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eJiang Province College Skills Competition 
 

 

 

智能飞行器应用技术赛项 
 

 

（样 题） 
 
 
 
 
 
 
 
 
 
 
 
 
 
 
 
 
 
 
 
 
 
 

赛位号：               



一、赛项名称 

智能飞行器应用技术 

二、 赛项内容 

本赛项竞赛时间为240分钟， 竞赛内容及时间分配如表1所示。 

表 1  竞赛内容与时间分配表 
 

序号 竞赛项目 完成时间 

模块1 智能飞行器设计与调控 120分钟 

模块2 智能飞行器编程开发 120分钟 

三、 竞赛项目配分 

本赛项满分100分，任务配分如表2所示。 

表 2    任务分数分配表 
 

序号 竞赛项目 分数 

模块1 智能飞行器设计与调控 60 

模块2 智能飞行器编程开发 40 

合计 100 

 

四、竞赛须知 

1.  选手要在抽签的工位上进行比赛，按要求在任务书封面上填写好
 

赛位号。 选手务必在比赛开始前，认真阅读各比赛任务的重要提示。 

2.   选手在比赛开始前，认真对照工具清单检查工位设备，并确认后开
 

始比赛；选手完成任务后的工具、仪器和物料，现场由裁判统一收回。 

3.  比赛所需要的资料及软件都以电子版的形式保存在工位计算机
 

的指定位置 D:\\ 。 



4. 赛题中要求的备份文件和保存在电脑中的文件，选手须在计算 

机指定文件夹D:\\中命名对应文件夹，根文件夹的命名原则为GZ018- 

选手号，各具体任务在根文件夹下新建文件夹，命名原则为GZ018-选手 

号-模块号。 

赛题中所要求备份的文件请备份到对应到文件夹下，即使选手没

有 任何备份文件也要求建立文件夹。参赛选手在竞赛过程中，不得使

用自带U盘。 

5.   竞赛场地分两部分，竞赛模块一在室内竞赛场地比赛，竞赛模块
 

二在机房进行。 

6.  裁判评分节点在赛题中有明确提示，需要裁判验收的各项任务。 

选手完成相应的任务后请示意裁判进行评判，裁判在各评分节点仅 

验收评判1次。 请选手根据赛题说明，确认完成后再提请裁判验收。选

手对比赛过程中需裁判确认部分，应当先举手示意，等待裁判前来处理。 

7.  选手在竞赛过程中应该遵守相关的规章制度和安全守则，如有违

反，按照相关规定在竞赛总成绩中扣除相应分值。 

8.  选手严禁携带任何通讯、存储设备及技术资料，如有发现将取消 

竞赛资格。选手如有擅自离开本参赛队赛位，或者与其他赛位选手交流，

或在赛场大声喧哗等严重影响赛场秩序行为发生的，将取消其参赛资格。 

9.   比赛过程中，若发生危及设备或人身安全事故，裁判有权立即停

止比赛，情节严重的将取消其参赛资格。 

10. 选手必须认真填写各类文档，竞赛完成后所有文档按页码顺序一
 

并上交。赛场提供的任何物品，不得带离赛场。 



模块一 智能飞行器设计与调控
 

时间： 120  分钟 
 

一、任务背景 

随着近几年智能飞行器市场的发展，多旋翼智能飞行器以优良的

操控性能和可垂直起降的方便性等优点迅速获得了广大消费群体的关

注，成为迄今为止智能飞行器行业最热销的产品类型，熟练掌握多旋

翼智能飞行器组装调试的相关知识与实践操作技能就显得尤为重要。

现因工作需要出现，需选型、组装、调试出一款多旋翼智能飞行器。  

选手需要根据现场提供的物料清单、现场提供的智能飞行器系统选型

与组装平台完成智能飞行器系统的设计及组装调试等典型工作任务。 

二、任务内容 

 

本任务主要考查参赛选手对于智能飞行器系统的选型、组装、调

试及测试。 

选手需要在提供的物料清单中， 自行遴选组件进行设计组装调试

一架多旋翼智能飞行器 

主要物料清单如下： 

1. 电机。电机型号1：2212、980KV；电机型号2：3508、380KV。 

2. 电调。电调规格为20A。 

3. 螺旋桨。螺旋桨型号1：9450；螺旋桨型号2：8450。 

4. 机架。机架布局为X型，多旋翼4轴，轴距500MM。 

5. 飞控。开源飞控及相关模块。 

6. 电池。电池规格：3S，容量≥5000mah，放电倍率≥30C。 



选手需要完成智能飞行器系统的选型，并完成整机的组装调试工

作。 

智能飞行器系统组装可以参考以下步骤完成机体组装，具体组装

步骤可参考表3。 

表3  智能飞行器系统组装参考步骤 
 

步骤 主要内容 

1 脚架组装与安装（安装完成后调整脚架稳定） 

2 电机安装至电机座 -  连接电调 -  将电机座安装至机臂 

3 电池仓组装  

4 将机臂安装 

5 飞控安装与接线 

选手在机体组装完成后，需进行遥控器调试、动力系统调试及各模

块调试并使用电脑通讯连接MP飞控调试软件进行飞控参数设置与修正（

参数修正不多余3项），并填写参数修正表见附件，具体调试步骤可参考

表4。 

表4  智能飞行器系统调试参考步骤 
 

步骤 主要内容 
1 遥控器设置 
2 接收机供电与对频 
3 电调校准及电机转向确认及调整 
4 GPS 模块安装 
5 飞控参数设置与修正 

6 遥控器校准 
7 上中心板安装 
8 磁罗盘校准 

 选手在完成任务二后需举手示意裁判进行阶段性评分，一旦进入评

测环节，选手不得再对智能飞行器的进行调试装配。 

智能飞行器所有功能参数正常并征得裁判同意后方可进行测试试飞。 



 

裁判完成装调部分评分后，选手由裁判陪同方可前往指定区域自测。 

选手自测完成后，须示意裁判进行测试评分，每组参与评测的智能飞行器仅

有一次起飞机会。 

智能飞行器测评环节，选手操作智能飞行器起飞，同时裁判开始计时；

选手操作智能飞行器飞到停机坪（直径50Cm）上方1.0m + 0.5m高度， 

悬停飞行器，平稳悬停5S后，选手操作智能飞行器对尾平稳降落至指定

停机坪上。裁判根据智能飞行器的飞行操作规范性、飞行状态进行该环

节的评判。 

飞行测试结束后需要完成无人机整机的拆解、清洁等维保，并分类存

放至零件库，整理收拾工作台。 

注：测评结束后维保环节所花费时间不计入本模块的竞赛时间内。 

注意事项： 

1. 智能飞行器组装调试比赛时，禁止在飞行测试区以外安装螺旋桨，
 

一经发现，将取消比赛资格。 

2. 智能飞行器螺旋桨转动之后，选手不得进入飞行场地；飞行测试结 

束后，选手需等螺旋桨停止转动才得进入飞行场地，并立即断开飞机电源， 

方能把智能飞行器带出飞行场地；智能飞行器通电过程中不得关闭遥控器。

一经发现上述情况本项目计作零分，并根据实际情况扣除相应分数。 

3. 选手在完成组装调试后，向裁判示意，裁判对选手该项目进行打分。 

一旦进入裁判测试环节，选手不得再次进行智能飞行器的选型、调配等操

作。 

4.选手进行飞行测试时应佩戴安全帽。 



附件： 

参数修正表 

序号 修正前 修正后 

1 

  

2 

  

3 

  

 



模块二  智能飞行器编程开发
 

时间： 120  分钟 
 

一、任务背景 
 

本模块围绕智能飞行器智能识别开发技术，基于智能飞行器在突发

事 件复杂工况下飞行获得的影像数据，利用数据标准处理进行图像识

别AI模 型的开发。本模块考查选手在智能飞行器在应用过程中的数据

处理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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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任务内容 

本模块考查选手在智能飞行器应用平台上的开发能力、目标物视觉

识别开发能力。本模块应用大疆SDK-TY云盒机载计算机模块，用于目标

物的AI识别学习与开发，在赛场竞赛电脑上配置了LabelImg AI识别标注

软件，素材照片300张。利用该软件进行目标物的标识，并应用于AI图

像识别。 

照片素材储存在工位电脑D盘“素材”文件夹中，选手使用素材图

片作为数据集，选手自行选择合适数量的照片，在基于AI识别学习

Python语言环境下进行选择性深度学习，识别船舶，完成AI识别模型训

练开发。 

选手检查智能飞行器编程开发平台环境后举手示意，经裁判允许， 

选手选择相关目标物学习图片进行目标物AI自动识别训练，识别训练任

务要求如下： 

1.使用Anaconda环境打开LabelImg AI识别标注软件完成目标点图片

素材的标注，并选用合适的标注成果格式，保证后续使用。 

2.使用赛场提供的电脑使用FileZilla软件与天翼SDK-TY云盒机载计



算机模块建立连接，机载计算机用户名为nvidia，密码为nvidia。 

3.通过电脑的命令提示符窗口将识别的目标物标注信息进行导入，

并通过相关命令代码编程完成AI识别目标物的模型训练。 

4.将AI模型文件由.pt格式转化成机载计算机程序能够识别的模型

格式。 

5.AI模型验证：在比赛开始后1小时后，裁判会解密10张验证素材，

使用相关代码指令完成模型验证，选手在桌面创建以“选手号＋工位号”

命名的文件夹，生成的图片需保存在文件夹内。 保存完成后举手示意

裁判打分。 

 

注意事项： 

1.比赛过程中禁止关闭录屏软件，若自行关闭，裁判有权取消比赛

成绩。 

2. 选手需在竞赛正式开始前检查设备状态是否正常，若发现设备

状态异常应举手示意裁判。 

3. 比赛正式开始后，因选手操作不当导致竞赛内容无法完成，竞

赛总时长内未完成任务内容，则后续内容不得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