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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上海市青少年无线电活动日项目与规则

活动项目：

1. 短波机上信号抓抄

2. 对讲机综合通信项目

3. 业余无线电应急通信营地设立

4．青少年业余通信卫星空间科学实验方案设计

5. 青少年应急通信野外搜救活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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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细 则

一、短波机上信号抓抄项目活动规则

1.1 队员准备

（1）每位队员均独立使用SSB工作模式的短波接收设备（接收机或者收发信

机的收信部分）接收由组委会统一发出的无线电信号，频率范围不超出

14.150-14.350MHz。
（2）队员使用的收信设备自备，型号不限，比赛中每位队员只允许使用一台

单接收通道的设备。抓抄时，不得利用频谱与信号自动搜索功能辅助接收。

（3）队员所用的附件及必要物品。操作者必须使用耳机，以免互相干扰。

（4）队员不得将电脑及存储设备带入赛场。

（5）短波接收设备电源推荐使用化学电源（电池组、电瓶等），如使用其他

电源，需在领队会上申报，赛前经裁判检验，以不对其他接收设备造成干扰

的方可使用。

1.2 竞技信号

竞技信号为业余电台呼号，信号强度、频率、速度均可能不同。在无线

电活动频率范围内（14.150-14.350MHz），同一时刻可能有一个或多个话和

报的信号。

1.3 活动方法

（1）当接收设备的数量不允许所有队员同时比赛时，由组委会决定分批次比

赛，队员参加批次由抽签决定。

（2）开始后，每位队员独立操作，抓抄信号。

（3）抄收到的内容须抄写在裁判发给的记录纸上。

（4）抄收结束后，队员在规定时间（赛前公布）内做退场准备、整理记录。

（5）退场时，队员将抄收记录纸交裁判员。

1.4 裁判方法

1.4.1 计分方法

（1）每正确抓抄一个话音呼号得10分、电报呼号得13分。抄写呼号错误者，

不论错情（例如个别字母错误）均不得分。

（2）同一个呼号重复出现时，只计分一次。

（3）总得分为0分视为成绩无效。

1.4.2 名次评定

（1）个人名次以得分多者名次列前。如相同者以电报得分多者列前；再相同

者以语音得分多者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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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队本组别4人成绩均有效才有资格参加团体名次的评定。团体名次按

上述4人名次之和排列，少者列前。如果名次之和相等，得分总和多者列前。

再次相等者，以本队个人最好成绩居前者列前。

1.5 抄收记录纸样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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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讲机综合通信项目活动规则

2.1 对讲机综合通信赛前准备

本活动项目为UHF和VHF波段综合通信活动，分A/B两个场地进行。具体场次可

根据场地等具体情况决定设置。

2.1.1器材

（1）使用现场提供的VHF或者UHF业余频段对讲机。

（2）如需使用计时设备、笔、写字板、指北针等请自备。

2.1.2电文底稿

（1）电文底稿，即要求队员发送的电文，总计20组，组成如下：

（2）由2－5个汉字组成的词汇，主要从日常生活用语、无线电通信基础技术

用语、救灾及医护等用语中选取，如：无线电、担架等。

（3）由5个左右字符（字母和数字）组成的混合字段，如：BY1PK/4、DFS69

等。

（4）收报纸为队员抄收对方电文用纸，每页印有20个空格。

队员抄收对方报文和待发报文用纸样张（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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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场地布置及设施

（1）场地为室外场地。

（2）起点附近设置设备暂存区，以及封闭的等候区。

（3）出发前由无线电活动委员会公布队员出发顺序、本批次无线电活动有效

时间、公共备用频率和其它必要的注意事项。

2.1.4 检查点

（1）检查点应设在至少能从某一方向10米左右能看到的位置。

（2）检查点设有标志旗及标志牌。标志旗为30厘米×30厘米，以对角线划分

为上白下红的旗帜，悬挂最高点离地高度在1.5米至2.5米之间。标志旗距离

检查点裁判员的水平距离不超过3米。

（3）标志牌不小于A4纸张大小，白底，用黑色或红色标有检查点的代号，字

体为黑体，字高不小于100毫米。标志牌距离收取无线电活动报文文件的裁判

位置不超过2米。

2.1.5 终点设置

终点设置终点线，在终点线上方悬挂“终点（或FINISH）”标志。终点附近

设置封闭的终点休息区。

2.2 对讲机综合通信流程

2.2.1 出发

（1）同一小组的两名队员在同一批次出发，同一组别的队员在同一批次出发，

同一组别的队员在同一起点场地出发。出发方法及相邻批次出发间隔由无线

电活动委员会在无线电活动前公布。

（2）无线电活动开始前，所有队员必须在等候区内等候。

（3）出发前，队员被召唤出等候区，领取对讲机，由裁判发给频率呼号表、

电文底稿以及空白收报纸，队员应在规定时间内自行将对讲机调至指定频率，

经裁判核查后应立即关机。出发前一分钟，队员由裁判带领分别进入A\B区域。

（4）裁判下达开始命令后，队员方可打开对讲机电源。

2.2.2 通信联络、到达检查点

（1）队员在裁判下达开始命令后，即可在向检查点行进的同时，将待发电文

发给同组的队员，并抄收同组队员发来的电文。

（2）队员到达检查点后，向裁判递交电文底稿，收报纸、频率呼号表。

（3）完成上述步骤后，队员应按裁判或标志指引向终点行进。

2.2.3 到达终点

（1）队员到达终点线，打卡计时，无线电活动计时终止。

（2）终止计时后，队员应立即关闭对讲机，并到成绩统计处登记输入成绩。

（3）随后，队员立即向终点设备暂存区裁判递交对讲机，或在裁判员指引下

将对讲机放到指定位置。之后队员立即进入终点休息区休息，在整个活动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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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前，不得离开终点休息区。

2.3 对讲机综合通信需遵守的几个规则

2.3.1通信规则

（1）队员只准与同小组队员通联。

（2）通联时必须使用裁判指定的频率、呼号。遇有干扰时，双方可以协商改

频到组委会公布的公共备用频率。如果再次遇到相互干扰，按照后用让先用

的原则，后用者可再次改频回到指定频率。使用公共备用频率的双方，如果

连续15秒双方均没有发射，即失去“先用”的优先权。

（3）通话联络时，每次呼叫联络和结束联络前后必须以标准字母解释法报清

自己及对方的呼号。发送电文时，汉字电文可以使用普通话加以解释，英文

电文应使用标准字母解释法加以解释。

2.3.2 回避原则

（1）队员在出发至终点的整个过程中，不得与任何人交谈、传递纸张、物品

等。

（2）除了在检查点周围，在行进过程中如遇到其他队员，双方都应主动避让，

保证任何队员之间的距离始终保持在2米以上。

（3）队员在赛场发生意外情况时，可以使用组委会规定的紧急呼叫频率向裁

判报告。

2.3.3 技术发挥

在活动中，允许队员在不改动对讲机原有输出功率的条件下，发挥自己的技

术能力、运用应变措施，例如选择有利操作地形及地点、使用适当的天线或

反射体等。

2.4 裁判方法

组委会为每个组别规定具体的操作时间限制，并在起点布告板上公布（本次

活动时间每组有效为30分钟）。

2.4.1 计分方法

（1）每组正确报文得5分，每组错误报文不扣分。

（2）小组得分＝两名队员抄收正确组数得分之和。

（3）同一小组两名队员所用平均时间超过规定时间成绩无效。

（4）抄收报文位置需与报底报文的位置一一对应，位置错，均计为错。

（5）抄收一个中文单词或者一个英文字母组有一处或一处以上文字错（包括

错别字）、漏、次序颠倒，均计为错1组。

（6）队员必须在每张收报纸上正确、清楚地标明自己的队员报文编号、字数、

姓名、队名、组别、对方呼号。对方呼号出现错误者成绩无效。

（7）没有将要求的通信文件全部递交到正确的检查点者，所在参赛小组得分

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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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经起点带入场地的所有设备均应随身带至终点，否则按扣分处罚。

（9）参赛队员的对讲机必须留在终点，其他附属器材可现场拿走（指卡必须

交还给自己的领队或教练），否则视为作弊，判该小组队员成绩无效。

2.4.2 名次评定

（1）名次评定以小组为单位，分数高者列前；得分完全相同时，同一小组两

名队员所用时间之和少者列前；再相同时，名次并列。队员成绩若为0分或负

分均视为成绩无效。

（2）本代表队本组别的所有参赛小组（共2组）成绩均有效才有资格参加团

体名次的评定。团体名次按上述小组名次相加，和小者名次列前。如果名次

之和相等，得分总和多者列前。再次相等者，以本队最好小组成绩居前者名

次列前。

2.4.3 队员下列行为视为犯规

（1）使用规定以外的频率和呼号。

（2）与规定的同组队员以外的电台联络。

（3）总则中所提及的其他犯规行为。

（4）领队、教练及随队人员不得擅自进入比赛活动区域。违者该队按犯规处

理。

（5）队员纯因操作技术水平所限不能正确遵守业余电台联络纪律和规定，情

节轻微、且不会影响本人及他人的成绩者，裁判可按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

或扣分处罚。

（6）在活动过程中使用规定以外的通信工具或将通信工具带入预备区。



上海市青少年无线电活动日

第 8 页 共 25 页

三、业余无线电应急通信营地设立项目活动规则

3.1 业余无线电应急通信营地设立:

本活动项目为每队的女子组两名队员在规定时间内人工搭建一套双人帐

篷和用自带的UV波段手持电台（俗称：对讲机）进行抄收空中报文。每队的

男子组两名队员协作架设一套短波倒V天线和在指定的频率上抄收空中报文。

每个代表队均参加上述两项比赛。

3.1.1 活动基本单元为以4名选手组成的小组（2男2女）；女子组为人工搭建

帐篷和UV波段（VHF：145.650MHZ、UHF：435.650MHZ）抄收空中报文任务，

男子组为架设倒V天线和20米短波波段（14.300MHZ）抄收空中报文任务。电

波报文内容一般为无加密、压缩技术的”0-9数字、中文、26个字母”等。UV

波段信号为FM调制模式，短波波段信号USB调制模式。

3.1.2 运动员需自备的器材：

一部短波电台和多部手持电台（对讲机）、双人帐篷1顶（限内穿式插接杆支

撑，不少于4根拉纤，不得使用自动速开或外挂挂钩形式）。短波倒V天线包

括鱼竿支撑杆、支撑杆地面固定装置、支撑杆风绳、支撑杆风绳地锚或等效

压重物、巴伦、必要长度的金属导线振子、振子牵引绳、牵引绳地锚或等效

压重物、天线与电台连接馈线。电台设备包括电台主机、电源（可内置）、

耳机等必要的附件和工具仪器等，但不得具有录音和自动抄报装置。

3.2 活动方法

3.2.1 各个参赛队（2男2女）在同一场地内进行比赛。裁判发令准备之后，

参赛者携带活动应用的器材在场地旁规定等候区域内等待进场。

3.2.2 裁判员发出开始指令后，各代表队自行携带活动设备进入场地开始比

赛，同时计时开始。设备不得提前组装或连接。

3.2.3 进入场地后，运动员应在组委会规定的时间内架设以下设备。

3.2.4 一副倒V型天线，天线须使用巴伦。支撑杆要求使用鱼竿。要求天线顶

端自地面不低于4米并可靠自立，不能由参赛者手扶或借助其他人力使其维持

直立状态；天线振子的末端应与线绳相连，线绳的另一端可靠固定于地锚上。

3.2.5 支起一顶双人帐篷。要求帐篷完整撑开，纤维支架插接完好，打好纤

绳和地锚。

3.2.6 如在操场上进行该项目赛时，则无需正规地锚，可用沙袋等物件代替

地瞄；但地锚的代用物则不可缺少，如有缺少者，判该组该项分数倒扣每处

２０分计入该项目总分。

3.2.7 将电源、天馈系统与短波电台正确连接。并打开电源开关，使电台处

于通电接收状态。

3.2.8 修剪天线使天线工作频率在14.300MHz时SWR≤3。

3.2.9 全部设备架设完毕并且检查无误后，代表队一名队员打卡停止计时或

由组委会临时决定计时方法，比如是由场地裁判员对各小组进行人工计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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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等。裁判员检查所完成的项目是否符合要求。此时任何队员应停止触碰活

动器材。

3.2.10 营地设立比赛规定截止时间为20分钟，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的视为超

时。

3.2.11 各组别的每个男女代表队均临时由1名男和1名女队员分别在裁判组

指定的时间和频段内抄收一组报文。报文内容是由字母解释法和音频报组成

的业余无线电台呼号，一组报文由20个呼号组成（10个SSB和10个CW呼号）。

3.2.12 各组别：女子组（2人）负责搭建帐篷，协作通过自带U波段或V波段

的手持台（简称：对讲机）均可在145.650和435.650MHZ频率上操作抄收空中

报文；男子组（2人）负责架设天线（倒V天线），协作通过自带HF电台或HF

业余收信机（14.300MHZ）频率上操作抄收空中报文。抄收过程中各组均不得

发射信号干扰其他组抄收。

3.2.13 在操作过程中，每队2男2女均可协助本队队员完成搭建与架设任务；

帐篷搭建时间与倒V天线架设时间分别计入个人总成绩。每队应该提交2份不

同（男子组与女子组）的报文给场地裁判员。

3.3 裁判方法

3.3.1 计分方法 活动得分＝全部活动时间×0.5-使用的时间（以秒计算）

3.3.2 出现以下情况予以扣分

3.3.2.1 女子组人工帐篷搭建评分办法：

⑴ 帐篷没有完整支撑（纤维支架未插好），每小组扣除100分；

⑵ 帐篷搭建好后两名女运动员未能进入帐篷内等待接受信号操作任务，每小

组扣除100分；

⑶ 帐篷拉纤（风绳）未拉（共4条拉纤），每发现一处扣除20分；

⑷ 帐篷地锚(未用代用物 件代替)未钉入地下（共4支），每发现一处扣除20

分；

3.3.2.2 男子组短波天线架设评分办法：

⑴ 倒V天线杆不能完全自立或低于制定4米以上高度（其中的风速≥11米/秒

的测定，则此项不扣分），每小组扣除200分；

⑵ 天线拉纤（风绳）未拉（共4条拉纤，包括振子上的2条），每发现一处扣

除20分；

⑶ 天线末端未经线绳与地锚（或模拟地瞄，共4个）连接，每发现一处扣除

20分；

⑷ 电台未与电源完好连接扣除50分；电源未打开扣除20分；

⑸ 天线驻波比大于3（14.300MHz时SWR≤3）扣除100分；

⑹ 两名女子选手未能在帐篷里协作用U或V对讲机完成抄收任务；

⑺ 两名男子选手未能用HF电台或HF收信机进行抄收任务，则扣除100分。

3、正确抄收一个呼号（信号由组委会临时决定）得20分，抄写呼号错误者，

不论错情（例如个别字母错误），均不得分。成绩为负或超时均视为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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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名次评定

⑴ 分数高的小组者列前；得分完全相同时，所用时间少者列前；所用时间完

全相同时，名次并列。

(2) 本代表队各组别的所有参赛小组（2男2女）成绩均有效才有资格参加男

女团体名次的评定。

(3)团体名次按上述小组名次相加，和小者名次列前。如果名次之和相等，得

分总和多者列前。再次相等者，以本队最好小组成绩居前者列前。是否评定

团体成绩在赛前公布。

3.4 市级活动视频提交形式：

参赛以视频形式提交：视频时长不超过5分钟，文件不超过400M。拍摄设

备不限（可以手机拍摄），必须以横屏画面进行拍摄，呈现的部分必须是一

段连续不断且未经剪辑的录制，录制设备可以在参赛区域周围移动，拉近／

拉远等。在比赛呈现的部分中，任何形式的编辑，例如增加特效等是不允许

的。所有的参赛队员、道具、场景等都必须在某一段时间内同时出现在镜头

中才能够被打分，并将参赛队完成的报文抄报纸清晰地拍摄进入视频结尾处

以证明提交的报文是拍摄现场完成的。参赛队应该尽最大努力地完成营地设

立任务。视频以MP4格式进行提交。按照“区名-学校全称-指导教师”的格式

命名视频，将参赛队报文抄报纸扫描文件一同打包后以附件方式提交至邮箱

dzjs_sh@163.com。由各区于6月15日前将入围市级活动项目报送至上海市青

少年无线电活动日组委会。

3.5 各评分表样张（下页）

mailto:dzjs_sh@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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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业余无线电应急通信营地设立评分表

2024年上海市青少年无线活动日

---业余无线电应急通信营地设立评分表

队名： 批次 台站编号 指卡号

组别：

一、有效时间20分钟；全部活动时间为1200秒-使用 秒= 分

二、出现以下情况扣分 扣 分

1 帐篷没有完整支撑（纤维支架未插好） 扣除100分

2 帐篷拉纤未拉，每发现一处 扣除20分

3 帐篷门口未能面对天线立杆 扣除100分

4 两名女子选手未能在帐篷里协作用U或V对讲机完成抄

收任务

扣除100分

三、女子组抄收报文 报文得分

每正确抄收一个呼号得20分，抄写呼号

错误者，不论错情（例如个别字母错误，

均不得分）

业余无线电应急通信营地设立【帐篷搭建项目】总分（活动用时得分-扣分+报

文得分）成绩为负数或用时超时本场比赛无效

参赛队组长
场地裁判

成统判长

签字

队名： 批次 台站编号 指卡号

组别：

一、有效时间20分钟；全部活动时间为1200秒-使用 秒= 分

二、出现以下情况扣分 扣 分

1 天线拉纤未拉，每发现一处 扣除20分

2 天线顶端距地面不足4米 扣除200分

3 天线杆不能完全自立 扣除100分

4 抄收信号时选手未使用耳机 扣除2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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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台未与电源完好连接 扣除50分

6 电台未与天线完好连接扣 扣除50分

7 电台电源未打开 扣除20分

8 天线驻波比大于3 扣除100分

9 两名男子选手未能用HF电台或HF收信机进行抄收任务 扣除100分

三、男女组抄收报文 报文得分

每正确抄收一个呼号得20分，抄写呼号错误者，不论错情（例如个别字

母错误，均不得分）

业余无线电应急通信营地设立【天线架设项目】总分（活动用时得分-扣

分+报文得分）成绩为负数或用时超时本场比赛无效

参赛队组长 场地裁判 成统判长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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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业余无线电应急通信营地设立男子组---报文抄报纸

2024年上海市青少年无线电活动日

业余无线电应急通信营地设立男子组---报文抄报纸

参赛队资料

队 名

组 别

指卡号

频 率： 14.300 模 式：USB

报

文

1 2 3 4 5

5

10

15

20

以下由裁判员填写

每正确抄收一个呼号得20分，抄写呼号错误者，

不论错情（例如个别字母错误，均不得分）

报文正确组数 得分

成统裁判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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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业余无线电应急通信营地设立女子组---报文抄报纸

2024年上海市青少年无线电活动日

业余无线电应急通信营地设立女子组---报文抄报纸

参赛队资料

队 名

组 别

指卡号

频 率： 145.650或435.650MHZ 模 式：FM

报

文

1 2 3 4 5

5

10

15

20

以下由裁判员填写

每正确抄收一个呼号得20分，抄写呼号错误者，

不论错情（例如个别字母错误，均不得分）

报文正确组数 得分

成统裁判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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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青少年业余通信卫星空间科学实验方案设计规则
上海市青少年在业余无线电、宇航科技方面的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底

蕴和广泛的覆盖面，如1997年业余卫星AO-10通联；2000年月面反射通信；2011

年希望一号卫星通信；2007、2019年与国际空间站上的宇航员进行天地通话

等活动，都深受青少年学生的喜爱。以开展业余通信卫星空间科学实验方案

设计活动，引导青少年们关注业余通信卫星，提升学生的科学素质。

4.1 青少年业余通信卫星空间科学实验方案设计要求

活动不设定特定主题，倡导青少年对自己感兴趣的太空科学与技术问题

进行创新设计，进行假设并提出验证假设的实验（试验）计划。参赛学生将

基于业余通信卫星空间独特环境以及提供的资源情况，提出空间科学实验方

案。方案要符合以下条件：

1.方案要有明确的实验目的；

2.实验的方案；

3.说明创意创新点。

4.2 活动方法

线上小程序参与

4.3 评分标准

评审指标
评分参考标准

优秀 良好 一般

科学（0-30分）
科学原理运用准确、设

计合理

科学原理运用基本准确、

设计基本合理

科学原理运用无较大

偏差

创新（0-30分）
方案设计不与已有方

案相同

方案设计不与已有方案

类似

方案设计与已有方案

相同

完整（0-20分）
方案设计完整，能形成

实验效果

方案设计基本完整，调整

后能形成实验效果

方案设计基本完整，需

要做较大调整

实施（0-20分）
方案具有可操作性、可

实施
方案基本可操作、可实施 方案需做较大调整

4.4 方案设计格式（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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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业余通信卫星空间科学实验方案设计 编号（ ）

所属区 学校 年级与班级 组别 姓名 学籍号

小学

初中

高中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指导老师姓名 学校或工作单位

实验名称：

实验目的及意义简述：（200字内）

实验方案设计说明：（800字内）实验内容、实验方法的详细说明、流程、需要的

设备和试剂 （实验设备不能排放有毒有害气体；不具有腐蚀性；装置不能易燃易

爆，所用材料具有阻燃性；化学及生物实验装置要气闭无排放）

实验或实验器设计图示：（请标示出主要部分的名称，可附页）

创意创新点：（300字内）（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

点、研究新对象、采用新方法等）

备注： 方案设计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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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业余通信卫星实验载荷技术参数（以上海市静安区“静安梦想星”

为例）

“静安梦想星”任务舱实验载荷技术参数说明：“静安梦想星”主体外

形为长方体结构，总重约为30kg.任务舱可带3个相同大小的实验载荷。卫星

运行轨道为太阳同步轨道，轨道的高度为 400-500km左右，卫星约每90-100

分钟绕行地球一周。

卫星具有姿态稳定及调整能力。电源系统输出功率大于50W,采用U频段测

控、X频段数传、VU段J模式FM中继转发。

“静安梦想星”每个实验载荷的基本约束条件为：

（1)供电：12VDC,功耗≤10W；

（2)数据接口：异步RS422串行口，码速率115200bps；

（3)结构包络：60mmx60mmx150mm；

（4)载荷重量：≤500g；

（5)在轨寿命：1年

（6)任务舱其它状态描述：（如内部是否真空状态、是否有向外太空透

视窗口等）

①温度范围：0~30℃

②真空度：低于6. 5x10
-5
Pa

③辐照总剂量：不小于5Krad(Si)

④是否有向外太空透视窗口：否

（7）搭载的试验要符合航天相关的安全性要求。

无流动液体，无易燃易爆，无挥发性物质（真空下），无放射性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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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青少年应急通信野外搜救活动规则
5.1 活动方法：

5.1.1 基本要求：

(1) 队员配置：四人一组，都必须佩带识别牌（同色）。分别为：队长、

搜救员（伤员）、测向员和通信官。

(2)各小组配备器材：

 80米测向机1个（自备）；

 对讲机3部；

 通信官记录纸1张，大本营密码箱A一个；

5.1.2 场地布置

（1）营地

（2）装备隐藏处 （树林中）

（3）各场地配置

大本营：

 密码箱A（内有开启密码箱B的密码）；

 桌椅1套；

装备隐藏处：

伤员位置 1

伤员位置 2

大本营

1

大本营

2

不小于30米

密码箱、绷带、三

角巾、夹板等。

2

密码箱、绷带、三

角巾、夹板等。

1

信号源

1

信号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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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码箱B（装有包扎装备：绷带、三角巾和夹板各一个）；

 80米信号源；

注：

a) 在大本营是看不见装备隐藏处的，此二处要相隔一定的距离。

b) 密码箱A\B均上锁，在密码箱B上贴有一个纸条，上面写有：“打开大本营

密码箱A的密码***”，队长用对讲机向大本营处通信官传送密码，通信官

打开大本营密码箱A后可获得打开密码箱B的密码，将密码传回队长，测向

员开箱后才能取出急救所需的装备。

c) 每个密码箱B旁均配有一个测向机信号源，测向员根据指定的信号台台号

寻找相应密码箱。
 1号台 MOE（-- ---·）

 2号台 MOI（-- ---··）

 3号台 MOS（-- ---···）

 4号台 MOH（-- ---····）

 5号台 MO5（-- ---·····）

 6号台 6 （- ····）

 7号台 7 （-- ···）

 8号台 8 （--- ··）

 9号台 9 （---- ·）

5.1.3 任务分配：

（1）各小组按出发批次提前十分钟在大本营列队，小队长抽取信号台号码，

领取装备分配给队员并明确任务分工（每队要求自行对3部对讲机设置频

率，确保本组能建立有效的通信并且不受干扰）；

队长：对讲机1台；

测向员：测向机1台；

搜救员（伤员）：对讲机1台（发报纸到达指定地点后发放）；

通信官：对讲机1台，密码箱A一个，抄报纸一张。

（2）队长任务：使用对讲机与大本营和搜救员（伤员）保持通信，带领测向

员找到装备密码箱B，将箱内的物资转运到搜救员（伤员）所处之地，妥

善处理搜救员（伤员）的伤情并将搜救员（伤员）安全送回大本营；

（3）测向员任务：利用测向机搜寻装备密码箱B的位置，协助队长将搜救员

（伤员）安全送回大本营

（4）搜救员（伤员）任务：准确无误的向大本营发送求救报文，等待队长和

测向员的营救；要求搜救员（伤员）将求救报文带回大本营；

（5）通信官任务：留守大本营，通过对讲机保持与搜救员（伤员）、队长两

边的信息联络。具体任务包括接收搜救员（伤员）传回的报文并将关键词

记录在通信记录纸上；在队长出发后，抄收队长传回的位置信息，抄收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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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传回的密码，打开大本营密码箱A后，将密码箱内的密码告诉队长打开

装备密码箱B。

5.1.4活动流程：

（1）计时开始前要求所有参赛人员将对讲机和测向机处于关闭状态，计时开

始后方可打开对讲机和测向机电源；

（2）全体成员按裁判要求背对场地列队；

（3）搜救员（伤员）在裁判的引导下先行出发，到达指定位置后，裁判向搜

救员（伤员）发放求救报文；

（4）计时开始；

（5）搜救员（伤员）拿到报文后利用对讲机向大本营报告情况后等待救援；

（6）通信官坐在大本营桌前，准确无误的抄收搜救员（伤员）发来的求救报

文，并向队长报告搜救员（伤员）情况；

（7）报告完毕后，由队长带领测向员出发，利用测向机寻找装备箱（队长必

须等通信官完整接收求救报文将内容记录在通信记录纸并交给裁判后后

方可出发）。

（8）在寻找装备的途中，队长要向通信官报告一次位置（时间，所处的位置

等）。

（9）测向员利用测向机在隐藏处找到装备，队长使用对讲机将装备密码箱B

上的密码传给通信官，通信官打开密码箱A后将箱内的密码发还给队长，

队长打开装备密码箱B取出救援物资。

（10） 队长和测向员拿到救援物资后，迅速赶往搜救员（伤员）处实施

救援，按照救护要求使用夹板和绷带固定小臂后用三角巾悬挂胳膊；（伤

员包扎方法见附图）

（11） 测向员协助队长将搜救员（伤员）安全送回大本营；

（12） 队长、测向员和通信官在大本营桌子前列队，由队长向裁判报告，

报告词为：“报告裁判，XX队救援任务完成”。

（13） 计时停止。

（14） 裁判收缴搜救员（伤员）的求救报文，检查并记录伤员包扎情况。

（15） 比赛结束。

伤员包扎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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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评分标准：

第一阶段活动：

（1）通信官正确抄写搜救员报文信息共20分。若呼号抄收错误，报文无效；

（2）报文信息共20格，每格1分，单格内容有丢字、错字此格扣1分。

（3）密码箱没被打开，行动失败，返回大本营。密码箱打开，进入下一阶段

活动。

第二阶段活动：

（1）正确处理和包扎伤员的伤处，共30分；

（2）夹板的使用、绷带包扎和三角巾悬挂，一处不合格扣10分。

5.3 犯规及处罚：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取消本项比赛资格：

（1）将非活动许可的通讯设备带入活动场地的（如手机或有通讯功能的手

表）；

（2）行进途中不走自然路线，穿越绿地者；

（3）私自将报文带出场外的；

（4）在比赛过程中私自复制报文者；

（5）参赛者或其领队、教练干扰比赛；

（6）不服从裁判者。

5.4 样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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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求救报文样卷

上海市青少年应急通信野外搜救活动

伤员呼救报文

（样卷）

Mayday , Mayday 这里是 BA4AA （呼号）呼叫。

我们正在进行野外搜救演练活动。我在登山过程中受伤，被

困山上。请求听到的电台前来救援。

我从285高速ABC出口出发，向东南方向沿小路徒步行进了约

1.5小时，目前我被困位置的海拔高度为271米。

我没有携带GPS设备，手机丢失，无线电对讲机电量充足。

被困位置在半山腰，周围树木为3米高杨树，山体面向西北

方向，在我的正北方向5公里远有手机信号塔。

我右前臂骨折，需要包扎固定。干粮、水壶丢失。身体因过

度劳累出现虚脱，无法自主下山。服装保暖性好，体温正常。

我会一直在这个频率上守候，等待救援。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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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信记录纸样张

青少年应急通信野外搜救活动

通信记录纸(样卷)

学校： 组别：

队长: 测向员:

通信官: 搜救员:

搜救员（伤员）呼号：__________________

出发地点：

从 高速 出口出发，向 沿小路徒步行进

了约 小时，目前我被困位置的海拔高度为 米。

携带物品：

GPS设备 手机 ，无线电对讲机电量 。

周边环境：

被困位置在 ，周围树木为 米高 树，山体

面向 方向，在我的 方向 远

有 。

受伤情况：

骨折， 包扎固定。干粮、水壶 。身体因

过度劳累出现 ， 自主下山。服装 ，体

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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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评分表

青少年应急通信野外搜救活动评分表

学校： 组别： 批次：

队长:

阶段 得分 要求
扣分

（不扣不填）

准备 10

参与活动的小组四人未按要求背对场地列队站

好，每人扣 2分
扣______分

未按规定佩戴识别标志。每人扣 1分 扣______分

搜索 30
未找到相应救援物资，扣 30 分 扣______分

未带全救援物资，一件扣 10 分 扣______分

报文 20
呼号错误，扣 20 分 扣______分

报文内容错误，一处扣 1分 扣______分

救援 30

未采取急救措施，扣 30 分 扣______分

包扎位置错误，扣 15 分 扣______分

未使用夹板，扣 10 分 扣______分

未使用绷带，扣 10 分 扣______分

未使用三角巾悬挂，扣 10 分 扣______分

三角巾长短边用反，扣 2分 扣______分

三角巾悬吊胳膊未水平，扣 2分 扣______分

三角巾系扣未在脖子侧面，扣 2分 扣______分

三角巾手肘多余部分未系扣，扣 2分 扣______分

绷带未勒紧，扣 1分 扣______分

绷带未从手腕开始，扣 1分 扣______分

绷带未到手肘，扣 1分 扣______分

绷带前端未折回，扣 1分 扣______分

绷带末端未塞进，扣 1分 扣______分

整理 10
呼救文件丢失，扣 10 分 扣______分

评分完成后，未按裁判要求整理器材，扣 5分 扣______分

总扣分： 分 使用时间： 分 秒

裁判签字： 队长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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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名次评定

总扣分少的小组列前；扣分完全相同时，所用时间少者列前；所用时间

完全相同时，名次并列。

5.7 市级活动视频提交形式

参赛以视频形式提交：视频时长不超过5分钟，文件不超过400M。拍摄设

备不限（可以手机拍摄），必须以横屏画面进行拍摄，呈现的部分必须是一

段连续不断且未经剪辑的录制，录制设备可以在参赛区域周围移动，拉近／

拉远等。在比赛呈现的部分中，任何形式的编辑，例如增加特效等是不允许

的。所有的参赛队员、道具、场景等都必须在某一段时间内同时出现在镜头

中才能够被打分，并将参赛队完成的报文抄报纸清晰地拍摄进入视频结尾处

以证明提交的报文是拍摄现场完成的。参赛队应该尽最大努力地完成营地设

立任务。视频以MP4格式进行提交。按照“区名-学校全称-指导教师”的格式

命名视频，将参赛队报文抄报纸扫描文件一同打包后以附件方式提交至邮箱

dzjs_sh@163.com。由各区于6月20日前将入围市级活动项目报送至上海市青

少年无线电活动日组委会。

mailto:dzjs_sh@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