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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全国体育行业职业技能大赛 

无人驾驶航空器行业应用项目竞赛规则 

 

一、无人驾驶航空器侦察赛 

（一）项目说明 

操纵便携式固定翼无人机对未知区域进行侦察活动，根

据采集的数据分辨目标。该项目以侦察准确度以及任务用时

来计分，旨在培养自主研制无人机的能力，为无人机侦察领

域积累知识和技能。 

（二）技术要求 

1、无人机及其相关设备必须全部置于外部尺寸长、宽、

高之和不大于1600𝑚𝑚的长方体箱子之内，箱子须有足够的强

度保证比赛期间不出现破损。 

2、仅限使用固定翼无人机。 

3、动力系统数量不超过 2 个。 

4、无人机必须具有对地面的侦察能力。 

5、无人机只能手掷起飞。 

6、各参赛队需要在项目报名时上报所用图传设备的频

点，裁判员会根据所报的频点进行分组。如无法避免频点相

同的机组分为同一组，各机组须在赛前自行协商调整设备的

频点。比赛中出现同组间图传设备相互干扰，后果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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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场地设置 

1、任务区包括工作区、起飞区、降落区、目标区四个

子区域。 

（1）工作区：设有计时器，画有出发线，且包含20 × 5𝑚的

障碍跑道。 

（2）起飞区：尺寸不小于30𝑚 × 10𝑚的跑道区域，操纵员

站位在起降区远离目标区一侧边线外。 

（3）降落区：与起飞区并排，宽度不小于10𝑚的跑道区

域。 

（4）目标区：距离起飞区约 100m。区内固定 6 座间距

大于20𝑚的天井（长宽高为1000𝑚𝑚 × 1000𝑚𝑚 × 500𝑚𝑚），其中 3

座的底面用红色标记，另外 3座用蓝色标明。每个天井的底

部中央放置 2 个500𝑚𝑚 × 250𝑚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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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符格式为黑体，字

高400𝑚𝑚且加粗带下划线。 

2、安全区：裁判工作区及观众区划定为安全区。 

3、场地设置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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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竞赛方法 

1、专业知识（理论考试） 

各参赛队操纵员参加，时长 40min。考试内容包括：政策

法规、飞行安全与常识、飞行器的基本技术特点、飞行器的

维护与保养等。 

2、专业技能（实际操控） 

（1）比赛共进行两轮。 

（2）每轮每场比赛由两个参赛机组（每个机组不超过 4

人，其中操纵员 1 人、助手 3 人)同场起飞。两个机组分别

为 A、B机组。 

（3）每轮比赛时间为4𝑚𝑖𝑛；计时开始4𝑚𝑖𝑛内必须填写报

告、无人机安全降落以及停表。 

（4）比赛开始前将参赛无人机和所有相关设备的电源

关闭（笔记本电脑除外）。随后将模型飞机及所有相关设备

装箱后由裁判员在箱子上贴上封条，待比赛开始计时后，机

组携带箱子至起降区方可开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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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B 两个机组在裁判员发出比赛开始指令后，分

别按下本组比赛计时器开关，携带箱子从工作区出发到达起

降区；随后开箱组装无人机并手掷起飞。裁判员记录从比赛

开始到无人机起飞所用时间𝑇𝑝𝑟𝑒𝑝𝑎𝑟𝑒。 

（6）A、B 两机组的操纵员操纵无人机飞向 A、B两个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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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开始实施侦察后，由任意一名助手从起降区返回

至工作区，将 3个侦察到的两位数及相应的颜色填写在任务

记录单中并交至裁判员。 

（8）操纵员操纵无人机安全降落在起降区内，在无人

机第一次接地后，由助手按下本组计时器开关，停止计时。

或任务未完成，比赛时间结束前，助手按下本组计时器开关。

此时本组计时器显示的时间为任务用时𝑇𝑡𝑎𝑠𝑘。 

（9）为确保安全，在无人机着陆并完全静止后，机组

人员方能回收无人机。 

（10）每轮比赛计时停止后，机组应将无人机交至裁判

员进行审核并保管。已经移交无人机给裁判员保管的机组，

必须协助裁判员检查接下来最早比赛结束的机组。检查内容

为无人机是否满足技术要求；并监督该组关闭所有设备封箱，

交与裁判员保管。 

（五）成绩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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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业知识（理论考试），满分 100 分。 

2、专业技能（实际操作），单轮成绩为起飞分𝑆𝑡𝑎𝑘𝑒𝑜𝑓𝑓、

侦察分𝑆𝑠𝑐𝑜𝑢𝑡、降落分𝑆𝑙𝑎𝑛𝑑𝑖𝑛𝑔以及任务分𝑆𝑡𝑎𝑠𝑘之和。计算公式为： 

𝑆𝑡𝑢𝑟𝑛 = 𝑆𝑡𝑎𝑘𝑒𝑜𝑓𝑓 + 𝑆𝑠𝑐𝑜𝑢𝑡 + 𝑆𝑙𝑎𝑛𝑑𝑖𝑛𝑔 + 𝑆𝑡𝑎𝑠𝑘 

其中各项定义及计算方式如下： 

（1）起飞分𝑆𝑡𝑎𝑘𝑒𝑜𝑓𝑓 = 2 × (60 − 𝑇𝑝𝑟𝑒𝑝𝑎𝑟𝑒)：𝑇𝑝𝑟𝑒𝑝𝑎𝑟𝑒以𝑠为单位。

记时精确到1𝑠，尾数舍去。起飞分𝑆𝑡𝑎𝑘𝑒𝑜𝑓𝑓最小计数为 0。 

（2）侦察分𝑆𝑠𝑐𝑜𝑢𝑡 = 100 × 𝑁𝑐𝑜𝑟𝑟𝑒𝑐𝑡 − 50 × 𝑁𝑓𝑎𝑙𝑠𝑒 + 0 × 𝑁𝑏𝑙𝑎𝑛𝑘：式

中𝑁𝑐𝑜𝑟𝑟𝑒𝑐𝑡、𝑁𝑓𝑎𝑙𝑠𝑒和𝑁𝑏𝑙𝑎𝑛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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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降落分𝑆𝑙𝑎𝑛𝑑𝑖𝑛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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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损地将无人机降落静止在起降区，此时得

40 分。 

（4）任务分𝑆𝑡𝑎𝑠𝑘 = 240 − 𝑇𝑡𝑎𝑠𝑘：任务时间𝑇𝑡𝑎𝑠𝑘为计时器上的

时间，以𝑠为单位。记时精确到1𝑠，尾数舍去。任务分𝑆𝑡𝑎𝑠𝑘最

小计数为 0。 

3、取两轮中较高一轮成绩作为专业技能（实际操作）

的正式比赛成绩，即：𝑆𝑡𝑜𝑡𝑎𝑙 = max{𝑆𝑡𝑢𝑟𝑛1, 𝑆𝑡𝑢𝑟𝑛2} 

4、最终比赛成绩根据（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得分排定

名次，若相同则比较另一轮成绩，再相同则名次并列。 

5、各项成绩有效的定义： 

（1）只要无人机成功起飞，起飞分则有效。无人机出

手后飞离起飞区为成功起飞。 

（2）凡在比赛时间内填写的任务记录单均视为有效，



6 
 

无论无人机随后是否降落或坠毁。 

（3）只有安全地降落在跑道上，降落分才有效。 

（4）以上所有得分的有效度都限定在停表终止计时前。 

（六）判罚 

1、存在以下情况之一者，取消本轮成绩： 

（1）贴上封条后、计时开始前，未经裁判允许打开无

人机箱。 

（2）比赛结束时还没有停表终止计时。 

（3）经审核不满足上述任何一项技术要求。 

（4）错按对方计时器的机组。 

（5）操纵员不能保证飞行器安全飞行，对现场他人构

成影响或危害行为。 

（6）经裁判检录三次未到场。 

（7）连续两次抢跑行为。 

（8）擅自启动无线电遥控或图传。 

（9）有作弊行为。 

（10）故意影响、干扰或阻止比赛。 

（11）在赛前、赛中或赛后，做出任何故意干扰、胁迫

裁判或其他参赛队的行为。 

（12）违反体育道德。 

（13）其它严重违规行为。 

2、无人机不论何种原因坠毁，任务时间𝑇𝑡𝑎𝑠𝑘惩罚为240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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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轮成绩根据当前已获得有效分数进行计算。若此时侦察到

结果但未来得及填写，只要该机组在计时开始4𝑚𝑖𝑛内填写任

务记录单并交给裁判，则侦察结果视为有效。 

3、若助手在无人机第一次接地前，抢先按下计时器开

关，停止计时。则其任务用时判罚为240𝑠。 

二、无人驾驶航空器物流运输赛 

（一）项目说明 

飞行器搭载一定质量的重物飞行，完成特定比赛任务。

该项目考察操纵员的操控能力及飞行器的搭载功能、续航能

力等。 

（二）技术要求 

1、参赛机型 

（1）无人直升机：旋翼的升力轴数不超过 2个(旋翼直

径不大于 2.4米）。 

（2）多旋翼飞行器：旋翼的轴数不少于 3 个（动力电

池标称电压不大于 45V（12S锂聚合物电池）。 

2、飞行器载重物：只允许用 550ml瓶装矿泉水（不能有

提高比重的溶解物），装载和投放机构由各参赛队按规则自

行设计。 

（三）竞赛方法 

1、专业知识（理论考试） 

各参赛队操纵员参加，时长 40min。考试内容包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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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飞行安全与常识、飞行器的基本技术特点、飞行器的

维护与保养等。 

2、专业技能（实际操控） 

（1）比赛共两轮，每轮进行 5min。 

（2）每支参赛队使用 1 架飞行器，每轮比赛上场队员

不超过 4 人（1名操纵员，3名助手）。 

（3）每轮比赛开始前有 3min 准备时间，该时间内参赛

选手入场调试设备并对飞行器进行载重物的装载，准备时间

过后，飞行器应停放在“起降区”，所有人员撤离至“操纵

区”等候起飞。若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准备工作的，将取消

比赛资格。 

（4）起降区为 1.5m×1.5m，投放区为 R=3m的圆。场地示

意图如下所示： 

 

（5）裁判员发出指令，即比赛正式开始。 

（6）比赛时间内飞行器可以多次往返“起降区”和“投

放区”，并在“起降区”加载重物，到“投放区”在悬停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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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下将加载物投到指定区域。比赛时间结束后，飞行器应在

30s内返回“起降区”，即比赛结束。否则比赛成绩无效。 

（7）飞行器可选择投放方式： 

A.自主加载，自主投放：飞行器起飞至比赛结束前，选

手不得触碰飞行器。（助手可以将下次装载物放至起降区） 

B.人工加载，自主投放：飞行器在起降区人工装载重物，

（需在引擎停止工作，浆叶停止转动后方可进行人工作业）。 

C.每次飞行载重物重量在保证安全飞行的前提下由参

赛选手自行选择。 

D.投放方式必须是悬停在投放区上空自主投放。投放高

度为飞行器（含载重物）距地面距离大于 0.5m。 

（8）每轮比赛结束后，工作人员对“投放区”内的重

物进行称重。投放重物压到“投放区”边线的，正常计算载

重物重量。投到区域以外的成绩无效。 

（9）比赛期间操纵员应在“操纵区”内操纵，其他人

（助手）不得在操作区内。如在操纵区外操纵（双脚移出），

则该次投放无效。 

（10）比赛期间，如飞行器在飞行过程中出现翻倒、零

件脱落（含载重物在飞行途中脱落），坠机等情况，比赛成

绩无效。 

（11）比赛期间如飞行器出现不可控状态，飞出规定区

域，比赛成绩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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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如飞行器对赛场的重要设备造成损坏，参赛队需

承担赔偿责任。 

（四）成绩评定 

1、专业知识（理论考试），满分 100 分。 

2、专业技能（实际操控），取两轮比赛成绩较高一轮。

如成绩相同，则比较另一轮。专业技能分由下列两项组成： 

（1）作业任务分：每完成一次有效投放得 10 分，有效

得分之和为任务得分。投到指定区域以外的不得分。 

（2）作业效率分：有效投放重物的总重量每百克得 1

分（不足百克的舍去）。没有投放物的记 0 分。 

3、最终比赛成绩根据（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得分排定

名次，若相同则比较另一轮成绩，再相同则名次并列。 

（五）判罚 

有下列情况之一且情节严重者取消竞赛资格： 

1、操纵员不能保证飞行器安全飞行，对比赛现场他人

构成影响或危害行为。 

2、经裁判检录三次未到场。 

3、连续两次抢跑行为。 

4、连续两轮比赛无法在赛前准备时间内完成设备调试。 

5、擅自启动无线电遥控或图传。 

6、有作弊行为。 

7、故意影响、干扰或阻止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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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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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队的行为。 

9、违反体育道德。 

10、其它严重违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