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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穿越者论坛（www.trekker.cn）山地定向赛简介及意义 

穿越者论坛是辽南地区自助式山地徒步穿越 AA 制论坛。所推崇的 AA

制理念是：费用公摊、任务共担、经历同享、风险自负。自 2005 年建站至

今，站内注册驴友的足迹已经遍布全国乃至世界一些地方。 

定向越野对提高野外判定方向的能力及学习使用地图有好处，还能够

培养和锻炼人的勇敢顽强精神，提高人的智力、体力水平，其定向过程更

是团队成员沟通协作的更好形式。山地定向运动不仅仅让你享受运动的乐

趣，更能享受团队的温暖。 

山地定向运动是穿越者论坛提高驴友野外策划路线、识图、自救、提

高野外生存及运动能力的极好方式，也是向户外培养、输送领队的一个重

要途径。 

这是一场比拼智力而非体力的比赛，需要的是团队配合和战略战术的

合理运用。 

Trekker 网站的户外定向越野运动有很多好处。 

    一、是看风景。离开了满是高楼大厦的城市，怀着恬静的心情步入大

自然的怀抱，看到的是蓝天白云，青山绿水，一眼望去，一片生机盎然的

景象，乃或苍穹大地，让人心旷神怡。 

二、是健身。户外运动是一项特殊的体育运动，它所消耗的体力和精

力均较大，是一种比较好的强身健体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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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团队协作。在户外定向活动中，是依靠大家的共同努力达到目

的的。在达到目的的过程中，需要队员协调、配合并互相帮助才能完成任

务。 

四、是交朋友。户外运动是众多队员共同携手完成的，需要队员有团

队精神，同甘共苦，朝同一目标努力、迈进，不分年龄，不分职业。 

五、是心情好。户外运动可减轻工作上、学习上的压力，忘却烦恼，

百纳大川的浩瀚之气能克服身心狭隘等心理问题，使你的心胸开阔，“宰

相肚里好撑船”，不至于像冰棱柱一样脆弱，进而在新工作、学习中得心

应手，新挑战中游刃有余。  

六、实战户外。户外定向运动能有效提高你的户外能力，在野外路线

策划、识图、使用指南针、户外生存及运动能力等方面得到极大检验及提

高。 

穿越者山地定向赛自 2003 年由 TREKKER 论坛创始人“老九”发起，第

一届山地定向赛是由其本人独自组织完成的，一直到 2012 年的第十届山地

定向赛都留下了“老九”的影子。 

转眼 TREKKER 山地定向赛已经走过十个年头…… 

2008 年的山地定向赛是在普兰店饮马湾北部群山完成的，这次定向赛

遇到大雾天气，导致比赛出现诸多问题，也给该次赛事及此类活动上了一

堂活生生的实践课，那就是如何在遇到恶劣天气的情况下，保证在户外运

动中的正确方向和安全系数。2008 年山地定向赛改变了以往两日赛程单日

结束同一地点的做法，即每日结束点在不同位置，这样就增加了比赛的难

度和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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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山地定向赛是在普兰店饮马湾南部群山完成的，这次定向赛增

加了夜间比赛项目，以提高队员全天候户外能力；本次比赛增加了 GPS 点

位，以其让更先进设备融入到户外运动中来，以提高队员在户外利用 GPS

的能力。 

2010 年山地定向赛是在大连城郊黄泥川群山完成的，这次定向赛提前

公布了赛场区域，目的是增加队员利用谷歌地球地形图的能力，并结合 GPS，

利用现时更容易利用的户外资源，以其能更好地做好户外出行准备计划。 

…… 

    当然，大自然在带给你快乐和健康的同时，也充满了各种各样危险和

不确定因素。因此，必须注意出行安全。安全因素是登山等户外运动的前

提。这个运动绝不是冒险和探险，没有安全保障的项目是绝对不能做的，

没有安全把握的路径绝对不能涉险。 

  据权威部门研究表明：经常参加户外活动的人，在运动的时候体内会分

泌一种荷尔蒙，让人身心感觉愉悦，先不说健康就是本钱，难道你不想自

己快乐吗？难道我们的生活就只是整天呆在学校、办公室，呆在电脑前吗？  

当然不是，那就尽快加入户外运动这一健康行列吧，加入到我们的快

乐“TREKKER”一族！ 

二、 比赛准备 

1、 选择比赛场地，比赛场地选择条件，一般都是按照两日赛进行场地

选择，最多 13 只队伍参赛，按照每次比赛人数不超过 120 人考虑（含参

赛队员、裁判员、拉拉队员）。场地大小 60 平方公里为宜，山地起伏比

较平缓，地形比较容易确认，场地中悬崖峭壁等危险山地特征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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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破坏较少，山路可以行车，有足够大的露营地，露营地附近有清洁

水源地，山地赛场内无军用设施或军用禁地，山地未被私有化。布场前

需要有人前往现场进行勘测是否适合做山地定向比赛场地。能够通过渠

道拿到该场地经过测绘局测绘完成的等高线地图，精度至少达到 10 米。 

2、 义工招募模板（另附）。 

3、 成立比赛组委会，招募相应条件义工，招募的组委会义工要大部分

有山地定向经验为宜；未有经验义工应同有经验义工进行编组。 

4、 赛场场地布置，要组织义工进行布场，一个两日传统方式的赛场场

地利用 GPS 打点完整布置下来，需要 16 个工作日左右，一般适合组织 8

名义工分两次进行场地布置，每次两人一组进行赛场布点工作。第一次

四组进行区域划分完成布点任务，第二次根据第一次点位在等高线地图

上划定后的分布讨论及比赛赛程需求，再次决定第二次布场的重点区域

及出发点、首点、必到点、救援点、结束点、营地、对讲信号中继站等

点位的确认及布点工作。 

5、 赛场布点程序 

1） 在图上划出要布点的区域（可以利用谷歌地图） 

2） 每个区域内至少要布点均匀（有山脊、有沟壑） 

3） 布点区域要安全可靠，禁止在悬崖峭壁、滚石、施工区域等

危险地段或易改变地貌区域布点 

4） 靠近军事区域或者有“军事禁区，禁止进入”标志区域内禁

止布点，布点要距离该区域有一定距离 

5） 到达指定位置后，在易见的不易损坏或搬动的石头或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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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树）喷漆 

6） 标志为字母或数字+数字+识别码（识别码定位 T/Y/Z/X/V） 

7） 在 GPS 上打上兴趣点，名字与喷漆的标志一致 

8） 从多个角度纵深拍照喷漆标志，最好三张，照相时，将识别

码挡住或者照完相后再喷识别码（识别码的主要功能是防止造

假） 

9） 在地图上对应的位置做好标记 

10） 做好点位描述的记录 

11） 做好点位难易程度的记录，便于编制赛程人员设计难度时参

照 

12） 继续下一点 

13） 完成任务时，将照片倒给相应任务负责人 

14） GPS 点位文件倒给相应任务负责人 

15） 点位描述的记录和地图交给相应负责人 

6、 赛程文件准备：要把所有的 GPS 点位全部转移到等高线地图上，并

生成新的坐标文件同真实的经纬度进行对照，把新的坐标标注在等高线

地图上，以用来比赛。还要把所有的点位信息（虚拟坐标）用既定的模

板做成全面系统的文件，以备比赛做赛程任务书用，并作相应场地资料

备份。 

7、 赛场点位信息统计模板（另附）。 

8、 比赛组委会及裁判组任务分工。 

9、 分工模板文件（另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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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赛程拟定：根据比赛要求，一日赛或者两日赛，以及每次比赛新增

加的内容做比赛赛程要求，然后按照要求裁判组分头准备文件、任务及

到达比赛场地埋比赛任务书。 

11、 赛程模板文件（另附）。 

12、 比赛点位分配及比赛各项目表格模板（另附）。 

13、 埋首点任务书：人员至少四人（最好熟悉赛场场地情况），两人一组，

材料包括，所埋任务书、各组任务书和首点点位对照表、首点区域谷歌

地图（更容易找点）、首点区域等高线地图、装任务书塑料袋、登山杖、

GPS 等。 

埋任务书要求：要容易找到，要做到周密防水，密封袋要封严，埋点的

位置如果可以避雨，尽量做到避雨方式埋设。 

14、 赛前准备及动员，在论坛上公布 1 号文件、2 号文件…… 

15、 赛前培训：赛程讲解、比赛注意事项、比赛个人装备要求等，每次

要做，以利于提高比赛成绩及增加赛程的趣味性。 

16、 赛前培训 PPT 文件模板（另附）。 

17、 比赛个人装备要求清单及注意事项（另附）。 

18、 赛程所需道具的征集、租赁等任务分配，如大巴租赁、对讲征集或

租赁、裁判及救援用车征集等。 

三、 比赛过程 

1、 比赛赛程所有所需文件、装备、道具，按照分工要求进行相应的准

备并跟进汇报。 

2、 出发前准备：文件资料要齐全，一般分为前车文件、后车文件；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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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文件内容包括相应队伍的比赛用图、首点任务书、抽签、印有裁判组

对讲频率及联系方式的不干胶条、备用首点位置所埋任务书、备用首点

任务书等资料。裁判资料内容包括裁判用图及救援用图、赛场点位资料、

整点报时表格、成绩记录表格、救援成绩表格、汇总成绩表格等资料；

裁判资料要备用双份（以防比赛中文件出现意外）。 

3、 救援组同先行裁判车出发赛场场地，负责等待救援及对讲中继站搭

建（另负责整点报时记录工作），以等待比赛开始时参赛队员使用。 

4、 上车前要做的工作：抽签、分发对讲并按照抽签组别所分配的频率

进行对讲调试、分发指北针、前后组分组上对应的大巴车。 

5、 车上讲解：随车裁判按照信用卡拟定的车载讲解程序进行，穿越者

论坛简单介绍、比赛安全强调、赛程简单讲解、保护环境强调、再次强

调比赛安全；讲解完毕后发放比赛地图及相应队伍首点任务书，告知不

干胶条粘在地图背面，以备急用；车上解答现场提问；车到达图中，向

队员告知。 

6、 车上讲解内容模板（另附）。 

7、 下车出发：出发队伍要向裁判申请出发，随车裁判给出发队伍合影，

并记录相应队伍出发时间，并查看一下队伍所标注首点位置是否正确，

做相应提示，避免首点耽误过多时间。待确认所有队伍均找到首点任务

书后，随车裁判才可以离开首点区域向大本营靠近。如果接近本次比赛

还有比赛延续，随车裁判要做下一次赛事任务书埋点工作。 

8、 赛程监控：首点任务全部完成后，除救援队（对讲中继站）人员外，

其他外派裁判人员向赛场大本营靠拢，按照总裁判的要求派救援裁判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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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救援点记录救援赛成绩。整点记录裁判要及时联络整点未报时队伍，

了解该队伍现状，确认该队伍位置。在接到队伍整点报时及比赛询问时，

要每次注意强调安全。在比赛结束前一小时要向队伍强调结束时间。 

9、 成绩记录：按照比赛要求做好成绩记录。成绩记录要素主要为照片，

注意照片上的人员及点位信息是否属实，注意加时和罚时。要回收比赛

用图及各项任务书。 

10、 核算现场赛成绩，并作出成绩名次。 

11、 如果是做企业定向赛，统计成绩排名后，利用参赛企业队伍合影机

会做一张合影（含在场裁判）留存，在大家全部上车以后，随车裁判要

做赛程结束语（结束语要简短，向大家表示感谢，并鼓励大家多多参加

体育锻炼，以进一步加强参赛人对该类赛事的兴趣度），结束语由信用卡

起草。 

四、 成绩核定 

1、 现场赛部分，以现场赛规则核算成绩。 

2、 救援赛部分，以救援赛规则核算成绩。 

3、 文字作业赛部分，以文字作业赛规则核算成绩。 

4、 总成绩：以以上各项赛程所占总成绩比例核算总成绩排名。 

五、 赛后总结会（暨颁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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