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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则

1、赛队组成

每支队伍 1-2 名队员，指导教师 1人（可空缺）。每人限参加 1 支队伍。

2、机器人要求

2.1、每支参赛队必须设计、制作 1 台机器人，可整机入场参赛，但须通过检录。

2.2 机器人在启动区的尺寸不超过长30×宽30×高30cm；启动后可延展且尺寸无限制。

2.3、机器人使用 STM32F103C8T6 或 rp2040 核心控制器，三线数字及模拟传感器端口不

超过 6个，三线电机控制端口不超过 8个，每台机器人使用控制器不超过 1个。

2.4、每台机器人电池饱和电压不得超过 8.4V，容量不超过 2000mAh，每台机器人使用

电池数量不超过 1 个。

2.5 机器人必须使用设计标准基于 10.8mm 的结构件搭建，可以使用螺丝、螺钉、铆钉、

胶水、扎带等辅助连接材料。可部分使用自行加工的部件进行搭建，整体占比不得超过整车

结构的 15%。

2.6、比赛过程中，机器人同时搬运或持有的任务物品（能源方块）数量不得超过 2 个。

3、比赛说明

3.1、比赛以联盟竞技的方式进行，每个联盟由两支赛队组成。

3.2、每场比赛时间为 120 秒，包含 15 秒的“自动阶段”，和 105 秒的“手动阶段”。自

动阶段中，机器人需自主运行完成任务，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控制或干扰机器人。手动阶

段中，允许参赛队员遥控机器人，但不允许用手或物品触碰机器人和场上物品。

3.3、比赛包括“资格赛”和“淘汰赛”两个部分。赛队在资格赛中将获得“胜场积分”，

决定其资格赛排名。然后将进行联盟选择并以淘汰赛的方式决出冠亚季军等奖项。

3.4、比赛的核心任务是控制机器人将场地中的得分物（能源方块）放入能源收集塔内。

比赛结束后，将根据任务完成的结果以及自动阶段奖励计算各方联盟的本场得分。

3.5、比赛过程中，任何人不可用手触碰机器人。

3.6、比赛任务执行过程中，机器人如发生结构脱落且不影响机器人正常运行的情况下，

参赛选手可请求裁判帮助取回脱落件。

3.7、比赛任务执行过程中不得更换机器人，不可以对机器人软硬件进行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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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场地及任务物品说明

1、比赛场地—机器人出发区

场地尺寸约为 158cm×158cm。紫方联盟和灰方联盟各有两个机器人出发区。

比赛开始时，机器人须完全置于出发区内。

2、比赛场地—能源收集塔

场地中央有一个高塔，四个角落分别有一个低塔。五个塔相关的得分规则相同。

高塔 低塔

（朝向中心的支柱不连接底板，其余支柱之间连有扎带）

3、任务物品—能源方块

场地中共有 32 个能源方块。紫色能源方块有 12 个，是“紫方联盟”的得分物。灰色能

源方块有 12 个，是“灰方联盟”的得分物。橘色“加分方块”有 8 个，是双方联盟共享的

得分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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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块的初始摆放位置如图：

三、比赛赛制

1、比赛以联盟竞技的方式进行，每个联盟由两支赛队组成。

2、比赛包括“资格赛”和“淘汰赛”两个部分。

赛队在资格赛中，将由“胜场积分”决定其资格赛排名。公布资格赛排名后将进行“联

盟选择”。淘汰赛将决出最终的冠亚季军等奖项。

资格赛 公布
资格赛排名

联盟选择 淘汰赛

3、资格赛说明

资格赛中，将由“胜场积分”来确定每支赛队的资格赛排名。每支队伍将按对阵表进行

多场联盟竞技，每场比赛的“盟友”和“对手”将不同。对阵表将在比赛前公布。

每场资格赛中，获胜联盟中的每赛队都将获得 2 积分，平局获得 1 积分，负方获得 0

积分。

资格赛结束后，按赛队的“胜场积分”进行资格赛排名。胜场积分相同，则按队伍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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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场次比赛结果的“对方联盟得分”总和进行排名，“对方联盟得分”总和高的靠前。如果

排名仍然相同，则按队伍的全部场次的“自动阶段奖励分”的总和进行排序。

4、淘汰赛说明

淘汰赛比赛前，队伍先进行“联盟选择”，以固定的联盟进行淘汰赛。

淘汰赛“联盟选择”方法如下：

4.1、资格赛排名最高的赛队为第一个“联盟队长”；

4.2、联盟队长邀请另一支赛队加入其联盟；

4.3、受邀请的赛队可以接受或拒绝邀请；

4.4、上一个联盟组成后，资格赛排名靠前的赛队为下一个联盟队长；

4.5、其他联盟队长继续挑选赛队，以此类推，直到完成联盟选择进入淘汰赛。

淘汰赛对阵表将于比赛前公布。下图仅供参考，以组委会公布的对阵表为准。

四、得分规则

1、比赛任务是机器人将场地中的能源方块放入塔内。机器人可控制或搬运场地内任一

位置的任一颜色方块，但是机器人同时搬运或控制的方块数量不得超过 2 个。

2、在塔内的每个紫色方块或灰色方块，可使其对应颜色的联盟获得“1 分”。如果塔内

有一个或多个橘色方块，那么“每个”橘色方块可使该塔内的每个紫色或灰色方块均再获得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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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紫色联盟得 4分，灰色联盟得 2分 示例 2：紫色联盟得 3分，灰色联盟得 3分

3、自动阶段奖励分：自动阶段结束后，裁判将计算各联盟的方块得分，得分较高的联

盟将获得 4分“自动阶段奖励分”，如果双方联盟的方块得分相同，双方将均获得 2 分“自

动阶段奖励分”。

4、自动阶段运动超时扣分：自动阶段结束时，机器人应保持静止。如果自动阶段结束

后机器人仍运动超过 1 秒，则该联盟将在本场比赛中扣除 2 分。

5、整场比赛结束后，将根据各联盟的方块得分，加上“自动阶段奖励分”，扣减“自动

阶段运动超时扣分”，就是各联盟的本场最终得分。

6、方块“在塔内”的判定标准：

6.1、底层方块垂直投影完全进入塔内才能得分；有任一部分在塔外则不得分。

6.2、除在底层的方块以外，方块需与塔内的其他方块相接触，且垂直投影有部分

在塔的垂直投影内，高度比上一个方块高，即为“在塔内”。

6.3、比赛结束时，紫色或灰色方块如果接触所属联盟机器人，则该方块无效，不

能得分。

6.4、比赛结束时，紫色或灰色方块如果接触对手联盟机器人，则该方块可正常计

分。

6.5、比赛结束时，如果橘色方块接触到机器人，那么需满足以下条件才可计分：

该橘色方块垂直投影有部分在塔内（底层橘色方块则需完全进入塔内），且与下方的其

他能源块（或地面）接触。

7、方块掉出场地外的处理方式：比赛继续进行，裁判或工作人员会将掉出场地外的

方块，尽可能快速放到场地内接近掉出点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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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比赛开始后，如果由于自身操作不当或者设计缺陷导致出现机器人故障、侧翻等

影响机器人正常比赛的情况，裁判和工作人员不会人为干预、暂停或者终止比赛。

五、违规与判罚

1、禁止阻挡对方机器人的说明：在机器人未持有方块的情况下，禁止对对手联盟

机器人的得分动作进行阻挡。如发生了上述情况；裁判将要求阻挡者后退一个地面方格

的距离，并保持距离不少于 3秒。

2、碰撞：主动碰撞或者干扰对方 3 秒以上，裁判会予以警告，并要求被警告方退

后一个地面方格的距离；单局比赛警告 3 次，该队伍本局比赛判负。

3、如遇任何争议部分，需先完成该阶段比赛，后续可向赛事裁判长进行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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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能源争夺战计分表

场次： 紫方队伍 1： 灰方队伍 1：

紫方队伍 2： 灰方队伍 2：

紫方
自动阶段方块

得分

紫方自动阶
段

奖励分
（0/2/4）

灰方
自动阶段方块

得分

灰方自动阶
段奖励分
（0/2/4）

紫方
自动阶段运动
超时(秒)

紫方
自动阶段
超时扣分

灰方
自动阶段运动
超时(秒)

灰方
自动阶段
超时扣分

低塔 1紫块数
低塔 1

紫方得分

低塔 1 灰块数
低塔 1

灰方得分
低塔 1橘块数 低塔 1 橘块数

低塔 2紫块数
低塔 2

紫方得分

低塔 2 灰块数
低塔 2

灰方得分
低塔 2橘块数 低塔 2 橘块数

低塔 3紫块数
低塔 3

紫方得分

低塔 3 灰块数
低塔 3

灰方得分
低塔 3橘块数 低塔 3 橘块数

低塔 4紫块数
低塔 4

紫方得分

低塔 4 灰块数
低塔 4

灰方得分
低塔 4橘块数 低塔 4 橘块数

高塔紫块数
高塔

紫方得分

高塔 灰块数
高塔

灰方得分
高塔橘块数 高塔 橘块数

紫方本场总分 灰方本场总分

本场
胜方

紫方获胜 □ 灰方获胜 □ 平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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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低塔的结构说明

场地的四个角落分别有一个低塔。

朝向中心的支柱不连接底板，其余支柱之间连有扎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