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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东京 2020 田径达标体系译文 

世界田径联合会 

 

一、 比赛项目（48 项）及报名人数： 

男子（24 项） 女子（23 项）   混合项目（1 项）   

径赛项目 

100 米  56 人 

200 米  56 人 

400 米  48 人  

800 米  48 人 

1500 米  45 人 

5000 米  42 人 

10000 米 27 人 

110 米栏 40 人 

400 米栏 40 人 

3000 米障碍 45 人 

4×100 米接力 16 支队 

4×400 米接力 16 支队 

 

田赛项目 

跳高      32 人 

撑竿跳高  32 人 

跳远      32 人 

三级跳远  32 人 

铅球      32 人 

铁饼      32 人 

链球      32 人 

标枪      32 人 

 

全能项目 

十项全能  24 人 

 

路跑项目 

20 公里竞走 60 人 

50 公里竞走 60 人 

马拉松        80 人 

径赛项目 

100 米  56 人 

200 米  56 人 

400 米  48 人 

800 米  48 人 

1500 米  45 人 

5000 米  42 人 

10000 米 27 人 

100 米栏 40 人 

400 米栏 40 人 

3000 米障碍 45 人 

4×100 米接力 16 支队 

4×400 米接力 16 支队 

 

田赛项目 

跳高      32 人 

撑竿跳高  32 人 

跳远      32 人 

三级跳远  32 人 

铅球      32 人 

铁饼      32 人 

链球      32 人 

标枪      32 人   

 

全能项目 

七项全能  24 人 

 

路跑项目 

20 公里竞走 60 人 

 

马拉松        80 人 

径赛项目 

4×400 米混合接力  16 支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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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运动员配额 

1、 田径项目总配额： 

 
达标名额 

通用名额 

（未达标运动员） 
总配额 

男／女 运动员总配额 1900 

 

2、 各国家奥委会的各项目配额为： 

 各项目配额 

个人项目 最多报 3 名运动员 

接力项目 每项目最多报 1 支队伍 

 

个人项目 

各国家奥委会可为每个田径项目最多报三（3）名达标运动员，此外，达到最高限

额的国家奥委会最多可为该项目提名一（1）名达标的后备或替补运动员。 

 

接力项目 

4x100 米和 4x400 米：每个国家奥委会可为每个接力项目报一（1）支队伍，每支接

力队伍可报5名运动员。如果国家奥委会报名了一支接力队伍， 

队伍中有运动员报名了相应的个人项目（100 米、400 米），则

报名个人项目的运动员也必须含在接力项目5名运动员限额之

内。此外，每个国家奥委会最多可为每支接力队提名一（1）

名替补运动员。 

 

4x400 米混合接力：每个国家奥委会可报一（1）支队伍。总共四（4）名运动员 

                 （2 男 2 女），此外，可最多提名 2 名替补运动员（1 男 1 女）。 

 

3、配额分配类型： 

个人项目中，配额按照运动员姓名进行分配。如果一个国家奥委会在个人项目中有

超过三个达标运动员，国家奥委会可以决定由谁使用这个配额。接力项目中，配额分配

给国家奥委会（NOC）。 

 

三、运动员参赛资格  

所有运动员必须遵守现行《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第 41 条规则（运

动员国籍）和第 43 条规则（《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和《奥林匹克运动防竞赛操纵守则》）。 

只有那些遵守了《奥林匹克宪章》的运动员才可以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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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要求 

成年运动员：比赛当年 12 月 31 日前年满 20 周岁（出生于 2001 年或以前）的运动 

            员可以参加任何项目的比赛。 

青年运动员：比赛当年 12 月 31 日前年满 18 或 19 周岁（出生于 2002 年或 2003 年） 

           的运动员可以参加除马拉松和 50 公里竞走以外任何项目的比赛。 

青少年运动员：比赛当年 12 月 31 日前年满 16 或 17 周岁（出生于 2004 年和 2005

年的运动员可以参加除投掷项目、七项全能、十项全能、10000 米、

马拉松和竞走项目以外任何项目的比赛。 

16 岁以下运动员：比赛当年 12 月 31 日前未满 16 周岁（出生于 2006 年或以后）的     

运动员不可以参加奥运会比赛。 

 

四、达标途径 

达标配额 

个人资格达标： 

个人配额 达标项目 

1900 名运动员* 

 

 

达标流程： 

运动员可从以下有二种途径选择一种： 

 在各自项目的达标有效期内达到报名标准。 

 在达标期限内, 运动员凭借个人所选项目的

世界田联世界排名*获得参赛资格——参看下

面奥运会特殊排名期限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每个国家奥委会必须遵守每

个项目的最高配额且每个项目的报名人数（详见

第一部分）不能超出规定。 

 

达标项目： 

常规赛事 

 必须在达标期限内在世界田联组织或授权的

比赛中获得的成绩方可有效（详见第八部分）。

比赛时间段、地区联合会及国家协会必须遵守

世界田联的相关规则

(https://www.iaaf.org/about-iaaf/documents/rule

s-regulations)。   

https://www.iaaf.org/about-iaaf/documents/rules-regulations
https://www.iaaf.org/about-iaaf/documents/rules-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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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马拉松和竞走项目，世界田联在其网站上

公布了一份符合以下要求的赛道和比赛名单。 

马拉松 

 达标成绩必须在经 IAAF/AIMS“A”或“B”

级国际公路赛道丈量员丈量的赛道上取得，且

赛道丈量证书须为比赛开始前 5 年内发放； 

 达到报名标准的赛道，其起点到终点的海拔高

度差不超过 1：1000 的比例，即每公里不超过

1 米； 

 在计算世界排名时，如果赛道的海拔高度差超

过 1：1000，将在成绩计分时进行修正，根据

落差情况扣除相应分数； 

 以下也将视为达到报名标准： 

 2019 年多哈国际田联世界田径锦标赛男子马

拉松和女子马拉松的前 10 名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4 月 5 日的达标期

限内举行的金标马拉松赛的前 5 名、马拉松大

满贯系列赛的前 10 名（东京、波士顿、伦敦、

柏林、芝加哥和纽约） 

 2020 年 12 月 1 日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期间举

行的白金标马拉松赛的前 10 名、金标马拉松

赛的冠军。 

 

竞走 

 达标成绩必需是在经 IAAF/AIMS“A”或“B”

级国际公路赛道丈量员丈量的赛道上取得，且

且赛道丈量证书须为比赛开始前 5 年内发放； 

 比赛必须至少有 3 名国际或地区竞走裁判执

裁； 

 世界田联规则 1.1（i）款定义的国际比赛或全

国比赛，相关会员协会必须在比赛前向世界田

联递交申请（见世界田联赛事申请表），2019

年多哈世界田联世界锦标赛的申请无需重复

提交。 

达标成绩有效的特殊条件： 

 在径赛项目混合比赛中取得的成绩将不予认

可。例外的是，根据 IAAF 规则第 147 条，5000

米、10000米的比赛成绩在以下情况予以认可：

两种性别的运动员或其中一种性别的运动员

参赛人数不足，不能分开进行比赛，且一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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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运动员未对另一性别的运动员起到配速

作用或提供协助。 

 在风速协助或无风速记录的情况下取得的成

绩不能作为报名标准，（但适当调整后可适用

于世界田联世界排名*）。 

 手动计时：在 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10 米/100 米栏、400 米栏和 4x100 米接

力比赛的手动计时成绩不予接受。 

 所有室内田赛项目和 200 米及以上的跑步项

目的比赛成绩将予以接受。 

 对于 200 米及以上的跑步项目（包括全能项

目）在超规跑道上取得的成绩不予接受。 

 对于在跑道上进行的竞走（20000 米或 50000  

米）比赛及设有罚停区的比赛成绩将予以接

受。 

 全能项目，必须至少满足以下一个条件： 

 任何个人项目的风速不得超过+4 米/秒。 

 平均风速（即个人项目所测风速的总和除以此

类项目数量）不得超过 2 米/秒。 

 

报名标准： 

 按所有个人项目设置。 

 

达标期限： 

 马拉松和 50公里竞走：2019年1月 1日至2020

年 4 月 5 日及 2020 年 12 月 1 日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 

 10000 米、20 公里竞走、全能项目：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4 月 5 日及 2020 年 12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29 日 

 其它项目：2019 年 5 月 1 日至 2020 年 4 月

5 日及 2020 年 12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29 日 

 

请注意，上一场地区锦标赛不论在何时举办，

均可计入世界田联世界排名*（如果某运动员的该

场赛事成绩为该名运动员的最佳 5 场比赛得分之

一）。运动员比赛项目不论在哪天进行，地区锦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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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都将计入排名。但是，如果一名运动员已经累

积了五（5）场比赛得分且均高于地区锦标赛得分，

则地区锦标赛的成绩将不计入世界田联世界排名

*。 

 

世界排名期限仅适用于东京 2020 达标体系 

考虑到东京 2020 的特殊情况，比赛得分计入世界

排名的有效时间窗口如下： 

 马拉松及 50 公里竞走：2018 年 12 月 1 日至

2020 年 4 月 5 日及 2020 年 12 月 1 日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 

 10000 米、20 公里竞走、全能项目：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4 月 5 日及 2020 年 12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29 日 

 其它项目：2019 年 6 月 30 日至 2020 年 4 月 5

日及 2020 年 12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29 日 

 

*含接力运动员及通用名额 

 

接力达标： 

队伍配额 达标项目 

80 支队伍 

达标流程： 

每个接力项目最多录取 16 支队伍。 

 

国际田联世界田径锦标赛，2019 年 9 月/10 月 

参加 2019 年多哈世界锦标赛的前八（8）名国家奥委会自

动获得 2020 年奥运会接力赛的资格。 

 

世界田联接力赛，2021 年 5 月 1-2 日 

2021 年西里西亚世界田联接力赛前八（8）名的国家奥委

会应自动达标 2020 奥运会接力项目。 

 

世界田联世界排名榜*（2021 年 6 月 29 日） 

剩下的八（8）支队伍将根据世界田联 2021 年 6 月 29 日

世界田联世界顶级排名表进行选拔。（链接将于 2021 年 4

月添加）。为使达标成绩有效，每场比赛至少两支不同的

国际队伍代表至少两个不同的国家参加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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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田联将通知相关国家奥委会参加奥运会接力比赛的

达标国家队伍。 

 

达标期限：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4 月 5 日及 2020 年 12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29 日 

 

通用名额（未达标运动员） 

1. 一个国家奥委会，如果没有男子运动员或没有女子运动员或没有接力队伍达

标的，该国家奥委会将被允许相应的每个田径项目报一名全国排名最高的男

子运动员或全国排名最高的女子运动员参比赛，全能项目、10000 米和 3000

米障碍项目除外。 

 

2. 这一规则同样适用于只有达标男子运动员，而无达标女子运动员的国家奥委

会，反之亦然。 

 

3. 田赛项目和路跑项目未达标运动员的报名，将由世界田联技术代表依据该运

动员的技术水平和相关比赛项目达标运动员的数量考虑是否接受。为让世界

田联技术代表评估这类运动员的技术水平，必须向世界田联提交一份具体的

申请表，明确报名项目、被提名运动员的技术水平和国际参赛证明，世界田

联随后应以书面形式向该国家奥委会确认批准或不批准该名运动员的报名，

并抄送东京 2020 运动项目报名部。 

 

4. 所有未达标运动员的申请表必须由国家奥委会在 2021 年 6 月 21 日之前提交

世界田联。马拉松和 50 公里竞走项目的未达标运动员的申请表须由国家奥

委会在 2021 年 5 月 23 日之前提交世界田联。 

 

五、配额的确认流程 

达标期限结束后，世界田联应确认已达标的运动员和经批准的未达标运动员的人数，

并随后根据世界田联世界排名*确定达标运动员。世界田联每个项目的世界排名应于

2021 年 7 月 1 日在世界田联网站上公布。各国家奥委会应于 2021 年 7 月 5 日前完成 2020

年东京奥运会所有项目的报名。 

 

六、 未使用的配额的重新分配 

未使用的达标名额的重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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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国家奥委会放弃一个个人项目的配额，那么该名额将根据世界田联 2020

年 7 月 1 日的世界排名，并在遵守各单项的最大配额的原则下，被重新分配给相同项目

的下一个排名最佳的运动员。 

 

如果国家奥委会未在配额确认期限内确认已分配的接力队伍名额，或放弃该配额，

该配额将根据世界田联接力队伍达标标准，被重新分配给相同项目的下一个最好成绩的

接力队伍。 

 

未使用的通用名额的重新分配 

通用名额不进行重新分配。 

 

七、 关于后备与替补运动员的总原则 

后备运动员 

后备运动员是参赛运动员，持有 Aa 认证，由其国家奥委会报名其达标的特定项目。 

 

作为后备运动员，在最后确认比赛名单前，后备队员可能替换不同项目的已报名的

运动员，前提是： 

 在最后报名截止前，该运动员被提名为该项目的后备运动员； 

 后备运动员必须达到报名标准或按照世界田联世界排名*获得达标； 

 遵守国家奥委会该项目的配额 

 

后备运动员必须同参赛运动员共同遵守上述第三条运动员参赛资格的规定。 

 

替补运动员 

替补运动员是非比赛运动员，替补运动员不包括在第二条运动员配额所述运动员配

额之内。 

即如果一个国家奥委一个项目报名了三（3）名运动员，该国家奥委会有权提名一

（1）名替补运动员参加相同项目，前提是： 

 在最后报名截止日期前，该名运动员被提名为该项目的替补人员； 

 该名运动员已达到达标标准或根据世界田联世界排名*达标。 

 

替补运动员必须同参赛运动员共同遵守上述第三条运动员参赛资格的规定。 

 

相关权利和配额的更多详细信息，可在“奥运会认证——用户指南”中找到。替补运

动员必须按照《国际奥委会/东京 2020 年奥运会替补队员政策》中的条件方可参加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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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达标时间节点： 

时间 重要事件 

2018 年 12 月 1 日 
马拉松、50 公里竞走世界田联世界排名期

限开始 

2019 年 1 月 1 日 

开始： 

 10000 米、马拉松、竞走、全能项目、

接力项目报名标准达标期限 

 10000 米、20 公里竞走、全能项目世界

田联世界排名期限 

2019 年 3 月 

世界田联确认所有各项目的达标标准。该

标准将分发给所有国家奥委会（NOC）和

国家单项协会（NFs）。 

2019 年 5 月 1 日 其他所有项目的达标期开始。 

2019 年 6 月 30 日 
开始所有其他项目的世界田联世界排名期

限 

2020 年 4 月 6 日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 暂停所有项目达标及排名期限 

2021 年 5 月 23 日 

无达标运动员的国家奥委会为未达标运动

员申请报名截止（仅限马拉松和 50 公里竞

走）。 

2021 年 5 月 31 日 马拉松和 50 公里竞走达标期结束。 

2021 年 6 月 2 日 

世界田联确认（仅限马拉松和 50 公里竞走） 

——确认批准的未达标运动员名单 

——确定达到参赛标准的运动员名单 

——公布世界田联世界排名*和达标运动

员名单 

2021 年 6 月 21 日 
无达标运动员的国家奥委会为未达标运动

员申请报名截止。 

2021 年 6 月 29 日 
拒绝配额的截止日期及所有其他项目的达

标和排名期限结束。 

2021 年 7 月 1 日 

世界田联 

——确认批准的未达标运动员名单 

——确认参达到参赛标准的运动员名单 

——公布世界田联世界排名*和达标运动

员 

——公布达标接力队名单 

2021 年 7 月 2-5 日 世界田联重新分配所有未使用的配额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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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5 日 东京 2020 年奥运会项目报名截止 

2021 年 7 月 23 日至 8 月 8 日 2020 年东京奥运会 

 

九、 达标标准 

以下达标标准于 2019 年 3 月在多哈获得世界田联理事会批准： 

男子 项目 女子 

10.05 100 米 11.15 

20.24 200 米 22.80 

44.90 400 米 51.35 

1:45.20 800 米 1:59.50 

3:35.00 1500 米  4:04.20 

13:13.50 5000 米  15:10.00 

27:28.00 10000 米 31:25.00 

13.32 110 米栏/100 米栏 12.84 

48.90 400 米栏 55.40 

8:22.00 3000 米障碍 9:30.00 

2.33 跳高 1.96 

5.80 撑竿跳高 4.70 

8.22 跳远 6.82 

17.14 三级跳远 14.32 

21.10 铅球 18.50 

66.00 铁饼 63.50 

77.50 链球 72.50 

85.00 标枪 64.00 

8350 十项全能/七项全能 6420 

1:21:00 20 公里竞走 1:31:00 

3:50:00 50 公里竞走  

2:11:30 马拉松 2:2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