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届（2024-2025 学年）

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成果展示大赛

开源东方-海洋卫士机器人挑战赛

赛项规则

组别：小学、初中、高中（含中职）



1.竞赛内容

1.1 竞赛简介

海洋，是人类共同的“蓝色家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坚持绿色发展，一代接着一代干，久久为功，建设美丽中

国，为保护好地球村作出中国贡献。

近年来，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增加，海洋环境受到了严

重威胁。过度捕捞、核污水排海、海面上漂浮着大量的生活

垃圾、海洋生物误食塑料导致死亡等事件屡见不鲜。作为新

时代青少年，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有义务保护好这片“蓝

色家园”，促进海洋的可持续发展。

海洋卫士机器人挑战赛是面向全国中小学的机器人竞

技赛。比赛以“海洋保护”为背景，旨在培养青少年的创新

思维和保护海洋环境的意识，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动手能力，

使其意识到科技在环保中的重要作用，为守护地球的蓝色家

园贡献智慧和力量。

1.2 竞赛主题

海洋约占地球表面积的 71%，是生命的摇篮、人类文明

的源泉。海洋生态环境关乎地球生态平衡和资源合理利用，

关乎人类文明永续发展，关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现实与未来。

保护好海洋生态环境，对保障国家生态安全、促进海洋可持

续发展、实现人海和谐共生具有重要作用。



本次海洋卫士机器人挑战赛以“海洋卫士”为主题，旨

在通过竞赛和交流让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树立海洋保护的意

识，参与到保护海洋的行动中来。本次比赛要求参赛队伍综

合运用人工智能视觉识别技术、计算机编程、电子技术、机

械结构等相关知识，自主设计并制作一款可执行相关海洋任

务的机器人。通过比赛让学生能够更好的理解科技服务生活，

提升他们的创新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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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组情况：根据学生所在学段分为小学组、初中组、高

中组。

组队要求：每队不超 2 人(学生可自行组队)。

指导教师：每队最多可有 1 名指导老师，多支队伍的指

导教师可重复。

每名参赛学生仅可报名“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成果展示

大赛”中的一个赛项，不可跨组别参赛、跨区域参赛。

1.4 竞赛场地与环境

比赛场地由场地图纸和场地道具组成。场地地图采用绒

布材质，尺寸均为长 2260mm，宽 1760mm，如下图所示。

小学组场地图纸示意图：



小学组比赛场地内包含起止区、海洋矿物资源探测区、

海洋生物识别区、救助搁浅鲸鱼、修复珊瑚礁、海洋垃圾分

类六大任务区。机器人在驶离起止区后需沿黑色实线和虚线

行驶并完成过程中的任务，黑色实线模拟沙滩路面的引导线，

虚线部分模拟海洋中的浮标，黑色线宽为 25mm，白色车道宽

为 120mm。机器人在完成所有任务后返回起止区。

初/高中组组场地图纸示意图：

初/高中组比赛场地内包含起止区、海洋矿物资源探测

区、救助搁浅鲸鱼区、修复珊瑚礁区、海洋垃圾分类区、海



洋生物识别区、救助海龟区、海洋水质监测区、海洋垃圾清

洁区九大任务区。机器人在驶离起止区后需沿黑色实线和虚

线行驶并完成过程中的任务，黑色实线模拟沙滩路面的引导

线，虚线部分模拟海洋中的浮标，黑色线宽为 25mm，白色车

道宽为 120mm。机器人在完成所有任务后返回起止区。初中

组无需完成海洋清洁、海洋水质监测任务。

2.器材规范

2.1 竞赛器材

参赛队伍需使用国产化开发板作为控制器，配合使用传

感器、执行器、AI 视觉识别模块等，设计并制作符合竞赛规

则的参赛机器人。每支队伍最多携带 1 台机器人参赛，比赛

期间队伍之间不可交换设备。

参赛队伍可携带电脑、电池、电子配件、工具等进入比

赛场地对机器人进行赛前调试，禁止携带热熔胶枪、电烙铁

等易造成危险的工具进入赛场。

2.2 规范要求

 机器人规格：

机器人在启动前尺寸不得超过 300×300×300mm，重量

不得超过 2kg。

 控制器：

每个机器人最多使用一个控制器，控制器为国产开源硬



件。

 电池：

每个机器人最多使用一块锂电池，电池输出电压不得超

过 8V。

 电机、舵机：

每个机器人最多可安装 6 个电机（或舵机）作为驱动和

触发设备。电机要求为直流电机，供电电压不大于 8V；舵机

要求扭矩不大于 3kg/cm，供电电压不大于 6V。

3.竞赛任务及规则

3.1 竞赛任务

3.1.1 小学组比赛任务

小学组比赛任务包括驶离起止区、海洋矿物资源探测、

海洋生物识别、救助搁浅鲸鱼、修复珊瑚礁、海洋垃圾分类、

返回起止区共 7 项任务，详见下方任务说明。

3.1.2 初中组比赛任务

初中组比赛任务包括驶离起止区、海洋矿物资源探测、

海洋生物识别、救助搁浅鲸鱼、修复珊瑚礁、海洋垃圾分类、

救助海龟、返回起止区共 8 项任务。初中组比赛地图与小学

组比赛地图不同，机器人可在起止区出发完成部分任务后自．

动．返回起止区重新启动，不限制返回的次数，详见下方任务

说明。



3.1.3 高中组比赛任务

高中组比赛任务包括驶离起止区、海洋矿物资源探测、

海洋生物识别、救助搁浅鲸鱼、修复珊瑚礁、海洋垃圾分类、

救助海龟、海洋清洁、海洋水质监测、返回起止区共 10 项

任务。高中组比赛地图与小学组比赛地图不同，机器人可在

起止区出发完成部分任务后自动．．返回起止区重新启动，不限

制返回的次数，详见下方任务说明。

任务说明：

任务一：驶离起止区

机器人在出发前需完全在起止区内，机器人在地图的接

触面不得压在或超出起止区外的边缘，起止区为 300×300mm

的空白区域。机器人在出发后需自动沿引导线完全驶离起止

区。

任务二：海洋矿物资源探测

机器人沿海上“浮标”至海洋矿物资源探测区，海洋矿

物资源探测区有 40×40mm 大小的标签（如图 1），当机器人

识别到标签时，控制车载 LED 灯点亮，当机器人完全驶离海

洋矿物资源探测区后 LED 灯熄灭。

图 1：标签



任务三：海洋生物识别

机器人沿海上“浮标”至海洋生物卡片识别区域，海洋

生物卡片尺寸为 70×70mm，图案为螃蟹、章鱼和海星（如图

2）之一，卡片由现场裁判在每支队伍比赛前随机选择其中

一个放置在地图对应区域，如识别到螃蟹则在点阵屏或屏幕

上显示字母 C，如识别到章鱼则在点阵屏或屏幕上显示字母

O,如识别到海星则在点阵屏或屏幕上显示字母 S。

图 2：海洋生物卡片

任务四：救助搁浅鲸鱼

机器人沿引导线至救助搁浅鲸鱼区域，将搁浅区的鲸鱼

（模型大小为 180×60mm，如图 3）移动到深海区（鲸鱼模

型与地图接触面需完全在地图深海区的背景上）。

图 3：鲸鱼模型（以比赛现场实物为准）

任务五：修复珊瑚礁



机器人沿海上“浮标”至修复珊瑚礁区域，将人工珊瑚

（大小为 30×30×30mm 的红色木块，如图 4）拨动到种植区

（如图 5）种植平台尺寸为 100×110mm，种植槽上口尺寸为

88×91mm，种植区附属物结构与地图表面固定。

图 4：模拟人工珊瑚 图 5：种植完成

任务六：海洋垃圾分类

机器人沿引导线至海洋垃圾分类区域，自动识别垃圾块

的颜色，垃圾块大小为 50×50×50mm 的木块，颜色为红色、

蓝色、黄色之一（如图 6），物块颜色由现场裁判在每支队伍

比赛前随机选择其中一个放置在地图对应区域，机器人在识

别到垃圾物块颜色后将物块移动到对应颜色的虚线框内，彩

色虚线框大小为 120×120mm 的正方形区域。

图 6：海洋垃圾分类垃圾块



任务七：救助海龟（仅初中组和高中组）

机器人沿海上“浮标”至救助海龟区，海龟模型整体高

度为 160mm（如图 7），在其上方有一个大小为 30×30×30mm

的绿色木块（如图 8），模拟海龟背上的藤壶，机器人需将藤

壶（绿色木块）从海龟模型背上完全移除，海龟模型与地图

表面固定。

图 7：海龟模型 图 8：模拟藤壶

任务八：海洋清洁（仅高中组）

机器人沿引导线到达地图上垃圾块位置，垃圾块为大小

50×50×50mm 的木块（如图 9），机器人需将垃圾块运送到

海洋垃圾存放区，海洋垃圾存放区为 120×120mm 的正方形

区域。

图 9：海洋清洁垃圾块

任务九：海洋水质监测（仅高中组）



机器人沿海上“浮标”至海洋水质监测区域，在监测区

放置有一张大小为 70×70mm 的二维码卡片（如图 10），卡片

1 表示水质合格，卡片 2 表示水质不合格，卡片由现场裁判

在每支队伍比赛前随机选择其中一个放置在地图对应位置，

机器人自动识别到二维码内容，如识别到卡片 1 内容，车载

RGB 灯亮绿色，如识别到卡片 2 内容，车载 RGB 灯亮红色。

图 10：卡片 1 水质合格二维码（左）、卡片 2 水质不合格二维码（右）

任务十：返回起止区

机器人在完成所有任务后需自动返回至起止区，机器人

停止后车身整体与地面正投影完全在起止区内。

3.2 安全规则

3.2.1 所有参赛队员应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管理和指挥，

不得在赛场大声喧哗、嬉戏打闹，扰乱赛场秩序。

3.2.2 所有参赛队员需具备安全意识，安全使用工具，

在使用尖锐、锋利工具时应做好防护。

3.3.3 如在赛场内出现电池、充电器等比赛器材发生鼓

包、冒烟、起火等情况，参赛队员应立即远离设备，并上报

裁判或现场工作人员。



3.3.4 严禁携带管制刀具、易燃易爆物品、玩具等与比

赛无关的物品进入赛场。

3.3 竞赛流程及规则

3.3.1 赛前准备

各参赛队需在比赛开始前 15 分钟到达检录区进行赛前

检录。如果检录不通过，参赛队应在比赛开始前对机器人调

整完毕，由裁判确认机器人符合要求后方可参赛，否则不得

上场比赛。

完成检录的参赛队伍进入备赛区等待，赛前每支队伍可

轮流在测试场地地图上对机器人功能进行测试，修改程序或

结构，比赛开始前听从裁判员指令所有队伍停止调试进入备

赛区等候，并将机器人贴标封存。

3.3.2 比赛时长

小学组每轮比赛时长为 120 秒，初中组每轮比赛时长为

180 秒，高中组每轮比赛时长为 240 秒。（比赛时间精确到

0.01 秒）

3.3.3 比赛过程中

 各参赛队按顺序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到达指定的比赛场

地。

 裁判员确认参赛队准备就绪后，发出“开始”的口令后可

启动机器人。机器人启动后，参赛队员仅在机器人自动回

到起止区内后可调整车身结构或切换程序，其他情况未经



裁判允许，参赛队员不得与机器人有任何接触。如有违规

接触行为，参赛队将被警告一次。

 机器人在比赛过程中如无法继续完成任务，参赛队可向裁

判申请重新启动，经裁判允许后可将机器人手动移回至起

止区重新启动，此过程计时不中断。

 机器人在比赛过程中如被裁判判定为有违规或被判定不

可继续完赛，裁判可要求参赛队员将机器人手动移回至起

止区重新启动，此过程计时不中断。

 一轮比赛结束后，参赛队可携带自己的机器人返回准备区

继续调试，准备下一轮比赛。

3.3.4 比赛结束

比赛结束后，参赛队员立即停止机器人的运行。如在规

定时间内提前完赛可向裁判员示意，裁判员立即停止计时，

计算队伍总得分。

比赛结束后裁判员根据完成情况在评分表上打出本轮

得分及用时，参赛队员代表及裁判员当场签字确认，签字确

认后成绩不再修改。

4.计分及赛制

4.1 赛制

每支参赛队有两轮比赛机会，最终成绩取两轮中最佳成

绩。第二轮比赛选手可自愿参加。第一轮比赛结束后，需要



参加第二轮比赛的选手可返回备赛区进行调试，等待第二轮

比赛，第二轮比赛流程同第一轮。

4.2 计分规则

比赛结束后，裁判员根据场地上任务模型的状态及机器

人在运行过程中的情况打出本轮得分及用时。参赛队员代表

及裁判员需当场签字确认，签字确认后成绩不再修改。如有

问题可当场向裁判员或仲裁委员会申述。

小学组任务总分 100 分，初中组任务总分 120 分，高中组

任务总分 150 分。

计分规则明细：

任务名称 得分描述 任务总分

驶离起止区

机器人从起止区出发，需沿引导线完全驶离

起止区。车身整体与地面正投影完全不在起

止区内得 5分，其他情况不得分。

5

海洋矿物资

源探测

机器人识别到标签且车载 LED 灯点亮得 10

分，机器人完全驶离海洋矿物资源探测区后

LED 灯熄灭得 10 分。

20

海洋生物识

别

机器人识别到海洋生物卡片且在点阵屏或

屏幕上显示对应字母得 20 分，其他情况不

得分。（螃蟹→C，章鱼→O，海星→S）

20

救助搁浅鲸

鱼

机器人将搁浅鲸鱼送至深海区，鲸鱼模型与

地图接触面完全在地图深海区的背景上得
10



10 分，其他情况不得分。

修复珊瑚礁
机器人将人工珊瑚拨动到种植区内得 15

分，其他情况不得分。
15

海洋垃圾分

类

机器人正确识别物块颜色，并将物块移动到

对应颜色的虚线框内。物块与地图接触面完

全在对应颜色的虚线框内得 20 分，物块与

地图接触面有部分在对应颜色的虚线框内

得 10分，其他情况不得分。

20

救助海龟

（仅初中组

和高中组）

机器人将藤壶（木块）从海龟模型背上完全

移除得 20分，其他情况不得分。
20

海洋清洁

（仅高中

组）

机器人将垃圾块运送到海洋垃圾存放区，垃

圾块与地图接触面完全在海洋垃圾存放区

内得 15 分，垃圾块与地图接触面有部分在

海洋垃圾存放区内得 10 分，其他情况不得

分。

15

海洋水质监

测（仅高中

组）

机器人识别到二维码卡片正确点亮车载RGB

灯（水质合格亮绿色，水质不合格亮红色）

得 15分，其他情况不得分。

15

返回起止区

机器人完成所有任务后，自动返回起止区且

车身整体与地面正投影完全在起止区内得

10分，其他情况不得分。

10



5.竞赛结果

5.1 排名规则

每支参赛队伍可进行两轮比赛，最终成绩取两轮比赛最

高得分进行排名，得分高的队伍排名靠前。

如参赛队伍两轮比赛最高得分相同，按最高分轮次比赛

用时进行排名，用时少的队伍排名靠前。

如参赛队伍两轮比赛最高得分及最高分轮次比赛用时

均相同，按另一轮次比赛得分进行排名，得分高的队伍排名

靠前。

如参赛队伍两轮比赛最高得分及最高分轮次比赛用时

相同，且另一轮次比赛得分也相同，按另一轮次比赛用时进

行排名，用时少的队伍排名靠前。

5.2 奖项设置

省赛设置一等奖 20%，二等奖 30%，三等奖 50%。每个组

别排名前 10 的赛队晋级全国总决赛。

国赛设置一等奖 15%（含金、银、铜奖各 1 支赛队），二

等奖 15%，三等奖 70%。

所有获奖赛队的辅导老师（限 1 人）可获相应奖项的指

导教师奖，同一人指导多个赛队获奖的，只发一次证书。

6. 犯规及取消竞赛资格



6.1 比赛开始后 3 分钟未到比赛区的参赛队，将被取消

当轮的比赛资格。

6.2 参赛队员未得到裁判员“开始”口令启动机器人视

为“抢跑”，参赛队将受到 1 次警告。

6.3 机器人以高速冲撞场地设施导致损坏将受到 1次裁

判的警告。

6.4 不听从裁判员的指示和警告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6.5 如使用 U 盘、光盘、无线路由器、手机、相机等存

储和通信器材干扰比赛，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6.6 参赛队员在未经裁判允许的情况下私自与指导教

师或家长联系，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6.7 有其他干扰比赛秩序的行为，裁判视其影响决定予

以警告或取消比赛资格。

6.8 累计被警告 2 次，取消比赛资格。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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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小学组比赛评分表

组别： 参赛队伍编号：

任务 得分条件 分值 第一轮 第二轮

驶离起止区 机器人完全驶离起止区 5

海洋矿物资

源探测

机器人识别到标签且车载 LED 灯点亮 10

机器人完全驶离海洋矿物资源探测区

后 LED 灯熄灭
10

海洋生物识

别

点阵屏或屏幕上显示对应的字母

（螃蟹→C，海星→S，章鱼→O）
20

救助搁浅鲸

鱼
鲸鱼模型完全在地图深海区的背景上 10

修复珊瑚礁 机器人将人工珊瑚拨动到种植区内 15

海洋垃圾分

类

物块完全在对应颜色的虚线框内 20

物块部分在对应颜色的虚线框内（压

线）
10

返回起止区
机器人车身整体与地面正投影完全在

起止区内
10

单轮次得分：

单轮次用时：

最终得分（两轮最高分）：

参赛队员签字： 裁判员签字：



附录二：初中组比赛评分表

组别： 参赛队伍编号：

任务 得分条件 分值 第一轮 第二轮

驶离起止区 机器人完全驶离起止区 5

海洋矿物资

源探测

机器人识别到标签且车载 LED 灯点亮 10

机器人完全驶离海洋矿物资源探测区

后 LED 灯熄灭
10

海洋生物识

别

点阵屏或屏幕上显示对应的字母

（螃蟹→C，海星→S，章鱼→O）
20

救助搁浅鲸

鱼
鲸鱼模型完全在地图深海区的背景上 10

修复珊瑚礁 机器人将人工珊瑚拨动到种植区内 15

海洋垃圾分

类

物块完全在对应颜色的虚线框内 20

物块部分在对应颜色的虚线框内（压

线）
10

救助海龟
将藤壶（木块）从海龟模型背上完全移

除
20

返回起止区
机器人车身整体与地面正投影完全在

起止区内
10

单轮次得分：

单轮次用时：

最终得分（两轮最高分）：

参赛队员签字： 裁判员签字：



附录三：高中组比赛评分表

组别： 参赛队伍编号：

任务 得分条件
分

值

第一

轮
第二轮

驶离起止区 机器人完全驶离起止区 5

海洋矿物资

源探测

机器人识别到标签且车载 LED 灯点亮 10

机器人完全驶离海洋矿物资源探测区后

LED 灯熄灭
10

海洋生物识

别

点阵屏或屏幕上显示对应的字母

（螃蟹→C，海星→S，章鱼→O）
20

救助搁浅鲸

鱼
鲸鱼模型完全在地图深海区的背景上 10

修复珊瑚礁 机器人将人工珊瑚拨动到种植区内 15

海洋垃圾分

类

物块完全在对应颜色的虚线框内 20

物块部分在对应颜色的虚线框内（压线） 10

救助海龟 将藤壶（木块）从海龟模型背上完全移除 20

海洋清洁
垃圾块完全在海洋垃圾存放区内 15

垃圾块部分在海洋垃圾存放区内（压线） 10

海洋水质监

测

车载 RGB 灯点亮颜色正确（水质合格亮绿

色，水质不合格亮红色）
15

返回起止区
机器人车身整体与地面正投影完全在起止

区内
10

单轮次得分：

单轮次用时：

最终得分（两轮最高分）：

参赛队员签字： 裁判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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