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全国夜光龙锦标赛 

 

竞赛规则 

第一章 参赛人数及其规定 

 
1) 每支舞龙队 19 人。舞龙员人数含舞珠者与两名替换员不得超出 12 人。下

场参赛人数不得超出 17 人，教练 1 人与领队 1 人。教练与领队不能下场

参赛。 

2) 比赛允许现场配乐或使用音乐带配乐。现场配乐人数不少于 3 人，最多 5 人。 

3) 布置与拆除道具人员,包括参赛队员必须穿该队伍的整齐制服。 

4) 在比赛进行中, 不能有任何超出比赛规定人数协助扶持布景, 道具, 传递任

何辅助器材,负责操控伴奏音响, 或在竞赛场地界线内活动, 违者以超出人数

扣分计。 

5) 每名参赛者只能代表 1 支队伍参赛, 违者取消比赛资格。 

6) 比赛中只允许 2 位替换员替换任何位置，次數不限, 替换队员与被替换队员

在比赛期间不得退出场外,替换员不能同时担任配乐人，违者按出界扣分。 

7) 队伍必须在‘夜光龙难度动作登记表’中清楚写明套路难度动作，不得临时

更改。违者按套路不符扣分计。 

8）所有报名参赛队伍必须携带比赛九节龙与团旗出席开幕与闭幕礼，包括弃权

的队伍，违者取消比赛资格及将受纪律处分，同时被禁止参加国际级等活动

与比赛。 

 
第二章 比赛时间 
 

1) 比赛时间: 套路时间不少于 8 分钟，不超逾 11 分钟，违者按扣分计。 

2) 宣布参赛队伍进场比赛 3 分钟内队伍不开始表演者，不予评分。 

3) 比赛计时方法: 

a) 第一位运动员踏入赛场,开表计时；如在场内靜止造型候场，以第一位运

动员开始动作开表计时。若有静止造型与鼓乐前奏（闹台），舞龙员必须

在静止造型 30 秒内开始动作。违者按超时扣分。 

b) 运动员完成套路动作后,最后一名队员离开赛场停表；如在赛场内静止造

型结束, 则以全体运动员完成静止造型停止动作停表。 

 

4) 布置时间: 

a) 布景、鼓乐、道具等布置时间，不得超过 5 分钟, 逾时按超时扣分计。 

b) 任何道具或装饰物件，必须在赛后 3 分钟内拆除. 逾时按超时扣分计。 

c) 比赛的一切时间计算，以裁判组秒表为准。 



 
 

 

第三章 场地与器材配备的规定 
 

1) 场地 

a) 场地的规定为边長 15m X 17m 张方形场地。 

b) 边线内为比赛场地. 边线周围至少有 1m 宽的无障碍区。 

c) 鼓乐区为 3m X 8m。 

d) 因场地有限，这次比赛只允许一面头牌，左右两面旗帜和鼓乐前面一片装

饰牌。乐器手只能在平地伴奏。 

 

2) 器材 

a) 龙珠: 球体直径不少于 0.33m, 杆高(含珠)不低于 1.7m。 

b) 龙头重量不少于 2.5kg. 龙头外形尺寸, 宽不少于 0.36m, 高不少于 

0.6m, 杆高不低于 1.25m, 杆高不低于 1.85m (含龙头高)。眼睛不能带

有灯光。 

c) 九节夜光龙项目：龙身为封闭式圆筒型, 直径不少于 0.33 m (十三英寸), 

全長不少于 18m, 龙身杆高(含龙身直径)不低于 1.6m, 两杆之间距离大

致相等。 

d) 要求龙体, 头尾与龙珠有夜光效果 (杆除外)。 

e) 演出所需辅助器物一律不得超过 3m 高。 

f) 任何器材与服饰, 不能含有宗教或政治字句, 违者取消比赛资格。 

g) 此比赛允许布置与布景。 

h) 任何道具或装饰物, 不能含有宗教或政治字句、国旗、闪光灯、灯光。等

违者取消比赛资格。 

i) 凡器材不符合规定者, 不能参赛。 

j) 凡在上场演出时，发现器材不符合以上规定者，将扣 0.5 分。 

 

第四章 服饰与布置 
 

1) 服饰 

a) 参赛舞龙者要求服饰整齐，颜色款式统一，不得有任何夜光效果，违者

以扣分计。 

b) 鼓乐人员服装允许有夜光效果同时允许与舞龙者不同。 

c) 舞龙者必须自备夜光色素的号码布，配戴于大腿其中一侧。必须根据大

会规定的号码尺寸（6.5cm x 12.5 cm） 以方便裁判执行评分工作。 

d) 舞龙者出场时号码应顺序排列，舞珠者为 0 号，龙头为 1 号，以此类

推，替换员号码列 10 和 11 号。鼓乐人员从 12 至 16 号。 

  



 
 

 
2) 布置 

a) 鼓乐区限 3m x 8m 规格。配乐器材与现场配乐人员不得进入场, 违者按

出界扣分。 

b) 道具布景布置时间不得超过 5 分钟，赛后 3 分钟内拆除；违者以超时扣

分计。 

c) 任何道具、布景装饰物，以不阻挡裁判视线为准。否则，裁判长有权令

其拆除。 

d) 运用道具或辅助器材（如：接棍，藏珠，等）参与演出，其运用方法须

在赛前列明在夜光龙难度难度动作套路申报表。 

e) 任何布置与器材不得运用烟雾、烟火、闪光灯等。鼓乐与龙具也不能有

任何灯光效果。 

f) 道具一律不得超过 3m 高。 

g) 所有服饰，布置与道具不得有国旗/国旗印刷，违例者将扣 0.5 分。 

 

第五章 比赛内容 

 

1) 内容多样，可自由发挥，以表达龙型美感为主。 

 

2) 可利用整体各种套式姿态,表现出力度、速度、幅度与难度；演出动作，必

须呈现龙型美感。 

 

3) 可使用各种道具或辅助器材来协助演出，展现各种优美龙型动态。 

 

4) 套路编排应包含表达出龙态中的穿、腾、翻、滚、戏、游、盘、缠等各种形

态。 

 

5) 套路编排重复套式，不加以给分；如有犯错，以犯错扣分计。 

 

6) 比赛演出内容须符合赛前套路申报说明，违者以扣分计。 

 

7) 演出内容符合逻辑，构思巧妙，结构布局合理，舞龙员可以用各种形象演出。 

 

8) 套路编排须清楚明确，动作自然顺畅，起伏分明。难度申报表必须在制定日

期呈交竞赛组；演出与呈报内容不符合或更改者以扣分计。 

 

  



 
 

第六章 鼓乐配合 

 
 

1) 所有参赛乐器可以用现场伴奏或播音伴奏。 

 

2) 播音伴奏必须使用符合舞龙特点的音乐光碟进行伴奏。 

 

3) 若参赛队伍选择播放音乐为该队的演练配乐，队伍须谨慎选择音乐并确保拥

有音乐的版权与公开表演权。参赛队伍必须负起因应用音乐为伴奏所引发的

版权与公开表演权的法律责任。 

 

4) 可采用任何舞龙传统乐器伴奏参赛。 

 

5) 任何乐器损坏或掉落，将以扣分计。 

 

6) 鼓乐节奏感与舞龙节奏须相吻合。 

 

7) 鼓乐演奏清晰明朗，不呈杂乱。 

 

第七章 夜光龙套路的评分标准( 滿分为 10 分） 

 

1) 动作规格, 分值为 5 分 

 

 形态动作完美无缺, 龙的造型饱滿, 技术方法合理, 配合协调, 圆满完成套路

全部动作给予滿分。 

 出现与规格要求不符, 每出现一次轻微失误扣 0.1 分,  明显失误扣 0.2 分, 

严重失误扣 0.3 分。 

 
2) 艺术表现, 分值为 3 分 

 
 运动员精神饱满, 神态演示丰富逼真, 充分展示龙的精气神韵, 具有较强的

艺术力,视完成情况绮予 0.5 - 1 分。 
 

 凡符合编排要求, 主题鮮明, 结构合理, 情节生动, 动作新颖, 龙飾, 服饰
制作精良, 噐材设计符合要求, 造型别致, 视静态造型完成，视完成情况绮
予 0.5 - 1 分。 

 
 音乐伴奏与舞龙动作紧密配合, 协调一致, 风格独特, 乐曲完整, 很好地烘

托舞龙气氛,视完成情况绮予 0.5 - 1 分。 
 

3) 动作难度, 分值 2 分 
 

 夜光舞龙难度动作要求 10 个, 完成套路难度动作要求给予 1.5 分, 每少 1 

个扣 0.1 分. 



 
 

 超出难度动作要求 10 个以上者, 每超出一个难度动作加 0.05 分, 超出两个

难度动作加 0.1 分, 最高加 0.5 分。 

 同一难度动作重复出现只统计一次。 

 

 

第八章 套式分类与难度评分 
 
套式分类分析:夜光龙套式基本可以分为以下七类 

 
1) 8 字舞龙动作：运动员将龙体在人体左右两侧交替作 8 字形环绕的舞龙

动作，可快可慢，可原地，可行进，也可利用人体组成多种姿
态，多种方法作 8 字形状舞动。 

 
 

2) 游龙动作：运动员较大幅度奔跑游走，通过龙体快慢有致，高低，左右的
起伏行进，展现婉转回旋，左右盘翻，屈伸绵延等龙的动态特
征。 

 
 
 

3) 穿腾动作：龙体运动路线呈纵横交叉形式，龙珠，龙头，龙节依次在龙身
下穿过，称“穿越”；龙珠，龙头，龙节依次在龙身下腾过
称“腾越”。 

 
 

4) 翻滚动作：龙体呈立圆，斜圆或平圆状连续运动，展现龙的腾跃，翻滚的

动势。龙体做立圆或斜圆状连续运动，当龙身运动到舞龙者脚

下时，舞龙者迅速向上腾起依次跳过龙身，称“跳龙动作”；

龙体同时或依次作 360
o
 翻转，运动员利用滚翻，手翻等方法

越过龙身，称“翻滚动作” 

 
5) 组图造型动：龙体在运动中组成活动的图案或相对静止的造型。 

 
 

6) 连贯套式：一般连续重复一致动作完成，讲究整体合作的准确性，而整体

动作的气力负担较重，失手率较高，连续动作必须以翻滚或穿

腾难度组成，并达到六次或以上，才可列入连贯难度套式。

（备注：顺或逆跳龙将归类为重复动作） 
 
 

7) 组合套式：以超过两个或以上组成的动作来完成套式，运用各种 8 字舞

龙，翻滚，穿腾，等连串方式组成套式，其过程较为复杂，动

作难度，气力负担与失手率也高。组合套式中，允许运用顺或

逆跳龙为两种动作。要求连续完成，不能在组合之间添加任何

动作。 



 
 

 

按动作的易难分为： 
 
基本动作：是指舞龙的基本动作和技术较为简单的舞龙机巧动作 
 

难度动作: 是指必须具备较高的身体专项素质和专项技能才能完成的高难度舞龙机巧
动作，高难 度的舞龙组合动作，并有较高的锻炼价值和审美价值 
 
1) 8 字舞龙动作： 基本动作和难度动作 
2) 游龙动作： 基本动作和难度动作 
3) 穿腾动作： 基本动作和难度动作 
4) 翻滚动作： 基本动作和难度动作 
5) 组图造型动作： 基本动作和难度动作 
6) 连贯套式： 

a. 连续重复一致动作 2 次至 3 次，基本动作（必须是螺旋、斜盘或依次穿

腾动作） 
 

b. 连续重复一致动作 4 次或以上，难度动作 （必须是螺旋、斜盘或依次

穿腾动作） 
 
7) 组合套式 
 

a. 2 个动作组成的套式, 基本动作. 
 

b. 2 个动作连续重复 3 次组成的套式，难度动作. 
（其一或以上动作必须是翻滚或穿腾动作） 

 
c. 3 个动作连续重复 2 次组成的套式，难度动作. 

（其二或以上动作必须是翻滚或穿腾动作而不能是重复动作） 
 

d. 4 个动作连续重复 2 次组成的套式，难度动作. 
（其三或以上动作必须是翻滚或穿腾动作而不能是重复动作） 

 
e. 6 个动作组成的套式，难度动作. 

（其六个动作必须是翻滚或穿腾动作而不能是重复动作） 
 
套式的难度定级及分类 

 

1. 8 字舞龙动作：基本动作 

a) 原地快速 8 字舞龙 

b) 行进快速 8 字舞龙 

c) 快舞龙磨转 

  



 
 

 

8 字舞龙动作：难度动作 

 1.1 跳龙接摇船快舞龙 

 1.2 跳龙接直躺快舞龙 

 1.3 首尾跳龙接直船快舞龙 

 1.4 首尾跳龙接直躺快舞龙 

 

2. 穿腾动作：基本动作 

a) 穿龙尾 

b) 越龙尾 

c) 首尾穿（越）肚 

d) 龙穿身 

e) 龙脱衣 

f) 龙戏尾 

g) 连续腾越行进 

h) 腾身穿尾 

i) 穿尾越龙身 

j) 卧龙飞腾 

k) 穿八五节 

l) 首（尾）穿花缠身行进 

 
穿腾动作：难度动作 
 2.1 快速连续穿越行进（3 次或以上） 

 2.2 连续左右穿越行进（左右各 2 次或以上） 

 2.3 连续左右腾跃行进（左右各 2 次或以上） 

 2.4 连续穿越腾越行进（各 2 次或以上） 

 

3. 组图造型动作：基本动作 
a) 龙门造型 

b) 塔盘造型 

c) 尾盘造型 

d) 曲线造型 

e) 龙出宫造型 

f) 蝴蝶盘花造型 

g) 组字造型 

h) 龙舟造型 

i) 螺丝结顶造型 

j) 卧（垛）龙造型 



 
 

k) 龙尾高翘寻珠，追珠造型 

l) 龙翻身接滚翻成造型 

m) 单臂侧手翻接滚翻成造型 

 

组图造型动作：难度动作 

 3.1 大横 8 字花慢行进（成型 4 次或以上） 

 

4. 连贯翻滚动作: 基本动作 

a) 连续螺旋跳龙 

b) 连续斜盘跳龙 

c) 螺旋跳龙磨转 

d) 斜盘跳龙横移 

e) 8 字舞龙 

f) 8 字舞龙移位 

g) 人体动作 8字舞龙 

h) 摇船舞龙 

i) 连续穿 3-4 节 

j) 连续穿越 4-5 节 

k) 头尾跳龙 

l) 擦背龙 

m) 单侧起伏 

n) 大横 8字花舞龙 

 

连贯翻滚动作：难度动作 

 4.1 快速连续斜盘跳龙 

 4.2 快速连续斜盘跳龙移动 

 4.3 快速连续斜盘跳龙磨转 180 度或以上 

 4.4 快速连续螺旋跳龙 

 4.5 快速连续螺旋跳龙移动 

 4.6 快速连续螺旋跳龙磨转 180 度或以上 

 4.7 快速首尾螺旋跳龙（直线） 

 4.8 快速首尾螺旋跳龙移动（直线） 

 4.9 快速首尾螺旋跳龙磨转 180 度或以上（直线） 

 4.10 快速首尾螺旋跳龙（U 型） 

 4.11 快速首尾螺旋跳龙移动（U 型） 

 4.12 快速首尾螺旋跳龙磨转 180 度或以上（U 型） 

 4.13 快速首尾斜盘跳龙（直线） 

 4.14 快速首尾斜盘跳龙移动（直线） 



 
 

 4.15 快速首尾斜盘跳龙磨转 180 度或以上（直线） 

 4.16 快速首尾斜盘跳龙（U 型） 

 4.17 快速首尾螺旋斜盘跳龙移动（U 型） 

 4.18 快速首尾螺旋斜盘跳龙磨转 180 度或以上（U 型） 

 4.19 快速首尾交叉螺旋跳龙 

 4.20 快速首尾交叉螺旋跳龙移动 

 4.21 快速首尾交叉螺旋跳龙磨砖 180 度或以上 

 
注：连贯翻滚难度动作必须达到 4 次或以上。前后左右行进只按一次移动计算。  

 

5. 组合动作：基本动作 

a) 穿越 5-6 节接腾跃（跳）5-6 节 

b) 穿越 4-5 节接穿跃 5-6 节 

c) 头尾穿（腾）越肚接头穿尾 

d) 穿越 4-5 节接腾跃 4-5 节穿越 4-5 节 

e) 螺旋跳龙接斜盘跳龙 

f) 左右斜盘跳龙 

g) 8 字舞龙接头穿 5-6 节 

h) 8 字舞龙接斜盘跳龙 

i) 头尾左右跳龙 

j) 头尾交叉跳龙 

k) 左右擦背跳龙 

l) 左跳龙接右跳龙接斜盘跳龙 

m) 左跳龙接左斜盘跳龙接右跳龙接右斜盘跳龙 

 

组合动作: 难度动作（螺旋，斜盘，擦背，穿腾动作） 

 5.1 依次穿越龙体 + 依次腾越龙体行进    2 个动作 x 3 次 

 5.2 依次穿越龙体 + 螺旋跳龙行进    2 个动作 x 3 次 

 5.3 8 字 + 螺旋跳龙 + 依次穿越龙体行进    3 个动作 x 2 次 

 5.4 左螺旋跳龙 + 右螺旋跳龙     2 个动作 x 3 次 

 5.5 左螺旋跳龙 + 右螺旋跳龙移动    2 个动作 x 3 次 

 5.6 左螺旋跳龙 + 右螺旋跳龙磨转 180 度或以上  2 个动作 x 3 次 

 5.7 左斜盘跳龙 + 右斜盘跳龙     2 个动作 x 3 次 

 5.8 左斜盘跳龙 + 右斜盘跳龙移动    2 个动作 x 3 次 

 5.9 左斜盘跳龙+右斜盘跳龙磨转 180 度或以上   2 个动作 x 3 次 

 5.10 螺旋跳龙 + 斜盘跳龙     2 个动作 x 3 次 

 5.11 螺旋跳龙 + 斜盘跳龙移动     2 个动作 x 3 次 

 5.12 螺旋跳龙 + 斜盘跳龙磨转 180 度或以上   2 个动作 x 3 次 



 
 

 5.13 单侧 + 螺旋跳龙      2 个动作 x 3 次 

 5.14 单侧 + 螺旋跳龙移动     2 个动作 x 3 次 

 5.15 单侧 + 螺旋跳龙磨转 180 度或以上   2 个动作 x 3 次 

 5.16 8 字舞龙 + 螺旋跳龙      2 个动作 x 3 次 

 5.17 8 字舞龙 + 螺旋跳龙移动     2 个动作 x 3 次 

 5.18 8 字舞龙 + 螺旋跳龙磨转 180 度或以上   2 个动作 x 3 次 

 5.19 单侧 + 斜盘跳龙      2 个动作 x 3 次 

 5.20 单侧 + 斜盘跳龙移动     2 个动作 x 3 次 

 5.21 单侧 + 斜盘跳龙磨转 180 度或以上   2 个动作 x 3 次 

 5.22 8 字舞龙 + 斜盘跳龙      2 个动作 x 3 次 

 5.23 8 字舞龙 + 斜盘跳龙移动     2 个动作 x 3 次 

 5.24 8 字舞龙 + 斜盘跳龙磨转 180 度或以上   2 个动作 x 3 次 

 5.25 左螺旋 + 右螺旋 + 斜盘跳龙    3 个动作 x 2 次 

 5.26 左螺旋 + 右螺旋 + 斜盘跳龙移动    3 个动作 x 2 次 

 5.27 左螺旋 + 右螺旋 + 斜盘跳龙磨转 180 度或以上  3 个动作 x 2 次 

 5.28 8 字 + 螺旋 + 斜盘跳龙     3 个动作 x 2 次 

 5.29 8 字 + 螺旋 + 斜盘跳龙移动    3 个动作 x 2 次 

 5.30 8 字 + 螺旋 + 斜盘跳龙磨转 180 度或以上  3 个动作 x 2 次 

 5.31 单侧 + 螺旋 + 斜盘跳龙     3 个动作 x 2 次 

 5.32 单侧 + 螺旋 + 斜盘跳龙移动    3 个动作 x 2 次 

 5.33 单侧 + 螺旋 + 斜盘跳龙磨转 180 度或以上  3 个动作 x 2 次 

 5.34 8 字 + 右螺旋 + 左螺旋跳龙    3 个动作 x 2 次 

 5.35 8 字 + 右螺旋 + 左螺旋跳龙移动    3 个动作 x 2 次 

 5.36 8 字 + 右螺旋 + 左螺旋跳龙磨转 180 度或以上  3 个动作 x 2 次 

 5.37 单侧 + 右螺旋 + 左螺旋跳龙    3 个动作 x 2 次 

 5.38 单侧 + 右螺旋 + 左螺旋跳龙移动    3 个动作 x 2 次 

 5.39 单侧 + 右螺旋 + 左螺旋跳龙磨转 180 度或以上  3 个动作 x 2 次 

 5.40 8 字 + 右斜盘 + 左斜盘跳龙    3 个动作 x 2 次 

 5.41 8 字 + 右斜盘 + 左斜盘跳龙移动    3 个动作 x 2 次 

 5.42 8 字 + 右斜盘 + 左斜盘跳龙磨转 180 度或以上  3 个动作 x 2 次 

 5.43 单侧 + 右斜盘 + 左斜盘跳龙    3 个动作 x 2 次 

 5.44 单侧 + 右斜盘 + 左斜盘跳龙移动    3 个动作 x 2 次 

 5.45 单侧 + 右斜盘 + 左斜盘跳龙磨转 180 度或以上  3 个动作 x 2 次 

 5.46 右螺旋 + 左擦背 + 右擦背跳龙    3 个动作 x 2 次 

 5.47 右螺旋 + 左擦背 + 右擦背跳龙移动   3 个动作 x 2 次 

 5.48 右螺旋 + 左擦背 + 右擦背跳龙磨转 180 度或以上 3 个动作 x 2 次 

 5.49 8 字 + 右螺旋 + 左擦背跳龙    3 个动作 x 2 次 

 5.50 8 字 + 右螺旋 + 左擦背跳龙移动    3 个动作 x 2 次 



 
 

 5.51 8 字 + 右螺旋 + 左擦背跳龙磨转 180 度或以上  3 个动作 x 2 次 

 5.52 单侧 + 右螺旋 + 左擦背跳龙    3 个动作 x 2 次 

 5.53 单侧 + 右螺旋 + 左擦背跳龙移动    3 个动作 x 2 次 

 5.54 单侧 + 右螺旋 + 左擦背跳龙磨转 180 度或以上  3 个动作 x 2 次 

 5.55 8 字 + 右螺旋 + 左擦背跳龙    3 个动作 x 2 次 

 5.56 8 字 + 右螺旋 + 左擦背跳龙移动    3 个动作 x 2 次 

 5.57 8 字 + 右螺旋 + 左擦背跳龙磨转 180 度或以上  3 个动作 x 2 次 

 5.58 单侧 + 右螺旋 + 左擦背跳龙    3 个动作 x 2 次 

 5.59 单侧 + 右螺旋 + 左擦背跳龙移动    3 个动作 x 2 次 

 5.60 单侧 + 右螺旋 + 左擦背跳龙磨转 180 度或以上  3 个动作 x 2 次 

 5.61 8 字 + 右螺旋 + 左擦背 + 右擦背跳龙   4 个动作 x 2 次 

 5.62 8 字 + 右螺旋 + 左擦背+右擦背跳龙移动   4 个动作 x 2 次 

 5.63 8 字+右螺旋+左擦背+右擦背跳龙磨转 180 度或以上 4 个动作 x 2 次 

 5.64 8 字 + 右螺旋 + 左擦背+右擦背跳龙   4 个动作 x 2 次 

 5.65 8 字 + 右螺旋 + 左擦背 + 右擦背跳龙移动  4 个动作 x 2 次 

 5.66 8 字+右螺旋+左擦背+右擦背跳龙磨转 180 度或以上 4 个动作 x 2 次 

 5.67 其他根据难度要求而自由组合的动作 

 

其他舞龙基础动作评分 

a) 凡是连接套式与套式之间的走位动作（跑龙套），不作套式论；除非赛前申报注

明。 

b) 凡属舞龙基本动作如绕圈圈，曲线或直线走位动作，圆形或直线缓慢起伏，单套

式等等，均不列入难度动作，但是必须填写在‘夜光龙套路登记表’。 

c) 行礼，开场与收式造型，也不列入难度动作，但是必须填写在‘夜光龙套路登记

表’。参赛队伍进退场必须表现恭敬有礼，体现体育精神，如有违反者，在演出编

排扣 0.5 分。 

d) 该队伍若没有依据上述要求填写‘夜光龙套路登记表’，将以漏做或增加动作扣分

计。 
  



 
 

 

第九章 错误扣分准则 

 

错误程度 舞龙动作规格错误情况 扣 分 

轻微错误 

 

1. 龙体轻微打折 

2. 龙体运动与人体动作轻微脱节 

3. 人体造型动作不到位 

4. 躺地, 起位时有附加支撑 

5. 组图造型转换不够紧凑, 解脱不够利索 

6. 静态造型, 龙体不饱满, 形像不逼真 

 

每出现一次 

扣 0.1 分 

明显错误 

 

1. 龙体运动各节速度不统一, 出现塌肚或脱节现像 

2. 龙体运动幅度不统一, 出现不合理的擦地 

3. 队员失误相撞,碰踩龙身,龙杆,龙体出现短暂停顿 

4. 队员上肩,上腿,搁脚,骑肩,叠背, 滚背,挂腰等技

术动作失误或滑落 

5. 龙体运动由动到静, 由静到动转换松散 

6. 快舞龙力量不足, 速度不快 

7. 单一动作次数不足 

 

每出现一次 

扣 0.2 分 

 

严重错误 

 

1. 因错误造成龙杆脱手或掉落 

2. 龙体出现不合理打结 

3. 运动员动作失误倒地 

  

每出现一次 

扣 0.3 分 

 

 

** 一个动作出现多种错误，最多扣分不超过 0.3 分。 

  



 
 

 

第十章 其他错误扣分（裁判长执行） 

1. 凡在规定比赛时间内，未完成比赛套路，中途停止或退场者，不予评分。 

2. 比赛时间不足或超时者, 超出规定时间 1 秒 至 15 秒, 扣 0.1 分, 15.1 秒 至 

30 秒, 扣 0.2 分. 依此类推。 

3. 道具布景布置时间不得超过 5 分钟，违者以超时计, 超出规定时间扣 1 秒 至 

15 秒, 扣 0.1 分, 15.1 秒 至 30 秒, 扣 0.2 分. 依此类推。 

4. 踩线或出界（包括龙身），每次扣 0.1 分（由裁判员报告给裁判长)。 

5. 比赛超出人数，每超出 1 人扣 0.5 分。 

6. 表演过程与‘夜光龙套路登记表’呈报说明不符或更改（套路不符，漏做或增加

动作），每次扣 0.3 分。 

7. 礼仪违例, 每次扣 0.5 分。 

8. 参赛员与辅助器材（佩戴号码除外）不能有夜光效果，扣总分 0.5 分。 

9. 道具、装饰物、服饰、鼓乐配备等、掉落或损坏，每次扣 0.1 分。 

10.场内运动者号码佩戴不整齐, 每次扣 0.3 分。 

11.套路申报表格迟交扣总分 1 分。 

12.因客观原因, 造成比赛中断, 可重做 1 次, 不予扣分. 运动员受伤, 器材损坏等

主观原因造成比赛中断, 可申请重做, 经裁判长许可, 安排在该赛次最后做 1 次, 

扣 1 分。 

 

第十一章 评分方法与名次评定 

1. 设 7 至 9 位评分裁判员、二位套路检查员，以独立评分方法执行评分与扣分。 

2. 根据 7 位裁判评定分数，最高与最低各 2 位为无效分，取中间 3 位有效分数的平

均值，为该队的应得分，再减去其他错误扣分，最后为该队的实得分。 

3. 根据 9 位裁判评定分数，最高与最低各 2 位为无效分，取中间 5 位有效分数的平

均值，为该队的应得分，再减去其他错误扣分，最后为该队的实得分。 

4. 当两队实得分相同时，则以下列原则分胜负。 

 以难度动作的数量计算, 多者名次列前 

 无效分接近有效分者 

5. 根据参赛队伍的最后得分颁发金奖，银奖与铜奖。 

 金奖：凡队伍实得分在 8.8 分或以上，颁发‘金奖’。银奖：凡队伍实得分在 

8.0 分至 8.79 分，颁发‘银奖’。铜奖：凡队伍实得分在 7.99 分或以下，颁发

‘铜奖’。 

 

6. 最高得分的金奖队伍，将颁发“龙王杯”一座。若该队连续三年保持金奖最高得

分，则奖杯可永远保留；否则来年得归还奖杯。 



 
 

第十二章 纪律处罚: 

1. 违例者将被吊销教练与裁判资格同时被禁止参加国际及全国赛/表演/采青等活动

高达三年。严重者将被取消会员资格/裁判与教练资格。 

2. 参赛者须严格遵守大会章程。如有任何队员或队伍以粗暴言语或不雅手语无理恐

吓、威胁、挑衅、辱骂、干扰大会或任何大会裁判或工作人员，将被取消比赛资

格并依据章程第 12 章第一条进行纪律处分。 

3. 参赛队伍若不遵守本总会所订下的规则或无故弃权团体，将被取消比赛资格并依

据章程第 12 章第一条进行纪律处分，同时被禁止参加国际及全国赛/表演/采青

等活动及吊销教练及裁判证两年。（此纪律处分也包括参赛运动员在内。） 

4. 扰乱赛会工作或破坏大会秩序者，须赔偿有关损失外，并须兼负法律上之责任。

同时也将被取消比赛资格并依据章程第 12 章第一条进行纪律处分。 

5. 所有参赛队伍必须在大会指定的地方，焚烧金银纸和香烛，不得在地上焚烧金银

纸和香烛。违例者将取消比赛资格并接受第 12 章第一条进行纪律处分。 

6. 依据国家法律，在任何有盖公共场所等吸烟，将受到法律制裁。任何队伍若被发

现在比赛场地（包括民众俱乐部的范围）吸烟，将被取消比赛资格并依据章程第 

12 章第一条进行纪律处分。 

7. 凡於全国赛领奖或领取纪念品的参赛团体代表，穿着须端装得体或整齐制服。大

会有权阻止或拒绝任何人上台接受领奖。如有违者，将受到第 12 章第一条进行

纪律处分。 

 

第十三章 其他 

1. 本规则于 2023 年修订，若有不妥善之处，必要时可由大会随时增删。凡以

上规则不明之处，将依据《2011 年国际龙狮联合会裁判法》。 

2. 比赛成绩判定为最终裁决。大会将不接受任何上诉。 

3. 本总会有权委派任何优胜队伍参加任何国际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