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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项目

1. 橡筋动力室内飞机（P1D-P）

2. 二级遥控室内特技飞行（P3P）

3. 无人机第三视角竞速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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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通则

一、竞赛一般规定

（一）本次竞赛各项目分小学组，中学组。

（二）参加竞赛的模型必须符合技术要求。可以采用自审和抽审的

方法审核模型，合格后做上标记。取得名次的模型要进行复审，复审

不合格者成绩无效。

（三）每架模型只能由一名运动员用来参加比赛。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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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以下情况该轮判为零分：声明弃权、检录三次点名或入场点

名未到及规则规定应判为零分的情况。

（六）总裁判长可根据竞赛场地的气象条件、场地状况或其它不可

克服的原因等情况，决定比赛的轮次；提前或推迟比赛；某轮次的最

大留空测定时间。改变必须在赛前或该轮开始前宣布。

（七）运动队应遵守比赛纪律、尊重裁判、服从裁判，不得影响裁

判工作，对有上述情况者的运动员或运动队，竞赛组织者可视情节予

以批评、警告直至取消比赛资格等处分。

二、竞时项目一般规定

（一）在比赛时间内起飞、脱钩的飞行均为正式飞行。比赛时间内

的留空时间为模型有效飞行时间。

（二）模型飞行过程中解体或脱落零件，其中任何一个零件先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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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终止计时。

（三）模型碰到障碍物后下坠，落到地面终止计时。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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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每次比赛飞行 2 轮，以每轮成绩之和为正式比赛成绩；成绩

之和相同，则以最高 1 轮成绩确定名次，若再相同则名次并列。



4

竞赛规则

一、橡筋动力室内飞机（P1D-P）

（一）定义

用一种可伸长的材料作动力，由空气动力作用在保持不变的翼面

（不是旋转或扑翼机式的翼面）上而产生升力的航空模型。允许改变

几何形状或面积。

（二）技术要求

翼展不大于……………………………………………300 毫米

不含橡筋的模型重量不小于…………………………6 克

橡筋加润滑剂后的最大重量 ……………………… 1.2 克

（三）比赛时间

每轮比赛时间为 10 分钟。

（四）比赛轮次

比赛进行两轮。

（五）正式飞行

模型出手满 10 秒即为正式飞行，不满 10 秒的只有一次试飞机

会。

（六）留空时间、名次排列

每轮均测定比赛时间内模型有效最大计时。自模型离手开始计时，

模型着陆停止前进终止计时。比赛时间到，即终止计时。取飞行成绩

高的一轮评定名次，飞行时间长者名次列前。如有成绩相同者按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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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成绩名次列前，如成绩再相同按轮次先飞到者为胜，再同则名次并

列。

（七）重飞定义

模型放飞后，和另一架飞行中的模型发生相碰，该次飞行可重新

进行。如果模型以正常状态继续飞行，运动员有权要求将该次飞行作

为一次正式飞行，这一要求也可在该次试飞终了时提出。模型着陆过

程中和人员相碰，以和障碍物相碰论处。

（八）助手

在起飞点处运动员可有一名助手。

（九）放飞方式

1.运动员在地面上用手放飞。

2.每名运动员必须自己绕橡筋和放出模型。

二、二级遥控室内特技（P3P）

（一）定义

由选手在室内利用遥控装置操纵固定翼飞机的各个舵面，实现高

度、方向和姿态的变化而进行特技飞行的模型飞机。

（二）技术要求

1.以电动机为动力，最大标称电压 42伏。最大飞行重量 300 克。

2.无线电设备应当是开环的类型（即模型飞机没有电子信号反馈

地面）。禁止使用自动舵控制和利用惯性、重力或任何类型的地面参考

装置。自动控制的程序（提前设计）或自动控制计时设备。

3.外部尖锐凸出部分（如起落架突出部分，轴等） 必须覆盖。



6

4.允许：（1）由选手手动切换的比例装置。（2）由选手控制开始

和终止的开关、操纵杆、旋钮、拨轮。（3）使用手动开关控制的混控

功能。

5.不允许：（1）使用自动控制时间的快滚按钮。（2）使用自动执

行一系列程序命令的装置。（3）使用自动控制机翼平衡的自驾仪或陀

螺仪。（4）使用自动定时装置控制桨距的变化。（5）使用任何语音识

别系统。（6）使用任何能分析各动作间或各飞行间关系的装置。

（三）助手定义和数量

每位选手在飞行时允许有 1名助手。助手可以是领队、教练或另 1

名选手或者是正式注册的助手。助手不能操纵模型飞行。

（四）场地

1.室内场地建议约：长：40米；宽：20 米；高：8-12 米。

2.裁判员位置的地面向左、右及上方延伸为虚拟安全线。模型飞

行中不得进入。

（五）比赛方法

1.比赛进行两轮飞行，由一轮规定动作和一轮配乐自选动作组成。

2.飞行顺序随机排列并保证频率不会干扰；同队的选手之间至少

相隔 1 名选手。飞行顺序确定后，第二轮比赛将从 1/2 开始。

3.飞行中，选手应站在裁判附近。

4.检录裁判必须提前至少 5分钟通知选手到达起动区。选手或领

队取回遥控设备后，选手和助手进入起动区，并做好比赛准备。

5.点名进场后有 1分钟准备时间，然后自动进入比赛时间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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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手也可以提前申请比赛计时开始，模型必须自行由地面起飞和降落，

模型离陆则视为正式飞行。

6.飞行时间到即停止评分。

7.模型整体越过安全线，本轮 0分，并须立即着陆

8.裁判认为不安全地飞行，可指令模型立即着陆。

（六）规定动作比赛

1.比赛时间为 4 分钟。比赛时间中或后模型飞行中任何部件脱落

本轮 0 分，触及地板、天花板、墙壁以及任何建筑结构及场内设施本

动作 0 分。

2.动作要求

（1）模型的飞行轨迹用来判断所有动作的形状，每个动作的开始

和结束必须有一段可识别的水平直线飞行。

（2）所有具有一个以上筋斗或局部筋斗的动作，必须保证筋斗和

局部筋斗具有相同的半径，并在同一地点连续做筋斗。同样地，所有

具有一个以上连续翻滚的动作必须保持相同的翻滚速率。所有具有一

个以上位滚的动作，也必须保持相同的翻滚速率，同时所有点必须具

有相同的间距。当一个动作是由连续翻滚和位滚组合而成，位滚的滚

转速率不必和连续滚的滚转速率相同。所有在同一水平线的连贯滚转

（连续滚或位滚，或者二者的组合）必须具有相同的高度和航向。

（3）所有带滚动、部分滚、位滚或快滚的动作，在滚转前后的直

线段长度应相等，特殊规定除外。把快滚做成桶滚或轴滚，得 0分。

把螺旋做成螺旋俯冲，或由快滚进入螺旋，也得 0分。



8

（七）配乐自选动作比赛

1.比赛时间 2 分钟，模型须在音乐停止时或 125 秒内着陆。比

赛时间中或后模型飞行中任何部件脱落本轮 0 分，触及地板、天花板、

墙壁以及任何建筑结构及场内设施酌情扣分。在安全飞行原则下，整

套动作应与音乐相融合。所配音乐由选手自选、自备、自己播放（组

织方提供音响，必须是 MP3 格式文件）音乐时长为 120+/-5 秒，同时

录入开始前统一标准的 3秒准备信号。（参照 P3N）

2.动作要求

自选动作只要安全并符合规则都允许。侧重于观众和媒体的观赏

效果，应该是格外精彩壮观的娱乐表演。以模型飞行的整体的飞行风

格、艺术质量和总体印象评分。

（1）飞行风格：K=6

选手的飞行技能及所作动作的难度及准确程度，动作的位置，动

作的多样性，动作的合理编排。动作失误或随意地飞行将扣分。

（2）艺术性： K=6

音乐的编排应有不同的情绪渲染。飞行应该与音乐同步。音乐的

情绪应该反映在整个飞行中。

（3）总体印象：K=6

一个制作精良的配乐飞行需要融洽音乐、精彩壮观、具有娱乐风

格的飞行。飞行展示应该充满整个空域，形成一个连续与流利地飞行

以及各个动作元素之间的转换。音乐停止或 125+5 秒模型必须着陆至

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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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评分

1.主办方至少指定 3-5 名裁判员进行评分，评分裁判员中至少应

有 3名一级以上的裁判员。每个裁判给选手的每个动作单独打分，动

作未完成为 0 分。若有 1名裁判看不到完整的动作，则在评分单上写

“N.O.”。这名裁判的评分将为其它裁判评分的平均分。

2.对于动作的评判标准参照 F3A.。

3.规定动作比赛中动作必须按顺序完成，漏作和补作的动作无效。

4.裁判评分应现场及时公布。

（九）成绩评定

1.采用 10 分制评分，可用 0.5 分。每个动作得分为：K（难度

系数）×裁判评分。每个动作舍去最高和最低的得分，再计算平均值。

各动作的得分之和为该轮比赛成绩。

2.比赛采用千分制的方式计算。把每轮最高得分选手的总分记为

1000 分。其余选手的得分数依照下式换算：

3.换算得分 = 1000 ×（P/Pw）

P = 该名选手的得分（原始分）

Pw = 该轮中最高原始分

4.以 2 成绩之和为最终成绩，确定个人名次。如成绩相同，则以

较高一轮成绩排定名次。

（十）规定动作顺序、难度系数及要求

1.起飞 K=0

起飞不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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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菱形筋斗带两半滚 K=5

正飞水平直线进入 45度拉起，做菱形筋

斗。在筋斗的第二边和第三边各做一个 1/2

位滚。水平正飞改出。

3.水平 8 字带滚转 K=4

倒飞水平直线进入 1/4 水平圆同时进行

向圆外侧的 1/4 滚，继续进行 1/4 滚到达 8

字的外侧，水平圆是不间断的每 1/4 圈都

有一个 1/4 滚组成，滚到一周后立即进入

反向的四个 1/4 滚，并在第一个 1/4 滚时到

达切点，继续完成 3/4 水平圆和 3/4 滚，倒

飞水平直线改出。

4.倒螺旋 K=4

倒飞水平直线进入，减速至不再前进，

做 1个倒螺旋，倒飞改出。

5.正反垂直滚转 K=5

倒飞水平进入垂直上升，上升中做一周滚转，紧接着反向做一周

滚转，正飞水平改出。

6.外筋斗带 1周滚 K=6

正飞水平直线进入外筋斗，整个筋斗过程中完成一周滚转。

7.45 度下降带两半滚 K=3

正飞水平直线进入 1/8 内筋斗成 45 度下降直线，在直线中连续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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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 1/2 滚，水平正飞改出。

8.降落 K=0 降落不计分。

三、无人机第三视角竞速赛

（一）项目介绍

选手以第三视角目视的方式，使用无线电遥控设备操纵无人机，

记录完成规定路线飞行任务所用时间的竞赛。

（二）比赛场地

比赛场地如下图所示，根据场地实际情况，障碍物尺寸允许±5cm

误差，场地尺寸和点位允许±10cm 误差。

无人机第三视角竞速赛场地示意图

（三）技术要求

无人机类型为四轴无人机，具体参数如下：

1.采用空心杯电机，轴距 120±3 毫米

2.桨叶直径不大于 65 毫米，须有桨叶保护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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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动力电池标称电压不大于 7.6 伏（2S），容量不大于 750 毫安

时

4.无人机重量不大于 100 克（带电池）

5.无人机必须安装 LED 灯，方便选手辨别无人机姿态

（四）比赛时间

每轮比赛时间为 3 分钟：上场后的准备时间为 1 分钟，比赛最

大飞行时间 2 分钟。

（五）比赛方法

1．准备

准备期间，运动员按裁判员要求完成无人机、遥控器开机、对频，

按出发顺序将无人机摆放在起降台上。

2．起飞

（1）准备时间结束后，由裁判员发出“准备，起飞”的口令并开

始计时。

（2）在“起飞”口令前，无人机离开起飞区域则认定为抢飞，选

手需重新比赛。第一次抢飞对选手予以警告，第二次抢飞取消该选手

本轮成绩。

3．飞行

（1）每轮比赛最多 2 名选手同时进行比赛，沿规定路线飞行 1

圈后着陆在起降区。

（2）比赛最大飞行时间为 2 分钟，超时未完成飞行任务的，计

最大飞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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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飞行中漏过的障碍物必须返回重新穿越，否则后续飞行无效。

（4）飞行中是否成功完成任务以裁判视觉评判为准。

4．着陆

无人机着陆在起降区高台上，停稳后未摔下高台，视为着陆成功。

5．计时终止

无人机成功着陆后，无人机桨叶完全停止转动时停止计时，精确

到 0.01 秒。

（六）成绩评定

比赛进行两轮，取最好的一轮成绩作为个人比赛成绩排定名次。

如成绩相同，则以另一轮成绩排定名次。未完成比赛任务的，按已经

完成的任务数按由多到少的顺序进行排序。

（七）判罚

1. 选手进场后超过 1 分钟无人机仍未做好准备，取消本轮比赛

资格。

2. 无人机第一次飞出安全线予以警告，第二次则取消本轮成绩。

3. 选手必须在操纵区内操控无人机进行比赛，第一次超出操控区

予以警告，第二次则取消本轮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