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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 22 日 

一、赛事简介 

机器人创新挑战赛是福建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最为亮眼的活动

之一，要求青少年学生在比赛现场自行制作机器人、编写程序并进行

调试、竞技。通过导入人工智能元素（识别、追踪），以竞技对抗的

形式呈现，从而锻炼和提高参与者的思维能力、反应能力、协调能力

和团队精神。 

二、组队方式 

比赛分为小学、初中、高中等三个组别，以团队方式完成，每支

队伍由 2 名选手和 1-2 名辅导老师组成，选手为截止到 2022 年 6 月在

校学生。 

三、比赛场地 

3.1   

 



3.2  

3.2.1 机器人比赛场地的外尺寸为长 3000mm、宽 3000mm。 场

地上绘有宽度为 20mm～25mm 的黑色引导线。比赛场地为喷绘的灯

箱布。场地中央长 2800mm×宽 2800mm区域为机器人活动区域。 

3.2.2 在比赛场地上有2个长300mm×宽300mm的红色启动区域，

有 2个长 300mm×宽 300mm的蓝色启动区域。场地中心有 400mm × 

400mm的方框。 

3.2.3 机器人活动区域四周有厚度为 50mm、高度为 100mm的泡

沫固定，4 条边中间有 300mm 豁口为资源收纳区，豁口处粘贴一根

长 300mm×宽 10mm×高 20mm的围栏。 

3.2.4 布置场地时上方会放置长 300mm×宽 300mm×高 20mm的

收纳框，分为“红方收纳区”、“蓝方收纳区”（以红蓝色标表示各自

区域，并在围墙内壁贴上图案标识红蓝区）。 

3.2.5 比赛场地中有红蓝双方的任务放置区，和标注 1、2、3、4

自动任务到达区域。 

3.2.6 “资源”模型有 3 种，分别为直径为 40mm 的彩色圆球代

表“红宝石”模型、直径为 40mm 的绿色圆球代表“绿宝石”模型、

直径为 40mm的黑色圆球代表“放射性矿物质”模型。 

3.2.7  图示 4 个收纳区前的黄色区域为“禁区”。 

3.3  

机器人比赛场地环境为冷光源、低照度、无磁场干扰。但由于一

般赛场环境的不确定因素较多，例如，场地表面不平整，光照条件有

变化等等。参赛队在设计机器人时应考虑各种应对措施。 

四、机器人 

4.1  



活动要求选手自行设计和构建机器人，所需材料均不限品牌厂家，

不限数量品种。避免出现无限增加电机重量、扭矩、电压等导致竞技

环境恶化，将对使用的电机数量与电压进行限制。不得使用其他可能

损坏对方机器人和活动场地的危险元件。 

活动器材中不能含有说明书、装配图、通讯设备等违规物品。活

动前，选手自备的器材中，除电机、电池盒、传感器、遥控器、摄像

头之外，其他器材必须是独立的散件，不得提前组装或使用商用完整

套件。所有零件不允许使用胶水，但允许使用扎带、橡皮筋。结构件

为独立的长方体（含曲轴状）、圆柱体 （含齿轮状、锥状）、正方体、

带状体、异型体等。报名参赛者，视为默认组委会拥有本规则的最终

解释权。 

4.2  

项目 要   求 

数量 每支队伍只允许使用 1 台机器人。 

规格 

每台机器人（不含控制器）总重量初中和高中组不超 4.0kg，小学组不超 2.5kg，

外形最大初始尺寸不超过长 300mm×宽 300mm×高 300mm。竞技开始后，可伸

展超出此尺寸。允许使用扎带（扎带可用于固定机器人机身结构）及橡皮筋。 

传感器 数量不超过 8 个。 

摄像头 数量不得超过 1 个，且如摄像头自带的电机，亦算作 1 个电机数量。 

电机 比赛只允许使用电机总数量不超过 4 个。 

电池 每台机器人输入额定电压不得超过 9 伏，不可有升压电路。选手须使用安全

可靠电池，主办单位有权要求选手更换被认为不安全或有安全隐患的电池。 

其他 

自动机器人必须设计成只用一次操作（如按一个按钮或拨一个开关）就能启

动。机器人的通/断开关必须在无需移动或抬起机器人的情况下可以触及。 

 

机器人微控制器的指示灯也应可见，以便裁判或技术人员诊断机器人问题。

机器人不能含有弹射、喷射、投掷装置。机器人不得装载恶意杀伤性装置，

导致对方机器人无法修复者，将直接取消比赛资格。 

检录 选手第一轮进场竞技前，机器人必须散件入场，并通过全面检查，以确保符

合相关规定。选手应对不符合规定的地方进行修整改进，方可参加竞技。 



五、任务说明 

活动任务分为机器人拼装和机器人竞技两大部分。 

5.1   

选手在搭建区按照活动任务和要求，在 60 分钟内完成机器人的

拼装和调试。拼装调试时间结束后，将机器人放置在裁判指定的地方

封存，直至第一轮活动前选手不得触碰和调整机器人。 

5.2  

5.2.1  竞技分自动阶段及手动阶段，总赛时 3 分 15 秒，包括自

动阶段 1 分钟，改装时间 45 秒，手动阶段 1 分 30 秒，所有阶段皆不

停表。 

自动阶段比赛，机器人需要从出发区按照程序执行，在出发区框

内按下按钮出发。机器人必须沿黑色引导线行驶。若行驶中出线出界

需要将机器人拿回出发区。机器人沿黑线行驶到任务区，机器人触碰

任务装置出现随机图案。机器人需自行识别正面朝上的图案，并正确

走到对应的图案区域内。完成标准为机器人车身的立体投影只能接触

正确的自动任务到达区图案区域虚线框内。机器人需通过选手编写的

程序自动完成，不得使用遥控器，一分钟内可以重复执行该任务，每

次都需要将机器人拿回出发区重新启动，计时不停止，一分钟结束后，

参赛选手需停止机器，以最终完成状态为准。予以相应加分。 

5.2.2  自动阶段，不得将小车放在对方的任务区域内。小车出发

后选手不得再触碰小车，否则将判罚任务失败，回启点重新做任务。

出现恶意干扰对方机器人做任务。裁判做出判定后，选手将机器人移

到场边，等待自动阶段结束。 

自动阶段结束后，裁判计算一次自动阶段得分。完成自动阶段的



队伍得分为 100 分。 

5.2.3  任务道具装置如下图，任务道具装置将固定在场地中，机

器人触碰任务道具使正方形滚落在平板上，（不可导致正方形与任务

装置分离）。机器人可脱线做图案识别。识别完必须回到黑色引导线

上。 

 

 5.2.4  任务道具立方体四面将粘贴下图示图案（图案颜色各不

相同。三角形（红色）、菱形（绿色）、正方形（蓝色）、圆形（黑色）），

在比赛（拼装）开始前裁判将在比赛场地中的 1-4 号区域里随机抽签

粘贴与任务道具相同的图案标签如：1 号位粘贴棱形、2 号位粘贴正

方形......，选手可以在比赛调试阶段完成记录。 

 

1 分钟自动阶段结束后，选手有 45 秒改装结构及切换手自动模式

时间，此时需要选手自行入场拿回机器人，同时裁判员会在“中心区

方框”放置内径 400mm X 400mm 的框，放入 80 个球体。其中绿色

球体数量 20 个，红色球体数量 40 个，黑色球体数量 20 个。随机摇

晃框体随后对正位置（内框对正方形黑线），取出框体（此时球体摆

放状态应为无规则摆放状态）。 

选手改装可以理解为增加或减少结构件，但不得超出本文第 4.2



条机器人设计要求规定范围。 

5.2.5 45 秒改装时间结束后，裁判即刻宣布开始手动竞技，所有

阶段皆不停表，自动阶段结束后，选手需立刻取出场内机器。选手需

使用遥控器遥控机器进行竞赛，裁判宣布三二一后选手可立刻入场，

于出发区（可以任意选择一个本方的区域）出发，抓取和放置球体，

其中有彩色球和黑色球。彩色球放在收纳区内将会得分。黑色球放在

收纳区内将扣分。期间机器人允许冲撞，对抗。 

5.2.6  因对抗导致不能正常行动（卡住，翻车、翻出墙外）的机

器人，选手可单方面向裁判请示，获准后可将机器人拿出场外维修（不

设时限）或放回己方出发区继续比赛。 

1 分 30 秒裁判宣布手动阶段结束，此时参赛选手需要立即停止机

器行动，并放下手上的遥控器到最近的桌面或地面上，然后裁判开始

计算手动阶段得分，如果手动阶段宣布结束后，机器没有停止行动，

并且因此完成额外得分球，则该得分无效并且倒扣相应得分。 

手动阶段结束后，裁判统一计算收纳区内的得分。具体得分如下：

获取绿色球得分 10 分/个，红色球得分 5 分/个，黑色球则扣 20 分/个。 

 5.2.7  各阶段判罚 

①破坏场地及任务道具，破坏场地任务道具分布的，将受到裁判

警告，如果影响到选手得分，将取消比赛资格。 

②故意破坏对方机器人、遮挡或干扰图案识别，取消该场比赛成

绩，判输，淘汰赛直接淘汰。 

③放球进收纳区时，车体传动轮子不得越过收纳筐，违反一次警

告，二次扣 10 分，延后再犯每次扣 10 分，机器人需自行退出去，如

导致卡住不能移动的，取回出发区重新出发。 



④手动阶段机器人不得停（立体投影在禁区范围）在对方“禁区”

超过 5 秒，第一次违规警告一次，第二次违规扣 10 分处理，延后再

犯每次扣 10 分。 

六、赛制 

比赛分为小组赛和决赛。参加队伍采取抽签方式确定分组，每组

3-5 支队伍组成。抽签中出现同一学校在同组的，须重新抽签。 

内容 小组赛 决赛 

赛制 小组循环赛 淘汰赛 

赛时 3 分 15 秒常规时间、不加时 3 分 15 秒常规时间、不加时 

计分

方式 

   胜方记 3 分，平局记 1 分，

负方记 0 分。同组积分相同，

按如下顺序确定排前者： 

（1）同分 2 支队伍比赛

时，得分较多者排前；（2）

得 3 分次数多者排前；（3）

重赛 1 场确定胜负。 

   胜方进入下一轮，负方淘汰。同

分情况下，按如下顺序确认排前者： 

（1）己方收纳区黑色球体总数

量少者胜出；（2）两支队伍在小组

赛时胜者排前；（3）小组赛得 3 分

次数多者排前；（4）小组赛任务得

分者多排前。 
 

小组赛结束后根据参加队数量确定各组的第 1 名或者前 2 名进

入决赛，决赛根据参加决赛队数量采用对阵式淘汰或循环赛（参照小

组循环赛计分方式）。 

七、比赛流程 

7.1  

搭建机器人与编程只能在准备区进行，时间为 60 分钟。参赛队

的学生队员检录后方能进入准备区，裁判员对参赛队携带的器材按照

4.1 的要求进行检查，并对参赛队伍携带的机器人控制器内程序清零。

选手不得携带 U盘、光盘、手机、相机等存储和通信器材。参赛队

伍自己携带参赛器材，组委会不予提供参赛器材。 

7.2  

准备上场时，队员拿取自己的机器人，在裁判员或者工作人员的



带领下进入比赛区。在规定时间内未到场的参赛队将被视为弃权。2

名学生队员上场时，站立在待命区附近。队员将自己的机器人放入启

动区。机器人的任何部分及其在地面的投影不能超出启动区。 

7.3  

裁判员确认参赛队已准备好后，将发出“5，4，3，2，1，开始”

的倒计数启动口令。随着倒计数的开始，队员可以用一只手慢慢靠近

机器人，听到“开始”命令的第一个字，队员可以触碰一个按钮或给

传感器一个信号去启动机器人。 

 在“开始”命令前启动机器人将被视为“误启动”并受到警告

或处罚。自动阶段机器人一旦启动，就只能受自带的控制器中的程序

控制，队员不得接触机器人（重试的情况除外）或遥控机器人。手动

阶段机器人通过遥控器控制机器人，队员不得接触机器人（重试的情

况除外）。 

启动后的机器人不得故意分离出部件或把机械零件掉在场上。偶

然脱落的机器人零部件，由裁判员随时清出场地。为了策略的需要而

分离部件是犯规行为。 

启动后的机器人如因速度过快或程序错误完全越出场地边界，或

将所携带的物品抛出场地，该机器人和物品不得再回到场上。 

7.4  
 机器人在运行中如果出现故障，参赛队员可以向裁判员申请重试。 

裁判员同意重试后，场地状态保持不变，队员可将机器人搬回启动区，

重新启动。每场比赛自动和手动阶段可以无限次数重试。重试期间计

时不停止，也不重新开始计时。机器人所完成的任务有效。 

7.5  

每场比赛的规定时间为3分15秒。参赛队在完成一些任务后，如



不准备继续比赛，应向裁判员示意，裁判员据此停止计时，结束比赛；

否则，等待裁判员的终场哨音。裁判员吹响终场哨音后，参赛队员除

应立即关断机器人的电源外，不得与场上的机器人或任何物品接触。

裁判员记录场上状态，填写记分表。参赛队员应确认自己的得分，并

立即将自己的机器人搬回封存区。 

八、违规 

8.1 每支队伍每轮竞技允许第1次机器人“早启动”，第2次再犯如

是小组赛，该轮成绩为0分，决赛则直接淘汰。 

8.2 比赛开始后，选手如有未经裁判允许，接触场内物品或者机

器人的行为，第一次将受到警告，第二次再犯如是小组赛，该轮成绩

为0分，决赛则直接淘汰。 

8.3 辅导老师或家长存在口授选手影响互动的指引，或亲手参与

搭建任务，亦或触碰、修复作品等行为的，小组赛该轮成绩记0分，

决赛时直接淘汰。 

8.4 启动后的机器人不得为了策略的需要，故意分离部件或掉落

零件在场地上，这属于犯规行为，由裁判确定给予警告、小组赛该轮

成绩为 0 分、决赛直接淘汰，乃至取消活动资格等处理，犯规分离

或掉落的零件则由裁判即时清理出场。 

8.5 选手不听从裁判员指令的，将视情况轻重，由裁判确定给予

警告、初赛该轮成绩为 0 分、决赛直接淘汰，乃至取消活动资格等

处理。 

九、赛事精神要求 

比赛中各赛队都应具备可敬和专业的言行。如果一支战队或其成

员（包括学生或与该队相关的任何成人）对竞赛工作人员、志愿者或



其他参赛者不尊重或不文明，会根据其严重程度，被取消该局或后续

赛局的资格。若反复或严重违反赛事精神，根据严重程度，可导致战

队被取消整个比赛资格。机器人竞赛常会出现紧张激烈的情形，在赛

场上则是积累如何以积极和有效的方式处理类似情形的经验的好机

会。应谨记，应对逆境的表现，决定他人如何看待我们。无论是在挑

战赛还是日常生活当中，在处理困难局面时，以成熟和优雅的方式呈

现自己非常重要。 

十、其他事项 

10.1关于比赛规则的任何修订，以网站www.fj5461.org.cn发布“最

新通知”为准。 

10.2 比赛期间，凡是规则中没有说明的事项由省竞赛办决定。省

竞赛办委托裁判委员会对此规则进行解释与修改。 

10.3 本规则是实施裁判工作的依据。在竞赛中，裁判有最终裁定

权。他们的裁决是最终裁决。裁判不会复查重放的比赛录像。关于执

裁的任何问题必须由一名学生代表在两场比赛之间向项目裁判长提出

。省竞赛办不接受教练员或学生家长的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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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  事  

场  次  

自动阶段 

队伍 红方 队伍编号       蓝方 队伍编号       

正确到达  
得分

（100） 
 正确到达  

得分

（100） 
 

自动阶段总分   

手动阶段 

颜色 数量 得分 颜色 数量 得分 

绿色球（+10）   绿色球（+10）   

红色球（+5） 
    

 
 红色球（+5） 

    

 
 

黑色球（-20）   黑色球（-20）   

手动阶段总分   

其他扣分或 

处罚 

 

 

 

 

 

总分（自动+

手动总分） 
  

赛果（0,1,3）   

队员签名 

 

 

 

 

裁判签名 当值裁判： 项目裁判长： 



成绩统计表 

 

成绩统计表(小组赛) 

小组赛组别                组（A/B/C/D.....） 

 

小组编号

（A1/A2/A3......） 
1 轮成绩 2 轮成绩 3 轮成绩 4 轮成绩 5 轮成绩 

      

      

      

      

      

总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