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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比赛内容

1.1 比赛简介

“启程”近地轨道卫星回收挑战赛是竹苑科技推出的机器人综合

策略赛事活动，参赛队伍须操作本方机器人在具有复杂地形的地图上

完成环境能源勘探、近轨卫星拆解、阀门系统开合、空间站资源回收

等特定任务以满足信号发射条件，率先完成的一方将获得“启程”挑

战赛上的最终胜利！

科技与教育本质互通，为考察青少年对近地轨道卫星、结构设计、

人工智能算法、硬件编程等有关知识的综合运用情况，大赛特别设计

「“启程”近地轨道卫星回收挑战赛」，希望通过比赛让青少年创客领

会到“使命情怀，团结协作、顽强拼搏、勠力创新、攻坚克难”的探

空精神，并以高水平的赛事设置来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创新意

识和实际操作能力，提高应用编程水平，激发学生的科技创新潜能。

本赛事为线下竞技策略赛，面向全国小学、初中、高中学生展开。

竞赛以航空航天科研任务为背景，进一步挖掘、拓展学生的科技创新

能力，引导青少年学习航空航天领域知识和思考现实问题，提高参赛

选手的创造力、想象力、逻辑思维能力和爱国情怀。

1.2 比赛主题

“地球星链计划”和“启程星座系统”在地球低空轨道部署了上

万台卫星，目的是实现地域信息收集，满足海洋、气象、交通、环保、

地质、防灾减灾等领域的监测数据信息传送需求，并可提供全球人员

定位、应急救援和通信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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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两计划低空轨道卫星数量庞大产生摩擦，导致太空中的轨道

环境出现碰撞事故，产生大量太空碎片，不仅存在破坏其它航行器的

巨大隐患而且对太空航天领域造成严重的影响，同时大量的近地轨道

卫星碎片还会造成光污染，直接影响到天文观测。

航天科学家们经过缜密思考及多项任务综合实践，终于研发了一

条卫星碎片回收处理的方法。保护空间站正常工作、恢复近地轨道安

全义不容辞！

1.3 参赛要求

参赛对象：全日制小学、初中、高中（含中职）在校生。

参赛要求：2 人/队，每支队伍 1 名指导教师。

1.4 比赛场地与环境

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比赛场地由比赛地图和竞技任务道具组

成。比赛场地图纸材质为 PP裱地板膜。

小学、初中组比赛场地尺寸为 2362mm×114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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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组比赛场地尺寸为 2286mmx2362mm

比赛场地放置在冷光源、低照度、低磁场干扰的环境中。

比赛中，参赛选手设计的机器人过程中需考虑以下情况的出现：

1.地图可能存在轻微褶皱、微小起伏、地图赛道及线框尺寸存在

误差；

2.受天气影响导致的环境光线变化。

地图含以下几个功能区域：

小初组启动区：为机器人启动的区域，分布在地图左下角，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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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在此区域启动机器人；

小初组地图任务启动区

小初组巡视区：除启动区外的所有区域，皆为机器人巡视的区域；

小初组回收区：是长宽为（700mmx1143mm）的矩形区域；

小初组地图资源回收区

高中组启动区：为机器人启动的区域，是 4 个三角形区域，分

布在地图四边，参赛队可以选择任一启动区启动机器人；

高中组地图任务启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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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组巡视区：除启动区外的所有区域，皆为机器人巡视的区域；

高中组资源区：放置回收相应资源的区域，详情见地图标注。

高中组地图资源回收区

2.器材及机器人规范

2.1 比赛器材

比赛机器人所用材料、主板不做限制，但不得违反作品规范。

2.2 机器人规范要求

2.2.1 机器人尺寸

机器人初始尺寸不得超过 250mm×250mm×250mm，且整体重量不

得超过 1.50kg。比赛开始后机器人的尺寸不做要求。

2.2.2 机器人材质

除主控、电机和舵机外，机器人只能使用 ABS 材质的零部件，不

得以任何方式改装或改造机器人的零部件，不得在机器人上使用扎带、

胶带、胶水、螺钉、油漆、润滑油等物品。

2.2.3 机器人硬件

一台机器人最多能使用 4 个电机、1 个主控、2 个舵机，且机器

人必须使用利用锂电池供电的主控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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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包含但不限于甲烷、土壤、数码管、舵机、超声波、RGB

全彩灯、烟雾、蜂鸣器、LED、遥控、蓝牙、循迹。

2.2.4 机器人控制器

参赛选手须应用蓝牙手柄等遥控方式遥控己方机器人，一台机器

人由一名对应的参赛选手控制。

3.比赛任务及规则

3.1 比赛任务

3.1.1 名词解释

得分道具：场地上的水资源、气资源和卫星碎片，各用不同颜色

的积木方块代表（蓝色积木方块代表水资源、灰色积木方块代表气资

源、橙色积木方块代表卫星碎片）；

任务道具：场地上除得分道具外的其它道具，如智能设备、积木

型道具等。积木型道具按任务划分，称为任务 A 道具、任务 B 道具等

以此类推；

道具位：场地上各个放置或固定任务道具的区域，按标号区分，

如 A号道具位为放置或固定任务 A 道具的区域；

自动阶段:机器人执行自动控制程序完成任务的阶段。

手动阶段:参赛选手通过无线控制技术控制机器人完成任务的阶

段。

最终状态得分：比赛或阶段任务结束后，裁判根据赛台上任务道

具、得分道具或机器人的最终状态来判定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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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得分：比赛过程中，完成该任务后即刻得分，后续任务道具、

得分道具及机器人的状态改变不影响该得分。

3.1.2 小学组、初中组任务说明

该赛项共包含六个任务，任务采用自动与手动操作结合的方式，

每场任务都具备相应的得分项。

比赛任务分为自动阶段任务和手动阶段任务。

自动阶段任务：任务 A、任务 B、任务 C、任务 D、任务 E。

手动阶段任务：任务 F。

任务点 A、B：近轨卫星回收

月球表面上一处地质结构需要进行能源物勘察，机器人需要前往

该地勘测并完成近轨卫星回收任务。

图 1 近轨卫星待回收状态 图 2 近轨卫星回收完毕

机器人从起始区出发，前往任务 A 点探测，将受损卫星带回至任

务 B点。得分要求：

卫星初始状态，如图 1，机器人需将坠落受损的卫星从任务点 A，

带回任务启动区（可得 5分），再运输至任务点 B（可得 10 分）。

任务点 C：发射火箭

能源勘测完成后，需将勘测的矿石样品等月球矿物质，乘坐火箭

送回地球，并对样品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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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要求：

火箭的初始状态如图 3 所示，机器人需要触发机关，将火箭升空，

只要火箭垂直离开发射平台（如图 4），即可得 15分。

如触碰机关不当，导致火箭掉落场地，视为火箭发射失败，扣 5

分。

图 3 火箭的初始状态 图 4 火箭发射状态

任务点 D、E：资源矿开采与回收

勘测机器人在月球的表面进行月表巡逻，并在陨石掉落区勘测到

了一种稀有的矿物质，机器人需携带稀有矿物质回到火箭返回舱，利

用返回舱将矿物质发往地球进行分析。

得分要求：

矿石的初始状态如图 5。

图 5 矿石的初始状态 矿石载体

机器人成功抓取矿石，可得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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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陨石矿内的，黄色稀有物质移开初始位置可得 5 分。

将黄色稀有矿物质，带往 E点，可得 10分。

返回舱的初始状态如图 6。

图 6 返回舱的初始外观 返回舱的打开状态 稀有矿物质放置效果

成功打开返回舱的盖子，可得 5 分。

将稀有矿物质，放入返回舱，可得 15分。

任务点 F：空间站资源回收

切换至遥控阶段，在有限时间内完成对不同物资能源的识别与回

收。

场地内共有 3种资源，每种资源各三个。蓝色代表水资源、灰色

代表气资源、橙色代表卫星碎片。

机器人需要在两分钟内将水资源和气资源，放入资源回收区，将

卫星碎片，放入到卫星碎片回收区，正确回收水资源可得 2分，正确

回收气资源可得 3分，正确回收卫星碎片可得 5 分（满分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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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资源摆放示意图

3.1.3 高中组任务说明

该赛项共包含四个任务，任务采用自动与手动操作结合的方式，

不仅每场任务都具备相应的得分项，而且通过特定的排列组合形态将

有机会得到高额分值的汇报。

比赛任务分为自动阶段任务和手动阶段任务。

自动阶段任务：任务 A、任务 B、任务 C。

手动阶段任务：任务 D。

任务点 A：近轨卫星修复

一台近轨卫星无法正常执行工作任务，机器人需要前往该近轨卫

星所在区域，完成对该卫星的修复工作。

得分要求：

卫星初始状态，如图 7，机器人需将卫星成功升起，可得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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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卫星初始状态 卫星升起状态

任务点 B：插旗易帜

卫星修复工作完成后，需将阵地小旗插到资源回收区域内。

得分要求：

阵地旗帜的初始状态如图 8所示，机器人需携带旗帜插到自己领

域的资源回收区域内，只要旗帜插入区域正确，即可得 15分。

如旗帜倒地或掉落相应区域，扣 5分。

图 8 阵地旗的初始效果 阵地旗成功插入状态示意图

任务点 C：修桥搭路

勘测机器人在月球的表面进行月表巡逻，并在运输水资源与气资

源的的道路上发现损坏严重，请机器人同时完成道路的修复，将桥梁

搭建完整。

得分要求：

损坏道路的初始状态如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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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台机器人需要同时完成对道路的修复（修复效果如图 9），可

得 15分。

图 9 桥梁分裂状态示意图 桥梁修复完毕

任务点 D：资源回收（满分 60分）

场地内共有 3种资源，蓝色代表水资源、灰色代表气资源、橙色

代表卫星碎片。

得分要求：

双方需争夺场地中央点资源矿，并运输到指定位置。同时可以采

用抢占对方资源矿和破坏资源区旗帜及通讯卫星的方式获取得分。

中央点资源矿摆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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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共计 10颗资源球、灰色共计 10颗资源球、橙色共计 5颗资

源球。

回收蓝色和灰色资源到对应资源框，每颗资源球 3分，回收错误

不得分。

回收橙色资源到任意资源框，每个资源块共计 5 分。破坏资源区

旗帜得 10分、破坏通讯卫星得 5 分。

高中为竞技策略类赛项，任务以最终获得资源数量计分。

3.2 安全规则

3.2.1 防疫安全

在参与活动完成任务的整体过程中，任何时候都要切记安全第

一，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

请遵守当地疫情防控有关规定。学生可以在家里通过书籍和网络

学习相关知识，指导教师可以通过视频和电话进行指导，可以不组织

学生聚集。

养成勤洗手的良好习惯，学生参与活动后或进食前，应先洗手。

3.2.2 机器人安全

1.队伍对机器人的设计搭建须符合技术规范部分的要求。

2.机器人的各种零部件需在指导教师的引导下进行安全使用。

3.机器人不可有主动分离零部件（发射、弹射等）的动作。

4.比赛全程中机器人不得使用包括但不限于双面胶或胶水黏贴

场地道具。

5.裁判有权拒绝危险的机器人进入赛场进行比赛。裁判有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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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危险程度判断是否取消队伍全场比赛资格。

6.在使用工具（螺丝刀、锋利刀具）等危险物品时需注意安全并

在指导教师指导下使用。

7.比赛中，队伍不可有破坏场地道具等危险动作。

3.2.3 维修规定

1.次数限制

每支队伍在一局比赛中有 2次维修机会（单次维修时间不得超过

3分钟），如果使用完毕则不可再申请。

2.申请及执行

维修前，参赛队员需举手向裁判示意并口述“申请维修”，申请

维修请求发出后不可撤回。裁判口述“同意”后，参赛选手方可将机

器人移出比赛场地。维修完毕后选手须经裁判同意，方可将机器人置

于己方任一启动区内重新加入比赛，机器人放置方向及尺寸不受限制。

3.摔出场外

若参赛选手的操作使自己的机器人摔出比赛场地外，可在申请维

修后，重新加入比赛。若该队伍维修次数已用完，则该机器人在比赛

余下时间内不得重新加入。

3.3 比赛流程及规则

3.3.1 机器人检录

检录员将严格按照检录要求对参赛队伍的机器人进行安全检查。

参赛队伍可以查阅“附录-机器人自检表”预先检查自己的机器人与

队伍标记物。正式比赛前还会对机器人进行赛前检录。检录通过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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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人会由检录人员贴上代表允许入场比赛的贴纸,未通过检录的机器

人需重新调整后再次检录直至检录通过，因检录不通过错过比赛时间

而导致成绩取消的，由参赛队伍自行负责，机器人检录未通过的队伍

不得参加比赛。

3.3.2 备赛区准备

比赛当天，参赛队进入备赛区备赛。

1.确保机器人结构完整、电量充足，并烧录好完整程序；

2.确保笔记本电脑电池电量充足；

3.参赛队需注意听工作人员叫号。

3.3.3 赛前准备

除机器人外的所有任务模型及赛事场地由组委会提供。

双方选手赛前须对场地及道具进行检查，确认场地及道具符合规

范，若有异议，可提出并由裁判进行再次检查和调整。若比赛已经开

始，则本局比赛中不得再对场地和道具提出任何质疑。

3.3.4 比赛开始

每支参赛队伍依次按照任务顺序进行 1 场挑战/对抗过程。

3.3.5 自动阶段

限时 2分钟（120 秒），机器人执行自动控制程序完成任务。

自动阶段结束

1.在规定比赛时间用完时，裁判将主动发出“自动阶段结束”指

令，自动阶段直接结束；

2.若参赛队在规定比赛时间内提前完成任务，应举手向裁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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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自动阶段，裁判将许可并停止计时，自动阶段提前结束。

3.3.7 切换阶段

在自动阶段结束后，手动阶段开始前，进入切换阶段（需要将机

器人拿出自动任务场地，放置到赛事地图区域之外，不得超过 30秒），

此阶段用时不计入比赛总时长内。

1.此阶段场地道具状态不变；

2.裁判并对自动阶段的得分情况进行记录，并拍照记录竞赛场地

状态；

3.完成切换工作后，队员向裁判示意可以开始比赛，若超时，比

赛将直接开始。

3.3.8 手动阶段

小学组、初中组限时 2 分钟（120 秒），参赛队使用蓝牙控制机

器人完成任务。

高中组限时 4 分钟（240 秒），参赛队使用蓝牙控制机器人完成

任务。

3.3.9 比赛结束

1.在规定比赛时间用完时，裁判将主动发出“比赛结束”指令，

比赛直接结束；

2.若参赛队在规定比赛时间内提前完成任务，应举手向裁判申请

结束比赛，裁判将许可并停止计时，比赛提前结束。

3.每场比赛结束后，所有人员不得触碰赛场上的任何物品，也不

得操控机器人。裁判会跟双方选手确认比赛结果。若对结果无异议，



17

则队长代表本方队伍在成绩记录单上签字确认，签字后本场结果不做

任何更改。若对结果有异议，则可以在成绩记录单相应位置进行说明

并进入仲裁环节处理。

3.3.10 裁判计分

裁判对手动阶段的得分情况进行记录，与选手确认成绩。裁判整

合总得分及用时，与选手确认，并签字。

3.4 执裁规则

3.4.1 执裁细则

比赛过程中，按下列规定处理相应的情况：

a.参赛队伍只能携带不多于两台的机器人及控制器、备用电池及

拔插工具进入比赛场地，不得携带机器人以外的零部件；

b.在一局比赛中，参赛队伍只能使用本队机器人上已安装的零部

件进行维修，可以为机器人更换控制器；

c.比赛中，损坏的己方场地道具在本局比赛中不做修复；

d.比赛中，如果机器人使比赛道具掉出场地以外，则进行相应判

罚后，裁判会将这些道具置于场地中央区域内，若此时场地中央区域

被机器人占据，则置于最靠近场地中央区域的位置；

e.在倒计时系统或裁判给出一个阶段或本局比赛结束的信号后，

如果参赛选手未立即停止操控机器人并将控制器置于远离场地的位

置，则进行相应判罚后，因违规操作获得的优势将作废（若选手已经

放下控制器，机器人仍在运动，则获得的优势将作废，但不会判罚黄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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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参赛队伍若在被判罚黄牌后仍不按裁判要求执行，将再次被判

罚黄牌，直至按裁判要求执行为止；

3.4.2 离开赛场

参赛队协助裁判复位任务道具后，携带机器人及电脑有序离场。

4.计分及赛制

4.1 赛制

本次竞赛采用积分淘汰制：将所有参赛队伍按比赛积分排定名次，

积分高者名次列前。

如果在名次排列中有 2 支或更多队伍在比赛中的积分相同，那么，

通过比赛时长决定名次先后；如果积分时长都相同的参赛队伍， 按

照两次评比的总时长的净胜分，高者列前。

若得分之和、比赛总时长全部相同，排名相同的两支队伍将单独

进行加赛（仅做自动独立任务）直至决出胜负。

4.2 计分规则

比赛计分说明

自动阶段的计分将在切换阶段中进行，裁判会根据得分道具及赛

台的状态计算相应的任务得分。计分过后，参赛队员或机器人后续操

作均不会影响已获得的分数。手动阶段的计分将在手动阶段结束后进

行，裁判会根据地图最终赛台仓储区的状态计算得分。

计算得分方式如下：

总得分 = 自动阶段任务得分 + 手动阶段任务得分 - 违例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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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用时 = 自动阶段用时 + 手动阶段用时

5.比赛评比

5.1 奖励（排名规则）

5.1.1 评分原则

竞赛评分严格遵守公平、公正的原则，始终贯彻落实大赛一贯的

坚持。

5.1.2 成绩评定方法

成绩评定是根据竞赛考核目标、内容对参赛队（选手）在竞赛过

程中的表现和最终成果做出评价。

所有的评分表、成绩汇总表备案以供核查，最终的成绩由裁判长

进行审核确认并上报赛项执委会。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对大赛成绩进行涂改、伪造或用于欺

诈等违法犯罪活动、如需使用大赛成绩，应报大赛执委会审批。

6. 犯规及取消比赛资格

裁判的判罚分为口头警告、黄牌、罚下机器人、直接判负、取消

比赛资格，这些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下文列出的情形，一切以现场裁判

的执裁为准。

6.1 口头警告

口头警告是裁判对将要发生违规行为或不影响比赛公平性的违

规的口头制止，警示相关人员该行为会违反规则。适用于口头警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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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如下：

a.比赛前，参赛选手不听从裁判指挥；

b.比赛中，参赛选手第一次未经裁判允许离开己方操作区域；

c.比赛中，机器人、手机、平板或电脑第一次发出干扰比赛的声

音；

d.比赛结束后，参赛选手未及时放下或离开控制器。

6.2 黄牌

黄牌是当某方参赛选手或相关人员的行为对当场比赛的公平性

造成一定影响时，裁判对此的处罚。适用于黄牌的情形如下：

a.比赛中，一方参赛选手第二次或以上未经裁判允许离开己方操

作区域，该方将被判罚黄牌；

b.比赛中，损坏场地内道具的队伍将被判罚黄牌；

c.比赛中，机器人、手机、平板或电脑第二次及以上发出干扰比

赛的声音，所属队伍每次都会被判罚一张黄牌；

d.比赛中，参赛选手将维修完毕的机器人按规定置入场地后，不

得再次接触机器人，违规的队伍将被判罚黄牌；

e.比赛中，机器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使比赛道具掉出场地边框以外

或被置于场地边框上，违规队伍的每次此类行为将被判罚一张黄牌；

f.选手要等待倒计时系统或裁判给出开始比赛信号方可操控机

器人，违规的队伍将被判罚黄牌，如果违规移动使比赛道具发生变化，

则会被额外判罚一张黄牌；

g.在倒计时系统或裁判给出一个阶段或本局比赛结束的信号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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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选手须立即停止操控机器人并远离控制器，违规的队伍将被判罚

黄牌，因违规操作获得的优势将作废（若选手已远离控制器，机器人

仍在运动，则获得的优势将作废，但不会判罚黄牌）。

6.3 直接判负

在一局比赛过程中，参赛队伍出现下列严重违规将被直接判负，

本局比赛立即结束。被直接判负队伍在本局已取得的成绩作废。适用

于直接判负的情形如下：

a.一局比赛中，若某一队累计获得黄牌数达到 3张。

b.在比赛中，若参赛队员使用违规的控制器、备用电池、工具或

零部件，其所属队伍将被直接判负；

c.比赛中，未经裁判允许参赛选手不得以任何形式接触机器人或

比赛道具，违规的队伍将被直接判负；

d.在一局比赛中，若某个参赛队因迟到、检录不通过等原因两名

参赛选手均未在规定时间内到场，则该队将被直接判负。

6.4 取消比赛资格

在比赛过程中，如果参赛队员严重违反安全规则或严重违背比赛

精神，该队员所属参赛队伍将失去继续参加本次比赛的机会和评奖资

格，已取得的所有比赛成绩作废。

a.参赛选手不可携带可干扰比赛的设备，违规队伍将被取消比赛

资格；

b.比赛过程中，参赛队伍不得使用其他队伍的机器人，违规队伍

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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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若参赛队伍擅自使用未通过赛前检录的机器人上场比赛，将被

取消比赛资格；

d.参赛队伍如果出现辱骂他人、发生肢体冲突、盗窃、破坏其他

队伍机器人或其他物品、不遵守比赛场馆行为准则等不文明行为，裁

判委员会可取消该队伍的比赛资格；

e.在比赛进行中，若某参赛队伍的指导老师或随队人员现场进行

指导或干扰其他队伍比赛，裁判可以取消该队伍的比赛资格；

f.参赛队员若出现顶撞辱骂裁判、对裁判进行人格侮辱的行为，

所属参赛队伍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g.如果某位参赛选手重复、虚假报名，验证属实后，违规选手所

属参赛队伍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h.如果参赛队伍擅自更换参赛选手，验证属实后，违规参赛队伍

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i.如果参赛选手与指导老师的年龄不符合参赛要求，验证属实后，

所属参赛队伍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7.其他说明

7.1 参赛队须知

（1）参赛队名称：统一使用学校的名称或单位名称+自取队伍名

称；

（2）参赛选手在报名获得确认后，原则上不再更换。竞赛开始

后，参赛队不得更换参赛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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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指导教师须知

（1）各参赛代表队要发扬良好道德风尚，听从指挥，服从裁判，

不弄虚作假。如发现弄虚作假者，取消参赛资格，名次无效。

（2）各代表队领队要坚决执行竞赛的各项规定，加强对参赛人

员的管理，做好赛前准备工作，督促选手带好证件等竞赛相关材料。

（3）竞赛过程中，除参加当场次竞赛的选手、执行裁判员、现

场工作人员和经批准的人员外，领队、指导教师及其他人员一律不得

进入竞赛现场。

（4）如参赛队员对竞赛过程及结果存在异议，现场裁判不能解

决的，由参赛队员提交申诉书，交仲裁委员会处理，详情见第三届

（2022-2023 学年）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成果展示大赛专题网页。

（5）指导老师应及时查看大赛专用网页有关赛项的通知和内容，

认真研究和掌握本赛项竞赛的规程、技术规范和赛场要求，指导选手

做好赛前的一切技术准备和竞赛准备。

7.3 参赛选手须知

（1）竞赛选手严格遵守赛场规章、操作规程和工艺准则，保证

人身及设备安全，接受裁判员的监督和警示，文明竞赛。

（2）参赛选手进入赛场，不允许携带任何书籍和其他纸质资料

（相关技术资料的电子文档由赛项执委会提供）。

（3）各参赛队应在竞赛开始前一天规定的时间段进入赛场熟悉

环境，但不得触碰任何比赛设备及材料。

（4）竞赛时，在收到开赛信号前不得启动操作，各参赛队自行



24

决定分工、工作程序和时间安排，在指定赛位上完成竞赛项目，严禁

作弊行为。

（5）竞赛过程中，因严重操作失误或安全事故不能进行比赛的

（例如因综合布线发生短路导致赛场断电的、造成设备不能正常工作

的），现场裁判员有权中止该队比赛。

（6）在比赛期间，选手的食品、饮水等由赛场统一提供。选手

休息、饮食或如厕时间均计算在比赛时间内。

（7）凡在竞赛期间提前离开的选手，当天不得返回赛场。

（8）为培养科创型人才的工作风格，在参赛期间，选手应当注

意保持工作环境及设备摆放符合“6S原则”（即整理、整顿、清扫、

清洁、素养和安全），如果过于脏乱，裁判员有权酌情扣分。

（9）在比赛中如遇非人为因素造成的设备故障，经裁判确认后，

可向裁判长申请补足排除故障的时间。

（10）参赛队欲提前结束比赛，应向现场裁判员举手示意，记录

比赛终止时间。比赛终止后，不得再进行任何与比赛有关的操作。

（11）各竞赛队按照大赛要求和赛题要求提交竞赛成果，禁止在

竞赛成果上做任何与竞赛无关的记号。

（12）竞赛操作结束后，参赛队要确认成功提交竞赛要求的文件，

等待裁判现场评判，裁判员在比赛结果的规定位置做标记，并与参赛

队一起签字确认。

7.4 工作人员须知

（1）熟悉竞赛规则，服从管理，严格按照工作程序和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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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

（2）树立服务观念，本着一切为参赛选手着想的原则，以高度

负责的精神、严肃认真的态度和严谨细致的作风，积极完成大赛工作

任务。

（3）按规定统一着装、佩戴胸卡，文明礼貌，保持良好形象。

（4）坚守工作岗位，不迟到，不早退，不无故离岗，特殊情况

向组长请假。

（5）遇安全突发事件，按照工作预案及时组织疏散，确保人员

安全。

（6）未经同意不得擅自发布关于比赛的言论，不得私自接受采

访。

（7）比赛期间发生意外事故时，应采取措施，避免事态扩大。

赛场现场布置和现场使用时，全域全程禁烟。

7.5 规则解释

“启程”近地轨道卫星回收挑战赛赛项规则的最终解释权归组委

会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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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比赛过程评分表

近地轨道卫星回收挑战赛记分表-小学、初中组 第 轮

编号 队名 组别

任务 描述 分值 得分

任务A
机器人需将坠落的卫星从任务点，带回太

空启动中心（任务起始区） 5

任务B
机器人需将坠落的卫星带往任务点B-空间

站
10

任务C

机器人需要触发机关，将火箭升空，火箭

垂直离开发射平台
15

如触碰机关，导致火箭掉落场地，视为火

箭发射失败
-5

任务D

机器人完成抓取矿石 5

将陨石矿内的，黄色稀有物质移开初始位

置
5

将黄色稀有矿物质，带往E点 10

任务E
打开返回舱的盖子 5

将稀有矿物质，放入返回舱 15

任务点F

空间站资源回收

30正确回收水资源和气资源可得3分

正确回收卫星碎片可得5分

总分 100

单轮用时

得分确认

本人已确认以上比赛得分记录结果，真实有效，无任何异议。

参赛队员： 裁判：

问题及备注

裁判长： 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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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地轨道卫星回收挑战赛记分表-高中组 第 轮

编号 队名 组别

任务 描述 分值 得分

任务A
机器人需要前往该近轨卫星所在区域，将

卫星成功升起 10

任务B

机器人需携带旗帜插到对应的资源回收区

域
15

如旗帜倒地或掉落 -5

任务C

机器人1完成道路一侧桥梁修复 5

机器人2完成道路一侧桥梁修复 5

两机器人同时完成 5

任务D

双方需争夺场地中央点资源矿，并运输到

指定位置

60
回收水资源和气资源到资源框，每颗资源

球3分

回收卫星碎片到任意资源框，每个碎片共

计5分

资源区旗帜被破坏 -10

通讯卫星被破坏 -5

总分 100

单轮用时

得分确认

本人已确认以上比赛得分记录结果，真实有效，无任何异议。

参赛队员： 裁判：

问题及备注

裁判长： 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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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比赛结果评分表

火星环境探测挑战赛比赛结果评分表-小学/初中/高中组

编号 队名 第 一 轮

得分

完 成 时

间

第 二 轮

得分

完 成 时

间

最高分 最高分

完 成 时

间

名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