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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 CRAC 无线电测向技能演练规则 
（黑色文字为基本规则，蓝色斜体字为仅针对本次演练的特殊内容） 

 
 

1 参演队的组成、纪律、所用设备和基本义务 

 

1.1 单位和个人均可参演，每队不超过三人，中途不得更换队员。 

 

1.2 参演队完成本规则任务所需要使用的测向设备和辅助器材均须自备。 

 

1.3 参演队默认承诺恪守行业道德规范和演练规则，服从组委会指挥。 

 

1.4 参演者对自己的人身及器材、财物安全负全责。如果造成对他人及其财产的损失，承

担相应责任。 

 

2 演练场地 

 

2.1 演练区 

整个演练活动所使用的区域为演练区。本次演练区为由天津市津南区圣德教育培训学校
围墙所封闭的区域，面积不超过 1000 米×1000 米，场地平坦，带有一般建筑物，可供公众参
观。 

 

2.2 图上定位作业区 

参演队进行图上定位作业（下简称图上作业）的区域为图上作业区。本次演练的图上定位
作业区为演练区大操场跑道所包围的绿色场地区域。 

 
2.3 检录处 

图上作业区设有一个（或多个）检录处。检录处设有高度为 2 米至 3 米的小彩旗或太阳伞

作为标志，并设有尺寸至少为 A4 大小的标有“检录处”字样的标牌。 

 

2.4 归航搜索作业区 

参演队进行归航搜索作业（下简称搜索作业）的区域为搜索作业区，即为演练区扣除图上

作业区后的可以自由进入的室外区域。 

 

搜索作业区不包括用围墙、篱笆、闭锁的门户等隔离形成的禁止行人自由出入的封闭土

地；不包括被墙壁、隔板和门户等包围的所有室内区域以及屋顶、阳台；但包括不被墙壁和隔

板等包围的非露天区域，例如亭子、无墙壁棚屋。 

 

3 待测信标台的频率、调制方式、数量、设置、台标 

 

3.1 数量 

待测信标台（下简称信标台）总数不少于 10 个，不超过 20 个。 

 

3.2 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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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标台发射频率在 HF，VHF 和 UHF 三个频带内，其中 5 至 10 个信标台处于国家分配给业

余业务的频段。 

 

3.3 功率 

信标台的有效发射功率应使得信号强度至少可被一般通用通信接收机在图上作业区的大部

分区域内感知到。 

 

3.4 发射标识 

信标台的发射标识可为 A1A（CW 电码），A1D（OOK 数据），A2A（音频调幅电码），

F1B(FSK), F2D（调频数据），C3F（电视）。连续或间隙发射。 

 

3.6 信标台设置 

信标台一般以隐蔽方式设置，地点为演练区除图上作业区以外的任何地方，包括室内和封

闭区域等禁止参演者进入的地方。信标台也可以设置为车载或人员随身携带。 

 

3.7 台标 

台标是布置在搜索作业区内的 A5（A4 的一半）大小的白底标牌或纸张，离地高度不小于

0.5 米、不大于 1.8 米，正面标有高度不小于 6mm 的三位黑色阿拉伯编号。各台标的编号互不

相同。 

 

3.8 有效台标 

布置在离信标台垂直投影线水平距离 2 米之内的台标为“有效台标”。每部信标台都

有、并且只有一个有效台标。 

 

信标台设置为车载时，所在车辆的牌照视同为有效台标。 

 

信标台为人员随身携带时，携带人的服装、臂章或胸牌上的高度大于 30mm 的阿拉伯数字

和英文大写字母组成的字符串标记视为有效台标。 

 

3.9 无效台标 

除有效台标以外的台标均为无效台标。无效台标随机设置，没有实际意义，但与最近的测

信标台垂直投影线的水平距离不小于相应的有效台标的 2 倍。  

 

4 作业资料 

 

4.1 定位作业用图及图上检查点 

 

4.1.1 定位作业用图 

定位用图为 A4 大小的平面图，其预先印刷的形式可以是下列三种之一： 

－ 不标出地物、地貌、地标等地面信息的白图纸但标有比例尺； 

－ 按比例标绘主要地面信息但不具备准确比例尺； 

－ 标绘地面信息并具备准确比例尺。 

不论何种上述形式，都会按比例标示出定位作业区的两个以上特征地物或地标，作为测向

图上作业的参照点。 

 

4.1.2 图上检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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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作业用图纸上预先标绘有若干以短十字线表示的检查点，分别标注有不同的 2 位数字

号码。每一个信标台的位置都对应有一个检查点，其余检查点则是随机标绘的，没有实质意

义。 

 

4.2 图上定位作业报告单 

图上定位作业报告单预先印有图上定位作业所必须的信标台技术参数，包括发射频率、发

射标识和足以区别同频信号的主要信号特征，以及频率划分规定中业余业务在该频率的使用状

态（专用、共用、次要共用）。 

 

参演队应负责填写的栏目名称为团队名称、队员的参演号码、测定的检查点编号、队长签

字。 

 

4.3 归航搜索作业报告单 

归航搜索作业报告单预先印有归航搜索作业所必须的信标台技术参数，包括发射频率、发

射标识和足以区别同频信号的主要信号特征，以及频率划分规定中业余业务在该频率的使用状

态（专用、共用、次要共用）。 

 

参演队应负责填写的栏目名称为团队名称、队员的参演号码、测定的台标编号、队长签

字。 

 

5 参演队应负责携带入场的器材 

 

5.1 参演至少应准备与完成演练任务相适应的无线电测向设备，以及配套天线、电源、设

备手册、笔、指北针、三角板、直尺、写字托板等必要辅助器材。测向设备数量不限，但演练

中途不得变更。 

 

5.2 允许携带必须的个人用品，如饮用水、服装、个人防雨防晒装备、药品等。 

 

5.3 允许携带没有通信功能的照相机或摄像机入场，并在不影响其他参演队作业和工作人

员工作的前提下使用。 

 

 

6 演练课目 

6.1 课目和时间 

 

6.1.1 所有参演队都需参加图上定位和归航搜索两个演练科目。 

 

6.1.2 演练总时间 

本次演练的总时间为 150 分钟左右，具体由总指挥在演练开始前以“演练最晚结束时

间”的形式予以宣布。 

 

6.1.3 各课目实施时间 

各参演队必须按图上定位作业和归航搜索作业的顺序依次实施课目任务，但各课目具体实

施时间的长短由参演队自行支配，所用总时间不得超过规定的演练总时间。 

 

6.2 图上定位课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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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进入图上作业区 

总指挥发出“测向演练开始、参演队进入图上定位作业区”指令，各参演队携带全部器材

进入图上作业区。 

 

未经场地监督员明确许可，任何参演队员入场后不得再离开或超越该区域。 

 

6.2.2 检录和作业资料 

参演队进入图上作业区后，向场地监督办理检录手续，领取图上定位作业用图和图上定

位作业报告单。 

 

6.2.3 图上定位作业开始 

检录全部结束后，总指挥下达“信标台开机，无线电测向演练作业开始，演练最晚结束时

间为 XX 点 XX 分”的指令。各参演队即可开始进行图上定位作业。 

 

6.2.4 图上定位作业任务 

 

参演队利用无线电测向技术测定各待测信标台的位置，并在图纸上找到对应的检查点编

号，填入图上定位报告单的相应栏目。 

 

参演队自行决定测定信标台的顺序。 

 

6.2.5 本队协作方式 

允许本队队员之间采取集中测向或分头测向的方式进行协作，但禁止不同队之间的协作和

任何信息交换。 

 

6.2.6 作业结束 

参演队自行决定是否对所有信标台进行测定，以及何时结束图上定位作业。 

 

图上定位作业结束后，队长应率领所有队员到检录处报到，上交已完成的图上定位作业报

告单，换取归航搜索作业报告单。 

 

6.3 归航搜索课目 

 

6.3.1 作业开始 

参演队领取归航搜索作业报告单后，即可离开图上作业区，开始实施归航搜索课目。 

 

6.3.2 搜索结果及其表示 

参演者利用无线电测向技术测定并跟踪和搜索，获得信标台的准确位置，发现和判定有效

台标，读取有效台标编号，填入归航搜索作业报告单的相应栏目。 

 

6.3.3 本队协作方式 

允许本队队员之间采取集中搜索或分头搜索的方式进行协作，但禁止不同队之间的协作和

任何信息交换。 

 

6.3.4 作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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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演队自行决定是否对所有信标台进行测定，以及何时结束归航搜索作业。 

 

作业结束后，全体队员赶回检录处报到，并向检录员递交完成的归航搜索作业报告单。 

 

检录员确认参演队所有队员都到齐后，接收归航搜索作业报告单，并记录完成时间。 

 

6.3.5 超时 

参演队未能在总指挥宣布的最晚结束时间前全体到达检录处并递交归航搜索作业报告者，

不计归航搜索作业单项成绩，完成时间记为规定的最晚结束时间。 

 

7 成绩计算 

 

7.1 图上定位作业课目单项得分计算 

 

7.1.1 一个信标台的定位得分 

在图上定位作业报告单上准确标出一个信标台所对应的标记点号码，计 100 分。如所标绘

的标记点偏离准确标记点，得分按 100×（50－x）÷50 计算，其中 x 为所填标记点与准确标

记点之间的图上距离，单位 mm，四舍五入。放弃填写或者计算得出负数时，得分按 0计算。 

 

7.1.2 一个队的图上定位作业得分 

 

将一个参演队对于发射频率在业余频段（包括业余业务作为唯一业务，或者作为主要或次

要业务与其他业务公用的频段）中的信标台的定位得分相加，得到该队的“业余频段图上定位

作业得分”。 

 

将一个参演队对于发射频率在非业余或者业余为次要业务的频段内的信标台的定位得分相

加，得到该队的“专业频段图上定位作业得分”。 

 

将一个参演队对于所有信标台的定位得分相加，得到“混合频段图上定位作业得分”。 

 

7.1.3 图上定位单项成绩系数计算 

 

将所有参演队的图上定位作业得分依照频段类别按自大到小的顺序排序，其序数即分别为

每个队的“业余频段图上定位作业单项成绩系数”、“专业频段图上定位作业单项成绩系数”

和“混合频段图上定位作业单项成绩系数”。系数小者成绩列前，系数相等者成绩并列。 

 

7.2 搜索作业课目单项得分计算 

 

7.2.1 一个信标台的归航搜索得分 

 

在归航搜索作业报告单上准确记录一个信标台的有效台标号码，计 1分，否则计 0分。 

 

7.2.2 一个队的归航搜索作业得分 

 

将一个参演队对于发射频率在业余频段（包括业余业务作为唯一业务，或者作为主要或次

要业务与其他业务公用的频段）中的信标台的搜索得分相加，得到该队的“业余频段归航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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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得分”。 

 

将一个参演队对于发射频率在非业余或者业余为次要业务的频段内的信标台的搜索得分相

加，得到该队的“专业频段近区搜搜作业得分”。 

 

将一个参演队对于所有信标台的搜索得分相加，得到“混合频段归航搜索作业得分”。 

 

7.2.4 归航搜索作业单项成绩系数计算 

 

将所有参演队的归航搜索作业得分依照频段类别按自大到小的顺序排序，其序数即分别为

每个队的“业余频段归航搜索作业单项成绩系数”、“专业频段归航搜索作业单项成绩系数”

和“混合频段归航搜索作业单项成绩系数”。系数小者成绩列前，系数相等者成绩并列。 

 

7.3 总成绩计算 

 

将一个参演队每一频段的类单项成绩系数分别相加，得到“业余频段测向总成绩系数”、

“专业频段测向总成绩系数”和“混合频段测向总成绩系数”。系数小者成绩列前。系数相等

时，完成时间早者成绩列前，成绩列后者的总成绩系数均调整加 1。系数相等并且完成时间相

同者，成绩并列。 

 

8 禁止事项及违规处罚 

 

8.1 演练全过程中禁止参演队员携带和使用除与主设备配套的蓝牙附件以外的任何无线电

发射设备（包括公众移动电话手机）。如参演使用的测向接收机不可避免地带有发射功能（例

如利用业余收发信机改装测向机），必须在参演前一天之前向组委会主席提交由队长签署的书

面声明，说明必须使用的设备名称、厂牌型号、具备发射功能的频率范围、测向演练中配用的

天线等，保证不得在测向演练中的任何时刻进行任何无线电发射，并说明所采取的防止误启动

发射的具体措施。 

 

8.2 未提交 5.1 款所述声明而携带无线电发射设备入场，或者提交了声明但在测向演练期

间启动无线电发射者，取消本队参演资格。 

 

8.3 禁止随队观摩人员在测向演练现场携带和使用公众移动电话以外的无线电通信设备，

违者相应队的各单项成绩系数及综合成绩系数均处罚加 10。 

 

8.4 禁止参演队员在演练作业期间进入或踏踩到相应作业区以外的地方，违者取消发现该

超越行为当时课目的本队单项成绩。 

 

8.5 禁止参演者破坏、触动、改变待测信标台的设备、天线、伪装设施、任何台标，违者

取消本队归航搜索课目的参演资格。 

 

8.6 演练开始后，禁止不同参演队的队员之间以及参演队员与观摩人员之间以任何形式进

行信息交流，违者取消发起交流者所属团队的参演资格。如有必要与本队人员以外的人员交

流，应通过场地监督员进行。  

 

8.7 禁止参演者在参演过程中使用任何带有机械动力或者非人力步行带动的交通及运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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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违者取消本队归航搜索课目单项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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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1：图上定位作业报告单 

 

 

图上定位作业报告单 
 

团队名称  

参演者号码  

待  测  信  标  台  信  息 
测定的 

检查点编号 
作业得分

参考编号 
业余业务 

状态 

发射频率 

(MHz) 
发射标识 信号特征 

       
       
       
       
       
       
       
       
       
       
       
       
       
       
       

 备注： 

 

 

 

 

 

队长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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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归航搜索作业报告单 

   
 

归航搜索作业报告单 
 

团队名称  

队员参演号码  

待  测  信  标  台  信  息 
测定的 

台标编号 
作业得分

参考编号 
业余业务 

状态 

发射频率 

(MHz) 
发射标识 信号特征 

       
       
       
       
       
       
       
       
       
       
       
       
       
       
       

备注： 

 

 

 

 

 

队长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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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台标举例 

 

 

 

 

第一届CRAC无线电技术观摩交流大会 

无线电测向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