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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器设计仿真赛项

⚫ 在2023年的竞赛中，飞行器设计仿真赛项吸引了30个省市自治区167所高校的

808支队伍报名参赛，参赛规模相比2020-2021年竞赛翻了一番。

⚫ 竞赛含“体系设计与运用赛”(航空救援任务）和“概念设计与对抗赛”（协同

对抗任务）两个赛题。每支参赛队只能参加一个赛题，每个赛题需要下载不同

的竞赛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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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器设计仿真赛项

⚫ 在2024-2025年的竞赛中，为进一步提升赛项的整体性和统一性，针对仿真系统进

行了如下完善：

✓ 一个赛题：将两个去年的赛题合并为一个赛题。

✓ 两个任务：赛题包含“航空救援”和“协同对抗”2个任务，每支参赛队必须完成2个任务。

✓ 综合得分：参赛队的总成绩由2个任务的加权成绩获得, 2个任务成绩各占总成绩的50%。

总成绩=航空救援任务成绩×50%+协同对抗任务成绩×50%

✓ 根据总成绩确定参赛团队名次，得分高者为优胜。总成绩相同的情况下，用时短者为优胜。

✓ 统一标准：升级竞赛软件，参赛队统一使用“先进飞行器设计运用仿真平台” 竞赛。统

一了“航空救援”和“协同对抗”任务的操作模式。

航空救援任务 协同对抗任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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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5年飞行器设计仿真赛项的宣传视频详见：

https://jointcup.buaa.edu.cn/Competition/SoftSysDownload



任务1：航空救援

⚫ 基于假想的典型航空应急救援虚拟任务场景，参赛团队以航空救援队的身份，面对多种

险情需求，完成救援任务。

⚫ 每个参赛团队需要派出3名队员操作系统，包括1名指挥员和2名飞行员，指挥员选择指

挥端，2名飞行员各选择1架救援飞行器，进入同一任务场景。

⚫ 指挥员拥有救援指挥中心全局态势视角，可以通过标记的方式进行任务规划，并能将规

划标记同步给飞行员，飞行员以第一人称视角操控飞行器进行航空救援任务。

⚫ 每局救援任务结束后，系统自动生成参赛团队的任务效能值。

⚫ 参赛团队可根据竞赛时间要求，在系统中进行多次仿真。系统自动选择最佳结果作为该

任务的成绩。

指挥员进行任务规划 飞行员执行救援任务 航空救援任务效能报告 5



任务1：航空救援

涉及到部分救援机型 

各救援机型携带的救援设备不相同，会影响本次任务的救援情况。

Mi171 Ka32 H135

6



任务1：航空救援

救援装备携带设备及参数

救援设备

主要参数

航程

巡航速度

最大起飞重量

轻伤员容量

轻伤员救援时间

重伤员容量

重伤员救援时间

水源载量

水源装载时间

投水时间

物资载量

物资装载时间

购置成本

燃油率

机载设备

吊桶、吊挂设备、电动绞车和担架

注：上述参数不可调整 7



任务1：航空救援

涉及到的场景

灾区集结地 医院水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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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团队完成救援仿真后，竞赛系统会根据任务完成情况给出任务效能评估值，

作为参赛团队的航空救援任务成绩。各项计算方法详见评分规则。

航空救援任务评分标准

任务1：航空救援

C∗ =  (𝐶𝑠1 + 𝐶𝑠2 + 𝐶𝑠3 + 𝐶𝑠4 + 𝐶𝑠5 + 𝐶𝑠6) ∗ 𝑇𝑠𝑓

飞行器数量

s=1

 任务成本评估值

其中，𝑊𝑒𝑓𝑓𝑖𝑐𝑖𝑒𝑛𝑐𝑦为效率权重系数，通常取0.7，𝑊𝑐𝑜𝑠𝑡为成本权重系数，通常取0.1，𝑊𝑠𝑎𝑓𝑒𝑡𝑦为安全权重系数，通常取0.2。

任务安全性评估值

𝐸 =  
𝑆𝑖𝑔1(𝐸

∗ ∗ 𝑇𝐶𝑚𝑎𝑥),𝐴 = 1
0.5 ∗ 𝐸∗ ∗ 𝑇𝐶𝑚𝑎𝑥 , A < 1

 任务效率评估值

G = 100 × (𝑊𝑒𝑓𝑓𝑖𝑐𝑖𝑒𝑛𝑐𝑦 × 𝑬 +𝑊𝑐𝑜𝑠𝑡 × 𝐂 +𝑊𝑠𝑎𝑓𝑒𝑡𝑦 × 𝐒 )航空救援任务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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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2：协同对抗

⚫ 基于假想的典型红蓝双方对抗虚拟任务场景，完成“人-机”对抗的任务。

⚫ 每个参赛队需要派出3名队员操作系统，包括1名指挥员和2名飞行员，指挥员选择指挥

端，2名飞行员各选择1架概念飞行器，并调整其武器参数，随后进入同一任务场景。

⚫ 指挥端的指挥员观察红蓝双方态势，及时为队友提供提示及指挥。2名飞行员则以第一人

称视角操控飞行器进行协同对抗任务。

⚫ 每局对抗任务结束后，系统自动生成参赛团队的任务效能值。

⚫ 参赛团队可根据竞赛时间要求，在系统中进行多次仿真。系统自动选择最佳结果作为该

任务的成绩。

10
指挥员观察双方态势提供信息 飞行员执行对抗任务 协同对抗任务效能报告



任务2：协同对抗

⚫ 直升机设计

设计直升机性能参数 设计直升机火力和装备 检查直升机能力指标

1、设计直升机性能参数

2、设计直升机火力和装备

3、检查直升机能力指标

11注：直升机性能、火力和装备的参数可调整



任务2：协同对抗

⚫ 对抗任务：参赛队员操作直升机进行协同对抗任务。

12



参赛团队完成对抗仿真后，竞赛系统会根据仿真情况，结合任务结果、生存能

力、进攻能力等指标进行自动任务效能评分，作为参赛团队的协同对抗任务成绩。

各项计算方法详见评分规则。

协同对抗任务评分标准

任务2：协同对抗

1、效益型标指的是该项指标数值越大，得分越高的指标。
2、成本型标指的是该项指标数值越小，得分越高的指标。

协同对抗任务成绩 𝐸 = 𝜔𝑟𝑅 + 𝜔𝑠𝑆 + 𝜔𝑎𝐴

E为参赛队的任务效能值，最大值为100。

R为任务结果指标，S为生存能力指标值， A为

进攻能力指标值，这3项指标值各自的最大值

为100。ωr、ωs、ωa对应不同指标的权重系数,

这3项系数和值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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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项组委会统一组织校赛、省赛和全国总决赛，针对前期对各省市自治区

的省赛时间调研，拟分两批举办竞赛（含校赛和省赛，在此过程中会积极

将相关参与情况反馈各省市自治区）。

赛程安排

第一批竞赛 第二批竞赛 全国总决赛

⚫ 湖南、福建、浙江、河北、

四川、辽宁、重庆、贵州、

内蒙古

⚫ 校赛时间：2024年10月

⚫ 省赛时间：2024年11月

⚫ 竞赛形式：线上

⚫ 北京、上海、天津、山东、宁夏、新疆、

湖北、陕西、广东、河南、海南、青海、

江西、甘肃、山西、安徽、江苏、广西、

吉林、黑龙江、云南等

⚫ 校赛时间：2025年2月

⚫ 省赛时间：2025年3月

⚫ 竞赛形式：线上

⚫ 决赛时间：2025年6月

⚫ 竞赛形式：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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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邀各省相关负责领导、老师积极宣传推广飞行器设计仿真赛项，

并纳入贵省市自治区的赛项通知中（组委会已明确，未纳入将无法

参加），以扩大本赛项的影响力，进而吸引更多团队踊跃参与。

⚫ 赛项组委会将严格遵循各省省赛的时间框架，高效组织并完成校赛

及省赛的举办工作，确保赛事顺利进行。同时，我们承诺在赛事结

束后，将成绩结果迅速、准确地反馈至各相关省市，以便及时公布

并做好后续工作的开展。

赛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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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 项 的 竞 赛 软 件 、 使 用 手 册 及 教 学 视 频 等 相 关 资 料 已 在 飞 设 赛 网 站

（https://jointcup.buaa.edu.cn)“系统下载”模块发布。

飞设赛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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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器设计仿真赛项
预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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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交流6群
（请勿重复进群）



感谢各位同学和老师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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