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移动机器人应用与开发赛项

1 比赛主题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三部委联合印发了《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指出机器人产业发展要推进重大标志性产品率先突破。其中，“在工业

机器人领域，聚焦智能物流、智能工厂，攻克智能机器人关键技术，提升可操作性和可维护

性。智能机器人的日益普及和高速发展，必将引爆一场仓储物流智能化的变革，甚至是整个

物流行业、制造业、生产和生活方方面面的智能化大革命。

本次比赛主题为“智慧物流”，比赛中，各参赛队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设计和制作机器人

以完成安检巡逻、货品分拣、产品配送等任务。本比赛项目旨在引导机器人参赛队研究、设

计并制作具备优秀硬件与软件系统的一类智能机器人移动平台，逐步提高机器人多方面的运

动控制能力与智能识别技术，提高学生的人工智能应用水平。

2 比赛场地

比赛场地是一个大小 2400mm×2100mm 的场地，由单个拼接式赛台、地图和任务模型组

成，用于积分赛中单只队伍进行积分任务使用，图 1是一个积分赛场地的实例，实际场地以

现场公布为准。

图 1 积分赛场地

2.1 拼接式赛台

2.1.1 赛台长 2400mm 宽 2100mm，是用可拼装的塑料部件拼接而成的。这些部件有边长

150mm的方形小底板、边长 300mm的方形大底板、150mm×70mm×50mm的挡板及外边长

75mm的转角等四种，如图 2所示。

图 2 可拼装的塑料部件



2.2 地图

彩色喷绘的地图铺设在赛台的底板上。地图上有一个启动区和一个控制中心，由一条不

规则黑色带状巡检道路连接，如图 4示。

2.2.1 启动区是一个边长为 250mm 的红色方形区域，包括周围白色方框。它是自动任务机器

人启动的区域。比赛开始后该机器人由此处出发前往任务区域。

2.2.2 控制中心是一个边长为 250mm 的蓝色方形区域，它是另一台机器人启动的区域，且一

侧设置有一个放置密钥模型卡槽。

2.2.3 巡检道路是连接启动区与控制中心的黑色“道路”，道路两侧印有 15mm～25mm宽

的银白色边线，其内设置有五段标记线。

2.2.4 位置 A、B、C、D、E、F分别代表六个任务模型放置的区域。

2.2.5 配送中心指场地四周围板中未放置任务道具的区域，是快递的放置位置。

图 3 地图

2.3 赛场环境

2.3.1 比赛现场提供当地市电标准接口。如果参赛队需要任何电压或者频率的转换器，请自

行准备。距离参赛队最近的电源接口可能与参赛队的指定调试桌有一定距离，请自备足够长

的电源延长线，同时在现场使用延长线时请注意固定和安全。

2.3.2 比赛现场为日常照明。大赛组委会不保证现场光照绝对不变。现场可能有随时间而变

的阳光，可能会有照相机或摄像机的闪光灯、补光灯或其它赛事未知光线的影响。

2.3.3 地图铺在赛台底板上，组委会尽力保证场地的平整度，但不排除场地有褶皱或不大于

5mm的高差。赛台放在地面，也有可能架高。

3 机器人

3.1 每支参赛队必须设计、制作 2台机器人。

3.2 机器人在启动区内的最大尺寸为 300mm长、300mm宽、300mm高。离开启动区/控制

中心后，机器人可以自由伸展，尺寸不限。



3.3 每台机器人只允许使用 1个控制器，至多只允许使用七个电机（含舵机）。

3.4 当电机用于驱动轮时，只允许单个电机独立驱动单个着地的轮子。

3.5 每台机器人允许使用的传感器种类、数量、安装位置不限。

3.6 每台机器人必须自备独立电源，不得连接外部电源，自备电源电压不超过 9V。

4 比赛

4.1 机器人的任务

4.1.1 机器人在预编程序的控制下要分别从它们的启动区出发，完成一系列任务，最后进入

终点结束比赛。按照任务完成的情况获得分数。

4.1.2 本届比赛中机器人的任务包括 “自动任务”和 “遥控任务”。“自动任务”须由启

动区出发的机器人按照预编程序全自动运行并完成任务，“遥控任务”可由选手通过手柄等

无线设备控制场上的两台机器人运动以完成相应任务。

4.1.3 除可移动的任务道具，场地内的任务模型以积木销、双面胶等方式固定在赛台及地图

上，若机器人暴力推撞任务模型产生明显位移或损坏，则该任务将不得分。

4.2自动任务

4.2.1 自动出发

4.2.1.1 比赛开始前，两台机器人分别放置于启动区和控制中心内待命。

4.2.2.2 比赛开始后，由启动区内的机器人携带一个密钥模型启动，并自动驶离启动区。

4.2.1.3 启动区的机器人在地面的正投影完全在启动区外即表示完成了出发任务,记 10分。

4.2.1.4 每场比赛中，只有一次出发任务。

4.2.2 安检巡逻

4.2.2.1场地图内设置有一条连接启动区和控制中心的巡检道路，该道路均匀分布有五条标记

线。

4.2.2.2 比赛开始后，一台机器人从启动区出发，在机器人的地面正投影不脱离巡检道路的

情况下，沿着巡检道路行驶至控制中心。

4.2.2.3 机器人的垂直投影接触到一条标记线即表示成功巡逻了一个路段，记 4分。成功巡

逻全部路段，可获得 25分。本任务只能完成一次。

图 4 安检巡逻标记线



4.2.3 开启密钥

4.2.3.1 控制中心外设置有一个卡槽模型，如下图。

4.2.3.2 启动区出发的机器人携带密钥模型，沿着巡检道路自动行驶至控制中心。

4.2.3.3 机器人需将携带的密钥模型准确投入控制中心的卡槽内。

4.2.3.4 密钥模型的垂直投影完全进入控制中心的卡槽内，即表示完成开启密钥任务，记 30

分。本任务只能完成一次。

4.2.3.5 完成开启密钥任务后，选手可即刻拿起无线设备遥控场上的两台机器人完成后续的

“遥控任务”；若未能完成开启密钥任务，则需等待比赛计时到达 40秒后，方可拿起无线

设备遥控机器人进行“遥控任务”。

图 5密钥、卡槽的初始状态及开启密钥的完成状态

4.3 遥控任务

“遥控任务”在场地上设置有多处任务模型，可由选手使用无线设备场地内的机器人进

行任务。

4.3.1 货架整理

4.3.1.1 场地内的位置 F设置有一个货架。

4.3.1.2 货架放置有八个货物，分别为红、黄、蓝、绿四种颜色货物各两个。

4.3.1.3 机器人需将货架上的货物取下，并使货物与货架无接触，每整理一个货物记 1分，

该任务满分 8分。

图 6 货架整理的初始状态及完成状态

4.3.2 货品分拣

4.3.2.1 场地内的位置 E设置有一个分拣处。

4.3.2.2 分拣处内分别设置有红、黄、蓝、绿四个储物框。

4.3.2.3 机器人需将货架上的货物分类搬送至相同颜色的储物框内。每放置一个货物且正确

放入颜色对应的分拣框内（货物的垂直投影完全进入该分拣框），记 4分，该任务满分 32

分。



图 7 货品分拣初始状态及货物分拣的完成状态

4.3.3 货物卸载

4.3.3.1 位置 C设置有一个卸载货箱模型，货箱内装有 5个紫色货物。

4.3.3.2 首先机器人需推动货箱向前倾倒，使货箱内的紫色货物离开货箱。

4.3.3.3 一个紫色货物与货箱不接触记 1分，全部完成紫色货物卸出记满分 5分。

图 8 货箱卸载的初始状态及完成状态

4.3.4 高效转运

4.3.4.1 位置 D设置有一个转运货箱模型。

4.3.4.2 机器人需收集卸载货箱内倾倒出的紫色货物，将这些货物运送至转运货箱内。

4.3.4.3 一个紫色货物的垂直投影完全进入转运中心记 4分，全部完成转运记满分 20分。

图 9 高效转运的初始状态及任务完成状态

4.3.5 精准配送

4.3.5.1 配送中心上设置有 20-30个快递模型，分为蓝色、红色两种。快递模型由裁判在比

赛开始前随机放置在配送中心的赛台围板上，并使两两间隔保持大致相同。

4.3.5.2 位置 E、F分别设置乡村模型、城市模型。

4.3.5.3 机器人需从配送中心获取快递，并将其运送至对应位置，其蓝色快递模型需运送至

乡村模型内，红色快递需运送至城市模型内。

4.3.5.4 快递的垂直投影与对应的乡村/城市模型保持接触直至比赛结束，则每成功配送 1 个

快递记 2 分。

4.3.5.5成功配送至乡村模型的蓝色快递，堆叠高度越高将获得更高的分值奖励，位于第 2、

3层的快递模型，每个加记 1分，即每个记 3分。位于第 4层以上的每个加记 2分。

4.3.5.6成功配送至城市模型的红色快递，位于第二层隔板的快递，每个加记 2分；位于第三

层隔板的快递每个加记 3分。同时上一层快递数量必须少于或等于下一层快递数量。



图 10 配送中心、乡村、城市模型的初始状态及完成状态

4.3.6 安全返航

4.3.6.1 在计时结束前，参赛队的两台机器人应返回启动区或控制中心。各参赛队可任意选

择机器人返回的终点区域。

4.3.6.2 机器人在地面的正投影完全纳入终点区域即完成了安全返航任务。完成任务的每台

机器人记 10分。

4.3.6.3 每台机器人只能完成一次抵达终点任务。

4.5 赛制

4.5.1 参赛队按中职（高中）、高职两个组别进行比赛。

4.5.2 比赛以积分赛进行。

4.5.3 积分赛进行 2轮，各组别选手按抽签确定的顺序轮流上场，并以积分赛总得分作为排

名依据。

4.5.4单场比赛时间为 180秒。

4.6 参赛队

4.6.1 每支参赛队应由 2-6名学生和 1-2名教练员组成。

4.6.2 参赛队员应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和自主地处理在比赛中遇到的所有问题，自尊、自重，

友善地对待裁判员和所有为比赛付出辛劳的人，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有健全人格和健康心理

的人。

4.5比赛流程

4.5.1 机器人的编程与调试

4.5.1.1 搭建机器人与编程只能在准备区进行。

4.5.1.2 参赛队的学生队员经检录后方能进入准备区。裁判员对参赛队携带的器材进行检查，

所有器材必须符合组委会相关要求，检查通过后参赛队员可以携带已搭建的机器人进入准备

区准备。所有参赛学生在准备区就座后，裁判员将各个比赛场地布置完成。

4.5.1.3 参赛队员在准备区不得上网和下载任何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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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4 参赛队员在准备区有 2小时的调试和编制程序的时间。结束后，各参赛队把机器人

排列在准备区的指定位置，封场，上场前不得修改程序和硬件设备。

4.5.1.5 参赛队在每轮比赛结束后，允许在准备区简单地维修机器人和修改控制程序，但不

能打乱下一轮出场次序。



4.5.2 赛前准备

4.5.2.1 准备上场时，队员领取自己的机器人，在引导员带领下进入比赛区。在规定时间内

未到场的参赛队将被视为弃权。

4.5.2.2 上场的队员，在裁判的允许下，将自己机器人分别放入启动区和控制中心内。机器

人的任何部分及其在地面的投影不能超出启动区或控制中心。无线遥控设备需放置于裁判指

定的赛台区域。

4.5.2.3 参赛队员应抓紧时间（不超过 1分钟）做好启动前的准备工作，准备期间不得启动

机器人，不能修改程序和硬件设备。完成准备工作后，队员应向裁判员示意。

4.5.3 开始比赛

4.5.3.1 裁判员确认参赛队已准备好后，将发出“5，4，3，2，1，开始”的倒计时启动口令。

随着倒计时的开始，队员可以用一只手慢慢靠近启动区内的机器人，听到“开始”命令的第

一个字，队员可以触碰一个按钮或给传感器一个信号去启动该机器人，控制中心内的机器人

等待启动区出发的机器人完成“开启秘钥”任务或计时到达 30秒方可启动。

4.5.3.2 在“开始”命令前启动机器人将被视为“误启动”。第 1次误启动将受到裁判员的

警告，机器人回到启动区再次启动，计时重新开始。

4.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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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4 启动后的机器人如因速度过快或程序错误将所携带的物品抛出场地，该物品不得再

回到场上。

4.5.3.5 机器人应首先进行“自动任务”，并在完成“开启密钥”任务后，方可拿起无线遥

控设备控制场地内的全部机器人进行“遥控任务”，否则需等待比赛计时到达 40秒。

4.5.4 结束比赛

4.5.4.1 如出现下列三种情况之一，比赛即结束：

⑴ 两台机器人完成安全返航任务；

⑵ 180秒倒计时到 0；

⑶ 参赛队员向裁判示意要结束比赛；

4.5.4.2 裁判以哨声结束比赛并停止计时、记录剩余时间。

4.5.4.3 如果两台机器人到达终点有先后之分，以最后一台机器人到达终点为准结束比赛

4.5.5 计分

4.5.5.1 每场比赛结束后要计算参赛队的得分。单场比赛的得分为基本任务分、备选任务分、

附加任务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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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节。

4.5.5.2 剩余时间分为该场比赛结束时剩余秒数的一半，只有全部自动任务和遥控任务满分

才可获得剩余时间分。

4.5.5.3 积分赛各轮比赛全部结束后，以各单场得分之和作为参赛队的总得分。



4.5.6 积分赛排名

某一组别的全部积分赛结束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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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 某一单场得分高者在先；

⑵ 单轮剩余时间分高者在先；

⑶ 两轮总用时较少者在先。

5 犯规和取消比赛资格

5.1 未准时到场的参赛队，每迟到1分钟则判罚该队10分。如果2分钟后仍未到场，该队将被

取消比赛资格。

5.2 第2次误启动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5.3 机器人在启动区外分离部件是犯规行为，扣除得分10分。情节严重时，可能会被取消比

赛资格。

5.4 机器人以高速冲撞任务模型导致损坏将受到裁判员的警告，该场比赛的得分为0。第2次

损坏任务模型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5.5 自动任务中机器人完全脱离巡检道路运动，为技术性犯规，扣除得分10分。

5.6 不听从裁判员的指示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5.7 参赛队员在未经裁判长允许的情况下私自与教练员或家长联系，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6 其它

6.1 本规则是实施裁判工作的依据。在比赛中，裁判长有最终裁定权，他的裁决是最终裁决。

处理争议时不会复查重放的比赛录像。组委会不接受教练员或家长的投诉。

6.2 比赛期间，凡是规则中没有说明的事项由裁判委员会决定和解释。竞赛组委会委托裁判

委员会对此规则进行解释与修改。在大多数参赛队伍同意的前提下，针对特殊情况（例如一

些无法预料的问题和/或机器人的性能问题等），规则可作特殊修改。



附录 1

智慧物流记分表

参赛队：_______________ 组别：_________________

自动任务

任务 分值 第一轮 第二轮

自动出发 10 分

安检巡逻 4 分/个，满分 20 分

开启密钥 30 分、

自动任务得分

遥控任务

货架整理 1分/个，满分 8分

货品分拣 4分/个，满分 32分

货物卸载 1分/个，满分 5分

高效转运 4分/个，满分 20分

精准配送

红色快递 1层 2分/个、2-3层 3分/个、4层以上 4分/个；

蓝色快递 1层 2分/个、2层 4分/个、3层 5分/个，

（高层快递数量少于等于低层快递数量）。

安全返航 10分/台，满分 20分

遥控任务得分

犯规扣分 10分/次，最高 30分

剩余时间分（180-完成时间）（0.5分/秒）

单场总分（基本任务分+备选任务分+附加任务分+剩余时间分-犯规扣分）

总分

裁判员：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赛队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