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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为促进航天科学技术的普及和推广， 激发青少年对航天科技知识的渴望和热情，保持对太

空探索的兴趣， 提高青少年科技创新素质，培养航天后备人才，在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中设置

了青少年感兴趣的竞技类比赛。

1.2

竞技类比赛项目每年将根据需要和可能设置。本届比赛设置“星球车”机器人挑战赛、“火

星家园”机器人挑战赛、“星际探索”机器人挑战赛、“星矿探测”机器人挑战赛、无人机编程

技能挑战赛、无人机操作技能挑战赛、无人机“火星勘探”编程挑战赛、“清朗太空”机器人挑

战赛、球形无人机攻防对抗赛、“筑梦天宫”机器人编程挑战赛等十项竞技类比赛。

1.3

比赛按小学组（三至六年级）、初中组、高中组（含中专、中技、职高）三个组别进行。每

支参赛队只能参加一个组别的比赛,不得跨组别多次参赛。

1.4

1.4.1为鼓励参赛学生学习航天知识的热情，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以航天科技知识考察+场地赛

的形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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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航天科技知识考察封闭进行。

2.2 知识考察由比赛组委会命题。考题涵盖航天精神、文化与航天科学技术知识等内容。考题形

式以机答题为主，满分为 100分。考察得分是比赛总成绩的一部分。

2.3 以参赛队为单位进行知识考察。缺席考察的参赛队得零分。

2.4 考察在比赛期间择机进行， 由比赛组委会统一组织。考察时间不超过 1 小时。考察成绩由比



赛组委会宣布。

2.5 各赛事不独立对参赛学生进行航天科技知识考察，但不排除在某些有答辩环节的赛事中评

委对学生提出有关航天科技知识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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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参赛学生在场地赛中可能要搭建机器人、编写程序、调试、操作机器人完成规定的任务，以

取得场地赛成绩。

3.2 场地赛日程由比赛组委会统一安排、公布。各赛事裁判长负责场地赛的具体事务。

3.3 场地赛可能进行两轮或多轮，按各赛事的规则确定场地赛的最终成绩。

3.4 各赛项单独制定场地赛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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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参赛队应在组委会指定的网站报名参赛。

4.2 每支参赛队由一或多名学生和一名指导教师组成。每名学生只能参加一支参赛队。学生必须

是截止到 2025年 6月底前仍然在校的学生。各赛项参赛队的学生队员限额如下表所示：

赛项名称 学生队员数最高限额

“星球车”机器人挑战赛 2

“火星家园”机器人挑战赛 2

“星际探索”机器人挑战赛 2

“星矿探测”机器人挑战赛 2

无人机编程技能挑战赛 4

无人机操作技能挑战赛 1

无人机“火星勘探”编程挑战赛 2

“清朗太空”机器人挑战赛 2

球形无人机攻防对抗赛 4

“筑梦天宫”机器人编程挑战赛 1

一名指导教师可以指导多支参赛队。

4.3 航天科技知识考察和场地赛期间，场馆允许学生队员进入，指导教师不得入场且不得用任

何通信手段与场馆内正在参赛的学生队员联系。

4.4 参赛队员应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和自主地处理在比赛中遇到的所有问题， 自尊、自重，友善

地对待和尊重队友、对手、志愿者、裁判员和所有为比赛付出辛劳的人，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

有健全人格和健康心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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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竞技类比赛的成绩由航天科技知识考察得分和场地赛得分两部分组成， 前者占 10%，后者

占 90%。

5.1.1 计算这类比赛的成绩，需要对场地赛每个组别的得分进行归一化处理， 方法如下：

场地赛归一化得分=100×场地赛得分/基准分

其中， 对于大部分比赛， 基准分是该项比赛所能得到的最高分，即满分；对于个别的比赛（例

如，“清朗太空”机器人挑战赛），不可能有确定的满分，某个组别的基准分为参赛队实际得到

的最高分。

场地赛得分归一化后，

比赛成绩=0.9×场地赛归一化得分+0.1×航天科技知识考察得分。

5.1.2 各组别按参赛队的比赛成绩的高低排名。

5.2 对抗性比赛的成绩无法进行归一化处理。场地赛结束后先按场地赛成绩排名（允许并

列）。然后，结合航天科技知识考察成绩按以下流程再次排名：

⑴ 场地赛排名在前的队在前。如持平，

⑵ 航天科技知识考察得分高的队在前。如持平，

⑶ 场地赛提供的第三排名依据高的队在前。如仍持平，

⑷ 由赛项裁判长根据参赛队的现场表现确定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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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各赛项的各组别按照第 5节的排名确定参赛队的获奖等级。

6.2 各赛项各组别参赛队排名后， 10 %获得一等奖，25%获得二等奖，35%获得三等奖，30%
获得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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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本总则是 2024-2025学年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各竞技类赛项制定其场地赛规则的基础。

7.2 本总则中国航天科技国际交流中心负责解释。



1

无人机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科技类竞赛的创新提供了全新的可能性。小型旋翼无人机，凭

借其垂直起降、定点悬停和低速巡航等卓越性能，在科研、教育、娱乐等多个领域展现出广泛

的应用潜力。而球形无人机攻防对抗赛，正是基于这些技术优势而诞生的新型科技类竞赛。

参加本赛事的红、蓝两队将操控各自的球形多轴无人机（简称无人机）进行3vs3的攻防对

抗，在规定时间内，突破对方无人机的防守穿越对方目标的圆环得分。这不仅考验选手们的无

人机操控技巧，更是一场智慧与策略的较量。

该赛项旨在通过对抗性比赛的形式，推动无人机技术在青少年中的普及和发展，培养他们

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同时，对抗赛也为青少年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平台，让

他们能够在比赛中相互切磋、共同进步。通过此类赛事的锻炼，我们能够发掘和培养一批对无

人机和航天技术有浓厚兴趣及天赋的青少年，为未来的航天及无人机领域输送更多专业人才。

2

本规则中使用的术语和定义如下表所示。

序号 术语 定义

1 球形无人机 每支参赛队所使用的有球形保护罩、符合本规则第 8 节要求的多轴旋翼

机。简称“无人机”。

2 比赛场地 红、蓝两队进行无人机攻防对抗赛的空间，简称“场地”。它由比赛区、

操作区和比赛设施（见图 1）组成。比赛区用 50mm 宽的白色中线等分

为两个半场。

3 比赛区 比赛区是平坦地面，长 6m，宽 4m。地面上铺着喷绘的地图。红、蓝队

的 半 场 分 别 为 玫 瑰 红 （RGB 255/148/182 ） 和 浅 蓝 色 （RGB
97/110/255）。比赛区周围和上方有支柱及顶梁组成的框形结构，环状目

标吊挂在横梁上。比赛区两端是底线， 两侧是边线。底线处的框架上挂

着保护操作手的线网，网孔不小于 80mm×80mm。

4 操作区 在场地底线框架外， 参赛队员用遥控器操作无人机的区域。操作手与比

赛区之间隔着安全保护网。

5 环状目标 发泡塑料制成的圆环状物品，简称“目标”。它是守方参赛队要守护的对

象， 也是攻防试图穿过的对象。圆环外径约 600mm，内径约 400mm，厚

度不小于 100mm。
6 起飞线 场地上，环状目标正下方的一条黄色直线。起飞前的无人机就放在起飞

区内。

7 起飞区 起飞线与就近底线之间的区域。

8 进攻 参赛队要完成的任务之一。作为攻方的参赛队的无人机沿着本队的进攻



方向进入对方半场， 突破对方无人机的防守， 穿过对方的环状目标得分

的过程和动作。

9 防守 参赛队要完成的任务之一。面对对方无人机的进攻防止本队环状目标被

穿过的过程和动作。

10 攻方 在一定的时间段内负有进攻任务的参赛队。攻方不能同时是守方。

11 守方 在一定的时间段内负有防守任务的参赛队。守方不能同时是攻方。

12 起飞 无人机从起飞区直升并到达中线附近（不过中线） 等待比赛开始命令的

动作。

13 回合 一个固定的时间段。这个时间段结束后才发生攻方转换。为保证比赛的

公平， 一场比赛的回合数肯定是偶数。

14 攻防转换 一个回合结束后，使当前攻方转变为守方、原守方成为新的攻方的过程。

15 僵持 两台以上无人机聚集在一起，互不相让 3秒钟，即可裁定为僵持。

16 停飞 对犯规无人机的一种处罚。被停飞的无人机应立即降落并停桨到本队半

场的中线和边线交会处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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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球形无人机攻防对抗赛的比赛场地

比赛场地如图1所示。与参赛队同色的半场为该队的后场，另一个半场为其前场。每个半

场中利用两根绳索，悬吊着一个圆环形目标，绳索位置在圆环两侧，目标在场地宽度方向上居

中，与后方的安全网相距1m，底部离地高度1.5m。环状目标如图2所示，每个目标正下方有一

条与环面平行的起飞线，球形无人机需从起飞线与就近围栏之间的地面（这一区域称为起飞区

) 起飞。在场地外设有选手操作区以及裁判区。操作区不小于3m长1.5m宽，左右两侧的裁判区

不小于6m长1m宽。



图2 目标区域的布局与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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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每支参赛队由4人组成。参赛选手在地面以目视的方式，通过无线遥控器操纵无人机，进行

球形无人机攻防对抗赛。

4.2 比赛开始前，对阵表上就已经排定同一场的哪支参赛队是红队、哪支是蓝队。参赛队进入

比赛区后，主裁判以掷硬币的方式确定先攻队。如果硬币的文字面向上，表示红队先攻，否则

蓝队先攻。

4.3 比赛采用回合制，每回合30秒。攻方全力进攻，守方全力防守。

4.4 比赛开始后，双方无人机起飞参战。攻方无人机到自己的前场穿过对方目标圆环得分，守

方无人机可以对攻方的进攻行为进行阻挡或干扰。攻方无人机可以多次得分。

4.5 每个回合结束时，主裁判吹哨暂停比赛，进行攻防转换。

4.6 比赛要进行6个回合。每个回合结束有10秒转换时间，双方的无人机应尽快回到本队的后场

待命，待命位置可以在后场上方空间，也可以是地面。10秒转换时间到或主裁判确定双方的无

人机均以就位，立即吹哨开始下一回合。

4.7 各攻防回合结束时，主裁判吹哨结束比赛。



4.8 比赛过程中，如参赛队的无人机发生故障不能起飞、飞行或飞行中落地后不能复飞的，只

能在本回合结束后进行替换或维修。无法维修或替补，只能缺员继续参战。

4.9 比赛全部结束后，得分多的参赛队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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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参赛选手按比赛日程规定的检录时间到达比赛场馆，进行检录后方能进入准备区。检录裁

判对参赛队携带的器材进行检查，所用器材必须符合组委会相关规定与要求。参赛选手可携带

书写用品（如钢笔、签字笔、铅笔）、计时工具、简单的维修工具进入场馆，不得携带手机、

相机等存储和通信器材。

5.2

4.2.1 各参赛队在准备区的指定位置就座后，主裁判向所有队员宣布参赛要求和注意事项。违

反参赛要求而发生的问题将由参赛选手自行担责。

4.2.2 参赛队在准备区中有30分钟的时间进行无人机整备与战术讨论， 但无人机不得随意起飞。

5.3

5.3.1 接到上场通知后，参赛队应立即携带自己的无人机，在引导员带领下进入比赛区。在5分

钟内未到场的参赛选手将被视为弃权。

5.3.2 参赛队员应在规定区域内，不得随意走动，大声喧哗，扰乱比赛秩序。

5.3.3 参赛队有不超过1分钟的时间再次进行无人机检查。

5.3.4 参赛队按裁判员要求完成无人机开机、对频。

5.3.5 调整无人机灯光，两队无人机应使用与本队同色的LED标志灯来区分。

5.3.6 收到裁判指令后，所有无人机应保持开机闭锁状态，参赛队摆放无人机后，无人机的任

何部件及其在地面的投影不得超出起飞线。

5.3.7 裁判命令参赛队员进入操作区。

5.3.8 红蓝两队准备就绪后，主裁判发布“解锁”命令。接着，发出“起飞”命令
*
，两队无人

机可以起飞悬停待命。悬停位置由参赛队自定，但应在本队的后场，无人机在地面的正投影不

得与中线有交集。主裁判发出“3，2，1，开始”的口令。听到“开始”第一个字，两队的无

人机即可起飞。在“开始”口令前，任一无人机起飞将判定为“抢跑”。主裁判给予该队警告

。如果第二次任以参赛队抢跑，该队将被取消这一场比赛的资格。



5 3.9 攻防对抗赛是一项激烈的比赛活动。比赛中，双方都想让自己的无人机均迅速完成各自

的攻防任务。因而，无人机很可能与对方无人机碰撞，甚至碰撞本队的无人机也是难以避免的

。无人机相撞不是犯规。但是，如果双方的两台或多台无人机相撞后僵持，只要裁判能认定，

参与僵持的所有无人机必须落地并停飞到这一回合结束。

5.3.10 如果攻方的无人机硬把守方的无人机挤压进守方的目标圆环，动作无效，且攻方无人机

犯规，按4.3.9的僵持处理，必须落地停飞直到这一回合结束。

5.3.11 如果攻方的无人机碰撞守方的无人机后，后者在与攻方无人机没有接触的情况下自行穿

过本队的目标，守方无人机将被停飞到本回合结束。。

5.3.12 守方无人机只能在本队后场活动，不得在环状目标前悬停超过3秒。违反此规定将被停

飞到本回合结束。

5.3.13 攻防转换时，两队无人机必须迅速返回本队后场。无人机可以降落在起飞区，也可以在

后场上方悬停，对悬停位置的规定与4.3.8相同。在下一回合开始时，裁判只吹哨示意该回合的

开始，不再发出“起飞”命令。

5.3.14 比赛中，选手如遇到意外情况应及时向裁判举手示意，并听从裁判指挥。为了处理比赛

中出现各种突发情况，裁判有权宣布比赛暂停并决定比赛的善后。

5.4

4.4.1 每场比赛有6个回合，各30秒；还有5个回合转换时间，各10秒。如果没有加时赛，整场比

赛不超过230秒。

4.4.2 如果6个回合全部结束后双方比分持平，则进入加时赛。

4.4.3 裁判吹响终场哨音后，两参赛队应立即使无人机就地着陆，不得与场上的无人机或任何

物品接触。比赛结束后再完成的任务，不记分。

4.4.4 裁判根据比赛的实际情况填写记分表，并有义务将比赛结果告知参赛选手。参赛选手有

权利纠正裁判记分中可能的错误，并应签字确认已经知晓自己的得分。如有争议应提请裁判长

仲裁。

4.4.5 比赛双方将自己的无人机搬回准备区。

‘
6.1 攻方一台无人机从正面完全穿过守方目标圆环，攻方得1分。

6.2 守方无人机穿过攻方目标圆环不得分。

6.3 守方无人机受攻方无人机碰撞或因自己的原因穿过本方目标圆环，攻方得1分。

6.4 守方无人机受攻方无人机的持续压迫被挤进本方目标圆环，攻方不得分且要受到停飞处分。



6.5 加时赛中，双方皆可自由安排攻防，第一个穿过对方目标圆环的参赛队记1分。

6.6 每场比赛必分胜负，无平局。比赛结束后得分高的参赛队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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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⑴ 在“开始”口令前，双方任何无人机越过中线则认定为犯规。第一次犯规对参赛队予以

警告。第二次犯规，越过中线的无人机将在后续的比赛中被停飞。。

⑵ 参赛队员离开操控区操控无人机为犯规。第一次给予该队员警告。第二次该队员操作

的无人机被停飞，该队员在本场比赛中不得再操作。

⑶ 守方无人机越过中线，该无人机将被停飞。

⑷ 双方无人机僵持1秒以上，参与僵持的无人机全部停飞。

⑸ 被停飞的无人机，应在原地降落并停桨，直到本回合结束方可取出无人机。

⑹ 如果攻方或守方的所有无人机均被停飞，本回合提前结束，立即转换到下一回合。

7.2 出现以下情况之一，参赛队会被取消比赛资格：

⑴迟到超过5分钟。

⑵比赛中参赛队员未经裁判允许进入安全网或接触比赛场地上的无人机。c

⑶参赛队员在赛场内使用手机等通信设备。

⑷不听从裁判指挥，违反赛场纪律，携带违规的电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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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所用的无人机为球形四轴无人机，具体要求如下：

⑴ 对角轴距应在110～120mm范围内。

⑵ 无人机球形外框尺寸应为200mm±10mm。

⑶ 无人机应采用空心杯电机，不得采用无刷电机。

⑷ 整机起飞重量（含电池、保护罩）应在90～120g范围内。

⑸ 无人机应配备球形全包围保护罩，所有零部件必须在保护罩内，不得外露。保护罩上

不得有可能与其它无人机、悬索、安全网钩缠的结构/

⑹ 螺旋桨应为两叶桨。桨叶尺寸应为65mm±2mm。

⑺ 应使用专用遥控器，不得使用手机APP控制。

⑻ 无人机需使用锂电池。电池应为2S电池，标称电压为7.6V，满电电压不小于8.2V，容

量应在390～530mAh范围内。



⑼ 续航时间不得小于5 min。

⑽ 无人机应至少配备两组可调色（红、蓝）LED灯。

⑾ 球形无人机应通过灯光标识清晰分辨头尾。

⑿ 禁止使用预先编程模式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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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9.1.1 大赛组委会将根据核准的参赛队数、比赛时间、场馆资源选定适当的赛制。

9.1.2 参赛队在报到时领到的参赛指南上已经确定了各参赛队的签号，它是参赛队在大赛中通用

的唯一标识。

9.1.3 在比赛时间有限和/或参赛队数较多的情况下，大赛组委会把球形无人机攻防对抗每场比

赛6个回合减为4个或把每个回合30秒减为20秒，但为保证公平性，每场比赛的回合数肯定不是

奇数，每个回合的时间不会少于20秒。

9.1.4 参赛队在检录时将会领到《球形无人机攻防对抗场地赛对阵表》。对阵表详细列出赛制、

每支参赛队上场时间、位置（可能会有多个比赛场地）和对手的签号。对阵表将保证每支参赛

队有不少于2次的上场机会，且每次对手不同。

9.1.5 作为示例，下面是17支参赛队、3轮有限循环赛、2个比赛场地的对阵表。

第 1轮 第 2轮 第 3轮

场序 场地 红队

签号

蓝队

签号

场序 场地 红队

签号

蓝队

签号

场序 场地 红队

签号

蓝队

签号

1 1号 01 14 18 2 号 01 10 35 1号 01 06

2 2 号 02 15 19 1号 02 11 36 2 号 02 07

3 1号 03 16 20 2 号 03 12 37 1号 03 08

4 2 号 04 17 21 1号 04 13 38 2 号 04 09

5 1号 05 01 22 2 号 05 14 39 1号 05 10

6 2 号 06 02 23 1号 06 15 40 2 号 06 11

7 1号 07 03 24 2 号 07 16 41 1号 07 12

8 2 号 08 04 25 1号 08 17 42 2 号 08 13

9 1号 09 05 26 2 号 09 01 43 1号 09 14

10 2 号 10 06 27 1号 10 02 44 2 号 10 15

11 1号 11 07 28 2 号 11 03 45 1号 11 16

12 2 号 12 08 29 1号 12 04 46 2 号 12 17

13 1号 13 09 30 2 号 13 05 47 1号 13 01

14 2 号 14 10 31 1号 14 06 48 2 号 14 02

15 1号 15 11 32 2 号 15 07 49 1号 15 03

16 2 号 16 12 33 1号 16 08 50 2 号 16 04

17 1号 17 13 34 2 号 17 09 51 1号 17 05



从上表可以看出：

⑴ 共有51场比赛，1号场地26场， 2号场地25场。如果每场比赛8分钟， 3.5小时可以结

束比赛。

⑵ 每支参赛队有6次上场机会。以01队为例，6场比赛的对手分别是14、05、10、09

、06、13。01队三次是红队，三次是蓝队。4次在1号场地， 2次在2号场地。

⑶ 如要减少上场次数，直接去掉第3轮就可以。

9.2

9.2.1 每场比赛中， 每支参赛队将得到以下几个分数：

⑴ 获胜分（WP）：获胜队为 1分，失利队为 0分， 无平局。

⑵ 得分（PS）：作为攻方在各得分回合及加时赛中通过对方目标圆环次数之和。

⑶ 净胜分（NP）：本队得分减对手得分。 NP可以为负

9.2.2 在所有场次比赛中，参赛队可以得到总WP（各场次WP之和，以下类同）、总 PS和总

NP。参赛队在所有场次的某个回合中可能得分最高，这个分数被称为最高回合分（HR）。这

些都是参赛队排名的依据。

9.3

球形无人机攻防对抗场地赛将按照《2024-2025学年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太空探测竞技类

比赛总则》（以下简称总则） 的要求排名。考虑到对抗赛与其它竞技类比赛记分的区别，

本赛项的排名分两步进行。

9.3.1 场地赛的排名

场地赛结束后，按一下流程对参赛队排名：

⑴ 总WP高的参赛队在前；

⑵ 如持平，总PS高的参赛队在前；

⑶ 如再持平，总NP高的参赛队在前；

⑷ 如仍持平，不再破平。

排名后，得到可能有并列的场地赛名次。

9.3.2 按总则要求的排名

这一次排名将考虑参赛队在航天科技知识考察中的得分。流程如下：

⑴ 场地赛名次高的参赛队在前；

⑵ 如持平，航天科技知识考察中的得分高的参赛队在前；

⑶ 如再持平，HR高的参赛队在前；



⑷ 如仍持平，由裁判长根据参赛队的现场表现确定先后。

9.3.3 两次排名的结果是确定参赛队获奖等级的唯一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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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如果参赛队对比赛结果有异议，应于比赛结束后两小时内向裁判长提出书面申诉。申诉书应

具体说明在比赛过程中有异议情况的时间、相关人员、异议内容、相关证明资料（照片或视频

) 和对诉求。裁判长不会接受过期的申诉。

9.2裁判长接到申诉书后，将视需要召集主裁判及当值裁判进行复核评估，并在2小时内将处理

意见反馈给申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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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所有警告、判罚以及各种突发情况应该在异常记录单上记录。

11.2比赛规则的解释权归大赛组委会。比赛期间，凡规则中未说明的事项均由裁判委员会决定。

赛事组委会委托裁判委员会对本规则进行解释。

11.3本规则中所述场地、设施的尺寸、重量等，除非另有说明，误差为±10%。但是，本规则所

述无人机尺寸和重量是最大值，没有允许误差。



红方 参赛队名称： 签号：

蓝方 参赛队名称： 签号：
组别 □小学组 □初中组 □高中组

事项

第一回合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第二回合

第三回合

第四回合

第五回合

第六回合

得分小计

加时赛

最终得分

犯规记录

事由 次数 事由 次数

比赛（回合）开始前过中
线

比赛（回合） 开始前过
中线

出操作区操作 出操作区操作

防守时过中线 防守时过中线

双方僵持 双方僵持

取消比赛资格

提交的排名数据
WP PS WP PS
NP HR NP HR

1

参赛队代表： 裁判员： 记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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