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低空产业创新大赛赛题解读 

领航赛道：应用创新类 

 

赛道简介 

“领航赛道”面向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在职人

员，自由职业者，侧重于充分激发全行业创新活力，引领低空产

业创新发展方向。吸引一批掌握行业最核心技术知识和丰富实践

经验的专家，挖掘高质量作品，促进关键技术研发和应用，加速

关键技术突破；强化低空产业多学科交叉融合，鼓励多单位合作

开发，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构建开放包容、协同创新的健

康生态体系。 

赛题简述 

应用创新类赛题以场景应用为核心，以融合创新为支撑。鼓

励参赛者开展科技产业融合创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用

创新产品实现创新服务，探索低空应用创新场景、打造具有市场

潜力和商业价值的创新行业应用。 

赛题解读 

本次大赛赛题设计紧扣低空“政”策规范、低空装备研制“端”、

低空智联“网”、低空运管服务“云”、低空场景应“用”的低空

经济五大关键要素，以“技术创新+商业应用”为主要关注，聚

焦低空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本赛题重点关注在“政”要素所构成政策底座的边界约束以



 

 

及在“端”、“网”、“云”三要素所构成技术底座的支持下， “用”

要素构成的应用底座创新。 

“端”、“网”、“云”要素简要解析 

 低空飞行器平台“端”是低空经济的核心硬件载体，涵盖

各类低空飞行器总体、分系统和载荷等装备的研发、设计、制造

及配套产业链。主要包括：①装备总体，包括各类型低空飞行器

平台的总体设计、总装集成、全机测试、综合保障等；②分系统

配套，包括动力系统、通信测控系统、导航控制系统、起降及安

全系统；③载荷设备，包括感知载荷、交互载荷、运输载荷等；

④其他通用技术，包括材料、工艺、元器件、传感器等。 

 基础硬件设施“端”是低空经济运行的硬件支持，为飞行

器提供起降、通信、导航、监视、综合保障等基础服务。主要包

括：①起降基础设施，包括起降、补给、整备条件等；②信息物

理基础设施，包括低空通信、低空导航、低空监视基础设施等；

③综合保障基础设施，包括低空情报、低空气象、低空管制基础

设施等；④试验检测基础设施，包括试验、试飞、检验、检测条

件等。 

 低空智联“网”是低空基础设施智能化的能力实现，包括

多网一体、信息联通、智慧管控，融合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满

足低空经济场景下各类飞行器“高密度、高频次、全覆盖、大连

接、高时效、高安全”的作业需求，助力实现网络化、数字化、

智能化。通过数据接入网、数据交换网、信息服务网三者的协同，



 

 

实现低空资源的动态感知、实时交互与智能决策。 

 低空运管服务“云”是低空综合运营服务管理保障体系的

智能中枢，通过低空运营管理系统、低空交通服务管理系统、低

空监督管理系统三大核心系统的协同，实现低空资源的价值释放、

高效调度和安全管控。三者形成“运营-服务-监管”闭环，构成

低空经济的“数字大脑”。 

“用”要素解析 

低空经济的应“用”场景是其价值实现的核心载体，为传统

行业解决实际存在的痛点、难点问题，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催生新

需求、创造新价值，具有垂直渗透性、行业颠覆性、社会普惠性

等特点。 

总体来看，低空应用场景可以依据功能主要分为运输、作业

和其他三大类；从核心功能和价值导向、涉及飞行器的技术特点

和工作方式，可以进一步细分为运输乘用（空间位移、提升移动

效率，例如物流、客运、观光等）、非接触作业（数据采发、拓

展感知边界，例如巡检监控、遥感测绘、中继广播等）、接触作

业（物理干预、替代高危作业，例如投放播撒、高空操作等）和

其他应用（融合创新、延展价值界限，例如教培科普、文体娱乐、

科研试验等）四类。 

“用”要素的内涵在于通过技术融合与模式创新，实现效率

提升、安全增强、资源优化、创新驱动，将技术转化为实际生产

力，重构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成为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新引擎，



 

 

最终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 

解题思路 

参赛者应以“政”为边界、以“端”、“网”、“云”为支撑，

围绕“用”要素开展创新实践。 

 对于运输乘用类场景，参赛者可以重点关注飞行器起降、

载重、航程和速度（端），关注通导监一体化（网），关注高效智

能调度（云）等方面的创新，实现建立高效、灵活的低空运输网

络，缩短时空距离，提升资源流动效率，缓解传统交通压力的目

标。 

 对于非接触作业类场景，参赛者可以重点关注传感器等载

荷能力、续航等平台能力（端），关注数据链带宽、多源融合（网），

关注大数据、大模型和 AI 支持（云）等方面的创新，拓展传统

的探索和感知边界，推动数字化治理，实现“空天地”一体化监测

的目标。 

 对于接触作业类场景，参赛者可以重点关注飞行器载重、

执行机构和精准控制（端），关注链路时延、边缘计算（网），关

注数字孪生协同和记录存证（云）等方面的创新，实现突破传统

作业能力与条件限制，提升安全、效率与可持续性的目标。 

 对于其他类场景，参赛者可以重点关注低空科技演进、跨

界技术集成和极端环境适配（端），关注数据流通和交互保障（网），

关注智能化赋能与生态协同（云）等方面的创新，实现拓展社会

价值与技术边界，扩大低空经济的社会影响力，加速跨学科创新



 

 

融合，促进科技普惠与文化传播的目标。 

作品要求 

开展应用创新类设计，需要明确指出设计方案适用的低空应

用场景（当前已有的应用场景，或者未来潜在的应用需求），同

时明确该方案在成本、效益、环保和安全等方面的考虑，不宜提

出脱离低空科技实现能力的方案。 

参赛作品涉及的应用场景应着眼于具体的需求，明确该应用

的创新元素，并在实用性（用得上）、经济性（用得起）、易用性

（愿意用）、安全性（放心用）等方面进行详细的称述；涉及具

体产品应突出创新点，对于研发过程中的关键核心问题进行了识

别，相关难题已经得到了解决，尚未解决的部分已提出了解决思

路和工作计划。 

如有现场飞行演示的需求，请于 4 月 20 日前致电赛道组委

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