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2 届广西青少年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竞赛 
人工智能+创新挑战普及赛主题与规则 
 

一、 赛事主题 

月球是距离地球最近的天体，也是地球唯一的天然卫

星。由于月球的空间位置十分独特、潜在资源异常丰富，

是研究生命起源与演化、人类生存环境演变和地月系统的

重要对象，成为人类开展深空探测的首选目标和前哨站。

我国制定了到 2030 年让中国宇航员登陆月球，并于 2035 年

在月球南极建成月球科研站基本型的目标。我国主持的国

际月球科研站将在 2045 年之前建成功能完善、相当规模、

稳定运行的设备设施，开展月基综合性科学研究和深度资

源开发利用，为载人登陆火星和人类奔向更远的深空做好

技术验证和科学实验研究。 

本届人工智能+创新挑战普及赛主题为“探月征途”，

本赛项要求青少年学生结合人工智能技术自行制作机器人、

编写程序并进行调试、完成任务。科学探索过程将以完成

任务的形式呈现，在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锻炼和提高参

赛者的思维能力、反应能力、动手协调能力和团队协作精

神。 

二、 比赛场地 

(一) 比赛场地 



 

(二) 赛场规格 

1. 机器人比赛场地尺寸为长 237cm、宽 117cm。场地上

绘有宽度为 20mm 左右宽度的黑色和白色引导线，机器人需

要沿着引导线行进。 

2. 在比赛场地上有1个长25cm×宽 25cm的月球基地和

1 个 25cm×宽 25cm 的地球基地，是机器人启动、修整、返

回的区域。机器人自动返回并有部分投影接触基地，才能

触碰机器人。机器人从此处启动后，可无限次数进入该区

域修整结构并重新出发。 

3. 场地图上设置有三个基础任务区，分别标注有 E、F、

G，三个基础任务将分别固定放置在此处，并不再变化。 

4. 场地图设置有 3 个探索任务区，分别标注有 B、C、

D，3个探索任务将分别被随机放置在其中的某一处。 

(三) 赛场环境 

机器人比赛场地环境为冷光源、低照度、无磁场干扰。



但由于一般赛场环境的不确定因素较多，例如，场地表面

不平整、光照条件有变化等等。参赛队在设计机器人时应

考虑各种应对措施。 

三、 机器人 

(一) 搭建器材要求 

品牌不限，活动要求选手自行设计和构建机器人。每台

机器人只允许使用一个控制器。控制器电源的输入和输出

电压不能超过 8.4V。不得使用可能损坏对方机器人和活动

场地的危险元件。报名参赛者，视为默认组委会拥有本规

则的最终解释权。 

(二) 机器人设计要求 

项目 要求 

数量 每支队伍允许使用 1台机器人。 

规格 
每台机器人（不含控制器）总重量不超 2.0kg，在基地内的尺寸不超过长
250mm×宽 250mm×高 250mm。离开基地后，可伸展超出此尺寸。 

传感器 同一类型传感器，不能超过 5 个。禁止使用循迹卡或复眼等集成类传感器。 

摄像头 每台使用数量不得超过 1个 

电机 
仅限塑胶外壳的电机。用于驱动机器人移动的电机总数量不超过 2个，其他完
成任务辅助电机数量不限，不允许使用出厂集成类底盘设计。 

电池 
必须使用安全可靠电池，电池的输入和输出电压不得超过 8.4V，不可有升压
电路，主办单位有权要求选手更换被认为不安全或有安全隐患的电池。 

其他 
机器人必须设计成只用一次操作（如按一个按钮或拨一个开关）就能启动自
动完成任务。机器人不得装载破坏性装置，如因为此原因导致场地道具损坏
无法修复，将直接取消比赛资格。 

检录 
选手第一轮进场竞技前，机器人必须通过全面检查，以确保符合相关规定。
选手应对不符合规定的地方进行修整改进，方可参加竞技。 

四、 任务说明 

(一) 机器人调试 

机器人无需现场拼装，任务为现场公布位置和数量，



学生现场编程调试。选手在准备区按照任务和要求，在规

定时间内完成机器人的调试。调试时间结束后，将机器人

统一放置在现场指定的地方封存，直至比赛开始前，选手

不得触碰和调整机器人。 

(二) 机器人任务 

1. 任务说明 

机器人任务分为基础任务和探索任务。基础任务每个

组别都要全部完成，基础任务的道具分别设置在 E（太空图

案识别）、F（调整太空望远镜方位）、G（发射中继卫星）

区域，基础任务包括结束返回任务。探索任务中：小学组

抽 1个完成，初中组抽 2个完成，高中组 3个全部完成。探

索任务的道具将随机分别设置在 B、C、D中的某一处探索任

务区，各组别需完成的任务和具体放置的任务区将在比赛

开始前由裁判抽签决定，本场中均不再改变。 

2. 基础任务 

2.1 出发：机器人首次出发，必须从地球出发。机器人垂

直投影全部离开地球基地，记 40分。（如下图所示） 

                       
图 1：机器人初始状态                                 图 2：机器人垂直投影全部离开地球基地 

  



2.2 发射中继卫星：中继卫星模型初始状态位于地球基地

内，机器人携带中继卫星模型，放入任务区 G。中继卫星模型的

正方形底座完全进入任务区 G 的绿色区域，记 60 分；底座接触

橙色且没有超出任务区G，记40分；超出任务区G则不得分（如

下图所示） 

         
图 3：中继卫星模型的初始状态 

 

 

          

图 4：任务区 G，发射中继卫星任务的得分状态 

 

         2.3 太空图案识别：太空图案识别任务模型如图 5所示，太

空图案共有 4种（图 4）。机器人需推选择器推杆，使图案选

择器旋转 1圈以上；机器人需要将面向正面的太空图案识别出

来，并控制一个灯光模块或者屏幕亮相应颜色（图案 1亮红

色，图案 2亮绿色，图案 3亮蓝色，图案 4亮黄色）。识别图

案正确并亮相应灯光或者屏幕颜色，记 80分。 

  

60 分 40 分 不得分 



    

 
图 4：四种太空图案 

                                              
         图 5：太空图案识别模型的初始状态                                      图 6：完成状态 

2.4 调整太空望远镜方位：太空望远镜任务模型的初始状

态，如图 7 所示。机器人需要根据太空图案识别任务中识别到

的星空图案，将太空望远镜调整对准至相应图案的方位，望远

镜圆圈完全处于图案中间，记 60分 

 
图 7：调整望远镜方位初始状态（望远镜圆圈对准图案中间的红线） 

图案 1 图案 2 图案 3 

 
图案 4 

推杆 

识别正面图案 



 
图 8：调整望远镜方位完成状态示例（望远镜圆圈完全处于图案中间） 

3. 探索任务 

3.1 培育植物任务：培育植物模型主要由植物模型和培育

平台、收集器组成，初始状态中植物模型位于培育平台顶端。

机器人将植物模型放入收集器，且植物模型跟培育平台和场地

均无接触（图 10），记 60分。 

 
图 9：培育植物任务的初始状态   

 

 图 10：任务完成状态 

3.2 采集水资源：采集水资源由两个水模型和水资源提炼

平台组成，初始状态两个水资源模型放在提炼平台上，如图 11。

机器人需将水模型带回月球基地，水模型不能与月球基地之外

望远镜圆圈 

培育平台 植物模型 

收集器 



的场地纸接触，否则该水模型失效。每一个水模型带回月球基

地（图 12），记 30 分。满分 60分。 

                                       
图 11：采集水资源任务的初始状态          图 12：采集水资源任务的完成状态 

 

3.3 太阳风粒子采集：太阳风粒子采集模型主要由底座和

翻板组成，初始状态下，翻板呈近水平倒扣状态，如图 13。机

器人打开翻板，使翻板的仰角大于 90 度，并保持到比赛结束

（图 14），记 60分。 

                     
图 13：太阳风粒子采集任务初始状态                              图示 14：完成状态 

 

3.4 结束返回 

结束返回任务分为两种：一种是机器人返回月球基地或者

地球基地，一种是机器人到达任务 A 的最高平台上（平台为 2

层，每层高度落差 1cm），选手可以选择其中一个完成。机器人

的任意一个驱动轮接触月球基地或地球基地，并发出蜂鸣器长

鸣 1 秒钟以上，记 40 分。机器人到达任务 A 的平台上，且机器

人任意部分不低于最高一层平台，记 60 分。完成结束返回任务，

代表比赛结束，停止计时 



               
图 15：机器人接触基地状态            图 16：机器人停在任务区 A 的平台上（60 分） 

 
 图 17：机器人未停在任务区 A 的最高平台上（不得分） 

 

五、 成绩计算 

(一) 赛制 

比赛分为小学、初中、高中三个组别，每支队伍由 1-2

名选手和 1-2名指导老师组成。比赛分为两轮进行，参加队

伍采取现场抽签方式确定参赛顺序，参赛队按抽签确定的

顺序轮流上场比赛，组委会保证同一组别的不同参赛队有

相同的上场机会。 

(二) 计分 

单场比赛的得分为基础任务分、探索任务分、剩余时

间分之和。任务分以比赛结束后模型的最终状态，依据任

务完成标准计分，详见 5.2 节，剩余时间分为该场比赛结

束时剩余时间的秒数，只有本组别应完成的全部任务获得



满分才可附加剩余时间分。 

比赛全部结束后，两轮得分之和作为参赛队的总分。 

(三) 排名 

某一组别的全部比赛结束后，按参赛队的总分进行排

名。如果出现局部持平，按以下顺序破平： 

1）重试次数少的队伍排名靠前； 

2）某一单场得分高者排名靠前； 

3）两轮总用时较少者排名靠前； 

六、 比赛流程 

(一) 搭建机器人与编程 

参赛队在第一轮开始前有90分钟的机器人程序调试时间,

第一轮比赛结束后，有30分钟的时间进行第二轮调试。裁

判组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调试时间。每轮调试时间结束，

将机器人封存。选手不得携带U盘、光盘、手机、相机等存

储和通信器材。 

(二) 赛前准备 

准备上场时，队员拿取自己的机器人，在裁判员或者工

作人员的带领下进入比赛区。在规定时间内未到场的参赛

队将被视为弃权。学生队员上场时，站立在待命区附近。

队员将自己的机器人放入启动区。机器人的任何部分及其

在地面的投影不能超出启动区。 

(三) 启动 

1. 裁判员确认参赛队已准备好后，将发出“3，2，1，

开始”的倒计数启动口令。听到“开始”命令的第一个字，



队员可以启动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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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阶段机器人一旦启动，就只能受

自带的控制器中的程序控制，队员不得接触机器人（重试

的情况除外）。 

3. 启动后的机器人如因速度过快或程序错误完全越出

场地边界，或将所携带的物品抛出场地，该机器人和物品

不得再回到场上。 

(四) 重试(扣分） 

 机器人在运行中如果出现故障，参赛队员可以向裁判

员申请重试。裁判员同意重试后，场地状态保持不变，队

员可将机器人搬回地球基地或月球基地，重新启动（机器

人必须自主到达过月球基地，申请重试时才能搬回月球基

地重新启动）。每场比赛可以无限次数重试，每次重试扣

10分，重试最多扣50分，重试期间计时不暂停。机器人已

经完成的任务仍有效，但重试过程选手不得触碰道具，否

则该任务不得分。 

(五) 比赛结束 

每场比赛的规定时间为 150 秒。参赛队在完成一些任

务后，如不准备继续比赛，应向裁判员示意，裁判员据此

停止计时，结束比赛；否则，等待裁判员的终场哨音。裁

判员吹响终场哨音后，参赛队员除应立即关断机器人的电

源外，不得与场上的机器人或任何物品接触。裁判员记录

场上状态，填写记分表。参赛队员应确认自己的得分，并



立即将自己的机器人搬回封存区。 

七、 违规 

(一) 每支队伍每轮任务允许第 1 次机器人“早启动”，

第 2次再犯如是小组赛，该轮成绩为 0分，决赛则直接淘汰。 

(二) 比赛开始后，选手如有未经裁判允许，接触场内

物品或者机器人的行为，第一次将受到警告，第二次再犯

则该轮成绩为 0分。 

(三) 辅导老师或家长存在口授选手影响互动的指引，

或亲手参与搭建任务，亦或触碰、修复作品等行为的，一

经查证则该轮成绩记 0分。 

(四) 启动后的机器人不得为了策略的需要，故意分

离部件或掉落零件在场地上，这属于犯规行为，由裁判确

定给予警告、再次犯规将判罚该轮成绩为 0 分，犯规分

离或掉落的零件则由裁判即时清理出场。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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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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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本规则之解释权归属于竞赛组委会，对于未提及

的可能影响比赛成绩之情况，将由现场裁判进行综合评议

并作出裁决。 

  



附录 1 

第 22 届广西青少年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竞赛 

人工智能+创新挑战普及赛记分表 

参赛队编号：_______________                  组别：_________________ 

基础任务（全部完成） 

任务 分值 第一轮 第二轮 

出发 40 分   

发射中继卫星 绿色区域 60 分//橙色区域 40 分   

深空图案识别 识别成功 80 分   

调整太空望远镜方位 60 分   

结束返回 回基地 40 分//到达平台 A 最高层 60 分   

探索任务（小学组完成 1个、初中完成 2个、高中完成 3个） 

培育植物 60 分   

采集水资源 30 分一个//满分 60 分   

太阳风粒子采样 60 分   

 
重试次数（一次扣 10分，最多扣 50 分）   

总用时   

单场总分（基础任务分+探索任务分-重试扣分）   

总分  

 

队员签字：                

 

裁判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