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2024 学年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 

无人机操作技能挑战赛规则 
 

太空探测竞技类比赛总则 

1 比赛概要  

1.1 比赛目的 

为促进航天科学技术的普及和推广，激发青少年对航天科技知识的渴望和热情，保持

对太空探索的兴趣，提高青少年科技创新素质，培养航天后备人才，在全国青少年航天创

新大赛中设置了青少年感兴趣的竞技类比赛。竞技类比赛属于太空探测竞技单元。 

1.2 赛项设置 

竞技类比赛项目每年将根据需要和可能设置。本届比赛设置“星球车”挑战赛、“火星

家园”挑战赛、“星际救援”挑战赛、“星际探索”挑战赛、“星矿探测”挑战赛、无人机编

程技能挑战赛、无人机操作技能挑战赛等七项比赛。 

1.3 比赛组别 

比赛按小学组（三至六年级）、初中组、高中组（含中专、中技、职高）三个组别进

行。每支参赛队只能参加一个组别的比赛，不得跨组别多次参赛。 

1.4 比赛级别 

1.4.1 每项赛事均进行地区（指省、自治区、直辖市、生产建设兵团、计划单列市）选拔赛

和全国比赛。 

1.4.2 全国比赛组委会向地区选拔赛分配晋级全国比赛的名额。 

1.4.3 根据需要，地区选拔赛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设置下一级选拔赛。 

1.5 比赛形式 

1.5.1 为鼓励参赛学生学习航天知识的热情，全国赛及地区选拔赛的竞技类比赛以航天科技

知识考察+场地赛的形式进行。 

1.5.2 地区以下选拔赛的比赛形式由地区选拔赛组委会自定。 

2 航天科技知识考察 

2.1 航天科技知识考察封闭进行。 

2.2 知识考察由比赛组委会命题。考题涵盖航天精神、文化与航天科学技术知识等内容。

考题形式以机答题为主，满分为 100 分。考察得分是比赛总成绩的一部分。 

2.3 以参赛队为单位进行知识考察。缺席考察的参赛队得零分。 

2.4 考察在比赛期间择机进行，由比赛组委会统一组织。考察时间不超过 1 小时。考察成

绩由比赛组委会宣布。 

2.5 各赛事不独立对参赛学生进行航天科技知识考察，但不排除在某些有答辩环节的赛事



中评委对学生提出有关航天科技知识方面的问题。 

3 场地赛 

3.1 参赛学生在场地赛中可能要搭建机器人、编写程序、调试、操作机器人完成规定的任

务，以取得场地赛成绩。 

3.2 场地赛日程由比赛组委会统一安排、公布。各赛事裁判长负责场地赛的具体事务。 

3.3 场地赛可能进行两轮或多轮，按各赛事的规则确定场地赛的最终成绩。 

3.4 各赛项单独制定场地赛规则。 

4 参赛队 

4.1 参赛队应在组委会指定的网站报名参赛。地区选拔赛后，只有晋级队才有资格报名参

加全国赛。 

4.2 每支参赛队由一或多名学生和一名指导教师组成。每名学生只能参加一支参赛队。学

生必须是截止到 2024 年 6 月底前仍然在校的学生。各赛项参赛队的学生队员限额如下表所

示： 

赛项名称 学生队员人数的最高限额 

星球车挑战赛 2 

火星家园挑战赛 2 

星际救援挑战赛 2 

星际探索挑战赛 2 

星矿探测挑战赛 2 

无人机编程技能挑战赛 4 

无人机操作技能挑战赛 1 

一名指导教师可以指导多支参赛队。 

4.3 航天科技知识考察和场地赛期间，场馆允许学生队员进入，指导教师不得入场且不得

用任何通信手段与场馆内正在参赛的学生队员联系。 

4.4 参赛队员应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和自主地处理在比赛中遇到的所有问题，自尊、自重，

友善地对待和尊重队友、对手、志愿者、裁判员和所有为比赛付出辛劳的人，努力把自己

培养成为有健全人格和健康心理的人。 

5 比赛成绩及排名 

5.1 比赛成绩由航天科技知识考察得分和场地赛得分两部分组成，前者占 15%，后者占

85%。 

5.2 各赛项、组别的场地赛的满分（完成规定的所有任务且不犯规所能得到的最高分）不

同，对场地赛的得分要进行归一化处理。 



     场地赛归一化得分=100×场地赛得分/场地赛满分 

所以，比赛成绩=0.85×场地赛归一化得分+0.15×航天科技知识考察得分。 

5.3 各赛项的各组别按参赛队的比赛成绩的高低排名，允许并列。 

6 奖励 

6.1 地区选拔赛各赛项各组别参赛队排名后，10 %获得一等奖，25%获得二等奖，35%获得

三等奖，30%获得优秀奖。地区以下选拔赛的获奖比例由地区选拔赛组委会确定。 

6.2 全国赛各赛项参赛队排名后，20%获得一等奖，30%获得二等奖，50%获得三等奖。 

7 其它 

7.1 本总则是 2023-2024 学年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各竞技类赛项制定其场地赛规则的

基础。 

7.2 本总则由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秘书处负责解释。 

  



无人机操作技能挑战赛规则 
 

1 背景 

小型旋翼直升机具有垂直起降、定点悬停、低速巡航、起飞降落所需场地小等特点，

其能够通过自身携带的各类传感器执行侦查监视、情报收集、国土勘测、抢险救灾等任

务，在军事与民用领域得到了广泛研究与应用。 

起飞与降落过程是航空飞行器飞行事故的多发阶段。很多旋翼直升机在执行任务过程

中要求配备具有熟练操作技能的地面飞手。飞手，是无人机操控员的简称，或称为飞控

手。飞手又可分为：固定翼飞手，多旋翼飞手，无人机飞手，飞艇飞手。随着无人机在多

领域的应用推广，熟练操作无人机的飞手成了稀缺人才。由于职业的特殊性，飞手已被纳

入规范化管理。根据 2018 年 9 月 1 日中国民航局发布《民用无人机驾驶员管理规定》，要

求空机重量大于 4kg、起飞重量大于 7kg 的无人机操作手驾驶员必须持执照上岗。 

本届比赛将以旋翼直升机作为无人机穿越多个障碍，要求参赛选手精准操作使它在规

定的时间内穿过、绕行多个形状各异的障碍。比赛旨在激发青少年对航空航天科技的兴趣

和热情，提高青少年的科技素养和创新能力，为广大青少年提供一个展示自己才能的平

台。 

2 比赛场地及障碍设施 

2.1 比赛场地 

图 1 操作技能挑战赛的比赛场地 

无人机操作技能比赛场地设于室内，由和操控区、障碍区和停机坪三部分组成，面积为

10m×7m，高度不低于 3m。操控区面积为 3m×1m，其四周是障碍区，停机坪 H 为直径

800mm 的圆形区域。操控区外的障碍区有 A-G 共七组障碍，如图 1 所示。比赛场地外设置



尼龙安全网，距比赛场地外缘不小于 400mm。 

2.2 障碍 

（1）A 组障碍是高低错落布置的 4 个直径相同的环形障碍。2 个高圆环环心离地高度

为 850mm，2 个低圆环环心离地高度为 400mm。4 个圆环环面平行，间距为 1m。圆环直径

均为 700mm。 

（2）B 组障碍是一根独立的标杆，其高度为 1.5m。 

（3） C 组障碍为 3 面交错排列的刀旗。刀旗高度均为 2m，旗面宽 235mm、长 1400mm。

旗面与场地右边线正交。 

（4）D 组障碍为环面相互正交的 2 个环形障碍。圆环环心离地高度均为 1850mm，圆

环直径均为 700mm。 

（5）E 组障碍为 4 个高度递降的环形障碍。圆环间距为 300mm，环心离地高度分别为

1850mm、1600mm、1350mm 和 1100mm，圆环直径均为 700mm。 

（6）F 组障碍为 4 个环面高度递增的圆环障碍。纵向布置 4 个同直径、同心的圆环，

环心离地高度分别为 1050mm、1200mm、1350mm 和 1500mm，圆环直径均为 700mm。 

（7）G 组障碍为 3 面交错排列的刀旗。刀旗尺寸与 C 组一致。旗面平行于场地左边线。 

（8）图 2 标出了这些障碍的具体摆放位置。 

 

图 2 无人机操作技能场地赛碍物具体摆放位置 



3 比赛任务及记分 

3.1 比赛任务 

⑴ 操作技能挑战赛为个人赛，每人有两次操作无人机穿越障碍的机会，取得分多的一

次作为场地赛的成绩。 

⑵ 每次比赛时长 120 秒。无人机应在停机坪 H 起飞，在完成自旋动作后，逐个穿越 A-

G 组障碍物，降落至停机坪 H，如图 8 所示。无人机旋翼停转视为比赛结束。 

⑶ 如果穿越某一组障碍失败，可以重新穿越该组障碍或穿越下一组障碍，计时不停。 

⑷ 参赛选手可以自行确定穿越障碍的顺序，也可以放弃穿越某些障碍。组委会鼓励每

位选手穿越尽可能多的障碍，获得高分。典型的穿越障碍轨迹如图 3 所示。 

3.2 记分 

无人机起飞、穿越某一组障碍、降落均可按照以下记分准则获得一定分数。 

⑴ 正常起飞后，自旋不小于360°，自旋过程中平移的距离不超过两个机身（含保护罩），

记 10 分。自旋时的平移超出上述范围，视为起飞失败，不得分。 

⑵ 穿过 A 组障碍的 4 个圆环且与障碍的任何部位没有接触，记 10 分。未完全穿过全

部圆环，视为穿越 A 组障碍失败，不得分。 

⑶ 绕 B 组障碍的标杆至少一周且与标杆的任何部位没有接触，记 10 分。绕飞过程中，

无人机的任何部件（含保护罩）超出杆高，视为穿越 B 组障碍失败，不得分。 

⑷ 以 S 形轨迹绕过 C 组障碍的 3 面刀旗且与刀旗的任何部位没有接触，记 10 分。绕

飞过程中，无人机的任何部件（含保护罩）超出旗面长度的范围，视为穿越 C 组障碍失败，

不得分。 

 

图 3 典型的穿越障碍轨迹 

⑸ 穿过 D 组障碍中环面与场地长边平行的圆环，接着穿过与长边正交的第 2 个圆

环，整个过程中与障碍的任何部位没有接触，记 10 分。穿过的顺序不正确或只穿过 1 个圆

环视为穿越 D 组障碍失败，不得分。 



⑹ 由高向低地穿过 E 组障碍的 4 个圆环且与障碍的任何部位没有接触，记 15 分。未

完全穿过全部圆环，视为穿越 E 组障碍失败，不得分。 

⑺ 自下而上地穿过 F 组障碍的 4 个圆环且与障碍的任何部位没有接触，记 15 分。未

完全穿过全部圆环，视为穿越 F 组障碍失败，不得分。 

⑻ 直接从 G 组障碍的 3 面刀旗的间隙中穿过且与障碍的任何部位没有接触，记 5 分。

无人机的任何部件（含保护罩）超出旗面长度的范围，视为穿越 C 组障碍失败，不得分。 

⑼ 降落后的无人机完全在停机坪白圈外缘内，记 15 分；超出白圈外缘但完全在黑圈

外缘内，记 10 分；部分超出黑圈外缘，记 5 分。降落的各种得分情况如图 4 所示。 

图 4 三种降落的得分情况 

⑽ 如果成功完成起飞、穿越所有障碍、降落任务后尚不到 120 秒，视为提前结束比赛，

可以获得时间奖励分。提前时间为（120-比赛用时）。提前时间如为小数，向下取整。提前时

间每满 5 秒加时间奖励 1 分。未完成所有任务，被视为比赛用时为 120 秒。 

⑾ 扣分。无人机穿越障碍时与之接触，每次扣 2 分。飞行期间无人机每触地一次，扣

5 分。比赛期间选手超出操控区，每次扣 10 分。 

4 比赛流程 

4.1 检录 

参赛选手按比赛日程规定的检录时间到达比赛场馆，进行检录后方能进入准备区。检录

裁判对参赛队携带的器材进行检查，所用器材必须符合组委会相关规定与要求。参赛选手可

以携带一台比赛用无人机和一台备份无人机进入准备区。参赛选手可携带书写用品（如钢笔、

签字笔、铅笔）计时工具、简单的维修工具进入场馆，不得携带手机、相机等存储和通信器

材。参赛选手未佩戴头盔和护目镜禁止参赛。 

4.2 赛前准备与调试  

⑴ 参赛选手在准备区的指定位置就座后，主裁判向全体选手宣布参赛要求和注意事项。

违反参赛要求而发生的问题将有参赛选手自行担责。 

⑵ 参赛选手在准备区中有 30 分钟的时间对自己携带的比赛机和备份机进行检查，但

不得随意起飞。 

⑶ 参赛选手可以向准备区裁判申请使用有防护网的调试区对自己的比赛机和备份机进



行加电起飞检查。每位选手的起飞检查不得超过 2分钟。 

4.3 比赛开始 

⑴ 收到上场通知后，选手应立即携带自己的无人机，在引导员带领下进入比赛区。在

规定时间内未到场的参赛选手将被视为弃权。 

⑵ 上场的选手应站立在规定区域内，不得随意走动、大声喧哗、扰乱比赛秩序。 

⑶ 裁判指令后，选手应将自己的无人机放入停机坪。无人机的任何部件及其在地面的

投影不得超出起飞区。 

⑷ 参赛选手有不超过 1 分钟的时间再次进行无人机检查。 

⑸ 无人机可以上电，旋翼可以低速旋转，但无人机不得离地。完成对频及校正等操作

后，参赛选手应向裁判举手示意已就绪。 

⑹ 裁判命令参赛选手进入操作区。 

⑺ 裁判发出“3，2，1，开始”的口令。听到“开始”第一个字，参赛选手即可用遥控

器进行所有的比赛操作。 

⑻ 在“开始”指令前无人机离地，视为犯规。第一次将受到裁判警告，第二次将被取

消比赛资格。 

⑼ 比赛中，选手如遇到意外情况应及时向裁判举手示意，一切听从裁判指挥。 

4.4 重试 

比赛期间，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未能完成比赛的参赛选手，可向裁判申请重试，裁判同意

后，选手拿回降落在任何位置的无人机也可用备用无人机替换掉故障机继续比赛并计分，每

人仅有一次重试机会。重试期间计时不停止，重试前已完成的任务有效。 

4.5 比赛结束  

⑴ 每场比赛时间 120秒钟。时间到，立即结束比赛 

⑵ 参赛队在完成一些任务后，如不准备继续，应向裁判示意，裁判停止计时，结束比

赛。 

⑶ 无人机飞出安全网，比赛结束。飞出前完成的任务有效 

⑷ 裁判吹响终场哨音后，参赛选手应立即使无人机就地着陆，不得与场上的无人机人

或任何物品接触，比赛结束后再完成的任务，不记分。 

⑸ 裁判根据完成任务的情况填写记分表，并有义务将比赛结果告知参赛选手。参赛选

手有权利纠正裁判记分中可能的错误，并应签字确认已经知晓自己的得分。如有争议应提请

裁判长仲裁。  

⑹ 参赛选手将自己的无人机搬回准备区。 

5 犯规及取消比赛资格 

5.1 犯规及相应的处罚详见 3.2 节第⑾项。 

5.2 出现以下情况，参赛选手会被取消比赛资格： 



⑴ 迟到超过 5 分钟。 

⑵ 比赛中参赛选手有意接触比赛场地上的障碍、模型或无人机两次（含）以上。 

⑶ 选手在赛场内使用手机等通信设备。 

⑷ 不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违反赛场纪律，携带违规的电子产品。 

6 无人机 

操作技能场地赛所使用的无人机为小型四旋翼直升机。要求如下： 

⑴ 对角轴距应在 110—130mm 范围内。 

⑵ 整机起飞重量（含电池）不得大于 100g。 

⑶ 应有旋翼保护罩。 

⑷ 应使用专业遥控器操控，不得使用手机 APP 控制。 

⑸ 不得自行改装。 

⑹ 应采用空心杯电机，不得使用无刷电机。 

⑺ 应采用锂电池。 

⑻ 续航时间不得小于 10 分钟。 

⑼ 应具备碰撞保护功能（即发生剧烈碰撞后自动停桨原地降落）。 

7 争议及仲裁 

⑴ 如果参赛选手对裁判结果有异议，应当于当天比赛结束后两小时以内提出申诉。申

诉需要采用书面形式提交，并具体说明在比赛过程中疑似异常情况的时间、相关人员、异常

内容、相关证明资料（照片或视频）和对比赛结果异议的理由。 

⑵ 仲裁委员会接到申诉意见后，将视需要召集主裁判及当值裁判进行复核评估，并在

2 小时内将处理意见反馈给申诉人。 

8 其它 

⑴ 所有警告判罚以及各种突发情况应该在异常记录单上记录。 

⑵ 比赛规则的解释权归大赛组委会，比赛期间，凡规则中未说明的事项均由裁判委员

会决议。赛事组委会委托裁判委员会对此规则进行解释。 

⑶ 本规则中所述场地、设施的尺寸、重量等，除非另有说明，误差为±5%。但是，

本规则所所述无人机尺寸和重量是最大值，没有允许误差。 

 

 

 

 

 

 

 



附录 1 无人机操作技能场地赛记分表 

参赛队：                 

任务名称 得分条件 
分值 第一轮 第二轮 

完成情况 得分 完成情况 得分 

起飞 起飞后水平自旋 360° 10     

穿越 1 穿越 A 组障碍 10     

穿越 2 穿越 B 障碍 10     

穿越 3 穿越 C 障碍 10     

穿越 4 穿越 D 障碍 10     

穿越 5 穿越 E 障碍 15     

穿越 6 穿越 F 障碍 15     

穿越 7 穿越 G 障碍 5     

降落 

完全在白圈外缘內 15     

超出白圈但完全在黑圈外

缘內 
10     

部分超出黑圈外缘 5     

扣分 

穿越时无人机与障碍接触 -2/次     

无人机触地 -5/次     

选手超出操控区 -10/次     

提前时间 120-比赛用时（秒）      

时间奖励 每满 5 加 1 分      

小计     

场地赛成绩  

 

注 1：操作技能场地赛满分为 100 分（不含奖励及扣分）。 

注 2：在“完成情况”栏灰色底纹格子里打“√”表示完成，打“×”表示未完成。无底纹的格子里应填写完成次

数 

 

参赛选手：             裁判员：              记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