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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北京市体育大会

“红色传承•不忘初心” 航海模型主题教育竞赛

暨 2024 年北京市青少年航海模型锦标赛规则

竞赛通则
第一条、参赛者

经北京市模型运动协会认可的各竞赛组织单位推荐的中小学生。

第二条、分组

所有项目分为：小学组 、中学组

第三条、气象及突发事件

组委会有权根据大赛日程、气象、社会管理等事件，调整竞赛时间、场地

和竞赛轮次数，直至取消竞赛。

第四条、争议与仲裁

如竞赛中出现争议，只能由领队向项目裁判长提出书面申诉。

第五条、处罚

对竞赛中的违规行为，将给予警告、罚分、取消竞赛成绩、取消竞赛资格

的处罚；对竞赛中任何形式的作弊，一经认定则立即取消其竞赛成绩或竞赛资

格；严重违规造成不良后果的单位或个人，将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予以取消竞

赛成绩、取消竞赛资格、通报批评、禁赛的处罚。

第六条、竞赛场地

（一）严禁携带各类危险品进入赛场，赛场及周边严禁烟火。

（二）运动员要爱护赛场环境，如造成场地污损，其竞赛成绩扣除 10 分；

损坏公共设施需照价赔偿。

（三）运动员、工作人员凭竞赛证件进入赛场，其他人员不得进入赛场。

（四）竞赛水池及配件的尺寸、布标位置、航行路线、运动员操纵区等，

见各项目场地图。如遇竞赛水面有杂物，运动员可在赛前提请工作人员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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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开始后，任何人不得因此提出异议。

第七条、竞赛器材

（一）竞赛器材须经认证统一技术标准的器材和电池。

（二）现场制作所用模型套材、工具均为自备。禁止使用电动工具。

（三）航行赛、遥控赛模型由运动员自备，并在赛前制作完成。

（四）禁止对比赛统一技术标准的模型器材、电池等做任何改动。模型动

力系统升级须为符合该技术标准的器材。

第八条、无线电管理

赛场及周边为无线电管理区，管理区内所有人员需服从裁判员管理。

第九条、运动员检录

（一）所有项目赛前二十分钟内在赛场进行两次检录，两次检录不到者按

自行弃权处理。

（二）检录后，运动员及竞赛模型不得离开赛场。

第十条、模型器材检验

（一）裁判员自检录开始直至赛后，均有权对模型进行检验或复检，模型

检验不合格者，不能参赛或取消该轮竞赛成绩。

（二）竞赛模型及模型编号仅限本人使用，禁止私自更改、转借模型或模

型编号。

第十一条、模型试航

组委会在赛前安排模型试航，并预先公布试航场地和时间。

第十二条、 第 4、7项、乙组全部项目参赛器材须符合《2023 年“我爱祖国海

疆” 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教育竞赛总决赛器材检测结果汇总表》 各项目对应

器材， 确保安全性和可靠性， 并接受现场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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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项目
甲组：

（一） 仿真制作项目（C 类）

1.C1 装桨或配帆船舶模型

2.C2 机械动力舰船模型

3.C3-A 场景、 结构模型

4.C3-E 商品套材场景模型

5.C4 袖珍航海模型

6.C5 瓶装航海模型

7.C6 塑料商品套材航海模型

8.C7 纯纸质商品套材航海模型乙组：

（二）“ 红色传承· 不忘初心” 主题教育竞赛

9.南湖“ 红船” 1:40 木质模型仿真制作赛

10.南湖“ 红船” 1:75 纸质模型仿真制作赛

11.南湖“ 红船” 1:40 电动模型仿真制作赛

（三） 普及仿真制作项目（ C-PF）

12.木质帆船（ 渡江战役英雄船） 模型仿真制作赛

13.中国“ 海警、 海巡” 船模型制作赛

14.中国航空母舰模型制作赛

15.中国科学考察船模型制作赛

16.中国导弹驱逐舰模型制作赛

（四） 电动直航项目（ C6-PH-Z）

17.中国“ 海警、 海巡” 船模型直线航行赛

18.“ 沂蒙山” 号两栖登陆舰直线航行赛

19.中国航空母舰模型直线航行赛

20.中国导弹驱逐舰模型直线航行赛

21.中国海洋救助船模型直线航行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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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规则

第一部分 仿真模型类（C类）

1.1 模型的级别

1.1.1 C-1 级：装桨或配机的船舶模型

包括以风力作为主要动力的各种帆船，无论船上是否附带装有作为辅助动

力的机械动力，如糟舰、三排桨船、诺曼人船等桨船；小划子、籼板、威尼斯

艇、独木舟等小型交通工具，制作者选择帆装上是否张挂帆蓬。

1.1.2 C-2 级：装有机械动力的船舶模型

采用机械作为动力的舰船模型，包括被拖带和被顶推带动的船。也包括有

一个辅助帆的捕鱼船。这个级别的主要特征是：配备齐全的技术装备的现代化

钢结构船体船舶的模型。

1.1.3 C-3A 级：船舶设备或船舶的局部的模型

包括船舶设备或船舶的局部的模型，模型应是船体剖面，甲板建筑或船体

局部的有联系的或独立完整的一部分。船舶设备部件，如绞盘、系缆柱、连同

吊艇架的小艇、吊车、锚机等。由不少于三个模型或局部模型构成的，船舶、

航海标志、无自身动力的漂浮设备等组成的动作场面演示，码头和造船厂设备、

发展阶段演示模型等。

1.1.4 C3-E：以商业套材料为材料的海洋题材的场景模型。

允许利用其它材料对套材材料作部分改变，允许模型作品进行一定程度的

旧化制作进行场景氛围的营造，必须提供旧化依据。

1.1.5 C-4 级：袖珍航海模型

按照 1：250 或更小比例(如 1：300)建造的 C-1 级至 C-3 级的模型。

1.1.6 C-5 级：瓶装航海模型

在瓶口不大于 4cm 的玻璃容器内制作的 C-1 级至 C-4 级别的瓶装模型。

1.1.7 C-6 级：塑料套材航海模型

是指可购买到的塑料套材模型(商业制品)。允许利用其它材料对套材材料

作部分改变。这种改变应 通过原始资料或照片给予证实。模型的尺寸偏差不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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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模型评分时必须提供模型的套件说明书和模型套件改造的依据。

1.1.8 C-7 级：纸质套材航海模型.

纸板模型(纸的重量超过 80g/m3)，或者经过商业建筑纸板(货品)处理的纸

张，为了精细模型，任何部分都可以使用纸质材料进行改造。但是纸板模型的

特征必须保持原样。尺寸变化是允许的，但是需要提供原船的资料。模型的绳

索可以使用非纸质材料。模型评分时必须提供模型的套件说明书和模型套件改

造的依据。

1.1.9 C-8 级：由 C-6 级以外的商品套材制作的航海模型

模型套件包含木质套件和非注塑成型的塑料套件。允许在套件的基础上采

用其他材料进行细化改造，但必须保持原有套件的基本特征。模型评分时必须

提供模型的套件说明书和模型套件改造的依据。

1.2 有关级别的其它的规定

1.2.1 C-1 级和 C-2 级别只允许整体模型参赛，即展示船舶的所有水上和水下

部分的模型，内部设备不进行评比。

1.2.2 C-3 级的剖面模型，包括对通过剖面能观察到的船的内部构造和设施，以

及海洋技术方面的设备进行评比。

1.2.3 在 C-1 级和 C-2 级别中，不允许只表示船舶的水线以上部分的模型参赛。

1.2.4 允许裁判组会根据模型的建造状况，调整其所属的级别；出现分歧意见时，

由裁判长裁决其所属级别。

1.2.5 模型按其所属级别、船舶类型及发展排列。

1.3 模型建造规定

1.3.1 船舶模型和设备模型总长不得超过 2500mm，按 1：100 或更小的比例建造

的模型除外。设备模型占地面积不得超过 2平方米。

1.3.2 模型比例不受限制，长度单位选用公制或英制均可。

1.3.3 模型应处于清洁的并且符合原型船新出厂时的状态。模型的颜色和表面光

泽，也应符合原型船状态，但 C3级以及 C3E 别允许对模型进行旧化，C7 级模

型表面原则上须使用纸质打印的原色，允许对改造部分进行补色，但不得在模

型表面进行大面积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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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成绩评定

1.4.1 参赛者的模型建造成绩由裁判组按照现行有效的规则进行评定。

1.4.2 评分裁判采取 5人评分制，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取其余 3个得

分的平均值即为该模型的最终得分，该得分不容争议。

1.5 成绩表的填写

竞赛成绩表应填写下述各项内容：竞赛名称、级别、参赛者姓名、国籍；

模型的名称和比例；各裁判员的评分；模型得分(最终成绩)；裁判员签字；项

目裁判长签字；总裁判长签字。

1.6 建造评比工作程序、要求、标准

1.6.1 模型评分

1.6.2 模型按照不同级别依次进行评比，模型级别不得错置。

1.6.3 裁判组在裁判长的主持下进行一次全体的非公开磋商，使之在运用所有规

则和处理疑难问题上达成共识。在磋商过程上出现分歧时由裁判长最后裁决。

1.6.4 磋商：裁判组会察看所有模型，以便对所有参赛模型具有总体印象。

1.6.5 第二次非公开磋商；裁判长对各个级别模型的“建造”最高分提出建议，

裁判员不提及某一模型的情况下通过协商确定该最高分。若未能以协商确定，

则以对裁判长的提议进行表决确定。确定了的“建造”最高分作为一项评分标

准记录在评分栏内，评分不得超过此值。此后各裁判员不得对此提出异议。

1.6.6 评分：各裁判员各自独立地按照“建造”、“印象”、“规模”以及“仿真度”

各项标准对各艘模型评分。

1.6.7 各级模型评分按下述标准：

C1～C4、C6、C8 级模型评分标准

建造：最高 50分

模型建造的技术质量在模型总得分中占 50分。

(1)C1、C2、C4、C6、C8 模型外部形状的正确度；C3级模型的正确度。(20

分)

(2)模型外部完整度。(20 分)

(3)模型涂装。(占 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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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现场制作展示，现场制作部分与参赛模型的相符度、制作展示部分的难

度和工作量。(占 3分)

印象：最高 10分

(1)模型所显示的效果。(5分)

(2)及其工整洁净程度。(5分)

规模：最高 20分

模型的建造工作规模，对模型的改造和补充应受到重视和肯定。在建造技

术难度的前提下，注意其建造工作量。

仿真度：最高 20分

(1)模型资料，含模型图纸(按比例绘制的原船各部位的侧视图、正视图、

线型图)、模型铭牌(原型船的总长度、宽度、型深和最大速度等数据)、照片、

画册、杂志等。(14 分)

(2)模型建造说明。(2分)

(3)制作过程，含模型制作过程、视频、制作草图。(2分)

(4)外观现场答辩。(2分)

C5 级模型评分标准

建造：最高 50分

模型建造的技术质量在模型总得分中占 50分，

(1)模型外部形状的正确度。(20 分)

(2)模型外部完整度。(20 分)

(3)模型涂装。(占 7分)

(4)现场制作展示，现场制作部分与参赛模型的相符度、制作展示部分的难

度和工作量。(占 3分)

难度：最高 20分

(1)玻璃瓶的形状，瓶口的直径、瓶颈的长度与瓶内空间的运用。(10 分)

(2)模型制作及组装施工的技术难度。(10 分)

印象：最高 20分

(1)模型所显示的效果及其工整洁净程度。(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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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整体的表现力，颜色和材料的选择。(10 分)

建造模型文档资料：最高 10分

(1)模型制作者提交的关于该模型和船舶的文件，制作组装和将模型安装到

玻璃瓶中的工作方法(包括建造说明，安装入瓶方案的草图)都给予评估。(4分)

(2)模型建造说明。(2分)

(3)制作过程，含模型制作过程、视频、制作草图。(2分)

(4)外观现场答辩。(2分)

C-7 级模型评分标准

建造：最高 50分

模型建造的技术质量在模型总得分中占 50分，

(1)模型的正确度。(25 分)

(2)模型完整度。(20 分)

(3)现场制作展示，现场制作部分与参赛模型的相符度、制作展示部分的难

度和工作量。(占 5分)评价模型的建造技术质量，结构与表面的精确程度，边

缘的处理以及异化材料的处理。印象：最高 10分

(1)评估模型剪切线平顺、清晰及效果(5分)

(2)对模型拼接边缘的处理和索具的效果呈现(5分)规模：最高 20分

(1)评估整个模型的建造规模(15 分)

(2)改造部分和添加部分(5分)。

仿真度：最高 20分

(1)参赛模型按图纸、说明书和原船照片(建造图纸的复印件，建造模型的

参考文献以及其他文件)。(10 分)

(2)制作过程，含模型制作过程照片或视频。(5分)

(3)用另外的颜色测试模型的颜色是否正确，材质相符度(5分)。

备注：模型的长度和宽度的公差不予扣分。

1.6.8 模型及其比例与建造资料相符(总体尺寸允许的误差见附表).根据模型建

造者提供的建造资料，模型的尺寸、比例的准确度；零部件的齐全、完整程度；

涂装色泽以及木材、金属、织物和绳索等质感的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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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在对模型评分时，参赛者应到场。裁判组有权向参赛者提出有关模型建造、

资料等问题。

1.6.10 参赛者有义务在模型评比之前，向裁判员说明模型中不是由本人建造的

部分

1.6.11 允许误差值：

模型长度(不大于)

500mm ± 3mm

1000mm±5mm

2000mm±8mm

2500mm±10mm

模型宽度(不大于)

50mm ± 2mm

150mm ±2.5mm

300mm±4mm

600mm ±5mm

1.7 比例和建造资料

1.7.1 参赛者参赛模型比例应尽可能选择下述建造比例：

1/10、1/15、1/20、1/25、1/35、1/50、1/75、1/100、1/200、1/300、1/400、

1/500、1/700、1/1000、1/1250、1/2000 但是其它比例的模型在评比中不应受

影响。

1.7.2 参赛者有责任在登记和评比时将模型建造资料连同模型登记测量证书一

起递交赛场登记处或裁判组。

1.7.3 为了核查模型的建造是否与原型船相符，建造资料至少应包括下述内容：

(1)按比例绘制的原船各部位的侧视图、正视图、线型图。

(2)原型船的总长度、宽度、深度和最大速度数据等。

(3)说明建造资料是由本人完成的，还是通过其他方式获得的(通过商业途

径得到的图纸、从造船厂得到的图纸，或从参考书、杂志、目录索引、博物馆

资料，或从其他文献中获得的建造资料，包括原型船及各部份的照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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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若是由本人完成的图纸，必须说明资料来源。资料至少应确切地提供

1.7.3(1)和 2.7.3(2)的内容，以及原型船的各部分情况。

1.7.5 若参赛者递交的建造资料并非是由本人完成的，而是通过如 2.7.3(3)所

述的其他方式获得的，允许在建造时使用本人拥有的其他资料对其补充。

1.7.6 当建造资料(文献、照片以及造船厂图纸等)与原型船的技术数据和各部分

存在差异；或资料之间存在差异时，参赛者在建造模型时可自由选择一种原型

船的变化形式，或自由选用某一资料，而在评比时不受消极影响。

1.7.7 若原型船在建造后己作了更改，参赛者据此建造模型，而原始建造资料内

并未包括更改的内容，参赛者必须提供充分的资料证实上述更改的存在。

1.7.8 未提供建造资料，或者提供的建造资料不齐全者，只能对模型的“建造”、

“印象”和“规模”进行评分。

1.7.9 所有参加评比项目模型，须填写三联参赛卡和递交模型登记表。三联参赛

卡将会在每场比赛的赛前由组委会统一发放，模型登记表则需各运动队在航管

中心官方网站下载后自行打印填写，此内容纳入外观评比在建造分和资料分中

体现。

1.8 模型评分

1.8.1 裁判组的成员在评分时应依据已确定的“建造”最高分限，将评定的各项

得分(只允许是整数)填入模型评分表的各项中。一艘模型各项得分的总和即为

该模型总分。

1.8.2 所有裁判员评分结束后，由秘书将评分表汇集后交裁判长。当设两个裁判

组时，两位负责裁判应随即将评分表上交裁判长。

1.8.3 若一艘模型的总分在 70至 100 分之间，各裁判员评定的最高分与最低分

之差超过 10分，裁判组应就此进行非公开磋商。

1.8.4 在非公开磋商中，给予最高分和最低分的裁判员需阐明其理由。

1.8.5 由裁判长根据各裁判员对该模型的评分情况，并考虑到磋商中的各种意

见，对该模型总分提出个折衷的中间分建议，经裁判员表决达成统一的意见。

1.8.6 评定得分偏差最大的裁判员根据中间分重新对模型评分，评分与中间分的

差不得超过 5分。待所有再次评分完毕后，才可以进行公开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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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计算模型最终得分应删除最高分和最低分，取其余 3个评分的平均值即为

模型的最终得分。可从表 1中迅速求得模型的最终得分(平均值，计入评分记录

表和参赛者卡)。副裁判长、裁判长签名，交成绩统计处核实，由成统裁判长签

名，最后交总裁判长签名公布成绩。

外观现场答辩部分包含现场展示部分部分，在模型总得分中占 5分。现场

展示部分应包含制作展示与参赛模型的相符度，制作展示部分的难度和工作量，

其他实物展示内容(展示架、半成品零件展示等)。

第二部分 普及项目竞赛类（P类）

2.1 C-PF 普及类仿真制作赛:

参赛者使用组委会统一配发的竞赛器材，在赛场独立完成制作，以制作水

平高低进行排名的竞赛。现场制作所用模型套材、电池均由组委会提供到赛场，

工具(禁止使用电动工具)、胶水等自备。

2.1.1 制作时间：分为 180 分钟，

2.1.2 竞赛规定：裁判员发“预备、开始”口令后，参赛者方可打开包装开始

制作；参赛者发现模型零件缺 损时，须在竞赛开始 10分钟内举手报告，过时

不予受理；裁判员发出“竞赛时间到”口令后，参赛者须立即停止制作并退场，

模型作品留在原地评比。

2.1.3 成绩评定：满分为 100 分，准确度、工艺、美感、总体印象各占 25分；

制作赛仅限按照模型说明书完成标准制作，超出的制作不予加分。

2.1.4 严禁参赛者携带与模型制作有关的预制件进入赛场，严禁参赛者相互交

流等任何形式的作弊。

2.2 C6-PH 普及类仿真直航赛:

参赛者使用由本人在赛前制作完成的一艘模型，在竞赛水池中，依靠模型

自身动力航行，以模型航向分和航行时间记录成绩的竞赛。模型由参赛者自备，

并在赛前制作完成。竞赛时间：1分钟(除特别规定外)。

a.模型规定：模型的舰桥、主要武备、螺旋桨、舵、桅杆、舱口盖等基本

部件必须齐全，船舵须在模型审核后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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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赛前由裁判组对参赛者进行编组、排序，并在赛场公布。参赛者进入放

航区后，1分 钟竞赛计时开始。起航前，参赛者举手示意，待裁判员发“参赛

者准备”口令后启动模型电机，用手扶模型使之置于启航线后方的水面上待命。

裁判员发出“开始” 口令后进行航行计时。凡模型过门、触及边线、1分钟竞

赛时间到时，裁判员停止计时，竞赛结束。

c.模型碰标不扣分，压标而过、卡标按低分门给分。

d.如发生以下情况参赛者该轮成绩记为零分：未按规定限速航行；1分钟竞

赛时间到，但参赛者未能完成竞赛；发生故障的模型靠风浪影响而过门；起航

后有人为施加的可能影响模 型航行的行为；竞赛中丢失模型舰桥、主要武备、

螺旋桨、舵、桅杆、舱口盖等基本部件。

直线航行赛:C6-PH-Z 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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