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万物互联挑战赛比赛规则

一、比赛背景

通信技术革命正在发生。在万物互联（IoT）、人工智能（AI）的时代，

迫切需要构建基于未来通信的新型智慧服务体系，未来将是感知运算导向的

时代，无所不在的运算与感测会形成智慧空间。同时人工智能将普及，这包

含无人车、无人机、机器人等能自主判断和自主学习的机器。这些技术的应

用将可能帮助人类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难题。比赛旨在引导学生在学习中力

求探索包含 5G通信、机器人工程、人工智能（AI）、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

在未来智能生活中的价值与作用。例如：让自己能够亲自设计与创新一个属

于你自己的智慧连接喷洒农药机器人、物联机械手、网络合作交警机器人、

智能互联灭火机器人......生活中处处互联互通，各类机器人接入未来通信网

络，将智慧网络、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提供的智慧连接为我们

未来生活服务。

二、比赛概要

本次比赛旨在推动技术创新与日常生活的融合，将现代科技与生产生活

相结合，以实现智能、高效、可持续的生产方式。

比赛将围绕处理一系列令人兴奋的任务而展开。“变危为宝”通过成功

启动、运送核物质元素、维修、争分多秒等任务。意在使参赛选手认识到能

源的重要程度，通过一系列的任务思考如何安全处理‘核’发电产生的核废

料，“智慧农场”通过农收智慧、水质检测、自动化种植、维修气象站等任

务，旨在推动技术创新与农业的融合，将现代科技与农业生产相结合，以实

现智能、高效、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方式。这个挑战旨在鼓励年轻的工程师、

科学家和机器人爱好者们发挥他们的创造力，利用机器人技术来实现智慧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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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梦想。“绿色能源”通过搭建机器人、编写代码，并完成建造风力发电

机、构筑水坝、调节光伏电板、装卸物资等任务。意在推行绿色规划、绿色

设计、绿色投资、绿色建设、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生活、绿色消费，

使发展建立在高效利用资源、严格保护生态环境、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

基础上，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

经济体系，确保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我国绿色发展迈上新台阶。

本次大赛旨在激发中小学生对通信的兴趣，培养其科学思维、工程意识、

创新精神及实践能力，鼓励中小学生更广泛地开展通信探索实践活动。它不

仅展示了青少年的通信科技才能和创新精神，还培养了青少年的科学素养和

创新能力，更重要的是，本次大赛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价值观，引导青少年牢

记历史、热爱祖国、奋发有为、报效国家，培养中小学生热爱祖国、科学求

实、开拓创新、团建协作、永攀高峰的思想品格。本次大赛紧扣时代主题和

国家战略，体现了中国“芯”助力中国梦的宏伟愿景。

（一）比赛组别

小学初级组、小学高级组、初中、高中（中专、高职）组。

（二）比赛主题

1．小学初级组——变危为宝

2．小学高级组——智慧农场

3．初中、高中（中专、高职）组——绿色能源

（三）比赛方式

小学初级组

1.一个团队可以由 1-2名队员组成，参赛选手必须遵守比赛规则及获胜条

件，并且使用自制的自主机器人参加比赛。

2.参赛选手为在校小学生，有相应的机器人设计基础与电脑编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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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独立设计制作机器人的相关经验。

3.参赛年级为 1-3年级，比赛方式为现场任务赛评分。

4.参赛队员数量：每队 1-2人，每队一台设备；每队 1-2个指导老师，可

空缺。

5.小学初级组为手动遥控操作。

6.机器人一经启动后，队员不可以接触机器人，否则该场次比赛直接结束。

7.参赛队员有两次比赛机会，最终以两次比赛中的最高分数记录成绩。

小学高级组

1．一个团队可以由 2-3名队员组成，参赛选手必须遵守比赛规则及获胜

条件，并且使用自制的自主机器人参加比赛。

2．参赛选手为在校小学生，有相应的机器人设计基础与电脑编程的能力，

有独立设计制作机器人的相关经验。

3．参赛年级为小学 4-6年级，比赛方式为现场任务赛评分。

4．参赛队员数量：每队 2-3人，每队一台设备；每队 2-3个指导老师，

可空缺。

5．小学高级组为手动+自动操作。

赛前检录：每个队伍需要有一名选手配合裁判完成检录；机器人需要各

自选手自行展示电压；尺寸大小检查，机器人需要水平至于桌面上，会有亚

克力透明方框自上而下进行嵌套，能满足自由嵌套则为大小测试通过。

比赛过程：裁判会将农收智慧项目的“苹果”和“玉米”，放至于比赛

场地中；会将维修气象站项目的“倒塌天线”随机红蓝方向进行摆放；会将

水质检测项目的“水方块”放至于比赛场地中；会将自动化种植项目的三种

农作物“核桃树”，“小麦”，“水稻”，共计 9个策略物给到参赛队伍，

策略物品所持状态不做限制；赛前确认无误则由裁判发号指令比赛开始，比

赛中所完成的比赛项目顺序不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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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高中（中专、高职）组

1．一个团队可以由 1-2名队员组成，每队一台设备；每队 1-2个指导老

师，可空缺。

2.每支参赛队伍共两次出发机会，每次用时不得超过 180秒（机器人投影

完全离开起始区将视为消耗一次机会，选手可以自行选择是否放弃第二次机

会）。两次机会需连续进行，出发前仅有 60秒准备时间用于装置还原和机器

人组装，不得进行程序调整。

3.比赛结束后，以每支参赛队两次成绩的最高得分作为该队的总成绩，按

总成绩对参赛队排名。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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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比赛时间

小学初级组

参赛队员需要在现场组装机器人，赛前参赛队员搭建机器人器材需要打

散，竞赛搭建机器人的时间为 3600秒，正式比赛前，每组队员有 300秒测试

场地和调试程序的时间。任务时间 90秒。

小学高级组

比赛准备：选手需在携带成品机器人到场，正式比赛前会有 1200秒的调

试时间，需按照规定时间在指定场地按照分组进行比赛。

比赛时间为手动阶段 120秒+自动阶段 180秒

初中、高中（中专、高职）组

调试时间：现场设有 5400秒调试时间。

准备时间：启动前有不超过 60秒的准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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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赛内容及任务要求

（一）小学初级组

（1）比赛将围绕处理“核”发电产生的核废料展开，场地中共有 5种核

废料，参赛队员需要设计机器人按照核废料的颜色属性进行分类和运输。

（2）参赛队员有两次比赛机会，最终以两次比赛中的最高分数记录成绩。

任务 1，成功启动：启动前机器人垂直投影完全在起点和终点区域内。

任务 2，运送核物质元素：比赛结束时，红黄蓝绿四个核物质元素垂直投

影完全在对应的颜色区域内。比赛结束时，白色核物质元素垂直投影完全在

起点和终点区内。

任务 3，维修：比赛结束时，机器人垂直投影完全进入起点和终点区域内。

任务 4，争分多秒：比赛结束时，“90秒-比赛用时秒数=得分”。（注：

只有完成前三项所有任务才能获得争分多秒分数。）

（二）小学高级组

比赛将包括一系列的任务，每个任务都与农场种植相关。

任务 1：农收智慧；在本次比赛的场地中，分别有一个苹果园，一片玉米

地，机器人需要帮助农民伯伯完成收集并存放在对应的库房当中。

任务 2：维修气象站；气象站的天线因为大风的作用发生了倒塌，农场不

能预测未来的天气，对农民伯伯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我们需要用机器人把倒

塌的天线进行修复。

任务 3：自动化种植；在我们的农舍前，有一片种植园，机器人需要根据

土地的湿润情况，来完成水稻，小麦，核桃树的随机种植。

任务 4：水质检测；农舍的旁边有一条滋润土地的河流，机器人需要采集

任意一处水源，运送至农舍，来完成水质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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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初中、高中（中专、高职）组

参赛选手需携带提前搭建好的机器人到赛场，现场调整结构和程序，完

成相应任务。

任务 1：启动奖励；机器人启动前，应保证其垂直投影全部在起始区内。

任务 2：建造风力发电机；任务模型风力发电机初始状态倾倒，比赛结束

时，模型维持直立状态。

任务 3：构筑水坝；任务模型水坝初始状态与左右两侧基座脱离，比赛结

束时，水坝投影全部落入空白拆建区。

任务 4：拆除火力发电厂；任务模型火力发电厂有一根待拆除的烟囱，比

赛结束时，烟囱部分被拆除。

任务 5：调节光伏电板；任务模型光伏电板位于光能收集区，指示光伏板

角度的指针初始指向 0度，比赛结束时，指针外侧端点投影处于目标角度区

间。

任务 6：装载物资；机器人到达分拣区时（机器人投影与分拣区部分重合），

该物资与机器人接触且未与场地接触。

任务 7：卸载物资；比赛结束时，机器人驱动轮投影部分进入与收集物资

匹配的分拣区。

任务 8：识别显示；比赛结束时，机器人板载屏幕静态显示收集的物资种

类，内容应包含“水电”、“光电”、“风电”或“核电”其中的一词并与

收集的物资对应，且不得同屏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词语。

四、比赛场地与环境

（一）小学初级组

赛图规格为：2362mm*1143mm，地垫巡线黑线宽度为 20mm，以上规格

允许大约有±5mm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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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垫俯视图

地垫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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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学高级组

比赛俯视图

1.赛图规格为：2362mm*1143mm。

2.黑线，白色边框，场地策略物摆放位置，开始&终点区域边框线的宽度

为 20mm。

3.以上规格允许大约有±5mm的误差。

场地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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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场地概念图

（三）初中、高中（中专、高职）组

竞赛场地示意图

场地尺寸为 2355mm*1135mm，材质为喷绘布，黑色引导线宽度为 30mm。

场地环境

机器人比赛场地环境为冷光源、低照度、无磁场干扰。但由于赛场环境

的不确定因素较多，例如，场地表面有褶皱不平整，光照条件有变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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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队在设计机器人时应考虑各种应对措施。

五、比赛规则

（一）小学初级组

参赛器材：

车体最大尺寸：250*250mm，高度不限。

器材：器材种类不限，编程语言不限。

器材数量：控制器最多 1个，传感器不超过 4个，马达不超过 4个。

遥控器：不限

电源：机器人总电压不超过 7.5V。

（二）小学高级组

参赛器材：

车体最大尺寸 200mm*200mm，高度不限，比赛开始后可变形。

器材：器材种类不限，编程语言不限。

器材数量：控制器最多 1个，传感器不超过 4个，马达不超过 4个。

重量：不限制。

电源：机器人总电压不超过 10V。

比赛时间为手动阶段 120秒+自动阶段 180秒。手动阶段需要完成维修气

象站任务（完成任务后不需要回到起始区域），确认未来的天气，手动阶段

可以提前完成，提前完成经由裁判确认后可以进行自动阶段，自动阶段需要

再次由起点出发按照各自参赛队伍的策略来完成自动阶段，手动阶段提前完

成所剩余时间不作为最终成绩评定；手动阶段若在时间内未完成，则由裁判

随机投掷硬币来决定未来天气，同时手动阶段不得分；农收智慧，水质检测，

自动化种植，维修气象站四个项目将作为小学高级组的最终成绩评定，自动

阶段的用时将作为最终成绩评定；小学高级组为手动+自动两个阶段完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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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手动+自动阶段中禁止触碰机器人，否则本场成绩作废，自动阶段和手动

阶段的行进路线不做任何限制。

比赛结束：a.参赛队员必须让机器人停止移动，并且不接触其他任何物品，

举手示意裁判则比赛结束;b.机器人完成所有的任务，裁判掐表计时结束；c.180

秒自动阶段计时结束；d.出现违规或机器人出现故障，裁判终止比赛。满足上

述条件后，将进入评分环节；裁判将与团队一起记录比赛结果。在双方均认

同的情况下，它将成为正式的结果。如果未达成一致意见，可由主裁判做出

最终裁决，确认成绩后将有任意一名参赛选手进行成绩确认签字，成绩确认

签字后不得以任何理由进行成绩复议。

比赛排名：分数优先，同等分数看时间，依次进行排名。

（三）初中、高中（中专、高职）组

设备要求：

1.尺寸：每次出发前，机器人尺寸不得大于 300mm*300mm*300mm（长*

宽*高）。

2.主控：可充电锂电池（其电压不得高于 9V）。

3.结构：使用积木结构件。

所有机器人必须在参赛前通过检查。裁判会在比赛期间随机检查机器人，

对不符合要求的机器人，需要按照本规则要求修改，如果机器人仍然不符合

要求，将被取消参赛资格。

1.调试

1.1现场设有 5400秒的调试时间。

1.2裁判检录无误，方可携带机器人及相关调试设备进入准备区。

1.3搭建和编程只能在准备区完成，测试程序可以去参赛区。

1.4参赛学生不得在调试期间与家长或教练员联系，违者将予以警告或取

消比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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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调试结束，参赛学生应遵循裁判指示，将机器人放置在指定封存区。

2.比赛

2.1参赛学生按照裁判指示依次进行比赛。机器人运动前，应放置在起始

区域内，确保机器人（含附属机构）垂直投影全部落入起始区。

2.2启动前有不超过 60秒的准备时间。准备就绪，应向裁判举手示意。

2.3当裁判发出开始指令后，计时开始，参赛学生启动机器人。

2.4比赛计时一旦开始，机器人必须通过程序自主运行。参赛学生如有接

触干涉，将视为使用完一次机会。

2.5机器人在启动或运行过程中，任一部件掉落在场地不予以清除。

2.6场地模型在比赛计时过程中发生的任何活动，将不予以重置。

2.7参赛队伍可以在计时开始后的任一时间，向裁判示意比赛结束。裁判

停表计分。

2.8单轮比赛结束，需将所有任务模型还原，初中组裁判可更改指示标志。

3.犯规

3.1裁判示意参赛队伍进入参赛区准备比赛时，应即时到达，超过 120秒

者，将取消比赛资格。

3.2任务模型或场地遭到参赛队员及其机器人破坏，将受到警告，并且单

项任务得分作废；情节恶劣者，将取消比赛资格。

3.3未经裁判允许，在比赛期间与家人或者教练员联系，将取消比赛资格。

3.4不听从裁判指示将予以警告。干扰到比赛正常流程或者影响到其他参

赛队伍时，情节恶劣者，将取消比赛资格。



13

六、评分维度

（一）小学初级组

第 1 项任务：成功启动

启动前机器人垂直投影完全在‘起点和终点区域’内（四周黑线算区域

内)得 5分。

得 5 分不得分（出界）得 5 分

第 2 项任务：运送核物质元素

比赛结束时，红黄蓝绿四个核物质元素垂直投影完全在对应的颜色区域

内，每个得 20分。

比赛结束时，白色核物质元素垂直投影完全在起点和终点区内，（起点

区和终点区四周的黑线算区域内），得 10分。

第 3 项任务：维修

比赛结束时，机器人垂直投影完全进入‘起点和终点区域’内，得 5分。

不得分得 20 分得 10 分不得分

（颜色：×，位置：√）（颜色：√，位置：√）（颜色：√，位置：√）（颜色：√，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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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分（出界）得 5 分不得分（出界）

第 4 项任务：争分多秒

比赛结束时，“90秒-比赛用时秒数=得分”。（注：只有完成前三项所

有任务才能获得争分多秒分数。）

（二）小学高级组

第 1 项任务：农收智慧

收集并成功存放 1个苹果/玉米：10分，收集并成功存放 2个苹果/玉米：

20分，收集并成功存放 3个苹果/玉米：30分。

苹果/玉米完全进入到库房 10分/个。（完全进入指正投影在对应的颜色

方框内）每场比赛有 3个苹果，3个玉米，可以进行运输，且项目最高得分为

60分。苹果/玉米未完全进入对应区域则不得分。苹果/玉米在比赛前由裁判放

置于比赛区域。

第 2 项任务：维修气象站

成功重新竖起气象站天线：15分，竖起的天线完全在方框内：15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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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在方框内指正投影在方框内）气象站天线在比赛前会由裁判平躺至于正方

形方框内的黑线上，垂直投影重叠，蓝色红色左右方向随机。红色向上表示

晴天，蓝色向上表示雨天。

第 3 项任务：自动化种植

成功种植一个农作物：10分，农作物分为核桃树（棕色）小麦（绿色）

水稻（蓝色）根据修理好的气象局所预测的天气，进行种植。如果预测未来

是雨天（天线蓝色朝上），则需要在种植园远离水源的位置种植小麦和核桃

树；如果预测未来是晴天（天线红色朝上），则需要在种植园靠近水源的位

置种植小麦和水稻。

第 4 项任务：水质检测



16

如果成功采集并运回一处水源：15分，如果成功采集并运回两处水源：

30分。在河流处会有三处水源采集点。随机选择其中两处或者一处，进行水

源样本采集，并带回农舍（起始终点区）正投影必须在黑色方框内均可得分，

否则不得分，放置的方式不做限制。

（三）初中、高中（中专、高职）组

1.启动奖励

机器人启动前，应保证其垂直投影全部在起始区内。比赛开始，当其垂

直投影完全离开起始区域时，得 10分。

2.建造风力发电机

任务模型风力发电机初始状态倾倒（扇叶偏左），如图 1所示。比赛结

束时，模型维持直立状态，得 15分，如图 2所示。

图 1–风力发电机（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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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风力发电机

3.构筑水坝

任务模型水坝初始状态与左右两侧基座脱离，位于相邻的蓝色虚线框内，

如图 3所示。比赛结束时，水坝投影全部落入空白拆建区（线框外径），得

10分。

图 3–构筑水坝（初始）

图 4–构筑水坝（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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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拆除火力发电厂

任务模型火力发电厂（于拆建区右侧）有一根待拆除的烟囱，如图 5所

示。比赛结束时，烟囱部分被拆除，其结构与空白拆建区部分接触，得 10分，

如图 6所示。

图 5–拆除火力发电厂（初始）

图 6–拆除火力发电厂（得分）

5.调节光伏电板

光能收集区均分成 9个区间，调试阶段前将抽签决定 40度-280度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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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区间作为目标角度区间（含边界），抽签结果适用于所有参赛队伍。

任务模型光伏电板位于光能收集区，指示光伏板角度的指针初始指向 0

度，如图 7所示。比赛结束时，指针外侧端点投影处于目标角度区间（含边

界），得 20分。

图 7–调节光伏电板（初始）

图 8–调节光伏电板（得分，以目标区间 80-120 为例）

6.装载物资

物资区有一物资存储模型，如图 9所示；其初始存放了由水电、光电、

风电、核电生产的四种物资中的一种，如图 11所示；目标物资道具于调试阶

段结束，选手上场比赛时，裁判随机抽取，各参赛队的抽签结果可能不同。

物资道具直径为 50mm，双面绘有图标；其初始位置侧边紧贴于平台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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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板。

机器人到达分拣区时（机器人投影与分拣区部分重合），该物资与机器

人接触且未与场地接触，得 10分。

图 9–物资存储模型（未触发）

图 10–四种物资

7.卸载物资

比赛结束时，机器人驱动轮投影部分进入与收集物资匹配的分拣区，得

10分。

8.识别显示

比赛结束时，机器人板载屏幕静态显示收集的物资种类，内容应包含“水

电”、“光电”、“风电”或“核电”其中的一词并与收集的物资对应，且

不得同屏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词语，得 15分。

（例如收集物资由“风电”加工，若显示内容为“风电”或“风电物资”，

则得 15分；若显示内容为“风电水电”或“风水电”，则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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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小学初级组打分表

参赛队：

任务 内容
第一场得

分

第二场得

分

1.成功

启动

➡启动前机器人垂直投影完全在‘起点和终点区域’内

（四周黑线算区域内），得：5分

2.运送

核物质

元素

➡比赛结束时，红黄蓝绿四个核物质元

素垂直投影完全在对应的颜色区域内，

每个得：20分

➡比赛结束时，白色核物质元素垂直投

影完全在起点和终点区内，（起点区和

终点区四周的黑线算区域内），得：10
分。

红色

黄色

蓝色

绿色

白色

3.维修
➡比赛结束时，机器人垂直投影完全进入‘起点和终点

区域’内，得：5分。

4.争分

多秒

➡比赛结束时，‘90秒-赛用时秒数=得分’。

（注：只有完成前三项所有任务才能获得争分多秒分

数。）

单局得分：

最高成绩

参赛队员签字：

裁判员签字：

裁判长签字：

参赛队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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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高级打分表

参赛队：

计分项 第一次 第二次

手动阶段

维修气象站 晴天/雨天 晴天/雨天

满分 30分 满分 30分

自动阶段

农收智慧 每个 10分/总计 60分 每个 10分/总计 60分

自动化种植 每个 10分/总计 60分 每个 10分/总计 60分

水质检测 每处 15分/总计 30分 每处 15分/总计 30分

总成绩

所用时间

最好成绩

选手签字

裁判签字

裁判长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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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高中（中专、高职）打分表

参赛队：

任务 分值 第一次 第二次

启动奖励 10

建造风力发电机 15

构筑水坝 10

拆除火力发电厂 10

调节光伏电板 20

装载物资 10

卸载物资 10

识别显示 15

单轮合计：

单轮用时：

最终得分（高分轮次）：

参赛队员签名确认：

裁判签名确认：

裁判长签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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