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25 年全国健美操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时间和地点 

（一）时间：2025年6月（暂定） 

（二）地点：上海 

二、竞赛项目与组别设置 

（一）项目设置 

1.竞技项目：男子单人操、女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

人操、五人操； 

2.有氧项目：有氧舞蹈、有氧踏板。 

*成年组设有氧舞蹈（8人）和有氧踏板（8人）；青年组

设有氧舞蹈（6—8人）和有氧踏板（6—8人）；少年组、预备

组、少儿组只设有氧舞蹈（6—8人）。 

3.团体排名 

比赛设成年组、青年组、少年组、预备组的团体排名。参

加团体排名的单位，必须各派至少1名/组运动员参加如下项目

（包括联合组队项目）的预赛。 

（1）竞技项目：男子单人操和/或女子单人操、混合双人

操、三人操、五人操； 

（2）有氧项目：有氧舞蹈和/或有氧踏板。 

（二）组别设置 



1.成年组：18岁以上（含18岁） 

（1）健将级：已获得运动健将资格 

（2）精英级：未获得运动健将资格 

2.青年组：15-17岁 

（1）一级：已获得一级运动员资格 

（2）精英级：未获得一级运动员资格 

3.少年组：12-14岁 

（1）二级：已获得二级运动员资格 

（2）精英级：未获得二级运动员资格 

4.预备组精英级：9-11岁 

5.少儿组精英级：6-8岁 

（三）比赛套路 

参加各组别竞技项目和有氧项目比赛的运动员，按照《国际

体操联合会2025-2028周期竞技健美操评分规则》要求，创编自

选套路参赛（预备组、少儿组有氧舞蹈项目比赛执行少年组有

氧舞蹈项目评分规则）。 

三、参赛办法 

（一）参赛资格 

各参赛单位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须在本年度备案截

止时间前完成备案（以个人身份参赛的运动员也需要进行备

案），没有进行备案的人员和参赛单位不接受报名参赛。 

1.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均可报名参赛； 



2.以运动员身份证的出生年份确认参赛组别； 

3.以运动员的技术等级资格确认参赛级别。 

（二）各参赛单位（或个人）根据补充通知要求进行报

名，逾期报名或材料不全者，不予受理。 

（三）随队裁判：各参赛单位须选派参加过本周期国际体操

联合会健美操裁判员培训班或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

心和中国健美操协会主办的国际体操联合会竞技健美操评分规

则全国培训班学习并考试合格的二级及以上裁判员1—2人，随

队裁判须确保可以按照组委会要求，按时、全程参加裁判工作；

随队裁判原则上不准请假，如在报名截止后因特殊原因无法参

与裁判工作，随队裁判须提交本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的情况

说明，组委会将视情况研判是否批准请假；如无法选派符合上

述要求的随队裁判，需向组委会缴纳外聘裁判费1500元，方可接

受比赛报名（以个人身份参赛的运动员除外）。 

（四）每个参赛单位（或个人）须至少报1名领队（或教练），

领队（或教练）要随队伍抵达赛区，全程负责本单位比赛期间的

管理工作。 

（五）参赛运动员报名时，须提交MP3格式的参赛音乐（外

文歌曲须同时提交中文翻译），并以“组别－级别－参赛项目

－参赛单位－运动员姓名”的格式命名。报到前三天为确认参

赛音乐最后截止时间，参赛单位、教练员和运动员须确认参赛

音乐内容、时长等符合评分规则，音乐确认截止后不得更换参



赛音乐。 

四、竞赛办法 

（一）竞赛要求 

1.每名运动员可以参加同一组别内最多三个项目的比赛； 

2.各组别参加男子单人操、女子单人操项目的单位，可各

报三名运动员参加预赛，按成绩录取前两名进入决赛；参加混

合双人操、三人操项目的单位，最多可各报两组运动员参赛；

参加五人操、有氧舞蹈和有氧踏板项目的单位限报一组运动员

参赛； 

3.允许运动员以个人身份参加比赛； 

4.允许同一组别运动员跨单位联合组队参赛。混合双人

操、三人操最多允许两个单位（或单位+个人）联合组队参

赛；五人操、有氧舞蹈和有氧踏板最多允许三个单位（或单位

+个人）联合组队参赛，每个单位仅允许联合组队一次。允许

以个人身份参赛的运动员与其他单位、个人联合组队参赛，但

数量须符合上述要求。在校运动员不能以个人名义与所在学校

组成联队。备案完成后同一年度内，运动员身份及联合组队方

式不可变更。同一比赛中，运动员参加各项目的身份不可变

更。联合组队参赛报名时，需提交具有联合组队各方签字盖章

的确认表； 

5.因伤病原因更换参赛运动员，须在技术方向会结束前提

交二级甲等以上医疗单位出具的医学证明、运动员所在单位盖



章的公函，以及被更换运动员本人及教练员签字的申请（未成

年人还须由其监护人签字），并报组委会批准后，方可更换，

更换的运动员应在该单位本次比赛报名名单内，且完全按照被

更换运动员的项目进行比赛。技术方向会结束后不再接受更换

运动员的申请； 

6.各参赛单位领队（或教练）必须按时参加技术方向会，

并最终确认运动员参赛信息和参赛注意事项。如领队（或教

练）迟到或缺席技术方向会，组委会将视情节轻重，给予通报

批评或取消该单位参赛资格等处罚； 

7.参赛运动员应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健美操运动训练基

础，并确认身体健康条件完全能够适应于本次赛事；有以下身

体状况者，不宜参加比赛。 

（1）先天性心脏病和风湿性心脏病； 

（2）高血压和脑血管疾病； 

（3）心肌炎和其他心脏病； 

（4）冠状动脉和严重心律不齐； 

（5）血糖过高或过低的糖尿病； 

（6）其他不适合参加健美操比赛的疾病。 

（二）出场顺序 

1.预、决赛出场顺序在报名截止后由组委会抽签决定； 

2.当运动员参加多个项目比赛且间隔时间不足10分钟时，

将按照现行《国际体操联合会2025-2028周期竞技健美操评分



规则》中的“10分钟法则”做出相应调整。 

（三）依据最新版《健美操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全国

比赛单人各小项须至少有13人、多人各小项须至少有9队上场

比赛，方可授予等级称号。报名截止后，除伤病原因，原则上

不允许退赛。因伤病原因退赛的运动员，须在当场比赛检录开

始前提交二级甲等以上医疗单位出具的医学证明、运动员所在

单位盖章的公函，以及退赛运动员本人及教练员签字的申请

（未成年人还须由其监护人签字），并报组委会批准后，方可

退赛。如未经批准退赛但未影响其他运动员通级时，则给予所

在单位和运动员通报批评，并通知其所在单位；如未经批准退

赛且影响其他运动员通级时，则取消所在单位或以个人身份参

赛的运动员下一次全国比赛参赛资格；如在一个周期内未经批

准退赛两次及以上且影响其他运动员通级时，则取消所在单位

或以个人身份参赛的运动员退赛次数2倍的全国比赛参赛资格

（如本周期全国比赛剩余次数不满足禁赛次数，则禁赛处罚顺

延至下一周期）。 

（四）打破平分规则 

1.如果在预赛或决赛中出现平分情况，按照如下标准确定

名次。 

（1）E（完成）分高者，名次列前； 

（2）A（艺术）分高者，名次列前； 

（3）D（难度）分高者，名次列前。 



预赛：经上述程序后，如果仍然平分，则名次并列。并列者

在决赛中的出场顺序由抽签决定； 

决赛：经上述程序后，如果仍然平分，则名次并列。 

2.比赛将根据预赛成绩确定团体排名，如果在团体排名中

出现平分情况，按照如下标准确定名次。 

（1）五人操排名高者名次列前； 

（2）三人操排名高者名次列前； 

（3）混合双人操排名高者名次列前； 

（4）有氧项目排名高者名次列前。 

经上述程序后，如果仍然平分，则名次并列。 

（五）申诉 

仅允许对本单位的难度分进行申诉，具体要求详见《国际

体操联合会技术规程》。 

（六）评分规则 

采用《国际体操联合会2025-2028周期竞技健美操评分规

则》进行评分，预备组、少儿组有氧舞蹈项目执行少年组有氧

舞蹈项目评分规则。 

五、录取名次和奖励 

（一）录取名次 

1.成年组单人项目取前15名、多人项目取前11名进入决赛； 

2.青年组单人项目取前15名、多人项目取前11名进入决赛； 

3.少年组单人项目取前9名、多人项目取前6名进入决赛； 



4.其他组别单人项目取前12名、多人项目取前8名进入决赛； 

5.各组别有氧项目取前8名进入决赛； 

6.如报名组数少于以上录取名次，则减少一名进入决赛； 

7.预赛不足四套的单项，不进行决赛。 

（二）团体排名 

1.团体排名将根据以下成绩最好的5个项目的名次而定。 

竞技4个项目最好名次：男子单人操或女子单人操、混合

双人操、三人操、五人操； 

有氧1个项目最好名次：有氧舞蹈或有氧踏板； 

各单项取预赛最好名次计入团体积分。 

2.根据预赛的成绩排名，将每个单位计入团体排名的5个

最好名次转换成积分，例如：第1名=1分，第2名=2分，以此类

推。成年组健将级、青年组一级、少年组二级列入团体排名的

项目，在转化成积分时单倍积分，各组别精英级列入团体排名

的项目双倍积分。 

将上述5个项目积分相加，总分最少的单位即为团体冠

军，以此类推。 

（三）奖励 

1.单项奖 

（1）运动员 

所有参赛运动员均将获得参赛证书。 

各组别各单项进入决赛的运动员颁发获奖证书，前三名颁



发奖牌； 

（2）教练员：各组别各单项获得冠军的一名教练员授予

“最佳教练员”称号，并颁发证书。 

2.团体奖 

获得各组别团体前三名的参赛单位颁发奖杯、运动员颁发

奖牌。 

六、裁判员选派 

（一）仲裁委员会成员、高级裁判组组长、高级裁判组及

其他指定裁判由中国健美操协会从参加过本周期国际体操联合

会健美操裁判员培训班或国际体操联合会竞技健美操评分规则

全国培训班学习并考试合格且符合条件的裁判员中选派。 

（二）中立裁判由中国健美操协会结合本周期国际体操联

合会健美操裁判员培训班或国际体操联合会竞技健美操评分规

则全国培训班考试成绩、以往赛事执裁情况等因素，从报名且

符合资格的裁判员中综合考量、择优选派。 

七、比赛报名、报到及费用缴纳等注意事项详见补充通

知。 

八、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要求 

（一）各参赛单位和个人须严格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及国家

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各项赛风赛纪规定，坚决做到不使

用兴奋剂，不违反赛风赛纪规定。 

（二）各参赛单位和个人须于赛前签署赛风赛纪和反兴奋



剂承诺书，并在报到时提交原件。 

九、医疗与保险 

（一）所有参赛人员（含运动员、教练员、领队和裁判员

等）必须购买保险方可参赛，具体事项如下。 

1.保险期限：至少须包含比赛及往返路程时间区间，一般

建议为2025年1月1日—12月31日； 

2.保险范围：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参加比赛过程（含参赛

往返途中）出现的意外伤害事故或突发急性事故； 

3.各参赛单位或个人须在报到时提交保险单原件或电子保

险单打印件。 

（二）赛程期间出现的伤病事故、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等

由参赛单位或个人处理，组委会协助解决，参赛人员须积极配

合组委会相关要求，接受组委会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治

疗、紧急救治等，赛后一切事宜及医疗救治等费用由该参赛单

位或个人承担。 

十、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一）由赛事承办单位协调当地政府职能部门成立救援和

保障机构，包括财政、公安、消防、交通、卫生、气象、通

讯、供水、供电等。 

（二）赛事组委会下设安全保卫部具体履行安保职责。承

办单位为安保工作第一责任人。 

（三）赛事组委会须确定应急工作信息员和应急电话，负



责预警信息的采集和汇报。组委会负责对信息员和救援人员进

行培训。 

（四）预警信息按应急工作组织程序逐级上报，重要信息

要随时报告。 

十一、其他 

（一）参赛单位及个人须确保提供的参赛音乐可以合法有

权使用，不存在任何侵犯第三方及其授权许可人知识产权的情

形；音乐内容（含外文音乐）积极向上，不得含有任何违反国

家法律法规、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内容，不含有负面内容

或引起公众负面联想的内容，不违背公序良俗和社会道德规

范。外文歌曲须提供歌词的中文翻译，并确保翻译内容准确、

表达明确、忠于原文、再现原意。否则因此产生的任何责任和

损失由该参赛单位或个人承担。  

（二）本次比赛的主办单位、承办单位有权无偿使用参赛

单位（运动员）的肖像、姓名、名称、图片、录音录像、比赛

套路、参赛音乐等，进行旨在促进健美操项目发展和赛事举办

的各项公益宣传、推广活动等。 

（三）本次比赛存在因不可抗力等因素对竞赛规程进行调

整的可能。 

十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三、本规程解释权归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和

中国健美操协会。 



2025 年全国健美操锦标赛竞赛组别与项目设置 

 

序号 组别 级别 男子单人操 女子单人操 混合双人操 三人操 五人操 有氧舞蹈 有氧踏板 团体排名 

1 
 

成年组 

健将级 √ √ √ √ √ 

√ √ √ 
精英级 √ √ √ √ √ 

2 青年组 

一级 √ √ √ √ √ 

√ √ √ 
精英级 √ √ √ √ √ 

3 少年组 

二级 √ √ √ √ √ 

√ 

 

√ 

精英级 √ √ √ √ √ 

4 预备组精英级 √ √ √ √ √ √ 
 

√ 

5 少儿组精英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