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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速度赛马运动严格遵循公平、公正和公开原则，通过人马结合采取

正确的技战术，以最快速度完成规定赛程为基本特征的一种平地竞技运动

项目。速度赛马运动是在国家体育总局领导下，由中国马术协会主持和管

理各项竞赛工作，有组织有计划开展的竞赛活动。 

技术标准是行业或团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时标准的制订又

会推动和规范行业和团体的快速发展。在中国马术协会的组织和指导下，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以及国家体育总局

颁布的《体育标准化管理办法》等规定，参照国际赛马联盟和亚洲赛马联盟

等国际组织的竞赛规定，借鉴国外赛马运动开展比较成熟的国家，如美国、

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等，以及我国香港赛马会赛事规则和要求，

并结合我国赛马运动开展现状，特制订《中国速度赛马赛事技术标准》，目

的是规范国内赛马行业发展，加强全国赛马运动的制度化、科学化和规范化建

设，保障我国速度赛马赛事权益，推动赛马运动持续、健康发展。 

本标准主要针对中国马术协会举办的速度赛马赛事进行规范和指导，

同时供各俱乐部、各地方马术协会参考借鉴。主要包括速度赛马竞赛组

织技术标准、竞赛场地技术标准、竞赛器材装备标准、赛事人员职业

技术标准、竞赛马匹管理技术标准、兴奋剂监测技术标准以及速度赛

马赛事行业术语七个部分。本标准由武汉商学院国际马术学院速度赛马

赛事研究学术团队在中国马术协会和武汉市体育局的指导下完成。在制订

过程中咨询了行业内的相关专家 20 人，现场考察了国内主要大型赛马场 6

家，举办了专家咨询现场论证会7场，进行了8次修改、订正和完善。      

 本标准所涉及的所有事宜最终解释权归中国马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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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速度赛马竞赛组织技术标准 

（一）竞赛等级 

1.国际级赛事 

    由国际赛马组织联盟（IFHA）认可，允许国际马匹和骑师参加的

速度赛马赛事。 

2.国家级赛事 

由国家体育总局或中国马术协会举办，按照中国马术协会速度赛

马竞赛规则组织实施，由各省市、单位、俱乐部或个人参与的赛马赛

事。分为国家一级、二级和三级赛事。 

（1）国家一级赛事：马匹评分在 90 分及以上； 

（2）国家二级赛事：马匹评分在 60 分-90 分之间； 

（3）国家三级赛事：马匹评分在 40 分-60 分之间。 

3.地方性赛事 

由地方体育局或属地马术协会或马术俱乐部举办，按照中国马术

协会速度赛马竞赛规则组织实施，主要由本地马匹和骑师参与的赛马

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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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竞赛种类 

1.让磅赛 

根据马匹评分，确定马匹配磅，让参赛马匹间达到实力均衡、获

胜机会均等的一种赛事。 

2.条件限制赛 

按照中国马术协会速度赛马竞赛规则、依据各个俱乐部的诉求和

约定条例来组织实施，其中对参赛马匹、参赛骑师、参赛条件等方面

提出特定要求或限制条件的速度赛马赛事。如“平磅赛”、“新马班赛”

“分龄让磅赛”、“中国马大赛”等。 

（三）赛事途程 

1.短途赛 

    在速度赛马比赛中，途程 1000-1500 米的为短途赛。 

2.中途赛 

    在速度赛马比赛中，途程 1500-2000 米的为中途赛。 

3.长途赛 

    在速度赛马比赛中，途程 2000 米及以上的为长途赛。 

（四）马匹评分 

马匹评分是指在速度赛马比赛中，评磅人员依据马匹评分参考因

素给予马匹评定的分数。评分应在赛后 48 小时内完成，根据马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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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评分编入相应班次，目的是为了让参赛马匹间达到实力均衡、获胜

机会均等的一种赛事组织方式。 

1.马匹评分主要参考因素 

（1）马匹状况； 

（2）出赛骑师状况； 

（3）马匹在比赛中实际负重； 

（4）名次； 

（5）头马完成比赛时间； 

（6）与头马距离； 

（7）马匹本身完成比赛的时间； 

（8）马匹在比赛中是否受到干扰； 

（9）马匹在比赛中是否受伤； 

（10）是否合理骑乘； 

（11）赛道状况等。 

2.马匹编班方式 

班次 评分区间 

第一班 100 及分以上 

第二班 100 分-80分 

第三班 80 分-60分 

第四班 60 分-40分 

第五班 40 分及以下 

新马班 未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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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马编班 

    新马是指未参加过任何正式速度赛马赛事的马匹，由新马组成的

班次。出赛后根据参赛新马的赛事成绩和评分编入不同班次。 

4.马匹升班 

    升班是指根据马匹在比赛中的表现，由评磅人员予以增加马匹分

数，当马匹评分增至上一级班次分数后给予升班。 

5.马匹降班 

    降班是指根据马匹在比赛中的表现，由评磅人员予以减少马匹分

数，当马匹评分降至下一级班次分数后给予降班。当马匹评分降至零

分将强制退役。 

（五）马匹配磅 

已编进班次的马匹再参加比赛时，必须根据同场参赛马匹分数的

不同进行配磅，配磅重量应予以公布，原则上一经公布不得更改。 

1.马匹配磅范围 

已评分编班赛事马匹最高配磅的重量为 62 公斤，最低配磅的重

量为 52 公斤。 

2.马匹配磅标准 

根据马匹所在班次分数，综合权衡马匹比赛负磅，让参赛马匹达

到赛前实力均衡，获胜机会均等。配磅分值标准为：2分等于 1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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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速度赛马参赛标准 

1.骑师参赛标准 

（1）参赛骑师年龄必须满 16 周岁，身心健康。 

（2）参赛骑师和见习骑师都应达到相应技能标准，并按规定在

中国马术协会登记注册，拥有骑师注册登记证。 

2.马匹参赛标准 

（1）参赛马匹应按规定在中国马术协会登记注册，拥有合法有

效的马匹护照。 

（2）参赛单位或马主应在组委会规定时间，让报名的马匹接受

资格审查，按规定向资格审查委员会如实呈报马匹有关情况，提供马

匹档案和系谱等资料。资格审查委员会有权对参赛马匹血统和年龄进

行验证，并根据马匹状况决定其是否能够参赛和参加任何组别的比赛。 

（3）参赛马匹须经当地建议部门在近期检疫合格并提供检疫证

明，证明马匹健康无病、有效流感疫苗，并且能够承担竞赛负荷，方

可参赛。 

（4）已报名的马匹如因健康原因需更换，须经组委会指定兽医

组检查并签注诊断证明。 

（5）替补参赛马匹须按正式参赛马匹要求审查，以备替补。 

（6）非纯血马必须年满 4 周岁，纯血马必须年满 2 周岁。 

（7）新马必须通过组委会安排测试及兽医检查合格后方可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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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匹伤病痊愈后，需通过中国马术协会指定兽医检测和测

试合格后，才能报名参赛；凡超过三个月未出赛的马匹，需重新

通过测试及兽医检查合格后，才能报名参赛。 

（七）赛事研讯 

赛事研讯指由赛事组委会对所有与赛事相关的事项和人员进行

问讯、调查和裁决的行为。研讯结果也是马匹评分的重要依据。 

1.凡对已宣布出赛马匹资格提出抗议应立即展开研讯，并公布相

应的研讯结果。 

2.凡对过磅、检录、亮马、司闸、途中、复磅、成绩等问题提出

的抗议，应立即开展研讯，并公布相应研讯结果。 

3.凡发生与赛事有关的事情，赛事组委会可随时采取任何合理的

方式进行调查问讯。 

（八）药物管制和虐待马匹 

1.严禁赛前和赛中对马匹施用违禁药物或投喂违禁饲料。 

2.中国马术协会举办的赛事必须进行马匹违禁药物检测。设立专

门的兴奋剂检验组对参赛马进行检查（尿检或血检）。 

3.凡尿检和血检结果呈阳性的马匹，均严格按中国马术协会规定

的运动马匹反兴奋剂方法进行处罚，取消其比赛成绩和名次，并予以

公告。若已颁发奖金或奖品，应限期追缴退还，给予相关人员一年至

终身停赛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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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虐待马匹是指有意使马匹承受伤痛或使马不舒适的行为，具体

表现如下： 

（1）猛烈或粗暴地使用马刺和水勒。 

（2）给疲劳的马、跛瘸的马或受伤的马备鞍训练或参赛。 

（3）在任何地点，无论赛场内外粗暴打马。 

（4）在用点刺激仪器或器具，刺激马蹄任何部位。 

（5）不给马饲料、饮水、调训和活动马匹。 

5.虐待马匹的处罚 

赛会工作人员一经发现任何虐待马匹的行为时，应当即予以制

止，经赛事组委会确定后，应取消有关人员（或代表队）在整个赛会

期间各项比赛的资格，并处罚款（罚款数额由组委会规定）。 

（九）违规违纪处罚 

1.处罚种类： 

（1）吊销资格证； 

（2）禁赛； 

（2）罚款； 

（3）警告； 

（4）取消成绩。 

2.参与赛事的领队、马主、练马师、骑师、马房工作人员及赛事辅助

人员违反下列规定将禁止参加赛马活动 

（1）伪造、篡改或不正当使用马匹血统证明文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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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让不具备资格的马匹注册参赛者。 

（3）与有关参赛人员提出或缔结不正当协定者。 

（4）以采取妨碍比赛公平公正举行，要求和接受财物或其他利

益者。 

（5）妨碍比赛公平公正举行，向练马师、骑师、马房工作人员、

赛事人员进行施暴、恐吓、或欲给予、已经给予财物或其他利益者。 

（6）出于妨碍比赛公正举行的目的，欲向或已向出赛马匹施加

不正当行为者。 

（7）在比赛中为了取得利益或让他人获利而令马匹没有发挥全

部能力者。 

（8）对宣布出赛马匹或欲将出赛马匹施用暂时提高或降低比赛

能力的药品或药剂者。 

（9）妨碍比赛组织顺利实施者。 

（10）违反中国相关法律法规且有足够理由被认为有可能会危害

赛马公正进行者。 

3.参与赛事的马匹有如下情况将停止出赛 

（1）在比赛过程中，给其他马匹和人员造成危害。 

（2）训练未达到出赛标准。 

（3）兽医检测不合格。 

（4）对宣布出赛马匹或欲将出赛马匹施用了改变竞赛能力的药

品或药剂。 

（5）在比赛过程中，有被用于不正当协定的行为或其他不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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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6）已经宣布出赛的马匹没有经过赛事组委会的同意而未出赛。 

（7）当马主因违反赛马相关规定而被起诉，在其判决结果公布

之前，该马主拥有的马匹停止出赛。 

4.领队、马主、练马师、骑师、马房工作人员及赛事辅助人员有下列

任何一种情况的将被限期停止训练或策骑，并给予警告或处以罚款的

处分。 

（1）特意缓慢出闸的骑师。 

（2）接收起跑信号后而未起跑的骑师。 

（3）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在比赛结束后延误复磅或没有

复磅的骑师。 

（4）在比赛过程中，未能尽全力策骑马匹的骑师。 

（5）危害了比赛的公正或为比赛带来了障碍的练马师或骑师。 

（6）练马师或骑师因违反赛马相关规定而被起诉，在其判决结

果公布之前，该者的训练或参赛将被停止。 

（6）提交信息不明确，虚假申报的联合马主。 

（7）没有及时申报马匹所有权变更的文件，或提出虚假申报的

马主。 

（8）使用马刺的骑师。 

（9）没有按照马鞭的规定长度使用马鞭的骑师。 

（10）没有按照规定穿彩衣、彩帽的骑师。 

（11）没有穿防护背心出赛的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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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使马蹄铁有潜在危害的人员。 

（13）无特殊原因，也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间到亮相圈集合的骑师。 

（14）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间将马匹牵至亮相圈的练马师。 

（15）骑师在其所策骑的马匹臀部端线与后面马匹的鼻端之间的

距离不足 2 个马身的情况下，进入后面马的前进路线。 

（16）骑师在比赛过程中胡乱斜行或蛇行。 

（17）骑师在进入通往终点的直线跑道上后，胡乱改变已经定下

来的前进方向。 

（18）骑师在比赛过程中，挤压、冲撞其他马匹。 

（19）不当使用马鞭的骑师。 

（20）在比赛过程中随意发出叫喊影响其它马匹竞赛的骑师。 

（21）比赛完成后，没有将马匹置于规定地点去过重室复重的骑

师。 

（22）骑师在过复磅时超过或低于规定的重量时，且其原因没有

得到赛事组委会的认可。 

（23）由于马匹负伤、疾病或其他不可抗拒的原因只能下马走到

复磅室复磅，但其该行为未得到赛事组委会的认可。 

（24）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将马匹牵至试样提取处，或没

有得到兽医委员的认可将马匹撤离试样提取处的练马师。 

（25）没有亲自前往试样提取处见证马匹试样提取过程并在试样

容器所贴标签上署名，或者没有委托组委会认可的人员执行该业务的

练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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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在比赛结束后至试样提取结束前给马匹喂食或服药者。 

（27）马匹名次变更后，相关人员未将奖状、奖品及奖金在规定

时间前退还者。 

（28）不服从组委会的安排和要求者。 

（十）奖励对象及分配 

1.奖励对象 

赛事将根据类别和班次，设置不同数额的单场赛事总奖金，对每

场比赛的前四名给予奖励。奖励对象包括马主、练马师、骑师及相关

人员。 

2.分配比例 

按所获名次取得相应奖金，具体分配比例为：第一 名 50%、第

二名 25%、第三名 15%、第四名 10%，也可以根据当地具体情况来设

定。 

 

 

 

 

 

 

 



17  

二、速度赛马竞赛场地技术标准 

（一）跑道 

1.跑道长宽度 

跑道宜采用半圆式形状设计，在满足下列“（1）”的要求下可以

依据项目所在地的地形对跑道形状进行合理的设计。根据赛事距离需

求，可以设置单道、双道、多道和延伸道。马匹奔跑方向应为顺时针

方向。各赛事距离起点应设置在直道内（包括延伸道）且不能与终点

重合。跑道长轴宜南北走向。跑道周长应从内侧护栏垂直投影点向外

1.5m处进行测量。 

（1）跑道周长应不低于 1400m，直道长度不低于 300m，转弯半

径不低于 90m，宽度不低于 20m。 

（2）建议理想值为：跑道周长不低于 2000m，直道长度不低于

400m，转弯半径不低于 135m，宽度不低于 25m。 

2 辅助车道 

跑道内侧应设置宽度不小于 3m 的用于救护车、摄像车、赛事工

作车辆通行的辅助车道。 

3.训练道 

如需建设训练道，训练道宽度不小于 1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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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跑道表面 

速度赛马场地面层多为运动草面层、沙层。面层软硬度应适中以

利于人马的安全与竞赛便利，且维护方便快捷不影响竞赛的顺利进行。 

（1）沙层 

沙子应有棱角，质地均匀，软硬度适中。 

（2）草地 

应选择适应当地气候、耐践踏、回复力强、再生力强、无蔓秧、

具有合适刚性和弹性的运动草坪。草种选择依据当地气候决定，建议

南方区域用暖季型草，北方区域用冷季型草。 

5.跑道层级 

跑道层级的设计可以参考本标准给定的参考示意图。特殊情况下

可以征求行业专家意见决定跑道的层级设计。 

（1）沙道 

沙道层级至少包含基层、排水层、碎石层、隔离层和面层，根据

每层的对应功能，建设工艺各不相同，但均需满足赛事的相关要求。

详细技术参考指标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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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沙道层级结构参考示意图 

（2）草道 

草道至少包含基层、排水层、碎石层、壤土或沙土层、有机富养

层、草层。详细技术参考指标如图 2。 

 

图 2：草道层级结构参考示意图 

 

6.跑道倾斜角度 

直道外侧可高于内侧，直道部分倾斜角度为 1-2 度，弯道部分必

须外高内低，倾斜度为 3-5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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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跑道浇灌系统 

跑道应设置浇灌系统，浇灌能力应满足跑道日常维护和竞赛期对

水量的需求。 

8.跑道渗水及排水系统 

应当在跑道底层设置盲排系统，以保证在雨季跑道能够正常使用。

跑道的透水率不低于 3mm/min。 

9.跑道标志物 

跑道内侧应设置标志物，如距离牌，起终点标志等。终点之前，

必须有至少 200m 的直道；跑道终点处应有醒目的终点标志和终点立

足；沿跑道内侧，从终点柱开始，沿逆时针方向至少每隔 200m 应设

置距离标志牌，终点前 400m 内应至少每 100m 设置距离标志牌，终点

前 50m 处必须设置距离标志牌。 

 

10.起终点与弯道距离 

任何起跑点之后，必须有至少 100m 的直道。终点之后，必须有

不少于 50m 的直道。 

11.照明 

照明系统参照 GAISF-2006 室内外体育场馆人工照明指南（Guide to the 

artificial lighting of indoor and outdoor sports venues）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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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跑道维护 

跑道维护是为了保证比赛的安全、公平与场地统一性，便于比赛

的顺利进行，跑道的维护应当快速、准确、高效、顺畅，用于维护的

器材至少且不限于以下几种：四驱拖拉机、沙耙、压路机、洒水车、

铁锹、测地仪、地录仪、草地维护工具等。 

(二)护栏 

1.护栏材质 

护栏宜采用轻质材料，具备一定的刚性和弹性 

2.护栏高度及倾斜度 

护栏的高度应具备保护特殊情况马匹的安全，同时不能影响观众

视线和美观。固定护栏的立柱高度宜在 1.1m-1.2m，立柱转弯处宜为

圆角且角度为 90°，立柱间的间距不超过 3m，固定立柱的地埋件不

低于 0.5m。护栏平面应当与地面垂直，且与固定护栏的立柱间距不

少于30cm，护栏宽度不小于15cm，护栏厚度不低于3cm且不高于6cm。

草道内栏应设置为活动护栏，在赛时能够方便快速的移动且具备稳固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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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护栏尺寸参考尺寸图 

3.护栏出入口 

护栏出入口的设置应当符合竞赛的赛事距离需要，方便闸箱的拖

运、场地平整器械进出，工作车辆进出为宜。进出口应能够快速开闭

且不影响护栏的整体与功能。 

(三)起终点 

1.起始点标记 

所有赛程起始点应在地面处设置一个 10cm×15cm 的永久性标识，

标识内容必须包含以下内容：起点、start、距离（例如 1200m、22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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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令台 

必须提供发令台，台面顶部高度离地面不低于 1.35m。发令台必

须是带有扶手、平坦、表面防滑，台面大小不小于 0.8m×0.8m。 

3.终点 

终点应设置终点柱，终点柱上应安装平面反光镜，反光镜的高度

应当能够反射终点线上的所有区域。终点柱除底部外，四周可以设置

标志物以达到醒目的提醒作用。 

(四)马房综合体 

1.马房选址 

附近无马属动物，符合城市规划，交通便利，远离居民生活区域，

远离水源，无对马匹有害的设备设施（如：高压线，放射矿藏），水

电方便。 

2.位置与布局 

出于时间和方便考虑，建议将马房设置在亮相区附近或备鞍区附

近。马房必须有良好的冷热水供应、良好的排水/污水处理以、电力

供应、照明、无线网络等。 

马房内马格数量应综合考虑，例如比赛期间可能最大的参赛马匹

数量，过夜马匹，值班人员等。建议单个马房内马格的数量为 20-6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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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房内部可以采用，单层或双层，单排或双排形式，若采用双排

形式，过道宽度不低于 3m，马房地面应采用防滑材料，有排水沟，

具有保温防暑功能。 

3.马格尺寸与马房施工 

（1）马格尺寸的设置应当有利于马匹生活和马房管理人员工作

的顺利开展。马格尺寸内径一般不低于 12m2，单边长度不小于 3m。

根据实际情况和马匹体型，马格面积可以大于 16m2； 

（2）马房空间最矮处不低于 3m； 

（3）采光通风条件良好，尽可能利用自然采光和自然通风。采

光、通风应当符合马匹生理特点； 

（4）若安装空气调节系统，风的路线应为循环走向，不能直接

对准马匹； 

（5）马格门的宽度设置应以马匹方便安全进出为宜，马格一侧

或两侧应有马匹头部伸向外侧的窗口； 

（6）相邻的马房之间应有有效的物理间隔； 

（7）马房建设应满足消防要求，配备满足要求的灭火器材、消

火栓，设置明显的消防标志等； 

（8）马房内部应提供监控设施； 

（9）马房内必须提供泛光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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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配套设施及要求 

（1）医疗室。面积、器械、设备、药品等的配备应以满足马场

需要为准则； 

（2）洗马平台。应根据实际情况设置适宜大小，设置足够数量

的拴马柱子（或相关设备）、供水点。有必要的排水措施； 

（3）钉蹄间。不低于 4m×4m。可以设置为单独房间或者制定区

域，但应具备足够的空间和良好的工作环境； 

（4）医疗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医疗间，或者指定医疗区

域。医疗架见图 4； 

 

图 4：医疗架参考尺寸图 

（5）草料间、精料间、垫料间。具备防火、通风、防潮、防鼠

患功能，位置应靠近马房，便于运输； 

（6）鞍具房。具备通风、干燥、防火等功能； 

（7）工具房。用于存放马房内各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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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干燥室。用于干燥鞍垫等相关物品； 

（9）调教圈。宜设置在马房附近。直径不低于 15m； 

（10）粪便堆放区。应在合适的位置设置粪便、污染垫料的堆放

区； 

（11）洗手间。必须为男女工作人员设置洗手间； 

（12）冲淋间。应为马房工作人员设置足够的淋浴设施且保证热

水供应； 

（13）所有房间、器械等应当设置明显的标志； 

（14）进入马房区域应设置车辆消毒池和人员消毒通道。 

5.车辆道路及停车场 

（1）进入马房的车辆出入口应当宽且足够高，以允许消防车辆、

大型货车、运马车辆进出； 

（2）必须提供足够数量的紧急大门/出口以符合消防法规； 

（3）通往运马车停车场的车辆通道应与赛事公共车辆的道路分

开。 

 

6.工作人员房间 

（1）马房内必须提供至少一间面积不低于 12m2工作人员房间，

主要用于值班、练马师日常办公等； 

（2）工作人员房间一般设置在马房入口，能够便捷进入马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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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良好的观察马房内部的视野； 

（3）工作人员房间内部必须保持干净整洁，布局合理，有足够

的柜台空间，能够观看赛场的电视，无线网络设备，通信设备及相关

的办公设备。 

7.马房围墙 

马房围墙高度不低于 2.8m。除了人员、马匹、车辆出入口外，

围墙的其余部分应当为全封闭的。围墙结构要坚固稳定。 

8.马房消毒处理 

马房应当具备完善的消毒设备，定期（至少半年一次）消毒以保

障良好的卫生条件。需要器具至少包括：便携式喷雾器、量杯、容器、

消毒防护服、一次性橡胶手套、消毒口罩、雨靴等。 

9.马房日常维护 

马房应当进行日常维护，包括马厩清理、卫生打扫、器材维护、

鞍具维护等。 

(五)竞赛功能区技术规范 

竞赛功能区至少包含以下区域：亮相区、复磅区、仲裁室、监察

塔、终点计时记录室等。所有功能区应以能够容纳相应器材设施、裁

判人员、保障人马安全、便于赛事工作的顺利开展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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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亮相区 

亮相区应当布局于方便比赛，便于观众、马主、练马师、媒体观

看的位置，宜设置在观众看台与跑道之间。应设置媒体观察区、摄像

机位置、评论员位置、公共广播位置和颁奖区域。 

（1）亮相区的转弯半径不低于 12m，宽度不低于 5m，每匹马占

用的直线距离不低于 5m； 

（2）地面应采用柔性材料铺设； 

（3）亮相区应有直接通向复磅室的通道； 

（4）亮相区应有直达赛场的专属通道； 

（5）亮相区应有官员出入通道； 

（6）亮相区应有马匹出入通道。 

2.复磅室 

复磅室应设置在亮相区附近，便于骑师直达亮相区。复磅室面积

不低于 60m2。 

（1）必须配备数码电子秤两台，精度为 0.1kg； 

（2）应配备放置装备（铅袋、铅块等）的柜子； 

（3）应配备足够数量、不同重量的铅块或负重鞍垫； 

（4）应设置男女更衣室、男女洗手间、淋雨间； 

（5）应设置骑师休息室、骑师医疗室； 

（6）应设置新闻采访室及一般媒体设施； 

（7）应提供足够数量的电源插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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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应提供必要的供裁判使用的办公设备（例如，桌椅板凳、

电脑、打复印机等）； 

（9）应配备同步时钟、内/外部电话系统； 

（10）应配备空气调节系统和足够的照明系统； 

（11）必须配备监控系统摄像设备，监控称重全过程。 

3.仲裁室 

仲裁室是赛事专员用于赛后骑师研讯及赛事录像分析，仲裁室应

设置在相对安静的位置，避免外界干扰，面积不低于 100m2。 

（1）必须为全封闭房间； 

（2）仲裁室外应设置不受外界干扰的等候区域； 

（3）应配备研讯时重播特写镜头的电视屏幕，此电视屏幕应与

广播系统连接，以便赛事专员实时掌握赛事进程； 

（4）应建设仲裁室附属的研讯控制室，并在仲裁室配备赛事重

播控制器，此控制器应与研讯控制室连接，以便赛事专员及时调用赛

事录像特定部分； 

（5）研讯控制室与仲裁室之间应安装透明窗口，以方便控制室

操作人员通过窗口观看仲裁室内的竞赛视频，透明窗口应采用双层玻

璃，以达到隔音效果； 

（6）赛事专员室、仲裁室与控制室之间应配备内部通话系统，

方便赛事专员与控制室操作人员的联系，但禁止控制室的操作人员听

到仲裁室的研讯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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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应配备仲裁室等候区指示灯，以便赛事专员传达研讯信号； 

（8）应配备会议录音系统。 

4.监察塔 

监察塔用于实时监察赛事过程，监察塔是具备良好视野的观察平

台，监察塔应具有防晒、防雨、保暖、防暑等功能，平台内部至少应

容纳 3-5人和至少一台摄像机机位，面积不低于 9m2，高度不低于 9m。 

（1）监察塔不应少于 4 个； 

（2）监察塔应设置在直道与弯道交界处和易出现违例违规处； 

（3）监察塔应能全面覆盖跑道所有区域； 

（4）观察塔上必须安装有用于监控赛事的录像设备。 

（5）监察塔应当提供安全的上下通道； 

（6）监察塔内应提供必要的电源和网络设备。 

 

5.终点计时记录室 

终点计时记录室应设置在正对终点垂直线高层位，具备良好的视

野，能够观察整个赛场的状况。终点计时记录室内应配备同步电子时

钟，两套电子计时设备，一套具备回放功能的摄像设备。终点计时记

录室的高度应以电子计时设备便于拍摄终点图像为宜，参考高度为：

[摄像机离地面高度]与[摄像机地面投影点至终点标志物距离]的比

例约为 1:1。终点计时记录室应容纳 7-10 人，面积不低于 3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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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观众看台 

1.看台应使观众具有良好的视觉条件和安全方便的疏散条件，相

应设施要求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体育建筑设计规范》JGJ 31—2003。 

2.可根据需求设计贵宾席、记者席、评论员席、一般观众席、残

疾观众席等席位。 

3.根据场地情况设置观众看台席位数量。 

4.看台长轴应做西向东，避免阳光直射。 

5.在没有设置永久性看台的情况下，应根据情况设置临时观众看

台。 

三、速度赛马竞赛器材装备标准 

（一）骑师和马匹装备 

1.骑师装备 

（1）彩衣 

彩衣应当有 8 种主色加配色构成，彩衣应当在中国马术协会注册

备案。 

（2）头盔 

头盔应具有安全的防护特性。 

（3）马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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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具有柔软，回弹力强，质量轻，不伤害马匹的特点，长度一般

在 60-70cm 之间。 

（3）其他装备 

护甲、马靴、风镜等装备的使用应当遵循中国马术协会的相关规

定且符合行业、企业安全生产与质量标准。 

2.马匹装备和配件 

马鞍、鞍垫、肚带、马蹬、镫带、眼罩、绑腿、水勒、蹄铁、缰

绳、鼻箍、耳罩、额箍、系舌带等应当符合行业、企业安全生产与质

量标准。 

（二）竞赛器材 

竞赛主要器材包括：电子计时系统、马闸、终点摄像系统等。 

1.电子计时系统 

计时系统要能够准确、及时的接收开闸信号，清晰记录终点图像，

便于成绩的判定，成绩打印应当具有清晰的图像和马匹距离的间隔数

据，所有竞赛数据应当能够便捷输出为电子档。 

（1）电子计时设备的信号发射装置的发射范围不低于 1000m； 

（2）电子计时设备采集的图像须为全彩色、清晰、能够辨别彩

衣颜色、赛垫号布数字、时间精度为千分之一秒； 

（3）帧率不低于 1000FPS。最大垂直像素：1000 像素； 

（4）成绩判读主机：Intel Core i5-4430 / AMD FX-6300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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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8G 内存。固态 256G 以上，1000Mbps 网卡。3 个以上 USB 接口； 

（5）成绩判读软件应操作须科学、合理、简单，能够自动排序，

一次性输出赛事结果图像和赛事数据。电子计时设备须能够自动辨别

出马匹之间的间距。能够输出为电子档； 

（6）必须配备至少两台电子计时设备，且型号与参数一致。 

2.马闸 

马闸应当坚固，内部为柔性材料，以防止马匹受伤，应当能够手

动、自动同时开启，具有无线信号发射接口。马闸的单个闸位尺寸应

保证纯血马在进闸后空间适宜，不影响马匹在闸箱中的站立和开闸后

的起跑。 

（1）马闸的闸位数量为 14 个； 

（2）马闸的转向及运行系统宜灵活； 

（3）所有马闸前门必须能够顺利同步开启。 

3.终点摄像系统 

终点应设有摄像系统以便记录马匹冲刺时的名次。 

（1）终点摄像系统不少于 1部； 

（2）应具备单帧回放功能； 

（3）录制时间不低于 30分钟； 

（4）像素不低于 2000 万； 

（4）光学变焦不低于 10倍，焦距不低于 4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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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能够清晰拍摄时速 70 公里以上的运动物体。 

4.分段计时与实时排名系统 

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可以配备分段计时和实时排名系统。 

 

四、速度赛马赛事人员职业技术标准 

速度赛马赛事从业人员主要包括骑师、练马师、策骑员、裁判员、

兽医、钉蹄师、马房管理人员等，本标准主要对其中的核心人员骑师、

练马师和裁判员进行技术标准要求和规范。 

（一）速度赛马从业人员职业素质、职业道德、职业知识标准 

1.职业素质标准 

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以及良好的体育素养和个性， 

较强的心理适应能力，坚强的意志力。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文化教育。 

2.职业道德标准 

     （1）职业品德 

热爱马匹及赛马行业，爱岗敬业，遵守速度赛马竞赛规则。 

（2）职业责任 

责任心强，关注马匹身体健康状况，具备强烈的人马安全防护

意识，全力发掘马匹及自身潜力，重视马匹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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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职业伦理 

不使用或纵容他人使用违禁物质（兴奋剂），不得有虐待马

匹的行为。重视马匹福利，不得违背行业守则。 

3.职业知识标准 

    （1）专业基础知识 

    了解速度赛马的相关理论知识，熟悉速度赛马各个岗位的工作任

务，能够承担一项或多项工作岗位任务。 

    （2）安全知识 

    熟悉骑乘安全、防疫安全、马匹安全和日常安全知识。 

    （3）法律法规知识 

    了解中国马术协会相关赛马赛事规则及相关管理制度，了

解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二）速度赛马骑师职业技术标准 

1.专业骑乘技术 

具备备鞍、卸鞍、牵遛马、马匹调教、骑乘、控马等基本

技术； 能够控制马匹按照规定要求亮相；正确合理控制马匹出闸；

比赛途中合理取位、比赛尊重对手和马匹福利；在比赛中能贯彻练

马师战术指示，合理发挥马匹最佳状态并取得好的成绩，具有较好

的骑乘功底和马匹驾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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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骑乘策略 

在比赛中合理分配马匹体能和正确的沿途走位，根据赛程和

马匹的特点做出有利于发挥马匹水平的各种策略，在比赛中能根

据实时情况做出合理的骑乘决策。 

3.骑乘安全防护技术 

在速度赛马比赛中，具备安全坠马防护技术，具备人员急救的

基本技能，保护自身及马匹安全的技能。 

4.速度赛马骑师技术等级标准 

     速度赛马骑手等级包括骑师、见习骑师、策骑员和学员四个级

别。 

    （1）骑师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中国马术协会颁发中国速度赛马骑师

资格证书。 

    1）获见习骑师后接受骑师职业培训学习满 4 年，参与中

国马术协会和国际赛马组织认可的赛事累计达 80 场次；或在

中国马术协会组织举办的赛马赛事中总共获得 10 个冠军马； 

    2）在国际赛马组织取得职业骑师资格并经中国马术协会考

核通过的人员。 

    （2）见习骑师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中国马术协会颁发中国速度赛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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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骑师资格证书。 

    1）获策骑员资格后培训学习满 2 年，通过中国马术协会见习

骑师知识和技能考核； 

    2）在国际赛马组织取得见习骑师资格证，并经中国马术协

会考核且合格的人员。 

    （3）策骑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中国马术协会颁发中国速度赛马策

骑员资格证书。 

    1）接受策骑员培训学习满 1 年，通过各地方马术协会或受中国

马术协会委托的赛马俱乐部举行的策骑员知识和能力的考核合格，

且在中国马术协会备案； 

    2）在国际赛马组织取得速度赛马策骑员资格，并经中国马

术协会考核合格的人员。 

    （4）学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者，中国马术协会颁发中国速度赛马学员证

书。 

    1）接热爱赛马行业，受策骑培训并通过考核。 

（三）速度赛马练马师职业技术标准 

1.职业理论技术 

掌握马匹运动训练技术,了解赛马赛事各项竞赛规则和规

程、马匹运动训练规划、马匹运动营养知识及运动员的科学训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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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2.专业实践技术 

具有较好的马匹调教和训练技术,,能制定马匹和人员系

统训练的计划，能根据赛道、天气和参赛马匹的情况做出临场

技术安排和策骑指示。 

具备马匹日常、比赛训练管理能力，马匹身体状态调整及训

练方式决策能力。 

3.速度赛马练马师技术等级标准 

中国速度赛马练马师等级包括练马师和助理练马师两个

级别。 

    （1）练马师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中国马术协会颁发中国速度赛马练马

师资格证书。 

    1）具有在正规马场10？年以上练马、驯马经历，调教的马匹不少于 50

匹； 

    2）具有马匹喂养、马匹操练经验的骑师，且师从海内外有

名的练马师学习过马匹调教知识，经中国马术协会考核合格者，可

认定为练马师； 

    3）在海外国际赛马组织认可的赛马组织取得相关练马师资

格， 并经中国马术协会考核合格的人员，可直接认定为职业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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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师 

    （2）业余练马师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中国马术协会颁发中国速度赛马业

余练马师资格证书。 

    1）年龄在 28-60 ？岁之间，具备一定的文化程度； 

    2）在赛马行业从事马匹调教工作 5年； 

    3）具备马匹调教、训练人员骑乘等方面的能力，通过地方

马术协会或受中国马术协会委托的赛马俱乐部所组织的马匹

调教知识和技能考核并，且在中国马术协会备案； 

    4）在海外国际赛马组织认可的机构取得相当于业余练马师

资格，并经中国马术协会考核合格的人员，可直接认定为业余练马师。 

（四）速度赛马赛事裁判员职业要求及技术等级标准 

1.专业理论技术要求 

掌握速度赛马竞赛规则及竞赛规程知识，了解赛马赛事

礼仪知识，熟悉马匹及人员安全救护知识、马匹及人体违禁药

物知识。 

2.专业实践技术要求 

具备执裁能力，赛事详情记录能力，能对骑师及马匹在赛事中

中突发违规违例行为做出快速判断及处置，会使用专业赛事仪器。 

具备对马匹及运动员登记管理能力、赛事运行及监督管理能力。能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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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描述马匹状态及骑手状态，懂得马的情感表达，，能对执裁结果做出

合理解释。 

3.速度赛马赛事裁判员技术等级标准 

中国速度赛马裁判员（以下简称裁判员）的技术等级分为国

家级、一级、二级和三级裁判员。 

    （1）国家级裁判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中国马术协会可授予速度赛马国家

级裁判员称号。 

    1）年满 18 周岁中国公民，高中以上学历；取得一级裁判员资格后，

从事赛马赛事执裁工作满 2 年，且执裁速度赛马赛事（由中国马术协会

举办的）或国际性赛事满 20 场； 或经中国马术协会推荐，通过国际赛马组

织考核的人员可认定为国家级裁判员。 

    2）接受中国马术协会国家级裁判培训并通过考核者 

    3）在海外国际赛马组织认可的机构取得国家级速度赛马赛马裁

判员资格，经中国马术协会考核合格的人员，可直接认定为国家级裁判员。 

（2）一级裁判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中国马术协会可授予速度赛马一级裁

判员称号。 

    1）年满 18 周岁中国公民，高中以上学历；取得二级裁判员资

格后，从事赛马赛事执裁工作满 2 年，且执裁国家级速度赛马赛

马赛事（由中国马术协会或受中国马术协会委托的地方级马术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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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举办所举办）30 场； 

    2）接受中国马术协会一级裁判培训并通过考核者 

    3）在海外国际赛马组织认可的机构取得速度赛马一级裁判

员资格，经中国马术协会考核合格的人员，可直接认定为一级裁判

员。 

（3）二级裁判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中国马术协会颁发速度赛马二级裁

判员资格证书。 

    1）年满 18 周岁中国公民，高中以上学历；取得三级裁判员资格后，

从事赛马执裁工作满 2 年，且执裁国家级及以上赛马赛事（由中国马术

协会或受中国马术协会委托的地方级马术协会举办所举办）20 场 

    2）接受中国马术协会二级裁判员培训并通过考核者 

    3）在海外国际赛马组织认可的机构取得相当于速度赛马二级裁

判员资格，经中国马术协会考核合格的人员，可直接认定为二级裁判员。 

(4)三级裁判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中国马术协会颁发中国速度赛马三级

裁判员资格证书。 

    1）年满18周岁，高中以上学历；执裁国家三级及以上赛马赛事（由

中国马术协会或受中国马术协会委托的地方级马术协会举办所举办）

10 场 

    2）接受中国马术协会三级裁判培训并通过考核者 

    3）在海外国际赛马组织认可的机构取得相当于速度赛马三级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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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员资格，经中国马术协会审核认可的人员，可直接认定为三级裁判员。 

五、速度赛马竞赛马匹管理技术标准 

（一）竞赛马匹管理 

1.马匹信息录入 

所有参赛马匹应在中国马术协会有相应信息录入，包括护照信

息、马名、出生地、性别、烙号、芯片信息、族谱记录、马匹特

征描述、疫苗接种情况、马主信息、马匹评分、马匹比赛记录等。 

2.马匹基本信息管理 

    对马匹的健康状况、马主、谱系、特征图、比赛情况、防疫认证、护

照号、马匹身份识别卡号、性别、签证等信息及时进行更新和管理。 

    (1)进口马匹应取得出生国机构颁发的能认定马匹身份的护

照，入境后应办理中国马术协会马匹护照。 

    (2)马匹烙号可以是火烙或液氮冷烙，为规范管理，新进参

赛马匹应逐渐过渡到芯片注射，烙号不再作强制要求。 

    (3)纯血马必须为自然交配繁育，并得到注册兽医的认可。 

    (4)对体温异常的参赛马匹应及时隔离，加强流感监测，隔

离马房应单独设立，距离其他马房至少 1 千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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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匹成绩管理 

马匹的成绩记录包括马名、年龄、产地、烙号、血统、马

主、练马师、评分、班次、骑师、彩衣、配件、比赛日期、名

称、地点、场次、途程、档位、场地状况、沿途走位、段数时

间、成绩排名、同场前三名、与头马距离等信息。 

表 1：马匹成绩管理表 

马名  年龄  

产地  烙号  

血统  马主  

练马师  评分  

班次  骑师  

彩衣  马匹装备  

负重  比赛日期  

比赛名称  比赛地点  

比赛场次  比赛途程  

比赛档位  马匹号码  

场地类型  场地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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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匹饮食管理 

参赛马匹应建立饮食登记管理制度， 应根据马的体况、运动

量、品种、年龄、环境、温度等因素确定马匹每日的饮食供给量，遵循“少

给勤添”原则，根据运动状态来确定粗精饲料比例，其中粗饲料不能

低于其体重的 1％，饲料的基本成分应包含牧草、麸皮、燕麦、玉米、

谷壳、大麦、亚麻子、胡萝卜、食用油、大蒜粉、矿物质、糖浆、盐

等。对马匹每天的饮食情况要有详细的登记和记录。 

表 2：马匹饮食管理表 

马名  
登记 

日期 

 

运动强度  

草料食用量 

早晨  中午  

下午  晚上  

精料食用情况 

沿途走位  段数时间  

成绩及排名  同场前三名  

与头马距离  登记日期  



45  

食用量 第 1 顿  第 2 顿  

精料食用状

态 
第 1 顿  第 2 顿  

精料剩余情

况 
第 1 顿  第 2 顿  

5.马匹身体状态监控 

可通过测量、监听和观察马匹的体温、心跳、呼吸频率、

肠音、脱水、粘膜颜色、日进食量、饮水量、排尿量、排粪量等指

标实时监控马匹的身体状况。 

表 3：马匹身体状态表 

马名  
登记 

日期 

 

体温 
心跳

次数 

呼吸

频率 

肠

音 

脱水

状况 

粘膜

颜色 

日进

食量 

日饮

水量 

日排

尿量

及尿

液情

况 

日排

粪量

及粪 

便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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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匹训练状态监控 

（1）参赛马匹应建立训练计划登记管理制度，包括全程性

多年训练计划、年度训练计划、周训练计划，训练日数、课次、时

数，训练内容和训练强度等。马匹状态监控应包含训练前、赛前、

训练中、赛中、训练后及赛后的状态监控，应记录监控的时间和

评定指标数据， 可以采用以下指标进行评定，包括训练和比赛

成绩等。 

表 4：马匹训练情况记录表 

马名  
登记 

日期 

 

练马

师 

 骑师  

训练目标（第  周第  次） 

 

训练内容 

 

训练强度 

 

训练后马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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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赛马匹应建立训练身体状态监控登记管理制度，

可通过测量、监听和观察马匹的身高、体重、胸围、体温、心率、

呼吸、肠音、脱水状况、粘膜颜色、日进食量、饮水量、排尿量、

排粪量等指标记录监控训练马匹的身体状况。 

表 5：马匹训练状态表 

马名  
登记 

日期 

 

训练或比赛成绩  

身体形态学指标 

身高  体重  

胸围  体况  

生理学指标 

身高  呼 吸

肌 耐

力 

 

神经反应    

生物化学指标 

血乳酸  尿蛋白  

血红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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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匹参赛计划制定 

马匹参赛以年度制定计划，在年度参赛计划中应包括比赛（包

括测试赛）的次数、时间和主次。在制定参赛计划时要充分考虑

马匹福利，避免马匹过度疲劳。 

（二）伤病马匹管理规范 

1.马匹伤病情况登记 

    参赛马匹应建立药物使用和伤病治疗登记管理制度，应记录马

匹使用药物的品种、药物用法用量如给药频次剂量、药物给药途径、

使用后药物的反应、含规定兴奋剂类药物的使用情况、辅助药物的使

用情况等，记录伤病马匹的发病时间、发病情况、诊疗时间、地点、

主治兽医、检查治疗用药情况、诊断结论、目前身体状况等信息。

参赛马匹的伤病诊疗和药物使用记录必须有注册兽医的签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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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马匹伤病情况登记表 

马名  
登记 

日期 

 

发病时间  

发病情况  

诊疗时间  
诊疗

地点 

 
主治 

兽医 

 

用药情况  

诊断结论  

目前状况  

 

2.伤病马匹治疗计划制定 

    伤病马匹应制定详细的诊疗计划，对于尚不能确诊的马匹，应制

定进一步的诊断计划，对于已确诊的伤病马匹，应拟定治疗计划，包括一

般治疗、药物治疗、手术治疗等。一般治疗应包括治疗期间的护理、饮食、

支持治疗等内容；药物治疗应包括拟用药的名称、剂量、用法、疗程等

信息；手术治疗应包括拟实施手术名称、手术方式、术前准备、注意事项

等内容；因病情变化需改变或变更治疗计划时，应在病情记录中详细记录

其理由及治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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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马匹治疗情况登记表 

马名  
治疗时 

间地点 

 

主治兽医  

诊断状况  

治疗手段  

一般治疗情况 

 

药物使用情况 

 

手术治疗情况 

 

术后医嘱 

 

马匹目前状况 

 

3.伤病马匹饮食情况监控 

可根据伤病马匹的饮水量、采食量、采食速度、吞咽情况、

饲料剩余情况、粪便的颜色、数量、气味、硬度及混合物对伤病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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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饮食进行监控，并及时对饲料进行调整。 

表 8：伤病马匹饮食情况记录表 

马名  
登记 

日期 

 

 

饮水

量 

 

采食

量 

 

采食

速度 

 

吞咽

情况 

饲料

剩余 

情况 

 

粪便

颜色 

 

粪便

数量 

 

粪便

气味 

 

粪便

硬度 

粪便

混合

物 

          

 

4.马匹药物使用监控 

马匹药物监控应包括使用药物的品种、药物的消耗量、用法

用量如给药频次剂量、药物给药途径，含兴奋剂类药物使用不规范、

辅助药物使用、药物配伍禁忌、药物不良反应、药敏试验情况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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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马匹药物使用情况登记 

马名  
登记 

日期 

 

兽医  

使用药物 

原因 

 

药物使用情况 

使用时间  药物名称  

使用剂量  给药方式  

特殊药物使用情况 

使用原因  使用时间  

药物名称  使用反应  

 

5.马匹恢复情况监控 

伤病马匹的恢复情况首先应采纳兽医的检查结果，其次可采

用伤病前后的成绩对比分析，还可采用一些反映马匹运动机能的常

用生理生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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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匹护理技术 

常用马匹护理技术有疫苗注射、驱虫、磨牙、修蹄钉掌、

刷拭、打圈、放沙等。 

六、速度赛马兴奋剂监测技术标准 

（一）兴奋剂检查站设施 

兴奋剂检查站是实施兴奋剂检查样本采集过程的重要场所，

因此在赛马场内设置合理、规范的兴奋剂检查站是执行赛马赛事兴

奋剂检查的基本前提和必要保障。 

1.基本要求 

兴奋剂检查站处于完全独立、安全的功能区，确保兴奋剂

检查的顺利进行及马匹资料的隐私及安全。 

    （1）兴奋剂检查站应靠近竞赛马匹进出比赛场地的通 道，

远离媒体区。 

    （2）兴奋剂检查站相应区域均应设有明显的指示及警示标志。 

    （3）靠近比赛场地设立兴奋剂检查专用桌，并至少摆放 2-3

人座椅。 

2.功能结构与布局 

    （1）兴奋剂检查站应至少由候检区、工作区、马厩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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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应有通道或场地供参赛马匹遛圈，并设有水管及水桶供参赛马

匹饮水。具备条件的赛马场还可在兴奋剂检查站内设办公室和储

藏室。 

    （2）房间要求 

候检区、工作区面积均应在 60M2 以上且照明良好。候检

区内应设有马厩，数量根据需求决定。工作区面积要求 60M2

以上，与候检区相通。 

3.物资设施 

兴奋剂检查站物资设施分为专用物资和通用物资，一般专用

物资由反兴奋剂中心提供，通用物资由赛事主办方负责配置。 

（二）样本检查 

1.检查计划制定 

基于对赛马运动的风险评估，应合理考虑比赛类别、参赛马匹

类别、检查类别、样本采集类型及检测类型之间的优先关系，制定

公平、合理、有针对性的检查计划。 

2.样本采集程序 

    （1）通知马匹验尿 

    兴奋剂检查官（以下简称检查官）或陪护员找到并通知牵马员

该马匹需接受兴奋剂检查；检查官通知时应出示有效证件和授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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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兴奋剂检查站通行证；牵马员帮助填写并核对记录单通知部分内

容并签字；牵马员和马匹跟随陪护员/检查官一同前往兴奋剂检查站

进行登记。在此期间，牵马员及马匹应始终保持在检查官或陪护员的

视线范围。在合理的情况下牵马员和马匹可以要求延迟报到。 

    （2）牵马员及马匹进出站和候检 

    每名牵马员可带一名代表进站，如有必要可寻找一名翻译；进出

兴奋剂检查站均需进行登记；候检时骑师及受检马匹应在候检区等待，期

间牵马员及马匹应始终保持在检查官或陪护员的视线范围内。候检

过程中，若受检马匹尿量不够可饮用塞内水（仅赛内检查提供），

但应避免过度饮水，以免导致尿样过于稀释（若过于稀释则需提

供附加尿样）；兴奋剂检查站内不许照相、录像或录音。 

    （3）检查官对牵马员（或其代表）及参赛马匹进行身份核实。 

    （4）挑选样本采集器材 

    检查官指导骑师从至少三个备选取样杯中选择一个使用。牵马员

（或其代表）应挑选一套独立密封的尿杯，并确认其未受污染以及完

好无损。在整个样本采集过程中，取样杯应由牵马员（或其代表）本

人负责保管。 

    （5）样本提供、分装和密封 

    牵马员及马匹同时进入马厩进行尿样采取，并由检查官监督

全过程。 

    检查官指导骑师从至少三个样本瓶中选择一个使用。牵马员应

挑选一套独立密封的样本瓶，认真检查确认样本瓶的完整、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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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核对确认瓶盖、瓶身、包装盒和号码贴上的编码相同。在骑师监督

下检查官将尿样倒入样本瓶进行分装。 

    检查官先打开外包装，核对所有号码是否一致，打开瓶盖，取下

红色安全环，将尿样倒入“B”瓶至规定量，再将剩余的倒入“A”瓶，

并密封“A”瓶和“B”瓶，并确认样本瓶密封完好，由骑师全程监督。 

    （6）样本比重检测 

    比重检测：将尿液滴在比重仪干净的棱镜上并覆盖整个镜面（约

3 到 4 滴），静置至少 10 秒钟，然后读取数值并记录。 

    清理桌面，清洗比重仪，去除手套，将无用或被污染的材料扔进

垃圾桶（外包装塑料袋、一次性手套等）。 

    （7）完成兴奋剂检查文件 

    检查官完成兴奋剂检查记录单，记录参赛马匹基本信息及样本

相关信息，并让相关人员签字确认。牵马员应提供参赛马匹最近 7 天

内使用药品的信息，由检查官记录在兴奋剂检查记录单中。如果参赛

马匹已获得治疗用药豁免批准，应在接受兴奋剂检查时，向检查人员

出示《治疗用药豁免批准书》，并在兴奋剂检查记录单上填写获准使用的

禁用物质或方法及《批准书》编号。牵马员可对整个检查过程发表

意见并填写在记录单“备注”栏中。牵马员应确认表格上的所有信

息正确无误，尤其是马名、证件号码以及样本瓶号，并在记录单上签名。

牵马员有权保留记录单相关副本。 

    （8）部分尿样程序 

    若参赛马匹提供的尿样较少，则需要启动部分尿样程序。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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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指导牵马员用部分样本器材暂时密封尿样，记录部分样本密封条

编号和密封时间，并签字确认。 

    牵马员再次提供参赛马匹尿样时，应打开外包装、核对所有号

码是否一致。将 B 瓶放回包装盒、打开 A 瓶并留下红色安全环，

将尿样全部倒入 A 瓶。 

    请牵马员从至少三个部分尿样器材中挑选一个并打开，用白色

瓶塞将 A瓶塞紧，不要取下安全环。请牵马员将 A瓶放回样本器材

中，把瓶盖轻放在瓶塞上，盖上样本器材盖并用可重复粘贴的白色

胶带封好(条形号码贴和塑料包装袋如拿出也应放回包装盒)。 

    检查官用部分尿样密封条密封样本器材，粘帖位置不与撕掉的

蓝紫色封条重合，并靠近开口端。 

    检查官记录部分样本相关信息:样本编号、部分器材编号和密封

时间，核对后签名。 

    检查官请牵马员核对记录单相关信息。如信息无误，则请骑师

在记录单部分尿样栏签名。 

    兴奋剂检查官请牵马员再次挑选取样杯，并重复样本提供过程。

牵马员核对样本器材和部分尿样器材编号与记录单是否一致，并检

查密封条的完整性，确保是该马匹的尿样且未被篡改。 

    若此时全部尿量累计达到要求，请牵马员撕开密封条，并将两

个瓶子都取出。 

    牵马员打开 B”瓶外包装，并将样本瓶放在桌上，取下两瓶瓶

盖，并朝上放在瓶子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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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牵马员去除两个样本瓶上的安全环，挑选新的取样杯，打开取

样杯的盖子，并将 A瓶和第二次尿样倒入新取样杯中混合。 

    （9）附加尿样及样本收存 

    如牵马员提供马匹的尿样比重值低于 1.005 时，则需要在 1 小

时后再次提供一份尿样。期间，参赛马匹始终处于兴奋剂检查官或陪

护员的视线之内，在提供附加尿样前禁止饮水。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可能被要求提供附加尿样直至比重符合。附加样本的采集和密封程

序与第一份样本相同，附加样本采集的检察官尽可能与上次相同。全

部附加样本的相关信息将记入兴奋剂检查记录单，全部样本都将被

送往实验室，实验室优先选择第一份和最后一份样本进行分析。检

查官保证按照相关标准储存样本，确保每个样本的一致性、完整性

和安全性。如果可能，尿液样本应在低温下储存，避免存放在温

热处。 

3.样本及检查文件的保存和传送 

    检查官按照相关标准将样本及附有样品信息的赛程表和采

样表等文件传送至实验室，记录样本的传送链；传送过程应保持样本

的一致性、完整性和安全性；塞外检查样本应储存于宾馆的冰箱或其

他阴凉环境中，塞内检查样本应储存于兴奋剂检查站内带锁的冰箱或

其他阴凉环境中；若有条件，尿样应尽量置于低于-4℃环境中；除检

查官和相关人员外，严格禁止其他无关人员接触样本；检查官离开检

查地或结帐离开宾馆时，应随身携带样本，不可将样本存在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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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场所；如需快递样本，应保证样本在移交快递员之前始终处于检查

官的控制下。 

    负责检查官或其指定的人员负责样本传送，应使用能够保持完

整性的方式或设备进行传送，并确保将样本尽快送往到世界反兴奋剂

机构认可的实验室；减小由于诸如时间推迟和极端天气变化等因素造

成的样本品质降解的可能性；由检查官直接把样本传送到实验室，或

交给第三方进行传送，必须记录样本的传送链；大型赛事时，若样

本传送箱的密封卡在由兴奋剂检查官保存时发生破损，负责检查官

应重新密封传送包，并记录在传送单上，若样本传送箱破损发生在非

检查官保存时段（托运、邮寄阶段），应要求负责人员或组织提

供传送箱在运输过程的安全证明。 

    兴奋剂检查官检查核对已采集的样本和文件后，填写样本传送单。

兴奋剂检查官挑选一个密封卡，将卡号登记在样本传送单上（大型赛

事），兴奋剂检查官将样本和实验室信封（含传送单实验室联、记

录实验室联、相关补充报告等）放入传送器材中，并用已选定的密封

卡将传送包密封（大型赛事），其他检查文件随身携带。注意：可

识别牵马员和参赛马匹身份的文件不能随样本传送；如果需要，兴奋

剂检察官可以在样本传送单上记录打开和再次密封传送的时间；尽可

能在当天将采集样本传送到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认可的实验室。样本可

由兴奋剂检查官或样本采集机构授权的人员直接递交至实验室，或通

过第三方传送。第三方必须把样本传送记录在案。如果由被授权的传送

公司传送样本，应记录运货单编号；所有与样本采集环节相关的文件应



60  

在完成样本采集环节后尽快以协商的方式转发给检查机构。与样本采

集环节相关的文件以及或反兴奋剂违规应在马匹隐私和个人信

息保护国际标准规定的时间内由检查机构以及或样本采集机构保存。

如总局委托检查，兴奋剂检查官应将记录单的第一联和第二联、挑

选标准、补充报告工作报告、进出控制登记表等文件交给检查处。 

4.样本和文件与实验室的交接 

    由实验室签收样本，检查确认样本完好无损，且储存合理，符

合国际实验室标准。核对密封卡号码与登记在样本传送单上的号码，

开启传送包的密封卡（大型赛事），交接样本和相关文件。实验

室样本签收人留下传送单实验室副本，其余的样本传送者带回。传

送样本者应将实验室签收的样本传送单正本和其他副本交检查

机构或指定部门。 

5.检查后续管理程序 

检查完成后应将兴奋剂检查文件分类整理，交回检查处；剩

余器材归还至检查处，并登记入库。 

（三）实验室 

1.检测程序与方法 

收到待检样品后应尽快完成检测。 

    （1）开启“A”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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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开启“A”瓶，若“A”瓶检测为阴性，则无需开启“B”瓶， 

并将检测结果向 WADA、赛事主办方、检查机构等报送结果。 

    （2）开启“B”瓶 

    若“A”瓶检测为阳性，马匹管理者有权要求检测 “B”瓶。

马匹管理者放弃检测“B”瓶权利的，反兴奋剂中心可以自行决

定是否检测“B”瓶。 

    检测“B”瓶的实验室，可以是检测“A”瓶的实验室，也可以

是反兴奋剂中心指定的其他具有马匹兴奋剂检测资质的实验室。传

送和检测“B”瓶的费用由申请方承担。 

    如果“B”瓶检测结果为阴性，那么之前发出的该样本阳性

检测报告，将自动失效。 

    当开启并分装“B”瓶时，实验室必须确保样品均匀。在骑师、

骑师代表或独立证人的见证下，实验室方可将“B”瓶样品分装在两

个瓶中。“B”瓶样品的分装过程必须记录在安全链中。当第一瓶样

品的分析结果为阳性，而骑师或他的代表提出要求时，应开启第二

瓶密封样品进行确证。 

    （3）“B”瓶和“A”瓶样品的确证时间间隔 

    马匹管理者应当在收到“A”瓶阳性通知之日起 5 日（指工作日，

下同）内，以书面形式向反兴奋剂中心提出是否检测“B”瓶。逾

期未提出，视为放弃检测“B”瓶的权利。 

    （4）阳性结果的报告 

    实验室在报告阈值物质结果并计算其不确定度时，只有当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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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的浓度超出“判定限”时，才能报告阳性结果。 

    （5）标准品的适用范围 

    实验室在进行方法验证和常规检测时，应尽量使用参考物质进

行检测。若实验室通过对参考物质的分析，显示其具有检测某些

特定物质的能力，也可视为有足够的证据确证检测结果。 

2.结果管理与样品处置 

    （1）结果管理范围 

    结果管理是指具有结果管理权的主体对涉嫌兴奋剂违规者

实施的审查、通知、临时停赛、听证等一系列管理行为。 

    （2）检测结果的报告对象 

    若为阳性结果，实验室除向检查机构报告(“A”和“B”瓶结果)

外，还必须同时向 WADA 和赛事主办方(重大国际赛事情况下)报告；

非典型性结果，必须同时向检查机构和 WADA报告；疑似阳性结果，

检查机构就疑似阳性结果所作的书面指示，也必须向 WADA 报告。另，

实验室应向 WADA 报告所有的检测结果。 

    （3）常规样品中的假阳性结果亦属严重违规 

    在常规样品检测中，如果出现假阳性结果亦属严重违规行为。在

此情况下，实验室必须马上通报 WADA 任何已向反兴奋剂机构报告

的假阳性结果。 

    （4）对检测样品的处置和保存 

    当“A”和“B”瓶样品被检测后得出阳性结论，且对该样品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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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无异议或不用于长期跟踪调查时，实验室必须将样品匿名化后适

当处理。但必须保留样品直至调查结束得出最终结论。对受检马匹样

品的保存期限为 3 个月至最长 10 年。 

注：相关标准参照国际赛马联盟兴奋剂检测标准及中国马术协

会速度赛马竞赛规定。 

七、速度赛马赛事行业术语 

（一）范围 

    根据 GB/T 20001.1、GB/T 1.1，明确界定速度赛马相关术语的

规范用词、统一概念，加强群众以及速度赛马从业人员对本领域内术

语的统一认识和理解，有效促进沟通、交流。同时，也为其他各部分

标准的制定提供支撑。 

    本标准主要规定了速度赛马基础术语、场地术语、从业人员术语、

马匹术语、设施设备术语、赛事术语、教学与培训术语、信息化技术

术语等。 

本标准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展的速度赛马活动。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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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20001.1-2001, 标准编写规则 第 1 部分：术语[S] 

GB/T 1.6-1988, 标准化工作导则  术语标准编写规定[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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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马术协会.速度赛马竞赛规则［EB/OL］ 

（三）术语和定义 

1.基础术语 

（1）速度赛马  

    速度赛马是一项人马结合，通过运动员驾驭马匹运用正确的技术

战术，以最快速度完成规定赛程为基本特征的竞技运动项目。 

（2）组委会 

    对赛马赛事进行组织、管理的机构。 

（3）裁判委员会 

    由赛事组委会设立，负责组织和主持赛事裁判工作的机构。 

（4）仲裁委员会 

    由赛事组委会设立，复审比赛期间执行竞赛规则、竞赛规程中发

生的纠纷，保证竞赛规则、竞赛规程的正确执行。 

（5）资格审查委员会 

    由赛事组委会设立，负责对参赛马匹、参赛人员的参赛资格进行

审查。 

2.场地术语 

（1）赛马场  

    指用于赛马的马群数量大于或等于 30匹的竞技场所。 

（2）赛事塔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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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赛马场没有大楼的情况下，临时建立的赛事塔楼。 

（3）马格 

    每匹马均由可移动的隔板独立分隔的空间。 

（4）马厩  

    马匹所处的半封闭的休息间。 

（5）马游泳池  

    专供马匹使用的游泳池。 

（6）兴奋剂检查站  

    完全独立的指定马房，用于对马匹进行兴奋剂检查，至少由侯检

马房、工作室（含操作间和卫生间）组成，具备条件的赛场还可在兴

奋剂检查站内设办公室和储藏室。 

（7）侯检马房  

    马匹进入兴奋剂检查站后放松休息、等候检查获取尿液或血液样

本的马房。 

3.从业人员术语 

    （1）执裁人员  

    下列人员称为执裁人员。 

    ①赛事监管长：具体负责赛事日常技术监管和赛马日执法、执裁

工作的最高负责人。 

    ②评分长：对参赛马匹进行评分，以便确定参赛马匹的配磅负责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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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过磅长：对赛马日参赛骑师的过磅、复磅工作的负责人。 

    ④检录长：赛马日竞赛马房和亮相区内负责检录工作的负责人。 

    ⑤司闸长：赛马日比赛负责开闸、起跑工作的负责人。 

    ⑥计时员：赛马日负责比赛成绩和比赛时间的记录工作负责人。 

    （2）参赛人员 

    下列人员称为参赛人员。 

    ①马主：指速度赛马公开赛的参赛主体。该主体是公开赛组委会

指定赛马俱乐部的会员或赛马场的马主。 

    ②练马师：具有管理所属马房相关工作人员和驯养调教一定数量

的马匹，并持有相应资格证书的专业人士。 

    ③助理练马师：持有相应资格证书，协助练马师管理相关人员和

驯养马匹的人士。 

    ④骑师：具有策骑马匹和出赛能力，并持有相应资格证书的人员。 

    ⑤见习骑师：具有策骑马匹和出赛能力，持有相应资格证书，并

享有减磅资格的人员。 

    ⑥兽医：持有国家协会颁发的兽医资格证书，由赛事组委会批准

有权对马匹进行诊疗的专业人员。 

    ⑦钉蹄师：是指经过专门训练的，为马匹进行修蹄、钉蹄的专业

人员。 

    （3）其他人员 

    下列人员未直接加入比赛，起后勤保障作用的人员称为其他人员。 

    ①策骑员：只能在训练中策骑马匹并可参与地方性、低级别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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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员。 

    ②马工：负责马匹的饲养、比赛时牵遛以及赛后负责马匹护理的

人员。 

4.马匹术语 

    （1）马匹 

    已注册登记的纯血马，包括公马、母马、隐睾马、阉马及中国本

土马。 

    （2）纯血马 

    经中国马术协会指定机构认定，具有纯血马血统的马匹。 

    （3）非纯血马 

    除纯血马之外的所有马匹。包括中国本土的不同地区的各种马匹，

以及中国本土马匹与境外不同血统马匹杂交的马匹等。 

    （4）新马 

    没有出塞经过测试合格的马匹。 

5.设施装备术语 

    （1）骑师装备 

    用于骑师训练、比赛的装备。 

    ①安全帽：国家协会批准使用的专业速度赛马安全帽。 

    ②安全背心：国家协会批准使用的专业防护背心。 

    （2）马匹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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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马匹训练、比赛、防护的装备。 

    ①眼罩：套在马匹头部，眼部及耳部有开孔的布质装备。 

    ②防沙眼罩：与眼罩基本相似，但在两边眼孔装有防沙网的装备。 

    ③开缝眼罩：与眼罩基本相似，但两边眼部护罩有开缝，马匹只

能有限旁视的装备。 

    ④头罩：套在马匹头上的一种耳套，但没有遮挡眼部。 

    （3）其他设备 

    用于监测马房以及在训练、比赛中所用到的器材设备。 

    ①地量仪：测量地面干湿度的仪器。 

    ②马匹称重磅：测量马匹重量的磅。 

6.赛事术语 

    （1）比赛类别 

    下列比赛为赛马的基本比赛类别。 

    ①让磅赛：通过马匹评分，确定马匹配磅，让参赛马匹间达到实

力均衡、获胜机会均等的一种赛事。 

    ②平磅赛：主要根据马匹的年龄、性别甚至南北半球出生地作为

评判因素，能够让参赛马匹在统一标准下，通过自身的能力决定比赛。 

    （2）比赛程序 

    下列程序为速度赛马的比赛程序。 

    ①试闸：检测马匹在闸厢内是否驯服和其状态能否参加或继续参

加比赛的正式测试。 



69  

    ②报名：用统一的表格，以书面、图文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为参

赛马匹获取参赛申请。 

    ③晨操：指正式比赛前三天，在清晨时公开对马匹进行的训练，

通常骑师与练马师都会出场。 

    ④宣布出赛：通过国家马术协会报名，由赛事承办机构以书面或

网络形式宣布马匹及骑师获得该场赛事出赛资格的行为。 

    ⑤马匹退赛：马匹在宣布出赛后至开闸前，因伤病或其它原因经

裁判长确认并要求退出比赛的马匹。 

    ⑥更换出赛骑师：在不影响规定的开闸时间的前提下，出赛的骑

师因故不能出赛，经赛事专员同意后确定由其他骑师代替其出赛。 

    ⑦骑师报到：指骑师在比赛 72 小时前到指定区域集中管理，并

在赛马日当天第一场比赛开始前两小时内，到骑师室报到。 

    ⑧实际负重：骑师及见习骑师在过磅时的磅重。 

    ⑨检录：指比赛前，出赛马匹到达指定区域备鞍，检录员对马匹

烙号、马号布、彩衣及装备情况进行最后的检查与核定。 

    ⑩马匹亮相：比赛前，在指定区域内展示马匹状态。 

    ○11司闸：指司闸员在指定开闸时间安排出赛马匹出闸。 

    ○12 成绩判定：指以马匹鼻尖冲过终点的先后作为成绩的判定基

准，对马匹的成绩进行记录。 

    ○13无效赛事：裁判长认为有失公平比赛结果而被取消的赛事。 

    ○14 同时到达终点：指两匹及以上马匹以相同比分同时到达终点

结束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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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复磅完毕：所有参赛骑师都应该复磅，在没有抗议事件或抗

议事件经裁决后并取得过磅员和赛事专员的确认。 

    （3）抗议及研讯 

    ①抗议：对赛事过程中发生的不公平现象向赛事监督提出口头或

书面申诉的行为。 

    ②研讯：指由赛事专员对所有与赛事有关的事项进行问讯、调查

和裁决的行为。 

    （4）上诉及仲裁  

    ①上诉：对抗议和与赛事有关事项的处理不服，由此向仲裁委员

会提出书面申诉的行为。 

    ②仲裁：由赛事监督对所有与赛事有关的事项进行问讯、调查和

裁决的行为。 

    （5）违禁物质  

    ①违禁药物：禁止在见习骑师和马匹体内含有超过规定药物标准

数量的物质。 

    （6）违规及处罚  

    ① 取消资格：持有资格证的人员和马匹，因违反相关规则条款

和管理规定而受到一段时间内取消其参与赛事资格的处罚。 

    ② 取消成绩：参与赛事的练马师、骑师和马匹，在赛事途中因

违反相关规则规定而被取消参赛成绩的处罚。 

    ③停赛\退赛：持有资格证的人员和马匹，因违反相关管理规则

规定而受到一定时间内停止参与赛事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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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术语  

以下为赛马赛事中的其他术语。 

    ①赛季：年度赛事总时间的阶段划分。 

    ② 资格证：指由中国马术协会颁发的技术等级证书。 

    ③ 错误出闸：司闸长认为出闸情况有失公平，并要求骑师和马

匹返回起跑点的行为。 

    ④未出赛马匹：被退出比赛或被赛事专员认定为错误出闸的马匹。 

    ⑤兴奋剂：在比赛用马体内使用和含有的一种扰乱马匹生理功能

的混合剂。 

    ⑥ 流鼻血：兽医经过内镜检查确定马匹因体内出血，流经致两

鼻孔出血的现象。 

    ⑦化验样本：从马匹或骑师身上提取的唾液、尿液、汗水、呼气、

血液、毛发、皮肤等物质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