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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国田径协会马拉松及相关运动等级赛事和特色赛事

评定办法 

 

第一条  为提升中国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的组织和管理

水平，促进中国马拉松及相关运动的健康有序发展，特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中国田径协会（以下简称“中国田协”）负责组织

专家开展中国马拉松及相关运动等级赛事和特色赛事评定工作。 

第三条  中国马拉松 A 类认证赛事均可申报参加等级赛事

和特色赛事评定。 

第四条  等级赛事划分为 3级，须逐年逐级从低到高依次申

请铜牌、银牌、金牌赛事。新办赛事（含上一年度的非共办赛事）

当年只可申报评定铜牌赛事。 

因赛事组织不当发生违规事件视造成社会负面影响程度，取

消评定资格或降级。 

第五条  等级赛事评定依据《中国田径协会马拉松及相关运

动等级赛事评定标准》（见附件）进行。 

第六条  符合以下条件可申请特色赛事： 

（一）赛道特色： 

1.自然: 赛道具有鲜明的自然特色，如：沙滩、湖泊、草原、

气候、生态等, 合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的优越性,并在赛事中有

突出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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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市地标:赛道体现城市特点，如：标志性建筑、广场、

历史古迹等; 

（二）服务特色： 

赛事为参赛者提供具有地方特色的丰富多彩的赛时服务及

饮食、交通、旅游等其它便利服务; 

（三）文化特色： 

赛事有独特文化主题, 同时安排会展等配套活动,具有丰富

的民族风情及文化内涵,弘扬正能量。 

第七条  评定为金牌的赛事不参与特色赛事评定。 

第八条  等级赛事和特色赛事申报后，按照各赛事评定标准

进行评定。 

第九条  等级赛事和特色赛事的评定程序先由各赛事组委

会根据标准和条件进行自我评价，认为达到要求的可向中国田协

提交申报。专家评定小组对申报赛事进行综合评定。 

第十条  专家小组至少由 9名赛事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赛

事组委会需配合专家小组提供完整资料，为评定工作提供便利，

不得对其工作进行干预。专家小组应正确行使职权，不得徇私舞

弊。 

第十一条  评定结果通过中国田径协会官方网站、中国马拉

松信息平台及中国马拉松年会等渠道进行发布。 

第十二条  等级赛事标识和特色赛事标识由中国田协统一

设计及授权使用。  

第十三条  获得等级赛事评定和特色赛事评定的组委会应

在赛事组织及对外宣传中使用等级赛事和特色赛事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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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本办法与《中国境内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管理

办法》及中国田协颁布的其它各项管理规定和办法配套施行。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中国田协负责解释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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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国田径协会马拉松及相关运动等级赛事评定标准 

一、准入标准： 

等级赛事评定均应满足以下标准： 

（一）中国马拉松赛事联盟成员； 

（二）赛事举办达到 A类认证标准 

（三）赛事严格遵守《中国境内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管理

办法》、《中国马拉松赛事联盟章程》和中国田径协会颁布的其它

相关管理办法； 

（四）城市马拉松赛事总人数不低于 10000人（或单项赛事、

越野赛事人数不少于 300人）； 

（五）所有选手的比赛成绩在规定时间内上传至中国马拉松

信息平台。 

（六）对赛事的所有人员、对赛事的公众责任有保险措施。 

二、评定标准： 

项

目 
赛事标准 

温度 

一般比赛适宜温度在 5-15 摄氏度之间，如当天比赛气温

低于 5℃或高于 26℃，必须采取必要的防寒保温或防暑降

温措施。 

路线 

赛道设计非常具有本地特色，起点和终点交通便利；赛道

9 米宽以上，最窄部分不低于 6米宽，在全程马拉松比赛

中最窄赛道不得超过 5公里；没有出现未经中国田协批准

擅自更改路线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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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赛事标准 

计时

服务 

尽可能采取“净计时”；从起点到比赛终点,金牌赛事 A 类

应每 5公里设置一个感应计时点，银牌、铜牌赛事应不少

于每 10 公里设置一个感应计时点；芯片计时成绩在比赛

中丢失率不超过 1‰ 

起终

点规

划 

起点各功能区域设置合理、流线顺畅、标识清晰,厕所按

照参赛人数 50:1 的比例配置蹲位，终点区域流线顺畅,

完赛物品发放便捷、有序。 

视觉

形象 

中国田径协会和中国马拉松赛事联盟标识以及赛事自身

标识在主背景板、颁奖台背景板等处得到充分展示；沿途

各功能点指示牌、引导牌高度适宜、清晰可见，符合赛事

要求 

观众 起终点和赛道沿线观众达 5万人以上。 

选手

服务 

从报名开始直至赛事结束后 1 周配有专门的咨询电话和

电子邮件；起终点及赛道沿途补给种类以及数量充足，每

个饮水/用水站为每名运动员提供大约 250-330 毫升的

水。，在每个饮水/用水站为每位参赛者提供大约 250-330

毫升的饮料，并配备有食品等补给站。 

医疗

救援 

有针对性的医疗救援体系，设施及药品配备充足，便携式

移动 AED 不得少于每 1.5 公里 1 台,保证比赛全程 AED 覆

盖。如果组委会能够合理充分地利用 AED设备，则可适当

减少 AED数量。未出现因组委会管理不当、急救不及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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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赛事标准 

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 

社会

公益 
赛事组委会组织了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社会公益活动。 

宣传 

通过市级以上电视台、网络电视、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现

场直播（或录播）赛事； 

赛事建立了官方网站，积极使用网络、新媒体手段进行推

广和宣传 。 

并建立起完整的宣传管理体系和舆论引导体系。 

市场

开发 
形成了完整的市场开发体系，赛事开发良好。 

申报

材料 
申报、总结材料效果良好、逻辑清晰，内容完整。 

1、 未按规定时限上传成绩。 

2、 赛事中出现严重违反《中国田径协会马拉松经纪人

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情况。 

3、 赛事陈述效果（态度及内容）。 

4、 拖欠奖金。 

5、  出现兴奋剂阳性问题。 

6、  赛事出现重大医疗急救问题。 

7、  私自申报加入国际组织的行为。 

因赛事组织不当发生违规事件视造成社会负面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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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赛事标准 

取消评定资格或降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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