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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2024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第三届全国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技能大赛

无人机装调检修工（飞行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方向）

赛项竞赛要点

（指导版）

一、赛项介绍

（一）赛项名称

无人机装调检修工（飞行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方向）。

（二）竞赛技术思路

本赛项根据飞行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与低空经济发展需求，

聚焦飞行器智能化技术应用典型环节和典型作业，对标企业实际

工作岗位要求，通过飞行器智能部件安装测试、任务目标信息处

理与优化、飞行器智能功能集成与联调、飞行器系统整体联调与

测试、飞行器实景智能化作业等竞赛内容，展现无人机装调检修、

智能飞控、5G网络控制、图像感知识别、自决策、智能作业等技

术的综合应用场景，突出人工智能技术在飞行器智能化领域应用

的技术特征，引导相关企业、院校将飞行器人工智能应用相关新

技术、新技能有机的融入岗位工作和人才培养当中，助推先进制

造产业人才队伍建设质量和水平持续提升。

（三）竞赛依据

本赛项依据国家、行业有关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技术标准和

无人机操控规范，主要参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颁布的《无人机

装调检修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等关于高级工及技师部分应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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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知识与技能，结合企业生产、服务作业现场装备智能化技术

应用状况，借鉴世界技能大赛命题、考评方式，进行命题和考核。

（四）竞赛分组

本赛项分为职工组（含教师）和学生组两个组别开展竞赛，

各组别均为双人组队参赛。

（五）竞赛用时

本赛项共设置两个环节：理论考试和实操比赛。

理论考试：竞赛时间为60分钟。

实操比赛：竞赛时间为300分钟。

二、赛项任务描述

任务1：飞行器智能部件安装测试

选手根据《竞赛任务书》要求和相关技术规范，基于飞行器

智能部件安装测试及其典型野外作业中的工作实际，对智能传感

器的功能、型号进行辨识和选择；对激光雷达等环境感知传感器、

智能视觉等目标识别传感器、距离传感器及作业装置等智能部件

进行安装、调试和功能检测；对飞行器智能作业机构进行安装调

试；对飞行器智能部件进行系统测试和联调，填写《飞行器智能

部件安装测试清单》。重点考核选参赛手飞行器智能部件安装测

试的基本知识和综合技能。

任务2：任务目标信息处理与优化

选手根据《竞赛任务书》要求和相关技术规范，基于智能飞

行器典型野外作业的任务目标信息获取、处理与优化等工作实际，

通过调用、编写、优化相应的智能算法程序，进行任务目标信息

获取；对目标信息数据进行采集、清洗、标注以及数据集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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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链测试与优化；对模型进行训练、验证和部署，实现目标识

别和信息可视化；对飞控信息系统反馈功能进行调试。重点考核

参赛选手智能飞行器任务目标信息处理与调试的基本知识和综

合技能。

任务3：飞行器智能功能集成与联调

选手根据《竞赛任务书》要求和相关技术规范，基于飞行器

智能功能集成与联调在典型野外作业中的工作实际，通过智能部

件、智能算法调用以及程序优化，对飞行器避障、自主路径规划、

智能作业等功能进行部署和联调；对飞行器单项智能功能进行仿

真测试与联调；在给定的竞赛场地和作业环境下，对飞行器智能

功能集成进行稳定性、安全性、准确性验证与联调。重点考核参

赛选手飞行器智能功能集成与联调的基本知识和综合技能。

任务4：飞行器系统整体联调与测试

选手根据《竞赛任务书》要求和相关技术规范，基于飞行器

系统整体联调与测试在典型野外作业中的工作实际，对飞行器全

系统功能进行测试与联调；调用相关软件工具，对飞行器及智能

作业进行仿真模拟和数据分析；在动态环境下，针对给定的作业

任务（如目标识别、物资投送等）进行智能感知探测、自主决策、

自主避障、仿地飞行、精准降落、自主作业等功能的联动与综合

测试验证，填写《飞行器系统整体联调测试报告》。重点考核参

赛选手飞行器系统整体联调与测试的基本知识和综合技能。

任务5：飞行器实景智能化作业

选手根据《竞赛任务书》要求和相关技术规范，基于飞行器

智能化典型实景作业的工作实际，针对给定的典型作业任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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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识别、物资投送等），进行智能飞行系统综合应用任务规划、

环境进行建模；对飞行器的目标识别、轨迹生成、自主避障、仿

地飞行、精准降落、环境交互与协同作业等功能进行联调和实景

验证；实现涵盖动态环境下感知探测、自主决策、自主作业、自

主分析与管理等人工智能要素的典型野外作业任务。重点考核选

手飞行器实景智能化典型作业的基本知识和综合技能。

任务6：职业素养与安全规范评价

对选手参赛全过程职业素养及其具备的生产安全、环境保护

知识和操作规范性、系统性以及执行竞赛规范和纪律的自觉性等

进行综合评价。

三、选手应具备的职业能力

本赛项以无人机和智能作业功能部件为载体，聚焦飞行器人

工智能技术应用典型场景与环节，旨在考核、培养飞行器人工智

能技术应用领域的复合型、高素质技能人才。参赛选手需掌握以

下相关知识和能力：

（一）无人机构造与装配基础知识与能力。

（二）无人机飞行控制原理与操作能力。

（三）飞行器导航定位原理与调试能力。

（四）飞行器图像感知及分析、调试能力。

（五）飞行器智能标定规范与编程调试能力。

（六）飞行器智能避障编程调试能力。

（七）智能作业装置执行原理与装调能力。

（八）智能飞行器仿真模拟基础知识和测试验证能力。

（九）智能飞行器智能功能模块数据处理、数据链架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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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能力。

（十）智能飞行器作业环境感知、模型训练。

（十一）智能飞行器系统整体联调、验证基本知识和能力。

（十二）飞行器人工智能应用技术特性。

（十三）良好的职业素养和职业行为习惯。

（十四）安全防护条例和环境保护等文明生产要求。

四、竞赛流程

（一）理论考试

参加大赛决赛的选手统一进行理论考试，理论考试成绩以

百分制评定，按20%占比计入选手竞赛总成绩。

（二）实操比赛

根据竞赛规程及现场《竞赛任务书》的要求，在规定时间

内完成实操各环节比赛任务，实操比赛成绩以百分制评定，按

80%占比计入选手竞赛总成绩，主要环节及内容安排等见表1。

表1 实操考核环节内容安排表

赛项任务 竞赛内容 时长 分值 权重 总分

任务1 飞行器智能部件安装测试

300

分钟

15 15%

100

任务 2 任务目标信息处理与优化 20 20%

任务 3 飞行器智能功能集成与联调 15 15%

任务 4 飞行器系统整体联调与测试 20 20%

任务 5 飞行器实景智能化作业 25 25%

任务6 职业素养与安全规范评价 5 5%

总计 100 占总成绩 80%

五、其他说明

（一）本赛项基于飞行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及低空经济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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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野外作业场景而设计，虽然力求展现飞行器人工智能技术应

用相关新技术的融合应用、新技能复合发展的新趋势、新需求，

但是竞赛中所涉及的相关技术，主要是在生产和教学中采用的较

为成熟的工业软件、系统工具和无人机设备等。故在此提示参赛

选手重视相关技术技能积累，强化基础性的集成应用能力训练。

（二）本赛项相关技术平台功能和竞赛规程等要求，原则上

不超出本竞赛要点技术范畴。在后期细化、实施过程中，可能会

因未预知或不可抗力因素而作出必要的调整和完善。若遇此情形，

大赛组委会技术工作委员会将及时予以通告。

（三）诚请有关单位和专家、选手、指导教师关注、关心和

支持本赛项，共同围绕促进低空经济发展，推进智能飞行器典型

野外作业技术应用，体现“人工智能+”产业升级理念和“产-

学-研-创-训-赛-评”一体化办赛要求，为大赛的成功举办及竞

赛成果转化等工作献计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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