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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中国无人机足球联赛竞赛规则

1．定义

由两队运动员通过无线电遥控球形框架无人机（简称 "无人机球"）

进行的团队对抗赛。比赛在规定空间内进行，目标为将球完全射入对

方球门，进球数量多者胜。

2．技术要求

2.1. 无人机球规格

无人机以电动机为动力，最多配备四个电动机。外部须有球形框

架，所有部件必须安装在球形框架内部，构成无人机球体。同队上场

球体必须使用相同颜色框架，框架颜色由对阵情况赛前确定。保护框

架材质限定为塑料或复合材料，禁止使用金属材质。框架底部允许为

平面设计，其弧高不超过 20mm，单个开放表面最大面积为 150cm²。
各项目具体参数如下：

项目 框架直径（mm） 空载电压（V） 总重量（g） 螺旋桨直径（mm）

F9A - A 400+20 ≤25.5 ≤1200 ≤152

F9A - B 200+20 ≤17 ≤300 ≤76

F9A - C 100+10 ≤4.35 ≤30 ≤42

2.2. 公差范围

无人机球的尺寸、重量和电池电压测量允许有 1% 的公差。

2.3. 遥控设备

须符合国家规定的发射功率和频段要求，可使用 2.4 GHz 扩频技

术设备。赛事组委会有权限制赛场外遥控设备使用，违规使用可能导

致处罚或取消资格。

2.4. 特殊装置

(1)必须配备故障安全装置，启动后电机立即停止运转。

(2)允许使用 "乌龟模式" 等自动恢复系统，帮助球体在坠机后自

动调平。

2.5. LED 灯

(1)每队球体需配备统一颜色 LED 灯，颜色通过 RGB 控制器编程

设定（红蓝可选），赛前通过抽签或对阵晋级情况确定对阵双

方颜色。

(2)LED 灯数量要求：F9A-A≥40 个，F9A-B≥16 个，F9A-C≥4个。

2.6. 运动员配置

(1)上场人数

F9A-A：5 人,F9A-B：5人,F9A-C：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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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攻运动员（前锋）的无人机球

每队仅允许 1 名前锋，其无人机球需通过组委会发放的标识带与

其他队员明显区分。前锋为唯一得分球员，其他队员可担任向导或防

守角色。

3．安全要求

3.1. 解锁方式

必须设置独立物理安全解锁开关，避免因干扰或意外操作启动，

禁止使用摇杆组合解锁（如双杆右拨）。

3.2. 螺旋桨要求

禁止使用金属螺旋桨，螺旋桨须有额外固定装置（F9A-C 除外），

禁止使用任何螺旋桨保护装置。

3.3. 失控保护

所有无人机球须设定失控保护状态为立即切断动力。

4．比赛场地和设施

4.1. 场地选择

比赛可以在室内或室外进行。室内体育馆的地板无规范要求，室

外场地需保证足够平坦，应避免使用硬质地面（如沥青或混凝土），

以尽量减少球体落地时损坏的风险。若使用软质覆盖材料，球体下沉

深度不得超过 1cm，以免出现起飞问题。

4.2. 场地构成

比赛场地由 1 个飞行区和 2 个操纵区（每队一个）组成。飞行

区为矩形，边线长度是底线的两倍，以边线中点将飞行区等分。各项

目场地参数如下：

项目 场地尺寸（长×宽×高，单位：m)

F9A-A 14×7×5

F9A-B 6×3×3

F9A-C 3.4×1.9×1.5

4.3. 功能区域设置

(1)起飞区：位于底线中部，长度小于底线 1/2。F9A-A 起飞区宽

度 1.5 米，F9A-B 不超过 1 米，F9A-C 不超过 0.84 米。

(2)操纵区：位于底线外侧，每队 1 个区域，非上场人员禁止进

入。

(3)球门设置：飞行区域边线中部各设置 1 个环形球门，具体参数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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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球门参数 (mm) 距底线位置（m） 球门中心高度 (m)

F9A-A 内径 600，外径≤1000 1.5 3.5

F9A-B 内径 400，外径≤700 1 2

F9A-C 内径 200，外径≤330 0.5 1.2

F9A-A 场地示意图

F9A-B 场地示意图

F9A-C 场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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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比赛方法

5.1. 团队组成

(1)每队由教练员和运动员组成，报名后名单不得更改。

(2)教练员可兼任运动员，但需在名单标注。前锋和队长可在局间

调整。

(3)上场运动员必须从报名名单中选取。每场指定 1 名队长负责

裁判沟通。

(4)上场人数由规程确定（3 人 / 5 人制），仅允许在局间交替

时换人。

(5)当前锋无人机球丧失飞行功能时，队长可申请暂停（每队每场

1 次，60 秒），从剩余队员中选拔新前锋，并交接标识带。

5.2. 比赛流程

（1）每场比赛准备时间 2 分钟，上下半场各 3 分钟，中场休息

2 分钟（含换人和电池更换）。

（2）每次有效进球得 1 分，有效进球定义为球体完全穿过对方

球门，乌龙球不计分。在需要分出胜负的比赛中如比赛用时结束

出现平局，则加时 2 分钟，采用“金球”制（即率先进球者为胜）。

加时赛双方均未进球则点球，每轮 3 球，直至决出胜负。

（3）每队每场可审核 10 个球体（F9A-C 为 6 个），赛前损坏

可补审。

（4）每场比赛允许使用 2 个备用球体，局间更换需赛前检查。

（5）比赛时间内运动员禁止更换球体或电池。非上场球体不能安

装电池。

（6）一次有效得分后，得分方所有球体在发起下一次进攻前，必

须撤回到己方中线后。

（7）通过抛硬币决定场地位置（红方或蓝方），获胜方选择场区，

两队在整场比赛中保持同侧。

5.3. 分站赛赛制

（1）资格赛：所有队伍抽签排序，A1 vs A2、A2 vs A3，A3 vs A4，

依次类推，每队进行 2场 BO1 比赛（即一场比赛分为上下半时，

上下半时累计得分更高的队伍获胜）。依次根据如下规则进行排

序：两场累计积分、净胜球、进球数、被进球数、最大进球数、

最小进球数。若名次相同则进行附加赛决定名次。取前 64位进入

淘汰赛阶段（假设参与球队≥64支），未进入 64强队伍按照资

格赛排名进行积分争夺赛。

（2）淘汰赛：根据资格赛排名确定淘汰赛对阵情况。淘汰赛每队

进行 1 场 BO1 比赛，根据胜负关系确定晋级情况。8 强起采用 B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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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汰制（即一场比赛分为 3 局，3 局 2 胜决定胜负），直至决出

冠亚军。

（3）积分争夺赛：未晋级淘汰赛队伍每队进行 1 场 BO1 比赛，根

据胜负关系确定晋级情况。

5.4. 总决赛赛制

分站赛各赛项总积分前 64名的参赛队伍晋级总决赛。总决赛

采用小组赛与淘汰赛形式：

（1）小组赛：总决赛阶段小组赛分为 16个小组，各小组 4支参

赛队伍，A1 vs A2、A1 vs A3、A1 vs A4、A2 vs A3、A2 vs A4、

A3 vs A4，其它小组依次类推。单局加时为金球制，单局获胜积

3分，打平积 1分，落败积 0 分。最终小组赛以总积分情况，前 2

名进入淘汰赛阶段，出现同分按小组赛阶段净胜球数排名，出现

净胜球数相同，按进球总数排名。

（2）淘汰赛：采用双败淘汰制，进行 1场 BO1 比赛，胜者晋级，

负者进入败者组，再负者淘汰。

（3）决赛：5局 3 胜制，即最后两支球队进行 5 局 3胜比赛，胜

利方为总决赛冠军。

（4）积分争夺赛：未进入淘汰赛阶段的队伍根据小组赛积分情况

进行排序，每队进行 1场 BO1 比赛。

6．比赛准则

6.1. 场地管理

非参赛人员禁止进入比赛区域，赛场周围设置警戒线划分功能区。

听从裁判员或赛事组委会指定人员的指挥。

6.2. 赛后操作

比赛结束并降落后，运动员应立即采取措施确保无人机球电机停

止运转，如锁定电机或断开遥控，避免意外旋转造成伤害。

6.3. 场地熟悉

运动员需熟悉医疗、消防、检录、裁判、休息、准备、比赛等功

能区域位置。

7．运动员准则

7.1. 飞行规范

只允许在指定区域和时间飞行，禁止在其他运动员比赛时试飞，

比赛期间不得脱离操控区。

7.2. 着陆要求

比赛结束后，无人机球应在指定的着陆区域着陆。

7.3. 通电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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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允许在赛场的指定区域接通无人机球电源和相关设备电源。

7.4. 设备管理

如果需要对无人机球进行调整，必须在非比赛期间进行，并先获

得裁判的许可。

7.5. 比赛行为

比赛结束时不得进行与比赛无关的飞行操作，如“花式飞行”等。

7.6. 体育精神

提倡正确的体育精神和行为举止，不良行为包括但不限于：通过

言语或任何形式的攻击行为影响其他运动员的比赛或设备、骚扰工作

人员或裁判等。

7.7. 违规处罚

比赛中以不正当手段取胜，不服从裁判命令，不遵守安全规则，

行为与比赛项目不相符合的，将面临取消资格或团队处罚。

8．成绩评定

8.1. 进球判定

当前锋无人机球完全越过对方球门线，且在对方球门范围内，视

为进球有效。若球在球门线上或部分越过球门线则不算进球。

8.2. 点球判罚

点球由前锋对阵对方一名后卫，在比赛裁判发出罚球信号 5 秒内

完成，超过 5 秒该点球无效。罚球所消耗的时间不计入比赛时间。

上下半场中判罚的点球将在下半场比赛结束后统一进行。加时赛判罚

的点球，暂停计时，立即执行；如点球未得分，则继续加时赛。

以下情形将判罚点球：

（1）裁判发出开始比赛信号之前起飞球体。

（2）得分方运动员的无人机球体在进球后未全部撤回到己方半

场即发起下一次进攻。

（3）防守运动员的无人机球体停留在球门环内阻挡进球。

（4）任何运动员无人机球体穿越本方球门。

8.3. 警告判罚

以下情形将判罚警告：

（1）无关人员进入操控区。

（2）不文明行为。

（3）擅自延迟比赛。

（4）场上运动员数量与无人机球数量不符。

（5）比赛信号发出前无人机球发生未离开地面的轻微移动。

（6）飞行中的无人机球无意碰触地面上的无人机球。

（7）飞行中的无人机球无意碰触对方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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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黄牌判罚

领到黄牌时必须罚下一名场上运动员，且该名运动员不得参与该

半场或加时赛剩余的比赛。当场上运动员领到黄牌时，则该运动员被

罚下；当黄牌不涉及特定的场上运动员时，队长决定罚下一名场上运

动员。当进攻运动员被罚下，该队本半场或加时赛将失去进攻运动员。

以下情形将判罚黄牌：

（1）两次同类警告。

（2）擅自更换场上运动员。

（3）严重不文明行为。

（4）故意干扰比赛。

（5）比赛进行中，运动员之间交换遥控器。

（6）飞行中的无人机球故意碰触地面上的无人机球。

（7）飞行中的无人机球有故意冲撞对方运动员的意图。

8.5. 判罚红牌：

领到红牌时必须罚下一名场上运动员，且该名运动员不得参与本

场剩余比赛（含加时赛及点球）。当场上运动员领到红牌时，则该运

动员被罚下；当红牌不涉及特定的场上运动员时，队长决定罚下一名

场上运动员。当进攻运动员被罚下，该队本场比赛将失去进攻运动员。

以下情形将判罚红牌：

（1）非报名人员参赛。

（2）严重暴力行为。

（3）危险行为或危险动作。

（4）一场比赛中被判罚 2 张黄牌。

9．结果

赛后需签字确认成绩，5 分钟未签字视为认可。争议由裁判长进

行判定，如仍有异议，可由领队提交赛事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10．附加赛条款

在比赛中，若出现平分或需要进一步确定排名的情况，依次进行

金球制加时赛、点球大战（两队按照交替罚球的方式，各射 3球为一

组，进攻和防守队员可自行指定），直至决出胜负。

11．重赛的条件

11.1. 场地严重损坏

11.2. 安全隐患

11.3. 关键设备故障

11.4. 裁判长认为需要重赛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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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裁判

在比赛过程中，每个比赛场地至少有一名主裁判和若干助理裁判。

主裁判负责掌控比赛进程、判定进球、处罚犯规等；助理裁判协助主

裁判观察比赛情况和运动员违规行为等，并及时向主裁判报告。

13．申诉与仲裁

如参赛队对裁判判决有异议，须由领队在赛后向裁判长提出口头

申诉，裁判长将进行核查并做出裁决；如仍有异议，可以书面形式在

本阶段比赛结束前向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由仲裁委员会进行全面核

查，做出最终公正裁定。

本规则最终解释权归赛事主办方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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