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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技术描述是对本竞赛项目内容的框架性描述，正式比赛内容及要求以

竞赛当日公布的赛题为准。 

1.项目简介 

1.1 项目描述 

智能飞行器（无人机）作为航空和信息技术高度交叉融合的科技前沿，受到

了各方的高度关注。随着科技发展，智能飞行器应用范畴不断拓宽，在监测、植

保、巡检等行业日渐成熟，智能飞行器装配调试、检测维修、飞行操控等岗位的

人才需求长期保持亟需趋势。 

本项目围绕智能飞行器（无人机）开发及应用，分为智能飞行器设计与调控、

智能飞行器编程开发和智能飞行器典型场景应用三个模块。竞赛内容基于人工智

能技术与环境感知技术在智能飞行器载体上的应用，重点考查学生选型设计、组

装调试、飞行操控、数据采集、仿真建模、机器学习、远程控制等方面的技术综

合应用能力及职业素养。 

本赛项属于装备制造大类，采用团体比赛方式，每支参赛队 2 名选手，在规

定时间内协作完成竞赛任务。参赛选手必须是上海市高职（专科）院校全日制在

籍学生或五年制高职四至五年级（含四年级）全日制在籍学生，不限性别，不得

跨校组队。 

1.2 竞赛目的 

本赛项旨在为参加 2024 年全国高职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智能飞行器

应用技术”项目选拔上海市参赛团队；通过技能大赛，熟悉全国大赛设备和比赛

流程，展示参赛选手智能飞行器的组装、调试和应用的技能，检阅参赛队组织管

理、团队协作、工作效率、质量与成本控制、安全意识等职业素养；引导职业学

校关注行业在“智能飞行器应用技术”方面的发展趋势及新技术的应用；促进工

学结合人才培养和课程的改革与创新；促进智能飞行器技术的普及；提升高职学

院专业教师的指导水平。 

1.3 相关文件 

项目竞赛内容参考 2023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智能飞行器应用技术（高

职组）”赛项竞赛内容（若 2024 年方案则未出参考 2023 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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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手应具备的能力 

模块 能力描述 

A 智能飞行器设计与调控 

 

个人需要知道和理解： 

 1. 无人机部件选型的相关知识与技能； 

 2. 无人机部件组装、调试的相关知识与技能； 

 3. 无人机系统性能测试的相关知识与技能。 

 

个人应能够： 

 1. 根据性能需要正确进行无人机部件的选型； 

 2. 正确组装、调试无人机各部件； 

 3. 正确进行无人机系统性能测试。 

B 智能飞行器编程开发 

 

个人需要知道和理解： 

 1. AI 训练模型图像数据采集的相关知识和技能； 

 2. 图像识别 AI 模型的相关知识和技能； 

 3. 三维模型建立的相关知识和技能。 

 

个人应能够： 

 1. 正确进行 AI 训练模型图像采集及目标标注； 

 2. 正确进行目标识别 AI 模型的训练； 

 3. 正确进行任务目标区域的三维建模。 

C 智能飞行器典型场景应用 

 

个人需要知道和理解： 

 1. 无人机自主飞行路线规划的相关知识和技能； 

 2. 利用目标识别 AI 模型进行目标物识别的相关知识和技能。 

 

个人应能够： 

 1. 利用任务目标区域三维模型，正确完成无人机自主飞行路线规

划； 

 2. 利用图像识别 AI 模型，正确完成目标物识别、目标影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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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采集；  

3.竞赛模块及命题方式 

3.1 竞赛模块 

项目考核内容主要有智能飞行器设计与调控模块、智能飞行器编程开发编程、

智能飞行器典型场景应用模块 3 个模块。 

（1）项目时间共计 300min； 

（2）项目打分为过程评判打分，需要对某模块打分，需要向裁判举手示意

（赛题中有相应提示）； 

（3）若出现竞赛成绩相同，按照模块 C、B、A 得分多者名次靠前排名，如

若各模块都相同，最后通过抽签决定排名。 

3.1.1 模块 A：智能飞行器设计与调控 

要求参赛选手在规定时间内利用竞赛提供的备选部件，选择合理设计方案完

成一款多旋翼无人机的组装和调试，使得无人机具备的最佳飞行性能。此模块重

点考查选手在无人机整机结构认知、设计选型、装配调试等方面综合能力。 

3.1.2 模块 B：智能飞行器编程开发 

要求参赛选手在规定时间内基于智能飞行器的影像采集功能，完成建模基础

数据的采集。基于采集数据进行图像识别 AI 模型的开发，完成任务目标区域的

三维模型数据采集及三维模型建立。此模块重点考查选手在智能飞行器实践应用

中的飞行操控能力、影像采集能力与数据处理能力，以及统筹计划能力、工作效

率、质量意识、安全意识、节能环保意识、团队协作精神等职业素质素养水平。 

模块 

编号 
模块名称 

竞赛时间 

min 
分值 

A 智能飞行器设计与调控 60 30 

B 智能飞行器编程开发 150 30 

C 智能飞行器典型场景应用 90 40 

总计  3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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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模块 C：智能飞行器典型场景应用 

要求选手在规定时间内，利用智能飞行器智能识别开发技术，基于给定的应

用场景要求，结合图像识别 AI 模型和任务目标区域的三维模型，完成无人机自

主飞行路线规划、影像自主采集和特定数据处理等任务，并完成该行业应用场景

下特定的无人机飞行操控任务。此模块重点考查选手在典型应用场景中完成自动

巡查、目标物识别、目标物影像信息自动采集等任务的综合应用能力。 

3.2 命题方式 

本项目竞赛题的命题方式： 

由专家组长签署保密责任书后，根据本《技术描述》的思路及内容独立负责

试题的命制、印刷及保密工作，并于赛前 2 周公布（包括试题、素材、评判标准）。 

3.3 命题方案 

本赛项命题方案参照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智能飞行器应用技术（高职组）”

赛项 2024 年方案（若 2024 未出则参照 2023 国赛方案）命题。 

4.评分规则 

本赛项评分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评分标准在注重对参赛选手综合

能力考查的同时，也能客观反映参赛选手的技能水平及职业素养。 

裁判组构成：裁判长由命题组组长担任，执行裁判长负责制；裁判员由熟悉

国赛内容的第三方人员担任裁判员。按模块设置若干个评分组，每组由 2 名裁判

构成。成绩评定过程中，选手根据裁判要求展示竞赛成果和任务完成情况。 

（1）赛项总成绩满分 100 分，只对参赛队团体评分，不计个人成绩。 

（2）参赛队成绩由赛项裁判组统一评定。采用分步得分、错误不传递、累

计总分的计分方式。 

（3）在竞赛过程中，参赛选手如有作弊、不服从裁判判决、扰乱赛场秩序

等行为，裁判长按照规定扣减相应分数。情节严重的取消竞赛资格，竞赛成绩记

为 0 分。 

4.1 分值分配 

赛程 竞赛内容 分值 

模块 A 智能飞行器设计与调控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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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B 智能飞行器编程开发 30 

模块 C 智能飞行器典型场景应用 40 

合计 100 

 

打分方式：全体裁判对所有操作赛题进行各自单独评分，各自单独评分，然

后计算总和并求出平均分值 (保留两位小数)。 

4.2 评分流程说明 

（1）项目打分为过程评判打分，需要对某模块打分，需要向裁判举手示意

（赛题中有相应提示）； 

（2）打分时，每个模块有两次演示机会给裁判（两次之间不能修改任何程

序）进行打分； 

（3）如违反安全操作规范，本模块停止比赛，分数记为 0 分。 

（4）打分完成后需要选手、裁判共同签字确认。 

所有评分采用事后结果评分，如无特殊情况，当天进行的比赛需当天完成评

分并统分。此次技能大赛采用由裁判长组织进行复核后并统分，然后由工作人员

提交的方法。裁判长和督考同时对成绩复核，并将参赛选手成绩汇总，各裁判员

最终字确认后，成绩经裁判长和督考确认后当场密封公布。具体名次奖项由上海

市教委统一发文。 

5.项目特别规定 

（1）赛前十分钟选手检查工件及工具； 

（2）除选手自备物品外，参赛选手不得携带任何其他物品进入竞赛区域； 

（3）参赛选手应爱护赛场设施设备，操作规范，注意安全； 

（4）参赛选手在操作过程中存在安全隐患的，裁判长视情况决定是否暂时

中止选手竞赛； 

（5）竞赛过程中，参赛选手不得再将其他工具、材料、设备和资料携带。  

6.竞赛相关设施设备 

竞赛设备要求与 2024（2023）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智能飞行器应用

技术（高职组）”赛项设备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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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场地设备工具： 

1.本赛项技术平台包括智能飞行器选用与组装调试平台、典型场景应用平台

和赛场竞赛电脑。 

智能飞行器选用与组装调试平台能够同时提供竞赛所要求的两款及以上型

号的电机和电调，两款及以上型号的螺旋桨，两款及以上不同布局形式的机架，

配套飞控及电池等，具备智能飞行器动力系统选型、组装调试、飞行操控等功能

模块。 

典型场景应用平台能够同时搭载机载计算机模块、三轴云台相机模块以及抛

投模块，具备救援目标物的 AI 识别开发、救援目标物自动识别、物资投放等功

能模块，并能完成自主飞行和识别拍照等任务。 

赛场竞赛电脑硬件配置不低于：CPU I5-9400F，内存 16G，硬盘 256G，显

卡 GTX1660-6G，显示器 24 寸。软件配置包括但不限于：AI 识别标注软件、

救援区域三维建模软件、自主飞行任务航线规划软件和典型场景应用平台调参软

件等。 

2.室内比赛区域总面积视报名参赛队数量而定，净空高度不低于 7m，采光、

照明和通风良好，环境温度、湿度符合设备使用规定，同时满足选手的正常竞赛

要求；室外比赛区域面积视报名参赛队数量而定，与室内比赛区域距离较近，方

便转场，具有合法空域使用手续、无人空旷符合智能飞行器室外飞行要求。 

3.室内比赛区赛位面积不低于 9 ㎡，每个赛位布置电脑台 1 个，工位调试

桌 2 个，赛位间进行隔离、互不干扰，每个试飞场地面积约 9 ㎡，安全网隔离。 

4.室外比赛区每个赛位 560 ㎡，长 35m，宽 16m。 

5.赛场主通道宽 3m，符合紧急疏散要求。 

6.赛场提供稳定的水、电、气源和供电应急设备，并有保安、公安、应急管

理、设备维修和电力抢险人员待命，以防突发事件。 

7.赛场设技术支持、医疗等公共服务区，为选手和赛场人员提供服务；设有

大赛观摩区域，保证大赛安全有序进行。 

6.2 材料： 

竞赛场地使用材料由举办方统一提供，选手禁止自带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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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工具： 

竞赛场地使用工具由举办方统一提供，选手禁止自带工具。 

6.4 场地禁止自带使用的设备和材料： 

禁止自带使用的设备和材料 

序号 设备和材料名称 

1 手机等通讯工具 

2 U盘、移动硬盘等程序存储设备 

3 文本、书籍等参考资料资料 

7.赛项安全 

赛事安全是技能竞赛一切工作顺利开展的先决条件，赛项执委会和承办单位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证大赛期间参赛队、工作人员及观众的人身安全。 

（1）赛项执委会和承办单位对安全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赛场的布置，赛场

内的器材、设备应符合国家有关安全规定。承办单位赛前须按照执委会要求排除

安全隐患。 

（2）赛场周围要设立警戒线，防止无关人员进入。赛场内应参照相关职业

岗位的要求为选手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在具有危险性的操作环节，裁判可采取

措施严防选手出现错误操作。 

（3）承办单位应提供保证应急预案实施的条件，明确制度和预案，并配备

急救人员与设施。 

（4）制定赛场人员疏导方案，有人员配备。 

（5）各学校组织代表队时，须制定相关管理制度，并对所有参赛师生进行

安全教育，为其购买大赛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实现与赛场安全管理的对接。 

（6）竞赛结束时，参赛选手必须清扫、整理工作现场，听从赛场工作人员

指挥，有序离开赛场。 

8.开放赛场 

（1）在赛前承办方开放场地一天、参赛学校可以参观场地； 

（2）其余时间参观场地需与承办方协商，经同意后才可参观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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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绿色环保 

比赛过程中资料存储、宣传材料等遵循绿色环保、资源可再利用的原则，资

料存储尽量以数字存储为主，宣传材料尽量采用环保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