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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届江苏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 

无人机编程赛赛项规则-星际互联（初定稿） 

（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 

 

1．竞赛任务 

星际互联是模拟无人飞行器在地球和月球之间互通场景的比赛。参赛选手需通过控制无人飞

行器完成一系列闯关任务，包括星际穿越训练、星际天梯建设、星际通讯建站、星际搜寻训练、

星际资源搜集等关卡。根据成功闯关所获得的PASS卡的数量进行最终排名。 

 

2．竞赛场地和环境 

比赛场地为长方体空间，尺寸为3600mm（长）×2400mm（宽）×1200mm（高），分为上下两

层。场地四周不设围栏，材质为铝合金框架及喷绘布等。 

 

 

 

 

 

 

 

 

 

 

 

 

 

 

 

 

 

 

 

星际互联比赛场地立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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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际互联比赛场地平面图 

比赛环境为室内，光源以现场照明为准，场地内无风扇或空调直吹风。场地净空高度不小于

2.5米。由于比赛场地可能存在不平整、光照不均匀、微风等不确定因素，参赛队需在准备时充

分考虑这些因素，以免影响比赛成绩。 

 

3．任务说明 

3.1 玩法说明 

3.1.1 比赛以闯关形式进行，共设5个关卡，闯关顺序不完全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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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每个关卡挑战成功后，将获得相应的PASS卡。 

3.1.3 正式比赛前，每支参赛队将获得3张基础PASS卡，可用于挑战失败后重启关卡，每次

重启消耗1张PASS卡。 

3.1.4 比赛总时间为8分钟，整理道具等活动计时不停止。若参赛选手在8分钟内完成挑战或

申请结束比赛，则记录实际用时。 

3.1.5 场地上可放置≤10张定位卡（边长≤20cm）用于无人飞行器完成任务（定位卡在相关

任务完成后可改变位置），但标识卡不得破坏场地（关卡4标识卡不计算在内）。 

3.1.6 比赛结束后，根据实际收集的PASS卡数量和挑战用时进行排名。 

3.1.7 比赛全程，参赛选手需佩戴护目镜，否则不得上场比赛。 

 

3.2 关卡介绍 

关卡一、星际穿越训练 

难度星数：★★ 

无人飞行器从P1或P2停机坪出发，穿越环形山C1和C2后，降落至P2或P1停机坪。成功完成奖

励2张PASS卡。该关卡可使用自动程序或手柄遥控完成（禁止手机和平板电脑等同类电子产品遥

控）。若全程使用自动程序完成，额外奖励2张PASS卡。（本关卡最高4张PASS卡） 

 

关卡二、星际搜寻训练 

难度星数：★★★ 

本关卡无人飞行器从P5或P6停机坪出发，进行生命搜寻训练，绕杆飞行（S型），最后降落

至P6或P5停机坪，奖励3张PASS卡。该关卡可使用自动程序或手柄遥控完成（禁止手机和平板电

脑等同类电子产品遥控）。由自动程序过此关，额外奖励PASS卡3张。（本关卡最高6张PASS卡） 

注：关卡1和关卡2必须挑战成功其中之一才可以挑战关卡3。 

 

关卡三、星际天梯建设 

难度星数：★★★★ 

本关卡需要携带月球车（不小于5克的立体塑料结构）从P3或P4停机坪出发，穿越R2（穿越

的过程中保持灯光闪烁），成功降落在P7或P8，降落后无人飞行器发出3长2短的灯光闪烁（摩斯

密码）。根据要求完全挑战成功奖励6张PASS卡，若穿越过程中指示灯没有保持灯光闪烁则奖励

减少一张PASS卡，若降落后没有发出摩斯密码PASS卡奖励再减少一张，若月球车没有进入停机坪

PASS卡奖励再减少一张（月球车可在停泊后手动取下）。该关卡可使用自动程序或手柄遥控完成

（禁止手机和平板电脑等同类电子产品遥控）。全部由自动程序过此关PASS卡奖励翻倍。（本关

卡最高12张PASS卡） 

注：完成关卡3后，才可以进行关卡4和关卡5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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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卡四、星际通讯建站 

难度星数：★★★★ 

本关卡分为四个区域，四个区域中有4个直径400mm圆形通讯区（S1-S4），通讯区可放置４

种标识卡（颜色或二维码），选手通过抽签并使用自制的定位技术来实现智能选择通讯区智能建

站（停泊）。该关卡只能使用自动程序过关，不可使用其他任何遥控模式。 

如需闯过此关，赛前，选手必须向裁判事先提交可放置圆形通讯区的自制标识卡一套（四种

标识缺一不可），选手自备另一套。参赛选手抽签确定自制标识卡在圆形通讯区的摆放顺序，无

人飞行器启动时，参赛选手随机抽取一张标识卡让飞行器识别，飞行器自主从P7或P8停机坪飞出，

使用自动程序找到与随机抽取的标识卡相同的建站点后自主停泊即建站成功，建站成功奖励4张

PASS卡。（本关卡最高4张PASS卡） 

注：标识卡只需选择一种，颜色（红1黄2蓝3白4）或者二维码（背面标记序号1-4），便于

抽签；其中关卡四封存设备后抽签，其它关卡起始区调试前抽签。 

 

关卡五、星际资源搜集 

难度星数：★★★★★ 

本关卡区域内有3种资源共计6枚（资源模型为棱长30mm的EVA材质立方体，上表面有引磁片

（直径20mm），总重量≤10g)，紫色为氦-3，红色为稀土，绿色为贵金属，需要无人飞行器从P7

或P8出发收集相关资源运送至资源收集区（资源收集区包含R1、P3和P4），无人机停止飞行且资

源的部分垂直投影在黑线范围内（包括边框线，可手动取下），则挑战成功。每成功搜集一枚资

源于R1区，则奖励1张Pass卡；每成功搜集一枚资源于P3或P4区,则奖励2张Pass卡。该关卡可使

用自动程序或手柄遥控完成（禁止手机和平板电脑等同类电子产品遥控）。全部由自动程序过此

关PASS卡奖励翻倍。（本关卡最高24张PASS卡） 

注： 

所有挑战任务中无人飞行器成功停泊，指无人飞行器部分垂直投影在停泊区（包括边框线）。 

 

4．无人飞行器要求 

4.1 利用成品飞行器适当加以改造或者自行设计制作的飞行器，旋翼数≤4个，相邻升力旋

翼轴距≤300mm。 

4.2 飞行器在停放在停机坪的状态下，带保护罩的长宽高不超过400mm×400mm×200mm，动

力电机型号不限，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其尺寸不做限制。 

4.3 电池类型：锂电池，输出电压≤12V。 

4.4 飞行环境：室内。 

4.5 单次连续飞行时间：≥８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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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起飞重量：≤300g（含保护罩与电池）。 

4.7 保护设计：飞行器螺旋桨加装保护罩，以保证飞行安全。 

4.8 在PC或平板端使用的无人飞行器编程软件，所有程序均需参赛选手自行在规定的调试时

间内编写。 

 

5．参赛选手条件 

比赛将按小学、初中、高中三个组别分别进行。每支参赛队由2名参赛选手和1-2名指导老师

组成。参赛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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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参赛选手和指导老师定义详见《江苏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总则》。 

 

6．竞赛过程 

赛程分四个阶段，编程与调试阶段、飞行器封存阶段、抽签阶段、竞赛阶段。参赛队按照

比赛顺序单队依次轮流上场比赛。 

6.1 编程、调试 

6.1.1 编程与调试阶段：总时长90分钟，参赛选手自己编写程序并调试无人飞行器。 

6.1.2 飞行器封存阶段：编程与调试结束后，参赛选手由裁判员协助在无人飞行器以及编程

设备醒目处张贴参赛队编号后，将其统一封存。 

6.1.3 无人飞行器不需要现场搭建。参赛选手不得携带U盘、光盘、无线路由器、手机、相

机等存储设备和通信器材。 

6.1.4 所有的无人飞行器程序必须现场编写并写入飞行器，再进行现场调试。 

 

6.2 比赛 

6.2.1 裁判员确认参赛选手准备好后，将发出“5、4、3、2、1，开始”的倒计数启动口令。

操作手听到“开始”口令的第一个字，即可以采用非接触方式启动无人飞行器程序。启动后，参

赛选手不得以任何方式接触编程设备，如笔记本电脑或平板电脑。 

6.2.2 在“开始”命令前启动无人飞行器将被视为“误启动”并受到警告或犯规处罚。 

6.2.3 无人飞行器一旦启动，就只能遥控或程序控制。 

6.2.4 无人飞行器一旦起飞，参赛选手全程不能再触碰飞行器（坠机处理除外）。飞行器从

停机坪出发后，根据自主选择完成各项任务，但每个任务开始时，参赛选手应向裁判举手说明开

始挑战。 

6.2.5 在挑战任务过程中如无人飞行器失控或坠毁或参赛选手触碰，若参赛选手选择继续比

赛，则必须从停机坪起飞完成任务（已完成任务得分不受影响），且计时不中断。 

6.2.6 在比赛过程中，如果无人飞行器失控，在可能造成安全隐患的情况下，裁判有权手动

控制飞行器，在这过程中若造成飞行器损伤，由参赛选手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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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失败及结束比赛 

6.3.1 飞行器坠毁或经裁判现场判断失去安全飞行能力，判定该挑战任务失败。 

6.3.2 飞行器飞行轨迹超出本组赛场周边外，裁判倒计时5秒仍未返回比赛场地，或经裁判

现场判断飞行器失控，判定该挑战任务失败。 

6.3.3 比赛时间结束。 

6.3.4 参赛选手主动向当值裁判申请重试或结束比赛。 

 

6.4 犯规与取消比赛资格 

6.4.1 经过催促仍未及时到达比赛场地的参赛队将取消其本轮比赛资格。 

6.4.2 赛前准备场地时间超过1分钟，飞行器仍未起飞的，取消其本轮比赛资格。 

6.4.3 言行干扰他人正常比赛,严重危害飞行安全的取消其比赛资格。 

6.4.4 飞行器桨叶未加装保护罩的取消其比赛资格。 

6.4.5 参赛选手没有正确佩戴护目镜的取消其比赛资格。 

6.4.6 参赛选手不听从裁判员的指令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6.4.7 参赛选手不在规定任务场地上控制飞行器起飞，第一次起飞将受到裁判员警告，第二

次起飞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6.4.8 参赛选手在未经裁判长允许的情况下，在赛场内擅自与指导老师或家长联系，将被立

即取消比赛资格。 

 

7．获胜名次排列规则 

每个组竞赛中所获得的PASS卡数量排名。如果出现局部并列排名的情况，按如下顺序决定先

后： 

7.1 所有场次任务用时总和少的参赛队在前。 

7.2 所完成任务难度星数总和高的参赛队在前。 

7.3 以上条件排名仍相同，飞行器尺寸小的排在前。 

 

8.闯关记录表 

 

赛事规则最终解释权归本届竞赛组委会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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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闯关记录表 
第二十四届江苏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 
无人机编程赛（星际互联）闯关记录表 

 

注：比赛结束后发放的 PASS 卡主要是纪念和鼓励，最终成绩以现场确认的成绩为准。 

  

参赛队编号  组别  

学生姓名  学校  

关卡 描述 PASS卡数 难度星数 
单关 

卡数 

星际穿越训练 

从 P1或 P2停机坪出发，穿越环形山

C1和 C2成功后,降落至 P2或 P1 停机

坪 

遥控 2张 

全自动 4张 
★★  

星际搜寻训练 

从 P5或 P6停机坪出发，进行生命搜

寻训练，绕杆飞行，最后降落至 P6或

P5停机坪 

遥控 3张 

全自动 6张 
★★★  

星际天梯建设 

携带月球车（不小于 5克的立体塑料

结构）从 P3或 P4停机坪出发，穿越

R2（穿越的过程中保持灯光闪烁），

成功降落在 P7或 P8，降落后无人飞行

器发出 3长 2短的灯光闪烁（摩斯密

码） 

手动完全成功 6张

（穿越灯光未闪烁

减 1张，降落未体现

摩斯密码减 1张，未

成功携带月球车减 1

张） 

全自动翻倍 

★★★★  

星际通讯建站 
随机抽标识卡进行识别，从 P7或 P8

号坪飞出找到正确建站点后自主停泊 
全自动 4张 ★★★★  

星际资源搜集 

从 P7或 P8出发收集相关资源运送至

资源收集区（资源收集区包含 R1、P3

和 P4） 

手动 R1区 1张/个，

P3和 P4区 2张/个 

全自动翻倍 

★★★★★  

基础 PASS卡 3-重启次数 3张   

挑战用时  PASS卡数量  

难度总星数  尺寸大小  

参赛选手签字  裁判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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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场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