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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比赛内容 

1.1 比赛简介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兴起，智能汽车已成为未来汽

车产业的发展战略方向。2020 年 2 月，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

部等 11 个部门联合印发《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提出到 2025年，

中国标准智能汽车的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基础设施、法规标准、产

品监管和网络安全体系基本形成，为中国智能汽车产业发展指明了方

向。 

为响应落实国家号召，为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条件，特设置

本赛项。 

自动驾驶竞技赛从跨学科、跨领域的方式激发学生体验人工智能

相关知识的热情与兴趣，基于自动驾驶的前沿科技，通过采集赛道信

息、模型训练，最终完成指定的自动驾驶竞速任务。此竞赛内容可涵

盖数据采集、模型训练、计算机视觉、编程知识、模型推理、人工智

能、深度学习等多技术交叉融合，旨在促进培养学生的综合知识运用

能力、基本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激发学生从事科学研究与探索

的兴趣和潜能,倡导理论联系实际、求真务实的学风和团队协作的人

文精神。 

1.2 比赛主题 

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竞技赛将模拟真实道路情况，在备赛阶段通过

遥控无人车在竞赛场地道路上采集数据、收集数据后训练成自动驾驶

模型。竞赛场地上设置有不同的得分任务，需要参赛选手让无人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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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自动驾驶的情况下完成设置的竞赛任务。通过竞赛提升学生对计算

机视觉、编程知识、模型推理、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知识多技术交叉

融合的应用能力。 

1.3 参赛要求  

参赛对象：小学、初中、高中（含中专、职高）在校学生。 

参赛要求：按照小学、初中、高中（含中专、职高）三个组别，

组织同组比赛，不可跨组报名及竞赛。每支队伍 2 名参赛选手，每支

队伍最多 1 名指导教师。 

1.4 比赛场地与环境 

由赛事承办方按照本赛项竞赛规则准备场地。 

1.4.1 小学组竞赛场地说明 

小学组竞赛场地由地图、道具等部分组成。竞赛场地 

以现场公布场地为准。 

比赛场地占地尺寸为 480*330cm。车道两侧米色边框宽度为 5cm。 

 

赛道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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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物最大尺寸为直径 8cm高度 8cm，障碍将摆放于赛道中，预

留够车辆安全通过的车道宽度。 

 

障碍物示例 

竞赛场地放置在冷光源，低照度，低磁场干扰环境中。 

搭建竞赛场地需考虑到以下情况出现： 

1.地图在生产、搭建过程中面板可能会有略微不平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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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受天气影响导致的环境光线变化。 

4.竞赛道具尺寸存在误差、颜色偏差。 

出现以上情况属于正常，同时主办方也需将影响降到最低，保证

竞赛公平性。 

1.4.2 初中组竞赛场地说明 

初中组竞赛场地由地图、道具等部分组成。竞赛场地以现场公布

场地为准。 

比赛场地占地尺寸为 480*330cm。车道两侧橘色边框宽度为 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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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道示例 

交通标志尺寸为 15cm*15cm，交通标志将面向车辆行驶方向摆放

于赛道中，并与水平面保持垂直（90°±5°）。 

 

交通标志示例 

竞赛场地放置在冷光源，低照度，低磁场干扰环境中。 

搭建竞赛场地需考虑到以下情况出现： 

1.地图在生产、搭建过程中面板可能会有略微不平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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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受天气影响导致的环境光线变化。 

4.竞赛道具尺寸存在误差、颜色偏差。 

出现以上情况属于正常，同时主办方也需将影响降到最低，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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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公平性。 

1.4.3 高中（含中专、职高）组竞赛场地说明 

高中（含中专、职高）组竞赛场地由地图、道具等部分组成。竞

赛场地以现场公布场地为准。 

比赛场地占地尺寸为 480*330cm。车道两侧橘色边框宽度为 5cm。 

 

赛道示例 

交通标志尺寸为 15cm*15cm，交通标志将面向车辆行驶方向摆放

于赛道中，并与水平面保持垂直（90°±5°），红绿灯每个灯的直

径尺寸为 6cm,红绿灯通过支架架设在赛道中。 

 

交通标志示例 

竞赛场地放置在冷光源，低照度，低磁场干扰环境中。 

搭建竞赛场地需考虑到以下情况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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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图在生产、搭建过程中面板可能会有略微不平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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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受天气影响导致的环境光线变化。 

4.竞赛道具尺寸存在误差、颜色偏差。 

出现以上情况属于正常，同时主办方也需将影响降到最低，保证

竞赛公平性。 

 

2.器材及机器人规范 

2.1 比赛器材 

采用开源硬件，支持人工智能相关算法（图像识别等），支持人

工智能本地化运行，不依赖网络环境。 

主控： 

处理器：8 代酷睿 i5 

摄像头：分辨率：小于等于 1080P 

帧  率：小于等于 30 帧/s 

电  池：每台无人车供电电压不超过 13V，电池容量不超过

9800mAh 

 

3.比赛任务及规则 

3.1 比赛任务 

3.1.1 小学组比赛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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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辆外观创意设计 

参赛作品需对车辆外观进行设计，设计应尽量避免裸露电路，外

观材质符合安全和环保的要求，色彩搭配、结构设计合理。 

⚫ 常规比赛任务 

参赛队伍在备赛阶段通过手柄遥控无人车在场地中行驶，在无人

车行驶的过程中通过摄像头进行路面信息的采集、并生成相对应的图

片及无人车行驶的相关信息保存在主控设备中。后续再对采集的信息

进行坏数据的筛选并剔除，保留好的采集数据进行数据模型的训练与

调参，最终生成无人车所能使用的模型。在竞赛阶段使用训练好的模

型在无人车中通过主控来让无人车进行自动驾驶及相关任务。 

车辆行进需对沿途交通标识牌进行识别，并做出响应动作。 

3.1.2 初中组比赛任务 

⚫ 车辆外观创意设计 

参赛作品需对车辆外观进行设计，设计应尽量避免裸露电路，外

观材质符合安全和环保的要求，色彩搭配、结构设计合理。 

⚫ 常规比赛任务 

参赛队伍在备赛阶段通过手柄遥控驾驶车在场地中行驶，在无人

车行驶的过程中通过摄像头进行路面信息的采集、并生成相对应的图

片及无人车行驶的相关信息保存在主控设备中。后续再对采集的信息

进行坏数据的筛选并剔除，保留好的采集数据进行数据模型的训练与

调参，最终生成无人车所能使用的模型。在竞赛阶段使用训练好的模

型在无人车中通过主控来让无人车进行自动驾驶及相关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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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行进需对沿途交通标识牌进行识别，并做出响应动作。 

参赛车辆运行到赛道终点处时，识别到终点处摆放的停止路标后，

车辆停止运行后启动侧方停车程序，车辆需通过标准侧方停车的方式，

进入规定的停车区域，并停止移动。 

⚫ 附加挑战任务 

完成常规比赛任务轮次后，选手根据自身能力选择是否参加附加

挑战任务，选手可以选择放弃该任务，如果选手选择附加挑战任务，

附加挑战任务激活，成绩计入比赛总成绩。 

通过常规+附加挑战任务驱动型规则，考察选手的判断思维、面

对突发问题的临场应变能力。要求选手现场完成对无人车的程序调试、

硬件调整等，并利用调试好的无人车作品完成规定的任务。 

3.1.3 高中（含中专、职高）组比赛任务 

⚫ 车辆外观创意设计 

参赛作品需对车辆外观进行设计，设计应尽量避免裸露电路，外

观材质符合安全和环保的要求，色彩搭配、结构设计合理。 

⚫ 常规比赛任务 

参赛队伍在备赛阶段通过手柄遥控驾驶车在场地中行驶，在无人

车行驶的过程中通过摄像头进行路面信息的采集、并生成相对应的图

片及无人车行驶的相关信息保存在主控中。后续再对采集的信息进行

坏数据的筛选并剔除，保留好的采集数据进行数据模型的训练与调参，

最终生成无人车所能使用的模型。在竞赛阶段使用训练好的模型在无

人车中通过主控来让无人车进行自动驾驶及相关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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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行进需对沿途交通标识牌进行识别，并做出响应动作。 

车辆行进需对红绿灯进行动态识别，并做出响应动作。 

参赛车辆运行到赛道终点处时，识别到终点处摆放的停止路标后，

车辆停止运行后启动侧方停车程序，车辆需通过标准侧方停车的方式，

进入规定的停车区域，并停止移动。 

⚫ 附加挑战任务 

完成常规比赛任务轮次后，选手根据自身能力选择是否参加附加

挑战任务，选手可以选择放弃该任务，如果选手选择附加挑战任务，

附加挑战任务激活，成绩计入比赛总成绩。 

通过常规+附加挑战任务驱动型规则，考察选手的判断思维、面

对突发问题的临场应变能力。要求选手现场完成对无人车的程序调试、

硬件调整等，并利用调试好的无人车作品完成规定的任务。 

3.2 安全规则 

3.2.1 参赛人员应自觉遵守活动现场的所有规章制度、服从工作

人员的管理和指挥，有秩序的入场退场。 

3.2.2 严禁随意抛扔物品或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管制刀具和其

它妨害公共安全的物品进入比赛场地。 

3.2.3 严禁在禁烟禁火部位吸烟或动用明火。 

3.3 比赛流程及规则 

3.3.1 比赛流程 

参赛选手在大赛组委会指定平台进行报名，并参加所在地区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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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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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组进行比赛，不可跨组别组建队伍及比赛。 

⚫ 选手携带制作完成的参赛作品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指定的比

赛地点。 

⚫ 选手现场对参赛作品进行赛前调试。 

⚫ 选手按规定顺序完成作品的演示和答辩环节，评委根据选手

的现场表现进行打分。 

3.3.2 比赛规则 

3.3.2.1 小学组规则 

（1）无人车从起点出发，无人车车头不能超过起点线。启动方

式由参赛选手自行设计，在起点处等待裁判员指令，裁判下达出发指

令后，无人车沿指定的车道路线行驶最终到达终点，车尾需超过终点

线。比赛路线将于比赛当天现场公布。 

（2）由裁判在竞赛开始前在车道内放置障碍物，用于选手完成

竞赛避障任务。选手在竞赛开始前有一次机会对障碍物位置进行确认，

如有异议可向裁判提出，由裁判调整直至确认。全程禁止选手触碰障

碍物。障碍物摆放位置选手一经确认，直到该轮竞赛结束，位置不得

变动。 

在赛道内将设置若干个障碍物，无人车必须完成避开障碍物任

务，无人车在识别到障碍物的时候，能够自主做出正确的避开动作并

且不碰到障碍物，即为避障成功。 

（3）由裁判在车道内放置交通标志(详见附录三)，交通标志位

置后续不再变动，用于辅助无人车沿规定的路线行驶，选手需在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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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前确认对摆放位置及角度是否有异议，如有异议可向裁判提出，

但是禁止选手触碰。摆放位置选手一经确认，直到该轮比赛结束前，

不得再次提出异议，否则取消比赛资格。 

（4）在赛道内将设置若干个交通标志，无人车必须完成交通标

志识别任务，无人车在识别到交通标识的时候，能够自主做出正确的

行驶动作，即为交通标志识别成功。 

（5）竞赛需完成自动驾驶竞速、避障及识别标识牌 2 圈。每支

队伍有 3次竞赛机会，3 次竞赛成绩中取最高成绩进行排名，如果成

绩并列将依次根据该参赛队伍 3 次竞赛成绩中次高成绩、次次高成绩

进行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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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2 初中组规则 

⚫ 常规比赛任务规则 

（1）无人车从起点出发，无人车车头不能超过起点线。启动方

式由参赛选手自行设计，在起点处等待裁判员指令，裁判下达出发指

令后，无人车沿指定的车道路线行驶最终到达终点，比赛路线将于比

赛当天现场公布。 

（2）由裁判在竞赛开始前在车道内放置障碍物，用于选手完成

竞赛避障任务。选手在竞赛开始前有一次机会对障碍物位置进行确认，

如有异议可向裁判提出，由裁判调整直至确认。全程禁止选手触碰障

碍物。障碍物摆放位置选手一经确认，直到该轮竞赛结束，位置不得

变动。 

在赛道内将设置若干个障碍物，无人车必须完成避开障碍物任务，

无人车在识别到障碍物的时候，能够自主做出正确的避开动作并且不

碰到障碍物，即为避障成功。 

（3）由裁判在车道内放置交通标志(详见附录三)，交通标志位

置后续不再变动，用于辅助无人车沿规定的路线行驶，选手需在比赛

开始前确认对摆放位置及角度是否有异议，如有异议可向裁判提出，

但是禁止选手触碰。摆放位置选手一经确认，直到该轮比赛结束前，

不得再次提出异议，否则取消比赛资格。 

（4）在赛道内将设置若干个交通标志，无人车必须完成交通标

志识别任务，无人车在识别到交通标识的时候，能够自主做出正确的

行驶动作，即为交通标志识别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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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赛车辆运行到赛道终点处时，识别到终点处摆放的停止

路标后，车辆停止运行后启动侧方停车程序，车辆需通过标准侧方停

车的方式，进入规定的停车区域，并停止移动。停止运行后，根据车

辆压线情况进行评分。 

（6）每支队伍有 3 次比赛机会，比赛排名将根据该参赛队伍 3

次比赛成绩中最高成绩为最终成绩，进行排名，如果成绩并列将依次

根据该参赛队伍 3次竞赛成绩中次高成绩、次次高成绩进行排名。 

⚫ 附加挑战任务 

无人车沿指定的车道路线行驶最终到达侧方停车终点后，运行自

行编写的程序对侧方停车位前方的指定物体进行拍照、目标检测识别。

识别结果需带有识别物体标识框和名称。输出识别结果保存到指定目

录，交由裁判对输出结果进行裁定、打分，成绩计入比赛总成绩。附

加挑战任务用时不超过 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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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3 高中（含中专、职高）组规则 

⚫ 常规比赛任务规则 

（1）无人车从起点出发，无人车车头不能超过起点线。启动方

式由参赛选手自行设计，在起点处等待裁判员指令，裁判下达出发指

令后，无人车沿指定的车道路线行驶最终到达终点，比赛路线将于比

赛当天现场公布。 

（2）由裁判在竞赛开始前在车道内放置障碍物，用于选手完成

竞赛避障任务。选手在竞赛开始前有一次机会对障碍物位置进行确认，

如有异议可向裁判提出，由裁判调整直至确认。全程禁止选手触碰障

碍物。障碍物摆放位置选手一经确认，直到该轮竞赛结束，位置不得

变动。 

在赛道内将设置若干个障碍物，无人车必须完成避开障碍物任务，

无人车在识别到障碍物的时候，能够自主做出正确的避开动作并且不

碰到障碍物，即为避障成功。 

（3）由裁判在车道内放置交通标志(详见附录三)，交通标志位

置后续不再变动，用于辅助无人车沿规定的路线行驶，选手需在比赛

开始前确认对摆放位置及角度是否有异议，如有异议可向裁判提出，

但是禁止选手触碰。摆放位置选手一经确认，直到该轮比赛结束前，

不得再次提出异议，否则取消比赛资格。 

（4）在赛道内将设置若干个交通标志，无人车必须完成交通标

志识别任务，无人车在识别到交通标志的时候，能够自主做出正确的

行驶动作，即为交通标志识别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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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赛道内将设置动态红绿灯，无人车必须完成信号灯识别

任务，无人车在识别到信号灯的时候，能够自主做出正确的动作，即

为信号灯识别成功。 

（6）参赛车辆运行到赛道终点处时，识别到终点处摆放的停止

交通标志后，车辆停止运行后启动侧方停车程序，车辆需通过标准侧

方停车的方式，进入规定的停车区域，并停止移动。停止运行后，根

据车辆压线情况进行评分。 

（7）每支队伍有 3 次比赛机会，比赛排名将根据该参赛队伍 3

次比赛成绩中最高成绩为最终成绩，进行排名，如果成绩并列将依次

根据该参赛队伍 3次竞赛成绩中次高成绩、次次高成绩进行排名。 

⚫ 附加挑战任务 

无人车沿指定的车道路线行驶最终到达侧方停车终点后，运行自

行编写的程序对侧方停车前方的指定物体进行拍照、目标检测识别。

识别结果需带有识别物体标识框和名称。输出识别结果保存到指定目

录，交由裁判对输出结果进行裁定、打分，成绩计入比赛总成绩。附

加挑战任务用时不超过 10 分钟。 

 

4.计分及赛制 

4.1 赛制 

参赛选手在大赛组委会指定平台进行报名，并参加所在地区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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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计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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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小学组计分规则 

比赛分数由比赛任务得分和评委打分两部分组成，学生在规定场

地内遥控无人车在比赛场地道路上采集数据、收集数据后训练成自动

驾驶模型。在正式比赛时需激活无人车在场地内自动驾驶，行驶过程

中车辆需完成自动躲避障碍物、识别交通标志并做出相应动作、并且

不压车道两侧边线。 

参赛队伍共有 3次比赛机会，每次比赛机会需完成无人车自动驾

驶 2 圈并完成相关比赛任务。裁判将记录每次比赛的成绩，比赛成绩

是有避障项、交通标志识别项、车道线检测项、行驶时间项综合而来。

最终成绩将根据该参赛队伍 3 次比赛成绩中最高成绩做为最终成绩。

评分表详情请查看附录一。 

比赛任务得分： 

⚫ 避障 

参赛车辆在场地内深色赛道区域内行驶，需通过摄像头的图像识

别功能准确识别赛道上的障碍物，如果在当前圈行驶过程中，每成功

避开一个障碍物得 5 分，满分 60 分。 

⚫ 交通标志识别 

评委将在开始比赛前在比赛场地内摆放不同的交通行驶路标(详

见附录三)，摆放位置后续不再变动。选手需在比赛开始前确认对路

标摆放位置及角度是否有异议，如有异议可向裁判提出，但是禁止选

手触碰路标。 

参赛车辆行驶至路标附近时，需通过摄像头的图像识别功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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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算法准确识别路标，完成指定的行驶动作，即视为交通标志识别成

功。 

每准确识别到一个交通标志，并做出正确的指定动作，得 5 分。 

各交通标识对应的行驶动作详见附录三。 

⚫ 车道线检测 

参赛车辆每轮（2 圈），每圈不压线，得 5 分安全行驶分，每轮

共两圈，满分为 10分。出现压线情况，一次扣 5 分。 

⚫ 行驶时间 

以车头越过起始线开始计时，参赛队伍无人车从起点出发完成 2

圈自动驾驶任务，当车尾越过终点线，结束计时。裁判根据参赛车辆

完成 2 圈任务用时长短和任务完成情况予以评分，若参赛车辆 2 圈行

驶时间超过 80s或未运行至终点，则该项评分为 0 分。 

注: 

行驶时间小于等于 60s，则该项评分为 20 分。 

行驶时间大于 60s，每增加一秒则打分减少一分(61s-19 分、

62s-18 分、63s-17分、64s-16分、......)。 

未完成当轮任务冲出赛道的，行驶时间记为 0分。 

每支队伍需要完成三轮比赛，以最高分作为此队伍的最终成绩。 

⚫ 评委打分 

评委将在选手调试作品期间，对参赛选手进行技术答辩，选手需

即时作答，言简意赅阐明依据，满分为 15 分。 

参赛作品需对车辆外观进行设计，设计应尽量避免裸露电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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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自创作的外观材质符合安全和环保的要求，色彩搭配、结构设计合

理。满分为 10 分。 

4.2.2 初中组计分规则 

比赛分数由常规比赛任务得分和附加挑战任务、评委打分三部分

组成，常规比赛任务得分部分将模拟真实道路情况，在比赛场地上设

置不同的得分任务，裁判根据参赛车辆完成的不同任务情况给与不同

的分值。评分表详情请查看附录一。 

参赛队伍共有 3次常规比赛任务比赛机会，每次常规比赛任务比

赛机会需完成相对应的常规比赛任务。裁判将记录每次比赛的成绩，

比赛成绩是有避障项、交通标志识别项、车道线检测项、侧方停车、

行驶时间项综合而来。最终成绩将根据该参赛队伍 3 次比赛成绩中最

高成绩做为最终成绩。 

参赛队伍共有 1 次附加挑战任务机会，在完成常规比赛任务后，

队伍可选择进行附加挑战任务。完成指定挑战任务，获取挑战任务分

数，计入总成绩。 

评分表详情请查看附录一。 

常规比赛任务得分： 

⚫ 避障 

参赛车辆在场地内深色赛道区域内行驶，需通过摄像头的图像识

别功能准确识别赛道上的障碍物，如果在当前圈行驶过程中，每成功

避开一个障碍物得 5 分，满分 30 分。 

⚫ 交通标志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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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委将在开始比赛前在比赛场地内摆放不同的交通行驶路标(详

见附录三)，摆放位置后续不再变动。选手需在比赛开始前确认对路

标摆放位置及角度是否有异议，如有异议可向裁判提出，但是禁止选

手触碰路标。 

参赛车辆行驶至路标附近时，需通过摄像头的图像识别功能，使

用算法准确识别路标，完成指定的行驶动作，即视为交通标志识别成

功。 

每准确识别到一个交通标志，并做出正确的指定动作，得 5 分。 

各交通标识对应的行驶动作详见附录三。 

⚫ 车道线检测 

参赛车辆每轮（1 圈）不压线则得分 10 分，出现压线情况，一

次扣 5 分。 

⚫ 侧方停车 

参赛车辆运行到赛道终点处时，识别到终点处摆放的停止路标后，

车辆停止运行后启动侧方停车程序，车辆需通过标准侧方停车的方式，

进入规定的停车区域，并停止移动，停止运行后，根据车辆压线情况

进行评分。 

车辆侧方停车过程中无压前、后、右侧线情形（以车位箭头为准），

且车辆停止运行后整体投影无超出规定区域部分，则该评分项为 15

分; 

车辆侧方停车过程中存在压前、后、右侧线情形，但车辆停止运

行后整体投影无超出规定区域部分，则该评分项为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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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侧方停车过程中存在压前、后、右侧线情形，且车辆停止运

行后整体投影超出规定区域部分，则该评分项为 0 分; 

⚫ 行驶时间 

以车头越过起始线开始计时，参赛队伍无人车从起点出发并完成

任务且无人车完全停止运行时，计时结束。裁判根据参赛车辆完成任

务用时长短和任务完成情况予以评分，若参赛车辆行驶时间超过 70s

或未运行至终点，则该项评分为 0分。 

注: 

行驶时间小于等于 50s，则该项评分为 20 分。 

行驶时间大于 50s，每增加一秒则打分减少一分(51s-19 分、

52s-18 分、53s-17分、54s-16分、......)。 

未完成当轮任务冲出赛道的，行驶时间记为 0分。 

每支队伍需要完成三轮比赛，以最高分作为此队伍的最终成绩。 

附加挑战任务得分： 

无人车沿指定的车道路线行驶最终到达侧方停车终点后，运行自

行编写的程序对侧方停车前方的指定物体进行拍照、目标检测识别。

识别结果需带有识别物体标识框和名称。输出识别结果保存到指定目

录，交由裁判对输出结果进行裁定、打分。 

可正确进行识别，并准确输出至指定目录进行保存、呈现，可得

附加挑战任务分数 10 分。 

附加挑战任务用时不超过 10 分钟。 

附录四提供识别范围作为变量，比赛当天公布具体识别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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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委打分 

评委将在选手调试作品期间，对参赛选手进行技术答辩，选手需

即时作答，言简意赅阐明依据，满分为 15 分。 

参赛作品需对车辆外观进行设计，设计应尽量避免裸露电路，选

手自创作的外观材质符合安全和环保的要求，色彩搭配、结构设计合

理。满分为 10 分。 

4.2.3 高中（含中专、职高）组计分规则 

比赛分数由常规比赛任务得分和附加挑战任务、评委打分三部分

组成，常规比赛任务得分部分将模拟真实道路情况，在比赛场地上设

置不同的得分任务，裁判根据参赛车辆完成的不同任务情况给与不同

的分值。评分表详情请查看附录一。 

参赛队伍共有 3次常规比赛任务比赛机会，每次常规比赛任务比

赛机会需完成相对应的常规比赛任务。裁判将记录每次比赛的成绩，

比赛成绩是有避障项、交通标志识别项、车道线检测项、侧方停车、

红绿灯、行驶时间项综合而来。最终成绩将根据该参赛队伍 3 次比赛

成绩中最高成绩做为最终成绩。 

参赛队伍共有 1 次附加挑战任务机会，在完成常规比赛任务后，

队伍可选择进行附加挑战任务。完成指定挑战任务，获取挑战任务分

数，计入总成绩。 

评分表详情请查看附录一。 

常规比赛任务得分： 

⚫ 避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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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车辆在场地内深色赛道区域内行驶，需通过摄像头的图像识

别功能准确识别赛道上的障碍物，如果在当前圈行驶过程中，每成功

避开一个障碍物得 5 分，满分 30 分。 

⚫ 交通标志识别 

评委将在开始比赛前在比赛场地内摆放不同的交通行驶路标(详

见附录三)，摆放位置后续不再变动。选手需在比赛开始前确认对路

标摆放位置及角度是否有异议，如有异议可向裁判提出，但是禁止选

手触碰路标。 

参赛车辆行驶至路标附近时，需通过摄像头的图像识别功能，使

用算法准确识别路标，完成指定的行驶动作，即视为交通标志识别成

功。 

每准确识别到一个交通标志，并做出正确的指定动作，得 5 分。 

各交通标识对应的行驶动作详见附录三。 

⚫ 车道线检测 

参赛车辆每轮（1 圈）不压线则得分 10 分，出现压线情况，一

次扣 5 分。 

⚫ 侧方停车 

参赛车辆运行到赛道终点处时，识别到终点处摆放的停止路标后，

车辆停止运行后启动侧方停车程序，车辆需通过标准侧方停车的方式，

进入规定的停车区域，并停止移动，停止运行后，根据车辆压线情况

进行评分。 

车辆侧方停车过程中无压前、后、右侧线情形，且车辆停止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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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整体投影无超出规定区域部 分，则该评分项为 15 分; 

车辆侧方停车过程中存在压前、后、右侧线情形，但车辆停止运

行后整体投影无超出规定区域部分，则该评分项为 10 分; 

车辆侧方停车过程中存在压前、后、右侧线情形，且车辆停止运

行后整体投影超出规定区域部分，则该评分项为 0 分; 

⚫ 红绿灯 

在赛道内将设置动态红绿灯，无人车必须完成信号灯别任务，无

人车在识别到信号灯的时候，能够自主做出正确的动作，即为信号灯

识别成功。 

可正确识别红灯、绿灯，且可做出相应停止、前进动作，则该评

分项得 10 分，正确识别红灯得 5 分，正确识别绿灯得 5分; 

不能正确识别红灯、绿灯，且无法做出相应停止、前进动作，则

对应扣分，如未正确识别红灯扣 5分。 

⚫ 行驶时间 

以车头越过起始线开始计时，参赛队伍无人车从起点出发并完成

任务且无人车完全停止运行时，计时结束。裁判根据参赛车辆完成任

务用时长短和任务完成情况予以评分，若参赛车辆行驶时间超过 75s

或未运行至终点，则该项评分为 0分。 

注: 

行驶时间小于等于 55s，则该项评分为 20 分。 

行驶时间大于 55s，每增加一秒打分则减少一分(56s-19 分、

57s-18 分、58s-17分、59s-1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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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当轮任务冲出赛道的，行驶时间记为 0分。 

每支队伍需要完成三轮比赛，以最高分作为此队伍的最终成绩。 

附加挑战任务得分： 

无人车沿指定的车道路线行驶最终到达侧方停车终点后，运行自

行编写的程序对侧方停车前方的指定物体进行拍照、目标检测识别。

识别结果需带有识别物体标识框和名称。输出识别结果保存到指定目

录，交由裁判进行输出结果裁定并根据识别结果进行打分。 

可正确进行识别，并准确输出至指定目录进行保存、呈现，可得

附加挑战任务分数 10 分。 

附加挑战任务用时不超过 10 分钟。 

附录四提供识别范围作为变量，比赛当天公布具体识别图像。 

⚫ 评委打分 

评委将在选手调试作品期间，对参赛选手进行技术答辩，选手需

即时作答，言简意赅阐明依据，满分为 15 分。 

参赛作品需对车辆外观进行设计，设计应尽量避免裸露电路，选

手自创作的外观材质符合安全和环保的要求，色彩搭配、结构设计合

理。满分为 10 分。 

 

5.比赛评比 

5.1 奖励（排名规则） 

如果前三名(金银铜)中出现总成绩相同，按以下顺序决定排名：  

总成绩相同，用时少的一方排名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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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奖项设置 

每一组设立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总决赛成绩前三名获得金、

银、铜奖。每个奖项的数量将根据每个主题参赛队伍的总数按照一定

的比例确定。 

 

6. 犯规及取消比赛资格 

（1）参赛作品必须由选手独立完成，选手在提交作品前需承认

拥有该作品的著作权。参赛选手不得剽窃、抄袭他人作品，如因此引

起任何相关法律纠纷，其法律责任由选手本人承担，并取消选手的参

赛、获奖资格。 

（2）选手需保证其参赛作品内容健康向上，不触犯国家政策法

律规定，不涉及色情、暴力等其它违反道德规范的内容。如因此引起

的任何相关法律纠纷，其法律责任由选手本人承担，并取消选手的参

赛、获奖资格。 

（3）参赛人员应自觉遵守活动现场的所有规章制度、服从工作

人员的管理和指挥，有秩序的入场退场。如出现故意影响、干扰或阻

止比赛、在赛前、赛中或赛后，做出任何故意干扰、胁迫裁判或其他

参赛队的行为，则立即取消选手的参赛、获奖资格。 

（4）比赛过程全程需听从裁判指令，选手不可未经允许私自触

碰比赛道具。选手在每一轮比赛前需与裁判沟通确认可开始比赛后，

方可进行比赛，如出现未得到裁判允许，便开始比赛的情况，该轮比

赛成绩作废，同时减少一次比赛机会。出现两次及以上未听从裁判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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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便开始操作的行为，则立即取消选手的参赛、获奖资格。 

（5）准备阶段及比赛阶段若出现超时，未按规定时间进行比赛

的，则取消选手的参赛、获奖资格。 

 

7. 其他说明 

（1）参赛人员所提供资料仅用于本比赛相关事项，赛事主办方

将保护个人资料的保密性。 

（2）总裁判长可根据竞赛场地的气象条件、场地状况或其它不

可克服的情况，决定比赛的轮次、提前或推迟比赛。改变必须在赛前

或该轮开始前宣布。 

（3）比赛中如发现安全隐患，项目裁判长有权随时暂停比赛。 

（4）各项比赛中只允许裁判员、工作人员和当场比赛的参赛队

员进入比赛场地。 

（5）各参赛队的领队负责本队的训练和竞赛组织工作，教导本

队自觉遵守竞赛规程、规则，服从赛事组委会和裁判委员会的安排，

同时做好本队的纪律、安全、文明行为、环境卫生等教育工作。 

（6）参赛人员自愿参加本活动并承担所有责任风险。所有参赛

人员必须遵守赛事主办方规定。 

（7）本规程及规则最终解释权归赛事组委会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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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比赛评分表 

（1）小学组评分表 

“走向未来”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创新挑战赛 

队伍名称   组别   

队伍编号   总分   

评分项 描述 评分标准 分值 得分 

常规任务 

避障 

参赛车辆在场地内深色赛道区域内行驶，需通过摄

像头的图像识别功能准确识别赛道上的障碍物，如

果在当前圈行驶过程中，每成功避开一个障碍物得

5 分，满分 60 分。 

60   

交通标志识别 

评委将在开始比赛前在比赛场地内摆放不同的交

通行驶路标(详见附录三)，摆放位置后续不再变

动。选手需在比赛开始前确认对路标摆放位置及角

度是否有异议，如有异议可向裁判提出，但是禁止

选手触碰路标。 

参赛车辆行驶至路标附近时，需通过摄像头的图像

识别功能，使用算法准确识别路标，完成指定的行

驶动作，即视为交通标志识别成功。 

每准确识别到一个交通标志，并做出正确的指定动

作，得 5 分。 

总分基于比

赛标识牌数

量构成，赛

事标识牌数

量在赛事规

则详解中公

布 

 

车道线检测 

参赛车辆每轮（2 圈），每圈不压线，得 5 分安全

行驶分，每轮共两圈，满分为 10 分。出现压线情

况，一次扣 5 分。 

10   

行驶时间 

以车头越过起始线开始计时，参赛队伍无人车从起

点出发完成 2 圈自动驾驶任务，当车尾越过终点

线，结束计时。裁判根据参赛车辆完成 2 圈任务用

时长短和任务完成情况予以评分，若参赛车辆 2

圈行驶时间超过 80s 或未运行至终点，则该项评分

为 0 分。 

注: 

行驶时间小于等于 60s，则该项评分为 20 分。 

行驶时间大于 60s，每增加一秒则打分减少一分

(61s-19 分、62s-18 分、63s-17 分、64s-16

分、......)。 

未完成当轮任务冲出赛道的，行驶时间记为 0 分。 

每支队伍需要完成三轮比赛，以最高分作为此队伍

的最终成绩。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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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评分 

车辆创意设计 

参赛作品需对车辆外观进行设计，设计应尽量避免

裸露电路，选手自创作的外观材质符合安全和环保

的要求，色彩搭配、结构设计合理。满分为 10 分。 

10   

技能答辩及赛

场规范 

评委将在选手调试作品期间，对参赛选手进行问

答，选手需即时作答，言简意赅阐明依据，满分为

10 分。 

15   

参赛选手在调试区、比赛区对无人车操作规范，行

为规范，满分为 5 分。 

评审结束后，请选手现场核对比赛成绩，并签字确认，签字即代表选手对比赛过程及成绩无异

议。（总成绩相同，用时少的一方排名靠前） 

                                                                      选手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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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初中组评分表 

“走向未来”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创新挑战赛 

队伍名称   组别   

队伍编号   总分   

评分项 描述 评分标准 分值 得分 

常规任务 

避障 

参赛车辆在场地内深色赛道区域内行驶，需通过摄

像头的图像识别功能准确识别赛道上的障碍物，如

果在当前圈行驶过程中，每成功避开一个障碍物得

5 分，满分 30 分。 

30   

交通标志识别 

评委将在开始比赛前在比赛场地内摆放不同的交

通行驶路标(详见附录三)，摆放位置后续不再变

动。选手需在比赛开始前确认对路标摆放位置及角

度是否有异议，如有异议可向裁判提出，但是禁止

选手触碰路标。 

参赛车辆行驶至路标附近时，需通过摄像头的图像

识别功能，使用算法准确识别路标，完成指定的行

驶动作，即视为交通标志识别成功。 

每准确识别到一个交通标志，并做出正确的指定动

作，得 5 分。 

总分基于比

赛标识牌数

量构成，赛

事标识牌数

量在赛事规

则详解中公

布  

  

车道线检测 
参赛车辆每轮（1 圈）不压线则得分 10 分，出现

压线情况，一次扣 5 分。 
10   

侧方停车 

参赛车辆运行到赛道终点处时，识别到终点处摆放

的停止路标后，车辆停止运行后启动侧方停车程

序，车辆需通过标准侧方停车的方式，进入规定的

停车区域，并停止移动，停止运行后，根据车辆压

线情况进行评分。 

车辆侧方停车过程中无压前、后、右侧线情形，且

车辆停止运行后整体投影无超出规定区域部分，则

该评分项为 15 分; 

车辆侧方停车过程中存在压前、后、右侧线情形，

但车辆停止运行后整体投影无超出规定区域部分，

则该评分项为 10 分; 

车辆侧方停车过程中存在压前、后、右侧线情形，

且车辆停止运行后整体投影超出规定区域部分，则

该评分项为 0 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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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驶时间 

以车头越过起始线开始计时，参赛队伍无人车从起

点出发并完成任务且无人车完全停止运行时，计时

结束。裁判根据参赛车辆完成任务用时长短和任务

完成情况予以评分，若参赛车辆行驶时间超过 70s

或未运行至终点，则该项评分为 0 分。 

注: 

行驶时间小于等于 50s，则该项评分为 20 分。 

行驶时间大于 50s，每增加一秒则打分减少一分

(51s-19 分、52s-18 分、53s-17 分、54s-16

分、......)。 

未完成当轮任务冲出赛道的，行驶时间记为 0 分。 

每支队伍需要完成三轮比赛，以最高分作为此队伍

的最终成绩。 

20   

附加挑战

任务 
任务  

无人车沿指定的车道路线行驶最终到达侧方停车

终点后，运行自行编写的程序对侧方停车前方的指

定物体进行拍照、目标检测识别。识别结果需带有

识别物体标识框和名称。输出识别结果保存到指定

目录，交由裁判对输出结果进行裁定、打分。 

可正确进行识别，并准确输出至指定目录进行保

存、呈现，可得附加挑战任务分数 10 分。 

附加挑战任务用时不超过 10 分钟。 

附录四提供识别范围作为变量，比赛当天公布具体

识别图像。 

10   

裁判评分 

车辆创意设计 

参赛作品需对车辆外观进行设计，设计应尽量避免

裸露电路，选手自创作的外观材质符合安全和环保

的要求，色彩搭配、结构设计合理。满分为 10 分。 

10   

技能答辩及赛

场规范 

评委将在选手调试作品期间，对参赛选手进行问

答，选手需即时作答，言简意赅阐明依据，满分为

10 分。 

15   

参赛选手在调试区、比赛区对无人车操作规范，行

为规范，满分为 5 分。 

评审结束后，请选手现场核对比赛成绩，并签字确认，签字即代表选手对比赛过程及成绩无异议。 

（总成绩相同，用时少的一方排名靠前） 

                                                                      选手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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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中（含中专、职高）组评分表 

“走向未来”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创新挑战赛 

队伍名称   组别 高中（含中专、职高） 

队伍编号   总分   

评分项 描述 评分标准 分值 得分 

常规任务 

避障 

参赛车辆在场地内深色赛道区域内行驶，需通过

摄像头的图像识别功能准确识别赛道上的障碍

物，如果在当前圈行驶过程中，每成功避开一个

障碍物得 5 分，满分 30 分。 

30   

交通标志识

别 

评委将在开始比赛前在比赛场地内摆放不同的交

通行驶路标(详见附录三)，摆放位置后续不再变

动。选手需在比赛开始前确认对路标摆放位置及

角度是否有异议，如有异议可向裁判提出，但是

禁止选手触碰路标。 

参赛车辆行驶至路标附近时，需通过摄像头的图

像识别功能，使用算法准确识别路标，完成指定

的行驶动作，即视为交通标志识别成功。 

每准确识别到一个交通标志，并做出正确的指定

动作，得 5 分。 

总分基于比赛

标识牌数量构

成，赛事标识

牌数量在赛事

规则详解中公

布  

  

车道线检测 
参赛车辆每轮（1 圈）不压线则得分 10 分，出现

压线情况，一次扣 5 分。 
10   

侧方停车 

参赛车辆运行到赛道终点处时，识别到终点处摆

放的停止路标后，车辆停止运行后启动侧方停车

程序，车辆需通过标准侧方停车的方式，进入规

定的停车区域，并停止移动，停止运行后，根据

车辆压线情况进行评分。 

车辆侧方停车过程中无压前、后、右侧线情形，

且车辆停止运行后整体投影无超出规定区域部 

分，则该评分项为 15 分; 

车辆侧方停车过程中存在压前、后、右侧线情形，

但车辆停止运行后整体投影无超出规定区域部

分，则该评分项为 10 分; 

车辆侧方停车过程中存在压前、后、右侧线情形，

且车辆停止运行后整体投影超出规定区域部分，

则该评分项为 0 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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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绿灯 

在赛道内将设置动态红绿灯，无人车必须完成信

号灯别任务，无人车在识别到信号灯的时候，能

够自主做出正确的动作，即为信号灯识别成功。 

可正确识别红灯、绿灯，且可做出相应停止、前

进动作，则该评分项得 10 分，正确识别红灯得 5

分，正确识别绿灯得 5 分; 

不能正确识别红灯、绿灯，且无法做出相应停止、

前进动作，则对应扣分，如未正确识别红灯扣 5

分。 

10   

行驶时间 

以车头越过起始线开始计时，参赛队伍无人车从

起点出发并完成任务且无人车完全停止运行时，

计时结束。裁判根据参赛车辆完成任务用时长短

和任务完成情况予以评分，若参赛车辆行驶时间

超过 75s 或未运行至终点，则该项评分为 0 分。 

注: 

行驶时间小于等于 55s，则该项评分为 20 分。 

行驶时间大于 55s，每增加一秒打分则减少一分

(56s-19 分、57s-18 分、58s-17 分、59s-16

分、......)。 

未完成当轮任务冲出赛道的，行驶时间记为 0 分。 

每支队伍需要完成三轮比赛，以最高分作为此队

伍的最终成绩。 

20   

附加挑战任

务 
任务  

无人车沿指定的车道路线行驶最终到达侧方停车

终点后，运行自行编写的程序对侧方停车前方的

指定物体进行拍照、目标检测识别。识别结果需

带有识别物体标识框和名称。输出识别结果保存

到指定目录，交由裁判进行输出结果裁定并根据

识别结果进行打分。 

可正确进行识别，并准确输出至指定目录进行保

存、呈现，可得附加挑战任务分数 10 分。 

附加挑战任务用时不超过 10 分钟。 

附录四提供识别范围作为变量，比赛当天公布具

体识别图像。 

10   

 

裁判评分 

车辆创意设

计 

参赛作品需对车辆外观进行设计，设计应尽量避

免裸露电路，选手自创作的外观材质符合安全和

环保的要求，色彩搭配、结构设计合理。满分为

10 分。 

10    

技能答辩及

赛场规范 

评委将在选手调试作品期间，对参赛选手进行问

答，选手需即时作答，言简意赅阐明依据，满分

为 10 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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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选手在调试区、比赛区对无人车操作规范，

行为规范，满分为 5 分。 
 

评审结束后，请选手现场核对比赛成绩，并签字确认，签字即代表选手对比赛过程及成绩无异议。 

（总成绩相同，用时少的一方排名靠前） 

                                                                      选手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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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比赛结果评分表 

“走向未来”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竞技赛-小学组（总成绩相同，用时少的一方排名靠前） 

编号 队名 最高成绩 最高成绩

用时 

最高成绩

排序 

次高成绩 次高成绩

用时 

次高成绩

排序 

次次高成

绩 

次次高成

绩用时 

次次高成

绩排序 

           

           

           

           

           

           

           

           

           

           

           

           

           

           

           

           

           

           

           

           

           

           

           

           

           

           

           

           

           

           

           

           

           

           

           

           

           

 



 35 

“走向未来”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竞技赛-初中/高中（含中专、职高）组（总成绩相同，用时少的一方排名靠前） 

编号 队名 常规

任务

最高

成绩 

常规

任务

最高

成绩

用时 

常规

任务

最高

成绩

排序 

常规

任务

次高

成绩 

常规

任务

次高

成绩

用时 

常规

任务

次高

成绩

排序 

常规

任务

次次

高成

绩 

常规

任务

次次

高成

绩用

时 

常规

任务

次次

高成

绩排

序 

附加

任务

成绩 

附加

任务

用时 

附 加 任

务+常规

任 务 最

高 成 绩

总成绩 

附 加 任

务+常规

任 务 最

高 成 绩

总用时 

附 加 任

务+常规

任 务 最

高 成 绩

总 成 绩

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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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交通标志（路标）说明 

名称 图标 功能及要求说明 

红黄绿灯（红） 

 

无人车识别此图标时：车辆应停止。 

适用高中（含中专、职高）组。 

红黄绿灯（绿） 

 

无人车识别此图标时：车辆应前行。 

适用高中（含中专、职高）组。 

停车标识 

 

无人车识别此图标时：表示车辆可停止，并进行

倒车动作。 

识别此标识牌时在车身上的 TFT屏幕中会出现图

像提示。 

限制速度 

 

无人车识别此图标时：车辆应有降速动作。 

人行横道 

 

无人车识别此图标时：车辆先停车 3秒，然后再

启动。 

减速慢行 

 

无人车识别此图标时：车辆应有降速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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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附加挑战任务识别物说明 

名称 图标 简介 

行人 

 

人类 

动物 

 

 猫、狗、马、牛、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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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工具 

 

 

 

自行车、汽车、摩托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