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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须知

2.选手严禁携带任何通讯、存储设备及技术资料，一经

发现，任务书和作品作废，比赛按零分处理，并且提请赛项

执委会进行处罚

1.全部书面文件及电子版文件按任务书所规定的命名

规则命名，不得填写指定内容之外的任何识别性标记。如果

出现地区、校名、人名等其他任何与参赛队有关的识别信

息，一经发现，任务书和作品作废，比赛按零分处理，并且

提请赛项执委会进行处罚。

。

3.选手在竞赛过程中应该遵守相关的规章制度和安全

守则，比赛过程中，若发生危及设备或人身安全事故，裁判

有权立即停止比赛，情节严重的将取消其参赛资格。

4.选手如有擅自离开本参赛队赛位，或者与其他赛位选

手交流，或在赛场大声喧哗等严重影响赛场秩序行为，将取

消其参赛资格。

5.选手要在抽签的赛位上进行比赛，按要求在任务书封

面上填写好选手号，选手务必在比赛开始前，认真阅读各比

赛任务的重要提示。

6.选手在比赛开始前，认真对照设备工具清单进行检查，

确认后无误后开始比赛；选手完成任务后的工具、仪器和物

料，现场由裁判统一收回。

7.竞赛场地分两部分，竞赛模块一和模块二在室内竞赛

场地比赛，竞赛模块三在室外竞赛场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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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比赛所需要的资料及软件都以电子版的形式保存在

工位计算机桌面的“竞赛资料”文件夹中。

9.任务书中要求的备份文件，选手需要保存到计算机桌

面的“竞赛成果_选手号”文件夹中（文件夹由选手自建，

如A01号选手文件名为：竞赛成果_A01），即使选手没有任

何备份文件也要求建立文件夹。裁判只依据文件夹中的内容

进行评分，未按要求保存者不得分。

10.裁判评分节点在任务书中有明确提示，需要裁判验

收的各项任务，选手完成相应的任务后请示意裁判进行评判，

裁判在各评分节点仅验收评判1次。请选手根据任务书说明，

确认完成后再提请裁判验收。选手对比赛过程中需裁判确认

部分，应当先举手示意，等待裁判前来处理。

11.选手必须认真填写各类文档，竞赛完成后所有文档

按页码顺序一并上交。赛场提供的任何物品，不得带离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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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一 无人机组装调试

选手根据现场提供的竞赛材料检查确认单，仔细检查赛位

上的设备、工具及材料，并核对数量，核对完成后签字确认，

做好无人机装配前的准备工作。

任务一：无人机组装与调试

选手需要从大赛提供的无人机组装调试平台的物料库中取

出无人机物料部件，该款多旋翼无人机部分物料部件如表1所示。

表 1 无人机部分物料表

序号 部件 参数

1 机架 X布局机架

2 轴距 450mm

3 电机 2212、980KV

4 电调 30A

5 电池 4S

选手使用工具及仪器分别完成：

1.无人机机体结构装配。完成无人机脚架、机身、机臂等

结构装配，要求位置正确，螺丝连接紧固，工具使用规范。

2.无人机部件焊接。要求焊接规范，焊点美观，焊接牢固，

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

3.无人机电子元件装配。安装飞控、连接接收机、电源模

块、GPS、分电板等电子元件。要求安装方向正确，各电子元

件分布位置合理。

4.无人机通信系统调试。设置遥控器，并与接收机对频。

5.无人机电机转向调试。根据调参软件内X型四旋翼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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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转向，正确区分正转电机和反转电机的安装位置。使用适

当工具和仪器，测试电机转向，调节电机转向使其方向正确。

6.无人机飞控调试。依次完成机架类型设置、电调校准、

飞控安装、飞控罗盘校准、飞控陀螺仪校准、飞控的加速度计

校准和水平校准、电池参数设置、遥控器校准、飞行模式设置、

电机紧急停止开关设置、姿态稳定参数设置等内容。

任务二：无人机飞行测试

选手在规定时间内进入飞行测试场地进行飞控参数调整和

自测。选手自测完成后，示意裁判进行无人机状态飞行测试，

要求无人机在起飞点停机坪上方1.2m±0.3m高度悬停30秒，完

成顺时针或逆时针水平360°旋转，然后选手目视无人机对尾平

稳降落至停机坪上。

注意事项：

1.无人机组装调试比赛时，禁止在飞行测试区以外安装螺

旋桨，一经发现，将取消比赛资格。

2.无人机螺旋桨转动之后，选手不得进入飞行场地；飞行

测试结束后，选手需等螺旋桨停止转动才允许进入飞行场地，

并立即断开飞机电源，拆卸螺旋桨后，方能把无人机带出飞行

场地；无人机通电过程中不得关闭遥控器，一经发现上述情况

本模块记作零分，并根据实际情况扣除相应分数。

3.选手在完成组装调试后，向裁判示意，裁判对选手该任

务进行打分。一旦进入裁判测试环节，选手不得再次进行无人

机装配调试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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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选手自测完成后，须示意裁判进行测试评分，每组参与

评测的无人机仅有一次起飞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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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二 无人机检测维修

无人机装调检修平台配备有一架真实的无人机、故障判断

分析的人机交互界面和无人机故障设置及故障排除判定系统。

平台可设置接收机类、电源类、电机类、电调类、参数类

等故障。通过平台随机抽取设置10个故障，要求参赛选手针对

无人机装调检修平台设备上的无人机供电后，观察其故障现象，

使用相关工具仪器进行故障的检测诊断，根据诊断检测的数据

进行故障分析判断，得出判定结论后通过人机交互界面、飞控

调参软件或遥控器进行故障解除。

选手依次解除10个故障后，并填写表2故障检修单，要求文

件名为：选手号_故障检修单，并生成pdf文件保存到指定文件

夹（A01号选手命名为：A01_故障检修单）。

最后通过遥控器解锁后控制无人机完成前倾、后倾、左倾、

右倾的测试。

表 2 故障检修单

无人机故障检修单

选手号： 竞赛工位：

序号 无人机故障名称 故障排除方法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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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9

10

注意事项：

1.选手需在竞赛正式开始前检查设备状态是否正常，若设

备状态异常应举手示意裁判。

2.比赛正式开始后，因选手操作不当导致竞赛内容无法完

成，竞赛总时长内未完成任务内容后续内容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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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三 无人机操控应用

本模块考核选手在使用无人机操控应用平台的操控能力、

目标物影像信息获取能力和目标物资搬运操控能力。

任务一：无人机操控飞行

选手利用无人机操控应用平台按照图1中所标识的飞行轨

迹路线，完成操控飞行。操控飞行要求无人机轨迹水平偏移不

超过±0.5m，飞行高度3m，高度误差不超过±0.3m，航向偏移

误差不超过±30°。

图 1 无人机操控飞行路线图

选手检查好无人机以及精准操控记录模块设备状态后示

意裁判开始计时，选手操控无人机起飞，目视无人机沿着轨迹

路线按照进入飞行轨迹后的高度，匀速飞行完所有的轨迹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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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降落停桨裁判停止计时。

注意事项：

1.执行飞行任务时均需得到裁判允许。

2.选手需在竞赛正式开始前检查设备状态是否正常，若设

备状态异常应举手示意裁判。

3.比赛正式开始后，因选手操作不当导致竞赛内容无法完

成，时间分记为0分。

4.无人机螺旋桨转动之后，选手不得进入飞行场地；飞行

结束后，需等螺旋桨停止转动才能进入飞行场地。断开无人机

电源后，方可将无人机带出飞行场地；无人机通电过程中不得

关闭遥控器。一经发现上述情况，该项记作0分。

5.选手操控无人机飞行时禁止出现危险操作，若出现危险

操作，现场裁判有权根据危险程度中断比赛，该项计0分。

6.任务实施时选手离开指定区域，该项计0分。

任务二：无人机图像信息采集

选手利用搭载三轴云台相机的无人机操控应用平台超视

距飞行，完成图2中所标识的“图像信息采集区”处10个目标物

的信息采集。按照如下顺序进行采集：起点起飞，依次完成1

号→2号→3号→4号→5号→6号→7号→8号→9号→10号位置的

10个二维码图像信息，终点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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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无人机操控飞行路线图

选手检查设备状态确认正常后，示意裁判，当听到裁判的

“开始”口令后，选手解锁起飞时裁判开始计时，完成后操控无

人机降落，螺旋桨停转后停止计时。

注意事项：

1.执行飞行任务时均需得到裁判允许。

2.选手需在竞赛正式开始前检查设备状态是否正常，若设

备状态异常，应举手示意裁判。

3.比赛正式开始后，因选手操作不当导致竞赛内容无法完

成，该项记作0分。

4.无人机螺旋桨转动之后，选手不得进入飞行场地；飞行

结束后，需等螺旋桨停止转动才能进入飞行场地。断开无人机

电源后，方可将无人机带出飞行场地；无人机通电过程中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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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遥控器。一经发现上述情况，该项记作0分。

5.选手操控无人机飞行时禁止出现危险操作，若出现危险

操作，现场裁判有权根据危险程度中断比赛，该项计0分 。

6.任务实施时选手离开指定区域，该项计0分。

任务三：无人机物资搬运

本任务在竞赛场地上设置物资搬运区和物资放置区，选手

需要通过无人机操控应用平台依次将3个目标物资搬运规定区

域上空，使用机械臂夹起目标物资，飞行至物资放置区通过机

械臂放置在相应的物资放置区内。物资搬运要求如图3所示，本

任务要求将食品搬运至放置区A处，药品搬运至放置区B处，饮

用水搬运至放置区C处。

图 3 无人机物资搬运示意图

选手检查设备状态确认正常后，示意裁判，当听到裁判的

“开始”口令后，选手解锁起飞同时裁判开始计时。完成任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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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控无人机降落，螺旋桨停转后停止计时。

注意事项：

1.选手需在竞赛正式开始前检查设备状态是否正常，若设

备状态异常，应举手示意裁判。

2.比赛正式开始后，因选手操作不当导致竞赛内容无法完

成，该项记作0分。

3.无人机螺旋桨转动之后，选手不得进入飞行场地；飞行

结束后，需等螺旋桨停止转动才能进入飞行场地。断开无人机

电源后，方可将无人机带出飞行场地；无人机通电过程中不得

关闭遥控器。一经发现上述情况，该项记作0分。

4.选手操控无人机飞行时禁止出现危险操作，若出现危险

操作，现场裁判有权根据危险程度中断比赛，该项计0分。

5.任务实施时选手离开指定区域，该项记0分。

6.选手任务执行期间无人机不允许触碰地面或者任何物品，

否则扣除本任务所有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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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赛项记录单

附表 1 无人机操控飞行记录表

无人机操控飞行记录表

选手号： 竞赛工位：

序号 项目 数据记录

1 飞行完成时长

2 操控规范性记录

选手签字：

裁判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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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无人机图像信息采集记录表

无人机图像信息采集记录表

选手号： 竞赛工位：

序号 项目 数据记录

1 飞行完成时长

2 操控规范性记录

3 目标信息完整性记录

4 目标信息清晰度记录

选手签字：

裁判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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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无人机物资搬运记录表

无人机物资搬运记录表

选手号： 竞赛工位：

序号 项目 数据记录

1 飞行完成时长

2 操控规范性记录

3 物资搬运完成度记录

选手签字：

裁判签字：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无人机操控与维护赛项

（赛题第2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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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须知

2.选手严禁携带任何通讯、存储设备及技术资料，一经发

现，任务书和作品作废，比赛按零分处理，并且提请赛项执委

会进行处罚

1.全部书面文件及电子版文件按任务书所规定的命名规

则命名，不得填写指定内容之外的任何识别性标记。如果出现

地区、校名、人名等其他任何与参赛队有关的识别信息，一经

发现，任务书和作品作废，比赛按零分处理，并且提请赛项

执委会进行处罚。

。

3.选手在竞赛过程中应该遵守相关的规章制度和安全守

则，比赛过程中，若发生危及设备或人身安全事故，裁判有权

立即停止比赛，情节严重的将取消其参赛资格。

4.选手如有擅自离开本参赛队赛位，或者与其他赛位选手

交流，或在赛场大声喧哗等严重影响赛场秩序行为，将取消其

参赛资格。

5.选手要在抽签的赛位上进行比赛，按要求在任务书封面

上填写好选手号，选手务必在比赛开始前，认真阅读各比赛任

务的重要提示。

6.选手在比赛开始前，认真对照设备工具清单进行检查，

确认后无误后开始比赛；选手完成任务后的工具、仪器和物料，

现场由裁判统一收回。

7.竞赛场地分两部分，竞赛模块一和模块二在室内竞赛场

地比赛，竞赛模块三在室外竞赛场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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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比赛所需要的资料及软件都以电子版的形式保存在工

位计算机桌面的“竞赛资料”文件夹中。

9.任务书中要求的备份文件，选手需要保存到计算机桌面

的“竞赛成果_选手号”文件夹中（文件夹由选手自建，如A01

号选手文件名为：竞赛成果_A01），即使选手没有任何备份文

件也要求建立文件夹。裁判只依据文件夹中的内容进行评分，

未按要求保存者不得分。

10.裁判评分节点在任务书中有明确提示，需要裁判验收

的各项任务，选手完成相应的任务后请示意裁判进行评判，裁

判在各评分节点仅验收评判1次。请选手根据任务书说明，确

认完成后再提请裁判验收。选手对比赛过程中需裁判确认部分，

应当先举手示意，等待裁判前来处理。

11.选手必须认真填写各类文档，竞赛完成后所有文档按

页码顺序一并上交。赛场提供的任何物品，不得带离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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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一 无人机组装调试

选手根据现场提供的竞赛材料检查确认单，仔细检查赛位

上的设备、工具及材料，并核对数量，核对完成后签字确认，

做好无人机装配前的准备工作。

任务一：无人机组装与调试

选手需要从大赛提供的无人机组装调试平台的物料库中取

出无人机物料部件，该款多旋翼无人机部分物料部件如表1所示。

表 1 无人机部分物料表

序号 部件 参数

1 机架 X布局机架

2 轴距 450mm

3 电机 2212、1400KV

4 电调 30A

5 电池 4S

选手使用工具及仪器分别完成：

1.无人机机体结构装配。完成无人机脚架、机身、机臂等

结构装配，要求位置正确，螺丝连接紧固，工具使用规范。

2.无人机部件焊接。要求焊接规范，焊点美观，焊接牢固，

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

3.无人机电子元件装配。安装飞控、连接接收机、电源模

块、GPS、分电板等电子元件。要求安装方向正确，各电子元

件分布位置合理。

4.无人机通信系统调试。设置遥控器，并与接收机对频。

5.无人机电机转向调试。根据调参软件内X型四旋翼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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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转向，正确区分正转电机和反转电机的安装位置。使用适

当工具和仪器，测试电机转向，调节电机转向使其方向正确。

6.无人机飞控调试。依次完成机架类型设置、电调校准、

飞控安装、飞控罗盘校准、飞控陀螺仪校准、飞控的加速度计

校准和水平校准、电池参数设置、遥控器校准、飞行模式设置、

电机紧急停止开关设置、姿态稳定参数设置等内容。

任务二：无人机飞行测试

选手在规定时间内进入飞行测试场地进行飞控参数调整和

自测。选手自测完成后，示意裁判进行无人机状态飞行测试，

要求无人机在起飞点停机坪上方1.2m±0.3m高度悬停30秒，完

成顺时针或逆时针水平360°旋转，然后选手目视无人机对尾平

稳降落至停机坪上。

注意事项：

1.无人机组装调试比赛时，禁止在飞行测试区以外安装螺

旋桨，一经发现，将取消比赛资格。

2.无人机螺旋桨转动之后，选手不得进入飞行场地；飞行

测试结束后，选手需等螺旋桨停止转动才允许进入飞行场地，

并立即断开飞机电源，拆卸螺旋桨后，方能把无人机带出飞行

场地；无人机通电过程中不得关闭遥控器。一经发现上述情况

本模块记作零分，并根据实际情况扣除相应分数。

3.选手在完成组装调试后，向裁判示意，裁判对选手该任

务进行打分。一旦进入裁判测试环节，选手不得再次进行无人

机装配调试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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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选手自测完成后，须示意裁判进行测试评分，每组参与

评测的无人机仅有一次起飞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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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二 无人机检测维修

无人机装调检修平台配备有一架真实的无人机、故障判断

分析的人机交互界面和无人机故障设置及故障排除判定系统。

平台可设置接收机类、电源类、电机类、电调类、参数类

等故障。通过平台随机抽取设置10个故障，要求参赛选手针对

无人机装调检修平台设备上的无人机供电后，观察其故障现象，

使用相关工具仪器进行故障的检测诊断，根据诊断检测的数据

进行故障分析判断，得出判定结论后通过人机交互界面、飞控

调参软件或遥控器进行故障解除。

选手依次解除10个故障后，并填写表2故障检修单，要求文

件名为：选手号_故障检修单，并生成pdf文件保存到指定文件

夹（A01号选手命名为：A01_故障检修单）。

最后通过遥控器解锁后控制无人机完成前倾、后倾、左倾、

右倾的测试。

表 2 故障检修单

无人机故障检修单

选手号： 竞赛工位：

序号 无人机故障名称 故障排除方法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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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9

10

注意事项：

1.选手需在竞赛正式开始前检查设备状态是否正常，若设

备状态异常应举手示意裁判。

2.比赛正式开始后，因选手操作不当导致竞赛内容无法完

成，竞赛总时长内未完成任务内容后续内容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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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三 无人机操控应用

本模块考核选手在使用无人机操控应用平台的操控能力、

目标物影像信息获取能力和目标物资搬运操控能力。

任务一：无人机操控飞行

选手利用无人机操控应用平台按照图1中所标识的飞行轨

迹路线，完成操控飞行。操控飞行要求无人机轨迹水平偏移不

超过±0.5m，飞行高度3.2m，高度误差不超过±0.3m，航向偏

移误差不超过±30°。

图 1 无人机操控飞行路线图

选手检查好无人机以及精准操控记录模块设备状态后示

意裁判开始计时，选手操控无人机起飞，目视无人机沿着轨迹

路线按照进入飞行轨迹后的高度，匀速飞行完所有的轨迹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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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降落停桨裁判停止计时。

注意事项：

1.执行飞行任务时均需得到裁判允许。

2.选手需在竞赛正式开始前检查设备状态是否正常，若设

备状态异常应举手示意裁判。

3.比赛正式开始后，因选手操作不当导致竞赛内容无法完

成，时间分记为0分。

4.无人机螺旋桨转动之后，选手不得进入飞行场地；飞行

结束后，需等螺旋桨停止转动才能进入飞行场地。断开无人机

电源后，方可将无人机带出飞行场地；无人机通电过程中不得

关闭遥控器。一经发现上述情况，该项记作0分。

5.选手操控无人机飞行时禁止出现危险操作，若出现危险

操作，现场裁判有权根据危险程度中断比赛，该项计0分。

6.任务实施时选手离开指定区域，该项记0分。

任务二：无人机图像信息采集

选手利用无人机操控应用平台超视距飞行，完成图2中所

标识的“热源目标采集区”处多个目标物的信息采集。

热源目标区共有9个箱子，部分箱子内部有热源，外部有二

维码图像。选手需搜寻热源目标物，并按照顺序依次拍摄“清

晰完整”的热成像照片以及箱子外部具有的二维码图像信息。

选手检查设备状态确认正常后，示意裁判，当听到裁判的

“开始”口令后，选手解锁起飞时裁判开始计时，完成后操控无

人机降落，螺旋桨停转后停止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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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无人机操控飞行路线图

注意事项：

1.执行飞行任务时均需得到裁判允许。

2.选手需在竞赛正式开始前检查设备状态是否正常，若设

备状态异常，应举手示意裁判。

3.比赛正式开始后，因选手操作不当导致竞赛内容无法完

成，该项记作0分。

4.无人机螺旋桨转动之后，选手不得进入飞行场地；飞行

结束后，需等螺旋桨停止转动才能进入飞行场地。断开无人机

电源后，方可将无人机带出飞行场地；无人机通电过程中不得

关闭遥控器。一经发现上述情况，该项记作0分。

5.选手操控无人机飞行时禁止出现危险操作，若出现危险

操作，现场裁判有权根据危险程度中断比赛，该项计0分 。

6.任务实施时选手离开指定区域，该项记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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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三：无人机物资抛投

本任务在竞赛场地上设置投放区，投放区域内A、B、C三

个投放箱分别设置了直径为20cm、30cm、40cm的投入口。每

支参赛队抛投3次，每次只能挂载1个。

图 3 无人机物资抛投示意图

选手检查设备状态确认正常后，示意裁判，当听到裁判的

“开始”口令后，选手解锁起飞同时裁判开始计时。

选手将抛投物挂至无人机上，操作无人机飞至目标桶上方。

选手可以自行选择任意一个目标桶作为救援物资抛投区，目标

桶的口径不同得分不同（口径越小，得分越高），将物资投放

至目标桶内，抛投过程中无人机不得触碰目标桶，抛投物与投

入口的距离不低于1.5m，所有物资抛投完毕后将无人机返航至

起降区，关闭无人机电源开关。

注意事项：

1.选手需在竞赛正式开始前检查设备状态是否正常，若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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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状态异常，应举手示意裁判。

2.比赛正式开始后，因选手操作不当导致竞赛内容无法完

成，该项记作0分。

3.无人机螺旋桨转动之后，选手不得进入飞行场地；飞行

结束后，需等螺旋桨停止转动才能进入飞行场地。断开无人机

电源后，方可将无人机带出飞行场地；无人机通电过程中不得

关闭遥控器。一经发现上述情况，该项记作0分。

4.选手操控无人机飞行时禁止出现危险操作，若出现危险

操作，现场裁判有权根据危险程度中断比赛，该项计0分。

5.任务实施时选手离开指定区域，该项记0分。

6.选手任务执行期间无人机不允许触碰地面或者任何物品，

否则扣除本任务所有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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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赛项记录单

附表 1 无人机操控飞行记录表

无人机操控飞行记录表

选手号： 竞赛工位：

序号 项目 数据记录

1 飞行完成时长

2 操控规范性记录

选手签字：

裁判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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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无人机图像信息采集记录表

无人机图像信息采集记录表

选手号： 竞赛工位：

序号 项目 数据记录

1 飞行完成时长

2 操控规范性记录

3 目标信息完整性记录

4 目标信息清晰度记录

选手签字：

裁判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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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无人机物资抛投记录表

无人机物资抛投记录表

选手号： 竞赛工位：

序号 项目 数据记录

1 飞行完成时长

2 操控规范性记录

3 物资抛投完成度记录

选手签字：

裁判签字：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无人机操控与维护赛项

（赛题第3套）

任

务

书

选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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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须知

2.选手严禁携带任何通讯、存储设备及技术资料，一经发

现，任务书和作品作废，比赛按零分处理，并且提请赛项执委

会进行处罚

1.全部书面文件及电子版文件按任务书所规定的命名规

则命名，不得填写指定内容之外的任何识别性标记。如果出现

地区、校名、人名等其他任何与参赛队有关的识别信息，一经

发现，任务书和作品作废，比赛按零分处理，并且提请赛项

执委会进行处罚。

。

3.选手在竞赛过程中应该遵守相关的规章制度和安全守

则，比赛过程中，若发生危及设备或人身安全事故，裁判有权

立即停止比赛，情节严重的将取消其参赛资格。

4.选手如有擅自离开本参赛队赛位，或者与其他赛位选手

交流，或在赛场大声喧哗等严重影响赛场秩序行为，将取消其

参赛资格。

5.选手要在抽签的赛位上进行比赛，按要求在任务书封面

上填写好选手号，选手务必在比赛开始前，认真阅读各比赛任

务的重要提示。

6.选手在比赛开始前，认真对照设备工具清单进行检查，

确认后无误后开始比赛；选手完成任务后的工具、仪器和物料，

现场由裁判统一收回。

7.竞赛场地分两部分，竞赛模块一和模块二在室内竞赛场

地比赛，竞赛模块三在室外竞赛场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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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比赛所需要的资料及软件都以电子版的形式保存在工

位计算机桌面的“竞赛资料”文件夹中。

9.任务书中要求的备份文件，选手需要保存到计算机桌面

的“竞赛成果_选手号”文件夹中（文件夹由选手自建，如A01

号选手文件名为：竞赛成果_A01），即使选手没有任何备份文

件也要求建立文件夹。裁判只依据文件夹中的内容进行评分，

未按要求保存者不得分。

10.裁判评分节点在任务书中有明确提示，需要裁判验收

的各项任务，选手完成相应的任务后请示意裁判进行评判，裁

判在各评分节点仅验收评判1次。请选手根据任务书说明，确

认完成后再提请裁判验收。选手对比赛过程中需裁判确认部分，

应当先举手示意，等待裁判前来处理。

11.选手必须认真填写各类文档，竞赛完成后所有文档按

页码顺序一并上交。赛场提供的任何物品，不得带离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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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一 无人机组装调试

选手根据现场提供的竞赛材料检查确认单，仔细检查赛位

上的设备、工具及材料，并核对数量，核对完成后签字确认，

做好无人机装配前的准备工作。

任务一：无人机组装与调试

选手需要从大赛提供的无人机组装调试平台的物料库中取

出无人机物料部件，该款多旋翼无人机部分物料部件如表1所示。

表 1 无人机部分物料表

序号 部件 参数

1 机架 X布局机架

2 轴距 450mm

3 电机 2212、980KV

4 电调 40A

5 电池 4S

选手使用工具及仪器分别完成：

1.无人机机体结构装配。完成无人机脚架、机身、机臂等

结构装配，要求位置正确，螺丝连接紧固，工具使用规范。

2.无人机部件焊接。要求焊接规范，焊点美观，焊接牢固，

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

3.无人机电子元件装配。安装飞控、连接接收机、电源模

块、GPS、分电板等电子元件。要求安装方向正确，各电子元

件分布位置合理。

4.无人机通信系统调试。设置遥控器，并与接收机对频。

5.无人机电机转向调试。根据调参软件内X型四旋翼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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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转向，正确区分正转电机和反转电机的安装位置。使用适

当工具和仪器，测试电机转向，调节电机转向使其方向正确。

6.无人机飞控调试。依次完成机架类型设置、电调校准、

飞控安装、飞控罗盘校准、飞控陀螺仪校准、飞控的加速度计

校准和水平校准、电池参数设置、遥控器校准、飞行模式设置、

电机紧急停止开关设置、姿态稳定参数设置等内容。

任务二：无人机飞行测试

选手在规定时间内进入飞行测试场地进行飞控参数调整和

自测。选手自测完成后，示意裁判进行无人机状态飞行测试，

要求无人机在起飞点停机坪上方1.3m±0.3m高度悬停20秒，完

成顺时针或逆时针水平360°旋转，然后选手目视无人机对尾平

稳降落至停机坪上。

注意事项：

1.无人机组装调试比赛时，禁止在飞行测试区以外安装螺

旋桨，一经发现，将取消比赛资格。

2.无人机螺旋桨转动之后，选手不得进入飞行场地；飞行

测试结束后，选手需等螺旋桨停止转动才允许进入飞行场地，

并立即断开飞机电源，拆卸螺旋桨后，方能把无人机带出飞行

场地；无人机通电过程中不得关闭遥控器，一经发现上述情况

本模块记作零分，并根据实际情况扣除相应分数。

3.选手在完成组装调试后，向裁判示意，裁判对选手该任

务进行打分。一旦进入裁判测试环节，选手不得再次进行无人

机装配调试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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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选手自测完成后，须示意裁判进行测试评分，每组参与

评测的无人机仅有一次起飞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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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二 无人机检测维修

无人机装调检修平台配备有一架真实的无人机、故障判断

分析的人机交互界面和无人机故障设置及故障排除判定系统。

平台可设置接收机类、电源类、电机类、电调类、参数类

等故障。通过平台随机抽取设置10个故障，要求参赛选手针对

无人机装调检修平台设备上的无人机供电后，观察其故障现象，

使用相关工具仪器进行故障的检测诊断，根据诊断检测的数据

进行故障分析判断，得出判定结论后通过人机交互界面、飞控

调参软件或遥控器进行故障解除。

选手依次解除10个故障后，并填写表2故障检修单，要求文

件名为：选手号_故障检修单，并生成pdf文件保存到指定文件

夹（A01号选手命名为：A01_故障检修单）。

最后通过遥控器解锁后控制无人机完成前倾、后倾、左倾、

右倾的测试。

表 2 故障检修单

无人机故障检修单

选手号： 竞赛工位：

序号 无人机故障名称 故障排除方法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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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9

10

注意事项：

1.选手需在竞赛正式开始前检查设备状态是否正常，若设

备状态异常应举手示意裁判。

2.比赛正式开始后，因选手操作不当导致竞赛内容无法完

成，竞赛总时长内未完成任务内容后续内容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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