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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比赛内容

1.1 比赛简介

主题任务编程，是依靠电脑编程和程序设计的竞赛项目，根据本

项目竞赛规则，发布的主题任务来完成机器人的组装以及编程。通过

该项目，考察学员对机器人组装及编程能力，锻炼选手灵活应变、解

析问题的能力和创造力。

1.2 比赛主题

2022 年 11 月 1 日，中国空间站梦天实验舱与空间站组合体在轨

完成交会对接，中国打造的“太空家园”迎来最后一块“拼图”，而

建成的天宫空间站也将为全人类进一步探索太空提供一个可靠的平

台。本次项目我们将以 “太空家园”为主题，让学生以工程任务的

形式探索科学知识，并动手创作设计自己的机器人以完成任务。

1.3 参赛要求

比赛为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以团队方式完成，每支队伍由 2

名选手和 1名指导教师组成，选手为截止到 2023 年 6 月在校学生。

1.4 比赛场地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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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场地透视图及场地图区域

（1）比赛场地图长宽为 240cm*150cm，材质为高强 PVC 苫布，

地图边有留白 5cm。

（2）起始区为 30cm*30cm 长宽的标准正方形，分别为红色和蓝

色，位于地图的两个对角。参赛选手可自行选择将本队的两台机器人

分别放置于红蓝两个起始区中的一个。

（3）长宽为 25cm*150cm 的联合任务区位于场地图正中，并将场

地图分为红蓝两个机器人活动区域。其中设置于红色起始区的机器人

只能在红方机器人活动区域内运行，蓝方机器人活动区域亦同，两台

机器人在比赛全程中不得跨越联合任务区范围。

（4）红方机器人活动区域内含有长宽 54cm*42cm 的筛选区，有

高度 11cm 的挡板围住，及放置有 1个运输框的取框区。

（5）蓝方机器人活动区域内含有 2个长宽 27cm*12cm 的高架区、

1个长宽为 15cm*15cm 的采集区以及 2个固定长宽 13cm*13cm 的红蓝

分类区。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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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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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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器材及机器人规范

2.1 比赛器材

每支队伍限用两台机器人。各参赛队伍可使用自备的器材自行设

计和构建机器人，但机器人必须符合“机器人规范要求”中的各项要

求。参赛时机器人可整机入场无需现场搭建，但需通过全面检查，以

确保符合相关要求。选手应对不符合要求的地方进行修整改进，方可

参加比赛。

2.2 机器人规范要求

（1）比赛开始前机器人长宽高不超过 30cm*30cm*30cm，比赛开

始后可伸展。

（2）每台机器人只允许使用一个控制器，控制器需为无塑料外

壳的电路板，控制器端口总数不少于 12 个。处理器的型号限定为

m328p、mega2560和 nRF52833三种开源硬件芯片。

（3）每台机器人使用电机（含舵机）总数不超过 7 个（含 7个），

电机最高转速不超过 400 转。当电机用于驱动轮时，只允许单个电机

独立驱动单个着地的轮子。

（4）遥控机器人时只允许使用无线遥控手柄的方式进行，仅限

蓝牙及 2.4g 两种。

（5）搭建机器人不允许使用 3D打印件，但可使用皮筋，履带等

其他辅助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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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比赛任务及规则

比赛分两轮进行，每轮比赛任务中各参赛队通过自动程序及远程

遥控两种方式分别控制两台机器人配合完成各个任务区内设置的任

务，任务过程中机器人可以自行安排任务的完成顺序。完成任务后，

参赛队的所有机器人需回到各自的起始区结束比赛。

自动时长内必须由机器人通过程序自主运行完成，遥控时长内可

由选手通过无线手柄遥控机器人完成。其中小学组共有 180 秒的遥控

时长，初中组共有 10 秒的自动时长和 170 秒的遥控时长，高中组共

有 20 秒的自动时长和 160 秒的遥控时长。自动时长内机器人可自主

移动完成场地中的任务，且可完成的任务类型不限，否则需等待自动

时长结束，自动时长结束后，选手方可使用手柄控制机器人，比赛全

程不停表。

3.1 比赛任务

比赛中实际使用的任务模型在结构、颜色上可能与本规则上的图

形稍有不同，参赛队应具备适应能力。

联合任务使用的任务模型在调试开始前，由裁判随机抽取设置于

联合任务区内（采集装置的置物框及提炼装置的转柄始终面向蓝方机

器人活动区域；提炼装置的出口端始终与资源检测装置的放置框相

邻），位置一旦确定即使用双面胶固定于场地图上。同一组别的所有

参赛队均保持一致。

红色起始区出发的机器人需完成红方机器人区域内设置的红方

任务，蓝色起始区出发的机器人需完成蓝方机器人区域内设置的蓝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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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1）采集太空资源（联合任务一）

任务描述：采集太空资源为建设太空家园提供物质和能源。

任务过程：采集装置的置物台内设置有 6 - 8 个资源块（小学组

设置 4 个小资源块及 2 个大资源块、初中组设置 5个小资源块及 2个

大资源块、高中组设置 6 个小资源块及 2 个大资源块），其中大资源

块（铁，长宽高 5*5*4cm）用来完成后续的联合任务，小资源块（氢、

长宽高 4*4*4cm）用来完成红方区域内的反应堆任务。蓝方机器人推

动置物台，使置物台内所有的资源块掉落至红方机器人活动区域。

完成标准：当一个资源块于场地图接触，记 10 分。

大小资源块及采集太空资源示意图

（2）提炼太空资源（联合任务二）

小能量块

大能量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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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描述：对采集的资源进行深度提炼，能产生建设必须的铁。

任务过程：提炼装置由转柄、进料口、传送带及出口端组成。红

方机器人获取掉落于红方活动区内的大资源块后，将其放置在传送带

的进料口，由蓝方机器人转动转柄使进料口的大资源块通过传送带移

动至出口端，并掉落到资源检测装置的的运输框内。

完成标准：成功放置一个大资源块至进料口内记 50分，成功使

一个大资源块完全进入运输框内记 50分。

提炼装置示意图

（3）太空资源检测（联合任务三）

任务描述：为保证提炼的资源质量稳定及有效，需要进行检测。

任务过程：资源检测装置由置物台、天平、护栏、运输框组成，

运输框初始设置于取框区内，首先由红方机器人获取运输框放置在资

源检测装置的护栏内，当蓝方机器人转动提炼装置的转柄使大资源块

转柄

进料口 出口端

传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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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入运输框后，红方机器人可将另一个大资源块放置于置物台上，使

护栏升起露出运输框及大资源块。

完成标准：当红方机器人成功将大资源块放置于置物台上，且护

栏升起记 50分。当蓝方机器人成功取走运输框记 50分。

资源检测装置示意图

（4）获取运输框（红方任务一）

任务描述：运输检测完成的资源需要使用特制的运输框。

任务过程：红方机器人区域的取框区内有 1 个长宽 13cm*13cm 的

运输框，红方机器人需要将该运输框运送至资源检测装置护栏下的运

输框放置位。

完成标准：当运输框于取框区不接触记 20 分，当运输框的垂直

投影与护栏的垂直投影接触，记 30分。

置物台

天平
护栏

运输框

放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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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框示意图

（5）运行核能反应（红方任务二）

任务描述：采集的氢资源能为太空家园的核能装置提供原料。

任务过程：红方机器人区域的筛选区内有一个长宽 54cm*42cm，

高度 11cm 的围栏，围栏内部有一个长宽 15cm*15cm，高度 11cm 的核

能装置。红方机器人需要将获取的小资源块在不触碰围栏的情况下进

行投掷。

完成标准：每成功将一个小资源块投入围栏内但未进入核能装置

的记 10分，若完全投入核能装置则 50分。

围栏及核能装置示意图

（6）采集工厂建设（蓝方任务一）

任务描述：采集工厂的建设需要使用大量的优质铁资源。

任务过程：蓝方机器人区域内有 1个长宽 15cm*15cm 的采集区，

核能装置
围栏

天平

护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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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方机器人需要将资源检测装置内完成放置的运输框及大资源块运

送至采集区。

完成标准：当运输框的垂直投影完全进入采集区记 30 分，当大

资源块的垂直投影完全进入采集区记 20 分。

（7）获取建设模块（蓝方任务二）

任务描述：通过预组装的建设模块，能快速的完成太空家园建设。

任务过程：蓝方机器人区域内的 2处高架区分别设置有 1 个高架

装置，2个高架装置分别放置有 2 - 4 个红蓝两色的建设模块（长宽

高 4*4*4cm，小学 2个、初中 3个、高中 4 个，两种颜色建设模块分

别的具体数量由裁判在编程调试开始前随机设置），蓝方机器人需要

向上抬起高架装置的后端，使建设模块滑落。

完成标准：每成功清空一个高架上的建设模块记 20分。

高架装置示意图

（8）建设太空基地（蓝方任务三）

任务描述：建设太空基地需要首先根据建设模块的特征进行分类，

才能高效的完成建设任务。

任务过程：蓝方机器人区域内有 2 个长宽 13cm*13cm 分类区，分

为红色及蓝色分类区。蓝方机器人需要将从高架装置上滑落的红蓝两

后端
蓝色建

设模块

红色建

设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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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建设模块，根据颜色分类运至对应颜色的分类区内。

完成标准：每成功将一个建设模块运送至对应颜色的分类区内，

且不与分类区外的场地图接触记 20分。

分类区示意图

3.2 安全规则

保证比赛能安全进行的情况下，选手需自行准备比赛所需电池，

电脑等参赛用品。

比赛期间禁止使用手机，电话手表等通讯工具。

比赛期间不得恶意破坏，污损，撕扯比赛地图。

3.3 比赛流程及规则

（1）编程调试

机器人的搭建、编程、调试只能在准备区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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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器材及机器人规范”的要求进行检查。

（2）赛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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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生队员上场时，站立在起始区附近。队员自行将自己的机器人放入起

始区，并将携带的手柄放置在场地上。机器人的任何部分及其在地面

的投影不能超出起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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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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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开始”命令的第一个

字，队员可以按下遥控手柄的一个按键去启动机器人进行任务。其中

初中组及高中组需首先在自动时长结束后，方可使用手柄遥控直接机

器人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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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一旦启动，任务全程队员不得接触机器人及任务模型（重

置的情况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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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裁判员及时清出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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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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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裁判员同意重置后，场地状态保持不变，队员可将需要重置的机器人

搬回起始区并重新启动。每场比赛可以无限次数重置，但每发生一次

重置扣除最终得分 10分。重置期间计时不停止，也不重新开始计时。

机器人已经完成的任务仍有效，但重置过程选手不得触碰任务模型，

否则该任务不得分。若发生重置时机器人携带有任务模型，则该任务

模型无效，并交由裁判保管。

（5）比赛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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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场比赛的规定时间为 180 秒，其中小学组全部规定时间 180

秒均为遥控时长，初中组则分为自动时长 10 秒和遥控时长 170 秒，

高中组则分为自动时长 20秒和遥控时长 160 秒，比赛全程均不停表

计时。若在计时结束前，参赛队的两台机器人均返回对应的起始区（驱

动轮均接触起始区），则比赛结束停止计时；若参赛队在完成一些任

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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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队员除应立即放下遥控手柄停止机器人动作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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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得分，并取回自己的机器人。

4.计分及赛制

4.1 赛制

比赛为积分赛，不分初赛与复赛。参加队伍采取现场抽签方式确

定分组及参赛顺序，参赛队按抽签确定的顺序轮流上场比赛，组委会

保证同一组别的不同参赛队有相同的上场机会，一般不少于两轮。比

赛中上一队开始比赛时，会通知下一队候场准备。在规定时间内没有

到场的队伍，将视为放弃比赛资格。比赛成绩将在两轮成绩中取两轮

比赛得分成绩之和为最终成绩，进行最终排名。

4.2 计分规则

每场比赛结束后要计算参赛队的得分。单场比赛的得分为各任务

分、剩余时间分、重置扣分及创新设计分之和。任务分以比赛结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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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最终状态，依据任务完成标准计分，详见“3.1 比赛任务”。

剩余时间分为该场比赛结束时剩余时间的秒数，只有全部联合任务满

分才可附加剩余时间分。创新设计分由裁判根据机器人的外观结构及

任务完成情况给予相应的分值。各轮比赛全部结束后，以各单场得分

之和作为参赛队的总分。

5.比赛评比

5.1 奖励（排名规则）

某一组别的全部比赛结束后，按参赛队的总分进行排名。如果出

现局部持平，按以下顺序破平：

（1）某一单场得分高者在先；

（2）筛选资源块任务得分较高者在先；

（3）分类资源块任务得分较高者在先；

（4）重置次数少者在先；

（5）两轮总用时少者在先；

5.2 奖项设置

本比赛项目将按照主题和组别分设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一等

奖、二等奖和三等奖，每个奖的数量将根据参赛队伍的总数按照一定

的比例确定。成绩前三名获得金、银、铜奖。

6. 犯规及取消比赛资格

以下情况视为犯规：



14

（1）每支队伍每轮任务允许第 1 次机器人“早启动”，第 2 次

再犯则该轮成绩为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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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再犯则该轮成绩为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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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查证则该轮成绩记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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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犯规

将判罚该轮成绩为 0 分，犯规分离或掉落的零件则由裁判即时清理

出场。

（5）机器人越过联合任务区，即机器人的垂直投影脱离红/蓝机

器人区域，则该轮成绩为 0 分。

（6）所有参赛队均需保护比赛场地，若比赛过程中因机器人冲

撞或选手操作破坏比赛场地的，该轮比赛成绩为 0 分。

以下为取消比赛资格：

（1）参赛选手出现重复、虚假报名，一经发现，将取消比赛资

格。

（2）未在竞赛时间内参加比赛。

（3）比赛期间，若发生规则中未明示的部分或出现临时的突发

情况，与裁判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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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说明

本规则是实施裁判工作的依据，在竞赛过程中裁判有最终裁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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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比赛过程评分表

太空家园记分表

参赛队： 学校： 组别：

任务名称 分值及说明 第一轮 第二轮

采集太空资源 10 分/个，资源块接触场地图

提炼太空资源
50 分，成功放置大资源块

50 分，大资源块进入运输框

太空资源检测
50 分，大资源块置于置物台

50 分，机器人取走运输框

获取运输框
20 分，运输框离开取框区

30 分，运输框进入护栏内

运行核能反应
50 分/个，进入核能装置

10 分/个，仅进入围栏内

采集工厂建设
30 分，运输框进入采集区

20 分，大资源块进入采集区

获取建设模块 20 分/个，高架装置被清空

建设太空基地 20 分/个，正确进入分类区

剩余时间分（180-完成时间，1分/秒，联合任务全部满

分）

重置次数（-10 分/次）

单场得分（任务分 + 剩余时间分 + 重置扣分）

创新设计分

（0-50 分，每 5分一档，）结构设

计稳定合理，符合主题；作品具有一

定想象力和个性表现力，能够表达作

者的设计理念；任务完成动作具有美

感，并具备一定的实用性；

总分

裁判员： 参赛队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