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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总则 

第一章  竞赛通则 

一、竞赛的一般规定 

1.  竞赛以国防教育和国防科技体育竞赛为准则。 

1.1 竞赛项目以军事器械、知识性、趣味性、动手动脑能力、创新能力、智能化、技术

运用来展现。竞赛器材以国内生产、低价格、高性价比、易使用和维修、普及型为主。

竞赛场地因地制宜。竞赛赛制需通俗易懂、公平公正。 

1.2 参加比赛的器材必须符合赛会技术要求。可以采用自审和抽审的方法审核器材，取

得名次的竞赛器材需进行复审，复审不合格者成绩无效。 

1.3 每名运动员在同一轮次比赛中，仅能使用一套登录编码对应参赛运动员的器材参赛，

中途不得更换，不得转借他人参赛。 

1.4 比赛中，所有参赛器材的维修必须要在维修区进行。 

1.5 凡是危及安全、妨碍比赛的参赛器材或装置，裁判长有权禁止使用。 

1.6 比赛开始前 15分钟净场，裁判员或工作人员搭建或整理场地时，视为临时净场。 

1.7 运动员参赛项目赛序按赛前公布的赛序时间表进行，竞赛发令后没到号位者，检录

裁判有权拒绝迟到的参赛运动员入场参赛，该轮该批次比赛作弃权判罚。 

1.8 参赛运动员必须在比赛开始前 15 分钟，将无线电遥控设备交到“电台管理处”保

管（含 2.4GHz或其他频段的、以无线电跳/扩频方式工作的遥控设备）。 

1.9 允许参赛运动员携带 1名助手进入维修区协助和维修工作，特定项目选手在决赛时

可以携带两名助手。 

1.10 排列个人名次时，前 8名成绩相同者，如无特殊规定不得名次并列。 

1.11 以下情况该轮判为零分：声明弃权、参赛器材违反相关技术要求、检录和开赛发

令后未到者、在规定竞赛时间内未能履行竞赛起飞起跑起航要求者、比赛中有严重犯规

行为者。 

1.12比赛场地以承办地赛场为准，须按日程连续进行。遇场地、气象条件改变或其他意

外情况时，裁判委员会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赛程及竞赛相关细节。 

1.13根据参赛人数和竞赛日程安排，可调整赛制时间和轮次。 

1.14如遇通则未尽事宜，参照专项竞赛规则，或由裁判委员会公布补充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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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罚则 

一、罚则 

1.  竞赛场地是封控的，竞赛时不得超出安全区域操纵参赛器材。 

1.1 违反使用参赛器材技术标准的，将被取消所参加轮次的成绩。 

1.2 净场期间仍在赛场内操纵模型车辆或飞机的选手，裁判员予以劝诫。不听从劝诫，

或造成场地内设施受损、延误竞赛工作，甚至导致工作人员受伤等严重情况者，将不予

参赛，并负责赔偿全部损失。 

1.3 参赛选手的助手多于规定的人数，将取消该运动员该轮成绩。 

1.4 比赛时中途换车、船或飞机、换动力电池和遥控设备的，取消该运动员该轮成绩。 

1.5 决赛后或倒数秒时，任何选手和助手有触摸本参赛车辆和飞机或他人参赛车辆和飞

机的，将被取消该选手或肇事者的成绩。 

1.6 没按正常路线行驶和飞行、逆行、漏标、抄近路的、偷圈的、分别视情节取消该选

手最后一圈的成绩，情节严重的取消该轮成绩直至取消参赛资格。 

1.7 其他参照单项规则执行。 

二、通用罚则 

2.  适用所有参赛项目。 

2.1 选手和助手不佩戴参赛胸牌，或胸牌与参赛者身份不符，不穿规定色标的号码背心

上场参赛的，将被取消该轮成绩。 

2.2 未遵守规则标准的参赛器材、没贴号码、涂改号码及号码不符，使用他人器材参赛

的，将被取消该轮成绩。 

2.3 未按时按规定送交遥控器、擅自使用遥控器及违反管理条例者，视情节给予警告、

取消该轮成绩、直至取消个人选手或该运动队参赛资格。 

2.4 运动员、教练员、领队未遵守相关准则，竞赛组织者可视情节予以批评、警告、取

消竞赛成绩直至取消比赛资格的处罚。 

 

第三章  质询和申诉 

1.  参赛运动员权利与义务。 

1.1 选手有权提出口头质询和申诉，需礼貌尊重对手和裁判。  

1.2 对裁判的裁决有疑义，允许口头提出质询，但不允许抗争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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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自认确有异议的，应在该轮竞赛结束退出赛场后，由领队向当值项目裁判长提出书

面申诉，并交纳 1000 元申诉费。 

1.4 对裁判委员会的最后裁决仍有异议的，由领队提出，仲裁委员会做出裁决。裁判委

员会或仲裁委员会做出的最终裁决，胜者申诉费用退回。 

1.5 对成绩名次评定有异议时，应在公布成绩后 1小时内提出。 

1.6 所有申诉时效均须在本轮比赛结束后 30分钟内提出，过时效不予受理。 

 

第四章  其他 

1.  竞赛场地分类布置以各承办地为准。 

1.2 其他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体育法和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关于

深化学生军事训练改革的意见执行。 

1.3 最终解释权属第三届全国青少年国防体育大会裁判委员会。 

1.4 未尽事宜另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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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竞赛项目 

第一大项 勇士基础技能 

勇士基本技能项目 

1、勇士步枪单人速射 

1.1 勇士步枪单人速射共分四个赛段，每个赛段有 5 个光电靶标，赛段内的所有光电靶

标均为一枪命中制，既击中一发子弹后停止射击，运动员射击完毕该赛段的终极目标后，

计时自动结束。四个赛段比赛结束后，每个赛段用时之和为本项目最终成绩，分值按先

低后高进行排列。比赛中，如有一个以上赛段成绩无效，该项目成绩即为无效成绩。运

动员在裁判人员结束该赛段成绩统计前，不得离开本射击区域。 

1.2 每个赛段每名运动员五十发子弹，比赛完成后，由裁判人员记录下该运动员的子弹

消耗数（如比赛成绩相同，以消耗子弹数少者为胜），设备关机，子弹数清零，到达下

一赛段时，重新获得五十发子弹。发射全部五十发子弹后，没能击中该赛段的全部光电

靶标，视为该运动员未能完成该赛段的比赛，该赛段的成绩无效。 

1.3运动员在每一个赛段，射击完成所有目标前，误中终极目标，视为该赛段比赛结束，

所有未被击中的光电靶标将视为放弃，此赛段成绩无效。 

1.4比赛开始后，一分钟内，无法击中所有光电靶标，该赛段成绩无效。 

1.5每个赛段的光电靶标由 6米至 15米不同距离组成，距离可由场地不同而变化，运动

员必须在赛段规定的区域内完成比赛，必须在指定区域射击光电靶标，否则，该赛段成

绩无效。 

 

2、勇士手雷投准 

每人 9 枚手雷,手雷重 250 克，每个目标 3 枚。在掩体内依次对地靶、窗靶、门靶进行

投掷，掩体距地靶 15 米，窗靶 17 米，门靶 20 米。地靶设外圈直径为 3 米，内圈直径

为 1.5米的同心圆圈标识；窗靶高 1.2米，宽 1.2米，距地面高 0.8米；门靶高 1.8米，

宽 0.8米，距地面 0.2米。一分钟内 9枚手雷全部投出，时间结束停止投掷，结束哨声

响后再投掷，取消比赛成绩。根据手雷第一落点判定是否命中或脱靶，手雷分别投进地

靶圈内，窗靶窗内，门靶门内，成绩有效，地靶第一落点压线成绩有效。每投中一枚得

一分，按得分从高到低排名。前 8名如有相同分数，以投进地靶内圈弹数多者为胜，如

内圈弹数也相同，以投进门靶弹数多者为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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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勇士沙滩越障 

运动员依次通过梅花桩、壕沟、矮墙、独木桥、低桩网、地杆 6个障碍物，在通过 6个

障碍物时每违规一次，成绩增加 10秒，违规不停止比赛，运动员继续前进。 障碍物全

部通过后，以到达终点时间和违规加时之和为比赛最终成绩，成绩根据用时由少到多排

名。 

3.1梅花桩 

梅花桩直径 0.2米，离地面高 0.2米，桩间距 0.8米，共计 5个桩。队员在通过地桩区

时，双腿交替踏在桩面上，依次通过地桩区中的所有地桩。漏、落地桩（身体除了脚外

任何其它部位接触地桩区域内地面，含标志线）视为违规。                    

3.2壕沟 

壕沟长 2米，宽 2米，深 1.2米。运动员跑步至壕沟，先跳入壕沟内，双脚落地后，身

体协力爬出壕沟后继续前进。从壕沟一侧或上方跨过（或跑过）视为违规。  

3.3矮墙 

矮墙宽 1.5 米，高 0.8 米，厚 0.13 米。运动员须从矮墙上方通过，通过方法不限。从

矮墙一侧通过，视为违规。  

3.4独木桥 

独木桥长 5米，桥面宽 0.2米，厚 0.13米，高 0.8米，斜板长 1.5米 ，宽 0.2米，厚

0.05米。通过独木桥时，要降低身体重心，保持平衡，稍屈膝。在通过独木桥时，身体

任何部位接触标志线区域内地面（含标志线）视为违规。 

3.5低桩网 

低桩网由 12 根立桩对应分列两行，行距 2 米，间距 1 米，桩高出地面 0.5 米，每对立

桩间用弹性材料拉直成横线构成桩网，网下地面为松软的沙层。通过低桩网时，采用匍

匐前进动作从桩网下通过，其他动作通过视为违规。 

3.6地杆 

地杆 6 根，垂直于地面，间距 1.5 米，一根长绳连接每根竖杆，长绳距离地面 1.2 米。

运动员屈身从长绳下方逐根绕行通过竖杆，屈身绕杆时不得遗漏竖杆，身体任何部位触

碰竖杆及连接线视为违规。 

 

4、勇士抢滩登陆 

4.1竞赛赛制 

CS抢滩登陆战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初赛、复赛（16强）、半决赛（8强）、决赛，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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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三局两胜晋级制。 

4.2比赛规则 

4.2.1 比赛双方队员须在 3 分钟内，以各自的出发阵地为起点，利用激光野战对抗设备

为武器单元，完成登陆战“攻防”对抗,攻防现场抽签确定。双方在一局比赛结束后进

行攻防转换，如双方战平后，加赛一局（用限时对攻的方式完成）。 

4.2.2队员在比赛中因伤、病等特殊情况减员，报裁判组经组委会同意后，如继续比赛，

队员不得少于 3人（含 3人），否则取消其比赛资格。 

4.2.3 攻方判胜条件：规定时间内，击杀全部防守方队员或攻守双方均全部阵亡。守方

判胜条件：规定时间内，击杀全部进攻方队员或本局结束时守方仍有队员存活。加赛局

判胜条件：如比赛时间结束时仍然未分出胜负，则以击杀对方人数多少和抢点的成绩决

定胜负。 

4.2.4比赛时，一方出现严重违反体育道德行为（谩骂甚至斗殴，故意犯规及拖延时间，

影响场上比赛等造成恶劣影响），裁判员有权提示警告并对当事者直接判罚，直到判当

事者队负，赛后提出处罚报告交组委会，决定是否进一步处罚。 

 

5、勇士定向越野 

5.1参赛规则 

每支参赛队 5 名运动员分为两支小队，A 队 3 人负责寻找检查点，B 队 2 人负责读图、

指挥 A 队前进。A 队任务道具为对讲机、指北针，A 队根据 B 队提供的信息对照实地地

形、地物、道路等要素判断方向到访检查点打卡，须依次到访所有检查点打卡完成后，

以本队最后一名队员回到终点的用时为本队最终成绩。B 队任务道具为对讲机、定向地

图。定向地图上标注若干个检查点，B队仔细读图，将前往检查点的路线、地标、距离、

方向等信息通过对讲机告知 A队， 

5.2队员在比赛中凡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成绩无效或取消比赛资格。 

5.2.1代表队成员私自出预备区者； 

5.2.2接受别人帮助或为别人提供帮助者，如指路、找点等； 

5.2.3比赛中使用交通工具者； 

5.2.4赛前进入比赛场地熟悉情况者； 

5.2.5比赛时教练(领队)未按规定去指定区域集中者； 

5.2.6比赛时丢失号码布者； 

5.2.7比赛时间超过终点关闭时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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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冒名顶替者； 

5.2.9没按规定到达全部检查点打卡者。 

5.3 比赛途中队员因伤、病或其他原因不能完成竞赛时，可自行退出比赛，退出比赛后

必须及时向终点裁判员报告。 

5.4出发前队员因故退出比赛，教练应向终点裁判员及时递交书面报告； 

5.5各参赛代表队须统一着装参加比赛。 

 

第二大项 勇士科技系列 

青岛号导弹驱逐舰自航竞技赛 

一、项目描述 

1. 运动员使用中国海军舰艇模型散件现场组装，进行速度、外观评比以及使用制作完

成的舰艇，在竞赛水池中使模型依靠自身动力航行，以舰艇航向的准确性获得分值和航

行时间记录成绩的竞赛。 

1.1 分为组装竞速赛或资格赛、自航门分竞技赛两科目。 

1.2 采用自备两节 5号 AAA无汞电池为动力，禁用充电电池。 

二、竞赛项目 

2.  青岛号导弹驱逐舰自航竞技赛 

2.1 设个人单项赛制 

三、竞赛场地 

3.直线航行门分竞速赛水池：设置长 10 米、宽 3 米、水深 100-200 毫米的长方型水池

内进行。水池要牢固、周边设置安全隔离区，以免挤压踩踏损坏漏水。 

四、竞赛器材要求 

4. 大会提供套材现场组装制作：采用未拆封统一标准和型号的器材。（参赛和兼项器材

费用自理在报到时交纳），不得携带组装成形的组件及零部件或半成品进场。 

4.1 舰艇必须原厂零部件组装完整，零部件不得缺损，外形、螺旋桨、桨轴及传动系统

不得改动。 

五、竞赛细则 

5. 参加组装制作的运动员必须使用自备垫板方能参赛。比赛结束对桌椅使用情况进行

检查，合格后方可离开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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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组装允许使用剪钳、镊子和胶水。在规定的 150分钟时间内组装完成后放至审核处

进行录码、编组、排序，并在赛场公布下一项参赛资格。 

5.2 检录点名入场，运动员放置好工具后离开工作台站立，不得碰触模型。竞赛开始由

裁判长发出“预备一开始”口令同时计时，口令发出后运动员才可打开模型包装盒，开

始组装至装配完整。举手报告自己参赛号码，裁判终止计时，赛手将车放置检录处指定

评审台编码排队待审。运动员离开工作台在指定位置等候，裁判宣布该轮竞赛完毕后再

去装配台收取参赛工具。 

5.3. 评审内容：舰艇外观保持零部件完整，是否安装齐全正确。船的主体不允许改动，

上层建筑需完整，贴花必须全部贴上。如不合格，需重新安装至合格,超时者不得参加

门分航行。 

5.4 下水池自航行竞技赛： 

5.4.1  2 轮预赛，每轮 1 分钟。运动员进入放航区后，1 分钟准备、1 分钟竞赛计时开

始。起航前，运动员举手示意，待裁判员发“运动员准备” 口令后启动舰艇电机，用

手扶舰艇使之置于启航线后方的水面上待命。裁判员发出“启航” 口令后放舰进行航

行计时。 

5.4.2  1分钟竞赛计时未能放航成功，时间到时，裁判员停止计时，该轮竞赛结朿。 

5.4.3 裁判员观察舰艇航行过门、过线、触及边线和底线、记录得分值。  

六、录取成绩 

6. 组装获取资格后进行下一流程航行。 

6.1 航行两轮，取其中最好一轮成绩排名。得分相同，航行时间短者名次列前。如成绩

和时间均相同，则以另一轮成绩进行排名。 

6.2 舰艇碰标不扣分，压标而过、卡标按低分门给分。 

七、罚则 

7. 参赛者在竞赛中，有下列行为被视为严重犯规。裁判长有权视情节给予警告、取消

本轮成绩、取消该项竞赛成绩直至取消比赛资格。 

7.1 资格赛时采用开封的舰艇模型和携带组装成形的模型及零部件或半成品进场的。 

7.2 制作过程中交头接耳或接受他人提示和帮助或替他人制作的。 

7.3 借用他人的工具和电池的。 

7.4 故意妨碍干扰他人进行比赛的。 

7.5 不服从裁判指挥，妨碍竞赛工作正常进行。 

7.6 如桌椅损坏取消其比赛成绩，并照价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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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1分钟竞赛时间到，但运动员未能完成放航的。 

7.8 航行中触及侧壁、螺旋桨停止工作、在规定的比赛时间内未到达终点均计零分。 

7.9 发生故障的模型靠风浪影响而过门。 

7.10 起航后有人为施加的可能影响模型航行的行为。 

7.11 竞赛中丢失模型舰桥、主要武备、螺旋桨、舵、桅杆、舱口盖等基本部件。 

7.12 其他严重违反规程规则规定者及参赛队 

八、其他 

参照总则执行 

 

 

 

 

 

 

 

 

 

 

 

 

 

 

 

 

 

 

 

 

 

 



 

无人主战坦克超视距越障竞技赛 

一、 竞赛项目描述 

1. 多名驾驶员在固定操控位置，在设有多种障碍的封闭赛道内，采用（FPV）第一视角

超视距同时遥控各自的无人坦克战车，进行越障行驶和炮击标靶，用时短完成任务多获

胜的竞技赛。 

二、竞赛项目 

2.  无人主战坦克超视距越障竞技赛 

2.1 设个人单项赛制 

三、竞赛场地 

3. 长约 40米宽约 30米左右的地面，设置地标、直线、弯道、雷区、断桥、涵道、坡

道、炮击靶等障碍道具，仿真障碍地形道具可融合自然状态修饰，规定的闭环行驶路线，

起始线即为终点线，固定的驾驶员操控区和维修区，起始线附近配有电子计时裁判执裁

区，裁判检录审核台，参赛选手待赛区。 

3.1 竞赛场地、赛道图形、障碍道具和材质以承办地为准。（见赛场示意图） 

四、竞赛器材要求 

4. 采用原厂 1/16无人坦克战车，动力系统不允许改动或更换零部件，不得作任何破坏

外观和技术改装，保留双天线用于粘贴识别旗，允许装饰军事用途的缩比部件，车身外

围不允许加装容易损坏他人车辆的防护部件。 

4.1 无人坦克车是以原厂有刷电机为动力履带行驶的军用坦克车辆，充电后动力电池最

高电压小于 8.4伏，须有保护外壳。允许一台备用车辆参赛。 

4.2 无人坦克车上自行选配安装视频摄像头和视频信号传送装置（图传），视频接收装

置必须有 AV输出接口，用于转接视频供监控裁决。可用穿戴式眼镜、头盔、手机或平

板电脑界面的数据图像等信息引导，进行超视距遥控。 

4.3 图传系统限用传送频率 1.2G、2.4G或 5.8GHz，限 600毫瓦以内,赛前裁判组统一进

行抗干扰调试检测，合格后才允许参赛。 

4.4 不得使用避障传感装置和陀螺增稳自驾导航等辅助装置。 

4.5 参赛车型： 1/16–99系列、T90履带式主战坦克车。 

五、竞赛细则 

5. 参赛无人坦克车驾驶员可配 1名机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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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竞赛 2 轮，每轮 5 分钟，2 分钟准备时间，每轮同时 4–6 辆战车一批次上场竞技。 

5.2 第一轮目视操控无人坦克战车，第二轮 FPV第一视角操控无人坦克战车。 

5.3 参赛战车赛前提交审核裁判组登录编码，录码后的无人坦克车不得转让其他选手参

赛。需要转让他人经申请得到审核裁判长同意，重新核对参赛选手对号编码后才允许合

法参赛。 

5.4 赛前在审核检录处领取号码标贴和电子计时感应器，必须按指定位置粘贴和安装在

战车上，用于赛场辨别判罚和自动计时录入成绩数据。 

5.5 开赛时检录入场，由机械手将战车放在起跑线号位上，机械手与驾驶员沟通完毕返

回维修区。 

5.6 发车选项： 

5.6.1 同时发车独立计时：驾驶员在操控区号位上等待裁判长提示“比赛准备开始”，

驾驶员聆听电子裁判发出起跑音响信号后，各驾驶员同时开始操控战车起跑。 

5.6.2 单双号发车独立计时：由裁判长叫号发车，1357–2468。（适合目视） 

5.6.3 双车发车独立计时：由裁判长叫号发车，1–4、2–5、3–6。（适合 FPV） 

5.7 竞赛时驾驶员和机械手不得使用电子通讯工具接受引导。 

5.8 发令起跑后至该轮竞赛结束前机械手不得进入赛道，可以在巡道指定区域等待，有

故障处理只能在巡道内走动拿故障战车去维修区处理。 

5.9驾驶员遥控各自战车，在封闭的环道内，按指定路线行驶，完成直线、弯道、雷区、

断桥、涵道、坡道、炮击靶等技能任务，再驶过终点线为一轮竞赛。  

5.10 驶越断桥坡道必须两履带同时着地驶过、各障碍点可反复行驶直至有效通过。 

5.11 无人车掉落断桥或坡道由裁判员拿至断桥或坡道起始点重新驶越。 

5.12 无人车行驶中翻车、卡车由裁判员扶正解除后原地继续行驶。 

5.13 竞赛中无人坦克车有故障，由裁判员就近拿出赛道外，再由该车机械手拿至维修

区维修，维修完毕送回交由裁判员放至原故障位置继续行驶。 

5.14 竞赛时机械手在维修区待命，协助放车、收车和维修，不得提示引导驾驶员操控，

不得中途更换机械手，不得影响干扰赛场秩序。 

六、录取成绩 

6. 录取 2轮成绩之和为个人成绩，录取个人前 8名。等级奖按大会规定执行。 

6.1 前 8名进行排位决赛。等级奖按大会规定执行。视参赛人数赛前公布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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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行驶过程中有效完成越障等任务全程时间短成绩列前。以电子计时成绩为准，如有

判罚，将人工加秒作为最后正式成绩。 

6.3 如成绩相同，可跟随坦克进行炮击靶 PK，3发炮射命中率高、时间短获胜。 

七、罚则 

7.1 发车时抢跑的，将被罚加 5秒。 

7.2 缺少有效击中靶被罚加 5秒。 

7.3 车辆抄近路，没有按规定路线行驶的每一次被罚加 10秒。 

7.4 机械手在维修区外处理维修故障战车的被罚 10秒。 

7.5 FPV参赛设备赛前测试完好，竞赛中出现计时器安装不到位、掉落丢失、撞击损坏、

频率漂移干扰，不能正常竞赛责任自负，只记录已获得的成绩。 

7.6 比赛时中途换车换动力电池的取消该轮成绩。 

7.7 战车没有贴号码贴、涂改编码及编码不符，取消该轮成绩。 

7.8 用非指定技术标准器材参赛的，将取消该选手的全部成绩。 

7.9 多次违规情节严重的将取消该轮成绩，驾驶员和车辆立即退出场外。 

八、取消参赛资格 

8.1 竞赛中蓄意阻挡、干扰、损坏竞赛设施和他人战车的，取消该轮成绩，严重的取消

全部成绩和参赛资格。 

8.2 该轮竞赛结束前机械手进入赛道的。 

8.3 使用他人战车参赛的。 

8.4 竞赛中途换机械手的。 

8.5 不服从裁判命令的。 

8.6 发生其他危险行为、战车失控、不适合继续比赛的。（以当值裁判长现场判断发令

为准） 

九、其他 

参照总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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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超视距察打竞技赛 

一、竞赛项目描述 

1. 参赛选手超视距（FPV）远程操控察打一体无人机，从基地起飞通过战区若干障碍物，

进行抵近侦察收集情报，发现目标进行投掷轰炸和打击，完成指定任务后，再安全飞返

基地。用时短、情报准确、完成打击精确度高、任务多为胜的超视距无人机侦察打击竞

技赛。 

二、竞赛项目 

2.  无人机超视距察打竞技赛 

2.1 科目 1：无人机穿越侦察和打击 

2.2 科目 2：无人机精准空投和打击 

2.3 设个人单项赛制 

三、竞赛场地 

3. 两项科目赛场根据实地情况可室内外融合使用，道具和路径根据环境条件设置，以

承办地实际搭建为准。（见赛场示意图） 

3.1 科目 1场地：在长 50米 X宽 50米左右的区域内，设置有运动员操纵区，无人机起

降坪，障碍物和道旗组成的规定路径，并设置气球组成的靶标，搭建模拟战区营房建筑

结构，飞行航线进出口，指挥部、军备库、走廊、门窗、仿形物件等任务场景道具，并

在主要通道布置障碍物。每个单元均有迷惑性情报，有用情报被预先设置在其中单元某

个位置，情报有图形识别、位置、数量、分辨记忆等侦察任务场景道具。 

3.2 科目 2场地：在长 100米 X宽 50米左右的室外开阔区域内，设置有运动员操纵区，

无人机起降坪，障碍任务区、垂直飞行桶楼、定高标识门、空投地标等任务场景道具。 

四、竞赛器材技术标准 

4. 分类：科目 1、科目 2 

4.1 采用四轴旋翼无人机。 

4.1.1不含螺旋桨展开小于 400X400mm，必须使用塑料材质的螺旋桨。 

4.1.2 动力系统为无刷动力，科目 1：最高电压 13V、科目 2：最高电压 17V。 

4.1.3 使用无线遥控方式，必须佩戴 FPV眼镜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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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图传系统限用传送频率 1.2G、2.4G或 5.8GHz，限 600毫瓦以内,赛前裁判组统一

进行抗干扰调试检测，合格后才允许参赛。 

4.1.5不得使用基于位置传感器的自动控制系统。 

4.1.6需有不低于 35g的挂载任务能力，并可抛投或遥控抛投。 

4.2 航空炸弹自选:重量 30、50、80、100、250g，内装彩粉，配有挂环部件。 

4.3 裁判委员会审核裁判组审验通过，录入编码认定的多旋翼无人机。 

五、竞赛细则  

5. 细则：科目 1、科目 2 

5.1 参赛无人机赛前提交审核裁判组登录编码，录码后的无人机不得转让其他选手参赛。

需要转让他人经申请得到审核裁判长同意，重新核对参赛选手对号编码后才允许合法参

赛。参加过一轮竞赛的无人机不允许转让。 

5.2 比赛共 2轮，第 1轮科目 1、第 2轮科目 2，每轮 5分钟，2分钟准备时间。 

5.3 多人同 1轮竞赛时，间隔 10秒左右发令起飞。 

5.4 准备：每轮比赛叫号后，选手有 3分钟准备时间，将无人机放在起降坪上，并调试

好设备，确认图传和遥控信号无误后举手示意准备完毕。 

5.5 起飞：裁判在确认无人机准备完毕后，发出起飞倒计时口令，从 5 倒数至 1，选手

听到 1后，方可操作无人机飞离起飞台，航线 20米高度内，同时裁判员开始计时。 

5.6 选手须在指定区域内站姿或坐姿操作无人机。 

5.7 科目 1:无人机按指定航线、进出口和任务要求飞行。从指定入口进入后，可自由选

择搜索路径，进行侦察打击，获取正确情报后从出口撤离，安全飞返降落在起降坪，螺

旋桨停止转动后裁判停表计时，选手填写情报内容签字后完成该轮比赛。 

5.7.1 科目 1飞行航线：停机坪起飞→右转穿越拱门→道旗阵→进营房→垂直飞出→军

备库→指挥部→营房→桶楼→垂直飞出→方门→降落停机坪→结束。侦察打击内容、任

务数量和分值赛前公布。 

5.8 科目 2: 可以换用赛前审验通过，录入编码认定的多旋翼无人机参赛。无人机按指

定航线飞行，并按顺序依次完成精准定点空投航弹轰炸、侦察和打击目标等任务。完成

后安全飞返降落在起降坪,螺旋桨停止转动后裁判员停表计时，该轮比赛结束。 

5.8.1 科目 2飞行航线：停机坪起飞→左转穿越方门→进桶楼→垂直飞出→飞跃标高门

→控制飞行高度6-8米以上→精准投掷航空炸弹→穿越拱门→道旗阵→进营房→垂直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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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军备库→指挥部→营房→穿越桶楼→方门→降落停机坪→结束。侦察打击内容和任

务数量和分值赛前公布。 

5.9 竞赛中不得绕行、跳过任务点，如出现线路错误或漏过障碍物，需要返回并补飞该

环节。 

5.10. 无人机坠地后，计时不停止，可通过遥控重新翻正起飞，选手和其他人员不得接

触无人机。 

六、录取成绩 

6. 录取科目 1和科目 2得分值相加，分值高用时短成绩列前。 

6.1 录取个人前 8名。 

6.2 成绩相同，录取科目 1成绩排位。 

6.3 竞赛途中故障、坠机损坏不能复飞的该轮结束，只记录之前的成绩。 

七、罚则 

7. 竞赛中处罚如下： 

7.1 起飞时抢飞的，将被罚加 5秒，连续两次出现抢跑的取消比赛资格。 

7.2 未降落在指定区域，将被罚加 5秒。 

7.3 抄近路，漏任务且没有补任务的，只记录之前的成绩。 

7.4 超时的该轮无成绩。 

7.5 无人机没有贴号码贴、涂改编码及编码不符，取消该轮成绩。 

7.6 超越场地边界线和垂直高度的，警告 1次并罚加 5秒，第二次出现该轮无成绩。 

7.7 场内多次出现失控情况，选手无法控制飞机，器材出现安全隐患的，裁判有权责令

停止比赛，并取消该轮成绩。 

7.8 用非指定技术标准器材参赛的，将取消该选手的全部成绩。 

7.9 起飞发令后，出现无法起飞，或飞行过程中因技术故障导致任务失败的，只记录之

前的成绩，该轮竞赛终止，该轮竞赛结束。 

八、取消参赛资格 

8. 竞赛总裁判长代表裁判委员会判罚如下： 

8.1 竞赛中蓄意阻挡、干扰、损坏竞赛设施和他人无人机的，取消该轮成绩，严重的取

消全部成绩和参赛资格。 

8.2 使用他人无人机参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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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竞赛中途换无人机的。 

8.4 不服从裁判命令的。 

8.5 在等待区上电的，警告 1次，第二次取消比赛资格。 

8.6 选手在非指定区域操作无人机的，取消该轮竞赛资格。 

九、其他 

   参照总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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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弹： 71克    42 克    25 克     100 克实心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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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擂台对抗赛 

一、比赛器材 

1.飞机机型：四轴教育无人机 

2.飞机轴距：200-260mm 

3.飞机尺寸：小于 400X400X150（含保护罩） 起飞重量：小于 500g（含保护罩与

电池） 

4.飞行时间：大于 10 分钟 

5.保护设计：全封闭保护罩，以保证飞行安全电池类型：锂电池 

6.遥控器：有 

报到时设置器材检查服务中心，选手可以在此处检查参赛机型是否符合要求。现场

由主裁判判定选手参赛器材是否符要求。若器材不合要求，裁判有权拒绝该器材参赛。 

二、场地说明： 

比赛场地长 6米 X宽 6米 X高 3米，四周和顶部需安全网围栏见下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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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竞赛规则 

1 综述 

1.1比赛的赛制分为淘汰赛和循环赛，组委会根据大赛参加队伍数量制定赛制，参

赛队伍在报到时获取赛制说明。 

1.2参赛无人机自备。比赛中有主裁判 1名，副裁判 2 名。比赛过程中的所有判罚

以主裁的决定为准。 

2.组队方式 

比赛双方各有1名领队、3名队员，队员各控制1架无人机。每支队伍允许在场地内

最多放置一架备用机。比赛场地中间有一个高70cm，直径40cm的擂台。双方队员通过

控制无人机降落到擂台并停留足够时间来获得分数，从而赢得比赛。 

3.比赛时长 

比赛分为上下半场各3分钟，中场休息2分钟，领队可以在中场休息时进行现场指

导或更换参赛无人机，比赛开始后不设立比赛暂停，直到半场结束。 

4.赛前准备 

开赛前，双方队员将无人机放置在距离本队活动区域不超过20cm的绿色区域内。

裁判哨响后， 双方队员才可解锁无人机。 

5.计分规则 

5.1比赛中，当某一队的飞机落在擂台上且停桨上锁，则裁判开始计时，每过 10

秒得 1 分，直到被对方从本垒上撞落或者自行解锁为止。未满 10秒不得分。 

5.2同一时间有多台无人机叠在擂台上，只有最下面的无人机能够得分。 

6.成绩评定 

比赛结束时，获得分数高者获胜，分数相同即为平局。淘汰赛中如遇平局，将

采用“金球制胜法”确认晋级队伍。 

“金球制胜法”的判定方法：比赛开始后，若有一方无人机最先降落在擂台上

且停桨完毕，则判定最先降落方胜出。 

7.规则说明 

7.1比赛允许在场地内采用撞击，压顶，托举，气流干扰，阻挡等各种战术。 

7.2为便于裁判，参赛双方需采用明显标识区分双方比赛用机。不允许增加任何有

利于比赛的附加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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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正式比赛的参赛选手人数不得少于两人（含两人）且参与比赛的器材不得少于

两台（含两台），如参赛选手人数不足 2人，则本场比赛该队成绩按 0:3判负。 

8.违规判罚 

8.1开局时，当主裁哨响，各队队员才可解锁无人机。抢哨的队伍，第一次被判定

将被警告一次，并重新开局，如该队伍发生第二次抢哨行为，将被记为对方得一分，并

重新开局。各队成员只得在各自规定活动区域活动，不得超出活动区域参加比赛。 

8.2比赛进行过程中，严禁除裁判员以外的任何人员以任何理由中途进入比赛场地，

如参赛队伍的相关人员（含参赛选手，领队等）违规进入场地，则该队本场比赛将被判 0:3

负。如果该队当时比赛分差已经落后三分以上，则以当前分数终止本场比赛。 

8.3比赛进行过程中，严禁进行消极比赛，现场主裁对于消极比赛具有临场判罚权。

若某支队伍被裁判判罚消极比赛，裁判将对参赛选手出示黄牌警告，如若在后续比赛过

程中再次被裁判员判定为消极比赛，裁判将对参赛选手出示红牌，则该队将被处以取消

本届大赛格斗赛参赛资格及格斗赛的所有参赛成绩，同时该队指导老师取消本届大赛优秀辅

导员的评比资格。比赛对手本场比赛按 3:0判胜。比赛裁判员须保留比赛现场视频，提交给

仲裁委员会，用以比赛的最终仲裁使用。 

四、其他 

参照总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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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排雷竞技赛 

一、比赛器材 

1.机器人的体积以静态放置时，所有可伸展的部分都不能超出25x25x25cm的立方

空间。比赛开始后机器人允许伸展超出原始尺寸。 

2.参赛的机器人不限定品牌，只能使用1个核心控制器，不超过6个电机（包括伺

服电机、舵机等任何大小功能的电机），供电电压限定9V以内，传感器数量不限，机

器人遥控器为2.4G、蓝牙或者WIFI连接，不得和其他机器人串频及干扰其他机器人。 

3.机器人要求为自主拼装机器人（主控器、传感器、马达、轮胎、机械臂等均可自由

拆卸），不得使用一体化或者成品类机器人。 

二、比赛场地与环境 

比赛场地的内部尺寸长为240cm、宽120cm，场地上有横4竖8 ，宽为2cm的黑色引

导线，整个场地外围有5-8厘米的围框。机器人不得超出起始区域。 

三、比赛科目 

本届比赛项目的规则主题为 “排雷”，主要分为三个任务板块，第一任务名为

“危险排除”，要求遥控搬运圆球形得分物至指定得分区域；第二任务名为“物资堆

放”，要求遥控机器人搬运正方体形得分物至指定得分区域；第三任务名为“安全运

输”，要求机器人自动到达终点区域，并完成得分任务。 

四、成绩评定 

比赛组队为三人参赛，一名领队，每科目参赛队员一人，不得重复。比赛时间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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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120秒，全队以总积分进行排名，计算总成绩，总成绩高者获胜。 

五、道具及得分物 

1.得分物：分别为EVA材料的圆球和木制的方块。圆球直径为4cm, 

方块为边长3.5cm的正方体。整个场地共有13个圆球，12个方块。如示意图所示。 

 

 

 

 

 

 

2. 得分区： 

2.1 圆球的得分区高度为如下图所示。 

 

 

 

 

 

 

 

2.2 方块的得分区如图所示，需堆叠到相同颜色区域。 

 

 

 

 

 

2.3 能源传送得分区如图所示。 



 

 

 

 

 

 

 

 

六、比赛规则 

1.在比赛开始前，有15分钟的调试时间，可以对场地自动任务进行调试。 

2.每轮竞赛开始后，参赛队员从黄色起始区使用遥控器控制机器人将得分道具放入

相应的得分区域，然后根据你所余时间来完成自动任务（机器人必须遥控回黄色区域

后才能用手干预），自动任务开始后无论是否能完成任务不得再使用遥控器、不得再

干预机器人，如认为机器人无法完成剩余任务，可示意裁判员提前终止比赛。 

3.参赛队伍抽签决定分组及出场顺序，竞赛按预先排好的时间表进行比赛。 

4.手动任务：圆球得分10分（圆球必须完全在得分桩内才可视为有效得分）、方块

每个得5分，每往上一层叠加，增加5分的叠加分。 

 

 

 

 

 

 

 

 

 

5.自动任务：比赛开始前将随机抽取能源传送的位置（A、B、C、D四个方向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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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参赛选手的机器人自动完成相应的得分任务，机器人允许不按巡线方式完成任务，

成功完成任务得 20分的自动分。 

计分表 

 

七、处罚 

1.手动比赛开始后，机器人若出现卡死或者损坏需要维修时，由选手需重新拿回启

动区起始位置并开始计时，罚时 10 秒（即 10 秒后方可再次执行任务）。若机器人在执

行自动区任务，则可以认为比赛结束。已获得得分仍然有效。 

2.为保证参赛流程正常进行，参赛队伍需按抽签顺序，并提前 2个场次到赛场前候

场，若未能按要求到达赛场竞赛的，裁判有权取消本轮成绩。 

3.每支参赛队伍只能允许有一台机器人，并且队伍与队伍之间不得相互使用，一经

发现取消两队成绩。 

 

参赛队伍   

得分区域 分值 数量 得分 

圆球 10 分   

蓝方块 5 分   

红方块 5 分   

终点 20 分   

比赛结束时间   

总计得分   

选手签名  裁判员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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