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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比赛内容 

1.1 赛项介绍 

冰壶又称掷冰壶、冰上溜石，起源于苏格兰，是以队为

单位在冰上进行的一种投掷性竞赛项目，一击漂亮的投壶，

往往让人赏心悦目。因其丰富的趣味性和较高的观赏性曾多

次被列为冬奥会表演项目，并于 1998 年开始，被列为冬奥

会正式比赛项目。 

本赛项分为小学Ⅰ组（1-3 年级）、小学Ⅱ组（4-6 年级）

和初中组（7-9 年级）三个组别，要求双方队伍分别控制机

器人完成收集、投掷冰壶等任务，主要考察学生的计算思维、

编程能力、搭建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与逻辑思维能力。 

1.2 参赛要求 

比赛分为小学Ⅰ组（1-3 年级）、小学Ⅱ组（4-6 年级）、

初中组初中组（7-9 年级）： 

小学Ⅰ组：每支参赛队伍包括 3 名参赛选手、1 名教练

员，参赛选手为 1-3 年级的在校学生。 

小学Ⅱ组：每支参赛队伍包括 3 名参赛选手、1 名教练

员，参赛选手为 4-6 年级的在校学生。 

初中组：每支参赛队伍包括 3 名参赛选手、1 名教练员，

参赛选手为 7-9 年级的在校学生。 

以比赛报名截止之日的时间，作为参赛选手组别判断的

起点。凡是在比赛报名截止前，满足相关组别要求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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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比赛器材 

小学Ⅰ组：机器人搭建器材不限，不得使用扎带、铆钉、

胶水、胶带等辅助连接材料。 

小学Ⅱ组：机器人搭建器材为 Thunbot，不得使用扎带、

铆钉、胶水、胶带等辅助连接材料。 

初中组：机器人搭建器材为 Thunbot，不得使用扎带、

铆钉、胶水、胶带等辅助连接材料。 

 

1.4 比赛流程 

报名：参赛选手在大赛组委会指定平台进行报名。 

选拔赛：根据本赛项安排，参加所在地区选拔赛。 

全国总决赛：根据大赛组委会要求，按照选拔赛排名，

晋级参加全国总决赛。 

 

2 比赛规则 

2.1 小学Ⅰ组 

2.1.1 比赛场地及环境 

比赛场地如图 2.1 所示，场地内腔尺寸为 2362mm×

114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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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小学Ⅰ组”比赛场地 

比赛场地环境为冷光源、低照度、无磁场干扰。由于一

般赛场环境的不确定因素较多，例如：场地表面可能有纹路

和不平整，边框上有裂缝，光照条件有变化等等，参赛队在

设计机器人时应充分考虑各种应对措施。 

2.1.2 场上要素 

 

图 2.2 比赛场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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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普通冰壶 

赛前每支参赛队伍将分配 9 颗“普通冰壶”，直径约为

30mm，颜色分别为橙色与蓝色（如图 2.3 所示），两队各持

一色冰壶，5 颗普通冰壶初始放置于双方各自的“冰壶仓”

内，4 颗初始放置于双方各自区域内的“普通冰壶放置区”

内。 

 

图 2.3 橙色普通冰壶（左）与蓝色普通冰壶（右） 

得分区按照冰壶颜色来区分双方得分，橙色冰壶得分代

表橙方得分，蓝色冰壶得分代表蓝方得分。普通冰壶得分系

数为 1，如普通冰壶落在 2 分区内，则冰壶分值为 2X1 即 2

分，翻倒或飞出场外的冰壶不作计分。机器人投掷冰壶时，

机器人垂直投影面积不可以超出本方活动区虚线边界，否则

第一次扣 5 分，第二次将直接暂停该机器人运行，区域划分

如图 2.4 所示。 

 

图 2.4 比赛场地区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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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单星冰壶 

每支参赛队伍将分配 2 颗单星冰壶，直径约为 30mm，颜

色分别为橙色与蓝色，表面带 1个红色星标（如图 2.5所示），

初始置于“单星冰壶放置区”内（如图 2.6 所示）。“单星冰

壶”得分系数为 2，如冰壶落在 2 分区，则该冰壶分值为 2 X 

2 即 4 分。翻倒的或飞出场外的冰壶不作计分。 

 

图 2.5 橙色“单星冰壶”（左）与蓝色“单星冰壶”（右） 

 

   

图 2.6 “单星冰壶”放置区 

2.1.5 冰壶仓 

“冰壶仓”为场上用于放置普通冰壶的装置（如图 2.7

所示），数量为 1。机器人需打开冰壶仓上的开关使冰壶下落

至场地或机器人内部。 

 

图 2.7 冰壶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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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固定旗台 

   “得分区”靠赛台围板两侧分别放置一个“固定旗台”，

比赛开始前“固定旗台”处于初始状态（如图 2.8 所示），

比赛过程中，推出“冰壶”击打“旗台”下的活动挡板可使

己方“旗帜”高于对方“旗帜”。 

 

图 2.8 “固定旗台”及其放置位置 

比赛计时结束，当“固定旗台”为完全激活状态时，对

应颜色“旗帜”升起的一方得 5 分；当“固定旗台”为未完

全激活状态时，双方均不得分（如图 2.9 所示）。 

 

图 2.9“固定旗台”完全激活状态（左）和“固定旗台”未完全激活状态（右） 

2.1.7 机器人要求 

⚫ 机器人起尺寸在地面垂直投影不超出 250mmX220mm（长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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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 

⚫ 机器人只允许使用共计不超过 1 个控制器、3 个电机（包

括舵机），控制器支持 WIFI、Bluetooth 等通信接口； 

⚫ 机器人搭建器材不限，不得使用扎带、铆钉、胶水、胶带

等辅助连接材料； 

⚫ 机器人拥有自由移动的能力； 

⚫ 比赛过程中只能利用机器人车轮运动惯性力推出冰壶，不

得使用击发结构直接击打冰壶；不能出现抛投冰壶的动作

（冰壶经投掷后离赛纸平面高度超过 10mm），否则将取消

比赛资格。 

⚫ 参赛机器人的冰壶投掷功率不得危害人身安全，且不能造

成场地破坏、对方机器人损坏。比赛过程中如出现冰壶经

投掷后直接撞击对方机器人活动区背板的情况，直接判

负，对方获胜； 

⚫ 机器人可以在比赛开始后展开，但是不可以分散成不同部

件，而且必须保持一个机器人整体； 

⚫ 比赛前每支队伍将得到 1 个机器人编号，必须紧密粘贴在

机器人控制器上，比赛期间不允许更换机器人。 

2.1.8 比赛任务 

比赛时间为 150 秒，参赛队伍可遥控操作机器人运行至

“单星冰壶放置区”、“普通冰壶放置区”和“冰壶仓”处获

取冰壶，并将冰壶投掷到得分区圆环内得分。如果冰壶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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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两个及以上得分区圆环交界处，则按所有得分区圆环中的

低分区分数计分（如图 2.10 所示），冰壶停留在 1 分区、2

分区、3 分区和 4 分区交界处，则取 1 分作为得分基数）。 

 

图 2.10 得分区圆环判定示意 

得分区圆环分数设置如图 2.11 所示，中心位置为 5 分

区。所有机器人每次最多投掷一颗冰壶，超过一颗则只保留

一颗最低得分的冰壶，其它冰壶均撤出比赛场地。 

 

图 2.11 得分区圆环 

2.1.9 比赛进程 

赛前检录： 

参赛队伍会接受专门的检录，错过检录或检录不合格的

队伍，会直接失去比赛资格，通过检录的战队才能进入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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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注意事项如下： 

⚫ 每支参赛队伍最多携带 1 台机器人参加比赛并进行检录； 

⚫ 机器人尺寸检测方法：将机器人放进内侧底面尺寸为

250mmX220mm(长 X 宽）的方盒内，能轻松放进方盒的机器

人判为尺寸合格； 

⚫ 检录后出现机器人无法正常运行的状况，参赛队伍可选择

继续参赛或放弃比赛，队伍承担相应后果； 

比赛准备阶段： 

⚫ 参赛选手需要在赛前完成参赛机器人的组装、调试与比赛

相关程序下载等准备工作； 

⚫ 比赛开始前 2 分钟进入比赛准备阶段，机器人操作手将参

赛的机器人分别放置于指定的己方任意一个启动区内（如

图 2.12 所示），双方机器人必须完全放置于虚线框内，机

器人垂直投影不能超出场地边缘和虚线框。 

   

图 2.12 双方机器人启动区 

⚫ 在机器人放置并准备完成之后，机器人操作手需确认场地

状态（如冰壶摆放是否符合规范、地图有无损坏），如有

异常，可向裁判员提出； 

⚫ 开启机器人控制器电源，测试、确认设备连接正常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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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控器放置于地图遥控放置区内（如图 2.13 所示），报告

裁判员准备工作完毕； 

   

图 2.13 遥控放置区 

⚫ 上述所有准备工作必须在 2 分钟内完成（以向裁判员报告

时刻为准），裁判员检查双方机器人放置是否合规、道具

是否归位。 

先后手判定阶段：  

⚫ 先后手判定用于决定参赛队伍投掷先后权；   

⚫ 比赛准备阶段结束后，裁判员将下达先后手判定信号；   

⚫ 收到先后手判定信号，双方派一名机器人操作手拿起遥控

器，操控 1 台机器人、调整机器人姿态，等待裁判员投掷

信号；   

⚫ 裁判员发出投掷信号，双方机器人操作手需同时启动机器

人，并投掷一颗冰壶；   

⚫ 裁判员根据比赛双方所投掷冰壶停留位置，离得分区圆心

近的冰壶所代表的一方拥有投掷先后选择权；   

⚫ 先后手判定后，双方操作手应将遥控器放还至遥控放置区

内，调整机器人程序，为下一阶段做准备。 

手动对垒阶段： 

⚫ 手动对垒阶段时间为 15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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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动对垒阶段开始，双方操作手应立刻拿起机器人遥控

器，开始操控机器人。第一颗冰壶由选择优先投掷的队伍

率先投出，另一支队伍不能投掷，但可以获取冰壶，无论

该队伍是否投出第一颗冰壶，手动对垒阶段开始 10s 后，

进行冰壶自由投掷，不再区分先后手顺序。 

比赛结束： 

⚫ 手动对垒阶段时间临近 150 秒，裁判将进行 10 秒倒计时，

当收到“比赛结束”信号，双方操作手应立即停止机器人

动作，等待裁判记录成绩； 

⚫ 比赛结束，仍有冰壶并未投掷，不计其得分； 

⚫ 队长签字确认成绩，双方机器人操作手携带各自的机器人

离开比赛现场。 

比赛中断： 

当以下情况发生时，裁判员有权中断比赛： 

⚫ 安全隐患–场地内出现针对场地、参赛选手和机器人的安

全隐患。 

⚫ 不可控技术原因–场地内的机器人、裁判系统及设备因为

无线电干扰等不可控技术因素无法正常开展比赛。 

⚫ 道具缺失或损坏–场地道具缺失或损坏导致无法正常进

行赛。 

⚫ 当收到裁判员比赛中断信号，参赛队员应迅速停止比赛机

器人动作，将遥控器放入场地遥控放置区内，且不可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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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任一物件。比赛中断后，有以下处理办法： 

⚫ 继续比赛-在比赛中断且可以在处理完意外状况之后继续

进行比赛的情况下，选择从比赛中断的时间开始继续比

赛； 

⚫ 重赛–重赛原因为现场工作人员、系统、现场控制或场地

本身的失误。机器人本身出现的意外行为不会造成重赛；

机器人引起的失败，如电池电量不足、处理器休眠时间暂

停、机器人机械/电子/软件/通讯失败等都不会造成重赛。 

2.1.10 机器人故障及处理办法 

比赛过程中当机器人死机、失控、翻车等故障发生在己

方机器人活动区时参赛选手可示意裁判，在裁判允许后，参

赛选手须自行将机器人内部的冰壶清理至机器人故障发生

的位置，并将机器人放置回己方机器人启动区进行重启重

联，队伍将视为触碰己方机器人 1 次；比赛时间不暂停。 

 

 

2.2 小学Ⅱ组 

2.2.1 比赛场地及环境 

比赛场地如图 2.14 所示，场地内腔尺寸为 2362mm×

236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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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小学Ⅱ组”比赛场地 

比赛场地环境为冷光源、低照度、无磁场干扰。由于一

般赛场环境的不确定因素较多，例如：场地表面可能有纹路

和不平整，边框上有裂缝，光照条件有变化等等，参赛队在

设计机器人时应充分考虑各种应对措施。 

2.2.2 场上要素 

 

图 2.15 比赛场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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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普通冰壶 

“普通冰壶”为直径约 30mm 的近圆柱体的道具（如图

2.16 所示）。赛前场地上共有 28 个“普通冰壶”，蓝色和橙

色的“冰壶”各 14 个，“普通冰壶”初始放置于场地上的 2

个“冰壶仓”、2 个“冰壶架”和 2 个“公共冰壶仓”内。 

“得分区”中的得分情况由“冰壶”颜色来区分，橙色

“冰壶”得分代表橙方得分，蓝色“冰壶”得分代表蓝方得

分。“普通冰壶”得分系数为 1，如“普通冰壶”落在 2 分区

内，则“冰壶”得分为 2X1 即 2 分，翻倒或飞出场外的“冰

壶”不作计分。机器人投掷“冰壶”时，机器人垂直投影面

积不可以进入“禁止活动区”边界，否则第一次扣 5 分，第

二次将直接暂停该机器人运行，“禁止活动区”区域划分如

图 2.17 红色区域所示。 

 

图 2.16 橙色普通冰壶（左）与蓝色普通冰壶（右） 

 

图 2.17 比赛场地区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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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单星冰壶 

“单星冰壶”形状与“普通冰壶”相同，表面带 1 个红

色星标（如图 2.18 所示）。场地上设置有 12 个“单星冰壶”，

橙色和蓝色“单星冰壶”各 6 个，初始置于“单星冰壶放置

区”内（如图 2.19 所示）。“单星冰壶”只在自动运行阶段

出现。 

 

 

图 2.18 橙色“单星冰壶”（左）与蓝色“单星冰壶”（右） 

   

图 2.19 “单星冰壶”放置区 

2.2.5 双星冰壶 

“双星冰壶”形状与“普通冰壶”相同，表面带 2 个红

色星标（如图 2.20 所示）。场地上设置有 4 个“双星冰壶”，

橙色和蓝色“双星冰壶”各 2 个，初始置于“公共冰壶仓”

和“冰壶架”中，“双星冰壶”得分系数为 2，如“双星冰壶”

落在 2 分区，则该“双星冰壶”分值为 2 X 2 即 4 分。翻倒

的或飞出场外的“双星冰壶”不作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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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 “双星冰壶” 

2.2.6 冰壶仓 

“冰壶仓”为场上用于放置“普通冰壶”的装置（如图

2.21 所示），每个半场放置 1 个“冰壶仓”（场地上共有 2 个

“冰壶仓”），其放置位置如图 2.14 所示，每个己方半场的

“冰壶仓”上放置己方颜色的 5 个“普通冰壶”。机器人需

打开“冰壶仓”上的开关使“普通冰壶”下落至场地或机器

人内部。 

 

图 2.21 冰壶仓 

2.2.7 公共冰壶仓 

“公共冰壶仓”为场地上用于存放“冰壶”的装置（如

图 2.22 所示）。机器人可以按压“公共冰壶仓”上的开关使

“公共冰壶仓”上存放的“冰壶”掉落至场地上或者机器人

内部。每个赛场有 2 个“公共冰壶仓”，分别位于场地中间

的区域（如图 2.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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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公共冰壶仓”中放置 5 颗“冰壶”，分别为 4 颗

同色“普通冰壶”和 1 颗异色“双星冰壶”，“双星冰壶”放

置于最中间的位置。“公共冰壶仓 1”中放置 4 颗橙色“普通

冰壶”和 1 颗蓝色“双星冰壶”；“公共冰壶仓 2”中放置 4

颗蓝色“普通冰壶”和 1 颗橙色“双星冰壶”。两只队伍的

机器人都可以在任意位置从 2 个“公共冰壶仓”取得“冰壶”。 

自动运行阶段，机器人与“公共冰壶仓”卡住时，可不

处理，不判罚；手动对垒阶段，双方机器人同时接触“公共

冰壶仓”并保持僵持状态超过 5s，双方机器人必须离开“公

共冰壶仓”。如遇机器人与“公共冰壶仓”卡住的情况，须

己方参赛选手将机器人完全拆离（指机器人与“公共冰壶仓

完全”没有接触），此操作将视为 1 次触碰机器人。 

 

图 2.22 “公共冰壶仓” 

2.2.8 冰壶架 

“冰壶架”为场地上用于存放“冰壶”的装置（如图 2.23

所示）。“冰壶架”上底部一层存放有 3 颗“普通冰壶”，顶

部一层两侧各存放 1 颗“普通冰壶”，中间存放一颗“双星

冰壶”。机器人可以直接获取“冰壶架”上的冰壶，场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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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2 个“冰壶架”（如图 2.14 所示）。 

  

图 2.23 “冰壶架” 

2.2.9 数字卡和数字区域 

“数字卡”双方各有 6 张，分别为阿拉伯数字“1-6”。

比赛开始前，蓝方选手从“1-3”号数字卡中随机抽取 2 张，

橙方选手从“4-6”号数字卡中随机抽取 2 张，然后裁判将

抽出的数字卡片，按抽取顺序依次插入场地上的 8 个“卡片

插槽”中，双方数字卡数字和顺序都相同（如图 2.24 所示）。 

 

“1-6”号数字卡片 

 
图 2.24 数字卡插槽 

     每两个“数字卡”旁，都有 3 个对应的“数字区域”，

每个“数字区域”前放置一个“单星冰壶”（如图 2.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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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5 数字区域 

2.2.10 旗台 

“旗台”分为“固定旗台”和“活动旗台”，每种“旗

台”各 2 个（共 4 个“旗台”），放置在“禁止活动区”内；

“旗台”上有橙、蓝两色“旗帜”，分别代表双方队伍；“固

定旗台”的“旗帜”上的“RA”LOGO 为彩色，“活动旗台”

的“旗帜”上的“RA”LOGO 为白色；比赛结束后，当“旗台”

上己方“旗帜”高于对方“旗帜”时，该“旗台”为己方积

5 分。 

“旗台得分区”为得分区最中心的有“RA”logo 的白色

区域，如图 2.26 所示；一场比赛结束后，当双方“旗台”

得分相同时，“旗台得分区”的分值对双方都为 5 分；当一

方的“旗台”得分高于另一方时，“旗台得分区”的分值对

“旗台”得分高的队伍为 10 分，对“旗台”得分低的队伍

为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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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6 “旗台得分区”示意 

2.2.11 固定旗台 

比赛开始时“固定旗台”处于初始状态，如图 2.27 所

示，“固定旗台”放置在在“禁止活动区”中标有黑色标记

的位置上，如图 2.28 所示；比赛过程中，投掷“冰壶”击

打“旗台”下的活动挡板可使己方“旗帜”高于对方“旗帜”。 

 

图 2.27 “固定旗台”初始状态图 

 

图 2.28“固定旗台”放置位置 

手动对垒环节计时结束时，当“固定旗台”呈现出如图

2.29 所示的完全激活状态时，其“旗帜”的状态视为有效计

分状态，可计分；当“固定旗台”道具呈现出如图 2.30 所



 

21 

 

示的未完全激活状态时，其“旗帜”的状态视为无效计分状

态，不计分。 

 

 2.29“固定旗台”完全激活状态       图 2.30 “固定旗台”未完全激活状态 

2.2.12 活动旗台 

比赛开始时“活动旗台”处于初始状态，放置在“禁止

活动区”中标有白色标记的位置上，如图 2.31 所示；比赛

过程中，投掷“冰壶”击打“活动旗台”下的活动挡板可使

己方“旗帜”高于对方“旗帜”。 

       

图 2.31“活动旗台”初始状态及其放置位置 

 

“活动旗台”的“旗帜”的状态在一场比赛中可以多次

被改变，当“活动旗台”上对方“旗帜”高于己方“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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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仍然可以投掷“冰壶”击打“活动旗台”的活动挡板使

己方“旗帜”高于对方“旗帜”。手动对垒环节计时结束时，

当“活动旗台”呈现出如图 2.32 所示的完全激活状态时，

其“旗帜”的状态视为有效计分状态，可计分；当“活动旗

台”道具呈现出如图 2.33 所示的未完全激活状态时，其“旗

帜”的状态视为无效计分状态，不计分。    

  

图 2.32 “活动旗台”激活状态             图 2.33 “活动旗台”未完全激活状态  

 

2.2.13 机器人要求 

⚫ 机器人起始尺寸在地面垂直投影不超出 300mmX300mm（长

X 宽），机器人可以在比赛开始后展开，但是不可以分散

成不同部件，而且必须保持一个机器人整体； 

⚫ 机器人遥控器在地面垂直投影不超出 200mmX120mm（长 X

宽）； 

⚫ 单个机器人只允许使用共计不超过 1 个控制器、8 个电机

（包括舵机），控制器支持 WIFI、Bluetooth 等通信接口； 

⚫ 机器人搭建器材为 Thunbot，不得使用扎带、铆钉、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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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带等辅助连接材料； 

⚫ 比赛过程中只能推出冰壶，不能出现抛投冰壶的动作（冰

壶经投掷后离赛纸平面高度超过 10mm）则将取消比赛资

格。 

⚫ 参赛机器人的“冰壶”投掷功率不得危害人身安全，且不

能造成场地破坏、对方机器人损坏； 

⚫ 比赛前每支队伍将得到 2 个机器人编号，必须紧密粘贴在

机器人控制器上，比赛期间不允许更换机器人。 

2.2.14 比赛任务 

自动运行阶段： 

自动运行阶段时间为 30 秒，在此阶段内，参赛队伍可

启动两台机器人自动运行识别己方“数字卡”，然后将和“数

字卡”数字相同的“数字区域”前的单星冰壶，推入到该“数

字区域”中（如图 2.34 所示）。 

每颗底部接触面积完全进入正确“数字区域”的单星冰

壶得 10 分，总分 40 分。每颗底部接触面积完全进入错误“数

字区域”的单星冰壶减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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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4 单星冰壶得分示意 

自动运行阶段只计算“单星冰壶”得分。自动运行阶段

结束，将会对所有“单星冰壶”进行回收，撤出比赛场地。 

手动对垒阶段： 

手动对垒阶段时间为 180 秒，进入手动对垒阶段，参赛

选手可拿起遥控器手动操控机器人。在此阶段，机器人可继

续获取冰壶，并向“得分区”中自由投掷。不得直接从对方

颜色“冰壶仓”和“冰壶架”中获取冰壶，否则将暂停该违

规机器人运行。所有机器人每次最多投掷一颗冰壶，超过一

颗则只保留一颗最低得分的冰壶，其它冰壶均撤出比赛场

地。 

“得分区”分数设置如图 2.35 所示，中心位置为“旗

帜得分区”。 

 

图 2.35 得分区 

在手动对垒阶段，若机器人出现僵持或纠缠时间超过

5s，则需各自后退一定距离，若机器人无法自行分离，则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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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员帮助分离纠缠的机器人。 

机器人不得以掀翻对方机器人或将对方机器人推入得

分区为目的进行对抗，否则第一次将给予警告，第二次将暂

停该违规机器人的运行。 

机器人不得主动冲撞正在获取冰壶仓、公共冰壶仓和冰

壶架中冰壶的对方机器人，也不得主动冲撞正在投掷冰壶的

对方机器人。否则第一次将给予警告，第二次将暂停该违规

机器人的运行。 

2.2.15 比赛进程 

赛前检录： 

参赛队伍会接受专门的检录，错过检录或检录不合格的

队伍，会直接失去比赛资格，通过检录的战队才能进入比赛

现场。注意事项如下： 

⚫ 每支参赛队伍最多携带 2 台机器人参加比赛并进行检录； 

⚫ 机器人尺寸检测方法：将机器人放进内腔底面尺寸为

300mmX300mm(长 X 宽）的方盒内，能轻松放进方盒的机器

人判为尺寸合格； 

⚫ 检录后出现机器人无法正常运行的状况，参赛队伍可选择

继续参赛或放弃比赛，队伍承担相应后果； 

比赛准备阶段： 

⚫ 参赛选手需要在赛前完成参赛机器人的组装、调试与比赛

相关程序下载等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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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开始前 2 分钟进入比赛准备阶段，机器人操作手将参

赛的 2 台机器人分别放置于指定的启动区内，双方机器人

必须完全放置于橙、蓝色框内（如图 2.36 橙色和蓝色区

域所示），机器人垂直投影不能超出场地边缘和橙、蓝色

框。 

   

图 2.36 双方机器人启动区 

⚫ 在机器人放置并准备完成之后，机器人操作手需确认场地

状态（如冰壶摆放是否符合规范、地图有无损坏），如有

异常，可向裁判员提出； 

⚫ 开启机器人控制器电源，测试、确认设备连接正常后，将

遥控器放置于地图遥控器放置区内（如图 2.37 橙色和蓝

色区域所示），报告裁判员准备工作完毕； 

   

图 2.37 遥控放置区 

⚫ 上述所有准备工作必须在 2 分钟内完成（以向裁判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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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为准），裁判员检查双方机器人放置是否合规、道具

是否归位；机器人放置不规范会被裁判警示，不能合规放

置或者无视警示的队伍会被取消当场比赛资格。 

先后手判定阶段：  

⚫ 先后手判定用于决定手动对垒阶段参赛队伍率先投掷权；  

⚫ 比赛准备阶段结束后，裁判员将下达先后手判定信号；   

⚫ 收到先后手判定信号，双方派一名机器人操作手拿起遥控

器，操控 1 台机器人、调整机器人姿态，等待裁判员投掷

信号；   

⚫ 在裁判员发出投掷信号的 10s 内，双方从启动区启动任意

一台机器人投掷一颗“冰壶”，该“冰壶”可提前手动放

入机器人内； 

⚫ 双方需在裁判发出投掷信号的 10 秒内投掷出一颗“冰

壶”，未在规定时间内投掷的“冰壶”不生效；   

⚫ 裁判员根据比赛双方所投掷“冰壶”停留位置，离得分区

圆心近的“冰壶”所代表的一方拥有手动对垒阶段率先投

掷权；   

⚫ 先后手判定后，双方操作手应将遥控器放还至遥控放置点

内，调整机器人程序，为下一阶段做准备。 

自动运行阶段： 

⚫ 自动运行阶段时间为 30 秒； 

⚫ 裁判员下达比赛开始信号“预备，开始”，随即开始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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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开始，双方操作手应立即启动机器人自动程序； 

⚫ 自动运行阶段临近结束，裁判将进行 10 秒倒计时，当裁

判发出“自动运行阶段结束”信号，机器人操作手应立即

停止机器人动作，裁判员回收所有的“单星冰壶”。 

手动对垒阶段： 

⚫ 手动对垒阶段时间为 180 秒； 

⚫ 手动对垒阶段开始，双方操作手应立刻拿起机器人遥控

器，开始操控机器人。第一颗“冰壶”由拥有率先投掷权

的队伍先投出，另一支队伍不能投掷，但可以获取“冰壶”，

无论该队伍是否投出第一颗“冰壶”，手动对垒阶段开始

10s 后，都进行“冰壶”自由投掷，不再区分先后手顺序。 

比赛结束： 

⚫ 手动对垒阶段时间临近 180 秒，裁判将进行 10 秒倒计时，

当收到“比赛结束”信号，双方操作手应立即停止机器人

动作，等待裁判记录成绩； 

⚫ 比赛结束，仍有“冰壶”未投掷，不计其得分； 

⚫ 队长签字确认成绩，双方机器人操作手携带各自的机器人

离开比赛现场。 

比赛中断： 

当以下情况发生时，裁判员有权中断比赛： 

⚫ 安全隐患–场地内出现针对场地、参赛选手和机器人的安

全隐患。 



 

29 

 

⚫ 不可控技术原因–场地内的机器人、裁判系统及设备因为

无线电干扰等不可控技术因素无法正常开展比赛。 

⚫ 道具缺失或损坏–场地道具缺失或损坏导致无法正常进

行赛。 

⚫ 当收到裁判员比赛中断信号，参赛队员应迅速停止比赛机

器人动作，将遥控器放入场地遥控放置区内，且不可接触

场上任一物件。比赛中断后，有以下处理办法： 

⚫ 继续比赛-在比赛中断且可以在处理完意外状况之后继续

进行比赛的情况下，选择从比赛中断的时间开始继续比

赛； 

⚫ 重赛–重赛原因为现场工作人员、系统、现场控制或场地

本身的失误。机器人本身出现的意外行为不会造成重赛；

机器人引起的失败，如电池电量不足、处理器休眠时间暂

停、机器人机械/电子/软件/通讯失败等都不会造成重赛。 

2.2.16 机器人故障及处理办法 

比赛过程中当机器人死机、失控、翻车、与非公共场地

道具纠缠在一起等故障发生时参赛选手可示意裁判，在裁判

允许后，参赛选手须自行将机器人内部的“冰壶”清理至机

器人故障发生的位置，并将机器人放置回己方机器人启动区

进行重启重联，队伍将视为触碰己方机器人 1 次；比赛时间

不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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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初中组 

2.3.1 比赛场地及环境 

  比赛场地如图 2.38 所示，场地内腔尺寸为 2362mm×

2362mm。 

 

图 2.38 “初中组”比赛场地 

比赛场地环境为冷光源、低照度、无磁场干扰。由于一

般赛场环境的不确定因素较多，例如：场地表面可能有纹路

和不平整，边框上有裂缝，光照条件有变化等等，参赛队在

设计机器人时应充分考虑各种应对措施。 

2.3.2 场上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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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9 比赛场地分布 

2.3.3 普通冰壶 

“普通冰壶”为直径约 30mm 的近圆柱体的道具（如图

2.40 所示）。赛前场地上共有 28 个“普通冰壶”，蓝色和橙

色的“冰壶”各 14 个，“普通冰壶”初始放置于场地上的 2

个“冰壶仓”、2 个“冰壶架”和 2 个“公共冰壶仓”内。 

“得分区”中的得分情况由“冰壶”颜色来区分，橙色

“冰壶”得分代表橙方得分，蓝色“冰壶”得分代表蓝方得

分。“普通冰壶”得分系数为 1，如“普通冰壶”落在 2 分区

内，则“冰壶”得分为 2X1 即 2 分，翻倒或飞出场外的“冰

壶”不作计分。机器人投掷“冰壶”时，机器人垂直投影面

积不可以进入“禁止活动区”边界，否则第一次扣 5 分，第

二次将直接暂停该机器人运行，“禁止活动区”区域划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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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红色区域所示。 

 

图 2.40 橙色普通冰壶（左）与蓝色普通冰壶（右） 

 

图 2.41 比赛场地区域划分 

2.3.4 单星冰壶 

“单星冰壶”形状与“普通冰壶”相同，表面带 1 个红

色星标（如图 2.42 所示）。场地上设置有 12 个“单星冰壶”，

橙色和蓝色“单星冰壶”各 6 个，初始置于“单星冰壶放置

区”内（如图 2.43 所示）。“单星冰壶”只在自动运行阶段

出现。 

 

 

图 2.42 橙色“单星冰壶”（左）与蓝色“单星冰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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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3 “单星冰壶”放置区 

2.3.5 双星冰壶 

“双星冰壶”形状与“普通冰壶”相同，表面带 2 个红

色星标（如图 2.44 所示）。场地上设置有 4 个“双星冰壶”，

橙色和蓝色“双星冰壶”各 2 个，初始置于“公共冰壶仓”

和“冰壶架”中，“双星冰壶”得分系数为 2，如“双星冰壶”

落在 2 分区，则该“双星冰壶”分值为 2 X 2 即 4 分。翻倒

的或飞出场外的“双星冰壶”不作计分。 

 

图 2.44 “双星冰壶” 

2.3.6 冰壶仓 

“冰壶仓”为场上用于放置“普通冰壶”的装置（如图

2.45 所示），每个半场放置 1 个“冰壶仓”（场地上共有 2 个

“冰壶仓”），其放置位置如图 2.38 所示，每个己方半场的

“冰壶仓”上放置己方颜色的 5 个“普通冰壶”。机器人需

打开“冰壶仓”上的开关使“普通冰壶”下落至场地或机器

人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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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5 冰壶仓 

2.3.7 公共冰壶仓 

“公共冰壶仓”为场地上用于存放“冰壶”的装置（如

图 2.46 所示）。机器人可以按压“公共冰壶仓”上的开关使

“公共冰壶仓”上存放的“冰壶”掉落至场地上或者机器人

内部。每个赛场有 2 个“公共冰壶仓”，分别位于场地中间

的区域（如图 2.38 所示）。 

每个“公共冰壶仓”中放置 5 颗“冰壶”，分别为 4 颗

同色“普通冰壶”和 1 颗异色“双星冰壶”，“双星冰壶”放

置于最中间的位置。“公共冰壶仓 1”中放置 4 颗橙色“普通

冰壶”和 1 颗蓝色“双星冰壶”；“公共冰壶仓 2”中放置 4

颗蓝色“普通冰壶”和 1 颗橙色“双星冰壶”。两只队伍的

机器人都可以在任意位置从 2 个“公共冰壶仓”取得“冰壶”。 

自动运行阶段，机器人与“公共冰壶仓”卡住时，可不

处理，不判罚；手动对垒阶段，双方机器人同时接触“公共

冰壶仓”并保持僵持状态超过 5s，双方机器人必须离开“公

共冰壶仓”。如遇机器人与“公共冰壶仓”卡住的情况，须

己方参赛选手将机器人完全拆离（指机器人与“公共冰壶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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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没有接触），此操作将视为 1 次触碰机器人。 

 

图 2.46 “公共冰壶仓” 

2.3.8 冰壶架 

“冰壶架”为场地上用于存放“冰壶”的装置（如图 2.47

所示）。“冰壶架”上底部一层存放有 3 颗“普通冰壶”，顶

部一层两侧各存放 1 颗“普通冰壶”，中间存放一颗“双星

冰壶”。机器人可以直接获取“冰壶架”上的冰壶，场地上

共有 2 个“冰壶架”（如图 2.38 所示）。 

  

图 2.47 “冰壶架” 

2.3.9 数字卡和数字区域 

“数字卡”双方各有 6 张，分别为阿拉伯数字“1-6”。

比赛开始前，蓝方选手从“1-3”号数字卡中随机抽取 2 张，

橙方选手从“4-6”号数字卡中随机抽取 2 张，然后裁判将

抽出的数字卡片，按抽取顺序依次插入场地上的 8 个“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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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槽”中，双方数字卡数字和顺序都相同（如图 2.48 所示）。 

 

“1-6”号数字卡片 

 
图 2.48 数字卡插槽 

     每两个“数字卡”旁，都有 3 个对应的“数字区域”，

每个“数字区域”前放置一个“单星冰壶”（如图 2.49 所示）。 

 
图 2.49 数字区域 

2.3.10 旗台 

“旗台”分为“固定旗台”和“活动旗台”，每种“旗

台”各 2 个（共 4 个“旗台”），放置在“禁止活动区”内；

“旗台”上有橙、蓝两色“旗帜”，分别代表双方队伍；“固

定旗台”的“旗帜”上的“RA”LOGO 为彩色，“活动旗台”

的“旗帜”上的“RA”LOGO 为白色；比赛结束后，当“旗台”

上己方“旗帜”高于对方“旗帜”时，该“旗台”为己方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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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 

“旗台得分区”为得分区最中心的有“RA”logo 的白色

区域，如图 2.50 所示；一场比赛结束后，当双方“旗台”

得分相同时，“旗台得分区”的分值对双方都为 5 分；当一

方的“旗台”得分高于另一方时，“旗台得分区”的分值对

“旗台”得分高的队伍为 10 分，对“旗台”得分低的队伍

为 5 分。 

 

图 2.50 “旗台得分区”示意 

2.3.11 固定旗台 

比赛开始时“固定旗台”处于初始状态，如图 2.51 所

示，“固定旗台”放置在在“禁止活动区”中标有黑色标记

的位置上，如图 2.52 所示；比赛过程中，投掷“冰壶”击

打“旗台”下的活动挡板可使己方“旗帜”高于对方“旗帜”。 

 

图 2.51 “固定旗台”初始状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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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2“固定旗台”放置位置 

手动对垒环节计时结束时，当“固定旗台”呈现出如图

2.53 所示的完全激活状态时，其“旗帜”的状态视为有效计

分状态，可计分；当“固定旗台”道具呈现出如图 2.54 所

示的未完全激活状态时，其“旗帜”的状态视为无效计分状

态，不计分。 

 

 2.53“固定旗台”完全激活状态       图 2.54 “固定旗台”未完全激活状态 

2.3.12 活动旗台 

比赛开始时“活动旗台”处于初始状态，放置在“禁止

活动区”中标有白色标记的位置上，如图 2.55 所示；比赛

过程中，投掷“冰壶”击打“活动旗台”下的活动挡板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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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方“旗帜”高于对方“旗帜”。 

       

图 2.55“活动旗台”初始状态及其放置位置 

 

“活动旗台”的“旗帜”的状态在一场比赛中可以多次

被改变，当“活动旗台”上对方“旗帜”高于己方“旗帜”

时，仍然可以投掷“冰壶”击打“活动旗台”的活动挡板使

己方“旗帜”高于对方“旗帜”。手动对垒环节计时结束时，

当“活动旗台”呈现出如图 2.56 所示的完全激活状态时，

其“旗帜”的状态视为有效计分状态，可计分；当“活动旗

台”道具呈现出如图 2.57 所示的未完全激活状态时，其“旗

帜”的状态视为无效计分状态，不计分。    

  

图 2.56 “活动旗台”激活状态             图 2.57 “活动旗台”未完全激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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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3 机器人要求 

⚫ 机器人起始尺寸在地面垂直投影不超出 300mmX300mm（长

X 宽），机器人可以在比赛开始后展开，但是不可以分散

成不同部件，而且必须保持一个机器人整体； 

⚫ 机器人遥控器在地面垂直投影不超出 200mmX120mm（长 X

宽）； 

⚫ 单个机器人只允许使用共计不超过 1 个控制器、8 个电机

（包括舵机），控制器支持 WIFI、Bluetooth 等通信接口； 

⚫ 机器人搭建器材为 Thunbot，不得使用扎带、铆钉、胶水、

胶带等辅助连接材料； 

⚫ 比赛过程中只能推出冰壶，不能出现抛投冰壶的动作（冰

壶经投掷后离赛纸平面高度超过 10mm）则将取消比赛资

格。 

⚫ 参赛机器人的“冰壶”投掷功率不得危害人身安全，且不

能造成场地破坏、对方机器人损坏； 

⚫ 比赛前每支队伍将得到 2 个机器人编号，必须紧密粘贴在

机器人控制器上，比赛期间不允许更换机器人。 

2.3.14 比赛任务 

自动运行阶段： 

自动运行阶段时间为 30 秒，在此阶段内，参赛队伍可

启动两台机器人自动运行识别己方“数字卡”，然后将和“数

字卡”数字相同的“数字区域”前的单星冰壶，推入到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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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区域”中（如图 2.58 所示）。 

每颗底部接触面积完全进入正确“数字区域”的单星冰

壶得 10 分，总分 40 分。每颗底部接触面积完全进入错误“数

字区域”的单星冰壶减 20 分。 

 

图 2.58 单星冰壶得分示意 

自动运行阶段只计算“单星冰壶”得分。自动运行阶段

结束，将会对所有“单星冰壶”进行回收，撤出比赛场地。 

手动对垒阶段： 

手动对垒阶段时间为 180 秒，进入手动对垒阶段，参赛

选手可拿起遥控器手动操控机器人。在此阶段，机器人可继

续获取冰壶，并向“得分区”中自由投掷。不得直接从对方

颜色“冰壶仓”和“冰壶架”中获取冰壶，否则将暂停该违

规机器人运行。所有机器人每次最多投掷一颗冰壶，超过一

颗则只保留一颗最低得分的冰壶，其它冰壶均撤出比赛场

地。 

“得分区”分数设置如图 2.59 所示，中心位置为“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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帜得分区”。 

 

图 2.59 得分区 

在手动对垒阶段，若机器人出现僵持或纠缠时间超过

5s，则需各自后退一定距离，若机器人无法自行分离，则由

裁判员帮助分离纠缠的机器人。 

机器人不得以掀翻对方机器人或将对方机器人推入得

分区为目的进行对抗，否则第一次将给予警告，第二次将暂

停该违规机器人的运行。 

机器人不得主动冲撞正在获取冰壶仓、公共冰壶仓和冰

壶架中冰壶的对方机器人，也不得主动冲撞正在投掷冰壶的

对方机器人。否则第一次将给予警告，第二次将暂停该违规

机器人的运行。 

2.3.15 比赛进程 

赛前检录： 

参赛队伍会接受专门的检录，错过检录或检录不合格的

队伍，会直接失去比赛资格，通过检录的战队才能进入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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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注意事项如下： 

⚫ 每支参赛队伍最多携带 2 台机器人参加比赛并进行检录； 

⚫ 机器人尺寸检测方法：将机器人放进内腔底面尺寸为

300mmX300mm(长 X 宽）的方盒内，能轻松放进方盒的机器

人判为尺寸合格； 

⚫ 检录后出现机器人无法正常运行的状况，参赛队伍可选择

继续参赛或放弃比赛，队伍承担相应后果； 

比赛准备阶段： 

⚫ 参赛选手需要在赛前完成参赛机器人的组装、调试与比赛

相关程序下载等准备工作； 

⚫ 比赛开始前 2 分钟进入比赛准备阶段，机器人操作手将参

赛的 2 台机器人分别放置于指定的启动区内，双方机器人

必须完全放置于橙、蓝色框内（如图 2.60 橙色和蓝色区

域所示），机器人垂直投影不能超出场地边缘和橙、蓝色

框。 

   

图 2.60 双方机器人启动区 

⚫ 在机器人放置并准备完成之后，机器人操作手需确认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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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如冰壶摆放是否符合规范、地图有无损坏），如有

异常，可向裁判员提出； 

⚫ 开启机器人控制器电源，测试、确认设备连接正常后，将

遥控器放置于地图遥控器放置区内（如图 2.61 橙色和蓝

色区域所示），报告裁判员准备工作完毕； 

   

图 2.61 遥控放置区 

⚫ 上述所有准备工作必须在 2 分钟内完成（以向裁判员报告

时刻为准），裁判员检查双方机器人放置是否合规、道具

是否归位；机器人放置不规范会被裁判警示，不能合规放

置或者无视警示的队伍会被取消当场比赛资格。 

先后手判定阶段：  

⚫ 先后手判定用于决定手动对垒阶段参赛队伍率先投掷权；  

⚫ 比赛准备阶段结束后，裁判员将下达先后手判定信号；   

⚫ 收到先后手判定信号，双方派一名机器人操作手拿起遥控

器，操控 1 台机器人、调整机器人姿态，等待裁判员投掷

信号；   

⚫ 在裁判员发出投掷信号的 10s 内，双方从启动区启动任意

一台机器人投掷一颗“冰壶”，该“冰壶”可提前手动放

入机器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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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需在裁判发出投掷信号的 10 秒内投掷出一颗“冰

壶”，未在规定时间内投掷的“冰壶”不生效；   

⚫ 裁判员根据比赛双方所投掷“冰壶”停留位置，离得分区

圆心近的“冰壶”所代表的一方拥有手动对垒阶段率先投

掷权；   

⚫ 先后手判定后，双方操作手应将遥控器放还至遥控放置点

内，调整机器人程序，为下一阶段做准备。 

自动运行阶段： 

⚫ 自动运行阶段时间为 30 秒； 

⚫ 裁判员下达比赛开始信号“预备，开始”，随即开始比赛； 

⚫ 比赛开始，双方操作手应立即启动机器人自动程序； 

⚫ 自动运行阶段临近结束，裁判将进行 10 秒倒计时，当裁

判发出“自动运行阶段结束”信号，机器人操作手应立即

停止机器人动作，裁判员回收所有的“单星冰壶”。 

手动对垒阶段： 

⚫ 手动对垒阶段时间为 180 秒； 

⚫ 手动对垒阶段开始，双方操作手应立刻拿起机器人遥控

器，开始操控机器人。第一颗“冰壶”由拥有率先投掷权

的队伍先投出，另一支队伍不能投掷，但可以获取“冰壶”，

无论该队伍是否投出第一颗“冰壶”，手动对垒阶段开始

10s 后，都进行“冰壶”自由投掷，不再区分先后手顺序。 

比赛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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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动对垒阶段时间临近 180 秒，裁判将进行 10 秒倒计时，

当收到“比赛结束”信号，双方操作手应立即停止机器人

动作，等待裁判记录成绩； 

⚫ 比赛结束，仍有“冰壶”未投掷，不计其得分； 

⚫ 队长签字确认成绩，双方机器人操作手携带各自的机器人

离开比赛现场。 

比赛中断： 

当以下情况发生时，裁判员有权中断比赛： 

⚫ 安全隐患–场地内出现针对场地、参赛选手和机器人的安

全隐患。 

⚫ 不可控技术原因–场地内的机器人、裁判系统及设备因为

无线电干扰等不可控技术因素无法正常开展比赛。 

⚫ 道具缺失或损坏–场地道具缺失或损坏导致无法正常进

行赛。 

⚫ 当收到裁判员比赛中断信号，参赛队员应迅速停止比赛机

器人动作，将遥控器放入场地遥控放置区内，且不可接触

场上任一物件。比赛中断后，有以下处理办法： 

⚫ 继续比赛-在比赛中断且可以在处理完意外状况之后继续

进行比赛的情况下，选择从比赛中断的时间开始继续比

赛； 

⚫ 重赛–重赛原因为现场工作人员、系统、现场控制或场地

本身的失误。机器人本身出现的意外行为不会造成重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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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引起的失败，如电池电量不足、处理器休眠时间暂

停、机器人机械/电子/软件/通讯失败等都不会造成重赛。 

2.3.16 机器人故障及处理办法 

比赛过程中当机器人死机、失控、翻车、与非公共场地

道具纠缠在一起等故障发生时参赛选手可示意裁判，在裁判

允许后，参赛选手须自行将机器人内部的“冰壶”清理至机

器人故障发生的位置，并将机器人放置回己方机器人启动区

进行重启重联，队伍将视为触碰己方机器人 1 次；比赛时间

不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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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比赛评比 

3.1 比赛评分 

 

小学Ⅰ组计分细则如下： 

计分项 单项得分 最高分 

1 颗单星冰壶进入 1、2、3、4、

5 分区分别得分 

2、4、6、8、

10 
10 

1 颗普通冰壶进入 1、2、3、4、

5 分区分别得分 

1、2、3、4、

5 
5 

一个己方“旗帜”高于对方“旗

帜”的“旗台” 
5 10 

比赛过程中，机器人垂直投影

超出己方活动区边界 
-5 

第一次扣 5分，

第二次将暂停

机器人活动 

手动对垒阶段，机器人垂直投

影进入得分区三环内的区域 
- 取消比赛成绩 

比赛过程中有触碰己方或对方

机器人的行为 
-5 

超过 3 次将取

消比赛成绩 

机器人破坏场地道具 -5 
严重将取消比

赛成绩 

机器人投掷出的冰壶直接撞击

至对方机器人活动区短边背板 
- 直接判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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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Ⅱ组&初中组计分细则如下： 

计分项 单项得分 最高分 

1 颗“双星冰壶”进入 1、2、3、

4、5 分区分别得分 

2、4、6、8、

10 
10 

1 颗“普通冰壶”进入 1、2、3、

4、5 分区分别得分 

1、2、3、4、

5 
5 

1 颗“单星冰壶”完全进入正

确“数字区域” 
10 40 

一个己方“旗帜”高于对方“旗

帜”的“旗台” 
5 20 

双方“旗台”得分相同时“旗

帜得分区”分值 
5 / 

双方“旗台”得分不同时 高 10/低 5 / 

1 颗“单星冰壶”完全进入错

误“数字区域” 
-20 -40 

比赛过程中，机器人垂直投影

超出己方活动区边界 
-5 

第一次扣 5 分，

第二次将暂停

机器人活动 

手动对垒阶段，机器人垂直投

影进入得分区三环内的区域 
- 取消比赛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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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过程中有触碰己方或对方

机器人的行为 
-5 

超过 3 次将取

消比赛成绩 

机器人破坏场地道具 -5 
严重将取消比

赛成绩 

比赛结束后，机器人携带有未

投掷的对方“冰壶”或者有对

方“冰壶”位于机器人垂直投

影区内 

-5/颗 - 

 

3.2 赛制说明 

每场比赛以最终的得分总成绩来决定胜负关系，总得分

高的参赛队赢得比赛胜利。 

3.2.1 初赛 

初赛采用小组单循环赛制，一个小组共有 4 支队伍，在

组内进行单循环比赛，每支队伍需进行 3 场比赛，单场获得

胜利积 2 分，平局积 1 分，失败积 0 分。若积分相同，以双

方胜负关系取名次，若依然无法区分，则比较 3 场总任务得

分→单场最高得分→加赛一轮（组委会可能根据参赛报名和

场馆的实际情况变更赛制）。 

初赛小组分组情况，由系统随机生成。 

晋级比例： 

所有小组完成组内循环赛后，小组排名前 2 的队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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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获得晋级资格。 

 

组  别 A 组 B 组 C 组 D 组 

小 组 内
完 成 单
循 环 比
赛，根据
积 分 取
得 组 内
排名 

A1 B1 C1 D1 

A2 B2 C2 D2 

A3 B3 C3 D3 

A4 B4 C4 D4 

3.2.2 复赛 

获得晋级资格的队伍，将参加复赛。复赛将随机匹配对

战的小组，由一个小组排名第一的队伍对阵另一个小组排名

第二的队伍，生成对阵表。 

A1 B2 C1 D2 A2 B1 C2 D1

胜 胜 胜 胜

冠 冠

冠 冠

冠 冠

胜 胜 胜 胜 胜 胜 胜 胜 胜 胜 胜 胜 胜 胜 胜 胜

 

复赛为淘汰赛，每轮比赛采用三局二胜的赛制，在该轮

比赛中获得胜利的队伍，可以晋级到下一轮的比赛，另一只

队伍则被淘汰（组委会可能根据参赛报名和场馆的实际情况

变更赛制）。 

 

3.3 奖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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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组别设立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复赛成绩前三

名获得金、银、铜奖。 

4 其它规则 

4.1 安全规则 

参赛机器人的冰壶投掷功率不得危害人身安全，且不能

造成场地破坏、对方机器人损坏。 

不可以使用有毒、有害或其他存在安全隐患的物品搭建

或改装机器人，裁判或其他赛事工作人员有权禁止含有以上

物品的机器人参加比赛。 

4.2 现场规则 

⚫ 在整个比赛进行过程中，如果出现以下任意行为，裁判员

将对该参赛队进行处罚： 

⚫ 破坏比赛场地、道具、或其它队伍的道具、机器人； 

⚫ 自动运行阶段，机器人启动并开始运行程序后接触遥控

器； 

⚫ 在自动运行阶段机器人开始运行自动程序后，整个比赛过

程中有触碰己方或对方机器人的行为； 

⚫ 比赛结束后，机器人携带有未投掷的对方“冰壶”或者有

对方“冰壶”位于机器人垂直投影区内（适用于小学Ⅱ组

&初中组）； 

⚫ 比赛过程中用身体接触赛台； 

⚫ 比赛过程中机器人投影进入“禁止活动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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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危险物品或是有其他可能影响比赛进行的危险行为； 

⚫ 针对其他队伍成员、其他参赛队伍、观众、评委或工作人

员有不适宜的语言或行为； 

⚫ 将手机或其他有线、无线的通讯工具带进指定的比赛区； 

⚫ 将食物或者饮料（饮用水除外）带进指定的比赛区； 

⚫ 在比赛进行时，参赛者不得使用任何形式的通讯工具或办

法，与比赛区以外的任何人进行交流。违者将被取消比赛

资格并立即离开比赛场地。如果确实有必要进行交流，则

在工作人员或管理员的带领下让参赛队员与场外人员进

行交流，或者经过评委的允许通过传递纸条进行交流； 

⚫ 其他任何裁判认为是违反比赛精神的情况； 

⚫ 如果违反本文件中提到的任何规则，裁判员可以决定以下

的一个或多个方式处理: 

⚫ 口头警告，并责令改正； 

⚫ 队伍不允许参与下一轮或接下来几轮的比赛； 

⚫ 直接取消队伍参赛资格。 

4.3 申诉与仲裁 

申述要求：对不符合大赛和赛项规程规定的事项及有争

议的竞赛成绩，参赛人员可以书面形式申请仲裁。提起申述

应该按照规定的流程，在“申述有效期”内提出，一般“申

述有效期”为比赛结束后的 4 小时之内，具体时间以赛前发

布的《比赛秩序册》为准。超过申述时限的仲裁要求将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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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且仲裁委员会将维持原本的比赛结果。 

仲裁处理过程：仲裁委员会将负责比赛期间出现的申述

请求并进行仲裁处理。比赛中的回放录像、照片等可能存在

因拍摄角度导致的不准确性，仅作为仲裁委员会参考，不作

为仲裁依据。 

仲裁处理结果：仲裁结果分为“维持原比赛成绩”、“重

新评定成绩”、“重赛”三种，提起仲裁的参赛队需尊重仲裁

结果，不得产生过激的动作和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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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小学Ⅰ组评分表 

极限冰壶-小学Ⅰ组-评分表 

 

赛台编号：                     对阵情况：                      场次：           

队伍编号 
得分区得分 

任务得分 
胜负积分 

（2/1/0）  

 

1 分区 2 分区 3 分区 4 分区 5 分区 小   计 

 

单星冰壶（2）       

  

普通冰壶（1）       

旗帜得分（5）   

违规情况 

破坏赛台 

（-5/取消成绩） 

违规触碰机器人 

（-5/取消成绩） 

机器人越界 

（-5/停止运行） 

触碰场地背板 

（直接判负） 

投掷高度>10mm 

(取消成绩) 

     

V S 

队伍编号 
得分区得分 

任务得分 
胜负积分 

(2/1/0)  

 

1 分区 2 分区 3 分区 4 分区 5 分区 小   计 

 

单星冰壶（2）       

  

普通冰壶（1）       

旗帜得分（5）   

违规情况 

破坏赛台 

（-5/取消成绩） 

违规触碰机器人 

（-5/取消成绩） 

机器人越界 

（-5/停止运行） 

触碰场地背板 

（直接判负） 

投掷高度>10mm 

(取消成绩) 

     

（备注：超过 3 次违规触碰机器人将取消成绩，造成赛台严重损坏，无法继续下一场比赛，

将取消成绩；机器人违规越界进入得分区三环内，取消比赛成绩。） 

参赛选手签字：                                    参赛选手签字： 

 

裁判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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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小学Ⅱ组&初中组评分表 

极限冰壶-小学Ⅱ组&初中组-评分表 

 

赛台编号：                     对阵情况：                      场次：           

队伍编号 
得分区得分 

任务得分 
胜负积分 

（2/1/0） 计分项 1 分区 2 分区 3 分区 4 分区 5 分区 旗帜得分区 小   计 

 

普通冰壶（1）        

  

双星冰壶（2）        

单星冰壶（10）   

旗帜得分（5） （旗帜数量： ＞ 、 ≤ 对方）  

违规情况 

错误单星冰壶 

（-20/个） 

破坏赛台 

（-5/取消成绩） 

违规碰机器人 

（-5/取消成绩） 

机器人越界 

（-5/停止运行） 

投掷高度>10mm 

(取消成绩) 

违规持壶 

（-5/颗） 

      

V S 

队伍编号 
得分区得分 

任务得分 
胜负积分 

(2/1/0) 计分项 1 分区 2 分区 3 分区 4 分区 5 分区 旗帜得分区 小   计 

 

普通冰壶（1）        

  

双星冰壶（2）        

单星冰壶（10）   

旗帜得分（5） （旗帜数量： ＞ 、 ≤ 对方）  

违规情况 

错误单星冰壶 

（-20/个） 

破坏赛台 

（-5/取消成绩） 

违规用碰机器人 

（-5/取消成绩） 

机器人越界 

（-5/停止运行） 

投掷高度>10mm 

(取消成绩) 

违规持壶 

（-5/颗） 

      

（备注：旗帜数量＞对方，旗帜的分区为 10 分，旗帜数量≤对方，旗帜的分区为 5 分，超

过 3 次违规触碰机器人将取消成绩，造成赛台严重损坏，无法继续下一场比赛，将取消成

绩；机器人违规越界进入得分区三环内，取消比赛成绩。） 

参赛选手签字：                                    参赛选手签字： 

 

裁判员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