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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2024-2025 学年）

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成果展示大赛

未来创芯师-智能电路与工程创新赛

赛项规则

组别：小学低段组（1—3年级）、
小学高段组（4—6年级）、
中学组（含初中、高中、中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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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竞赛内容

1.1 竞赛简介

“未来创芯师-智能电路与工程创新赛”系面向青少年群

体开展的专业性电子设计与工程挑战竞赛。此竞赛以培养参

赛选手的逻辑思维能力、动手实践能力以及创新意识为核心

目标，聚焦于智能电路与电子工程的设计及实践领域。赛事

围绕集成电路创新、芯片制造等科技主题设置多项具有挑战

性的任务，为青少年搭建起一个展现科技才能与创新思维的

高端平台。选手在比赛中需要将理论与实操相融，于电路设

计、模块焊接、机械组装、硬件编程等各环节锤炼技能，在

实际应用场景里探索更多技术电路实现路径。

参赛选手需要完成两项挑战任务，分别是：

 任务一：创芯起步·智能电路设计

任务一设置 2道电路创新设计题，选手在规定时间内按

题目要求完成电路拼搭，并正确演示电路效果。

 任务二：智造未来·强芯实践挑战

任务二包含两个部分：①智能车制作；②赛道任务。

1.2 竞赛主题

主题：“智能时代 创芯未来”

1.3 参赛要求

选手报名组别按参赛选手（在本年 9 月以后的）在读学

段分为小学低段组（1—3 年级）、小学高段组（4—6 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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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组（含初中、高中、中职、高职）。

每队 1人，须有 1名指导教师。

参赛学生需具备基本的电子电路知识和编程基础。

1.4 竞赛场地与环境

1.4.1 场地设有制作区和挑战区两个区域，除去最终的调

试和行驶挑战，其余均在制作区完成。

1.4.2 现场不提供 220v 电源，选手须自行准备合适的电

源解决方案，保证竞赛期间的用电需求。

1.4.3 场地内保持良好照明与通风。

2.器材规范

2.1 竞赛器材

各参赛队两个任务的比赛器材均自备：

 任务一 智能电路设计

携带的材料为：

①独立可拼搭电子元件（含固定底板），易于选手快速

搭建、拆卸，且能稳定实现要求的电路效果；

②正计时器，最大计时时长超过 60 分钟，具备至少精

确到 0.01 秒的计时精度，能够清晰显示计时数据，具备启

动、暂停、复位等基本功能。

 任务二 强芯实践挑战

携带的材料为：

①双路电机驱动模块的电路板和分立元件，可现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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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制作，工作电压不超过 7.4v；

②双路红外巡迹模块的电路板和分立元件，可现场进行

焊接制作，工作电压为 5v，可调节光耦灵敏度；

③焊接工具与耗材（焊锡丝、电烙铁、螺丝刀等），电

烙铁要求性能稳定、可靠，能够满足竞赛中长时间、高强度

的焊接工作需求；

④可编程主控板，支持 USB 转 Type-C 接口供电（输入

电压为 5V），同时也支持子母扣转DC接口供电（输入电压

为 7.4v），能够为其他电路模块提供稳定的 5v 工作电压，通

用输入输出接口（GPIO）数量不少于 16 个，可配置为数字

输入、数字输出、模拟输入、PWM 输出等模式；

⑤智能小车的散装组件，底盘能够支撑任务一使用的拼

搭底板，且能够安装焊接好的电机驱动和红外巡迹模块。配

备 4 台直流电机，电机工作电压不超过 7.4V，每台电机配备

一个车轮，车轮直径范围为 62mm—72mm，整车尺寸大小不超

过 280mm*200mm。

⑥可编程电脑。竞赛现场不提供任何电源插座，选手须

自行解决电脑的供电问题，确保在竞赛期间电脑能够持续稳

定运行。

2.2 规范要求

选手须按要求使用比赛规定的器材，禁止使用提前焊接

或预装好的组件进行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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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在赛前需经过检查，确保无损坏或缺失。

3.竞赛任务及规则

3.1 竞赛任务

 任务一：创芯起步·智能电路设计

任务一设置 2道电路创新设计题，选手需要使用独立可

拼搭的电子元件，在底板上搭建出现场公布题目所要求的电

路，并且正确演示电路效果。

选手完成每道题目所用的时间由本人记录。

 例题 1：识图搭建并演示延时电路。

 例题2：请搭建一个可以调节LED灯光亮度的电路。

 任务二：智造未来·强芯实践挑战

任务二包含两个部分，分别是：

①智能车制作：选手需在现场完成智能车的组装工作，

使其具备基本的行驶功能与电路连接完整性，并能够与后续

的编程调试环节相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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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小学低段组，其他组别的选手需现场焊接制作智能

车所需的双路红外巡迹模块与双路电机驱动模块。

小学低段组直接获得循迹模块和电机驱动模块成品。

②赛道行驶：选手现场进行智能车的程序编写与调试，

使小车能够沿着赛道指定路线行驶并完成指定的任务，最后

抵达赛道终点。等车辆平稳停止后，选手示意裁判即视为比

赛结束。

3.2 安全规则

3.2.1 参赛选手在进行元件焊接操作时，必须使用符合

安全标准的焊接工具和设备，电烙铁在不使用时应放置在专

用的烙铁架上，避免烫伤桌面或其他物品，严禁随意放置在

易燃物上。

工具和设备在使用前应进行检查，如发现损坏或故障，

应立即停止使用并报告工作人员。

3.2.2 在组装智能车时，选手应按照正确的组装顺序和

方法进行操作，使用合适的工具拧紧螺丝、螺母等连接件，

确保机械结构的稳固性。在组装过程中，应注意手部安全，

避免被尖锐的零件边缘划伤或被工具夹伤。

3.3.3 使用电池作为电源时，应注意电池的正负极连接

正确，避免反接、短路等情况。对于可充电电池，应使用配

套的充电器进行充电，并遵循充电器的使用说明，防止过充、

过放等情况导致电池发热、爆炸或起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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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严禁在比赛场地内进行任何与比赛无关的危险行

为，如嬉戏打闹、奔跑、故意损坏场地设施或设备等。

3.3.5 参赛选手在比赛场地内必须始终遵守现场工作人

员的指挥和管理，严格遵循安全规定，如有任何疑问，应及

时向现场工作人员咨询。

3.3 竞赛流程及规则

3.3.1 竞赛流程

（1）赛前准备

竞赛开始前，裁判长宣布赛场纪律，介绍竞赛的整体规

则、流程、注意事项以及各任务的大致要求等内容，让参赛

选手对比赛有清晰的了解。

（2）开始竞赛

比赛按照任务一、任务二的顺序依次进行。

任务一设置有 2道题，选手根据发题顺序依次答题。每

道题的答题时间为 10 分钟。

任务一的竞赛完成后，开始任务二的竞赛环节。根据参

赛组别不同，智能车组装时长有所区分。小学低段组的智能

车组装时长设定为 40 分钟，其余组别时长为 60 分钟。

组装完成后，选手有 20 分钟的编程调试时间，可离开制

作区前往挑战区进行调试。

（3）行驶挑战

调试时间结束后，选手按照顺序依次进行智能车行驶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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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选手认为已经调试完成的，也可以申请提前挑战。裁判

会记录选手行驶所用时长，且根据任务完成情况和评分规则

进行评分。

3.3.2 竞赛规则

竞赛总分为 100 分，具体分值安排如下：

任务一包含 2道题，每题 20 分，共计 40 分；

任务二共计 60 分，其中智能车组装为 30 分，赛道行驶

为 30 分。

 任务一：创芯起步·智能电路设计

（1）竞赛开始前，现场工作人员会发放第一题的题目

卡，选手不得提前翻看题目内容。

（2）裁判宣布开始答题后，选手启动计时器，同时翻

开题目卡开始答题。在答题过程中，计时器清晰显示所用时

长。

选手认为已经搭建完成的，立刻停止计时器并举手示意

裁判。裁判到达位置后，选手演示相应电路效果。

裁判根据搭建情况和电路效果进行评分，并记录计时器

上显示的答题时长，精确到 0.01 秒。有下列任何一种情况的，

视为答题错误，本题得分记 0分：

1 电路连接不完整或元器件错层；

2 元器件类型、数值或极性错误；

3 不能正确演示电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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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分钟答题时间结束后，所有选手停止搭建，等待

裁判进行评分。未记录答题时长或答题时长超过 10 分钟

的，本题得分记 0分。

（4）第一题评分结束后，工作人员开始发放第二题的

题目卡，选手根据裁判指示复位计时器。这期间选手不得拆

除电路，等裁判宣布第二题开始答题后，才可以拆除并进行

第二题的搭建，流程和规则同第一题。

（5）第二题评分结束后，选手整理器材并复位计时器，

准备开始任务二的挑战。

 任务二：智造未来·强芯实践挑战

（1）任务二开始前，工作人员对选手携带的材料零件

进行检查。如发现有选手携带提前组装好的零件进行比赛的，

任务二得分直接记 0分。

（2）裁判现场公布最终赛道各个区域的指定任务并宣

布比赛开始后，选手启动计时器，依照说明书进行智能车的

制作。

智能车的制作包含 3部分：①双路红外循迹模块和双路

电机驱动模块的焊接制作；②车身机械组装；③车身和底板

上的硬件电路连接（不包括软件编程）。

小学低段组不包括第一部分的焊接制作，制作时长为 40

分钟；其余组别制作时长为 60 分钟。

（3）选手制作完成后，立刻停止计时器并举手示意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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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裁判根据小车制作情况进行评分，并记录计时器显示所

用时长，精确到 0.01 秒。

（4）智能车制作合格即得 30 分，出现这些情况的，扣

除相应分数：

○红外或电机模块制作不合格的，每个模块－5分；

○车身机械组装不完整的，每处－3分；

○车身和底板电路连接不完整的，每处－3分；

○其他裁判认为需要扣分的情况。

○分数扣除后，最低得 0分，不出现负分情况。

（5）完成小车制作的选手，进入编程调试阶段，限时

20 分钟。

【智造未来·强芯实践挑战】赛道示意图

（6）比赛现场会设置挑战赛道，尺寸为 2.4m*1.2m。赛

道以芯片制造流程为主线，依次设计了原料采集、提纯晶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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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光刻、芯片封装这 4个不同分值区域。比赛开始前，选

手将智能车放置在赛道起点位置。裁判发出启动指令后，开

始计时，智能车沿着指定路线行驶。在前三个区域的行驶过

程中，智能车需完成每个区域的指定任务，比如：在原料采

集区正常通行，在提纯晶硅区亮绿灯通行，在芯片光刻区亮

红灯通行。智能车每通过一个区域并完成相应任务，即获得

该区域的分数。

芯片封装区会设置不同的停止分值，最终得分以智能车

前轮轮胎所处区域进行判定。若出现压线情况，则以分值较

低的取分。未进入停止区域或触碰到终点障碍物的，本区域

得分记 0分。智能车平稳停止后，选手举手示意裁判，停止

计时。裁判会记录每个选手行驶所用的时长（精确到0.01秒），

作为竞赛成绩评定的备用参考依据。

（7）赛道行驶时长限时 5分钟，期间选手可以从起点开

始重新挑战赛道任务，之前取得的区域分清零，但计时继续

累加。

智能车停在原地超过 10s 或偏离指定路线，选手不选择

重新挑战的，比赛自动结束，裁判停止计时，之前获得的区

域分仍然有效。

（9）智能车行驶过程中出现这些情况的，扣除相应分

数：

○小车掉落零件的，每掉落 1次－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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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车出现冒烟、起火等情况的，扣-5 分；

○选手触碰小车的，直接记 0 分（重新挑战的情况不

算）；

○其他裁判认为需要扣分的情况。

○分数扣除后，最低得 0分，不出现负分情况。

4.计分及赛制

4.1 赛制

比赛采用单人挑战赛制，每人只能报名对应年龄和年级

的组别，且分配唯一编号。

以任务完成的质量与时间为基础评分。

4.2 计分规则

比赛积分规则为加分制：完成规定任务，根据完成情况

进行加分。

4.3 重赛机会

本赛项无重赛机会。

5.竞赛结果

任务一、任务二获得的分数之和为最终成绩，得分高的

选手排名靠前。如果分数相同，则总用时较短的选手排名靠

前。如果总用时也相同，则小车制作时长较短的选手排名靠

前。

（总用时 = 电路创新设计题答题时长之和+小车行驶时长）

6. 领队和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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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领队职责

6.1.1 领队应该在比赛报名截止日期前，完成参赛团队的

组建工作，准确提交参赛学生和教练的详细信息，包括但不

限于姓名、年龄、联系方式、身份证件号码等，确保信息真

实有效且符合比赛要求。

6.1.2 领队需要及时建立团队内部沟通机制，确保所有成

员的联系方式有效且畅通，及时更新成员信息以保证比赛组

织方能够随时联系到团队相关人员。

6.1.3 领队须在赛前组织团队成员召开安全会议，详细讲

解比赛期间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及相应的防范措施，制定安

全应急预案，明确在火灾、地震、突发疾病、意外事故等紧

急情况下的疏散路线和救援联系信息。在比赛过程中，密切

关注团队成员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督促成员遵守比赛场

地的安全规定，如正确使用各类设备、不涉足危险区域等。

6.1.4 领队负责组织团队参加比赛组织方安排的各项活

动，如开幕式、闭幕式、颁奖典礼等，确保团队成员按时、

有序地参与。

6.2 教练职责

6.2.1 教练负责深入研究比赛项目的规则、要求和评分标

准，根据参赛学生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制定详细、科学、系

统的培训计划，明确培训的目标、内容、方法、进度以及考

核方式等，确保培训工作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按照培训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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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认真组织实施培训教学活动，传授参赛项目所需的专业

知识、技能和方法，包括但不限于理论讲解、案例分析、实

践操作演示、模拟比赛训练等，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问题解决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使学生熟练掌握比赛项目的

核心要点和关键技术。

6.2.2 教练需要指导参赛学生完成参赛作品的设计、制作

和优化工作，从作品的原理解析、技术选型、功能实现到外

观设计等各个环节，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和优化建议，确保

作品符合比赛的主题要求，具有创新性和科学性，并且能够

在比赛规定的时间和条件下稳定运行、充分展示其功能和特

色。

7. 犯规及取消竞赛资格

6.1 纪律犯规为减分项，每次犯规减 10 分，3 次则取消

比赛资格。

6.2 存在以下情况的取消比赛资格：

6.2.1 比赛开始 30 分钟后未到比赛现场的。

6.2.2 点名三次未到并没有做出合理解释的。

6.2.3 参赛队员或与其相关的领队、教练、老师、家长

扰乱比赛秩序的。

6.3 参赛队员对裁判工作有异议时，有权通过领队以书

面方式向大会提出。对成绩名次评定有异议时，应在公布成

绩后 1 小时内以书面形式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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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说明

在确保公平、公正的前提下，经总裁判长、副总裁判长、

赛项裁判长合议，可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对赛项有关候场时

间、备赛时间、轮候场次等细节问题进行调整，但不得影响

计分规则。

本赛项规则最终解释权归大赛组委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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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未来创芯师-智能电路与工程创新赛计分纸

参赛选手：

参赛编号：

组 别： □ 小学低段组 □ 小学高段组

任务类型
所用时长

（精确到 0.01 秒）
获得分数

扣分分值

（备注原因）

任务一

电路创新设计第 1题（20）

电路创新设计第 2题（20）

任务二

智能小车制作（30）

赛道

行驶

原料采集区（5）

提纯晶硅区（5）

芯片光刻区（5）

芯片封装区

（5/10/15）

合计：

总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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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学组（含初中、高中、中职、高职）

选手签字： 裁判签字：

总用时：

（任务一答题时长之和+赛道行驶时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