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杭州市中小学生科技节航空模型

竞赛规则

第一章 竞赛要求

1.参加比赛的模型必须符合技术要求。可采用自审和抽查的方法审核

模型，合格后做上标记。

2.每名运动员在 1次比赛中可用 2 架模型（特别规定的项目除外）。

除机翼、机身和尾翼外，备用零件数量不限，并可互换，但更换

后仍需符合要求。

3.禁止使用金属螺旋桨。凡是危及安全、妨碍比赛的模型或装置，裁

判长有权禁止使用。

4.比赛开始前 15分钟净场、净空。同时开始检录，并核对运动员和

模型；3次点名不到者，该轮比赛作弃权处理。

5.参赛运动员必须在比赛开始 15 分钟前，将遥控设备交到电台管理

处。没有按时交设备者，除该轮比赛成绩作弃权论外，还要追究

其延误比赛的责任。对态度恶劣者，裁判长有权取消其比赛资格。

6.按规定入场的助手（限学生）只限于做协助工作。

7.以下情况该轮判为 0 分：声明弃权、检录点名或起飞点名未到、在

比赛时间内未能起飞及其他严重犯规。

8.比赛须按规定日程连续进行。如遇能见度差、变动场地、气象条件

改变或其他原因不适宜比赛的，裁判长有权提前或推后竞赛。

9.运动员应遵守纪律、服从裁判，不得影响裁判员的工作，对破坏纪



律、无理取闹、弄虚作假的运动员或运动队，竞赛的组织者可视

情节予以批评、警告直至取消比赛资格的处分。

10.运动员对裁判工作有异议时，有权通过领队以口头或书面方式向

大会提出；对成绩名次评定有异议时，应在公布成绩 1 小时内提

出。

第二章 滑翔机设计制作比赛规则

一、技术要求：

1.参赛飞机翼展 500毫米≤投影长度≥400毫米， 采用单层主机翼

结构，有独立的机翼、机身、水平尾翼、垂直尾翼，动力橡筋重量≤

2克。各翼面由现场公发EPS材料制作，材料规格以现场公发为准，翼

面可用透明胶带、胶水加强。

2.安全要求：外场飞行过程中如有飞机飞越场地之外学生不得离开场

地捡拾飞机，次轮可使用备机

二、竞赛方法

1.参赛选手在 90分钟内现场完成模型制作、调试工作（可制作两架

飞机，一架为备机），参赛材料入场制作前为单个零件，不得提前加

工、组装。比赛过程中，参赛选手可以使用备机，但不得与他人调换

飞机以及模型零部件（橡筋除外）。

2.允许参赛选手有一名学生助手进入场地，助手不得代替参赛选手绕

橡筋及放飞。

3.模型出手即为计时开始，飞行过程中触地或有零件掉落即终止计时。

留空时间的计时单位为秒，保留 1 位小数。模型飞行过程中，在障



碍物上停止前进运动或飞出视线，应停止计时，如 10 秒内继续飞行

并重新看见，应连续计时，中断时间应包括在留空时间之内。模型飞

行过程中与其他模型相碰，运动员可以认可该次飞行成绩，也可以申

请重飞，但必须向裁判员当场立即申请。

4.参赛学生教师及家长等其他人员不得进入制作及调试放飞场地。

三、成绩评定

比赛进行 2 轮计时飞行，取较好一轮时长为比赛成绩，时长相同

看次轮时长。

第三章 无人机编程单机任务挑战赛规则

一、技术要求：

1.由参赛选手利用电脑、手机、平板现场编写程序（建议使用 scratch

编程）控制不具备自学习功能的多轴飞行器，飞行器品牌不限制。

2.飞行器以空心杯电动机为动力，旋翼的轴数不得少于 3 个，动力

电池标称电压 7.4V（2S）及以下，轴距不大于 250 毫米，飞行期间

不得使用手动控制，全程由参赛选手编写的程序操控飞行。

3.飞行器禁止使用金属螺旋桨，必须带有螺旋桨保护装置。

4.只允许在场地中圈处，篮筐区使用辅助定位设施设备。

二、竞赛方法

1.比赛一人一机，可以使用备机，但备机必须和主机一起编号。

2.飞行器编写程序时间 45分钟，编写程序时间内不允许在比赛场地

内飞行调试。



3.比赛进行 2 轮，每轮总时间 2分钟。2 分钟内允许多次完成环节 1

或环节 2。

4.飞行任务分为环节 1 环节 2 两部分，环节 1、2的飞行任务、障碍

位置由选手现场抽签决定，比赛过程中不允许助手入场。

5.飞行器在规定比赛时间内落地或出现故障，参赛选手在竞赛规定时

间可以修改程序，并从中圈处重新起飞。

6.允许在中圈处，篮筐区使用地面辅助定位识别，地面布置时间计入

总比赛时间 2 分钟内。

7.以下情况终止比赛：

7.1 飞行器飞越安全线立即终止该学员比赛并判定成绩 0 分。

7.2 参赛选手在飞行器起飞后仍操作电子设备或遥控设备。

7.3 裁判认为出现其他应该停止计时的情况。

7.4 选手可自行举手示意提前终止比赛。

三、飞行任务

1.任务一：飞行器从中圈处起飞，完成竞赛现场设定的飞行任务后（穿

越障碍）至三分线外围，飞至篮筐区降落。穿越障碍数量及形式不定，

现场由参赛选手抽签决定位置，每穿过一个障碍得 1 分穿越分，成功

降落得 3 分降落分。

2.任务二:飞行器从中圈处起飞，完成竞赛现场设定的飞行任务后

（穿越障碍）至三分线内侧，飞至篮筐区降落。穿越障碍数量及形式

不定，现场由参赛选手抽签决定位置，每穿过一个障碍得 1 分穿越分，

成功降落得 2 分降落分。



3.注意事项：

3.1 允许穿越多个障碍，但至少要穿过一个障碍才能降落，若没有

降落至篮筐得分区域，则视为该环节失败该环节的任务不得分。可再

次重新选择任务一或任务二完成。

3.2 篮筐区中篮筐有一定高度，飞机必须由上而下飞进篮筐后进入

降落区才视为有效降落。记录该环节总得分，选手可在剩下时间内继

续选择环节一或环节二任务完成。

4.飞行任务流程：从参赛选手飞行器起飞时开始计时，2分钟内选手

可以自行调整程序并在规定时间内任意选择多次完成任务一或任务

二，记总得分。

四、飞行场地流程设置示意图（具体任务，障碍位置等现场公布为准）：

五、成绩评定：

以规定时间内的最好一次飞行完成分值作为比赛成绩，得分相同

看完成时间，时间短为优。



第四章 陆空两栖协作任务团体赛规则

一、技术要求：

1.车辆：电机最大不大于380电机，电池电压不大于7.4V，车辆可以

使用FPV设备，但禁止使用内燃机车。

2.航空飞行器：

2.1航空飞行器可选择使用多轴飞行器、直升机。

2.2多轴飞行器：模型起飞质量<250克，由电动机驱动，旋翼的轴数

不得少于3个，动力电池最大电压3.7V（1S），轴距不大于250毫米，

遥控器选用2.4G设备，禁止使用金属螺旋桨，模型必须带有螺旋桨保

护装置，飞行期间不得使用自驾、一键起降，全程由飞手操控飞行。

其中侦察用飞行器应使用FPV飞行器并以第一视角操作飞行。

2.3直升机：机身长度为≤420毫米,单桨双桨均可使用，电机限用有

刷直流电动机，电池电压不大于7.4V，模型起飞质量<250克。

二、安全要求

1.为避免干扰，参赛选手须在本项目竞赛前15分钟将遥控设备及模型

交至指定地点保管。赛前领取并在完成比赛后立即关机交还，未按时

交还的，将取消该轮成绩。

2.参赛选手在必须佩戴安全帽及防护眼镜。

三、竞赛方法

1.以团队为一个参赛单位，4人一组，分别操作遥控车辆、遥控飞行

器完成空中指挥、路障清除、车辆开进、灭火解困、车辆运送、航空

救援等任务。团队比赛时间限时10分钟。



2.比赛中出现飞行器侧翻、挂网、零件脱落、裁判认为出现其他应该

停止的情况时，该飞行器及操作选手停止本场比赛。

3.A、B参赛选手：背向场地各操作一架FPV飞行器从本队起飞区

（50CM*100CM）起飞，利用侦察到的地面情况指挥同队C参赛选手。

4.C参赛选手:（C背向场地）操作遥控车辆根据道路实际情况进入指

定位置（消防登高位），在A、B参赛选手空中指挥下车辆承载被救人

员送至陆空救援中心（中途人员掉落则任务结束）。

5.D参赛选手：操作飞行完成场地中的路障清理。如发现人员被困于

火场，操作飞行器完成5个点位的空中灭火，灭火后着陆至停机坪，

将人员解救至消防登高位的C选手运输车辆，然后飞行到陆空救援中

心。

四、任务得分（共500分）

1、航空器道路清障 100分。

2、车辆到达指定位置（消防登高位）100分。

3、空中灭火一个点位得20分未灭一个点位扣20分，被困人员到

达救援中心100分。

4、D选手飞行器到达停机坪50分，到达陆空救援中心50分。

5、飞行器中途更换电池不扣分。

六、成绩评定

比赛进行1轮，完成各分项任务总分为第一排名依据，完成任务

总时间为第二排名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