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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1.1 航空模型总定义 

航空模型是一种重于空气的、有尺寸和重量限制，带有或不带

有动力的、用于竞赛、运动或科研，不可载人的航空器。 

1.2 航空模型一般技术要求（特殊规格除外） 

最大飞行重量（含燃料在内）            25千克 

活塞式发动机（总和）最大气缸工作容积  250 立方厘米 

电动机电源最大空载电压                72伏 

1.3 相关术语定义 

①重量：用来决定最小载荷和最小重量的重量。即处于飞行状态

的整架模型不带燃料时的重量。 

②固定翼飞行器（以下简称固定翼）：固定翼飞行器是指机翼固

定于机身且不会相对机身运动，靠空气对机翼的作用力而产生升力的

航空器。 

③多旋翼飞行器（以下简称多旋翼）：通过调节多个电机转速来

改变旋翼转速，实现升力的变化，从而控制飞行器的姿态和位置的航

空器。 

④起飞：模型必须在正常状态下，没有运动员或助手的任何帮助

而从地面或水面起飞。 

⑤着陆：当模型第一次接触地面或水面，或已肯定地终止它的前

进运动，就作为已经着陆。 

1.4 本规则的修改、补充、解释权属物理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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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竞赛通则 

2.1 运动员、团队及作品 

①运动员：报名表上的运动员必须是参加竞赛模型的制作者或装

配者（特殊声明除外）。若运动员或助手等本团队成员，为了取得好

成绩，在赛前、比赛期间或赛后，做出故意干扰、胁迫比赛裁判或其

他选手、参赛队的行为，该团队直接取消比赛资格。 

②团队：每个团队限报 5 名运动员（包括队长，可不足 5 人）。 

③航模必须由团队或个人自行制作。除控制系统、动力机械装置

（马达、螺旋桨、传动装置等）外，要求自行制作，自行组装。如果

发现使用商品级别的作品参赛，裁判将取消其参赛资格。 

④作品提交应严格遵照相关要求。主办单位对因院（系）及作者

过失造成的损坏概不负责。 

⑤参赛作品涉及的名誉权，专利权等法律责任由作者本人负责。 

⑥主办单位有权将参赛作品用于宣传、展览、网上刊登等。 

2.2 组织工作要求 

①裁判委员会： 

a.裁判委员会由相关院（系）专业老师，各实验室带队老师、 

往届航模大赛获奖者等组成。 

b.裁判委员会必须与主办方相互独立，强制执行竞赛规则，并 

在主办方和选手之间保持中立。 

c.上级领导或代表，在紧急情况下，可自动成为仲裁机构成员。 

②组织者： 

a.保证足够数量的合格的裁判员、计时员和仲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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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准备好测定有关模型的技术性能时所必须的测量器械。 

c.在赛前提供运动员至少一次的练习机会。 

d.选定一个合适的竞赛场地，要能发挥模型的全部性能并安全 

回收。 

e.比赛中，观众不允许进入警戒线以内，为避免遥控器信号冲 

突，选手不能进行试飞。 

f.比赛开始前，赛场的所有发射器必须按管理要求上交。进行 

统一管理，被点名上场的选手可以领取。 

g.模型接触地面，碰到障碍使得飞行终止，或者从计时员视野 

中消失（包括但不限于模型消逝在障碍物后或者云里），计时 

员需等待 10秒，仍不出现，则终止计时，并从飞行时间里减 

去 10秒。 

2.3 竞赛中断 

在下列情况时，由总裁判长决定竞赛中断或延迟进行： 

①风速大于 12 米/秒。 

②能见度阻碍正常观察模型，或是天气不好，如继续竞赛会发生 

危险时。 

③必须重新布置飞行场地，这种情况只在两轮之间进行。 

④出现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其他难以克服的情况时。 

⑤总裁判长有权根据竞赛场地的气象条件、场地状况或其他不可 

克服的原因的情况，提前、推迟或取消比赛。 

2.4 抗议 

所有抗议必须在规则要求内，以书面形式向相关部门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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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竞赛开始前：对报名的合法性、运动员资格、竞赛规则、飞

行和竞赛场地、模型的审核，以及对裁判员或其他竞赛工作人员的抗

议，最迟必须在竞赛开始前一天提出。 

②在竞赛期间：对裁判员或其他竞赛工作人员的决定，或是在竞

赛时对其他运动员、团队的错误或非法行为有抗议时，必须立即提出，

项目比赛结束后，不予受理。 

③在成绩公布后:任何有关成绩的抗议必须在组织者公布成绩后

24 小时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 

2.5 安全措施 

①组织者可以禁止一切可能被他们判断为有危险的模型参加飞

行，即使这些模型符合规则的一般要求也不例外。 

②禁止使用金属桨叶的螺旋桨和旋翼； 

禁止使用修补过的螺旋桨和旋翼； 

禁止安装不正确的发动机； 

禁止使用锋利的机翼或螺旋桨边缘； 

禁止使用尖锐的机头或螺旋桨固定装置； 

禁止投放任何配重或其它重物。 

③机头以及其他模型刚性的前端必须有大于 5毫米的半径。 

④所有模型的飞行应避免威胁到观众和其他选手。 

2.6 取消竞赛资格 

凡使用不符合竞赛规则或是未经裁判委员会审查合格的模型的

运动员都应取消竞赛资格。 

任何违背 2.1 条和 2.5 条的行为必须取消竞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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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成绩评定 

3.1 成绩构成 

本次比赛评比分为工艺评比和性能评比两个部分。工艺部分的评

比分别从航模的科学性、创新性和艺术性等方面进行评估。性能部分

则从航模的快速性、方向性、灵敏性、技巧性等方面进行评估。 

总成绩(100%) = 工艺评比成绩(30%) + 性能评比成绩（70%） 

3.2 工艺评比成绩 

工艺评比成绩占总成绩的 30%，各评委将对各参赛航模外观工艺、

创新性、及科技含量设计进行酌情打分。 

工艺评比成绩（100%）= 外观工艺（30%）+ 创新性（40%）+ 科

技含量（30%） 

3.3 性能评比成绩 

性能评比成绩占总成绩的 70%，其由留空得分、定点得分（固定

翼）/穿越障碍得分（多旋翼）及特技展示成绩综合评定。 

性能评比成绩（100%）= 留空得分（30%）+定点得分（固定翼）

/穿越障碍得分（多旋翼）（40%）+ 特技展示（30%） 

3.4 奖项设定 

①根据总成绩设立一等奖 1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3项。 

②根据工艺评比成绩设立“最佳设计奖”1 项。 

③根据性能评比成绩设立“最佳性能奖”1 项。 

④根据现场投票成绩，在水陆空总组别设立“最具人气奖”1 项。 

⑤根据科技创新成绩，在水陆空总组别设立“科技创新奖”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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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竞赛规则 

4.1 工艺及人气评比要求 

①各参赛队伍在规定时间（详细时间将会由各院（系）负责人提

前通知）之前将各自的参赛作品准备完毕，各参赛队伍在工艺评比当

天携带航模到达指定地点检录处检录，随后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将各

自的航模作品带到指定位置进行工艺评比。 

②在评比前，工作人员将会为每一个航模作品贴上一个作品标

签，便于评委进行工艺评比的打分，请各参赛队伍认真配合，并加以

保护。 

③参赛选手可以主动向到场观看的观众和评委介绍自己的航模

作品，得到他们的认可，就可以请他们为自己的航模作品签名，投上

宝贵的一票。与此同时，参赛选手还可以通过播放制作、试验的照片

视频等其他正当途径来为自己的航模作品拉票。 

④由于时间宝贵，当天中午的工艺评比仍旧进行，一直持续到下

午，请各参赛选手做好准备。 

⑤当天工艺评比结束后，工作人员向各参赛队伍收回签名纸。若

在比赛途中有参赛队伍不得不提前结束自己的工艺评比环节，临走前

必须到检录处签退并将自己队伍的签名纸交给工作人员。离开时，各

参赛队伍保管好各自的航模作品，抓紧时间准备第二天的性能评比。 

4.2 性能评比要求 

①各参赛队伍在规定时间（详细时间将会由各院（系）负责人提

前通知）之前将各自的参赛作品准备完毕，到指定的比赛场地进行检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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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为了使比赛更加公平公正，每类航模比赛的比赛顺序由院（系） 

顺序及报名顺序决定，决定各自的比赛次序。 

③为了防止遥控器之间的信号干扰以至于妨碍比赛进程，规定参

赛选手在检录的同时,请自觉把遥控器放在检录处，在比赛之前将不

允许再次调试航模。临近参赛选手比赛时，工作人员会通知参赛队伍

前来领取遥控器，随后开始比赛。由于临近比赛时禁止调试航模，所

以请参赛选手于比赛前一天调试好各自的航模，并为其充足电量（或

其他动力），保证在比赛时发挥最好水平。 

4.3 性能评比规则 

①留空得分：模型从起飞到着陆的全过程，其留空每 1整秒得 1

分，最多为 360 分(即 360 秒)(不到 1整秒不记分)。飞行超过 360秒，

则每多 1整秒减 1分(不到 1 整秒不记分)。 

②定点得分（固定翼飞行器）：裁判员将测量模型着陆静止后机

头在地面的垂足到地面预设靶心的距离，按照着陆区圆心为 100分，

每远离圆心 1 米减 10 分依次计算，如果模型机头压在标志线上，按

较低分值记分，确定选手的着陆加分。 

③穿越障碍得分（多旋翼飞行器）：组织者在现场设置高 2 米、

间隔 2 米的 5 个等间距障碍物，选手操纵多旋翼飞行器以 S 型依次穿

越 5 个障碍，每个障碍计 20 分。 

④特技展示得分：在特技展示前，一定要先向评委老师介绍自己

航模作品的特技展示内容。对于没有提前说明的特技展示记为无效，

且赛后不予以申请重飞的机会。根据表演效果难度，给予相应的分数。

其中包括但不限于：航拍，翻转（左右翻和前后翻），迅速升降，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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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表演等特技展示。裁判将会对飞行难度酌情打分。 

⑤模型飞行时间超过 390 秒;模型着陆于指定着陆区外;模型碰

撞到选手或助手（本队人员）;或选手阻止模型，着陆定点分数为零。 

⑥每轮飞行成绩为留空时间得分与定点得分（固定翼）/穿越障

碍得分（多旋翼）之和。成绩最高者换算为 100 分，其他选手的成

绩如下： 

换算得分 = 100 ×（P/Pw）(小数点后两位小数) 

P = 留空得分与定点得分（固定翼）/穿越障碍得分（多

旋翼）之和（原始分） 

Pw = 同批次最高原始分 

⑥每位选手进行 2轮比赛。最终排名由每位选手所有换算得分 

的最高分决定。如成绩相同，则优先对比定点得分（固定翼）/穿越

障碍得分（多旋翼），留空得分次之。 

⑦每轮比赛选手只有一次飞行机会，手离开飞行器 20 秒且飞行

器离地 10 秒为一次飞行机会，超过 3 分钟未飞行成功则本轮成绩为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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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竞赛日程 

一、比赛时间： 

1.宣传动员阶段： 2016年 4 月 1 日—4 月 30 日 

2.作品准备阶段： 2016年 4 月 1 日—5 月 13 日 

3.工艺评比阶段： 2016年 5 月 14日 9:00 

4.性能评比阶段： 2016年 5 月 15日 9:00 

5.总结颁奖阶段： 2016年 5 月 15日—5 月 31 日 

6.2016 年 4 月 17 日 19 点，由物理工程学院组织举办“航模大赛培

训会”，为参赛者进行指导,参赛者可自由提问与设计制作航模或比 

赛规则有关的问题。 

（以上具体时间安排以最新通知为准） 

二、比赛地点： 

1.工艺评比：郑州大学（新校区）中心体育场东侧 

2.性能评比：郑州大学（新校区）美术学院北侧草坪空地 

（以上具体地点安排以最新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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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航模大赛 QQ 官方群         139969372 

夏志民  13027522616 

李  浩  15538701310 

乔  蒙  1352343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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