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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轻量级（小学 6-12 岁，中学 12-16 岁可参与）

（一）场地及机器人参数

1. 小学组和中学组对战任务场地为 0.8 米*0.8 米的规范格斗仓，分

为初始区、竞赛区和 OOTA 区。竞赛区分为两个半区，每个半区带

1 个 OOTA 区；OOTA 区陷阱高度不低于 23mm，不高于 24mm；

中学组挑战任务场地为 1米*1 米的无边框正方形喷绘图纸；

分为出发区、终点 1、终点 2、终点 3；



4

2. 机器人机身和武器材料仅允许使用：PLA（包括 PLA+、PLAPro 等），

PETG，ABS，PA 等 4类 FDM 形式的 3D 打印材料。禁止使用包括 TPU

在内的其他 3D 打印材料和打印形式，如光固化等；禁止使用 PC

板、木材、碳纤板等板材。除固定轴、电机、舵机、螺丝螺母、

弹簧、电子器件等必要部件外（必要部件不包括轮胎和轮毂），

禁止出现金属物。机器人轮毂，轮胎和法兰可以使用橡胶、PU、

硅胶、EVA 等塑胶材料，禁止使用金属材料。禁止使用任何液态、

固态胶水或粘接剂。安装于机身侧面的金属部件，均不得凸出于

机身 3D打印部件本体范围之外；电路和线材均不可外露；

3. 机器人的武器动力允许采用电力驱动或皮筋、弹簧、磁铁等蓄能

元件驱动，禁止使用气动、油动等方式提供动力；金属类、磁铁

等蓄能元件不得外漏；

4. 机器人必须至少具备 1 个可独立操作的武器系统，且该武器系统

的作用必须足够破坏或影响对方机器人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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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池需满足以下标准：最高电压不高于 8.4V，电池容量不高于

800mAH。电池单颗电芯仅允许使用圆柱体金属外壳串联的锂离子

电池，禁止使用软包锂聚合物电池套外壳的方式或金属壳大单体

电池。电池必须带有充电保护功能的电路板。电池尺寸不能超过

长 53mm，宽 29mm，高 15mm；

6. 禁止使用无刷电机作为移动电机或旋转武器电机，仅允许使用有

刷电机；机器人使用的舵机类型不限；

7. 检录阶段，小学组机器人底面尺寸不得超过 150mm*180mm，高度

不得超过 130mm；机器人整机重量（含电池，不含遥控器）不得

超过 360g；中学组机器人底面尺寸不得超过 200mm*180mm，高度

不得超过 150mm；运行过程中可有伸缩结构，机器人整机重量（含

电池，不含遥控器）不得超过 454g；

8. 小学组机器人的主控器平面尺寸不得大于 25mm*40mm（不包括焊

接线面积）。主控器应与通讯设备机载端区分开，禁止使用与通

讯设备机载端一体化的主控器。禁止使用电源升压模块；中学组

机器人的挑战任务主控器需具备编程功能，平面尺寸不得大于

62mm*48mm（不包括焊接线面积）。主控器引脚电压不得低于 7.4V；

9. 小学组和中学组对战任务的机器人需使用 2.4G 通讯设备进行操

控。通讯设备须具备锁频功能，禁止使用一次性对频设备。通讯

设备的机载接收端须支持 S-BUS 通讯模式。中学组挑战任务不得

使用任何通讯设备操控；

10.机器人必须具备电源开关；

11.小学组在同一场次内，同一支队伍必须使用三种不同类型的机器

人（机器人类型在后文规则中会详细说明）；小学组和中学组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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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使用发射类、抛射类、喷射类、缠绕类型的武器；

12.机器人的装饰外观等元素，需经过赛事组委会的审核。

（二）组别及组队

轻量级分为小学组和中学组两个组别。

小学组每支队伍 2-3 人，每人至少一台机器人，每队 3 台机器人，

不可混用。每场比赛分别由三名队员与对手分别对战，三局两胜。若

队伍只有两名队员，则选择一人对战两场，机器人不能重复使用。同

一场次内，同一支队伍必须使用三种不同类型的机器人；每支队伍仅

允许使用一台双武器机器人。

中学组每支队伍 1 至 3 人，至少一台机器人，需完成挑战任务和

对抗任务，不同战队之间不可混用。

（三）赛制

轻量级小学组机器人格斗赛采用每场三局，每局一对一的模式。

获得两局胜利的一方本场次获胜。

比赛分为小组赛和淘汰赛。每个小组战队数量视具体报名总数量

决定。每场比赛，在记录胜负的同时也记录小分（一场内每赢一局小

分得一分）。例如：甲战队对乙战队胜 2 局、负 1 局，则甲获胜一场，

小分 2 分；乙失利一场，小分 1 分；再例如：甲战队对乙战队 3 局皆

胜，则甲获胜一场，小分 3 分；乙失利一场，小分 0分。

小组内排名，胜场多的排名靠前；相同胜场的比较胜负关系，胜

者靠前；如有三支战队互为胜负关系，则比较小分，小分高的排名靠

前。以下为例：A、B、C、D 四支战队，战绩为：A、B、C 三队均以

3:0 战胜 D队，A队 2:1 战胜 B队，B 队 2:1 战胜 C 队，C 队 3:0 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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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队。则 A、B、C三队胜场均为 2 场，且互为胜负关系，A 队小分为

5分，B 队小分为 6分，C队小分为 7 分。所以 C 队位列小组第一，B

队位列小组第二，A 位列小组第三。 再为例：A、B、C、D 四支战队，

战绩为：A队以 2:1 分别战胜 B、C、D 三队；B队以 3:0 战胜 C、D 两

队。A 队胜场为 3场小分 6 分，B 队胜场为 2 场小分 7 分，那么即使

B队小分高，也应位于 A队之后屈居小组第二。每个小组晋级队伍数

量取决于小组队伍数量。大排名时小分相同的队伍，比较最后一轮的

局内小分。

淘汰赛阶段，按三局两胜，胜者晋级。当局弃权者，视为被 KO，

同时额外扣 100 分。

轻量级中学组格斗机器人采用淘汰赛制，一场定胜负，每支队每

场比赛需完成一项挑战任务，一项对战任务，对战任务 KO 对手的直

接胜出晋级。未 KO 对手的看挑战任务和对战任务总分，总分高的队

伍胜出晋级。对抗任务当局弃权者，视为被 KO，同时额外扣 100 分。

最终排名时若出现战绩相同者，则查看最后轮次当场比赛的具体

得分，得分高者排名靠前。

（四）小学组和中学组对战任务竞赛项目规则流程

1. 每局竞赛时长为 120 秒，双方初始分数为各 100 分；

2. 检录前，双方选手须在自己座位填写好出战顺序卡并提交后方可

检录，出战顺序卡填写后不得涂改。检录阶段，由助理裁判员使

用官方提供的电子秤为每名选手的机器人称重，此阶段选手不得

给机器人上电；小学组检录阶段选手须确定三台机器人的出场顺

序，确定后不得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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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前称重

3. 比赛开始前，参赛队员将机器人摆放在赛场内初始区，待裁判吹

哨后方可启动机器（机器人放入后，选手需关好舱门；如未关舱

门扣 5 分）；如有提前启动者，扣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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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局前状态

4. 比赛开始后任何一方均不可触碰场内机器人；

5. 比赛开始后，双方开始格斗。如有拒绝进攻、一味躲避者，视为

消极比赛，裁判进行警告。第三次开始，每次进行扣分处罚；

6. 进入比赛场地后，如出现一方队员或领队、家长辱骂裁判或选手、

扰乱现场秩序，裁判对其进行警告。第二次警告开始，每次进行

扣分处罚；情节严重者裁判员可直接判负；

7. 比赛过程中如一方机器人出现冒烟或其他危险情况的，裁判员应

当立即终止比赛，并判该方被 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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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比赛过程中如出现机器人电池盖脱落或松动，导致电池有裸露风

险的一方，裁判员应当立即终止比赛，并判该方被 KO；

左机器人电池后盖被右机器人打开，导致电池线裸露，有短路风险，左机器人应被判定被 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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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机器人电池后盖被右机器人完全打掉，导致电池裸露，有短路风险，左机器人应被判定被

KO

9. 比赛中，如 A方机器人进入 OOTA 区内，裁判须指示 B方控制机器

人离开此 OOTA 区附近；裁判对 A 方进行读秒，B方在 A方被读秒

期间不得发起攻击或干扰 A 方脱困；A方在 OOTA 区内每停留 1秒

扣 1分；如 A 方超出 10 秒未能脱困，直接判定 A方被 KO；

10. 比赛中，如双方僵持（僵持定义见后文）达到 5秒后，裁判将

指示双方分开；不能主动分开的，将由裁判介入分开。僵持行为

不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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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外僵持状态

11. 比赛中，如果 A 方对 B方产生了压制（压制定义见后文），此

次压制行为最多持续 5 秒时间，5秒后裁判须指示 A 方后退，让 B

方获得行动空间。压制行为不计分；

12. 比赛中，若 A方夹持（夹持定义见后文）B 方后，双方处于僵

持状态（即没有位移），则夹持 5 秒后，裁判须指示 A 方，放开

武器，恢复 B 方的行动自由；若 A 方可以在夹持 B 方的状态下，

进行移动，则该夹持行为可以维持 10 秒，达到 10 秒后裁判须指

示 A方，放开武器，恢复 B 方的行动自由。夹持行为不计分；

13. 比赛中 KO 对手（对手超过 10 秒无法移动；对手不能在 10 秒

内脱离 OOTA 区；对手电池或电线裸露；对手机器人出现冒烟或其

他危险情况的）的一方直接获胜；通过 KO对手获胜的一方加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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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比赛结束后，未发生 KO的，双方需要于场地中展示自己机器

人的武器系统和行驶系统。首先展示武器系统，武器系统彻底失

效的扣除 10分，如有双武器系统的，每失效一个扣 5 分。然后展

示行驶系统，双方须在 10秒内展示行驶能力并回到各自的半区；

未能在 10秒内展示正常行驶能力并回到自己半区的，扣 10分；

15. 随后，由助理裁判员使用官方提供的电子秤为双方选手的机器

人称重。机器人重量每减少 1 克，扣 1分；

16. 如出现一方弃权，弃权方当局小分扣 100 分，对手当局小分加

100 分；

17. 由裁判根据打分表（见表 2）判分；最终得分高者获胜；最终

评奖时若出现战绩相同者，则查看最后轮次当场比赛的具体得分，

得分高者排名靠前。

表 2

轻量级格斗赛现场评分表

序

号
评分明细 红方选手 蓝方选手

选手检录合格确认

检录称重（克）

1 未关舱门（-5 分）

2 提前启动（-2 分）

3 消极比赛（-2 分/次）

4 KO 对手（+100 分）

5
掉入 OOTA 区（-1 分/秒，满

10 秒未脱离判定被 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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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被击翻（-1 分/次）

7
扰乱赛场秩序或其他违规行

为（酌情扣分或判负）

8 武器系统（损坏-5/10 分）

9 行驶系统（损坏-10 分）

10 弃权（己方-100，对手+100）

赛后称重（克）

被击碎扣分（-1 分/克）

总分

获胜队伍

队员签字

裁判员签字

名词解释:

(1)、场次：一个场次分三局，每局均为一对一，三局两胜。

(2)、提前启动:指未按照裁判员指令启动机器人。

(3)、启动机器人:指机器人的任意部位发生移动或转动。

(4)、消极比赛：10秒以上不主动进攻（原地不移动不进攻，原地旋

转不进攻，没有进攻意识持续躲避）。

(5)、进入 OOTA 区:指机器人全部或部分落入 OOTA 区域，被困无法脱

离此区域的。

(6)、僵持:双方机器人持续接触，但与场地没有相对位移或未发生任

何有效攻击行为的情况，视为僵持。



15

(7)、压制：A 方将 B 方顶至场地边缘，使 B 方失去行动空间的，无

论是否发生有效攻击，均视为 A对 B 进行了压制。

(8)、夹持：A 方使用武器夹持控制 B 方，使 B 方失去行动自由，视

为一次夹持。

(9)、击翻：A 方通过武器攻击或机身撞击，使 B 方机身朝向发生翻

转，使其初始背向地面的一侧，翻转为朝向地面，或翻转一周及

以上的，视为一次 A对 B的“击翻”。

（五）中学组挑战任务竞赛项目规则流程

（1）、任务三选一，由现场裁判随机抽取一项任务，双方依照任务

规则完成,选手需根据抽取的任务现场烧录程序；

（2）、机器人需从出发区出发，需通过使用传感器完成规定路线并

执行对应任务，任务结束机器人停至对应路线终点，任务限时 60秒，

时间截止按任务完成量计分，富余时间按秒累计加分（1秒=1 分）。

双方初始分为 0 分；

（3）、检录前，双方选手须在自己座位填写好出战顺序卡并提交后

方可检录，出战顺序卡填写后不得涂改。检录阶段，由助理裁判员使

用官方提供的电子秤为每名选手的机器人称重，测量尺寸，此阶段选

手不得给机器人上电；

（4）、任务评分标准：

4.1 成功出发得 10分，自动程序启动后车辆完全离开出发区，以

机器人正投影为判定标准；

4.2 机器人到达结点一并有停留动作得 10分，机器人正投影与节

点一处有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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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击倒目标一得 25分，如需击倒目标物倾倒角度大于 60°；

4.4 机器人到达结点二并有停留动作得 10分，机器人正投影与节

点二处有交集；

4.5 击倒目标二得 25分，目标物倾倒角度大于 60°；

4.6 成功到达目标终点得 20分，自动程序结束后机器人正投影完

全处于终点区内得 20分；自动程序结束后机器人正投影部分处于

终点区内得 10分；自动程序结束后机器人正投影与终点区无交集

不得分；

（5）、任务开始，机器人出发后未经裁判允许不得以任何形式触碰

机器人，首次触碰警告并扣除 50 分，二次触碰罚下此局不得分。如

机器人脱轨举手示意，经裁判允许方可触碰机器人重新回到出发区，

计时不停止。不得使用遥控远程操控机器人。一经发现此局直接判负；

（6）、机器人需通过选手自主编写自动程序完成挑战任务；

（7）、机器人需设置一键启动功能；

（8）、由裁判根据打分表（见表 3）判分；最终得分高者获胜；

（9）、任务描述：

9.1 任务 1精准打击任务：机器人从出发区行驶至终点 1，途径

结点 1、结点 2，需在两结点处有停止动作，并完成对结点 1、

结点左侧目标物的击打，至其倒地；

9.2 任务 2战术位移：机器人从出发区行驶至终点 2，途径结点

1、结点 2，需在两结点处有停止动作，并完成对结点 2 两侧目

标物的旋转击打，至其倒地；

9.3 障碍歼灭：机器人从出发区行驶至终点 3，途径结点 1、结

点 2，需在两结点处有停止动作，并完成对结点 1、结点 2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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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物的击打，白色目标物击打至道路左侧，黑色目标物击打

至道路右侧，以出发区方向为准，击打方向错误不得分；

（表 3）

机器人类型：

(1)、偏置横转型

使用高速横向水平旋转武器实施攻击的机器人，武器位于机身前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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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竖向转轮型

使用高速竖直轮状旋转武器实施攻击的机器人，武器外径大于或

等于武器宽度。

(3)、竖向转鼓型

使用高速竖直鼓状旋转武器实施攻击的机器人，武器外径小于武

器宽度。

(4)、弹射型

依靠翻板将对手弹飞或掀翻来获取胜利的机器人，没有损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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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却可以通过将对手弹至 OOTA 区直接 KO 对手。

(5)、抓举型

利用抓举臂控制并举起对手的机器人，可通过将对手抓至 OOTA

区 KO 对手。

(6)、顶置横转型

以自身外壳或位于机身顶部的高速横向旋转武器实施攻击的机

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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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转环型

使用高速环形横向旋转武器实施攻击的机器人，武器环绕机身，

可双面行驶。

(8)、凿击型

通过挥击的锤类或斧类武器，凿击对手的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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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夹持穿刺型

通过武器夹持控制对手或穿刺对手机身的机器人。

(10) 双武器型

带有两个武器系统的机器人，每个武器系统的作用都足够破坏或

影响对方机器人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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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其他型

除上述类型以外的机器人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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