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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造船工程学会 
船会（2016）04 号 

 

 

 

关于印发第五届全国航洋航行器设计与制作大赛筹备会 

会议纪要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第五届“全国海洋航行器设计与制作大赛”筹备工作第一次会议

于 2016 年 1 月 6 日在镇江江苏科技大学召开，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主

持了本次会议，来自全国有关院校的 46 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听

取了第五届大赛筹办情况报告，就大赛总体方案及评分细则等进行

了议定。现将会议纪要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1、第五届全国航洋航行器设计与制作大赛筹备会会议纪要 

2、2016 年全国海洋航行器设计与制作大赛比赛项目及评分 

细则 

 

 

 

 

2016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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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五届全国航洋航行器设计与制作大赛 

筹备会会议纪要 

由中国科协、工业和信息化部支持，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中国

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主办，江苏科技大学承

办的第五届“全国海洋航行器设计与制作大赛”（以下简称大赛）筹

备工作第一次会议于 2016 年 1 月 6 日在镇江召开。中国造船工程学

会主持了本次会议，主办单位中国造船工程学会和承办单位江苏科

技大学有关领导致辞，来自全国有关院校的 46位代表出席了会议（名

单附后）。会议听取了承办单位关于大赛筹办情况的报告，就大赛总

体方案及评分细则等进行了讨论，考察了比赛场地。现将会议研究

决定的有关事项纪要如下： 

1、会议同意大赛时间安排在 2016 年 8 月 19 至 21 日，地点在

江苏科技大学东校区。 

2、会议同意大赛项目设置为六个类别：新概念创意设计类（A

类）、海洋航行器设计与制作类（B 类）、舰船模型智能航行类（C

类）、名船名舰外观模型仿真制作类（D 类）、船模竞速类（E 类）、

帆船模型竞速类（F 类）。 

3、会议原则同意大赛各项目的评分细则，并责成大赛技术组就

本次会议商定的评分细则进一步细化，完善后下发。 

（1）A 类新概念创意类项目不作调整，各参赛学校报名时按照

项目的优劣顺序排列，如果该类别报名参赛项目太多，组委会将组

织一轮初选，删减一些项目，保留大约 80 项进入决赛。为了进一步

落实“双创”战略，吸引更高层次（博士、博士后等）人员参加 A

类比赛，学会将组织调研和评估，在适当时机引入。 

（2）B 类航行器设计制作类作出如下调整：作品分为：B1 水

面航行器组 / B2 水下航行器组。两个组分别评分，对原评分项的评

分标准进行相应调整（如：要求 B1 在完成航行动作之外，至少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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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作业类动作，作业类动作完成多者，加分则多），各组获奖名额

将按照单项类别的比例产生。 

（3）会议通过本届大赛为最后一次设置 B1 项比赛项目，下一

届该项目一部分进入 A 类，一部分进入 C 类。 

（4）C 类船模智能航行类不作调整。但是，同一所学校参赛船

模的船型或推进方式须要明显不同，参赛队不能超过 5 个。成绩按

照给定的计算公式计算。不同船型的成绩是否单独获取名次将以报

名参赛不同船型的数量及取得的成绩等因素由裁判组酌情建议。裁

判组组长必须为船舶设计专业的专家担任。 

（5）D 类的仿真模型制作，拟定军船为“镇江”号导弹护卫舰，

民船为“远望”4 号远洋测量船。模型主体的制作材料为环保材料，并

必须在模型某个部位留出检查口供裁判检查。其它要求不变。 

（6）E 类船模竞速，仍保持大学生组和中学生组。其中，大学

生组的船模载重物由原来的铁块改为：两瓶装满 550ml 的矿泉水或

1 瓶 750ml 的红葡萄酒或 2 听 330ml 的饮料，具体装载内容在比赛

前一天告知，能源不变，竞赛距离 10m；中学生组与台湾的该项赛

事一致，即船模载重物为一瓶装满 550ml 的矿泉水，能源不变。 

（7）F 类帆船模型竞速，建议采用中国海洋大学第四届大赛的

信标测距系统，由海洋大学提供竞赛时所需信标等的技术参数，供

各参赛队借鉴使用，计分方式不变。 

（8）增加遥控中国古帆船模型竞速项目，古帆船模型的样式由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秘书处提供。 

4、根据以上修改的内容，学会将组织大赛技术组成员对《大赛

评分细则》（初稿）再次修订后，正式下发。 

5、与会代表对比赛场地进行了现场考察，对大赛的竞赛场地初

步建议如下： 

（1）A 类项目在学校及船海学院等会议室（带空调）进行； 

（2）B 类项目在游泳池进行（搭建防晒棚）； 

（3）C 类项目在海工水池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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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 类项目在体育馆展示； 

（5）E 类项目在海工水池或金山湖进行； 

（6）F 类项目在游泳池进行。 

6、会议听取了承办单位关于组织接待服务工作的汇报，同意该

项工作的安排： 

（1）大赛组委会成员、大赛评审组专家、各参赛院校领导和指

导老师、大赛技术组成员及大赛秘书处成员等住宿安排在望海楼； 

（2）各校参赛同学安排住宿在学生宿舍； 

（3）参赛学生用餐安排在江苏科技大学学生食堂，其他人员用

餐安排在教工食堂。 

（4）动员在校学生参加志愿者服务工作，按照不同服务内容进

行志愿者培训，在各比赛地点和赛事的各个环节安排志愿者服务。 

7、会议同意承办单位关于大赛开闭幕式场地的建议，将在江苏

科技大学主校区多功能厅（200 人）进行，届时由各校选派一定数量

人员出席。 

8、会议同意延续往届大赛做法，举办专家报告会。大赛期间仍

邀请行业知名专家给大学生们作报告，地点在多功能厅。演讲的内

容根据老师和学生的要求而定。 

9、会议讨论了代表提出的关于历届优秀作品与海洋产业对接

会的建议。会议认为大赛成果转化是举办大赛的落脚点，希望各参

赛单位按照统一要求，在参赛时提交作品简介挂板（120cm×90cm）。

赛后，有关获奖作品将在学会主办的相关展会上集中向业内展示宣

传，加速大赛成果转化。 

10、会议讨论了代表提出的关于在大赛期间举办大赛专题文化

长廊，并邀请中小学生观看比赛的建议。有关组织工作由江苏科技

大学会同当地中小学商议落实。 

会议感谢江苏科技大学为会议做出的安排，请江苏科技大学为

第五届大赛做好周到细致的接待与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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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出席第五届全国航洋航行器设计与制作大赛筹备会人员名单 

（学校按校名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 林宪东、金向军、苏志刚、刘蕾 

重庆交通大学  孙鹏、袁培银 

大连海洋大学  于欣 

大连理工大学  张永达 

哈尔滨工程大学  李蕊、李凤来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周军伟 

华中科技大学  尹志男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王乐 

宁波大学    李家旺、胡海刚 

山东交通学院  单成魏、张青、李明基、吴爱民、王鹏 

上海海事大学  操安喜 

上海交通大学  范凡 

太原理工大学  崔泽琴 

无锡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魏斌、吴志亚 

武汉理工大学  廖国红、胡晓敏 

西北工业大学  王惠刚、杜向党、崔景元、许晖、韩鹏 

烟台职业学院  柴敬平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王雪峰、董明海 

浙江海洋学院  王化明、李静敏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大学  张志强 

中国海洋大学  宋大雷、杨华 

江苏科技大学  李滨城、朱金、田阿利、崔杰、巫蓉、陈淑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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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6年全国海洋航行器设计与制作大赛 

比赛项目及评分细则 

 

一、创意设计类（A 类） 

1、比赛形式 

新概念海洋航行器创意设计、新概念海洋工程装备设计的方案介

绍和演示。 

2、比赛场地 

江苏科技大学综合楼 B、C 

3、比赛规则 

3.1 设计要求 

3.1.1 功能原理创新； 

3.1.2 总体布局创新。 

3.2 比赛方式 

3.2.1 设计方案介绍 

3.2.2 可展示功能的演示 

4、评分规则 

根据设计方案介绍和演示，按下列因素和计算公式评分： 

总分=A+B+C 

其中：A 为创新性得分，B 为可用性得分；C 为展示性得分。 

每队介绍和答辩质询时间共 10 分钟，其中功能演示总时长不得

超过 5 分钟。 

4.1 设计说明应包括： 

4.1.1 设计方案及三视图； 

4.1.2 创新点； 

4.1.3 性能预估及技术发展途径； 

4.1.4 现实及潜在应用。 

设计说明文本尽量控制在 30 页以内（不包括附录）。须提交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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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版设计说明，可提交 5 分钟及以内的视频（可为 3 维演示动画或录

像）。 

4.2 创新性评分（A：60 分） 

在参赛设计方案主要创新点一致的前提下，根据以下要素评分： 

4.2.1 原理独特性；（包含但不限于航行、推进、控制等原理） 

4.2.2 布局创新性；（包含但不限于流体、结构、功能等布局） 

4.2.3 方式新颖性；（包含但不限于航行、下水、应用等方式） 

4.2.4 要素集成性。（包含但不限于文化、环保、成本等要素）

4.3 可行性论证评分（B：25 分） 

根据参赛作品可能形成的任务能力与特点（如大载重、高机动、

长航时等）及应用前景、可实现性进行综合评分。 

4.4 展示性评分（C:15 分） 

实物（指完成部分功能、具备演示能力的参赛作品）或相关视频； 

每个奖项名次按最终得分多少排序。 

 

二、设计与制作类（B 类分为：B1 水面组；B2 水下组） 

1、比赛形式 

参赛者设计和制造小型常规海洋航行器(或模型)，要求按作品申

报功能进行不超过 5 分钟的功能展示，以现场演示为主，尽量避免采

用视频演示的方式。 

2、比赛场地 

江苏科技大学港工水池、江苏科技大学游泳馆、江苏科技大学西

校区水库。 

3、技术要求 

动力装置：不得采用火箭式发动机，鼓励采用螺旋桨之外的推进

器； 

姿态控制：不做限制，鼓励采用除鳍舵之外的姿态控制方式； 

操作控制：不做限制，鼓励采用人工遥控之外的控制方式； 

数据传输：安装数据链路，在地面实时显示航行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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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方式：不做限制，鼓励参赛学生自主选材手工制作。 

4、系统使用频率要求 

系统使用频率应符合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的频率分配规定，参

赛者应在规定时间上报系统使用频率，一经上报不能改变。现场不能

随意开机，届时赛场将备扫频仪和 GPS 信号监视设备，违例者将被

取消参赛资格。 

5、比赛方式 

比赛前一天，提供各参赛队两个小时用于试航熟悉场地。比赛时

各队上场队员不得多于 4 人。参赛者进场后在 10 分钟内完成试航准

备。 

6、B1 组评分要点（100 分） 

根据航行器航行姿态、穿越限宽门（或避障碍）、动力方式、控

制方式、控制的精确性和稳定性、抗过载结构设计等内容评分，设加

分项。分值包含航行评分、功能评分，系统设计报告作为评分参考。

每个评分项由评委打分取平均值计入总分。各奖项按分数高低取名

次。满分为 100 分。 

6.1 系统设计报告要求（15 分） 

参赛者应提供设计报告电子版及 5 分钟的视频，视频不作为现场

演示部分（含试制过程、实验试航等），设计报告文本尽量控制在

30 页以内（不包括附录）。PPT10 分，表述 5 分。 

设计报告的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6.1.1 设计方案和创新点； 

6.1.2 三视图； 

6.1.3 系统性能和安全性。 

6.2 航行及作业评分（45 分） 

6.2.1 航行分（水面 B1 组 20 分）航行器必须完成规定的航路

航行且持续航行时间达到 1 分钟；（完成规定即可获得基础分） 

6.2.2 作业动作分（水面航行器 B1 组 20 分） 

除完成规定的航行动作外，还必须完成至少一项作业动作（自主

申报），每项动作分值不超过 10 分，总分 20 分（如无作业动作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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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不得分）。 

6.2.3 正常回收分（5 分）表演结束能正常返回回收区。 

6.3 功能评分（40 分） 

表 1  B1 组功能评分分项 

评分项 评分项 

1. 推进方式 5-10 

2. 导航控制方式 2-5 

3. 
加载功能（摄像装置、机械手、数据传输等每项功

能分值不超过 5，总分 15） 
3-15 

4. 总体设计新颖 2-5 

5. 航海文化创意 1-5 

注：航海文化创意指航行器、参赛队伍所体现的航海文化内涵，包括但不限

于：航行器的独特布局、涂装、符号，参赛队的服装、表演等。 

7、B2 组评分要点（100 分） 

根据航行器航行姿态、穿越限宽门（或避障碍）、动力方式、控

制方式、控制的精确性和稳定性、抗过载结构设计等内容评分，设加

分项。分值包含航行评分、功能评分，系统设计报告作为评分参考。

每个评分项由评委打分取平均值计入总分。各奖项按分数高低取名

次。满分为 100 分。 

7.1 系统设计报告要求（15 分） 

参赛者应提供设计报告电子版及 5 分钟的视频，视频不作为现场

演示部分（含试制过程、实验试航等），设计报告文本尽量控制在

30 页以内（不包括附录）。PPT 10 分，表述 5 分。 

设计报告的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7.1.1 设计方案和创新点； 

7.1.2 三视图； 

7.1.3 系统性能和安全性。 

7.2 航行评分（45 分） 

7.2.1 基础分（水下 B2 组 30 分）航行器必须完成规定的航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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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且持续航行时间达到 1 分钟；（完成规定即可获得基础分） 

7.2.2 航行动作分（水下航行器 B2 组 10 分） 

可按原路线返回或可申报其他水下动作，原路线返回或完成所申

报动作即可获本项得分，总分 10 分（未完成或未申报，此项不得分）。 

7.2.3 正常回收分（5 分）。表演结束能正常返回回收区。 

7.3 功能评分（40 分） 

表 2  B2 组功能评分分项 

评分项 评分项 

1. 推进方式 5-10 

2. 导航控制方式 2-5 

3. 
加载功能（摄像装置、机械手、数据传输等每项功

能分值不超过 5，总分 15） 
3-15 

4. 总体设计新颖 2-5 

5. 航海文化创意 1-5 

注：航海文化创意指航行器、参赛队伍所体现的航海文化内涵，包括但不限

于：航行器的独特布局、涂装、符号，参赛队的服装、表演等。 

三、舰船模型智能航行（C 类） 

1、比赛形式 

参赛者自行制作、购买半成品组装或商品模型均可，根据航行路

线设定模型自动航行竞赛。 

2、比赛场地 

江苏科技大学游泳池 

3、比赛规则 

同一学校每件参赛作品必须保证船型及推进方式明显不同。 

模型必须按导引信号要求依次穿过航行路线上每一个光电门，未

能穿过的需重新再来，否则，不能开启下一个门的引导信号。计时从

模型离开出发点开始，至通过最后一个门时结束。 

比赛设定为两个轮次，参赛者在每一轮次中的比赛时间为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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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凡在 10 分钟内按规定航线完成航行的即为成绩有效，否则无成

绩。两轮次比赛同一参赛者必须使用同一船型船模参赛，取最好成绩

作为比赛成绩。 

每轮比赛前，参赛者的模型交裁判委员会进行检查并记录模型的

长度、重量及所用电池等指标。模型检查后将封存至比赛开始，开赛

前由工作人员按竞赛顺序将模型交给参赛者，比赛结束后，模型再交

回工作人员。动力源采用 6 节 5 号标准电池，由组委会在比赛期间统

一提供，两次航行比赛须使用同一组电池，船模在两次比赛间隔中调

试时可使用自备电池，期间竞赛用电池须由裁判负责保管。 

舰船模型智能航行竞赛技术要求附后。 

4、比赛规程 

4.1 抽签决定比赛顺序； 

4.2 顺序到比赛选手参赛时，选手应先检查好模型并将电源接通，

进入比赛场地，然后将模型放在放航台，等待比赛开始；比赛结束后，

选手在成绩单上签字并取回模型。 

5、比赛准备 

比赛前一天，各参赛队总共有两个小时用于试航熟悉场地。比赛

时各队上场队员不得多于 4 人。参赛者进场后在 10 分钟内完成试航

准备。 

6、评分要点 

航行成绩以模型航行记录的有效时间记成绩，用时最短者为第一

名，其余类推。 

综合成绩由模型航行记录的有效时间和模型重量两部分构成，按

以下规定扣减分。 

以航行记录有效成绩中用时最短的模型 100 分为基数，用时最大

的为 0 分，其它模型用时按两者间百分比记； 

以航行记录有效成绩中重量最重的模型 100 分为基数，最轻的重

量记为 0 分，介于两者间的重量按百分比折算为得分； 

以上两项成绩相加后为参赛者最终成绩（其中航行时间占 70%，

模型重量占 30%），得分最高者为第一名，依此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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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行成绩以所有模型航行记录的有效时间记成绩，用时最短者

（Tmin）为第一名记为 100 分，最后一名（Tmax）为 0 分，中间名次

按比例计算得分； 

    min max min
_ 100 * 100 /

i
Score time T T T T     

模型重量成绩以航行记录有效成绩中重量最重的模型（Wmax）为

100 分，最轻的（Wmin）记为 0 分，介于两者间的重量按百分比折算

为得分； 

    max i max min
_ 100 * 100 /Score weight W W W W     

将航行成绩的 70%，模型重量成绩的 30%相加后为参赛者最终成

绩，依得分高低排列名次。 

0.7 * _ 0.3 * _Score Score time Score weight   

模型总重量要求小于 4000g。 

7、舰船模型智能航行竞赛技术要求说明 

7.1 系统跟踪原理 

通过船舶模型对红外光源（和超声波源）的跟踪完成自动导航。

红外信号波长 940nm，超声波源频率为 40Khz，采用与海尔牌电视遥

控器相同的编码，发射圆锥角为 90 度，发射轴线与水面平行，两种

信号源间距为 400mm，发射轴线相互平行。红外线光源（和超声波

源）发送系统由组织方提供，红外线（和超声波）接收端及对模型自

动控制系统由参赛者自行设计制作。 

7.2 船模技术指标 

7.2.1 动力源采用 6 节 5 号标准电池，接口为 USB2.0 标准；  

7.2.2 船模应能通过宽 1000mm、高 400mm 的光电门； 

7.3 场地技术要求 

7.3.1 顺序通过的两个光电门最大距离为 20m，最大转弯角为 90

度，最大连续行驶距离大于 150 米； 

7.3.2 水深不小于 0.5m；流速 0；风速不大于 3 米/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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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名船名舰外观模型仿真制作（D 类） 

1、比赛形式 

参赛者自行制作的模型以船型“镇江舰”和“远望 4 号”为制作

蓝本，要求模型外观精美、比例准确、细节丰富、部件完整，模型总

长（LOA）为 100cm，误差控制在±5cm 范围内，长度超过误差每 1cm

扣一分。要求船模主体采用环保材料制作并必须在模型上留有可供裁

判检查船模主体材料的检查口。没有检查口不许参赛。 

2、比赛场地： 

江苏科技大学体育馆 

3、评审流程 

3.1 评审老师审阅模型制作说明书（各参赛团队提前 1 天提交至

组委会）； 

3.2 评审老师于参赛现场听取参赛同学关于作品的介绍；（1 分

钟） 

3.3 评审老师现场提问；（3 分钟） 

3.4 评审老师对每组作品实行分项打分，综合评定；（1 分钟） 

3.5 评审组提交各队成绩名单至大赛组委会；（赛后） 

3.6 大赛组委会复评核对并公布最终名次。 

4、比赛形式： 

本项比赛以静态展示为主；同一院校最多提交 5 个作品参加该项

比赛。比赛设特等奖（占参赛比例 10%）、一等奖（占参赛比例 20%）、

二等奖（占参赛比例 30%）及优胜奖（占参赛比例 30%）。 

5、评分细则： 

总分 100 分，分为总体设计、现场表达、工艺及外观、材料及创

意四类评分细则，另设赛事道德诚信标准评定等。本次大赛计分方式

为：去掉一个最高分和去掉一个最低分，折算平均分。如有作品获相

同分数，根据需要再行组织评选。 

5.1 总体设计（满分 20 分）：参赛团队必须在参赛现场提交团队

成员自行绘制的总图、型线图（或型值表）及设备构件相关设计图纸，



 14 

考核设计船模及部件图纸的完整、正确性，几何相似度及学生基本工

程素质情况；各参赛作品配备《模型制作说明书》说明制作情况，格

式不限；每个作品必须提供至少 5 张不同制作过程的照片或 2 分钟视

频。 

5.2 现场表达（满分 10 分）：各参赛团队须设一名参赛队员，针

对作品的考证、设计、制作等过程做不多于 1 分钟的简单描述，说明

工作量和模型亮点，并回应评委提问。 

5.3 工艺及外观（满分 40 分）：参赛作品制作工艺清楚合理、主

体结构完整、线型光顺、比例准确、舾装件完备、细节突出、外形美

观、漆面光滑、旧化自然、展示效果良好。 

5.4 材料及创意（满分 20 分）：参赛作品主体制作材料必须为环

保材料（见附件<环保材料及非环保材料分类表>），舾装件及小部件

可采用其他材料制作的，说明材料名称及用量比例。对于剖视模型、

电动、灯光、情景布置、展示等创意制作，给予一定分值鼓励，但要

强调经济环保。 

5.5 赛事道德诚信标准评定（10 分）：大赛鼓励原创、强调自主

完成，各参赛作品的主体设计、制作必须为本团队成员亲自承担，不

得将船体主要构件、零件以外部协作、分包、采购等形式委托第三方

完成，经查情况属实的，相关作品不得获得特等奖及一等奖奖项。 

6、各项分值细分表 

表 1 舰船模型仿真制作评分细则 

作品

编号 
 作品名称  

序号 项目 细则及分值 分值划分 
评委

打分 

1 

总体设

计（20

分） 

《模型制作说明

书》5 
准确详实4-5 尚可2-3 

缺漏不详

0-1 
 

总布置图5 准确详实4-5 尚可2-3 
缺漏不详

0-1 
 

型线图或型值表5 准确详实4 尚可2-3 
缺漏不详

0-1 
 

过程图片和视频5 准确详实4 尚可2-3 
缺漏不详

0-1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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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表评分完毕，由组委会统一收回作为比赛过程文件保管。 

7、附件：舰船模型主体制作材料清单 

本次比赛鼓励使用环保材料，在比赛中请在说明中注明所使用的

环保材料及使用位置及重量比例。 

表 2 舰船模型主体制作材料清单 

环保材料 

纸张、纸板、木材、木质复合板材、石膏、石材、金属板

(铜、铁及合金)、塑性粘土、布料、植物纤维材料、各种

再生材料、废弃无污染材料等 

非环保材料 
ABS 塑料、PVC 材料（聚氯乙烯）、有机玻璃、玻

璃钢、酚醛树脂等 

 

2 

现场表

达（10

分） 

语言表述3 清晰流利 3 尚可2 不详0-1  

1分钟规定用时2 完成 2  超时 0  

回答提问5 明确详尽4-5 尚可2-3 
含糊存疑

0-1 
 

小 计  

3 

工艺外

观（40

分） 

制作工艺5 环保合理4-5 普遍 2-3 
污染耗能

0-1 
 

线型比例(±5cm）

10 
准确优美8-10 尚可5-7 

超标失真

1-4 
 

主体结构5 准确优美4-5 尚可2-3 
结构缺失

0-1 
 

部件细节 10 细节突出8-10 尚可5-7 
细部粗糙

1-4 
 

外部效果10 
漆面美观打磨

细致8-10 
尚可5-7 

表面粗糙

1-4 
 

小计  

4 

材料创

意（20

分） 

环保材料占比10 
主体和部件

8-10 

只主体环保

5-7 

只部件环保 

1-4 
 

制作创意6 剖视2 电动2 灯光2  

展示创意4 情景布置2 互动参与2   

 小计  

5 

赛事诚

信（10

分） 

作品设计5 完全独立4-5 有协作2-3 代工0-1  

作品制作5 完全独立4-5 有协作2-3 代工0-1  

小计  

6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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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船模竞速赛（E 类） 

1、比赛形式 

参赛者使用自行制作的水面航行器模型，动力源为 4 节 5 号电池

（由组委会统一提供），在规定的航程距离用时最短、航迹最直者视

为成绩最好。比赛形式为模型自主航行。比赛过程中，参赛队员不得

以任何方式干预模型航行。 

2、比赛场地 

江苏科技大学西校区水库、金山湖。 

3、比赛规则 

3.1 参赛模型长度不得大于 1 米，形体不限，为参赛队员自行制

作，禁止使用市场成品模型参赛。模型推进器的传动方式不限；驱动

电机型号不限，模型比赛航行期间不允许施加任何人为控制。 

3.2 每队有两轮比赛，选其最好成绩排序评奖。 

3.3 船模载重物：大学生组为两瓶装满 550ml 矿泉水、或一瓶 750 

ml 红葡萄酒、或两听 330 ml 啤酒三种中的任一种，载重物由大赛组

委会于比赛前一天公布。中学生组为一瓶装满 550ml 矿泉水，采用卧

装方式； 

3.4 大赛主办方将统一提供电池作为动力能源，不得使用自带电

池； 

3.5 船模有效航程不小于 10m，计时终点线门宽为 2m，航迹偏出

计时门，视为没有成绩；为确保计时准确，船首部水线以上侧投影高

度不小于 4cm，且为不透明材料。 

3.6 船模动力装置部分需留有检查口，以便评委检查电池使用情

况。 

3.7 船模外观需要有明显的编号或识别标志，以便评委区别不同

模型，并进行检录。 

3.8 如比赛受天气等不可抗力影响，比赛场地将移至室内进行； 

3.9 每校最多可有五支队参加比赛。 

4、比赛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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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抽签决定比赛出场顺序； 

4.2 顺序到比赛选手参赛时，选手应先检查好模型并将电源接通，

进入比赛场地，然后将模型放在放航台，等待比赛开始；比赛结束后，

选手在成绩单上签字并取回模型。 

5、比赛准备 

比赛前一天，各参赛队总共有两个小时用于试航熟悉场地。比赛

时各队上场队员不得多于 2 人；参赛者进场后在 10 分钟内完成试航

准备。 

6、评分要点 

载重航行，两次航行取最好成绩，采用电子计时，按照时间排列

名次。 

 

六、帆船模型竞赛（F 类分为：F1 古代帆船组；F2 现代帆船

组） 

1、船模技术指标 

1.1 电源电压为 3V，两节 5 号电池作为电机电源； 

1.2 船模应能承载 1000g 重物，并将其稳定固定，不能中途滑脱，

否则取消比赛资格。 

2、场地技术要求 

2.1 起点与终点距离约 10m，航迹终点门宽为 2 米，采用电子计

时； 

2.2 水深不小于 0.5m。 

3、比赛形式 

参赛者自行制作、购买半成品组装或商品模型均可，帆船模型可

选择遥控操纵或自主航行，在规定的航程内航行并根据评分要点进行

成绩评定。 

3.1 比赛场地 

水池尺寸：6 米长*4 米宽，深度不小于 0.3 米，场地为室内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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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通风。帆船的风力采用风机供给，如图 1 所示，采用三个 85W 风

机，风机均匀分布，管子直径 200mm，长 5 米，共 6 个送风口管道，

直径 200mm，长 0.4 米，管子距离地面高度 0.5 米，与地面平行布置，

管子出口处安装双层 120 目纱网缓和出风力度。 

3.2 比赛规则 

3.2.1 模型规格为 F5-mini 级，规定船长不大于 55cm，帆面积不

大于 0.12 ㎡，帆船模型应只依靠风对帆、桅杆和船体的自然作用，

以及水对船体和水下的其他表面的自然作用推动前进。电池仅可用于

舵、帆和帆索的控制，不得作为螺旋桨等船体驱动动力；不允许使用

其他非自然的方法和技术手段加速或减速。禁止采用的手段：a. 往

复摆动舵。b. 连续地、迅速往复地收帆及放帆(扇动帆)。c. 各种电动

的及其他的推动技术。并由裁判裁定。 

3.2.2  F1 帆船模型采用遥控装置控制。其中，遥控装置的通道

数不得超过两个，一个通道用于控制舵，另一个通道用于操作帆和帆

索；F2 帆船模型采用自动控制装置。其中，组委会提供中国海洋大

学信标测距技术参数，各参赛队可按照给出的参数，自行配置光电传

感器等进行导引信号检测，通过对舵、帆和帆索的自动控制实现帆船

模型运动。 

3.2.3 在起点附近位置给定定点风源，如图 1 比赛路线图所示，

终点设置一宽度 0.4 米高 1.0 米的光电门，帆船按照终点位置光电门

导引信号，从启动线开始按规定航线航行。起航后的 1 标和 2 标位置

如图 1 所示，并能清晰地观察到。手动操纵和自动控制帆船模型应按

照图中标识路线，依次到达 1 标和 2 标并绕标行进，最终到达终点光

电门位置。计时从模型离开放航台或出发点开始，至整个船身通过终

点光电门时结束。 

3.2.4 比赛设定为两个轮次，参赛者在每一轮次中的比赛时间为 5

分钟。两轮次比赛可用同一艘或两艘不同的模型参赛，取最好成绩作

为比赛成绩。 

3.2.5 比赛前，参赛者的模型交裁判委员会进行检查并记录模型

的长度、帆面积、传动装置类型。模型检查后将封存至比赛开始，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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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前由工作人员按竞赛顺序将模型交给参赛者，比赛结束后，选手在

成绩单上签字并取回模型。 

3.2.6 比赛场地在封闭无风的室内进行。 

3.2.7 比赛路线图如下图所示： 

 

 

 

 

 

 

 

 

图 1 比赛航行路线图 

 

4、比赛规程 

4.1 抽签决定比赛顺序。 

4.2 比赛选手参赛时，应先检查好模型并将电源接通，进入比赛

场地，然后将模型放在放航台，等待比赛开始；比赛结束后，选手在

成绩单上签字并取回模型。 

4.2.1 比赛准备 

比赛前一天，各参赛队共有两个小时用于试航熟悉场地。比赛时

各队上场队员不得多于 4 人；参赛者进场后 10 分钟内完成试航准备。 

4.2.2 评分要点 

任务 分值 

航行分值 20 

成功绕 1 标 10 

成功绕 2 标 10 

成功通过终点光电门 10 

航行时间分值 50 

满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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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 若智能帆船在离开启动线后的航行过程中进行任何人工干预，则

取消智能航行加分。 

2. 成功绕标，成功通过终点光电门各得 10 分，绕标过程中发生碰标，

终点光电门处碰触光电门，该项不得分。电子判定是否发生碰标

或碰门。 

3. 航行时间分值 50 分，计时从模型离开放航台或出发点开始，依次

成功绕 1 标和 2 标，至整个船身成功通过终点光电门时结束。按

要求完成整个航行者该项得分，否则不得分。计分方法：航行时

间采用电子计时，两次航行取最好成绩，根据用时进行名次排序

并计算分值。共 N 个队，第一名得 50 分，其他名次依次减 50/N

分，即第 m 名得分为 50-50*(m-1)/N 分，最后一名得分为 50/N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