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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通则

1. 参赛

1.1 中国国际飞行器设计挑战赛本着公平、公正、公开、安全的原则，鼓励创新、

节俭、自主设计制作参赛作品。各队参赛前应认真阅读竞赛通则和各项目细则。

1.2 中国国际飞行器设计挑战赛共设置 9个竞赛项目，各队可自由选择参加一个或

多个项目。根据难度和类别的不同，这 9个项目分为甲组和乙组，甲组包括限时载

运空投、模拟搜救、太阳能飞机、垂直起降载运和对地侦察与打击，甲组项目可以

直接报名参加总决赛；乙组包括多级模型火箭发射与载荷回收、模型水火箭助推航

天器、限距载重空投和微型折叠飞行器，乙组项目必须先通过选拔赛才能进入总决

赛（如当年因特殊原因未组织选拔赛，则可直接报名参加总决赛）。组委会将根据

实际情况在多地举办选拔赛，有关选拔赛的详细信息另行发布。

1.3 中国国际飞行器设计挑战赛设置科技创新作品评比。

1.4 参赛运动员必须是在校大学生或科研院所在职人员，资格审核以学信网学历信

息或科研院所工作证明为准。

1.5 各代表队领队、教练、指导教师、运动员必须是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当年度注册

会员。

1.6 各创新竞赛项目比赛的操纵员不得兼任其他机组的操纵员。“多级模型火箭发射

与载荷回收”和“模型水火箭助推航天器”项目的运动员不得项目内兼组。

1.7 在以往比赛中曾经获得单项第一名的操纵员，只限参加原获奖项目以外的其它

项目。

1.8 参加创新竞赛项目比赛，同一代表队各小组间不允许共用飞行器及机载设备。

1.9 单项团体名次以各单位单项成绩之和排列，成绩之和高者列前。如相同，名次

并列。若单项只报名单个飞行组，则不计单项团体名次。

1.10 所有创新竞赛项目单项按实际参赛组数的 15%颁发一等奖证书、15%颁发二等

奖证书、30%颁发三等奖证书。

1.11 创新竞赛项目分别录取各飞行组单项前三名和团体前六名并颁发名次证书，前

三名同时颁发奖牌。

1.12 科技创新评比项目设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对特别优秀的项目可设特等奖。

获奖比例不超过参评作品总数的 60%。一等奖可以空缺，特等奖一般在一等奖中产

生，可以空缺。

1.13 组委会设置优秀团队奖，获奖比例不超过参赛代表队总数的 20%。

1.14 上一年度总决赛中获得乙组团体前三名的队伍可以直接获得下一年度总决赛

该项目的总决赛参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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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动员

2.1 运动员应是参赛模型的设计者、制作者或装配者。

2.2 在任何竞赛项目的比赛中，运动员不得进行代飞。

2.3 更换运动员只能在报名截止前进行，报名截止后不再受理任何调换和替补。

2.4 每个参赛机组的运动员角色分为操纵员和助手。

3. 领队、教练、指导教师

3.1 各代表队可填报领队 1 名，教练不超过 2 名，创新竞赛项目每个飞行组和科技

创新评比每个申报项目可填报 2 名指导教师。各代表队领队、教练、指导教师只能

在一支代表队任职，不得兼任其他参赛队职务。

3.2 各代表队领队、教练、指导教师负责组织本队训练、竞赛等工作，须自觉遵守

赛会纪律、竞赛规则和规程，服从竞赛组委会安排，同时做好本队的安全、文明、

环境卫生等教育工作。

3.3 各代表队领队应按要求参加竞赛工作会议，可以对规程、规则等事项提出咨询。

遇争议或异议时，必须且只能由各代表队领队向裁判委员会提出。

4. 申诉

4.1 现场急待解决的问题可由领队向有关裁判长口头提出，但不得妨碍竞赛的进行。

4.2 凡是与竞赛成绩有关的意见应在竞赛成绩公布后一小时内向总裁判长提出。

4.3 对 4.2 条中总裁判长答复后仍不满意的情况，一小时内可以书面形式向仲裁委

员会提出申诉，过时不予受理。

5. 赛场秩序

5.1 赛场划分为安全区和任务区，各项目的区域划分情况详见各项目细则。

5.2 比赛中只允许裁判员、工作人员和当场比赛的参赛人员进入任务区。

5.3 运动员进入赛场准备好后，须向裁判员申请起飞，经准许后方可进入正式比赛

程序。

5.4 比赛开始前 30min 静场、静空，同时开始检录、模型审核、无线电设备管制（仅

部分项目）等工作。参赛选手必须按照裁判委员会规定的时间将比赛器材送交无线

电设备管理处。点名后，参赛选手凭证件领取比赛器材，每轮比赛结束后须立即关

机并交还管理处。详见项目细则。

5.5 比赛前检录间隔 1min点名 1 次，核对运动员和模型，经检录处 3 次检录点名不

到者，视作该轮比赛弃权。参赛队不论何种原因耽误比赛责任自负。

5.6 运动员参加任何项目飞行，模型均不得飞入安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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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比赛中如发现安全隐患，项目裁判长有权随时暂停比赛。

5.8 总裁判长可根据竞赛场地的气象条件、场地状况或其它不可克服的情况，决定

比赛的轮次、提前或推迟比赛。改变必须在赛前或该轮开始前宣布。太阳能飞机的

竞赛时间将根据天气情况随时改变，必须在赛前通知各队。

5.9 竞赛期间，大会对使用图传的模型设备进行统一管理；不安排使用图传的项目

在同一时段和相邻的场地比赛。组委会不再受理任何有关图传干扰的申请。

6. 模型审核

6.1 参赛模型必须符合技术要求，否则不予参赛。报到时组委会统一发放模型审核

标签，由各队自行按规定填写标签并粘贴在模型的各主要部件上。模型审核合格后，

由裁判员在标签上做完标记方可参赛。组委会有权要求参赛队提交模型设计图纸。

6.2 竞赛期间，裁判员将根据各项目要求审核参赛模型。赛中，将对参赛模型进行

抽审和复审。

6.3 每架模型的明显位置必须标有操纵员的中国航协会员证号。字体至少高 25mm，

在每架模型表面至少出现一次。

6.4 进行较大维修后的模型必须重新审核，审核合格后，方可参赛。

7. 判罚

7.1 比赛中发生下列情况之一者该轮比赛中止，已获得的成绩有效：

7.1.1 在比赛中教练员入场，或以任何形式指挥比赛（不适用于限时载运空投和限

距载重空投）。

7.1.2 在比赛中（包括上场后的准备时间）教练员动手调整遥控设备和碰触模型上

的任何部件。

7.2 比赛中发生下列情况之一者该轮成绩判为 0 分：

7.2.1 模型在空中发生零部件脱落（不适用于限时载运空投和垂直起降载运）。

7.2.2 抽审、复审不合格者。

7.2.3 模型着陆后，未按规则要求上交应统一审核、保管的器材。

7.2.4 模型对飞行场地上的重要设备造成损坏（同时承担赔偿责任）。

7.2.5 模型飞入安全区，但项目细则中另有规定的以项目细则为准。

7.2.6 参赛人员、教练员在比赛时违反规定，不听劝阻的。

7.3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取消该项目比赛资格：

7.3.1 运动员操纵水平不能保证飞行安全。

7.3.2 使用未经审核的模型或修改、更换模型主要部件未经审核。

7.3.3 将载重物投放到安全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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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有作弊行为者。

7.3.5 上场参赛人员与报名名单、身份不符。

7.3.6 在赛场净场、净空后直至该时段比赛结束，在赛场周边未经允许进行任何模

型调试和飞行，不听劝阻的。

7.4 有下列情况之一且情节严重者取消全队比赛资格：

7.4.1 故意影响、干扰或阻止比赛。

7.4.2 在赛前、赛中或赛后，做出任何故意干扰、胁迫裁判或其他运动员、代表队

的行为。

7.4.3 违反体育道德。

7.4.4 其它严重违规行为。

8. 释义

8.1 操纵员：指在地面通过遥控设备控制模型的运动员。

8.2 助手：指协助本组其它运动员完成比赛任务的运动员。

8.3 任务区：指比赛区域。任务区包括起飞区、降落区、操纵区和为了完成任务，

指定的模型飞行区域。

8.4 安全区：指操纵员面对任务区身后的区域。安全区包括裁判员工作区、待飞区、

检录区、审核区和观众区等子区域。

8.5 示意图是大体上反映场地、模型和器材的形状、相对大小、及三者之间的关系，

或模型的飞行方式。场地设置应以实际比赛设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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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细则

甲组

限时载运空投

1. 任务描述

遥控内燃机模型飞机搭载一定质量的载荷从起降区起飞，飞行至载荷投放区上空一

定高度后将载荷释放，模型飞机安全返场，循环往返直至比赛结束。比赛以搭载质

量大、投放准确取胜。

2. 技术要求

2.1 模型的动力只允许使用总工作容积不超过指定容积的甲醇发动机（无减速器发

动机限 6.5��，带减速器发动机限 3.5��）。

2.2 组委会会在赛时统一提供高度判读器用于飞行高度的显示、记录，高度判读器

质量不计入模型质量。

2.3 模型应以滑跑的方式起飞，发动机的启动必须由飞机自带装置自行完成，不得

有人为干预，且飞机飞行动力来源只能由搭载的内燃机提供，飞机起飞不得借助外

力或其他装置，模型可带动力着陆但必须在接地后关闭发动机，模型接地且螺旋桨

停止旋转后方可触及模型。

2.4 每个飞行组在比赛中最多使用 2 架模型。比赛中对发动机进行抽检，比赛结束

后对获得名次飞行组的发动机的气缸容积进行统一审核。

2.5 一切固定载重物的连接件都视为模型结构质量。

2.6 模型载重物只允许用水，载重用水不允许有提高比重的人为溶解物。容器为透

明塑料袋，塑料袋壁厚不大于 0.2��。每次投放的各单体标准载重物上必须系有尺

寸不小于 1�长、0.1�宽的自备彩色飘带。标准载重物质量（包括容器）为 0.5��

及 0.5��的整数倍，不足 0.5��的超过部分质量不计。

2.7 标准载重物由参赛队自行准备，赛前须经大会审核标注。

2.8 模型使用的单组电池重量不得超过 200g。

3. 场地设置

3.1 任务区

3.1.1 比赛场地任务区划分为起降区、投放区和禁区三部分。赛时起降区只允许工

作人员和参赛运动员入内，投放区和禁区只允许工作人员入内。

3.1.2 模型起降区为长宽不低于 100 × 20�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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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操纵员在远离投放区一侧跑道边线外进行操作。

3.1.4 比赛场地设直径分别为 8�、16�、40�的三个同心圆载重物投放区，投放区

圆心距远离投放区一侧跑道边线直线距离不超过 40�。

3.1.5 跑道及其两端各 150�、投放区及其上下风方向各 250�为禁区。

3.2 安全区

远离投放区一侧跑道边线外操纵员面对任务区身后的区域为安全区，工作区、观众

区均设置在此区域。

4. 运动员

4.1 该项目每队最多报名 2 个机组，每个机组不超过 8 人。

4.2 每个机组操纵员不超过 2 人、其余机组成员作为助手参加比赛。

4.3 允许一名教练员入场口头指导，但在 1���准备时间和 5���比赛时间内均不能

动手调整遥控设备和碰触模型上的任何部件。

4.4 在竞赛过程中其他人不得提供帮助。

5. 竞赛方法

5.1 比赛进行三轮。

5.2 各队领队（教练）须在每轮比赛净空前以密封的方式向执行裁判长提交《装载

质量报告单》，要求每次飞行的装载质量与报告单相符。领队会在净空信号发出后

立即召开，不论领队是否到齐，执行裁判长用唱读的形式公示各队所提交的《装载

质量报告单》。净空信号发出后仍未提交装载质量报告单者以该轮弃权论。公示后

载重质量在本轮比赛期间不得更改。参赛运动员的出场顺序以电脑随机排序为准。

5.3 准备时间及比赛时间

参加当轮比赛的小组在检录后进入待飞区，有 1���准备时间；当裁判员宣布“五

分钟比赛计时开始”后开始计比赛时间，一轮比赛时间为 5���。比赛时间内运动

员装运水袋空投起落次数不限。超过竞赛时间后不再记成绩。

5.4 模型的起飞

5.4.1 模型载重物的装载必须在比赛开始计时后进行，违者应立即提起水袋，重新

装载。

5.4.2 每轮第一次起飞时，主机在没有离地的情况下出现故障，允许更换备机进行

比赛，主机离地后不允许再使用备机。在启用备机前，禁止在备机上提前装载载重

物。

5.4.3 每次起飞前，必须在助手完成装载且撤离到机翼前缘延长线后方以后，才能

启动模型发动机。违者因立即停车，重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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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允许在比赛中调整发动机工况、更换发动机火花塞、更换螺旋桨，调整与更

换所用时间计入比赛时间。调整或更换前需由操纵员向裁判申请，申请通过方可由

操作员更换火花塞或螺旋桨，或对发动机进行调整；助手可进场协助，但不得碰触

发动机及其他动力模块相关设备。调整或更换完毕后由操纵员申请起飞，获得裁判

同意，并且操纵员回到操纵位置、助手撤离到机翼前缘延长线后方以后，操纵员方

可启动发动机开始起飞。

5.5 模型的空投

5.5.1 空投高度不得低于 18�，采用长系留绳所系气球或组委会统一提供的高度判

读器判定高度，空投时模型航向必须与起飞航向夹角在 45°以内。

5.5.2 运动员须在投放前提出空投申请，得到裁判员允许后方可进行空投作业。在

比赛时间内申请投放次数不限。

6. 成绩评定

6.1 单轮比赛得分�����为该轮每架次飞行的空投分�� � = 1,2,3, … 之和，即

����� =
�=1

�

���

6.2 单次飞行的空投分��：

6.2.1模型飞行高度超过 18m，将载重物有效投放并命中投放区靶标后，获得本次飞

行空投分。

6.2.2 投入到 1、2、3 号区内的载重物，分别按载重物质量（以��为单位）的 150%、

130%、110%计算空投分，即

�� =
150%� 投入 1 号区

130%� 投入 2 号区

110%� 投入 3 号区

� = 1,2,3, …

�为载重物质量，以��为单位。

6.2.3 载重物坠落到地面的位置是否投入 1、2、3 号区，以载重物坠落的第一落点

为准，压线即视为入内，无论是否破损。

6.3 取三轮之中最好一轮成绩作为正式比赛成绩，即

������ = max �����1, �����2, �����3

成绩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同，以飞行组另外两轮中较高一轮成绩排列名次。如

果还相同，以飞行组最低一轮成绩排列名次。如果还相同，则名次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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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判罚

7.1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该架次成绩判为零分

7.1.1 模型在本架次起飞时借助外力。

7.1.2 模型接地且螺旋桨未停止旋转时触及模型。

7.1.3 空投高度低于 18�。

7.1.4 空投前载重物破裂。

7.1.5 载重物未投入投放区。

7.1.6 空投时模型航向与起飞航向夹角大于 45°。

7.1.7 未在投放前提出空投申请或未经裁判员允许进行空投。

7.1.8 违反 5.4.1 条且不听劝阻者。

7.2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该轮比赛终止，已取得的成绩有效。

7.2.1 违反 4.3 条规定。

7.2.2 违反 5.4.3 条且不听劝阻者。

7.2.3 比赛过程中助手碰触发动机及其他动力模块相关设备。

7.2.4 在比赛时间内模型发生解体或掉零件。

7.2.5 在比赛时间内模型坠机。

7.3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取消该参赛小组整个比赛资格

7.3.1 使用未经审核的载重物，或擅自更改已审核的标准载重物。

7.3.2 发动机审核不合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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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搜救

1. 任务描述

模型直升机从起降区起飞，飞行至救援物资存放区，通过机载图像设备寻找、选定

并自动拾取某一特定的救援物资。飞越障碍后将该救援物资投放给待救区内特定的

待救对象，完成一趟搜救任务。循环往复直至该轮次比赛时间结束。比赛以任务完

成迅速准确取胜。

2. 技术要求

2.1 允许使用内燃机或电动机为动力的模型直升机。内燃机的工作容积须在 15��

（91级）以下（含 91 级），电池空载电压须在 51�以下。不允许使用自驾仪。每个

飞行组在比赛中最多使用 2架模型。

2.2 模型直升机应通过无线机载图像设备搜索目标。

2.3 只允许使用机械装置对救援物资进行拾取和释放，不得以人工的方式进行。每

次的拾取或释放应动作为单一指令触发，而非连续的实时控制。可能是实时控制的

情况：机械装置与鼠标联动、连续按键控制机械装置的角度或位置等。不允许使用

物理摇杆（或虚拟摇杆）对机械装置进行控制。可能带有物理摇杆的设备：航模遥

控器、游戏手柄、模拟飞行摇杆等。

3. 场地设置

3.1 任务区包括如下子区域：操纵区（25 × 2�）、起降区（直径 1�的圆）、物资区

（10 × 6�）、待救区（15 × 6�）、障碍物（高 2�，长 6�）。各子区域的位置如文

末附图所示。

3.1.1 物资区、待救区和障碍物所在的矩形区域与操纵区的最短距离为 6�。

3.1.2 物资区内设：1 个物资存放区（直径约 500 ��，高约 80��，底面颜色为白

色的圆柱形器皿）。存放区内部放置 6 个标准斯诺克台球（直径约 52.5��，公差±

0.5��，质量约 146�，公差±10�）和 15 个标准三阶魔方（棱长约 56��，公差

±0.5��，质量约 75�，公差±5�，六面不同色）模拟救援物资，其中斯诺克台球

为黄绿棕蓝粉黑色各 1 个，三阶魔方为 15 个。比赛时救援物资由大会统一提供，

随机倒入存放区。

3.1.3 待救区内设：a 待投区 1 个和 b 待投区 6 个。a 待投区为直径约 500��、高

约 80�� 的圆柱形器皿；b 待投区为直径约 120��、高约 100��的圆柱形器皿。

a 待投区器皿内底部的颜色标示为红色，b 待投区器皿内底部的颜色标示分别为黄、

绿、棕、蓝、粉、黑。每个待投区类型所对应分值与物资区内的救援物资分值按类

型进行对应，魔方对应 a 待投区，台球对应 b 待投区。比赛时 a 待投区内的颜色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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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b待投区内的颜色排布方案每组每轮都将随机变动。

3.2 安全区：根据场地条件进行划定，观众区等设置在安全区内。

4. 运动员

4.1 该项目每队最多报名 2 个机组，每个机组不超过 4 人。

4.2 每个机组由操纵员 1 人、助手 3 人组成，其中助手包括领航员 1 人和机械员 2

人。机械员不得参与救援物资的拾取、载运及投放过程。领航员在比赛过程中应背

对比赛场地，且只能通过模型飞机上的图像传输设备与操纵员或机械员配合进行识

别、抓取和投放任务。

4.3 比赛中不允许教练员入场，或以任何形式指挥比赛。

5. 竞赛方法

5.1 比赛进行两轮。

5.2 比赛过程中操纵员应在操纵区内操纵模型。模型直升机应在起降区起飞和着陆

（拾取或投放救援物资时除外）。

5.3 每轮比赛进场准备时间为 1���，比赛时间为 5���。

5.4 一次救援的定义：直升机从起降区起飞在物资区着陆后（不能降落在存放区内），

通过机械装置成功获得某一件救援物资，飞越障碍物，将救援物资运送到待救区的

过程。

5.5 一次投放的定义：直升机飞跃障碍物在待救区着陆后，将球投放到待投区的过

程。

5.6 模拟救援中，第一次运送必须是魔方，运送一次魔方后下次必须运送台球，运

送一次台球后下次必须运送魔方，以此类推，直至台球运送完毕，才可连续运送魔

方。如抓取顺序错误，则本次抓取和投放无效，应重新按照正确顺序进行比赛。

5.7 在抓取后若直升机未离开地面可以释放物资进行重新抓取，若飞行过程中出现

球脱落则按 7.3.2处理。

5.8 竞赛期间（检录开始至本轮竞赛结束）统一管理参赛队模型和图传设备。竞赛

期间不接受任何理由的维修与调整的申请。进入待飞区后可对机械结构进行维修、

调试，但依然不得打开任何设备电源，尤其是图传电源。

6. 成绩评定

6.1单轮比赛成绩为拾取分�����和投放分��ℎ���之和，即

����� = ����� + ��ℎ���

式中各项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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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拾取分

����� = 10�

�为一轮比赛中成功自动拾取救援物资并成功飞越障碍物的次数

6.1.2 投放分

6.1.2.1 单次投放分：模型将救援物资成功释放到待投区内即可获得该次投放分。单

次投放分计算规则如下：

��ℎ����

=
����� 将救援物资投放在待投区内，并且救援物资类型与待投区类型相同

10 将救援物资投放在待投区内，但救援物资类型与待投区类型不同

0 将救援物资投放在待投区以外

式中�����的值由下表给出

类型
魔

方

黄

球

绿

球

棕

球

蓝

球

粉

球

黑

球

不同类型物资分值�����
���� = ����, ������, �����, �����, ����, ����, �����

10 20 30 40 50 60 70

� = 1,2,3, …
救援物资类型与待投区类型相同的定义：魔方对应 a待投区，台球对应与台球同色

的 b待投区。

6.1.2.2 投放分：各次投放分值之和，即

��ℎ��� =
�=1

�

��ℎ�����

式中� = 1,2,3, …

6.2 任务时间�����是裁判员宣布比赛开始，计时开始，旋翼开始转动，至模型返回

着陆区，机体着陆并完全静止，终止计时得到的时间值。且只作为得分相同时名次

排定的依据（无论任务是否完成）。

6.3 取两轮成绩之和为正式比赛成绩，即

������ = �����1 + �����2

若成绩相同，两轮任务时间之和短者名次列前。若再相同，名次并列。

7. 判罚

7.1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需要进行复飞。复飞定义：模型直升机飞跃障碍物再返回。

7.1.1 模型起落架落在存放区内或 a 待投区内。

7.1.2 模型飞行中触地或着陆后与地面发生相对运动。

7.2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该轮成绩判为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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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比赛过程中操纵员双脚两次出操纵区。

7.2.2 比赛过程中助手使用物理摇杆（或虚拟摇杆）对机械装置进行控制。

7.3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该轮比赛终止，已取得的成绩有效。

7.3.1 发生 7.1 所列情况，未进行复飞。

7.3.2 模型飞行中救援物资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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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飞机

1. 任务描述

以太阳能电池为唯一动力源，采用无线电遥控设备操纵，通过滑跑方式起飞，并装

载一定的载重物，以载重和留空时间多者为胜。

2. 技术要求

2.1 太阳能电池板技术规格和供应厂商不限，电池板可以切割。

2.2 除飞机的太阳能电池以外，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储能装置为电动机提供动力。

接收机和舵机可以使用单独接收机电池供电，但接收机电池必须与太阳能电池在电

路上采用双接收机进行物理隔离。物理隔离在模型审核时应当当众展示。接收机电

池不计入空机质量。

2.3 模型飞机应采用滑跑方式起飞。可以借助其他滑跑工具，但此工具不能给模型

提供外力，且该工具的重量不计入模型自重。

2.4 模型飞机空机总质量（不包括接收机电池）应不高于 2.5��，即

��������� ≤ 2.5��

式中���������是模型飞机空机总质量

2.5 每个飞行组在比赛中最多使用 2 架模型。

2.6 一切固定载重物的连接件都视为模型的自重。

2.7 模型载重物只允许用水，载重用水不允许有提高比重的人为溶解物。容器为透

明塑料袋。标准载重物质量（包括容器）按 1.0�的整数倍计。

2.8 模型空载与负载时的重心位置应一致，且重心位置需设置明显的标记。模型审

核时会对模型飞机装载前后的重心位置进行检验。

2.9 比赛时间原则上安排在 9∶30 至 14∶30（视当时天气情况而定），各队每轮最

长飞行时间为 10���。

3. 场地设置

3.1 任务区包含起降区和飞行区两个子区域。场地范围内一条尺寸不低于 100 ×

20�的跑道作为起降区，包括安全区在内的其余区域均作为飞行区。

3.2 安全区位于跑道一侧，观众区位于安全区内。该项目安全区不作禁飞要求，但

各队必须保证飞机不降落或坠毁在安全区内。

4. 运动员

4.1 该项目每队限报 1 个机组，该组不超过 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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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每个机组操纵员不超过 2 人，受兼项规定限制，不得兼任其他项目的操纵员。

4.3 比赛中不允许教练员入场，或以任何形式指挥比赛。

5. 竞赛方法

5.1 比赛进行两轮。

5.2比赛开始后，各运动队均有一次按照电脑随机排出的出场顺序申请起飞的机会。

申请起飞的运动队只有一次在跑道上滑跑的机会，若未起飞则应立刻撤离跑道。待

顺序表中的所有参赛组都已申请或放弃起飞后，申请复飞的组可在比赛规定的时间

内到检录裁判处择机申请起飞，起飞顺序以申请的先后顺序为准。

5.3 第二轮申报的载重量可以低于第一轮。

5.4 模型的起飞

5.4.1 模型准备起飞前，机械员应在裁判员监督下将与电调相连的电源线正负极短

路 5秒钟以上。

5.4.2 准备工作完成后，按照出场顺序依次向裁判发出起飞申请，经裁判批准后便

可进入跑道尝试滑跑起飞。飞机离地后开始记录飞行时间，并获得起飞分。

5.4.3 滑跑结束未能起飞，可回到起飞位置待正在滑跑的飞机滑跑结束后再次起飞。

如第二次滑跑结束仍未能起飞，之后的起飞尝试均视为复飞，按照 5.2 条规定执行。

复飞次数不限。

5.4.4 模型离地后为正式飞行，每轮比赛允许两次正式飞行。模型第一次飞行不足

30�的，可以申请第二次飞行，但第一次飞行成绩无效。第二次飞行视为复飞，按

照 5.2条规定执行。

5.4.5 主机在没有离地的情况下出现故障，允许更换备机进行比赛，主机离地后不

允许再使用备机。

5.5 模型的降落

模型在起降区内成功着陆（成功着陆的定义参见 6.1.3条），即可获得着陆分。

5.6 模型和载重物的审核

获得成绩的机组降落后进行审核。审核项目包括模型飞机空机总质量、载重物的称

重、模型是否含有储能装置、接收机电池与太阳能电池在电路上是否采用双接收机

隔离以及模型空载与负载时的重心位置是否一致。验证时应测量模型空机重心位置

并进行标记，并与模型装载物位置进行对比。如不一致，则为违反 2.8 条的规定，

按 7.3.5条进行判罚。

6. 成绩评定

6.1 单轮比赛成绩�����由留空与载重分�����、起飞分��������与着陆分��������计算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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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 = ����� + �������� + ��������

6.1.1 留空与载重分�����在飞满 30�后有效，且由下式进行计算：

����� = 1 + 4����� × �����ℎ�

式中

�����为装载的载重物质量

�����ℎ�为模型飞机留空时间

6.1.1.1 模型飞机装载的载重物质量�����单位为��，称量时精确到 1�，在机组降落

后进行审核称重。

6.1.1.2 留空时间�����ℎ�从模型离地开始计时，到模型着陆（触地即算着陆）、空中解

体或者观测到载重物脱落或破损终止计时，最大测定时间 600�，1�记作 1分。留空

时间超过 600�的仍记为 600�。如比赛时间到，结束留空时间的计时。

6.1.1.3 若模型空中相撞、空中解体、坠地，则当最先下落部件触地时终止计时。

6.1.2 起飞分��������为 25分，在模型成功起飞后获得，即

�������� =
25 起飞成功

0 起飞失败

6.1.3 着陆分��������为 25分，飞机成功降落在起降区内即可获得（以模型的第一触

地点为准），即

�������� =
25 降落成功

0 降落失败

成功降落是指模型完全静止时无零部件脱落，若出现蒙皮等结构破损但未脱落也视

为成功降落。

6.2 取两轮中较高一轮成绩为正式比赛成绩，即

������ = max �����1, �����2

若成绩相同，则以另一轮成绩评定，若再相同，则名次并列。

7. 判罚

7.1 飞行留空时间�����ℎ�未满 30�，该轮比赛成绩无效。

7.2 飞机在飞行过程中发生零件脱落、解体的，终止比赛，已获得的留空分有效，

载重分记为 0。

7.3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取消比赛资格：

7.3.1 飞机带有为发动机提供动力的储能装置。

7.3.2 接收机电池没有和太阳能电池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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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起飞辅助装置带有动力。

7.3.4 飞行中模型坠入安全区。

7.3.5 违反 2.8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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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起降载运

1. 任务描述

遥控模型从起降区搭载一定载重物起飞，顺时针绕标杆飞行两圈，飞行至投放区上

空投放载荷后，安全返回起降区降落，循环往返直至比赛结束。比赛以限时内有效

投放载荷总质量大者取胜。

2. 技术要求

2.1 模型质量、布局、结构形式等不限，但模型不得有轻于空气的结构部分。

2.2 模型动力必须为电动，且电机数量不超过 2 个；动力电池（不包括飞控舵机的

设备电池）质量不得超过 ，审核时称重误差不得超过+ 。

2.3 模型起飞不得借助外力或其它装置，模型可带动力着陆，但必须在螺旋桨停止

转动后方可进行装载。

2.4 起降区内，除模型外不得放置任何设备。

2.5 每个飞行组在比赛中最多使用 2 架模型。

2.6 载重物为直径 的泡沫球，由组委会提供。载重物质量分为 和

两种，每种数量不限。

2.7 不限制载重物的装载方式。

2.8 比赛模型禁止使用直升机。

3. 场地设置

3.1 任务区

3.1.1 任务区设操纵区（ ）、起降区（3 3 0.2m  天井）、物资区、投放区、

标杆（高 ，相距 ）。

3.1.2 投放区为口部有篮筐支撑的网兜，两个不同半径的篮筐同心套在一起，将投

放区分为一区和二区，一区直径 ，二区直径 ，篮筐高 0.5�。起降区围网

高度≤0.2m。

3.1.3 载重物存放在物资区内。

3.1.4 标杆距离操纵区边线垂直距离为 。起降区中心与投放区中心的间距为6m；

起降区中心与投放区中心距离操纵区前边缘的间距各为6m。

3.1.5 比赛中操纵员不得离开操纵区。除更换备机外任何人不得进入起降区，更换

备机时按照 5.4.3条执行。

3.2 安全区

工作区和观众区设置在安全区，比赛场馆内除任务区外均为安全区，以视场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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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定的区域边线和搭设的安全网为界。

4. 运动员

4.1 该项目每队最多报名 2 个机组，每个机组最多 3 人。

4.2 每个机组由操纵员 1 人、助手不超过 2 人组成机组参加比赛。

4.3 比赛中不允许教练员入场，或以任何形式指挥比赛。

5. 竞赛方法

5.1 比赛进行两轮。

5.2 每轮比赛进场准备时间为 ，比赛时间为 。

5.3 比赛时间内运动员操纵模型完成若干次起飞、绕标、投放和降落动作，超过比

赛时间完成的动作不予计分。

5.4 模型的装载和飞行

5.4.1 载重物的装载应在比赛开始计时后进行。

5.4.2 主机在没有离地的情况下出现故障，允许更换备机进行比赛，主机离地后不

允许再使用备机；在启用备机前，禁止在备机上提前装载载重物；更换备机不算作

接触模型。

5.4.3更换备机需向裁判员申请，获准后方可进行；模型第一次离地后，不得人为取

出模型进行维修和调试。所用的时间含在 内。

5.5 模型的空投

模型应顺时针绕标杆飞行两圈才可进行空投，模型绕两标杆的外侧，从图示左侧标

杆飞向右侧标杆两次后，即为完成两圈飞行。

5.6 装载时模型应在起降区内，任何人员不得进入起降区，不得和模型有任何接触

（包括通过其他物体）。

6. 成绩评定

6.1 单轮得分 为竞赛时间内的起飞分 与每次飞行的空投分

之和再减去扣分 ，即

6.2 起飞分：首次起飞成功得 100分，即

�������� =
100 (首次起飞成功)
0 (首次起飞失败)

6.3 单次飞行的空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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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到投放区内的载重物，按不同质量载重物的数量和投放区域计算空投分，计分

规则如下表所示；载重物未投入投放区时，不予计分。

一区

二区

6.4 扣分：如 7.1 条所述，即 ������ℎ = 10。

6.5 取两轮中较高一轮成绩为正式比赛成绩，即

������ = max �����1, �����2

若成绩相同，则另一轮得分高者列前。如果仍相同，名次并列。

7. 判罚

7.1 比赛时间内参赛人员第一次与模型发生接触（包括通过其他物体），扣 10 分。

7.2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该轮比赛终止，已取得的成绩有效。

7.2.1 操纵员双脚离开操纵区。

7.2.2 模型第一次离地后，对模型进行维修和调试（无论取出与否）。

7.2.3 比赛中，模型因故障无法继续飞行或经裁判员认定不能保证飞行安全。

7.2.4 螺旋桨未停止转动进行装载两次（第一次警告）。

7.2.5 参赛人员第二次与模型发生接触（包括通过其他物体）

7.3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该轮成绩判为零分。

7.3.1 动力电池质量超标。

7.3.2 模型未按规定绕杆飞行两圈且进行了空投。

7.3.3 比赛时间到仍继续向投放区空投。

7.3.4 模型借助外力或其他装置起飞。

7.3.5模型在投放载荷时与投放区接触两次（第一次警告）。

单个载重物质量
投放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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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侦察与打击

1. 任务描述

手动操纵便携式固定翼模型飞机起飞和降落，并让飞机在自动飞行的过程中对未知

区域进行自动侦察活动，根据采集的数据分辨目标，并对指定目标实施自动即时打

击。该项目以侦察准确度，即时打击精度以及任务用时来计分，旨在培养学生自主

研制模型飞机的能力，并为无人机自动侦察打击领域积累知识和技能。

2. 技术要求

2.1 模型飞机以及所有相关设备必须全部完全地置于外部尺寸的长宽高之和不大于

1600mm 的长方体箱子之内，箱子必须使用硬质材料且有足够的强度保证比赛期间

不能出现破损。

2.2 仅限使用固定翼模型飞机。

2.3 电机数量不超过 2 个。

2.4 模型飞机必须具备标准载重物的搭载能力，标准载重物为一瓶市售带标签未开

封 350ml 瓶装水（容积以标签标注为准）；并在瓶身清楚地标记操纵员的会员证号。

2.5模型飞机必须具有在飞行中对地面自动侦察能力和自动投放标准载重物的能力。

2.6 飞机可以通过手动方式起飞和降落，但须在自动控制模式下完成对地侦察与打

击任务。

2.7 自动侦察与打击不允许使用物理摇杆（或虚拟摇杆）进行控制。可能带有物理

摇杆的设备包含不仅限于航模遥控器、游戏手柄、模拟飞行摇杆等。

2.8 根据赛方公示的分组情况，各机组须在赛前自行协商调整设备的频点。若比赛

中出现同组间图传设备相互干扰，后果自负。

3. 场地设置

3.1 任务区包括工作区、起飞区、降落区、目标区四个子区域。

3.1.1 工作区：设有计时器，画有出发线。

3.1.2 起飞区：尺寸不小于 30m × 10m 的跑道区域。

3.1.3 降落区：与起飞区并排，宽度不小于 10m 的区域。

3.1.4 目标区：距离起飞区约 150m。区内固定 6 座间距大于 20m 且颜色不混合

放置的高为 500mm 的天井（以天井示意图为准），其中的 3 座的底面用红色 RGB

（255，0，0）标记，另外 3 座用蓝色 RGB（0，0，255）标明；红色天井是 A 机

组的侦察目标，蓝色天井是 B 机组的侦察目标。每个天井的底部中央放置 2 个

500�� × 250��的靶标，每个靶标上的数字范围为 0~9，两个靶标组成一个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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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靶标底板为白底，字符格式为黑体黑色，字高 400��且加粗带下划线。

3.2 安全区：裁判工作区及观众区划定为安全区。

4. 运动员

4.1 该项目每队最多报名 2 个机组。

4.2 每个机组由操纵员 1 人、助手不超过 3 人组成。

4.3 比赛中不允许教练员入场，或以任何形式指挥比赛。

5. 竞赛方法

5.1 比赛一共进行两轮。

5.2 每轮每场比赛由相同代表队的两机组同场竞技，若代表队只有一个机组，则随

机组队同场竞技。两个机组分别为 A、B 机组。

5.3 裁判组将天井位置提前一天用白灰标注于比赛场地，且不再变动位置。

5.4 A、B 两个机组同时上场，机组携带箱子至起降区方可开箱，随后组装并调试模

型,准备时间限时 4min，待机组操纵员申请起飞后,裁判员发出起飞指令，并启动任

务计时。飞机起飞后，操纵员须将遥控器放置在地面才能开始侦察和投弹任务，并

且在侦察与投弹任务后方能拿起遥控器降落飞机。自动飞行时，任何人员不得触碰

任意操纵设备。

5.5 A、B 两机组的模型飞机自动飞向目标区，对目标区内的目标进行侦察；A 机组

识别红色天井中的数字，B 机组识别蓝色天井中的数字。完成侦察后，机组将模型

飞机所携带的标准载重物自动投掷进各自的“中位数”所在天井的有效投掷范围内，

有效投掷区分为 1 区和 2 区,1区和 2 区分别是以天井中心为圆心，3�和 5�为半径

的圆形区域（见投掷区域示意图），投掷点以载荷的第一落点为准。

5.6 每轮比赛时间为 4min，4min有效计时内必须完成比赛任务，即起飞、侦察、打

击目标、返航着陆、按照数字从小到大顺序填写任务单（着陆与填单无顺序要求），

然后停表。停表即视为比赛结束。对仍未完成的科目依照第 7 条中相应的条款判

罚。

5.7 为确保安全，在模型飞机着陆并完全静止后，机组人员方能回收模型飞机。

5.8 每轮比赛计时停止后，机组应将模型飞机交与裁判进行审核并保管。已经移交

模型飞机给裁判保管的机组，必须协助裁判检查接下来最早比赛结束的机组。检查

内容为模型飞机是否满足技术要求；并监督该组关闭所有设备封箱，交与裁判保管。

6. 成绩评定

6.1 单轮成绩为起飞分��������、侦察分������、空投分�������，降落分��������以及任

务分�����之和。计算公式为�����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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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各项定义及计算方式如下：

6.1.1 起飞分�������� =
50（起飞成功）

0 （起飞失败）
：模型飞离起飞区即得起飞分。

6.1.2 侦察分������ = 100 × �������� − 50 × ������ + 0 × ������：式中��������、������

和������分别表示填写正确、错误和空白的侦察内容（数字）的个数，即每正确填

写一座天井中的数字得 100 分，错误填写扣 50 分，不填不得分；

6.1.3 空投分������� =
200(投中 1 区)
100(投中 2 区)

0 (未投中)

：正确的将标准载重物投入 5.5 规定的区域

内且 3个目标值全部填写正确时，视为空投有效。

6.1.4 降落分�������� =
40(降落成功)
0(降落失败)

：降落成功定义为在比赛规定时限内，模

型无损地降落在降落区内，且模型的第一落点及静止状态均在着陆区内（模型必须

抛弃标准载重物）。

6.1.5 任务分：����� = 0.5 × (240 − �����)任务时间�����为计时器上的时间，以�为

单位。记时精确到 1�，尾数舍去。任务分精确到 1，尾数舍去，最小计数为 0。

6.2 取两轮中较高一轮成绩作为正式比赛成绩，即������ = ��� �����1 �����2 。

7. 判罚

7.1 存在以下情况之一者，取消本轮参赛资格

7.1.1 经审核不满足规则规定的任何一项技术要求。

7.1.2 贴上封条后、计时开始前，未经裁判允许打开模型箱。

7.2 存在以下情况之一者，本轮成绩为 0 分

7.2.1 裁判员发出启动指令前抢跑二次（第一次警告）。

7.2.2 在起飞前，裁判员发现模型有明显的安全隐患即终止比赛。

7.2.3 标准载重物落入安全区，工作区或起降区内。

7.2.4 准备时间超过 4 分钟，或比赛计时开始后 4 分钟内未停表终止计时。

7.2.5 完成任务后错按对方计时器的机组。

7.2.6 比赛过程中模型掉零件，飞越安全线（含着陆）。

7.2.7自动飞行时，人员触碰遥控器。

7.3 存在以下情况之一者，任务分为 0 分

7.3.1 比赛过程中模型坠毁。

7.3.2 停表时模型未降落。

7.3.3 停表时未完成填写报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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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存在以下情况之一者，着陆分为 0 分

7.4.1 模型未能降落在规定的降落区域（第一落点及静止状态均必须在着陆区内）。

7.4.2 降落时模型损坏。

7.4.3 停表时模型未降落。

7.4.4 着陆时未抛弃标准载重物。

7.4.5 着陆时模型碰触本队人员。

7.5 模型起飞后必须一次性完成比赛任务，若飞行过程中擦地，即终止比赛，在此

之前已获得的成绩有效。

7.6 两轮比赛中未能正确填写任一侦察目标的飞行组将不予评奖。

场地和天井示意图

投掷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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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组

多级模型火箭发射与载荷回收

1.任务描述

两级模型火箭均使用固体火箭发动机，一级点火飞行一段时间后级间分离，二级火

箭携带任务载荷空中点火继续飞行至最大高度，两级火箭箭体分别安全降落至指定

区域完成任务。

2.技术要求

2.1模型火箭必须采用竖直起飞方式，起飞过程中模型火箭俯仰角不得小于 60°。

2.2 模型火箭使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固体火箭发动机仅限使用标准 B 级成品固体火

箭发动机（中天火箭公司生产），数量不超过 6 枚。为保证安全，固体火箭发动机

严禁改装。

2.3模型火箭飞行最大高度不得低于 30m。

2.4 二级火箭装载任务载荷，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电子高度计，由组委会提供，

重量<5g，设备自带电池；第二部分是一枚生鸡蛋，由组委会提供，重量为 55±5g，

模拟箭载生物体；电子高度计不得与箭体有任何的电或信号连接。

2.5 火箭发射后与地面不能有物理连接，两级箭体均需通过伞降方式单独回收且安

全降落至指定区域，降落伞及伞绳不限。

2.6 比赛全程中不得使用任何遥控设备，二级箭体降落后不得自主移动，降落伞必

须在二级箭体触地后自动解除与其他一切连接，包括与载荷。

2.7各队需在醒目位置标识出参赛学校的校徽及校名。

3.比赛场地

3.1任务区

任务区为 400m 标准体育场或等同于标准体育场面积场地，场地为土质、草地或硬

质地面，具体尺寸和面积根据赛场实际情况确定。根据任务需求，任务区划分为准

备区、发射区、降落区三个子区域。

3.1.1准备区：用于准备待飞。

3.1.2 发射区：用于模型火箭的发射，每个发射点面积不小于 5m×5m，各发射点间

隔不小于 5m。

3.1.3降落区：用于一、二级箭体降落回收，两级箭体降落区域为 400m 标准体育场

跑道以内，除发射区及准备区以外包围面积。

3.2安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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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区设置在场地一侧，观众位于安全区内。

3.3除工作人员和参赛运动员外，其他人员在比赛期间一律不得进入任务区。

4.运动员

4.1每队本项目最多报名 2 个机组，每个机组不超过 4 人。

4.2每个机组由点火发射人员 1 人、助手 3 人组成机组参加比赛。

4.3比赛中不允许教练员入场或以任何形式指挥比赛。

5.竞赛方法

5.1比赛共进行两轮。

5.2比赛时间

自宣布运动员入场开始计入场时间，入场时间不超过 90s；入场时间到或者所有运

动员进入发射区后开始计比赛时间，每轮比赛时间为 5min，运动员须完成发射模型

火箭和返回任务。火箭发射前运动员需向裁判员申请发射，得到允许后方可进行发

射。

5.3模型离地即为正式发射，每组运动员一轮只允许进行 1 次正式发射。

5.4 机组成员进入发射区后必须佩戴安全帽，从火箭发射至两级火箭降落前，任何

运动员均不能触及二级箭体、有效载荷及其连带部件。

5.5 比赛结束将高度测量装置现场交还给号位裁判审核并记录高度，同时将模拟生

物体载荷交还号位裁判审核鸡蛋的编号及结构完整性。

6.成绩评定

6.1成绩计算方法：每轮成绩由发射分、二级点火分、高度分、回收分计算得到。

6.1.1 发射分：火箭正常点火起飞，一级助推段姿态稳定，俯仰角度不小于 60°，

成功完成级间分离，且一级火箭箭体完全开伞，视为成功，获得相应分数 50 分。

否则视为发射失败，比赛终止。

6.1.2二级点火分：二级火箭空中点火且飞行姿态稳定，二级结束箭体完全开伞视为

成功，获得相应分数 50分。否则视为二级点火失败，二级点火分记 0 分。

6.1.3 高度分：以二级火箭携带高度仪测量最高点高度结果为准，测量值精确到米

（m），1m记 1 分，若最大高度小于 30m，则高度分为 0 分。

6.1.4回收分：二级箭体完全开伞并安全降落在降落区，鸡蛋完整无破损，降落伞解

除连接，且高度分不为 0 分，则视为回收完成，获得回收分 50 分，否则视为回收

失败，回收分记 0分。

6.1.5参赛组每轮成绩计算方法：

每轮成绩=发射分+二级点火分+高度分+回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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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比赛者以时间结束时刻状态计算总成绩。

6.1.7每组参赛队比赛两轮，取两轮最好成绩为最终比赛成绩。

6.2 名次排列：以最终比赛成绩排名，成绩相同时，以完成任务者排前；如都完成

全部任务，以火箭总质量轻者取胜，如果还相同，则名次并列。

7.判罚

7.1有下列情况之一者该轮比赛终止，已取得的成绩有效。

7.1.1发射失败。

7.1.2模型火箭级间分离失败。

7.1.3模型火箭二级点火失败。

7.1.4模型火箭高度小于 30m。

7.2有下列情况之一者该轮成绩判为 0 分。

7.2.1模型火箭空中解体或有零部件脱落。

7.2.2改装模型火箭发动机。

7.2.3在裁判员“发射”口令发出前抢先发射。

7.2.4有效载荷及其连带部件触及本队运动员。

7.2.5比赛结束未在现场将载荷（高度仪和鸡蛋）交回号位裁判。

7.2.6模型火箭或其分离部分未能完成开伞技术动作而坠落。

7.2.7声明弃权。

7.3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取消该参赛小组整个比赛资格

7.3.1使用未经审核的模型。

7.3.2使用未经审核的有效载荷，或擅自更改已审核的有效载荷，或以任何电或信号

接口形式连接。

7.3.3发生其它严重违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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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水火箭助推航天器

1. 任务描述

用模型水火箭运载无动力航天器到一定高度，分离后水火箭以伞降方式落地，航天

器进行无动力滑翔飞行，并最终在指定区域着陆。

2. 技术要求

2.1 模型水火箭必须采用竖直起飞方式，起飞过程中水火箭俯仰角不得小于 60°。

2.2 发射成功后不得再以任何方式给航天器提供动力。

2.3 模型水火箭发射到一定高度后分离，从分离（箭体和航天器分离）到最先下落

部分触地，时间不得小于 10�。

2.4 模型水火箭发射后与地面不能有物理连接，分离后箭体单独回收且与航天器不

得有任何形式物理连接，箭体各部件均需通过伞降方式安全降落，降落伞及伞绳不

限。

2.5 比赛全程中不得使用任何遥控设备操纵模型水火箭，箭体分离后需着陆到比赛

任务区。

2.6 在模型水火箭与航天器分离之前，不得使用任何遥控设备控制航天器，分离后

可使用遥控器完成比赛。

2.7 各队需在箭体与航天器上分别标识出参赛学校的校徽及校名。

3. 比赛场地

3.1 任务区

任务区为 400m 标准体育场或等同于标准体育场面积场地，场地为土质、草地或硬

质地面，具体尺寸和面积根据赛场实际情况确定。根据任务需求，任务区划分为准

备区、发射区、着陆区三个子区域。

3.1.1 准备区：

用于准备待飞。

3.1.2 发射区：

该区域设置若干号位，每个号位容纳一个机组进行水火箭的发射，每个号位面积不

小于 5m x 5m，各号位间距不小于 10m。

3.1.3着陆区：

该区域设置若干用于航天器着陆的号位，每个号位容纳对应靶标数字的一个机组进

行降落，每个号位内设置直径不小于 300mm 圆形靶标，每个靶标上用数字标明号

位。字符格式为黑体，字高 200mm 且加粗带下划线，采用白底黑字。着陆区位于

下风，距离发射区 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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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安全区：

安全区根据场地实际情况划定，观众区设置在安全区。安全区是禁落区（在保证安

全的前提下可以在安全区上空飞行）。

3.3 除工作人员和参赛运动员外，其他人员在比赛期间一律不得进入发射区和着陆

区。

4. 运动员

4.1 每队本项目最多报名 2 个机组，每个机组不超过 4 人。

4.2 每个机组由操纵员 1 人、助手 3 人组成机组参加比赛。

4.3 比赛中不允许教练员入场，或以任何形式指挥比赛。

5. 竞赛方法

5.1 比赛进行两轮。

5.2 比赛时间：自宣布运动员入场开始计入场时间，入场时间不超过 90s；入场时间

到或者所有运动员进入发射区后开始计比赛时间，每轮比赛时间为 8���，运动员

必须完成发射水火箭和航天器定点着陆任务，火箭发射前运动员需向裁判员申请发

射，得到允许后方可进行发射。

5.3 模型离地即为正式发射，每组运动员一轮只允许进行一次正式发射。

5.4 机组成员进入发射区后必须佩带安全帽，从水火箭发射至裁判测量完成成绩记

录前，任何运动员均不能触及模型任何部件。

6. 成绩评定

6.1 单轮成绩由发射分������ℎ 、留空时间分�����、着陆定点分���������计算得到。

6.1.1 发射分：火箭正常发射起飞且俯仰角度不小于 60°，成功完成箭体与航天器

物理分离，箭体开伞且留空时间大于等于 10s，为发射成功，获得相应发射分数 50

分。否则视为发射失败，比赛终止。

������ℎ =
50 发射成功

0 发射失败

6.1.2 留空时间分：模型起飞后，从模型发射时的第一个动作开始计时，到航天器

着陆且停止前进，终止计时，计时时间为�。留空时间满分为 120分，留空时间不足

120s 的，每秒计 1 分，留空时间超过 120s 的，每超过 1s 从 120 分中扣 1 分。记时

精确到 1s，尾数舍去。

����� = 120—|120—t|

6.1.3 着陆定点分：

��������� =
100 − 4X X < 25m
0 X > 25m 或出现 7.1 判罚中的任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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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为模型着陆停稳后机头在地面的垂足到靶心的距离，以 cm 为单位。

6.1.4 参赛组的单轮成绩的计算方法：

����� = ������ℎ + ����� + ���������

6.1.5不计 8min比赛时间后的飞行留空时间分和着陆定点分。

6.2 取两轮中较高一轮成绩作为正式比赛成绩，即

������ = max �����1, �����2

7. 判罚

7.1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该次飞行着陆定点分为 0 分

7.1.1 着陆过程中模型损坏、折断。

7.1.2 模型着陆时与本队运动员相碰。

7.1.3 模型着陆后，操纵员或助手在裁判员未测量定点距离之前触摸模型。

7.2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该轮成绩判为 0 分

7.2.1 起飞过程中模型水火箭俯仰角小于 60°。

7.2.2 发射失败。

7.2.3 箭体或其分离部分未能完成开伞技术动作直接坠落于安全区。

7.2.4装置在空中解体或有部分零件脱落。

7.2.5在裁判员“发射”口令发出前抢先发射。

7.2.6航天器使用了除水火箭外的其它动力装置。

7.2.7 在模型上使用尖锐凸起物。

7.2.8声明弃权。

7.3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取消该参赛小组整个比赛资格

7.3.1 使用未经审核的模型，或擅自更改已审核的模型。

7.3.2发生其它严重违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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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距载重空投

1. 任务描述

遥控电动模型飞机搭载一定质量的载荷从起降区起飞，飞行至任务区上空一定高度

后将载荷投放，模型飞机安全返场，完成比赛任务。比赛以装载质量大、投放准确

取胜。

2. 技术要求

2.1 模型动力必须使用 3S 锂聚合物电池。

2.2 除水袋之外，模型空载质量小于等于 1��；装载质量不得低于 2��。

2.3 每组在比赛中最多使用 2 架模型。

2.4 除载重物外，模型所有部件及附属设备（含电池、遥控器、工具等）必须全部

装入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大于 1800�� 的长方体箱子中，比赛前裁判对箱子进行

审核，审核通过的箱子允许进入待飞区，接到裁判指令后方可打开。

2.5 模型必须以滑跑的方式从起飞线前起飞，滑跑距离不得超过 25�(以前起落架为

准)，起飞不得借助外力或其他装置。模型可带动力着陆但必须在接地后关闭发动机，

模型接地且螺旋桨停止旋转后方可触及模型。模型着陆后，不得去除任何零件，送

到审核区进行空载质量确认。

2.6 模型载重物只允许用水，载重用水不允许有提高比重的人为溶解物。容器为透

明塑料袋，塑料袋壁厚不大于 0.2��。每次投放的各单体标准载重物上必须系有尺

寸不小于 0.5� 长、0.1� 宽的自备彩色飘带。标准载重物质量(包括容器)按 0.1��

的整数倍计，不足 0.1�� 的超过部分质量不计。

2.7 载重物由参赛队自行准备，赛前须经大会审核标注。

3. 场地设置

3.1 任务区

3.1.1 比赛场地划分为起降区、投放区、待飞区和禁区四部分。比赛时起降区和待

飞区只允许工作人员和参赛运动员入内，投放区和禁区只允许工作人员入内。

3.1.2 模型起降区为长宽不低于 100 × 20�跑道。

3.1.3 操纵员在远离投放区一侧跑道边线外进行操作。

3.1.4 比赛场地设直径分别为 8m、16m、40m 的三个同心圆载重物投放区，投放区

圆心距远离投放区一侧跑道边线直线距离不超过 40�。

3.1.5 跑道及其两端各 150�、投放区及其上下风方向各 250�为禁区。

3.1.6 跑道两端距离靶心 80m 处设置信号旗。模型必须从信号旗外端飞入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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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高度和航向达到投放要求，执行裁判员方可发出投放许可（“可以空投”指令）。

3.2 安全区

远离投放区一侧跑道边线外为安全区，工作区、观众区均设置在此区域。

4. 运动员

4.1 该项目每队最多报名 2 组，每个机组不超过 4 人。

4.2 每个机组由操纵员 1 人、助手不超过 3 人组成。

4.3 允许一名教练员入场口头指导，但不能动手调整遥控设备和碰触模型上的任何

部件。

5. 竞赛方法

5.1 比赛进行两轮。

5.2 各队领队（教练）须在每轮比赛净空前以密封的方式向执行裁判长提交《装载

质量报告单》； 在净空信号发出 10���内，对各队的装载质量进行公示。净空信号

发出后仍未提交装载质量报告单者视为弃权；公示后载重质量在本轮比赛期间不得

更改；入场顺序以电脑随机排序为准。

5.3 比赛准备时间：参加比赛的 4至 8 个机组进入工作区后，在裁判的监督下开箱，

进行飞行前的准备工作。裁判员发“开始”令后开始计时，必须在 15��� 内完成

开箱、组装、调试、装载等飞行前所有准备工作。

5.4 完成飞行准备的小组依次经过静载测试后方可进场。静载测试方法为模型按照

装本轮载质量报告单所填写质量装载重物，仅由两名机组成员从翼尖两侧将带载的

模型托举起来保持 5 秒以上模型仍然安全无损为通过，有异响、折裂、断裂等现象

者为不通过。模型托举位置在自翼尖向内 mm100 范围内，托举模型需完全离地到达

距地面 mm500 以上才开始计时，计时期间模型除翼尖外其他任何部分与任何物体不

得有接触。静载测试只能进行一次。

5.5 进场的参赛机组经裁判员同意后方可起飞，从裁判员同意起飞开始计比赛时间，

一轮比赛时间为 3���，比赛时间内须完成起飞、空投和着陆等程序。

5.6 空投高度不得低于 18�，采用长系留绳所系气球或组委会统一提供的高度判读

器判定高度，空投时模型航向必须与起飞航向夹角在 45°以内。

5.7 运动员须在投放前提出空投申请，得到裁判员允许后方可进行空投，在比赛时

间内申请投放次数不限。

5.8 空投前航线长度不得小于 50�。

6. 成绩评定

6.1 单轮比赛成绩�����由载重分�����、空投分�������与着陆分��������计算：



2021 CADC 中国国际飞行器设计挑战赛规则

CADC 2021 Rules Publish Version
32

����� = ����� + ������� + ��������

式中各项目按下述规则进行计算：

6.1.1 载重分�����：裁判首次给出投放许可（“可以空投”指令，应达到 3.1.6 条要

求）即获得载重分。

����� = �����

式中�����为载重物质量，每��计 1 分，精确到 0.1 分。

6.1.2 空投分�������：

������� =
100%����� 载重物投入 1 号区

80%����� 载重物投入 2 号区

40%����� 载重物投入 3 号区

载重物是否投入各区以载重物坠落的第一落点为准，压线即视为入内。

6.1.3 着陆分��������：

�������� =
0.2 模型安全着陆在起降区

0 着陆失败、着陆界外或坠机

着陆点以起落架第一接地点为准，压线即视为入内。

6.2 取两轮成绩中最高一轮成绩为正式比赛成绩，即

������ = max �����1, �����2

如成绩相同，以另一轮成绩高者名次排前；如再相同，名次并列。

7. 判罚

7.1 有以下情况者，载重分�����为 0 分。

7.1.1 未获得过裁判投放许可前，完成投放或载重物脱落。

7.2 有以下情况之一者，空投分�������为 0 分。

7.2.1 未得到裁判投放许可之前，完成投放或载重物脱落。

7.2.2起飞 3���内未完成投放。

7.2.3载重物未投入投放区。

7.3 有以下情况之一者，取消本轮成绩。

7.3.1 比赛准备时间内未完成组装调试任务。

7.3.2 模型静载验证未通过。

7.3.3 模型未在规定距离内起飞。

7.3.4 成功投放之前出现水袋破裂漏水。

7.3.5 未获准而起飞。

7.3.6比赛期间箱子出现破损。

7.4 有以下情况之一者，取消参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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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装箱后物品露出箱子表面。

7.4.2 空载质量大于 1��或装载质量小于 2��。

7.4.3 比赛期间参赛队任何人员，进入禁区两次（第一次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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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折叠飞行器

1. 任务描述

遥控折叠在桶内携带载荷的微型飞行器展开并起飞，穿越障碍区并在投放区投放载

荷，安全返回着陆区着陆。完成比赛任务且用时较短者取胜。

2. 技术要求

2.1 飞行器质量、布局、结构形式等不限。飞行器及载重物必须能全部完全地置于

外部直径不超过 150mm、长度不超过 500mm 的圆柱筒之内，圆柱筒必须使用硬质

材料且有足够的强度保证比赛期间不能出现破损。

2.2 飞行器动力必须为电动。

2.3 每个飞行组在比赛中只能使用 1 架飞行器。

2.4 载重物为直径 67mm（±2mm）的网球，由组委会提供。

2.5 根据公示的分组情况，各机组须在赛前自行协商调整图传设备的频点。若比赛

中出现同组间图传设备相互干扰，后果自负。

3. 场地设置

3.1 任务区：任务区为室内场馆中长宽约 30m x 15m 的区域。任务区内设有障碍区

和投放区。障碍区分左、右两个子障碍区，每个子障碍区内沿飞行路线依次设有 C1、

A、D 三个障碍门，障碍区与投放区之间设有公用障碍门 C2（与 C1 尺寸相同），障

碍门形状和尺寸如下图所示：

3.2 投放区：投放区为公用区域，设有多个长宽高为 600mm x 600mm x 1000mm 的

箱体，箱体侧面开口，方向背向操纵手，开口尺寸为 400mm x 400 mm，开口底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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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地面的距离为 500mm，开口下方标有 A4纸大小的一位数字。

3.3 起降区：左、右两个子障碍区分别设有独立起飞区，投放区内设有长宽约为 5m

x 2m的公共着陆区。

3.4 操纵区：操纵区为紧邻任务区长宽约 1.5m x 1m 的区域，比赛中操纵员不得离

开操纵区。

3.5 安全区：比赛场馆内除任务区外均为安全区，以视场地情况划定的区域边线和

搭设的安全网为界。

4. 运动员

4.1 该项目每队最多报名 2 个机组，每组不超过 3 人。

4.2 每个机组由操纵员 1 人、助手不超过 2 人组成机组参加比赛。

4.3 比赛中不允许教练员入场或以任何形式指挥比赛。

5. 竞赛方法

5.1 比赛进行两轮，每轮每场比赛由相同代表队的两机组同场竞技，若代表队只有

一个机组，则随机组队同场竞技。

5.2 每轮比赛进场准备时间为 2 分钟，比赛时间为 3 分钟。

5.3 比赛时间内运动员操纵飞行器完成起飞、越障、投放和降落动作，超过比赛时

间完成的动作不予计分。

5.4 飞行器的起飞和飞行

5.4.1 比赛开始计时前，飞行器及载重物必须全部完全地置于圆柱筒内。

5.4.2 比赛开始计时后，任何人员不能以任何方式接触圆柱筒及飞行器。飞行器的

展开和飞行只能通过遥控的方式进行。

5.5 飞行器的任务

5.5.1 任务目标为飞行器携带网球按指定路线穿越障碍区，将网球投放至投放区内

指定标号的箱体中。标号于每轮比赛前现场抽签确定。

5.5.2 飞行器必须按规定的路线飞行并按 C-A-D-C 的顺序进行越障。运动员可选择是

否穿越某个障碍门，选择不穿越某个障碍门的可从障碍门的两侧绕过。如飞行器撞

倒障碍门，则此门在该参赛队当前比赛过程中不再立起，飞行器若正常可继续执行

任务。飞行器携带载重物（网球）的越障为有效越障。

6. 成绩评定

6.1 单轮得分为竞赛时间内的起飞分Stakeoff、越障分Spass、投放分Sthrow、着陆分

Slanding，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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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rn = Stakeoff + Spass + Sthrow + Slanding

6.2 起飞分：飞行器起飞成功且在空中停留 5s 以上，得 50分，即

Stakeoff =
50 (起飞成功且在空中停留 5s 以上)
0 (起飞失败或在空中停留不足 5s)

6.3 越障分：飞行器携带载重物（网球）成功穿越障碍门可获得相应的越障分，即

Spass = SpassC1 + SpassA + SpassD + SpassC2

其中：

SpassC1 =
40 (成功穿越C1)
0 (未能穿越C1)

SpassA =
60 (成功穿越 A)
0 (未能穿越 A)

SpassD =
100 (成功穿越 D)
0 (未能穿越 D)

SpassC2 =
40 (成功穿越C2)
0 (未能穿越C2)

6.4 投放分：成功将飞行器携带的载重物（网球）投放至投放区内指定标号的箱体

内则投放成功，得 100分，即

Sthrow =
100 (投放至指定标号的箱体内)
0 (未能投放至指定标号的箱体内或在接触箱体状态下投放)

6.5 着陆分：飞行器着陆在着陆区内得 20 分，即

Slanding =
20 (着陆在着陆区内)
0 (着陆在着陆区外)

6.6 计时时间：裁判员宣布比赛开始，计时开始，至飞行器第一次触地，终止计时，

以 s 为单位，精确到 1s，尾数舍去。

6.7 取两轮中较高一轮成绩为正式比赛成绩，即

Statal = max  (Sturn1, Sturn2)

若成绩相同，则计时时间较短者列前；如果仍相同，另一轮得分高者列前；如果仍

相同，名次并列。

7. 判罚

7.1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该轮比赛终止，已取得的成绩有效。

7.1.1 飞行器触地。

7.1.2 飞行器除载重物以外的零件脱落。越障过程中载物掉落，越障无效。

7.1.3 操纵员双脚离开操纵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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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比赛计时开始后，参赛人员与模型发生接触（包括通过其他物体）。

7.1.5 比赛中，飞行器因故障无法继续飞行或经裁判员认定不能保证飞行安全。

7.1.6 飞行器与投放区箱体接触两次(第一次警告)，且飞行器在接触箱体状态下的投

放为无效投放。

7.2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该轮成绩判为零分。

7.2.1 飞行器飞越安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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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评比办法

1. 设计主题

科技创新作品鼓励围绕以下四个主题设计：

1.1 模型飞行器的总体设计、动力装置、结构工艺、飞行控制、起落装置、抓取投

放装置创新。

1.2 支持参赛模型飞行器的飞行训练设备和辅助地面设备创新。

1.3 新概念模型飞行器的创新设计及其飞行验证。

2. 评奖类别

2.1 评奖类别分为参赛项目类别和非参赛项目类别。

参赛项目类别有：总体设计、动力装置、结构工艺、飞行控制、起落装置、抓

取投放装置。

非参赛项目类别有：飞行训练设备、辅助地面设备、新概念模型飞行器。

2.2 各单位根据自己项目的创新点对照上述类别进行申报，如创新点与申报类别不

符，将不予评比。

3. 评奖项目的申请

3.1 各单位可申报评比项目的数量由上一年度评比结果决定。最高获奖等次为一等

奖的单位可报3项；最高获奖等次为二等奖的单位可报2项；其他单位可报1项。每

项上报的人员最多3人。

3.2 如申报的评奖类别与参评作品不符，将不予评比。

3.3 参加评奖的作品必须由作者自行研发设计，参赛高校应出具纸质证明文件（证

明参赛作品为作者自行研发设计）并加盖公章（学院章、团委章均可），如比赛中

不能出具纸质证明，将不予评比。

3.4 参加评奖的作品须在正式报名截止前申报，比赛期间临时申请一概不予授理。

3.5 作品申报

第一步：登陆报名系统进行项目登记，并上传评奖项目申请表。

第二步：制作展示创新点及完整工作过程的视频（时间不超过2分钟）并将视频

发送到keyanlei@126.com。

注意：视频文件应以项目名称命名。

3.6 下列项目请勿提交评审：

a) 不属于航空航天模型作品的科技创新项目；

b) 涉及内容需保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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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获得国家或省部级基金等资助的；

d) 已经获得国家或省部级奖励的；

e) 未参加比赛，又不能提供录像或进行现场表演等的。

4. 评委会的组成

4.1 评委会由中国国际飞行器设计挑战赛组委会聘任。

4.2 评委会设主任一名，副主任两名，委员若干名，秘书一名。

4.3 每届评委会任期五年。

5. 评审原则

5.1 评审过程中综合考虑作品的创新性、科学性、实用性和现实意义等因素进行评

定。

5.2 评委会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注重于为我国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

后备人才。

6. 评审流程

6.1 材料审核：评委会将对各项目提交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对于介绍内容不符合

申报要求的作品，评委会有权要求相关单位补充申报材料，甚至取消评比资格。

6.2 现场评审：评委会将通过现场答辩进行评审。请各代表队注意大赛安排及通知。

6.3 合议：评委会合议产生各奖项。合议实行保密制度。

6.4 公布结果：评比结果将在赛场和官方网站公布。

7. 一等奖获奖作品将进行公开展示。

8. 本评比办法解释权归2020年中国国际飞行器设计挑战赛科技创新评比委员会所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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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C 科技创新评比评奖项目申报表

申请单位： 申请日期：

作品名称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指导教师 1 指导教师 2

评奖类别 参赛项目
仅申报参赛项目类别时填

写

申 请 理 由

作品简介（项目背景，研究内容，技术指标，主要成果）

主要技术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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