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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比赛主题

本次活动主题为“科战未来”。分为“地面机器人板块”以及“空

中机器人板块”。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 21世纪，机器人技术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无限

潜力，正逐步改变着我们的世界。他们将在比赛中扮演“守卫者”的

角色，用智慧和勇气捍卫国家的安全与和平。以国防演习为背景，将

机器人技术与国防教育紧密结合。现在能够执行多种国防任务的机器

人越来越多，包括但不限于巡逻、侦察、目标识别、防御攻击等。这

些机器人需要具备高度的自主性和智能化水平，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环

境中灵活应对各种挑战。“科战未来”不仅仅是一场机器人技术的较

量，更是一次国防教育的生动实践。能够深入了解国防科技的重要性，

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培养爱国精神和民族精神。他学会如何运用科技

手段保卫国家，为未来的国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 地面机器人

（一）场地

场地布局：正式比赛场地由 2 场地拼接而成，总场地规格约为

总长 246cm×总宽 252cm(含边框，单个场地不含边框约为

240*121cm，误差±1cm)，地图内包含有“洲际导弹”“航母”“防

空炮台”“飞机攀升架”“导弹”等道具。

场地示意图



赛场四周采用塑料积木、木板或 EVA 制成围墙，用于防止机器

人出界。四周围墙宽约为 3cm，高约为 7cm， 两场地中间围挡宽约

6cm，高约 7cm，场地有尺寸偏差时，会将偏差处统一放置在场地上

方。

（二） 赛场环境

在由于生产和加工的不确定性，所有道具及场地将存在不可避免

的细微误差(尺寸、重量、颜色、平整度等)。战队在设计搭建机器人

时，须考虑此误差因素，适应不同道具及场地。如现场有其他适配道

具，参赛选手可在赛前申请替换。机器人应该能够适应如场地褶皱、

灯光变化等不可改变的因素，凡因这些不可改变因素产生的机器人表

现差异，战队应自行完成针对性调试。

（三）机器人任务及得分

比赛地图分为自动和遥控两部分。参赛选手需要在规定时间内，

先完成自动任务，随后切换到遥控模式进行遥控任务，直至比赛结束。

任务在各阶段结束后按最终状态进行记分。单场比赛总时长 120 秒，

由自动控制阶段、模式切换阶段和遥控控制阶段组成。其中自动控制

阶段时长为 15 秒， 模式切换阶段时长为 15 秒，遥控控制阶段时

长为 90 秒。

自动阶段内选手可选择任意任务进行，程序自动完成场地任务，

机器人仅允许完成己方场地的任务，不可进行对抗部分操作（例如投

方块，推对方道具等），其中防空炮台与腾空而起任务仅在自动阶段

完成时有分数；

自动阶段结束时，裁判发出指令，检查场地道具情况，并且记录



自动阶段任务得分情况，要求选手将超阶段时间后完成的道具进行复

位，未完成被位移的道具由选手自行选择是否复位。随后开始切换阶

段。选手自行将机器人切换为遥控模式，并从起点处重新出发（该次

触碰不记入重试）；

切换阶段结束时，裁判检查场地情况，未违规则发出指令，开始

进行遥控阶段，选手遥控机器人去完成场地上的任务，自动阶段未完

成的任务不再计分。

1.自动阶段：15s

在本阶段中，要求机器人使用编程模式完成任务。全程由机器人

自动完成，不能使用任何形式的遥控。编程阶段总任务时长为 15 秒，

比赛开始后，选手通过点击机器人运行按钮触发机器人，此后不能再

触碰机器人（重试除外），直至该阶段计时结束。自动阶段如果将程

序储存在遥控器进行运行，则需要将遥控器放置在起点内，单击发送

健进行发送程序，不得持于手上影响裁判判断，否则视为违规，裁判

根据情况进行警告或者扣分判罚；

（1）防空炮台（自动阶段任务）

防空炮台是军事设施中用于防御空中威胁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

架设高射炮等防空武器，对来袭的飞机、导弹等空中目标进行射击和

摧毁。防空炮台通常建在陆地上，具有坚固的工事和永久性的建筑设

施，通常与其他防空武器系统共同构成综合防御体系，实现多层次、

全方位的防御，适用于长期防御作战。机器人需要把防空炮台调整到

指定位置，代表完成调整防空炮台任务（炮台颜色积木投影完全进入

前方区域内为完成，+30 分）。



初始炮台（粘贴到场地） 完成状态

（2）腾空而起（自动阶段任务）

战斗机从地面起飞前往空中执行任务的过程，是一个复杂而精细

的作战准备与实施过程。战斗机需要加速，当达到起飞速度时，飞行

员拉杆使飞机抬头，飞机开始离地升空。在起飞过程中，飞行员需要

密切关注飞机的各项参数，确保飞机平稳起，战斗机按照规划的飞行

航线，飞向预定任务空域。机器人需要击中战斗机指定发射区域使战

斗机加速起飞到指定空域，战斗机停稳在结构上方平台代表任务成功

+30 分。

初始战斗机（粘贴到场地） 完成状态



2.切换阶段：15s

在模式切换阶段中，选手需将机器人移出场地地图外进行切换模

式操作，该阶段有 15s 的时间进行遥控器的连接，机器人的维修等

操作，期间可更改机器人结构但不可中途进行主控机器人的切换，否

则视为违规，裁判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判罚。15s 切换时间结束时，选

手需将机器人放置到各自的起点范围内等待裁判宣布遥控阶段开始。

3.遥控阶段：90s

（1）洲际导弹投放

每方场地初始有 9个洲际导弹，导弹为 5cm±0.5cm 的 EVA 正方

体。洲际导弹在时间截止时会爆炸，所以机器人需要在竞技时间内将

场地上的洲际导弹方块投送到对方场地，对对方进行扣分打击。机器

人同时携带的导弹数量限制至多携带 3 个导弹，选手设计时需考虑该

设定；违规超数量的导弹视为无效。

洲际导弹的评分标准如下，不重复进行评定：

①普通打击：时间截止时洲际导弹方块投影完全在己方场地内的，

-20 分/个；

场地被打击到



②精准打击：时间截止时洲际导弹方块接触特定任务道具（航母

{粘贴到场地}，炮台，战斗机装置）模型，-40 分/个；

航母被打击到 炮台被打击到

战斗机装置被打击到

③特殊打击：时间截止时洲际导弹方块进入指挥部方框内，-160

分,该特殊打击最多记一次分。注：指挥部不粘贴，可以转移位置，

机器人可以进行推动，使其移动。但比赛过程中不可移动到起点范围

内、不可翻倒、不可破坏。出现以上违规行为时，代表放弃军演，直

接判负。



指挥部被打击到 指挥部接触基地，弃权

指挥部翻倒，弃权 指挥部被破坏，弃权

（2）导弹拦截

在现代战争中，导弹作为一种高精度、远射程的打击武器，其作

用至关重要。所以我们需要导弹拦截系统，能够有效拦截敌方的空袭

武器，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等，从而保护国家的重要目标和基础

设施。这些目标可能包括军事基地、政府机构、工业设施、交通枢纽

等，它们的安全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正常运转和稳定。通过在空中进行

导弹拦截，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敌方导弹对这些关键目标的威胁，确

保国家的安全。我方需要把对方发射到己方领空的导弹进行拦截，把

导弹拦截后，导弹道具倒向对方地图方向则算拦截成功（成功的标准



为：导弹支撑杆拼装处投影部分超过底部区域的一半，如下图示意），

每拦截一枚导弹+30 分。

初始导弹（粘贴到场地） 倒向己方，拦截失败

倒向对方，拦截成功

（3）结束军演

第一阶段返程：该任务要求在比赛时间结束时机器人需要回到起

点区域(由重试拿回的起点不记入完成状态)，当机器人正投影完全进

入区域，代表完成任务，+50 分/台。

第二阶段卸甲：该任务要求参赛选手在比赛时间结束后放下机器

判定点
投影超此处



人遥控，由裁判检查在己方起点区域内的机器人是否携带任务道具，

没有携带任务道具，可额外获得+50 分/台。

完成第一阶段 完成第二阶段

（4）流畅奖励

该任务要求机器人以最少的重试次数完成最多的任务，任务初始

奖励 40分，选手每重试一次，减少 10分奖励，最多到 0 分。

（四）机器人

1、活动所需材料为单孔位尺寸 8mm（±0.2mm）塑胶积木拼搭件，

由各队伍自带，无需现场拼装。允许黏贴标识签纸，便于识别机器人。

2、每台机器电机与传感器的种类不限，电机数量不超 6个。

3、每个队伍使用 2台机器人（可设计备用机器人，进行不同轮

次的使用，每轮上场时仅可选择使用主控机器人或者备用主控机器人，

不可中途进行主控机器人的切换，否则视为违规，裁判根据实际情况

进行判罚），每台机器人整体尺寸要求为：所有备用机器以及改装结

构件开始前需测量长宽，其各自的长宽不得超 28*28cm，高度不超

40cm，比赛进行时使用的主控与备用结构需全部放入起点，放入时任



意垂直投影不得超出起点范围，超出部分或者结构需修整或者不可使

用，比赛时己方场地同一时间只能存在 2台机器，不可设计分离到场

地内的结构。

4、机器人主控要求需符合以下四种情况之一：

（1）电压不得超 9v、4 个动力输出端口、5 个操作按键、无外接

传感器、内置蓝牙可直连遥控、通过遥控器编程；

（2）电压不得超 9v、7*13 个 led 矩阵屏幕、6 个操作按键、4

个动力输出端口、2个传感器接口、内置蓝牙可直连遥控、通过遥控

器编程；

（3）电压不得超 7.4v、虚拟可触控按键、4 个动力输出端口、4

个传感器接口、通过图形化编程软件进行编程；

（4）电压不得超 7.4v、7*9 个彩色 led 矩阵屏幕、3个操作按键、

8个无区分的接口，可接输入或者输出、内置蓝牙可直连遥控、通过

图形化编程软件进行编程；

（五）比赛

1.参赛队

活动以团队方式完成，每支队伍由2名的选手和1-2名辅导老师组成，选手分

为不同组别进行竞赛，设置小学组，中学组（12-16岁）；可由不同单位的学生

组成联队。

2.赛制

初赛：报到前，主办单位根据参加队伍数量，采用电脑自动抽签

的方式，确定队伍分组，每组2-5支队伍组成。其中2支队伍的小组需



要先获胜2场者晋级，如小组中有队伍弃赛导致小组队伍数变化或者

仅剩1组，该组直接晋级。

初赛采用小组循环的方式，队伍在循环赛中累计各场次胜场积分

为最后总分，小组内总胜场积分排前者进入决赛。

如出现同分，参考如下顺序确定排序：

（1）平均自动阶段得分高者排前；

（2）平均重试次数少者排前；

（3）平均道具得分高排前；

（4）平均任务得分高排前；

（5）平均扣分少者排前；

（6）完成任务数多者排前；

（7）机器人总重量轻者排前；

（8）加赛1场决出胜负；

决赛：根据参加队数量确定初赛各组的第1名或者前2名进入决赛，

决赛采用对阵式（决赛对阵图表由组委会视情况决定）淘汰赛，只进

行1轮，任务分值高者胜出，进入新一轮竞技。

内容 初 赛 决 赛

赛制 小组循环赛 1轮淘汰赛

赛时 120秒常规时间 120秒常规时间



表1.赛制表

如出现同分情况的，参考5.2.1顺序确定胜者：

3.竞赛组委会有可能根据参赛报名和场馆的实际情况变更

赛制。

4.比赛过程

（1）赛前准备

①如设置有封存区时:选手将机器人放置在裁判指定的地方封存，

直至第一轮活动前，选手不得触碰和调整机器人。

②参赛选手在调试区不得上网和下载任何资料，不得使用相机等

设备拍摄比赛场地，不得以任何方式与教练员或家长联系。

③参赛队在每轮比赛结束后，允许选手申请下场简单地维修机器

人和修改控制程序，之后等待下次叫号比赛。

（2）竞赛准备

①准备上场时，参赛队员从封存区领取自己的机器人，在引导员

带领下进入比赛区。赛前参赛队有 1-2 分钟时间进行机器人调整，并

计分方式 得 0、3 分 胜方进入下一轮，负方淘汰。

得分规则

3分：得分多者3分，少者0分；

同分：依据5.2.1分出0,3分；

0分：得分少；

弃权；违规等情况得0分。

3分：得分多者3分，少者0分；

同分：依据5.2.1分出0,3分；

0分：得分少；

弃权；违规等情况得0分。



且可以检查场地上任务模型摆放。

②上场的学生队员，站立在待命区（本队场地起点）附近。

③队员将自己的机器放入起点。机器人各阶段首次启动之前，机

器的任何部分，在地面的垂直投影不能超出起点范围。

④ 完成准备工作后，队员应向裁判员示意。

⑤选手在比赛开始前发现机器人故障时，裁判允许选手进行简单

维修，维修时间在 2 分钟以内，当维修时间结束时，选手需直接开始

本轮比赛。

（3）启动

①裁判员确认参赛队已准备好后，将发出“3，2，1，开始”的

倒计时启动口令。当裁判喊“开始”后，参赛队员才可以启动机器。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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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机器人一旦启动，就只能受指令控制。队员不得在起点外接触

机器人，否则视为重试。

④机器人必须完全离开起点范围才可进行得分操作，比赛期间不

得直接或间接用手移动、推动、抛射道具进行任务操作，则该得分无

效。如果机器人任意部分结构接触起点范围，选手可对机器人进行改

装。改装时机器人携带的道具、机器人推回起点内的道具可以由选手

手动装载到机器人上 。携带的标准为：选手垂直且仅拿起机器人时，

道具会随机器人一起被拿起。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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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以绳子，橡皮筋之类的材料进行软性长距离连接）。如因该零

件掉落形成的任务得分，则该得分无效，偶然脱落的机器人零部件，

参赛选手自行带回，若选手未带回零件，以不听从裁判指令视情况进

行扣分判罚，直至 0 分。在这个过程中计时不会暂停。

⑥ 机器人完全冲出比赛场地，或者机器人驱动轮部分进入对方

区域记一次重试，队员需将机器人搬回基地，重新启动。

⑦不得故意将方块丢出场地外，被丢出场地的方块不扣分，但是

本场失效。

（4）重试与僵持

①机器人在启动之后，选手在起点外任意地方触碰机器或道具视

为违规，警告并要求选手复位。重试需要“选手举手说重试”示意裁

判，重试计时不停，重试前已完成的任务有效，未完成的任务选手自

行选择是否复位，机器人所携带的道具由选手自行选择是否复位或者

带回起点内（携带的标准为：选手垂直且仅拿起机器人时，道具会随

机器人一起被拿起）。机器人从起点处重新出发。

②每场比赛重试的次数不限，重试扣流畅分。

③当机器人任意部分结构接触起点范围时，选手可对机器人进行

改装（选手的各自的起点区域仅供各自使用，各自起点内的道具或者

结构仅供自己机器人使用，重试需回到自己的起点区域，裁判视严重

程度扣分或者取消成绩）。改装时机器人携带的道具以及起点内的道

具可以由选手手动装载到机器人上，装载的道具如未被机器人携带则

不得离开起点范围。（携带的标准为：选手垂直且仅拿起机器人时，

道具会随机器人一起被拿起）



④比赛过程中，机器人可能出现纠缠情况，纠缠过程中易出现僵

持状态，僵持时间超 3秒时，选手可向裁判申请：要求双方车辆各自

后退 5cm，裁判收到申请即下令要求车辆分开，不听从裁判指令视情

况进行扣分判罚，直至 0分；未申请则可继续僵持。

（5）比赛结束

（1） 每场比赛时间为 120 秒钟。 每队每场比赛使用 2 台机器

人，以完成任务量计算得分。

（2）裁判员示意比赛结束后，机器人与道具有接触的相关任务

均不得分（如按个数或者次数计算的，则该次/个道具不得分），继

续运行完成的任务得分无效。

（3）裁判员填写记分表，参赛队员应确认自己的得分。

（六）记分

机器人竞技分为初赛和决赛，每场竞技限时 120 秒。如在 120 秒，

全部方块分类完毕，竞技即时结束；如未完成任务，不再加时。各队

成绩按下表的标准计算分值。

项目 任务 得分

得分项

成功调整防空炮台（自动阶段任务） +30 分

战斗机成功起飞（自动阶段任务） +30 分

成功拦截对方导弹 +30 分/枚

流畅分，初始 40 分 N



机器人完全位于起点内 +50 分/台

机器人完全位于起点内，并且不携带道具 +50 分/台

扣分项

被洲际导弹普通打击 -20 分/个

被洲际导弹精准打击 -40 分/个

被洲际导弹特殊打击 -160 分

重试，每次扣除 10 分流畅分，直至 0分 -10 分/次

早启动 2 次/成人场外指导 成绩为 0

选手不听从裁判员指令的，将视情况轻重 成绩为 0

表 2.竞技任务得分表

（七）犯规和取消比赛资格

1、选手在比赛开始 30分钟后才前来参加的（有特殊情况需提前

报备），取消活动资格。

2、每支队伍每轮竞技允许第 1 次机器人“早启动”，第 2 次再

犯如是初赛，该轮成绩为 0 分，决赛则直接淘汰，对方无需竞技即获

胜，获 3 分或晋级。

3、辅导老师或家长存在口授选手影响活动的指引，或亲手参与

搭建任务，亦或触碰、修复作品等行为的，视为违规，裁判视情况进

行扣分直至成绩为零。

4、选手不听从裁判员指令的，将视情况轻重，由裁判确定给予

警告、-10 分、初赛该轮成绩为 0 分、决赛直接淘汰，乃至取消活动

资格等处理。



5、干扰他人竞赛，比赛过程中，随意对他人进行语言干扰，动

作干扰,破坏对方场地道具等行为（例：对方未犯规，却恶意提出对

方犯规，导致对方停止机器人动作等行为），视为违规，裁判视情况

进行扣分直至成绩为零。

6、过分行为：在全场比赛期间，出现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的，

情节恶劣者裁判有权取消全场比赛资格:不礼貌行为(辱骂，脏话，肢

体接触)；严重影响比赛场地，观众安全导致比赛无法正常进行；严

重违反竞赛精神(作弊)；重复或无视裁判警告，公然违例；恶意投诉

（正常投诉成立时，强制被投诉者修改违规结构，严重者取消被投诉

者成绩。投诉不成立视为恶意投诉，投诉者扣 50分/次，严重者取消

投诉者成绩）。

7、关于规则中未明确内容，解释权归裁判组所有。

（八）申诉与仲裁

1、成绩确认：比赛结束，在裁判做完比赛统计和判定后，当场

比赛的战队需在成绩确认单 上签字确认比赛成绩。确认成绩无误签

字后，组委会不再接受该场比赛的任何申诉。

2、争议处理：若当场比赛的参赛选手对该场比赛结果仍存在异

议，且对当值裁判的解释依然不认同的，可不签字确认成绩，但须在

成绩确认单备注栏上写明情况后方可离场。

3、申诉步骤：申诉应按照规定的流程，在“有效申诉期”内提

出，并遵循“文明参赛”的竞赛精神。先由参赛战队填写《申诉表》,



配合仲裁委员会调查，仲裁委员会调查期间，只允许当场参赛选手配

合。仲裁委员会有权在回避指导教师、学生家长及亲友的环境下和申

诉选手单独沟通。调查过程中申诉方应清晰的表达申诉诉求，描述客

观事实。

4、有效申诉期：一般为单场比赛结束后 30分钟内，具体时间以

比赛前发布的《秩序册》为准。申诉方及被申诉方须在与裁判长约定

的时间内到场。

5、申诉回应时效：并非所有申诉都会被受理，仲裁委员会将根

据实际情况确定是否接受申诉， 并开启仲裁流程。被受理的申诉，

仲裁委员会一般会在当天比赛结束之后或次日比赛开始之前回应申

诉。

6、超时的申诉：未能在“有效申诉期”内提交的申诉，将被视

为无效且不予受理。若申诉方未能在与仲裁委员会约定的时间内到场，

或在调查时中途无故离场，将被视为无效申诉。被申诉方未能在与仲

裁委员会约定的时间内到场，仲裁委员会将会直接 判定仲裁结果并

作为最终结果。

7、申诉人员超出规定：申诉方必须为参赛战队选手，其他人员

的申诉将不予以接受。申诉方的家长、指导教师等人员未经仲裁委员

会允许不得参与仲裁过程。

8、申诉诉求不清晰：若因情绪等因素无法客观冷静表达仲裁诉

求，导致仲裁委员会无法正常的理解申诉事实，无法正常进行情况调

查，仲裁委员会将会对犯规方提出警告。若多次警告无效，将取消比

赛资格。



9、不文明的申诉：申诉方不得做出不文明的行为，不得产生过

激的动作和言语。违规判罚：首次警告，若多次警告无效，将取消比

赛资格。

10、仲裁处理过程：仲裁委员会由仲裁长、当值裁判长、赛事技

术负责人组成。仲裁委员会负责受理比赛中出现的申诉并进行仲裁调

查，以保证大赛的顺利进行和大赛结果的公平、公正。任何比赛的回

放录像、照片不作为仲裁证据！

11、仲裁处理结果：仲裁结果分为“维持原本比赛成绩”和“重

赛”两种，不可以再次申诉。如若仲裁结果为“重赛”,申诉方需按

照申诉单规定的时间场次进行重赛，规定时间 5 分钟内未到达场地进

行比赛，视为放弃比赛。

12、仲裁处理补充：仲裁委员会给出最终仲裁结果后，申诉方不

能再对申诉结果产生异议。

（九）奖励

1、 每个组别按晋级成绩以及小组成绩进行排名，局部并列的排

名，小组第二优先排序，其余按赛制进行排名。

2、按照参赛队成绩排名确定获奖等级（零分、弃权不计入排名），

分别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其中一等奖包含有冠、亚、季奖项，

如一等奖不足 3 人，则取消冠、亚、季奖项。



“科战未来”项目计分表

类型：初赛/决赛 组别：小学/初中 初赛分组：__________

队伍号码 红方： 蓝方：

早启动 （第 2次判负） （第 2次判负）

道具得分

（自动任务）炮台到指定位置，+30 分（√×）（分数） （自动任务）炮台到指定位置，+30 分（√×）（分数）

（自动任务）战斗机到顶层停留，+30 分（√×）（分数） （自动任务）战斗机到顶层停留，+30 分（√×）（分数）

导弹倒向对方场地，+30 分/个（个数）（分数） 导弹倒向对方场地，+30 分/个（个数）（分数）

任务得分

机器人完全位于起点内，+50 分/台（个数）（分数） 机器人完全位于起点内，+50 分/台（个数）（分数）

且机器人不携带任务道具，+50 分/台（个数）（分数） 且机器人不携带任务道具，+50 分/台（个数）（分数）

流畅分 40 分，重试，-10 分/次（ 正 ）（分数） 流畅分 40 分，重试，-10 分/次（ 正 ）（分数）

道具扣分

导弹方块投影在己方场地，-20 分/个（个数）（分数） 导弹方块投影在己方场地，-20 分/个（个数）（分数）

方块接触己方特定道具模型，-40 分/个（个数）（分数） 方块接触己方特定道具模型，-40 分/个（个数）（分数）

导弹方块接触己方指挥部内部，-80 分（√×）（分数） 导弹方块接触己方指挥部内部，-80 分（√×）（分数）

违规扣分

场外指导，-N 分/次（ 正 ）（分数） 场外指导，-N 分/次（ 正 ）（分数）

不听从裁判指令，-N 分/次（ 正 ）（分数） 不听从裁判指令，-N 分/次（ 正 ）（分数）

其他



总分

胜场积分 （3分或者 0分） （3分或者 0分）

裁判签名： 红方队员签名: 蓝方队员签名:



三 空中机器人

（一） 赛制说明

1、该赛项分为小学组、初中组。

2、每支参赛队由 1-2 名学生和 1 名指导教练员组成；

（二）竞赛器材

1、竞赛不限器材品牌，为保证参赛选手赛事公平性、安全性，参赛

所用器材为四轴飞行器，并且符合以下参数。

组别 小学 初中

机型 球形四轴飞行器 可编程四轴飞行器

轴距 118～122mm 145～150mm

电机类型 1020 空心杯电机 空心杯电机

起飞重量 95～103g（含保护罩和电池） ≤250g（含保护罩和电池）

飞行安全保护设

计

球形保护罩 半包围结构保护罩

定位方案 / 图像识别

飞行时间 ≥5分钟 ≥10 分钟

电池类型 锂电池 锂电池

电池参数 2S，额定电压不超过 7.4v 2S，额定电压 7.4V，容量≤

1800mAh编程软件 / 图形化编程，Python 编程

飞行器灯光 有 有，可编程

设备安全要求 须有球形保护罩

遥控器须设置通道解锁及失控

保护

支持反乌龟模式

碰撞震动保护：电机自动停转

失联保护：自动降落

机身倾角≥70 度：电机自动停转

程序保护：一键降落

程序错误保护：无法起飞



（三）比赛任务说明

1.比赛场地：

竞赛场地设计（长度 400cm，宽度 300cm）内有起降柱 H（高度 30cm，

直径 20cm），竖直圆环 x3（总高度 150cm）、涵道（高度 100cm，长度

100cm，直径 50cm）、击打任务柱（高度 30cm,直径 20cm）、直杆（高度

150cm）、灯光切换柱（高度 30cm,直径 20cm）、击打任务板（边长 20cm）、

圆形穿越板（小孔直径 25cm、中孔直径 40cm、大孔直径 50cm）、低飞横

杆 x4（高度 45cm）、降落圆环（直径 30cm，高度 10cm）如下图所示。

图1 (小学组）

2.小学球形机器比赛路线说明：

参赛队员应通过遥控器手动控制无人机完成以下路线任务。

（1）高空起飞：无人机需从指定平台垂直起飞至 50cm 及以上高度。

（2）垂直圆环：穿越 3个垂直悬挂的立体圆环（高度 1.5 米），需

按顺序通过。



（3）涵道逃生：穿越狭窄涵道（长度 100cm/直径 50cm），出涵道

后需立即稳定姿态。

（4）精准打击：使用无人机机身撞击 3 个水瓶，水瓶落地即视为有

效命中。

（5）螺旋上升：360°绕柱旋转一圈上升即可。

（6）灯光转换：将无人机准确降落在起降柱上，将机载 LED 灯初始

颜色进行转换（如红→蓝或蓝→红），5秒内完成颜色匹配响应。

（7）万象更新：操控无人机通过推动，将旋转平台的方形板翻面，

可多次尝试（编程机任务完成不了，万象更新 60*100）。

（8）精准穿越：选择竖直板的一个圆形孔洞快速穿过，对应穿越孔

越小，分值越高，小孔直径 25cm、中孔直径 40cm、大孔直径 50cm。

（9）低空飞行：保持飞行离地 10cm-30cm 高度完成 2米长的直线路

径飞行，不得触地或超高度。

（10）平稳降落：降落在直径 20cm 的同心圆靶位，着陆后机体不得

位移。

注：各任务设置时间限制与碰撞扣分机制，具体以组委技术规定为

准。

3.小学组成绩判定:

（1）每支队伍 2 次机会，择成绩较好的一次计算为最后成绩；

（2）比赛开始后，3分钟内（时间需要测试）无人机未能完成任务



降落在起降点即判定为本轮比赛失败；

（3）比赛开始后，无人机坠落无法复飞即判定为任务失败；

（4）参赛选手以第三视角操控球形无人机，需按照设定路线任务进

行，依次穿过所有的障碍物，完成任务到达终点即为完成比赛；

（5）比赛排名在得分相同情况下，以完成任务的时间长短进行排名，

用时越短则排名越高；得分用时相同情况下，以次轮成绩得分靠前者排

名优先，以此类推。

（6）选手应试图完成所有任务，若飞行过程中发生漏穿障碍，在保

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再次尝试穿越障碍。

（7）任务失败的选手，以完成度计算得分进行排名。

4.比赛流程：

（1）检录：

每支参赛队的学生队员（1-2 人，最多 2人）应在赛前 30分钟携带

所需设备到达比赛场馆进行检录。

检录时，参赛队可携带无人机整机，但需通过全面检查，以确保符

合赛规的相关规定。选手应对不符合规定的地方进行修正、改进，复检

通过后方可进入准备区和参加比赛。参赛队员不得携带 U盘、光盘、手

机、相机等存储和通信器材。

通过检录的参赛队方可进入准备区。

（2）准备区：



准备区是参赛队调试设备、编写程序、等候比赛的地方。通常，一

个准备区中只有一个组别的参赛队。

（3）赛前准备：

按照预先排定的时间表，在志愿者引导下，参赛队员携带无人机及

笔记本计算机进入比赛场地。这时，参赛队不得提出更换无人机的要求。

每场比赛开始前，参赛队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确认就绪后，参赛

队员应向裁判举手示意。

裁判确认参赛队已准备好后，将发出“3，2，1，开始”的倒计时启

动口令。参赛队员听到“开始”命令的第一个字，就可以用遥控器启动

无人机，比赛正式开始。

（4）比赛中：

比赛开始后，3 分钟倒计时启动。参赛队应按照比赛规定的路线顺

序完成任务。

（5）比赛结束：

每场比赛 3 分钟。只要 3分钟时间到，主裁判即发出结束比赛的命

令。如果参赛队已经完成了任务，在完成一些任务后不准备继续比赛，

可以向主裁判举手示意，提前结束比赛。

听到结束比赛命令后，参赛队员应立即停止无人机运行，确认得分

之前不得再与场上的无人机和任何物品接触。

比赛结束后，裁判核查任务完成情况，填写记分表。裁判员有义务

将记分结果告知参赛队员。参赛队员有权利纠正记分可能产生的误差，

并签字确认知晓得分。如有争议，由队员在现场提请裁判长仲裁，组委



会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场外申诉。

参赛队员应协助裁判将场地恢复到比赛开始前的状态，并将所有自

行携带的设备带回准备区。

比赛将进行两轮，已完成第一轮比赛的参赛队可以在准备区维修无

人机，等待第二轮比赛。参赛队也可以选择放弃第二轮比赛。

5.犯规及取消比赛资格

参赛队应遵守所规定的参赛队员行为规范及本场地赛规则的所有条

款。如有下列行为，将会受到警告、扣分直至取消比赛资格的处罚：

在裁判发出比赛开始信号前，参赛队员启动无人机，第一次警告，

再次提前启动，扣 5分。

（1）参赛队员未经裁判允许进入比赛场地，每次扣 10分。

（2）参赛队员未经裁判允许触碰或使用遥控器操控无人机，每次扣

10分。

（3）参赛队员不听从裁判指挥，每次扣 5分。

（4）上述行为累计出现三次，裁判结束比赛，但已有的得分（含扣

分）有效。

（5）无人机飞出场地（2m×4m）上方，裁判警告后未立即返回，比

赛立即结束，但已有的得分有效。



6.初中组路线说明：

比赛时分为手动控制和自动控制两个时段，本节将对每个任务的内

容、目标和完成任务及记分的标准做出说明。其中某些任务的完成状况

将会影响后续任务的执行。

图2 (中学组)

7.手动控制阶段：

（1）高空起飞：无人机需从指定平台垂直起飞至 50cm 及以上高度。

（2）万象更新：操控无人机通过推动，将旋转平台的方形板翻面，

可多次尝试。

（3）涵道逃生：穿越狭窄涵道（长度 1米/直径 50cm），出涵道后

需立即稳定姿态。

（4）精准打击：使用无人机机身撞击 3 个水瓶，水瓶落地即视为有



效命中。

（5）螺旋上升：360°绕柱旋转一圈上升即可。初中组需要从直杆

底部沿螺旋轨迹攀升至 1.5 米高度（飞行过程机头方向需要旋转）。

8.自动控制阶段：

（1）程控起飞：无人机需从指定起飞点由编程控制下垂直起飞。

（2）灯光转换：将无人机准确降落在起降柱上，将机载 LED 灯初始

颜色进行转换（如红→蓝或蓝→红），5秒内完成颜色匹配响应。

（3）垂直圆环：穿越 3个垂直悬挂的立体圆环（高度 1.5 米），需

按顺序通过。

（4）精准穿越：选择竖直板的一个圆形孔洞快速穿过，对应穿越孔

越小，分值越高，小孔直径 25cm、中孔直径 40cm、大孔直径 50cm。

（5）低空飞行：保持飞行离地 5cm-30cm 高度完成 2 米长的直线路

径飞行，不得触地或超高度。

（6）平稳降落：降落在直径 20cm 的同心圆靶位，着陆后机体不得

位移。

注：各任务设置时间限制与碰撞扣分机制，具体以组委技术规定为

准。

9.初中组成绩判定:

（1）每支队伍 2 次机会，择成绩较好的一次计算为最后成绩；



（2）比赛开始后，3分钟内（时间需要测试）无人机未能完成任务

降落在起降点即判定为本轮比赛失败；

（3）比赛开始后，无人机坠落无法复飞即判定为任务失败；

（4）参赛选手以手动控制和自动控制，控制无人机。需按照设定路

线任务进行，依次穿过所有的障碍物，完成任务到达终点即为完成比赛。

（5）比赛排名在得分相同情况下，以完成任务的时间长短进行排名，

用时越短则排名越高；得分用时相同情况下，以次轮成绩得分靠前者排

名优先，以此类推。

（6）选手应试图完成所有任务，若飞行过程中发生漏穿障碍，在保

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再次尝试穿越障碍。

（7）任务失败的选手，以完成度计算得分进行排名。

10.比赛流程：

检录：每支参赛队的学生队员（1-2 人，最多 2 人）应在赛前 30 分

钟携带所需设备到达比赛场馆进行检录。

检录时，参赛队可携带无人机整机，但需通过全面检查，以确保符

合赛规的相关规定。选手应对不符合规定的地方进行修正、改进，复检

通过后方可进入准备区和参加比赛。参赛队员不得携带 U 盘、光盘、手

机、相机等存储和通信器材。

通过检录的参赛队方可进入准备区。

准备区：准备区是参赛队调试设备、编写程序、等候比赛的地方。

通常，一个准备区中只有一个组别的参赛队。

所有进阶赛段的参赛队伍进入准备区后，由主裁判宣布开始编程，



各参赛队应将所携带的笔记本计算机进入竞赛模式后开始编程。

编程将在 20分钟结束，由裁判对编写的程序做拷贝留存备份。参赛

队对自己的笔记本计算机不得再做任何操作，等待入场比赛。

赛前准备： 按照预先排定的时间表，在志愿者引导下，参赛队员携

带无人机及笔记本计算机进入比赛场地。这时，参赛队不得提出更换无

人机的要求。

每场比赛开始前，参赛队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确认就绪后，参赛

队员应向裁判举手示意。

裁判确认参赛队已准备好后，将发出“3，2，1，开始”的倒计时启

动口令。参赛队员听到“开始”命令的第一个字，就可以用遥控器启动

无人机，比赛正式开始。

比赛中：比赛开始后，3分钟倒计时启动。参赛队应按照比赛规定的

路线顺序完成任务。

比赛结束：每场比赛 3 分钟。只要 3 分钟时间到，主裁判即发出结

束比赛的命令。如果参赛队已经完成了任务，在完成一些任务后不准备

继续比赛，可以向主裁判举手示意，提前结束比赛。

听到结束比赛命令后，参赛队员应立即停止无人机运行，确认得分

之前不得再与场上的无人机和任何物品接触。

比赛结束后，裁判核查任务完成情况，填写记分表。裁判员有义务

将记分结果告知参赛队员。参赛队员有权利纠正记分可能产生的误差，

并签字确认知晓得分。如有争议，由队员在现场提请裁判长仲裁，组委

会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场外申诉。



参赛队员应协助裁判将场地恢复到比赛开始前的状态，并将所有自

行携带的设备带回准备区。

比赛将进行两轮，已完成第一轮比赛的参赛队可以在准备区维修无

人机，等待第二轮比赛。参赛队也可以选择放弃第二轮比赛。

11.犯规及取消比赛资格

参赛队应遵守所规定的参赛队员行为规范及本场地赛规则的所有条

款。如有下列行为，将会受到警告、扣分直至取消比赛资格的处罚：

在裁判发出比赛开始信号前，参赛队员启动无人机，第一次警告，

再次提前启动，扣 5分。

（1）参赛队员未经裁判允许进入比赛场地，每次扣 10分。

（2）参赛队员未经裁判允许触碰或使用遥控器操控无人机，每次扣

10分。

（3）参赛队员不听从裁判指挥，每次扣 5 分。

（4）上述行为累计出现三次，裁判结束比赛，但已有的得分（含扣

分）有效。

（5）无人机飞出场地（3m×6m）上方，裁判警告后未立即返回，比

赛立即结束，但已有的得分有效。

（6）比赛过程中，参赛队员打开除编程软件之外的任何文件，视为

作弊，取消本轮比赛资格，已有的得分清零。



（四）重要提醒

1、比赛队伍提前10 分钟候场，若轮到比赛3 分钟未能到场，则取消比

赛资格，无成绩；

2、比赛计时开始后，选手不得以电量不足、机器损坏等理由中断

比赛；

3、出现以下情况，裁判员有权即刻宣布比赛结束，比赛用时按照

时间上限（3分钟）计算，总分按照实际完成的项目对应得分及扣分规则

进行计算:

（1）比赛实际用时超过规定上限时间；

（2）比赛中无人机跌落，无法复飞继续比赛；

（3）比赛中飞行器飞出比赛场地边界。

（4）超出飞行高度上限（最大安全飞行高度 2.5M）

4、本规则未尽事项，以竞赛裁判委员会现场裁定为准。



（五）评分标准

评分表（小学组）

序号 任务名称 得分标准 分值 得分 得分

1 高空起飞 垂直起飞至50cm 5

2 垂直圆环 穿越3个垂直悬挂的立体圆环

（5分/个）

15

3 涵道逃生 穿越狭窄涵道 10

4 精准打击 击3个水瓶（3分/个） 9

5 螺旋上升 转向绕过或螺旋上升 10

6 灯光转换 准确降落（3分）、切换灯光（3分） 6

7 万象更新 将方形板翻面 10

8 精准穿越 快速穿过孔洞（小/中/大） 10/15/20

9 低空飞行 直线路径飞行（5分/个） 20

10 平稳降落 准确降落 5

用时

得分

最终成绩



选手签名



评分表（初中组）

序号 阶段 任务名称 得分标准 分值 得分 得分

1

手
控
阶
段

高空起飞 垂直起飞至50cm 5

2 万象更新 将方形板翻面 10

3 涵道逃生 穿越狭窄涵道 10

4 精准打击 击3个水瓶（3分/个） 9

5 螺旋上升 转向绕过或螺旋上升 10

6

程
控
阶
段

程控起飞 编程起飞稳定悬停3秒以上 5

7 灯光转换 准确降落（3分）、切换灯光（3分） 10

8 精准穿越 快速穿过孔洞（小/中/大） 10/15/20

9 低空飞行 直线路径飞行（5分/个） 20

10 平稳降落 准确降落 6

用时

得分

最终成绩

选手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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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评分标准
	    评分表（小学组）
	序号
	任务名称
	得分标准
	分值
	得分
	得分
	1
	高空起飞
	垂直起飞至50cm
	5
	2
	垂直圆环
	穿越3个垂直悬挂的立体圆环
	（5分/个）
	15
	3
	涵道逃生
	穿越狭窄涵道
	10
	4
	精准打击
	击3个水瓶（3分/个）
	9
	5
	螺旋上升
	转向绕过或螺旋上升
	10
	6
	灯光转换
	准确降落（3分）、切换灯光（3分）
	6
	7
	万象更新
	将方形板翻面
	10
	8
	精准穿越
	快速穿过孔洞（小/中/大）
	10/15/20
	9
	低空飞行
	直线路径飞行（5分/个）
	20
	10
	平稳降落
	准确降落
	5
	用时
	得分
	最终成绩
	选手签名
	    评分表（初中组）
	序号
	阶段
	任务名称
	得分标准
	分值
	得分
	得分
	1
	手控阶段
	高空起飞
	垂直起飞至50cm
	5
	2
	万象更新
	将方形板翻面
	10
	3
	涵道逃生
	穿越狭窄涵道
	10
	4
	精准打击
	击3个水瓶（3分/个）
	9
	5
	螺旋上升
	转向绕过或螺旋上升
	10
	6
	程控阶段
	程控起飞
	编程起飞稳定悬停3秒以上
	5
	7
	灯光转换
	准确降落（3分）、切换灯光（3分）
	10
	8
	精准穿越
	快速穿过孔洞（小/中/大）
	10/15/20
	9
	低空飞行
	直线路径飞行（5分/个）
	20
	10
	平稳降落
	准确降落
	6
	用时
	得分
	最终成绩
	选手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