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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车辆模型运动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车辆模型运动协会、中国体

育用品业联合会、杭州中天模型有限公司、浙江省模型无线电运动协会、浙江飞神车业有限公司、中

职艺体认证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顾晓光、邹斌、袁发祥、卢震、芮章杰、林铭华、王祖春、涂永民、于磊、

郭常有、杨再军、蒋伟、高淼、宋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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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引  言   

 

车辆模型运动是一项科技型体育运动项目，通过制作模型、比赛、展览、表演等多种形式，让参

与者了解关于车辆、物理、交通规则等各方面的各种知识。该项运动在我国已开展多年，受到广大群

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喜爱。 

随着我国参与车辆模型运动的人数连年增加，整体影响力不断扩大，为进一步加快推进中国车辆模

型运动水平等级评定工作的完善，结合国际和国内车辆模型运动事业发展的需求，中国车辆模型运动协

会组织制定车辆模型运动水平等级评定标准，旨在进一步规范、有序、公开、公平地组织和开展我国车

辆模型运动水平等级评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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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模型运动水平等级评定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车辆模型运动项目的运动水平等级分类及每个等级的要求与评定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中国车辆模型运动协会组织的运动水平等级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T/CMAC 0001-2022 车辆模型教育竞赛活动器材使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分类 

4.1  车辆模型运动水平等级由低到高分为： 

——十级运动员，九级运动员，八级运动员，七级运动员，六级运动员，五级运动员，

四级运动员，三级运动员，二级运动员，一级运动员。 

4.2  车辆模型运动水平等级评定按项目分为： 

——普及类； 

——公路竞速类； 

——越野竞速类； 

——漂移竞技类。 

5  总体要求 

5.1  中国车辆模型运动协会负责车辆模型运动水平等级评定工作的管理。 

5.2  车辆模型运动水平等级的评定工作，由中国车辆模型运动协会及协会授权的机构开展

（以下简称“被授权考评机构”）。被授权考评机构包括各级车辆模型运动协会或相关管理

部门、车辆模型运动项目传统特色校，及经协会授权的各类车辆模型运动水平等级考评机

构。 

5.3  车辆模型运动水平十级至四级的评定，由被授权考评机构自行组织。考评结果向中国

车辆模型运动协会备案后，由被授权考评机构直接发放。 

5.4  车辆模型运动水平十级至四级的测试内容，包括理论知识测试和技能实操测试两部

分。两项测试均通过后方可晋级。技能实操测试也可由被授权考评机构组织的各级比赛结果

替代。 

5.5  车辆模型运动水平三级至一级的评定，申请人需取得国际比赛及全国性比赛的相关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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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取得上述比赛成绩的个人申请相关等级，应参加四级理论知识测试并通过后，才能获得

相应等级。 

5.6  车辆模型运动水平等级为逐级评定，取得某等级后方可参与更高一级的评定。首次申

请等级评定的人员可自选起始考评级别，如未通过自选的级别测试，再次申请时应参加低一

等级的评定。 

5.7  技能实操测试的各种条件，包括场地、环境、规则及器材，均应符合中国车辆模型运

动协会竞赛规则要求。 

5.8  车辆模型运动理论知识测试和技能实操测试内容参见附录 A。 

6  理论知识测试 

6.1  车辆模型运动理论知识测试满分为 100 分，成绩 60分及以上通过。9岁及以下儿童参

与十级、九级、八级测试，可由答辩替代理论知识测试笔试。 

6.2  车辆模型运动理论知识测试按附录 A范围进行测试。 

7  技能实操测试 

7.1  车辆模型运动水平技能实操测试科目与评定方法见表 1。 

表1  车辆模型运动技能实操测试科目 

水平等级 序号 测试科目 评定方法 

十 1 普及类 仿真模型制作 

九 2 普及类 模型制作及直线（轨道）行驶成绩实测 

八 3 普及类 模型制作及直线（轨道）行驶成绩实测 

七 4 普及类 模型制作及遥控行驶成绩实测 

六 5 公路竞速类 固定赛道竞速成绩实测 

五 6 公路竞速类 固定赛道竞速成绩实测 

四 

7 公路竞速类 固定赛道竞速成绩实测 

8 越野竞速类 固定赛道竞速成绩实测 

9 漂移竞技类 固定赛道动作评分 

三 

10 公路竞速类 国际锦标赛第七名至第九名、全国锦标赛第四名

至第六名、全国青少年锦标赛或“驾驭未来”全

国青少年车辆模型竞赛第一名 

11 越野竞速类 

12 漂移竞技类 

二 

13 公路竞速类 国际锦标赛第四名至第六名、全国锦标赛第二名

至第三名、一次全国青少年锦标赛或“驾驭未

来”全国青少年车辆模型竞赛第一名并再次获得

第二名及以上 

14 越野竞速类 

15 漂移竞技类 

一 

16 公路竞速类 

国际锦标赛前三名、全国锦标赛第一名 17 越野竞速类 

18 漂移竞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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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普及类 

7.2.1  车辆模型运动水平十级实操测试为仿真模型制作，模型宜为简易车辆模型套材。 

7.2.1.1  仿真模型制作满分为 100 分，按表 2对模型进行制作分评分，60分及以上为通

过。 

表2  仿真模型制作分评分 

测试项目 具体内容 分值 得分 

建造 

车身大平面的平整度 10  

车门、箱盖线条的密合度；模型结构制作完

整度 
15  

外观功能件安装准确度； 

模型涂装工艺：完整度和美观性 
10  

制作工艺的难易度；部分与参赛模型的相符

度、制作展示部分的难度和工作量 
10  

印象 
外观涂装所显示的效果 

模型外观工整洁净程度 
10  

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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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建造工作量 

15  

制作过程及说

明 

模型资料，含模型图纸 10  

模型建造说明 5  

制作过程，含模型制作过程、视频、制作草

图 
5  

现场答辩 10  

合计  100  

7.2.2  车辆模型运动水平九级为套材橡筋动力车制作及行驶测试综合评分，其中制作分

100 分折算为 20 分，行驶分 100 分折算为 80分，两项相加 60分及以上为通过。 

7.2.2.1  制作过程中可对车辆模型结构进行调整，车辆车壳材料宜由白卡纸自行设计制

作，可以对卡纸进行裁切、粘合(只可使用固体胶、双面胶、单面胶带)，可以使用彩笔等对

车壳进行美化，但不应使用漆及颜料。 

7.2.2.2  应在 40 min 内完成橡筋动力车的制作，含制作、涂装、调试时间，规定时间内未

完成则制作分为 0分。按表 2打分后折算分值。 

7.2.2.3  行驶测试按图 1进行，赛道边线、端线设置高 5 cm 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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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米 

 

图1  车辆模型运动水平九级实操测试场地 

7.2.2.4  考试人员将车辆上紧橡筋放在发车区起始线后按住不动,调整好方向准备，考官发

出“开始”口令后考试人员松手开始。 
7.2.2.5  根据车辆任一前轮接触较高分值区域判定行驶得分，行驶时翻车成绩为 0 分，有

触碰边线、端线、第一次停车、触碰模型、时间超过 1 min 等情况终止测试。 

7.2.2.6  实操测试进行两轮，取其中一轮最好成绩为行驶得分。 

7.2.3  车辆模型运动水平八级实操测试为套材四轮驱动轨道车模型跑道行驶，在跑道内跑

完十五圈为通过。 

7.2.3.1  使用器材为四轮驱动轨道车，主体材质为 ABS 塑料，车长（160±10）mm，车宽大

于等于 95 mm。130 型电机驱动，A组采用单头排齿传动四驱，B组采用双头轴齿传动四驱，

两节 5号电池，电池电压小于等于 3 V。 

7.2.3.2  测试场地由三轨跑道片和换道器组成封闭跑道，如图 2 所示，跑道宽度 115 mm，

隔板高度 50 mm。 

 单位为米 

 

图 2  车辆模型运动水平八级实操测试场地 

7.2.3.3  应在 45 min 内完成四轮驱动轨道车的制作，规定时间内未完成制作，则测试不通

过，模型不应进行任何改造。 
7.2.3.4  考试人员按照考官的指令将模型开关打开，放入指定区域，车轮离开地面空转准

备，考官发出“开始”口令后，考试人员垂直释放车辆，让车辆在跑道内行驶，不得助力推

动车辆。  
7.2.3.5  出现停车、飞车、翻车、倒行、窜道、掉零件等情况，则测试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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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车辆模型运动水平七级实操测试为普及遥控类模型行驶，安全行车积分行驶，在两

轮行驶后积分 18 分以上为通过。 

7.2.4.1  使用器材为 1/16 遥控电动房车(平跑车)，主体材质为 ABS 塑料，车长（270±5）

mm，车宽（122±5）mm，高（76±5）mm，使用 130 型及以下级别电机，使用 4 节 AA 电池，

电池电压小于等于 6 V。 

7.2.4.2  行驶场地如图 3所示，红绿灯每 3s~5s 变灯一次，桥洞最高处为 165 mm，场地及

围挡可以通过划线及低成本方式布置。 

单位为米 

 

图 3  车辆模型运动水平七级实操测试场地 

7.2.4.3  测试路线中“学校”“书店”“城市公园”“餐厅”四个任务地点经过顺序在测试

前由考试人员抽签决定。 
7.2.4.4  考试人员将车辆放到起始线后，在操纵台上准备。考官发出“开始”口令并开始计

时，车辆发车起步，按顺序经过 4 个任务地点，回到起始线停稳后终止计时，前 4 个任务每

个得 2.5 分，车辆在起始线后停稳得 2分，满分为 12 分。 

7.2.4.5  车辆应按照交通规则和地面标志指示的要求行驶，行驶线路自行选择。全程禁止掉

头行驶。发现十字路口信号灯显示红灯或黄灯时，应在停车线后停车不应压停车线和侧实线，

绿灯亮起才能继续行驶。  
7.2.4.6  中途坏车、车辆被困不允许触碰复原，翻车则该轮成绩无效。 
7.2.4.7  车辆回到起始线或时间到达 2 min 后测试结束。 

7.2.4.8  车辆有闯红灯、闯黄灯、掉头、压黄线、逆向行驶、不按地面规定线路和交通标志

行驶等行为将被处罚，考试人员听到考官罚停指令后要立即将车辆驶回正常道路停车接受处

罚，听到“罚停结束”口令可继续行驶。闯红灯罚停 2 s 扣 6分，其他违规行为罚停 2 s 扣

1 分。  

7.2.4.9  回到正常赛道后再次违规将再次处罚，罚停口令发出 2 次后仍不停车继续行驶的

行为将按违规 3次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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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10  测试进行 2轮，两轮得分之和减去所有扣分为该轮成绩。每轮测试累计被扣分满

12 分，测试不通过。 

7.3  公路竞速类 

7.3.1  公路竞速类实操测试，自备符合竞赛规则器材，符合表 3 的要求为通过。 

表3  公路竞速实操测试要求 

对应等级 测试方法 器材规格 用时 成绩 

六 按照7.3.2进行测试 1/22遥控电动拉力车 3min 4圈 

五 按照7.3.3进行测试 1/22遥控电动拉力车 3min 3圈 

四 按照7.3.4进行测试 1/22遥控电动拉力车 3min 3圈 

7.3.2  公路竞速运动水平六级实操测试场地见图 4，场地及围挡可以通过划线及低成本方式

布置。 
单位为米 

 

图 4  公路竞速运动水平六级实操测试场地 

7.3.2.1  听到考官发出“开始”口令后遥控车辆发车，按指定方向在封闭赛道内循环竞

速，中途发生翻车、卡阻、越道、故障现象由现场公共助手进行复原。翻车、卡阻车辆应原

地复原，越道车辆需放回原来赛道，故障车辆由公共助手拿到维修区，测试中所有车辆的维

修应由考试人员在维修区进行。 

7.3.2.2  发车时抢跑，该车在比赛过程中罚停 5 s。 

7.3.2.3  车辆在行驶车途中因故未在维修区维修，未从维修区驶出罚停 5 s。 

7.3.2.4  因操纵不当，造成车辆未按正常路线行驶、抄近路等，视情节在考试人员的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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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加罚倍数以上秒数，直至取消一圈的成绩，情节严重的，取消该考试人员该轮成绩。 

7.3.2.5  被叫罚停后一圈内不把车辆驶入维修区的考试人员提醒一次，如再不执行将取消

考试人员一圈的成绩。仍然不执行者，取消测试成绩。 

7.3.3  公路竞速运动水平五级实操测试场地见图 5，场地及围挡可以通过划线及低成本方式

布置。实操测试规则按 7.3.2.1~7.3.2.5 执行。 

单位为米 

 

图 5  公路竞速运动水平五级实操测试场地 

7.3.4  公路竞速运动水平四级实操测试场地见图 6，赛道宽 3 m~4 m，场地及围挡可以通过

划线及低成本方式布置。实操测试按 7.3.2.1~7.3.2.5 执行。 

单位为米 

 

图 6  公路竞速运动水平四级实操测试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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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越野竞速类 

7.4.1  越野竞速运动水平四级实操测试场地见图 7，场地及围挡可以通过划线及低成本方式

布置。使用自备 1/18 电动越野车，实操测试按 7.3.2.1~7.3.2.5 执行。2 min 内完成 4圈则

为测试通过。 

单位为米 

 

图 7  越野竞速运动水平四级实操测试场地 

7.4.2  越野竞速运动水平四级实操测试场地跳台见图 8。 

单位为厘米 

 

图 8  越野竞速运动水平四级实操测试场地跳台 

7.5  漂移竞技类 

7.5.1  漂移竞技类运动水平四级实操测试为得分点及姿态综合评分。场地内弯道设置 4个

得分点满分 60分，姿态分满分 40 分，两项相加 60分及以上为通过。 

7.5.2  使用器材为自备 1/10 电动漂移车。 

7.5.3  漂移竞技场地可参照图 9进行布置，也可自行进行组合排布，但应设置 90°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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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弯道、360°弯、8字绕桩、连续转弯等区域。 

单位为米 

 

图 9  漂移竞技运动水平四级实操测试场地示意 

7.5.4  自行组合排布的场地应在转弯位置放置漂移得分杆，标准漂移得分杆见图 10。 

 

图 10  漂移得分杆 

7.5.5  考试过程中如出现失误，按表 4进行评分。 

表 4  漂移竞技评分 

失误

等级 
失误情况 

非计分点得分 

(两点之间) 

计分点 

得分 
流畅分 说明 

四级 比赛超时 0 0 0 单轮次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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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级 比赛途中掉落物品 0 0 0 
在赛道上掉落任何部件及 

其他物品、单轮次 0 分 

四级 比赛途中坏车/没电 0 0 0 单轮次 0分 

三级 
冲出赛道/撞击墙壁/

撞击标志物 
前后两点 0分 0 0 即流畅分整体 0分 

三级 调头 前后两点 0分 0 0 即流畅分整体 0 分 

三级 失去漂移姿态 前后两点 0分 0 0 即流畅分整体 0分 

二级 拉直 不扣分 0 -10 每次 

二级 推头 不扣分 0 -10 每次 

二级 失速 不扣分 0 -10 每次 

二级 轻微撞击 不扣分 0 -10 
每次(撞击不影响姿态的 

情况下) 

一级 前轮抖动 不扣分 不扣分 -5 每次 

一级 车身抖动/晃动 不扣分 不扣分 -5 每次 

一级 压线 不扣分 不扣分 -5 
每次(车身任何部位的地 

面投影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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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车辆模型运动理论和技能实操 

A.1 车辆模型运动理论知识和技能实操 

车辆模型运动理论知识测试和技能实操测试内容见表 A.1。 

表 A.1  车辆模型运动理论知识测试和技能实操测试内容 

等级 理论知识 技能实操 竞赛能力 

十 

1.初步认知汽车，了解汽车各主要部

件特点， 

2.认知车辆的组成 

3.对于重要部件的功能应知应会 

1.能用纸质套材制作车辆模型； 

2.能够简单操作车辆模型 
无参赛要求 

九 

1.了解汽车的行驶原理 

2.能讲述多种不同动能的类别 

3.了解制造模型需要的辅助工具 

能够正确识图、使用拼插类的商品套

材制作模型，可以对模型状态进行简

单调试，维修 

了解参赛知识，为参

与竞赛进行准备 

八 
了解电池、开关、齿轮等部件在车辆

上的作用及运行原理 

使用拼插类的商品套材制作有电池动

力的模型，可以自行使用辅助工具 

具备参与简单竞赛的

能力，正式开始了解

竞赛规则 

七 

1.了解交通规则，了解安全行车常

识，能够识别交通指示灯及指示线 

2.知道遥控车的种类及构造 

3.理解模型的动力来源，知道直流电

动机的基本结构 

4.能够阅读简单的模型图纸，根据图

纸安装车辆模型 

5.了解不同种类零部件对车辆性能的

影响 

6.理解遥控器依靠发射无线电，遥控

设备组成、原理。安全用电常识。 

1.熟练使用简单遥控器控制车辆慢速

行驶，搭建使用胶水的商品套材模型 

2.能简单的安装遥控车辆的电动机、

舵机、接收机、电池 

3.能通过遥控器调试车辆，会通过微

调功能调整车辆的直线 

具备参与基层竞赛的

能力，对竞赛规则的

理解更加深入 

六 

1.了解遥控器的工作原理和遥控器的

的分类 

2.知道电池的简单分类和简单的电路

原理 

3.了解车辆模型中轴承的分类及主要

的作用 

4.知道我国坦克的主要类型 

5.理解车辆底盘构造，各类传动形

式，可以初步调试车辆传动系统 

6.知道智能车的结构 

7.知道几款主要的编程软件 

1.能熟练制作驾驭未来教育竞赛准入

器材中制作类的模型套材 

2.能对迷你四驱车进行改装 

3.会正确使用充电器对电池进行充电

和维护 

4.会对遥控车辆进行简单的维护 

5.会熟练的操纵遥控坦克完成相应的

要求 

6.会正确开启智能车 

7.会通过电脑进行直行和转弯等简单

控制程序的编写 

了解全国比赛竞赛规

则，具有参加市级比

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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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熟悉车辆模型运动的技术术语，

如：转向不足，最小离地间隙，内外

倾角等 

2.熟悉复杂车辆模型各零部件，并了

解其作用及工作原理 

3.可以根据不同场地及车辆问题有针

对性的提出调整意见 

4.认识车辆模型齿轮比的概念 

5.理解齿轮和变速箱的原理 

6.能够通过计算得到车辆较佳配置方

案，理解空气动力学因素对车辆的影

响 

1.能熟练制作驾驭未来教育竞赛准入

器材中制作类的模型套材 

2.能对迷你四驱车进行改装 

3.会利用简单工具调整车辆的束角、

内倾角 

4.会熟练的安装和调试遥控车 

5.了解车辆齿轮比的计算，会根据不

同的场地，对车辆的齿轮比进行调整 

6.会熟练的操纵遥控坦克完成相应的

要求 

7.无人驾驶智能车类，会通过电脑能

编写一段连续过 3个弯道的控制程序 

熟悉全国比赛竞赛规

则，具有省级赛事的

参赛能力 

四 

1.能够对车辆的各项参数进行计算并

自主设计各零部件 

2.熟练掌握比赛规则 

3.了解模型运作中基本的物理学常识

（摩擦力、重心高低、离心力、匀速

运动、加速度、电流、电压等） 

4.能根据场地设计合理的行车路线 

1.会安装和调整避震器、差速器 

2.会根据不同的地面、温度，选择合

理的轮胎 

3.会使用万用表测量电路及电子元器

件 

4.会使用简单工具调节齿轮间隙 

5.能够识别爆炸图，熟练根据图纸安

装模型 

6.能换算不同物理单位 

7.会通过电脑编写一个简易赛道的控

制程序 

能够通过省级选拔，

具备参加国家级竞赛

的能力 

三 

1.能够阅读设计图纸，并提取关键信息

运用到模型运动中 

2.了解车辆模型技术的新动向 

3.掌握内燃机原理及提高其性能的物

理学原理，理解燃料燃烧供能的物理

和化学变化 

4.了解基本车辆模型参数调整及原理

（车高、内倾角、前束角、后倾角、

简单空气动力学等知识） 

5.了解基本全国赛规则，熟悉各类比

赛文件和表格 

6.能利用规则对车辆进行改装，能理

解判罚和裁判指令 

7.能够借助已掌握的知识助力参与模

型运动，能够指导 5 级及以下的运动

参与者 

1.熟练调试电动机和内燃机车辆模型 

2.了解简单汽车理论，会进行相关物

理知识的运算  

3.了解各类电池特性及安全注意事

项， 

4.会使用车高尺、调车尺、能安装油

压减震器、调节传动比 

5.能对遥控器进行设定基本设定

（EPA、 DR 、EXP 、ABS 等） 

6.熟悉调车流程，能对车辆做基础设

定 

在国际或国内比赛中

取得符合表 1 的相应

成绩 

二 

1.根据已有知识设计并制作所需的模

型或根据需要有依据地改造原有模型 

2.能够运用物理知识分析车辆性能并

提出改进方案 

1.掌握基本的车辆模型部件拆装及调

整（差速器、电机、传动齿轮、离合

器、轮胎等） 

2.掌握基本焊接技能 

在国际或国内比赛中

取得符合表 1 的相应

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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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无刷电机原理会使用设定卡调

整电调参数，了解每个参数的含义 

4.会根据路面和天气条件选择轮胎材

料、直径、耐用度 

5.了解内燃机工作原理，了解燃料的

成分及配比，安全使用事项 

6.了解车辆模型电路分布及作用 

7.了解阿克曼角、重心、中性点、摩

擦圆的概念 

8.熟练运用相应项目全国赛规则，能

够结合自身获得的理论和经验，指导

并测试 5 级及以下的运动参与者，能

够结合现有教材进行简单授课 

3.掌握遥控器各参数意义及调整，能

分解安装内燃机、无刷电机 

4.能对外观进行简单喷绘 

5.能上场为其他选手做机械师，处理

紧急事故 

一 

1.能够结合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有

创造地开展模型运动，传授模型原理

相关知识 

2.具备与模型运动相关的全面的物理

知识 

3.熟练运用相应项目全国赛规则，理

解相关项目前沿理论对模型的影响。

并分析规则产生的原因。能对故障及

现象进行理论分析 

4.理解重心的转移、滚动中心、稳定

裕度对模型的影响。并分析规则产生

的原因。能对故障及现象进行理论分

析 

5.能够编写教材，组织课程，对 4 级

及以下的参与者进行测试 

1.熟悉相关项目所需工具及技能 

2.能对相关项目进行针对性改造和提

升，并能对特定领域展开研究和探讨 

3.能分析竞赛表格，能分辨比赛中的

犯规并制定比赛策略 

4.能熟练正确调整该项目车辆 

5.能对外观进行复杂喷绘。能够简单

应用计时软件 

在国际或国内比赛中

取得符合表 1 的相应

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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