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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无人机障碍与编程飞行挑战赛 

比赛规则 

一、比赛背景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空天科技领域重大成果，对国家安全

和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无人机技术和应用是空天科技的重点领域和

重要发展方向，也是人工智能的重要载体，在当今社会应用前景愈

加广阔，对于无人机而言定位是核心关键的技术，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对推动我国无人机事业的独立自主发展同样意义重大。无人机与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相结合，将在低空经济中发挥关键作用。无人机

多机协同技术能够实现共同完成任务，进一步拓展了无人机的应用

领域，为我国低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在中小学到大学教育，分为北斗基础知识了解、原理深刻理解到应

用。本赛道为帮助青少年对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了解和认识，激发青

少年对空天科技的兴趣和创新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为

我国低空经济的发展和空天科技的进步注入新的活力，结合青少年

的学习特点，设置北斗无人机障碍与编程飞行挑战赛。赛项根据参

赛选手年龄组别不同设置了不同的比赛内容，分别是无人机障碍飞

行挑战赛及无人机多机编程协同任务赛。 

二、小学组、初中组赛项内容 

（一）比赛概要 

1.参赛形式：个人参赛。参赛选手可选择 1 名指导教师。学生

必须是截止到 2024 年 6 月 30 日前仍然在校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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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比赛形式：现场竞技； 

3.比赛简介：通过科普知识答题、无人机飞行挑战等内容，综

合考察参赛选手对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及无人驾驶飞行器相关基础知

识的理解。发挥赛事的引导作用，帮助青少年初步了解北斗系统在

无人机及其他应用领域的知识，从而激发青少年对先进科学知识的

兴趣。 

（二）比赛内容 

该赛项设有现场答题、无人机越障两部分内容。赛项分为小

学、初中两个组别，不允许混合组队，两个组别赛项流程一致。每

支参赛队伍由 1 人组成，比赛时以每支参赛队伍为单位，同时进行

关于北斗及无人机相关知识的现场答题；答题完毕后按照顺序进入

赛道进行越障飞行，每支参赛队伍有三次越障飞行机会，取三次比

赛得分多的一次记为比赛成绩。 

（三）比赛规则 

1.时间要求： 

（1）现场答题时间十分钟。 

（2）障碍飞行每组三次飞行机会，每次最长飞行时间为一百

二十秒，超过一百二十秒即停止比赛。 

2.场地介绍： 

飞行障碍赛道共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起降区、操控区及障碍

区。其中赛道整体区域面积为 10m*7m，高度不低于 3m，操控区

面积为 3m*1m，起降停机坪直径为 80cm。障碍区设有 A-G 共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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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项单元区，如图 1-1 所示，各单元具体介绍如下： 

A 区：交错式刀旗穿越单元 

3 组刀旗交错式布置，刀旗高度均为 2m，刀旗水平间距不得低

于 1m，垂直间距不得低于 0.5m。 

B 区：绕杆飞行单元 

设有 1 组杆型障碍物，其高度为 1.5m。 

C 区：斜坡式圆环穿越单元 

4 组环形障碍物按照由 

低至高的顺序成斜坡型依次布置，圆环间距为 0.3m，圆环高度

为 1-1.5m。 

D 区：纵向圆环穿越单元 

纵向布置 4 组同等直径的圆环（各圆环需同心），圆环分布高度

为 1m-1.5m。 

E 区:错落式圆环穿越单元 

错落式布置 4 组直径相同的环形障碍物，2 组高圆环离地距离

为 50cm，2 组低圆环离地距离为 5cm，圆环间距为 1m。 

F 区：交错式刀旗穿越单元 

刀旗形式及排布与 A 区一致。 

G 区：直角式圆环穿越单元 

两组圆环成 90°夹角布置，圆环高度均为 1.5m，圆环直径均

为 7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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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无人机障碍飞行挑战赛赛道单元分布图 

（四）比赛流程 

1.现场答题 

进行关于北斗及无人机相关知识的现场答题。 

2.无人机障碍飞行 

（1）参赛选手无人机经裁判组检查后按照指令进入赛道操控

区，对无人机进行飞行前检查、开机、对频及校正等操作，确认准

备完毕后，待裁判员发出开始指令，选手即可解锁无人机进行赛道

飞行。 

（2）无人机起飞后，首先在起飞区上方水平自旋 360°（自旋

高度为 1m-1.5m）。 

（3）自旋完成后进入 A 区，操控无人机依次从 3 组刀旗间穿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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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操控无人机绕 B 区杆型障碍物环绕一周。 

（5）操控无人机依次爬升穿越 C 区斜坡式环形障碍物。 

（6）操控无人机从上至下纵向穿越 D 区环形障碍物。 

（7）操控无人机依次穿越 E 区错落式环形障碍物。 

（8）进入 F 区后，操控无人机依次从 3 组刀旗间穿过。 

（9）操控无人机依次穿越 G 区互为 90°夹角的 2 组环形障碍

物。 

（10）操控无人机安全、精准地降落至起降坪。其整体飞行流

程如图 1-2 所示。 

 

图 1-2 无人机赛道飞行流程图 

3.比赛用品要求 

（1）选手可自带无人机及其控制设备等参加比赛。 

（2）为保证赛事公平性、安全性等，满足以下参数要求的无

人机器材均可以参加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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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无人机设备参数要求： 

①对角轴距需在 120-130mm 范围以内。 

②整机起飞重量（含电池）不得大于 100g。 

③需配备螺旋桨保护罩。 

④需使用专业遥控器操控，不可使用 APP 控制。 

⑤需使用四旋翼无人机。 

⑥无人机不可有改装痕迹。 

⑦无人机需配备空心杯电机，禁止使用无刷电机。 

⑧无人机需使用锂电池。 

⑨无人机最大飞行高度不得超过 10m。 

⑩无人机需带有碰撞保护功能（即飞机发生剧烈碰撞后自动停桨原

地降落）。 

4.比赛环境要求： 

（1）场地要求：室内开阔场地（面积为 10m*7m 高度不低于

3m）。 

（2）光线要求：光线明亮无阴影区。 

（3）环境干扰要求：无大功率或高频用电器干扰。 

（4）比赛障碍物及赛道规划由组委会按照标准布置。 

（五）评分标准 

该赛项满分为 210 分其中现场答题环节满分为 10 分,赛道越障

飞行过程满分为 80 分，每支队伍有三次越障飞行机会，取三次比

赛得分最多的一次记为比赛成绩，时间得分为 120 分（未完成越障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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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则无该项得分），每提前完成比赛一秒加 1 分，不足一秒按一秒计

算（向上取整）。 

1.现场答题评分标准 

北斗和无人机知识相关试题共十道，在规定时间内每答对一题

得 1 分，答错不得分。 

2.无人机障碍飞行挑战赛评分标准 

（1）起飞环节得分标准 

参赛选手操控无人机正常起飞后，在规定的空间范围内完成

360°自旋得 5 分（漂移范围过大，自旋直径超出 1m 范围不得分）。 

（2）越障环节得分标准 

依次穿越 A-G 区各赛项单元的障碍物，其中：成功穿越 A、F

区障碍物分别得 5 分，成功穿越 B、C、D、E、G 区障碍物分别得

10 分。 

（3）降落环节得分标准 

①无人机降落在停机坪白圈范围以内且未压白线，得 15 分。

如图 1-3 所示。 

 

图 1-3 无人机 15 分降落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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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无人机降落在停机坪黑圈范围以内且未压黑线，得 10 分。

如图 1-4 所示。 

 

图 1-4 无人机 10 分降落示意图 

③无人机压线降落在停机坪黑圈上，但机体未完全超出黑圈范

围，得 5 分。如图 1-5 所示。 

 

图 1-5 无人机 5 分降落示意图 

④无人机降落到停机坪以外的区域，得 0 分。 

（4）时间得分评分标准 

参赛选手在正常按照顺序完成障碍赛后无人机平稳降落在起降

坪后，每提前完成一秒加 1 分，不足一秒按照一秒计算（向上取

整）。 

（5）无人机障碍飞行挑战赛扣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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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无人机飞行过程中碰撞一次障碍物扣 2 分。 

②飞行期间无人机触地一次扣 5 分。 

③未按要求佩戴护目镜参加比赛，扣 20 分。 

④比赛期间选手超出飞行操控区域一次扣 10 分。 

⑤参赛选手未按照比赛顺序穿越障碍，则全部赛道不计分。 

3.计分规则： 

现场答题得分+最高越障飞行成绩得分+相应时间得分（未完成

越障飞行则无该项得分）-扣分=最终成绩 

4.排名规则： 

（1）每支队伍有三次越障飞行机会，取三次比得分高的一次

记为比赛成绩。 

（2）若比赛期间出现总分相同的情况，则按照越障飞行用时

较短的队伍靠前。 

（六）其他 

1.比赛期间，由于无人机自身故障导致未能完成比赛的，可向

裁判申请重新开始比赛，经裁判审查并同意后，选手可用备用无人

机重新比赛并计分，每人仅限一次重新比赛的机会。 

2.判定无人机完成障碍赛飞行流程的标准：起降坪上无人机解

锁并正常起飞、完成自旋动作、无人机正常飞行的情况下依次穿越

A-G 区障碍物、无人机降落至停机坪区域、无人机螺旋桨停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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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学组、大学组赛项内容 

（一）比赛概要 

1.参赛形式：个人或组队参赛均可。每支参赛队由不多于 5 名

的学生和不多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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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前仍然在校的学生； 

2.比赛形式：现场竞技 

3.比赛简介：该赛项为参赛选手提供了一个全面的科技体验平

台。赛项通过纸上路径规划及飞行程序设计、无人机多机编程协同

任务赛和无人机编队智能安全飞行设计等赛项内容，在激发学生对

科技创新的兴趣的同时，参赛选手们还将体验到我国低空经济的魅

力，深入了解并学习无人机多机协同技术。赛场采用模拟北斗卫星

定位技术，通过模拟北斗定位，将北斗卫星技术与无人机编程控制

技术紧密结合，培养青少年的创新意识与能力。该赛项不仅考验了

参赛者的编程能力和艺术创意等，更是对我国低空经济和无人机多

机协同技术的一次生动展示。 

（二）比赛内容 

该赛项设有纸上路径规划及飞行程序设计、无人机多机编程协

同任务赛和无人机编队智能安全飞行设计等三部分内容。本项比赛

以每支参赛队伍为单位，首先进行纸上路径规划及飞行程序设计，

然后再利用自主编程的方式实现无人机多机编程协同任务赛，该任

务是一个极富挑战性和创新性的任务。在这个任务中，参赛队伍需

结合音乐氛围，通过无人机多机编程协同技术，呈现出相应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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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评委则从专业的角度通过多个维度对其进行评分，为了充分

展现我国低空经济的活力和无人机多机协同技术的魅力，各参赛队

可以自由选择音乐曲目，但需在正式比赛前完成选取音乐曲目、剪

辑音乐、编排无人机编队动作、编程实现、调试模拟及实际飞行验

证；最后进行无人机编队智能安全飞行设计，结合，我国无人机低

空经济以“无人机编队高流量飞行与避撞安全驾驶等热点难点问

题”为方向，结合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方面进行设计，提供 500 字

以内的设计方案，现场需提交设计方案并对其进行不超过五分钟的

介绍。 

（三）比赛规则 

1.时间要求： 

（1）纸上路径规划及飞行程序设计时间十分钟。 

（2）无人机多机编程协同任务赛时间十八分钟(最长十五分钟的

准备时间和最长三分钟的任务赛时间)。 

（3）无人机编队智能安全飞行设计介绍环节五分钟。 

（四）比赛流程 

1.纸上路径规划及飞行程序设计 

根据赛事组委会给出的相关行业应用参数，进行纸上路径规划

及飞行程序设计。 

2.无人机多机编程协同任务赛 

无人机多机编程协同任务赛的比赛场地空间尺寸不得低于

10m*10m*5m，中学组和大学组比赛在同一场地进行，中学组 6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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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上无人机编队，大学组 9 架及以上无人机编队，参赛队伍的出

场顺序在赛前通过抽签的形式决定。具体比赛流程如下： 

（1）赛队伍赛前通过 U 盘等存储设备将编写好的工程文件及

剪辑后的音乐拷贝到组委会指定计算机中，编程模式可自定义选择

图形化编程或语言编程两种方式，如图 2-1 及 2-2 所示。 

 

 

图 2-1 图形化编程方式 

 

图 2-2 语言编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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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比赛当日，由大赛组委会将所有参赛队伍的文件拷贝至

比赛专用电脑中，参赛队伍进行比赛时从此电脑中选取自己队伍的

文件。 

（3）比赛时，各参赛队伍有十五分钟的准备时间（超过该时间

则比赛自动结束），准备时间每提前完成一分钟加 1 分，不足一分钟

按照 1 分钟计算（向上取整）。 

（4）待技术裁判查验无人机、编程软件、UWB 基站通信情况

以及视觉导航环境等无误后开始比赛。 

（5）正常飞行展示期间，无人机群飞行全程应为自动驾驶模

式，参赛选手不得人为介入或手动更改无人机的飞行状态。如遇紧

急情况，应由裁判员及时做出判定，必要时可对无人机群进行“一

键急停”操作。 

（6）比赛结束后，由评委会根据专业的评判标准进行现场评

分，并及时公布参赛队伍的最终分数情况。 

无人机多机编程协同任务赛展示如图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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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无人机多机编程协同任务赛飞行展示图 

3.无人机多机编程协同任务赛动作要求。 

无人机多机编程协同任务赛动作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动作： 

（1）编队队形： 

直线、斜线、圆形、弧形等基本队形。 

（2）编队飞行面： 

①平面、斜面、垂直面。 

②单列、多列。 

③单层、多层（高度上）。 

（3）飞行方式： 

①前行、后退。 

②垂直上升、垂直下降。 

③倾斜上升、倾斜下降。 

④以上方式的组合使用，如前进同时垂直上升等。 

（4）编队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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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不同编队队形之间的转换，如从直线队形转换为圆形队形。 

②不同飞行面之间的转换，如从平面转换到斜面。 

③不同飞行方式之间的转换，如从前行转换为垂直上升。 

（5）编队协同方式： 

①起飞和降落程序的协同，如有序起飞、同时起飞或按特定顺

序降落。 

②加入和脱离编队的协同，包括预先编写好的加入或脱离程

序。 

（6）编队飞行通行效率与安全策略： 

①航线的扩张与收缩，如前后的距离调整。 

②多机编队之间等间隔飞行或变间隔飞行。 

③同时起飞或降落或不同时起飞或降落，确保整体效率与安

全。 

（7）其他动作： 

①高度调整：无人机在编队中的高度调整。 

②速度控制：无人机在编队中的速度调整。 

③动态调整：无人机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位置、速度等参

数。 

4.无人机编队智能安全飞行设计 

结合我国无人机低空经济以“无人机编队高流量飞行与避撞安

全驾驶等热点难点问题”为方向，结合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方面进

行设计，提供 500 字以内的设计方案，现场需提交设计方案并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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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不超过五分钟的介绍，参赛选手的设计方案需在赛前按要求准

备完成，设计方案需填写在任务单上。附件三为任务单模版。 

5.赛场规定： 

（1）比赛当日，专业技术裁判根据比赛场地尺寸及相关技术

要求，事先在场地架设 UWB 基站以及视觉导航环境，并严格检查

其工作状态、供电情况、有无遮挡等事项。技术裁判将对布设场地

进行位置校准，以确保提供的数据参数准确无误。待各项检查与校

准工作准备完毕后，参赛队伍方可进行比赛。 

（2）为确保赛事的公平性，组委会将统一提供专业的电脑设

备及编程软件，并事先将参赛队伍的曲目及编程文件等拷贝至该电

脑上，参赛选手不得自行使用其他的工程文件及音乐曲目，一经发

现将直接取消比赛资格。 

（3）由于比赛期间所有参赛队伍禁止喧哗及打闹，违反以上

事项的参赛队伍，裁判对其第一次将做警告处理，第二次直接取消

比赛资格或成绩。 

6.比赛用品要求 

（1）选手可自带无人机及其控制设备等参加比赛。 

（2）比赛期间组委会统一提供赛事专用电脑及编程控制软

件； 

（3）为保证赛事公平性、安全性等，满足以下参数要求的无

人机器材均可以参加比赛。 

（4）设备参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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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对角轴距在 180mm-220mm 内。 

②整机起飞重量（含电池）不得超过 500g。 

③需配备螺旋桨保护罩。 

④无人机需配备无刷电机，禁止使用空心杯电机。 

⑤无人机需支持编程控制。 

⑥无人机需使用锂电池。 

⑦续航时间不得低于十分钟。 

⑧无人机需配备 UWB 导航定位或视觉导航模块。 

⑨需使用四旋翼无人机。 

⑩无人机需要能够实现在暗环境下编队飞行功能。 

（5）编程软件要求： 

①需具备图形化编程及语言编程功能。 

②需具备三维仿真飞行验证功能。 

③支持飞行移动控制、灯光控制、航线规划等指令编辑。 

④需具备无人机状态实时监测功能。 

⑤需具备一键急停功能（无人机失控时可一键操作使其迅速停

桨并原地降落）。 

⑥需具备自检功能，包括：飞行范围、飞行速度、航线冲突、

逻辑错误、参数错误等。 

（6）定位模组要求： 

①比赛现场需架设 UWB 基站模组或视觉导航环境，为无人机

提供空间坐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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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定位基站或视觉导航环境架设需满足至少 9 台无人机同时飞

行的需求。 

（7）比赛环境要求： 

①室内开阔场地（空间尺寸不得低于 10m*10m*5m）； 

②地面平坦、整洁且无波纹； 

③无大功率或高频用电器干扰； 

④比赛障碍物及赛道规划由组委会按照标准布置。 

（五）评分标准 

由赛事组委会指定三名专业评委分别对无人机多机编程协同任

务赛的无人机编队智能安全飞行设计和协同飞行进行评分。评委将

从多架无人机在高流量飞行与避撞安全性的路径优化表现出发，并

结合飞行展示的协同性、匹配度、流畅性、感染力和动作完成度五

个维度进行进行，细致且全面的评分，各维度分数范围为 1-6 分，

五个维度总分 30 分，三名评委合计总分为 90 分，每支参赛队伍准

备时间为十五分钟（超过该时间则比赛自动结束），每提前完成一分

钟加 1 分，不足一分钟按照一分钟计算（向上取整），如果利用

Python 语言编程加 5 分，纸上路径规划及飞行程序设计为 15 分，

无人机编队智能安全飞行设计满分为 15 分。赛项满分为 140 分。

具体规则如下。 

1.纸上路径规划及飞行程序设计评分标准 

根据赛事组委会给出的相关行业应用图文数据等，进行纸上路

径规划及飞行程序设计，根据项目理解与方案设计、路径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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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飞行程序设计综合评分。 

2.时间得分标准 

无人机多机编程协同任务赛期间所有准备工作结束，每提前完

成一分钟加 1 分，不足一分钟按照一分钟计算。 

3.无人机多机编程协同任务赛评分标准 

（1）如果参赛选手利用 Python 语言编程加 5 分。 

（2）曲目时间要求为 90-180s，允许自行剪辑音乐。比赛曲目

时间不符合上述要求的，每超过或少于规定时间 20s 的扣 5 分，不

足 20s 的按 20s 计算。 

（3）若无人机故障或选手操作失误等原因，导致起飞后不满

足无人机多机编程协同任务赛最低台数要求，每台扣 5 分。 

4.无人机多机编程协同任务赛得分，具体评分标准如下表所

示。 

得分 协同性 匹配度 流畅性 感染力 动作完成度 

评分标准 

多机协同动

作或编队效

果是否具有

独创性，是否

体现了协同

设计的独特

性。 

多机协同动

作与音乐或

整体表现是

否完美结合，

有无明显不

匹配的情况。 

多机协同动

作的衔接是

否流畅，编队

效果的切换

是否自然。 

多机协同作

业时，整体表

现是否具有

感染力，能否

引人入胜。 

多机协同动

作的完成度

如何，有无重

大失误。 

6 分 

多机协同 5-6

个动作或编

队效果具有

高度独创性，

展现了协同

设计的独特

性，完美完成

任务。 

多机协同动

作与任务或

音乐完美结

合，无任何不

匹配的情况。 

多机协同动

作衔接非常

流畅，编队效

果切换自如。 

多机协同作

业时，整体表

现具有极高

的感染力，引

人入胜。 

所有多机协

同动作完成

度高，技术娴

熟，任务完成

度 100%。 

5 分 多机协同 3-4 多机协同动 多机协同动 多机协同作 大部分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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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 协同性 匹配度 流畅性 感染力 动作完成度 
个动作或编

队效果具有

独创性，体现

了协同设计

的独特性，大

部分任务完

成得很好。 

作与任务或

音乐非常匹

配，只有 1-2

处不太匹配。 

作衔接流畅，

编队效果切

换自然，只有

1-2 处地方稍

显生硬。 

业时，整体视

觉效果极佳，

具有较强的

感染力。 

协同动作完

成度高，任务

完成度超过

90%。 

4 分 

多机协同 1-2

个动作或编

队效果具有

独创性，体现

了协同设计

的独特性，大

部分任务完

成得较好。 

多机协同动

作与任务或

音乐基本匹

配，无整段不

匹配的情况。 

多机协同动

作衔接和编

队效果切换

偶尔有些生

硬，但不影响

整体效果。 

多机协同作

业时，整体视

觉效果一般，

感染力平平。 

部分多机协

同动作完成

度高，任务完

成 度 超 过

80%。 

3 分 

多机协同动

作或编队效

果具有一定

的独创性，但

协同设计的

独特性表现

不足，部分任

务完成得一

般。 

多机协同动

作与任务或

音乐有整段

不匹配的情

况。 

多机协同动

作衔接和编

队效果切换

有些生硬，缺

乏流畅性。 

多机协同作

业时，整体表

现平铺直叙，

波澜不惊，缺

乏感染力。 

部分多机协

同动作完成

度一般，任务

完成度超过

70%。 

1-2 分 

协同动作或

编队效果缺

乏独创性，协

同设计的独

特性表现较

差，任务完成

情况不佳。 

多机协同动

作与任务或

音乐完全不

匹配。 

多机协同动

作衔接生硬，

编队效果切

换不自然。 

多机协同作

业时，整体表

现差，缺乏感

染力。 

存在重大动

作失误，任务

完成度低于

50%。 

5.无人机编队智能安全飞行设计评分标准 

（1）参赛选手提交的设计方案需紧密结合我国无人机低空经

济，特别是针对无人机编队高流量飞行与避撞安全驾驶的热点难点

问题，展现出创新思维与实际应用价值得 10 分。 

（2）现场介绍环节，参赛选手需在不超过五分钟的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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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准确地阐述设计方案的核心理念、技术实现及预期效果。得

5 分。 

6.计分规则：纸上路径规划及飞行程序设计+时间得分+无人机

多机编程协同任务赛得分+无人机编队智能安全飞行设计得分-扣分

=最终得分 

7.排名规则：若比赛期间出现总分相同的情况，则依次按照无

人机多机编程协同任务赛、纸上路径规划及飞行程序设计、无人机

编队智能安全飞行设计的得分情况对比赛名次进行排序，如以上分

数依旧相同，则按照规定时间内飞行时间较长的队伍排名靠前。 

四、通用规则 

（一）比赛基本要求 

1.组委会工作人员（包括裁判及专家组成员），不得在现场比赛

期间参与任何对参赛选手的指导或辅导工作，不得泄露任何有失公

允的比赛信息。 

2.参赛选手须提前五分钟入场，按指定位置就座。比赛过程中

不得随意走动，不得扰乱比赛秩序。 

3.参赛选手可携带书写工具如钢笔、签字笔、铅笔及计时工具

手表等进入场地。不得携带通讯设备或介质。在比赛期间不得与其

他选手交谈，不得干扰其他选手备赛，不得损坏公用设备。 

4.选手在展示和比赛过程中对题目、设备以及其它环节有疑问

时，应举手向大赛工作人员提问。选手遇无人机故障，或其它妨碍

比赛的情况，应及时举手示意大赛工作人员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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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选手完成比赛后需在裁判的记录单上签字确认，计时裁判和

现场裁判分别记录，需分别签字。在比赛过程中如参赛选手有不尊

重比赛、不遵守规则、比赛中作弊等情况，裁判可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判罚。 

（二）取消比赛资格 

1.参赛队伍迟到 10 分钟及以上。 

2.虚假报名，一经发现或举报，将取消比赛资格； 

3.比赛中参赛队员有意接触比赛场地上的障碍物、模型或无人

机（前两次警告，第三次取消比赛资格）。 

4.在赛场内使用手机等通讯设备。 

5.不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违反赛场纪律，现场携带违反赛

规的电子产品，作弊等出现以上情况前两次由裁判警告，第三次裁

判有权取消其比赛资格。 

（三）关于仲裁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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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对比赛结果不满的原因。 

2.仲裁委员会在接到申诉意见后，将视需要组织评审专家进行

复核评估，并在一个工作日内将处理意见反馈给申诉人。 

3.区赛仲裁由区赛组委会仲裁组完成，不跨区、跨级仲裁；决

赛仲裁由决赛组委会仲裁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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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则 

（一）比赛规则最终解释权归大赛全国组织委员会所有； 

（二）比赛规则不得用于商业用途，未经大赛全国组织委员会

允许禁止抄袭、转载； 

（三）如违反以上规则，由相关行为人承担对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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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小学组、初中组评分表 

第十五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空天科技体验与创新大赛 

北斗无人机障碍与编程飞行挑战赛小学组、初中组计分表 

参赛人/团队：                                          

组别：□小学组 □初中组             

参赛选手签字（对成绩无异议）： 

裁判员签字：                        裁判长签字： 

记分员签字：                        数据录入人员签字： 

指  标 
得  分 

打分说明 
第一次飞行 第二次飞行 第三次飞行 

起降坪：起飞后水平自旋 360°    满分 5 分 

A 区：依次从三组刀旗间穿过    满分 5 分 

B 区：环绕杆型障碍物一周    满分 10 分 

C 区：依次爬升穿越斜坡环形障碍物    满分 10 分 

D 区：从上至下纵向穿越环形障碍物    满分 10 分 

E 区：依次穿越错落式环形障碍物    满分 10 分 

F 区：依次从三组刀旗间穿过    满分 5 分 

G 区：依次穿越夹角 90°环形障碍

物 

   满分 10 分 

起降坪：精准降落在起降坪    满分 15 分 

其他扣分项 
   扣分 

   扣分说明 

障碍赛用时    
时长不超过

120s 

时间得分    
每提前 1s 加

一分 

北斗及无人机知识答题  满分 10 分 

取消比赛资格记录  

总分  满分 2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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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学组、大学组评分表 

第十五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空天科技体验与创新大赛 

北斗无人机障碍与编程飞行挑战赛高中组、大学组计分表 

参赛人/团队：                                          

组别：□中学组（初中、高中、职高、中专） □大学组（本科、研究生、大专）             

指  标 得  分 打分说明 

纸上路径规划及飞行程序设计  15 分 

无人机多机编程协同任务赛 

1 号评委  30 分 

2 号评委  30 分 

3 号评委  30 分 

是否利用 python 语言编程  5 分 

其他扣分项 
 扣分 

 扣分说明 

无人机多机编程协同任务赛用

时 
 90-180s 

准备时间用时  时长不超过 15min 

准备时间得分 
 每提前 1min 加 1 分 

无人机编队智能安全飞行设计 

设计方案  10 分（需提交任务单） 

现场介绍  5 分（用时不超过 5min） 

取消比赛资格记录 
 

总分  最高分 140 分 

参赛选手签字（对成绩无异议）：                            

裁判员签字：                                             

评委签字： 

记分员签字：                  数据录入人员签字：         

裁判长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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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无人机编队智能安全飞行设计任务单 

第十五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空天科技体验与创新大赛  

北斗无人机障碍与编程飞行挑战赛---无人机编队智能安全飞行设计任务单 

参赛人/团队  

组别（大学组需注明研究生、本科、大专

等。中学组需注明初中、高中、职高

等。） 

□中学组_____ 

□大学组_____ 

所在院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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