，判定胜负。 

（二）因对方弃权判定获胜。 

（三）因对手严重犯规判定获胜。 

（四）加赛获胜 

附注： 

因对方犯规而受伤，通过医务监督检查确认不能继续比赛者，为该场胜方，但接下来 30 

天内不能参加比赛。 

第十四条 开始 

比赛开始前，双方运动员站在自己相应的起始区域内，主裁站在判罚区域内，确认边裁和

计时、记录等全部准备就位后，随主裁“准备”的口令和手势，双方运动员处于“持兵准备”的

状态，随主裁“开始”的口令和手势，比赛开始。 

第十五条 暂停 

1.运动员出现犯规时。 

2.运动员消极或者受伤时。 

3.运动员护具松脱影响比赛时。 

4.比赛中兵器折断等意外事情发生时。 

5.运动员由于客观原因举手要求暂停或弃权时。 

6.主裁命令运动员整理他的服装或护具时。 

7.监场裁判吹哨时。 

8.教练员申请暂停或弃权时。 

9.处理场上意外问题或发现险情时。 

10.裁判长纠正错判、漏判时。 

11.因灯光、场地等客观原因影响比赛时。 

第十六条  结束 

（一）比赛结束，运动员必须回到起始区域，主裁必须站在判罚线上宣判结果。 

（二）出现以下情况，比赛全部结束。 

1.比赛时间到。 

2.一方弃权。 

3.一方犯规败。 

第十七条 申诉 

1.如出现裁判违反比赛规则的情况，教练或队伍的正式代表可提出申诉。 

2.申诉书必须上交给仲裁委员会的代表，同时缴纳由大赛所规定的申诉保证金。 

3..如果仲裁委员会认定该申诉有效，将会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补救。而缴纳的申诉保证金将

会由比赛组委会退回。如果仲裁委员会认定该申诉无效，该申诉将会被驳回，申诉保证金将

被没收。 

4.各队必须服从仲裁委员会的最终裁决。如果因不服裁决无理纠缠，将视情节轻重，按照违

反赛风赛纪的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第十八条 短兵技评判标准 

短兵技技术表现上要做到意识与短兵技术动作相融合，体现在动作的速度、力量、协调、气

势和良好的动作转换上，在此基础上，展现短兵技的艺术性和实战技法。裁判员依据运动员

场上表现，将运动员定档分级进行评分。演练水平评分标准如下： 

 



 

 

档次 级别 分数段 评分标准 

 

好 

1级 10.00-9.81 形：技法清晰；手、眼、身法、步法、器械配合协调；节奏分明。 

意：神态专注；技击意识明确；攻防兼备。 

力：劲力充足；技术动作用力顺达；击打力点准确。 

2级 9.80-9.51 

3级 9.50-9.21 

 

中 

4级 9.20-8.81 形：技法较清晰；手、眼、身法、步法、器械配合较协调；节奏较分

明。意：神态较专注；技击意识较明确；攻防较兼备。 

力：劲力较充足；技术动作用力较顺达；击打力点较准确。 

5级 8.80-8.41 

6级 8.40-8.01 

 

差 

7级 8.00-7.51 形：技法不清晰；手、眼、身法、步法、器械配合不协调；节奏不分

明。意：神态不专注；技击意识不明确；攻防不兼备。力：劲力不充

足；技术动作用力不顺达；击打力点不准确。 

8级 7.50-7.01 

9级 7.00-6.51 

 

附件一： 

口 令 

1. 运动员入场 

 

2. 双方－行礼 

 
3. 准备 



 
4. 开始 

 
5. 停 

 

6. 红方/蓝方进攻 

 

7. 红方/蓝方－暂停 



 
8. 回位 

 

9. 红方/蓝方－警告 

 

10. 红方/蓝方－严重警告 

 

11.红方/蓝方－犯规败 



 

12.红方/蓝方－加 1/2/3 分 

 

  

13.比赛结果－平局 



 

14.加时赛 

 
15.摘头盔 

 
16.面向观众 

 

17.比赛结果－红方/蓝方胜 



 
18.面向裁判－行礼 

 

19.双方－行礼 

 
20. 运动员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