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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苏州市阳光体育联赛 

“中天杯”中、小学生航空模型锦标赛规则 

 

总 则 

竞赛的一般规定 

1. 参加比赛的模型必须符合技术要求。采用现场审核模型的方法，合格后做上标

记。取得名次的模型要进行复审，复审不合格者成绩无效。 

2. 每架模型只能由一名运动员用来参加比赛，发现借用他人模型比赛者，取消比

赛资格。 

3. 每名运动员在比赛中可以用 2架模型（特别规定的项目除外），每架模型必须在

赛前用记号笔写上运动员姓名。除机翼、机身和尾翼外，备用零件数量不限，

并且可以互换，但更换后仍需符合要求。 

4. 禁止使用金属螺旋桨。凡是危及安全、妨碍比赛的模型或装置，项目裁判长有

权禁止使用。 

5. 比赛开始前 15 分钟静场、净空。同时在待飞区开始检录，隔 1分钟点名 1次，

核对运动员和模型；3次点名不到者，该轮比赛成绩作弃权论。 

6. 参赛运动员必须在比赛开始前 15分钟内，将遥控设备交到电台管理处。没有按

时交设备者，除该轮比赛成绩作弃权论外，还要追究其延误比赛的责任。对态

度恶劣者，裁判长有权取消其比赛资格。 

7. 允许 1 名教练员或领队入场进行口头指导，按规定入场的助手只限于做协助工

作。 

8. 裁判员的视力或矫正视力不低于 1.0。 

9. 以下情况该轮判为零分：声明弃权、检录三次点名或入场点名未到及规则规定

应判为零分的情况。 

10. 比赛须按日程连续进行。遇下列情况总裁判长有权提前或推迟比赛：能见度差、

变动场地、气象条件改变或其他原因不适合比赛。 

11. 运动员必须佩戴参赛证参赛（赛前在证件上写好姓名），经裁判核实模型姓名和

参赛证姓名一致才能比赛，不带参赛证者，一律不能比赛。凡弄虚作假、冒名

顶替者，一律取消比赛资格，并通报运动员所在单位。 

12. 运动员对裁判工作有异议时，有权通过领队以口头或书面方式向大会提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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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名次评定有异议时，应在公布成绩后 1小时内以书面形式提出。 

13. 所有运动员持证比赛，否则取消本轮比赛成绩。 

14. 同时报名参加室内和室外项目的运动员，需先比室外项目，再比室内项目。同

时需向相关裁判长请假，并在规定时间内到指定地点参赛，否则以弃权论处。 

15. 本细则的修改、补充、解释权属苏州市航空运动和模型运动协会。 

航空航天模型竞时项目一般规定 

1. 运动员放飞时，可以助跑或跳跃，但不得在台、架、建筑物上放飞或脱钩。 

2. 在比赛时间内起飞均为正式飞行。比赛时间内的留空时间为模型有效飞行时间。 

3. 模型飞行过程中解体或脱落零件，其中任何一个零件先触地即终止计时。 

4. 模型碰到障碍物后下坠，落到地面终止计时。 

5. 模型飞行过程中，在障碍物上停止前进运动或飞出视线，应停止计时。如 10秒

内继续飞行并重新看见，应连续计时，中断时间应包括在留空时间之内。 

6. 模型飞行过程中与其他模型相碰，运动员可以认可该次飞行成绩，也可以申请

重飞，重飞应在该轮比赛时间内进行。如比赛时间已到，可以延长 1分钟。 

7. 模型着陆前，如运动员、助手或本队人员接触模型，应终止计时。 

8. 模型火箭因发动机串火或爆裂发射失败，经项目裁判长确认后，运动员可以提

出重飞申请，以重飞成绩作为运动员该轮比赛成绩，如比赛时间到，可以延长 1

分钟。 

9. 留空时间的计时单位为“秒”，成绩记录精确到 0.01 秒。每 1 秒换算为 1 分。

每个号位计时表之间出现 1秒以上误差则取平均成绩，1秒以下取高不取低。 

10. 每轮比赛时间均包含入场后的准备时间。 

11. A 组（第 4 项除外）和 D组项目的比赛进行两轮，比赛第一轮采取不封顶计时法，

第二轮只记到满分就终止计时。两轮均达到满分，第一轮加时的成绩才有效否

则第一轮只能记满分。以两轮之和的成绩为个人比赛成绩并确定个人比赛名次。

如果成绩相同，则以两轮中成绩最高一轮决定名次。 

12. A 组第 4项、B和 C组项目的比赛进行两轮，以较高一轮成绩为个人比赛成绩并

确定个人名次。如成绩相同，则以另一轮成绩确定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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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组：所有项目为“中天”指定器材（橡筋除外） 

1、“志在蓝天”橡筋动力直升机竞时赛 

组别：小学男子、小学女子、中学男子、中学女子 

竞赛办法：每轮比赛时间 3 分钟，模型离手即为正式飞行。比赛进行两轮，第

一轮计绝对成绩，第二轮的最大测定时间为 60秒。不设助手。 

成绩评定：两轮成绩相加，得分高者名次列前。 

2、新“天驰”橡筋动力模型飞机竞时赛 

组别：小学男子、小学女子、中学男子、中学女子 

竞赛办法：每轮比赛时间 3 分钟，模型离手即为正式飞行。比赛进行两轮，第

一轮计绝对成绩，第二轮的最大测定时间为 60秒。允许 1名学生助手入场，助手不

得调整、放飞模型和绕橡筋。 

成绩评定：两轮成绩相加，得分高者名次列前。 

3、“海鸥”电动自由飞竞时赛 

组别：小学男子、小学女子、中学男子、中学女子 

    竞赛办法：每轮比赛时间 3 分钟，模型离手即为正式飞行。赛前必须完全放电

后，在裁判员的统一组织下充电一分钟。比赛进行两轮，第一轮计绝对成绩，第二

轮的最大测定时间为 60秒。 

成绩评定：两轮成绩相加，得分高者名次列前。 

4、“云雀”木质手掷飞机直线距离赛 

组别：小学男子、小学女子、中学男子、中学女子 

竞赛场地：室内，宽度 10米的赛道。 

竞赛办法：每名运动员可单向飞行两轮，模型出手即为正式飞行。飞出去的模

型由本人拣取。运动员站在起飞线外投掷模型放飞时，踩线和跨线成绩无效，并计

作一次飞行。飞机飞出边线不计成绩。比赛不设助手。 

成绩评定：模型机头的最前端垂足距起飞线的单程垂直距离为投掷距离，以两

轮飞行中飞行距离最远的一轮确定为飞行成绩。得分高者名次列前。 

5、“山雀”木质手掷飞机竞时赛 

组别：小学男子、小学女子、中学男子、中学女子 

竞赛办法：每轮比赛时间 3 分钟，模型离手即为正式飞行。比赛进行两轮，第

一轮计绝对成绩，第二轮的最大测定时间为 3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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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评定：两轮成绩相加，得分高者名次列前。 

6、“中天”橡筋动力伞翼机竞时赛 

组别：小学男子、小学女子、中学男子、中学女子 

竞赛办法：每轮比赛时间 3 分钟，模型离手即为正式飞行。比赛进行两轮，第

一轮计绝对成绩，第二轮的最大测定时间为 60秒。 

成绩评定：两轮成绩相加，得分高者名次列前。 

7、“翼神 II”橡筋动力扑翼机竞时赛 

组别：小学男子、小学女子、中学男子、中学女子 

竞赛办法：每轮比赛时间 3 分钟，模型离手即为正式飞行。比赛进行两轮，第

一轮计绝对成绩，第二轮的最大测定时间为 60秒。 

成绩评定：两轮成绩相加，得分高者名次列前。 

B 组： 

1、遥控电动特技模型飞机 

具体参照《2019 年江苏省青少年航空模型锦标赛规则》执行 

组别：小学男子、小学女子、中学 

技术要求： 

以电动机为动力，动力电源标称电压不得大于 11.1伏。 

成绩评定： 

（1）进场后有 1 分钟的准备时间，每名运动员每轮比赛时间为 6 分钟。凡超过

规定比赛时间所做的动作不给分。模型起飞离地即为正式飞行。每轮比赛每名运动

员在比赛时间内，只准进行 1次正式飞行。允许 1名助手入场，助手不得操纵模型。 

（2）采用 10 分制评分，可用 0.5 分。动作得分为：K(难度系数)×裁判评分。

每个动作的评分计算平均值。各动作的得分之和为该轮比赛成绩。 

（3）比赛进行两轮，以两轮中最高一轮的成绩为个人比赛成绩，得分高者名次

列前。若相同，以另一轮的成绩的决定名次。 

动作顺序、难度系数及要求：1、起飞（K=2）；2、逆风直线（K=1）；3、顺风直

线（K=1）；4、因麦曼（K=1）；5、内筋斗 2 个（K=3）；6、倒飞直线（K=2）；7、水

平 8 字（K=2）；8、横滚（K=2）；9、着陆航线（K=3）；10、着陆（K=3）；合计：K

＝20 动作具体要求按 P3A—2二级无线电遥控特技模型飞机动作规则执行。 

2、P5B 遥控电动模型滑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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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参照《2019 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竞赛规则》执行 

组别：小学男子、小学女子、中学 

技术要求：可用各种电池做动力源，最大标称电压为 8.4伏。 

成绩评定： 

（1）每轮飞行成绩为留空时间得分与着陆定点得分之和。每轮比赛时间为 7分

钟。在比赛时间内应完成正式飞行的起飞和着陆。允许 1 名助手入场，助手不能操

纵模型。比赛时间内试飞次数不限，运动员可在飞行中或模型着陆后声明该次飞行

为试飞，声明为试飞的成绩无效。模型飞行过程中限用一次动力。 

（2）比赛进行两轮，以两轮中最高一轮的成绩为个人比赛成绩，得分高者名次

列前。若相同，以另一轮的成绩的决定名次。 

比赛方法和规定： 

（1）最大测量时间包括电机工作时间为 300秒。 

（2）赛前由抽签确定运动员的编组，每批次不少于 3人。比赛时间由执行裁判

统一发出开始和结束的信号。 

（3）从模型出手开始计飞行时间。模型着陆停止前进终止计时。以秒为单位，

保留 1 位小数。每 1 秒换算成 1 分，若超过最大测定时间着陆，则每超过 1 秒扣 1

分。 

（4）着陆定点分（Y）以模型着陆停稳后机头在地面的垂足到靶心的距离（X）

确定。计算公式是：Y=100－4（X－1），其中 X以米为单位，小于 1时按 1计算。X、

Y均保留 1位小数。Y最小值是零，不取负数。 

（5）留空时间不足 30秒和着陆定点时模型解体的该次飞行着陆定点分无效。 

（6）模型着陆时若与运动员或其助手相碰，则该次飞行的定点分为零分，允许

声明为试飞。 

（7）比赛时间结束后不计飞行留空时间和着陆成绩。 

（8）留空时间得分与着陆定点得分之和是该轮原始分。以每轮次为单位按原始

分比例换算为正式得分，即：每批次最高原始分换算为最高得分 1000分，其它成绩

按以下公式换算得分：得分 = 1000 ×（P/Pw），式中：P = 留空得分与定点得分之

和（原始分），PW = 同批次最高原始分。 

（9）如 2轮均满分，则进行加时赛。加时赛最长测定时间每轮递增 60秒。 

（10） 在比赛飞行中电机的工作时间不限，但电机工作飞行时间不作留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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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比赛过程中运动员须明确向裁判员报告电机的“开”、“关”。 

3、P5M-3Z 遥控纸飞机编队飞行 

具体参照《2019 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竞赛规则》执行 

组别：小学、中学 

定义：3 名运动员为一组，在地面利用遥控装置操纵各自的纸飞机，在规定时

间内配合背景音乐完成三机编队的特技飞行。  

技术要求：模型以电动机为动力，电池标称电压不大于 15伏。翼展不小于 1米。

模型主体结构材质为 KT板。指定机型见下图。 

 

 

 

 

 

 

 

 

助手：允许 3 名助手入场，着装要求统一，助手不得操纵模型。每个动作进行

前须有一名助手向裁判申报动作。 

正式飞行的定义：模型起飞即为正式飞行。每轮比赛每名运动员在比赛时间内，

只能进行 1 次正式飞行。 

比赛时间：比赛时间为 4 分钟，从第一架模型起飞离陆或离手开始计时，当最

后一架模型着陆停止为止。超过 4 分钟时，评分终止。比赛时间结束后模型应立即

着陆，超过比赛时间 1分钟后模型还未着陆者，本轮判 0分。 

比赛方法：每组运动员应完成规定动作两轮飞行。第一轮飞行科目 A规定动作,

第二轮飞行科目 B 配乐的自选自编动作。两轮飞行科目均为配乐规定动作，运动员

应自备音乐 U 盘（U 盘内只留一首参赛曲目，无其它任何信息、资料），组委会根

据比赛条件提供音响设备，参赛队也可以自备音响设备。 

动作要求： 

（1）所做动作的动作轨迹须清晰，并位于裁判能清楚观察到的空域中心区域内。 

（2）动作须按指定顺序完成，在每次飞行中每个特技动作只允许做一次。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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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向由模型飞机起飞方向决定。 

（3）允许模型独立起飞或手上放飞，允许用手接方式降落。当所有飞行动作完

成后，应立即降落。模型飞机着陆点应在一个直径 50米的圆或两条相距 100米的标

记线之间（跑道宽度大于 10米）的指定着陆区内，每架模型的第一次接地点为着陆

点。否则将根据超出程度给予扣分。 

动作空域： 

（1）距操纵者正前方的内航线上完成。两边调整航线的动作不应超出 120度边

线，否则将根据超出程度给予扣分。 

（2）动作区域和裁判之间的距离不得少于 10米，近于 10 米的动作被判零分。

在 10米线附近，模型不得向线内方向飞行。不允许模型在运动员背后进行飞行，否

则立刻结束飞行并判零分。运动员应时刻掌控模型飞机，飞行中要保证人员和设备

安全。 

（3）一名裁判员站在安全线上，专门负责飞行安全。如果运动员做了危险的飞

行动作，该裁判员有权命令运动员结束飞行，并要求运动员立即降落。 

评分： 

科目 A：评分分为技术和同步两部分（K 值相同），技术部分是对 3 名运动员完

成的每个动作的质量评分；K（难度系数）×裁判评分，同步部分是对三架模型在完

成的每个动作中的同步程度评分；K（同步系数）×裁判

评分。5 名裁判独立给运动员飞行的每个动作完美度和

同步性分别给评分。 

科目 B：裁判对整套动作完成的完美度和同步性，进

行技术和同步两部分（K=15 值相同）分别评分。所有裁

判所评得分之和的平均值为该轮成绩。 

比赛飞行中少 1架扣总分 50%，少于 2架（含 2架）

不评分。 

成绩评定：比赛 2 轮。以 2 轮成绩之和为运动员的

正式成绩，并排列名次。如成绩相同，则以其中较好一

轮成绩评定名次。再相同者名次并列。 

规定动作包括：1、起飞 K=1，2、环形编队 K=3，3、

横滚 K=4，4、正筋斗 K=3，5、垂直上升，倒转带滚 K=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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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着陆程序 K=1。 

4、F9U-P多旋翼飞行器室内竞赛飞行 

具体参照《2019 年江苏省青少年航空模型锦标赛规则》执行 

组别：小学男子、小学女子、中学 

定义： 

由运动员在地面用无线电遥控设备操纵的依靠绕多个假想的垂直轴旋转动力驱

动旋翼系统而获得升力和水平推力的飞行器。 

技术要求： 

模型以电动机为动力，旋翼的轴数不得少于 3个，动力电池最大电压 17伏，轴

距不大于 550毫米，飞行期间不得使用自驾，只能自稳。全程由飞手操控飞行。  

安全要求： 

所有参赛模型必须设定一个模型的解锁方式使模型不会因为任何干扰或者意外

操作而起动。解锁设定可以由一个发射机上的特定解锁开关来执行，或由操作杆的

序列动作来解锁执行（比如把两个操作杆向右扮到底）。 禁止使用金属螺旋桨。 

比赛方法： 

从计时开始，以最快时间按路线穿过并返回降落，计时结束。途中必须 按赛道

顺序依次完成各项任务，每项任务配比一定分值，满分为一百分，若分数相同，比

竞赛时间，用时短者获胜。 

运动员可以跟随模型。飞行期间，若飞行器着陆时间不超过 5 秒或者摔机 但

可以继续飞行的，可以继续比赛但需要加时 30秒；若飞行器飞行过程中漏门漏标需

补门补标。若飞行器着陆时间超过 5秒或者摔机造成不能继续飞行的，就终止比赛。 

比赛场地： 

赛道单圈长度为 40米并由若干任务单元组成。具体赛道图将在比赛前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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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3Z-4一对一遥控空战 

具体参照《2019 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竞赛规则》执行 

组别：小学、中学 

定义： 

以电动机为动力，由运动员在地面使用无线电遥控设备操纵固定翼模型飞机，

以缚在对方模型上的尾带为目标并竞相切断的航空模型。 

技术要求和场地、飞行空域： 

（1）电动机直径、长度不得超过40毫米，动力电源标称电压不得大于12.6伏。

模型最大飞行重量不得超过 1千克。 

（2）遥控设备不限, 使用非自动跳频设备时，每名运动员必须申报使 用的两

个不同的频率，频率必须符合相关规定。比赛中如遇同频由裁判长指定使用所报频

率中的一个。 

（3）每名运动员每轮允许使用2架模型参赛。2架模型的遥控设备频率应相同，

运动员的模型可以互用。 

（4）每条尾带由1段皱纸或类似的坚韧纸带和1根连接线组成。纸带分为两种颜

色，长8米、宽0.03米。连接线长度不小于5米。尾带必须等长，每架模型缚,1条尾

带和1 条识别带，分为两种颜色，由大会提供。  

（5）模型不得带有任何用来切割尾带的专门装置（包括砂纸、胶带、双面胶等

任何有助于切割飘带的装置）。迎风面不得有锋利的突出物。  

（6）比赛时，每名运动员和助手必须在模型放飞前戴好安全帽。  

 空战比赛须在100米×70米的长方形场地空域中进行。安全线距边线大于10米。

起飞跑道在空战区域内。 

比赛方法： 

（1）比赛采用淘汰赛。根据比赛报名情况，确定采用单败淘汰制或双败淘汰制。 

（2）赛对阵采用计算机抽签和现场抽签的方法进行。第一轮尽量避免和本队

运动员编组空战。第二轮开始即不考虑所遇对手问题。同时确定红方和蓝方角色。 

（3）每名运动员允许1名助手进场，助手不得启动电动机和操纵模型。 

（4）执行裁判宣布运动员进场后，运动员有1分钟准备时间。  

（5）比赛开始前执行裁判倒数 5秒宣告比赛开始放飞信号后，运动员或助手放

飞模型。起飞信号使用旗子或特殊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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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模型放飞形式不限。 

（7）模型升空后，裁判发出空战时间 3分钟信号方可进攻。空战信号使用旗子

或特殊声响。空战信号的发出遵循双方位置优势均等原则。  

（8）空战时间内任何一方飞出界外要扣分，飞出边界后都应立即返回空战区，

否则视为消极。 

（9）因交战而发生电动机停车、模型损坏着陆或因任何情况着陆者，应在 60

秒内再次起飞。允许使用备机及更换新尾带。 

（10）比赛抽签时，如发生遥控设备频率相同，由红方调整遥控设备频率。 

成绩评定： 

（1）比赛中，模型的尾带在空中每被（己方或对方）咬掉 1口（节），对方得 

200 分。 

（2）以空战成绩得分减去犯规分值， 

为运动员该轮得分，得分高者获胜。 

空战战一场得 1 分，资格赛胜者不 

得分，决赛场胜者得 2 分。资格赛 

弃权不计分。以积分作为比赛名次。 

（3）如该轮双方得分相同，则加时 

赛 2 分钟，不分上下半场，以先咬掉对方尾带为胜，如双方均未咬掉对方尾带，

以双方犯规分值决定胜负。得分还相同重赛。 

6、“天戈”2.4G 遥控直升机趣味飞行 

组别：小学男子、小学女子 

场地设置：3 根高 2m的标杆，摆放形状为边长 4米的正三角形。 

比赛要求：在室内进行绕标竞速，比赛以逆时针方向绕三角标飞行圈数多者为

胜。圈数相同则以飞行时间短者列前。每轮比赛时间为 2 分钟。模型从起飞线前方

离地即为正式飞行并开始计时，2分钟时间到继续飞行至起飞线，终止计时。 

判罚：飞行过程中模型触地复飞 1次加 10秒；飞行过程中模型坠落在地该轮飞

行终止。比赛中不设助手。运动员应在指定位置不允许跟随模型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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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P3C-2二级遥控直升机特技 

具体参照《2019 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竞赛规则》执行 

组别：中学 

定义：指靠绕假想的垂直轴旋转的动力驱动旋翼系统而获得升力和水平推力并

由运动员在地面用无线电遥控设备操纵的模型飞机。 

技术要求：可使用活塞式和电动发动机，模型以电动机为动力时，电池电压不

大于51 伏(12S）。模型以内燃机为动力时，发动机工作容积无限制。起飞重量不大

于 6.5 千克（不包括燃料，含动力电池），旋翼直径小于等于 1500mm，其余须符

合航空模型总 则中模型直升机竞赛规则的有关规定。允许使用无副翼系统。 

助手：允许1名助手入场，助手不得启动发动机和操纵模型。 

正式飞行定义：模型起飞离地即为正式飞行。每轮竞赛每名运动员在比赛时间

内，只准 1 次正式飞行。 

比赛时间：每轮比赛时间为 6 分钟。进场后有 1 分钟准备时间，1 分钟后即

开始计比赛时间，超过规定时间所做的动作不予评分。  

裁判：可由 3－5 名裁判员给运动员评分。  

成绩评定：比赛进行二轮，以二轮成绩之和为运动员的比赛成绩，若成绩相同，

则以较高一轮成绩评定名次，再相同则名次并列。 

动作顺序和要求：飞行动作必须按规定顺序进行，漏做、补做无效。做每一个

动作前，运动员或助手须向裁判员大声报告 动作开始，不报告的动作视为漏做。 

动作如下： 

01. 四位悬停（逆/逆风）K=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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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垂直三角形带180 度自转（逆/逆风）K=1.5 

03、半圆（逆/逆风）K=1.5 

04.正筋斗（逆/逆风） 

05.水平横滚一周（顺风/顺风） 

06.半滚失速倒转（逆/逆风） 

07. 45 度自旋降落（逆风） 

C 组： 

1、P2B-0“空中战士 III”电动线操纵飞机特技飞行 

组别：小学男子、小学女子、中学 

技术要求：限定使用“空中战士 III”电动线操纵飞机。 

动作顺序、难度系数及要求：1、起飞(k=l)；2、平飞(k=2)；3、爬升(k=3) 平

飞进入，爬升角 45 度，爬升到 45度线改为平飞；4、高平飞(k=4) 在 45度线保持

高平飞 2 圈；5、俯冲(k=3) 45 度高平飞进入，俯冲角 45 度，到 1.5 米高度改为

平飞；6、单过顶(k=3)；7、内筋斗 1个(k=6)；8、着陆(K=5)；合计：K＝27。 

    2、P2B-1“空中战士 III”电动线操纵飞机特技飞行 

组别：小学男子、小学女子、中学 

技术要求：限定使用“空中战士 III”电动线操纵飞机。 

动作顺序、难度系数及要求：1、起飞(k=l)；2、平飞(k=2)；3、急上升(k=4) 

平飞进入，爬升角 90度，爬升到 45度线改为平飞；4、高平飞(k=4) 在 45度线保

持高平飞 2圈；5、急下降(k=4)  45度高平飞进入，俯冲角 90 度，到 1.5米高度

改为平飞；6、单过顶(k=3)；7、内筋斗 3个(k=6)；8、倒飞 2圈(K=2)；9、外筋斗

1个(K=4)；10、着陆(K=5)；合计：K＝35。  

3、P2D 电动线操纵空战 

具体参照《2019 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竞赛规则》执行 

组别：小学男子、小学女子、中学 

定义：指以电动机为动力，以双线操纵并由空气动力作用在飞行中保持不变的

翼面(操纵面除外)上而产生升力的航空模型。比赛时 2 架模型在规定时间内于同一

个圆圈内同时飞行，目的是切断缚在对方模型上的尾带并争取最长的留空时间。  

场地和技术要求：场地由半径 2米操纵圈和半径 18米飞行圈两个同心圆组成。

每名运动员每轮比赛只允许有 2 架模型飞机。模型最小升力面积：18 平方分米。



13 

 

电源最大标称电压 12伏特，电源可以外接，不得使用交流电源，内置电源的，可以

使用附加的线控或遥控电源开关。模型不得带有专为切断纸条的装置。  

操纵线长度：14 米±20 毫米。最小直径为 0.4 毫米±0.02 毫米。操纵手把必

须有安全索与运动员腕部连接。模型尾带长 2.5米，宽 2±0.5 厘米，用韧性纸做成，

尾带连接线 2米。  

比赛实施：每名运动员可有 2 名助手同时入场。助手可以启动电动机、拴挂尾

带和维护模型。运动员和助手必须戴安全帽。  

比赛方法：（1）运动员每场比赛前有 2 分钟的准备时间。运动员入场有 1 分钟

准备时间；（2）双方起飞位置至少相隔 l/4 圈，红方先选起飞点；每场空战开始前，

启动电动机时间为 10 秒。最后 5 秒钟裁判员用倒数宣告。起飞信号(使用旗子和特

殊音响)发出后，即开始记空战时间；（3）模型起飞后运动员立即进入操纵圈，当双

方模型飞行相距半圈时，裁判员发出交战信号，双方开始空战。每场空战时间为 3

分钟，尽可能多次切断对方的尾带；（4）每切断对方尾带 1 次记 100 分。起飞后留

空时间每 1 秒记 1 分(秒以下舍弃)。切断尾带和留空时间得分之和为运动员 1 场

空战得分，得分多者为胜方；（5）当双方的尾带线都被切除后，裁判长可向两名操

纵员发出信号，停止空战，进行逆时针方向的平飞；（6）在空战过程中，如有一方

模型着陆：模型触地即暂停该方留空时间计时。继续飞行的模型必须在 2 米以上高

度逆时针平飞。（7）助手拾取模型必须沿半径方向直线进入飞行圈，维护模型必须

在飞行圈外进行。更换模型后，必须装上剩余的尾带或连接线才可起飞。如助手损

坏尾带或模型切断了自己的尾带，助手必须用新尾带代替，否则扣罚 100 分，并且

模型在空中每飞行 1秒扣 1分； 

犯规：下列情况判为犯规给予警告并扣 40分：抢先起飞者；飞行中运动员单脚

跨出操纵圈；助手斜向进入或直接越过飞行圈取模型；模型落地后，没有立即将模

型先拉出飞行圈，再进行维护者；运动员有意碰撞、妨碍对方操纵。  

判负：下列情况该场判负：未在指定飞行时间报到者（得到裁判长同意者除外）；

模型在放飞信号发出后 2 分钟仍未起飞者；试图放飞一架在起飞时已存在安全隐患

的模型，如操纵系统已不能可靠工作、没有牢固的电动机安装结构、或者电动机没

有工作等；裁判长未发出开始空战信号进攻对方模型的纸带者；干扰对方或强迫对

方离开操纵圈者；有意进行危险飞行动作者；将当时不飞的模型操纵线或其它部件

放在操纵圈内者；飞行中或起飞时尾带整体脱落；再次起飞的模型没有缚纸带或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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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的剩余部分者（包括线头）；在模型飞行时，双脚离开操纵

圈。或者在模型着地后，没有告诉对方就离开操纵圈；不戴安

全帽而离开操纵圈；操纵飞行时的姿态已形成阻止对手或对方

的助手清除缠线者；如空中只有一架模型，又无缠线情况，而

模型未按逆时针方向平飞者；在清除各种缠线前即放飞备机者

（除非运动员和助手已将双方不清除缠线而继续比赛的意见报告了裁判长。在这种

情况下，经裁判长确认符合安全并同意时，才可继续比赛）。不管任何理由，在模型

飞行时保险索与手臂脱离；放掉手把者（安全索的系法见右图）；操纵员或助手跨越

对方的操纵线或模型者；有意攻击和干扰对方已无剩余尾带的平飞的模型者；任何

其它公然破坏规则的行为。 

消极：空战信号发出后，运动员应积极主动进攻，对采取消极战术的一方，

裁判长有权给予处罚，直至判负；重飞： 

下列情况判为重飞：尾带未完全展开或由于质量原因空中断缺；成绩相同或

意外原因未完成比赛。如每场比赛双方得分相差为 6 分或更少，则算作同分。在

任何一场比赛中，如出现同分，这场要重赛； 

分组：比赛采取抽签分组、累计记分、负 2 场淘汰的办法逐轮进行。抽签时

应注意：（1）曾经轮空的运动员以后比赛中尽量不再轮空；（2）从第三轮开始不

考虑相遇对手问题。 

成绩评定：空战胜一场积 2 分，负一场计 0 分。以积分作为比赛成绩，高者名

次列前。积分相同时按双方之间的胜负、净胜小分排列名次。 

4、P2C双人组电动线操纵编组竞速 

具体参照《2019 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竞赛规则》执行 

组别：小学男子、小学女子、中学 

模型定义：指以电动机为动力，以双线操纵并由空气动力作用在飞行中保持不

变的翼面(操纵面除外)上而产生升力的航空模型。模型必须是半像真式。比赛以编

组同场地同时飞行的方式，测定完成预定距离所用飞行时间。  

项目定义：编组竞速项目比赛包括预赛（2 轮）和决赛。比赛时，三架模型在

一个圆圈内同时飞行，每架模型由一名操纵员和一名机械员组成一个小组参加。在

特殊情况下，一场飞行可有两个小组，一个小组的成员不得兼任另一小组的成员；

每一次飞行在飞完规定距离的圈数中，至少应有二次更换电池、重新起飞的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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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使用和更换分别标有红、黄、绿颜色标记（标记宽度＞5毫米）的 3组电源。  

预定飞行距离：预赛要飞完 70圈；决赛要飞完 140圈。每次起飞、着陆最多飞

行圈数：预赛 35 圈；决赛 60 圈。飞行中，操纵员要留在操纵圈中间，他们的唯一

任务是操纵模型。机械员站在安全圈外，他们的任务是起动电机、放飞模型、在模

型着地后更换电源以及有助于模型比赛的其它工作；比赛中，机械员必须戴上连有

下颏护带的安全盔，其强度应能经受一架飞行中的小组竞速模型的撞击。操纵手把

必须有安全索与运动员腕部连接。 

模型技术要求：最小升力面积：13平方分米；操纵线长度：14.0米±20 毫米；

最小直径为 0.4毫米±0.02 毫米。测量线的长度是从操纵手柄的中心线到模型飞机

的纵向中轴线的距离；在每次飞行前，对模型操纵系统进行相当于模型重量 15倍的

拉力试验；电源最大标称电压 12 伏特，不得使用交流电源，电源可以外接。必须

有可靠的停车装置。可以使用附加的线控或遥控电源开关停车，遥控开关频率建议

使用 2.4GHz 设备，抽签分在同组比赛运动员的遥控开关发生干扰，则不得使用；在

模型尾部须制作一用于系挂飘带的小尾钩；模型必须按逆时针方向飞行。 

场地：一个编组竞速场地必须由在地面上作出标记的二个同心圆组成。 

飞行圈：18米，等分成 6个 60°的扇形。在每个扇形区，靠飞行圈外侧，画出

一个长 1米的维护区。供机械员使用。 

中心圈：半径 3米，圈中心应画有直径至少为 0.1米的白点。供操纵员使用。 

飞行的组织：按抽签次序将三个小组编在一起比赛。组织抽签时要注意尽量使

每队只有一个小组参加同一编组的预赛飞行。参加这次飞行的每架模型各占据一个

维护区。抽签时第一个抽到的小组可以先选择位置，其余小组按照抽签次序选择剩

下的维护区中的一个。决赛时,根据预赛的成绩选择起飞点。飞得最快的小组先选，

其次是稍慢的小组选择，依次类推。如有同分情况，按预赛中该小组第二个最快成

绩的高低来决定选择次序。已选定的维护区占用到比赛结束。在准备阶段开始后不

许更换维护区。  

飞行过程：每个小组指定有二名计时计圈裁判员，裁判员站在飞行圈外面，靠

近他们所负责的模型的维护区，进行该小组的记时和计算飞行圈数；点名后一分钟

内按抽签顺序入场，选择起飞点。裁判长出第 1次信号后，有 10 秒时间供最后准备，

其中最后 5 秒钟由裁判长用倒数方法宣告。允许一名教练员入场，限口头指导；开

始信号由裁判长用小旗和哨音发出。在该时刻，机械员必须站在他的模型旁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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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员必须蹲在操纵圈的边缘，操纵把放在地面；开始信号必须“短

促明显”，以利准确记时；开始信号发出后，机械员起动电机在起

飞线后放飞模型；起动电动机必须由机械员完成；（6）如在开始信

号前，裁判员正在倒数时即起动电机，要罚 5秒钟；模型正常飞行高度必须在 2 - 3

米之间，超越、起飞和着陆时除外；操纵员应在半径为 3 米的中心圈中间做绕圈运

动。操纵员应使操纵把手保持在身体的中心线上，允许在这条线上以不超过胸部 30

厘米的范围作垂直运动或在试图超越其他模型时拉过头顶。起飞和着陆时，允许有

3圈例外；操纵线应垂直于操纵员双肩并通过身体的中心线。当操纵员正确站位时，

操纵线应相切于操纵员运动时中心线形成的圆圈（见右图）； 超越动作必须由上方

进行。超越时，在任何情况下模型的飞行高度不得超过 6 米。被超越的操纵员不得

用任何动作去妨碍正在进行超越的操纵员，并且必须给超越者让位直到超越完成；

允许模型在电机不工作时最多飞行两圈；机械员必须在电机停车和模型触地后才可

去抓模型。只有在机械员抓住模型后，才允许操纵员将一只脚踏到操纵圈外面；在

中途更换电源和起动电机，直到模型出手的阶段中，机械员必须使模型至少有一个

点触地，并使模型的中心线在飞行圈外面。在此期间，操纵员必须在操纵圈内蹲下

或坐下，并保持操纵把和线放在地上，直到模型重新起飞；如所有模型均已飞完规

定距离所需的圈数；无法继续比赛；被取消比赛资格，或者已到了限定时间，这场

比赛即算结束。  

限制时间为：预赛 10 分钟；决赛 15 分钟。若模型已完成比赛，或中途落地后

不能继续飞行，该操纵员必须在操纵圈外坐下或蹲下，直到其他运动员都完成比赛。

除非经裁判长同意才可提前离开圆圈；如一组无法完成比赛且模型处于可能妨碍其

它组的位置，操纵员需立即清理模型到不妨碍的位置；在着陆过程中，正在着陆的

模型具有优先权。 

一次正式飞行的定义：每个运动员在任何比赛中，如没有被判为试飞，即作为

一次正式飞行。 

下列情况作为试飞：在预赛中，任何小组由于不是本身的责任而发生的障碍或

相撞造成停飞者，作为一次试飞。在预赛中，如参加比赛的任何一组均未完成 30圈

以前，只有一个组保持单独飞行，这场比赛无效，留下的小组可作为一次试飞；决

赛中，如在任何一组完成 60 圈之前，由于障碍或相撞造成停飞时，应停止决赛（除

了在停止前已被取消资格者外），所有运动员均作为一次试飞；被判为试飞的小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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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另一场比赛。  

警告、取消资格：下列情况应给小组警告：操纵员在操纵圈内的动作干扰或阻

碍其他操纵员，或利用自己模型做动作阻碍其它模型正常飞行或着陆；操纵员不是

绕着圆中心走步，而是原地转圈或向后倒退，或是连续地将圆中心点放在他本人和

模型之间；操纵员的飞行姿势不符合“飞行过程 6-9”条要求；操纵员在正式飞行

时对模型施加外力以提高速度；飞行高度超过规则要求；在比赛开始或中途着陆后

时，操纵把、操纵线和模型不是放在地上，而且（或）模型的中心线在飞行圈内；

机械员维护模型时，没有使模型至少有一个点触地；机械员单脚进入飞行圈。 

下列情况应取消该小组比赛资格：操纵员在机械员抓住着陆的模型之前踏到飞

行圈的外面； 模型降落在飞行圈外；机械员双脚都踏进飞行圈内；操纵员在慢模型

的下方进行超越；在他的模型被超越时做出阻碍超越者的动作；发生掉落零件或模

型不符合技术要求；电机尚在工作或是电机已停车但模型未触地时，模型就被抓住；

起动电动机不是由机械员完成。每次起飞、着陆超过最多飞行圈数；在模型飞行时

未带保险索或与手臂脱离；其它恶性犯规。 

小组成绩评定：每架模型从发出开始信号后飞完规定距离的时间为该小组成绩。  

参加决赛的小组，由预赛中成绩最好的三个小组选出。如排名相同造成入选决赛的

组数超出时，采用下面的方法。对于预赛最好成绩相同的组用第二最好成绩决定排

名。如仍有一些组排名相同，将进行附加赛决定参加决赛小组。这时，飞行次序另

行抽签决定。参加决赛的小组在赛后重新复审模型以后，按照决赛飞行成绩排列前

三名。其他小组按照预赛最佳一轮成绩排名，没有在规定时间完成比赛但未被取消

资格的小组按照最大圈数排名。如决赛中有多于一个的组被取消资格，则根据完成

圈数排名取消资格的组总是排在未被取消资格的组之后。裁判组取消资格的判罚必

须与圈数统计员联系记下有效的圈数。  

裁判和记时员：在比赛时，必须指定至少二名裁判员，观察比赛中每个小组的

行动。利用看得见的信号告知犯规的小组；利用扩音器宣布及三种颜色的信号向每

个小组发出警告和取消资格的信号： 

绿  色—第 1次警告；  

橙黄色—第 2次警告；  

红  色—第 3次警告,取消比赛资格。  

每个小组配备三名记时员，使用精度至少为 1/100 秒和最短记录时间至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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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分钟的秒表。取秒表读数平均值作为飞行成绩。成绩记到 1/10 秒，不到 1/10

秒者也按 1/10 秒计入。秒表间的最大允许误差为 0.18 秒，超过此值的单个秒表读

数不再记入平均值。  

 

 

 

 

 

 

 

 

 

 

 

 

电动线操纵编组竞速飞机场地示意图  

  

 

5、F2B 线操纵飞机特技飞行 

具体参照《2019 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竞赛规则》执行 

组别：中学 

定义：运动员在地面用操纵线控制固定翼航空器的舵面，在一个半球面上完成

规定特技动作的航空模型。 

技术要求：最大飞行重量（不包括燃料)： 3.5 千克；最大翼展（总）：2 米；

最大长度（总）：2 米。活塞式发动机最大工作容积为 15 立方厘米，电动类型的空

载标称电压最大为 42 伏。活塞式发动机必须配备有效的消音器。禁止在飞机系统

中使用任何形式的无线遥控（电、光或其它形式）操作功能。 

操纵线长度：纵线长度应大于 15 米，但不得超过 21.5 米。 

操纵线的检验：每次飞行前应检验操纵线长度。测量线的长度是从操纵把中心

线到单发动机模型的纵向中心线，或多发动机模型的对称中心线的距离。每次在竞

  

飞行 圈 
半径 

18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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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飞行前 15到 30分钟内对连接后的操纵手柄、操纵线和不带燃料的模型要加以 10 

倍于模型重量的拉力试验。在整个拉力测试中，作用于操纵手柄的力应平均分配到

操纵线上。 

竞赛飞行：检录过的运动员进行了要打分的飞行时，则被视为一次竞赛飞行，

飞机自起飞开始，竞赛飞行就成为正式飞行。 

轮次：比赛进行 2 轮，每轮飞行的顺序抽签决定。任何代表队的队员在每轮飞

行顺序里都应和其它代表队的队员单个隔开。如果同一代表队的两名队员在第一次

抽签中抽到了在一轮比赛中连续飞行的结果，受影响的队员则应重新抽签，达到符

合分开飞行的要求。 

助手：每位运动员在每轮飞行中都有权带,3名助手。助手可以是队长、其它队

员或正式报名的随队人员。 

计分：对已经检录的队员在每次正式飞行中按照正确顺序飞完的动作，每位裁

判都应给出分数，裁判人员只对每名运动员第一次试飞的每个动作给出成绩，给分

范围在 1 分到 10分之间变化。在最低 1 分最高 10分之间所给的分值，最小以 0.1

（十分之一）递增。所给分数与每个动作的难度系数相乘。在动作描述中，每个动

作开始的点到结束点，是裁判正式观察给分的过程。点以外的动作裁判不予评分。 

动作程序及动作难度系数： 

01．起动 K=1 

02．起飞 K=2 

03．双过顶 K=8 

04．连续 3 个内筋斗 K=6 

05．连续 2 圈水平倒飞 K=2 

06．连续 3 个外筋斗 K=6 

07．连续 2 个内方筋斗 K=12 

08．连续 2 个外方筋斗 K=12 

09．连续 2 个内三角筋斗 K=14 

10．连续 2 个横 8 字 K=7 

11．连续 2 个正方横 8 字 K=18 

12．连续 2 个竖 8 字 K=10 

13．竖三角 8 字 K=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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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连续 2 个头顶 8 字 K=10 

15．四叶玫瑰线 K=8 

16．着陆 K=5 

所有动作必须按照该表顺序执行。 

每名运动员应在上一个动作结束和下一个动作开始之间留出 1.5 圈的间隔。飞

完间隔的 1.5 圈的高度应在 1 米到 3 米之间。裁判不应观察这些间隔飞行或判分，

而是利用这些时间间隙在下一个动作开始之前在成绩单上给运动员的上一个动作打

分。 

D 组： 

1、S3A 伞降模型火箭 

组别：小学、中学 

技术要求：箭体长度不小于 500毫米，箭体直径不小于 40 毫米，不限发动机。 

竞赛办法：每轮比赛时间为 3 分钟。模型起飞即为正式飞行。比赛进行两轮，

第一轮计绝对成绩，第二轮的最大测定时间为 120 秒。允许 1 名学生助手入场协助

参赛运动员，但不得参与装配和发射过程。 

2、S6A 带降模型火箭 

组别：小学、中学 

技术要求：箭体长度不小于 500毫米，箭体直径不小于 40毫米，飘带必须是单

一的、均质的、无穿孔的、 矩形柔软材料，即最小长宽比为 10:1 的纤维织物、薄

纸或塑料薄膜。不限发动机。 

竞赛办法：每轮比赛时间为 3 分钟。模型起飞即为正式飞行。比赛进行两轮，

第一轮计绝对成绩，第二轮的最大测定时间为 60秒。允许 1 名学生助手入场协助参

赛运动员，但不得参与装配和发射过程。 

 

苏州市航空运动和模型运动协会 

2019年 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