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 苏 省 青 少 年 科 技 教 育 协 会
苏青科教发〔2024〕94 号

关于举办第三十一届江苏省青少年科技模型大赛

——第七届海峡两岸青年学生机器人擂台争霸赛

（初中组、高中组、大学组）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第三十一届江苏省青少年科技模型大赛是《省教育厅办公

室关于公布 2022-2025 学年中小学生竞赛活动项目的通知》

（苏教办基函〔2022〕53 号）文件批准举办的全省中小学生

竞赛活动项目。根据大赛安排，为积极推广青年学生参与人工

智能创新实践，提高手脑协调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培养创新

思维，培育优秀创新科技人才，促进海峡两岸青年学生的文化

与科技交流，实现共同发展，将举办第三十一届江苏省青少年

科技模型大赛——第七届海峡两岸青年学生机器人擂台争霸

赛（初中组、高中组、大学组）。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江苏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

承办单位：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雄市海峡两岸民

间交流协会

二、参赛要求和基本流程



（一）参赛对象

1.海峡两岸高中、大学。

2.每个学校可报名多个队伍（以学校一队、学校二队等区

分，每队由 1-2 名学生组成）。

（二）初中组、高中组、大学组参赛时间及地点

1.比赛地点：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比赛时间：7 月 15 日；

台湾地区赛队将参加南京主赛场的比赛。

三、竞赛项目和内容

参考附件 1，如有调整，另行 QQ 群通知。

四、奖项设置

1.学生奖项：根据组别设立冠、亚、季军及一、二、三等

奖、优秀奖。

2.组织奖项：设立优秀组织奖，以学校为单位评选；设立

优秀科技辅导员奖若干。

五、报名办法

1.高中、大学组参赛队填写报名表（附件 2），发送至指

定邮箱：1806804262@qq.com，联系人：巴老师，电话：

025-86670760。

2.为规范活动开展，请各组别参赛队在 QQ 群 526438756

关注相关内容。

3.本次大赛不收取任何参赛费用，且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

机构或者个人举办相关学生培训。

六、其他说明



1.参赛所使用的机器人除幼儿组以外必须是自制机器人。

为防止比赛双方遥控信号互相干扰，请各参赛队多配备几套遥

控方案。擂台赛项目，为防止机器人损坏影响次轮比赛，请准

备好预备方案。

2.本次比赛，将推荐组织优秀参赛代表队参加 2024-2025

学年在台湾地区举办的相关赛事。

附件：1.比赛项目规则说明

2.海峡两岸青年学生机器人擂台争霸赛报名表

江苏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

2024 年 7 月 10 日



附件 1

机器人跳远规则说明

（小学组）

一、比赛任务

参赛队自制一个跳远机器人（车轮、电机等可自行购买兼容配置；

不得使用无刷电机；主要在材料、结构、外形三方面考量，雷同率不

高于 30%，被举报的模型由仲裁组决断），在规定比赛场地中完成“跳

远”任务。

二、具体说明

1.机器人设计

（1）尺寸：机器人的垂直投影长不超过 250mm（指小车前进方向

为

长），宽不超过 400mm（指垂直于小车前进方向为宽），高度不限。

（2）重量
1
：机器人不得超过 1.5kg（含电源）。

（3）电源：每支参赛队需要自己准备电池，参赛机器人只允许使

用一组电池，电池电压要求不超过 2S锂离子电池的电压，也不可以通

过升压的方式提升电压，即机器人设备上不可以有超过 8.4V 的电压。

检录时选手要向裁判展示电源，供裁判检测。

（4）控制：机器人控制方式不限，遥控、自控、开关控等方式均

可进行操控。

（5）机器人不得有损坏场地、污染环境和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设

计。不得使用螺旋桨、压缩空气、喷气发动机等飞行类动力。

2.比赛阶段

（1）比赛场地如图所示，分为跑道区、起跳区和沙坑区。跑道区

长 2200mm，宽 900mm，跑道区为木工板跑道。起跳区为长 800mm，宽

900mm，与地面呈 15°角的木工板斜面。沙坑区与起跳区摆放位置如图

所示。

1 由于秤的精度、环境的温度、湿度等因素的差异，检录时，机器人重量可允许存在不超过 50g 的上浮。



（2）比赛上场前机器人都需完成重量、尺寸、电源和外观结构的

检验，四项均合格后方能上场比赛。

（3）上一组比赛结束后立即进行下一组的比赛，如机器人不能及

时上场则视为自动放弃，判比赛失败。

（4）比赛开始前，机器人位于起跑线的后方。机器人各部件都保

持相对场地呈静止状态。

（5）比赛开始，直至分出胜负或当组比赛时间终止前的整个过程

中，只允许一名参赛队员操作，不允许调换操控人员。

（6）比赛以哨声为开始信号，哨声吹响后开始计时，比赛时间为

60秒。在这段时间内机器人完成助跑和起跳动作。机器人越过起跑线

后，选手不可以再触碰组成机器人的任何部件。机器人落地后即停止

比赛计时。

（7）成绩测定：距离测量有效前提是机器人第一着陆点必须在“沙

地”，然后再测量在沙坑中留下的与起跳线最近的痕迹与起跳线之间的

水平距离，记为本次成绩（如有疑问，由仲裁组决断）。

（8）每队有两轮比赛机会。比赛中，比完第一轮后立即进行第二

轮，参赛队在两轮比赛的时间间隔（60秒内）可以对机器人进行维修

或更换电池（如维修或更换电池，机器人需要再次检录）。

跳远比赛场地图示



（9）每轮比赛时长为 60 秒，如机器人在一轮比赛中超时完成跳

远，则该轮跳远成绩为零。

（10）决定排名的标准

A. 各参赛队按两轮比赛中的最好成绩排名；

B. 在最好成绩相等情况下，则按照第二成绩排名；

C.如参赛队两次成绩都相同，则以检录时机器人的重量为胜负判

断依据，重者排前。



机器人拔河规则说明

（小学组）

一、比赛任务

参赛者需自制一台机器人（车轮、电机、遥控器和控制主板可自

行购买兼容配置；主要在结构、外形两方面考量，雷同率不高于 60%，

被举报的模型由仲裁组决断），在比赛规定场地内，与对方机器人进行

拔河比赛，力图在规定时间内将对手拉过规定距离。如在规定时间内

不能分出胜负，则以重量轻者为胜。

二、具体说明

1.机器人设计

（1）尺寸：机器人的所有部件始终在 300mm（长）×300mm（宽）

×300mm（高）的范围以内。

（2）重量
2
：机器人不得超过 1.5kg（含电源）。

（3）电源：机器人使用独立电源，不得使用除电池之外的其他动

力源（例如：柴油发动机，压缩空气动力等）。每支参赛队需要自己准

备电池，参赛机器人只允许使用一组 6 节 5 号干电池（不允许使用充

电电池），电池总电压不得超过 9V 电压，也不可以通过任何升压的方

式提升电压。检录时选手要向裁判展示电源，供裁判检测。

（4）车架：要求使用木质结构。

（5）控制：机器人选用无线遥控方式进行操控，也可以选用自律

（即自控）执行指令完成任务。除此之外，不得使用其他方式操控机

器人运行。

（6）机器人车轮必须全部裸露在外，比赛过程中除了轮胎外，其

他结构部件不允许接触地面。

（7）机器人不得有损坏场地、污染环境和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设

计，车轮表面不得涂有粘合效果的胶或其它试剂来增大机器人的抓地

能力，不得使用吸盘或类似装置使机器人“固定”在场地上，也不得

使用履带或类似装置。

2 由于秤的精度、环境的温度、湿度等因素的差异，检录时，机器人重量可允许存在不超过 50g 的上浮。



（8）机器人尾部需留有一个能勾挂直径为 5mm 挂钩的装置，该部

位离地 60mm（±5mm）。

2.比赛阶段

（1）比赛场地（如图）为 3200mm×900mm 的木板，表面有花纹，

花纹为六边形凸起，场地标记以中央红线为对称轴左右对称。拔河绳

为一根 1300mm 左右的粗棉绳，粗棉绳两端系有两个直径为 5mm 的“？

型挂钩”。在整根拔河绳中间以红绳做中心标记（如图）。在场地边界

线上用橡皮泥铺设，当车轮触及橡皮泥判比赛失败 。

拔河比赛场地图示

拔河绳示意图

（2）比赛前机器人都需完成重量、尺寸、电源和结构规范的检录，

四项均合格后方能上场比赛。

（3）上一组比赛结束后，立即进行下一组的比赛，如机器人不能

及时上场则视为自动放弃，判比赛失败。

（4）比赛开始前，用拔河绳勾住两个机器人尾部，将机器人放在

比赛场地上，使得拔河绳在绷直的情况下中心标记位于中央红线正上

方。机器人应完全位于两条绿线的外侧，不得有任意部件压线，并使

机器人各部件都保持相对场地呈静止状态（例如：电机、风扇等都不

得转动）。电源开启之后，机器人不得有任何动作，应处于指令守候状

态。

（5）比赛以哨声为开始信号，哨声吹响后开始计时，比赛时间为



120 秒。在这段时间内两机器人进行拔河格力。

（6）比赛开始，直至分出胜负或当组比赛时间终止前的整个过程

中，只允许一名参赛队员使用一个遥控器操控机器人动作，不允许调

换遥控器或操控人员。

（7）比赛一旦开始计时，在没有分出胜负或当组比赛时间尚未终

止之前，选手不可以再触碰机器人。

（8）每轮比赛结束后可在下轮比赛开始前修理机器人或更换电池。

（9）判断比赛胜负的标准：

A. 机器人的任何部位蹭到作为区界标志的橡皮泥为输，比赛停

止计时；

B.机器人将拔河绳中心标记拉过绿线为胜，比赛停止计时；

C.比赛过程中，两机器人处于僵持阶段时，车轮不转方判输，

比赛停止计时；当 120 秒时间结束时，两机器人都没有将拔河绳中心

标记拉过绿线，则以检录时机器人的重量为胜负判断依据，较轻的机

器人获胜。



机器人跳远规则说明

（初中组）

一、比赛任务

参赛队自制一个跳远机器人（车轮、电机等可自行购买兼容配置；

主要在材料、结构、外形三方面考量，雷同率不高于 50%，被举报的模

型由仲裁组决断），在规定比赛场地中完成“跳远”任务。

二、具体说明

1.机器人设计

（1）尺寸：机器人的垂直投影长不超过 250mm（指小车前进方向

为

长），宽不超过 400mm（指垂直于小车前进方向为宽），高度不限。

（2）重量3：机器人不得超过 1.5kg（含电源）。

（3）电源：每支参赛队需要自己准备电池，参赛机器人只允许使

用一组电池，电池电压要求不超过 3S锂离子电池的电压，也不可以通

过升压的方式提升电压，即机器人设备上不可以有超过 12.6V 的电压。

检录时选手要向裁判展示电源，供裁判检测。

（4）控制：机器人可以选用无线遥控方式进行操控，也可以选用

自律（即自控）执行指令完成任务。除此之外，不得使用其他方式操

控机器人运行。

（5）机器人不得有损坏场地、污染环境和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设

计。不得使用螺旋桨、压缩空气、喷气发动机等飞行类动力。机器人

在离开起跳板后就不可以继续施加电源动力。

2.比赛阶段

（1）比赛场地如图所示，分为跑道区、起跳区和沙坑区。跑道

区长 2200mm，宽 900mm，跑道区为木工板跑道。起跳区为长 800mm，宽

900mm，与地面呈 15°角的木工板斜面。沙坑区与起跳区摆放位置如图

所示。

3 由于秤的精度、环境的温度、湿度等因素的差异，检录时，机器人重量可允许存在不超过 50g 的上浮。



（2）比赛上场前机器人都需完成重量、尺寸、电源和外观结构的

检验，四项均合格后方能上场比赛。

（3）上一组比赛结束后立即进行下一组的比赛，如机器人不能及

时上场则视为自动放弃，判比赛失败。

（4）比赛开始前，机器人位于起跑线的后方。机器人各部件都保

持相对场地呈静止状态。电源开启之后，机器人不得有任何动作，应

处于指令守候状态。

（5）比赛开始，直至分出胜负或当组比赛时间终止前的整个过程

中，只允许一名参赛队员使用一个遥控器操控机器人动作，不允许调

换遥控器或操控人员。

（6）比赛以哨声为开始信号，哨声吹响后开始计时，比赛时间为

60秒。在这段时间内机器人完成助跑和起跳动作。比赛一旦开始，选

手不可以再触碰机器人。机器人落地后即停止比赛计时。

（7）成绩测定：距离测量有效前提是机器人第一着陆点必须在“沙

地”，然后再测量在沙坑中留下的与起跳线最近的痕迹与起跳线之间的

水平距离，记为本次成绩（如有疑问，由仲裁组决断）。

（8）每队有两轮比赛机会。比赛中，比完第一轮后立即进行第二

轮，参赛队在两轮比赛的时间间隔（60秒内）可以对机器人进行维修

跳远比赛场地图示



或更换电池（如维修或更换电池，机器人需要再次检录）。

（9）每轮比赛时长为 60 秒，如机器人在一轮比赛中超时完成跳

远，则该轮跳远成绩为零。

（10）决定排名的标准

A.各参赛队按两轮比赛中的最好成绩排名；

B.在最好成绩相等情况下，则按照第二成绩排名；

C.如参赛队两次成绩都相同，则以检录时机器人的重量为胜负

判断依据，重者排前。



机器人拔河规则说明

（初中、高中、大学组）

一、比赛任务

参赛者需自制一台机器人（车轮、电机、遥控器和控制主板可自

行购买兼容配置；主要在材料、结构、外形三方面考量，雷同率不高

于 50%，被举报的模型由仲裁组决断），在比赛规定场地内，与对方机

器人进行拔河比赛，力图在规定时间内将对手拉过规定距离。如在规

定时间内不能分出胜负，则以重量轻者为胜。

二、具体说明

1.机器人设计

（1）尺寸：机器人的所有部件始终在 300mm（长）×300mm（宽）

×300mm（高）的范围以内。

（2）重量
4
：A.初中组机器人不得超过 3kg（含电源）；B.高中组

和大学组机器人不得超过 3.5kg（含电源）。

（3）电机：机器人运动方式采用轮式滚动结构，动力电机数量不

超过三个。除此之外，机器人还可以使用一个舵机，但只能用于调整

机器人的运动方向。

（4）电源：机器人使用独立电源，不得使用除电池之外的其他动

力源（例如：柴油发动机，压缩空气动力等）。每支参赛队需要自己准

备电池，参赛机器人只允许使用一组电池，电池总电压不得超过 3S锂

离子电池的电压，也不可以通过任何升压的方式提升电压，即机器人

设备上不可以有超过 12.6V 的电压，电池总电容不得超过 5000mAH。可

以使用环保的充电电池、干电池或电容作为能源动力（建议使用环保

的充电电池），但不允许将电容和电池混合使用。检录时选手要向裁判

展示电源，供裁判检测。

（5）控制：A.初中组和高中组：机器人可以选用无线遥控方式进

行操控，也可以选用自律（即自控）执行指令完成任务。除此之外，

不得使用其他方式操控机器人运行。B.大学组：机器人在比赛开始前

4 由于秤的精度、环境的温度、湿度等因素的差异，检录时，机器人重量可允许存在不超过 50g 的上浮。



处于指令守候状态，当比赛开始时须使用遥控器发出执行命令，此后

在整个拔河过程中机器人必须处于自律状态，参赛选手将不被允许再

次触碰遥控器，直到分出胜负或比赛计时结束，选手可再次使用遥控

器命令机器人停止运行。

（6）机器人车轮必须全部裸露在外，比赛过程中除了轮胎外，其

他结构部件不允许接触地面。

（7）机器人不得有损坏场地、污染环境和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设

计，车轮表面不得涂有粘合效果的胶或其它试剂来增大机器人的抓地

能力，不得使用吸盘或类似装置使机器人“固定”在场地上，也不得

使用履带或类似装置。

（8）机器人尾部需留有一个能勾挂直径为 5mm 挂钩的装置，该部

位离地 60mm（±5mm）。

2.比赛阶段

（1）比赛场地（如图）为 3200mm×900mm 的木板，表面有花纹，

花纹为六边形凸起，场地标记以中央红线为对称轴左右对称。拔河绳

为一根 1300mm 左右的粗棉绳，粗棉绳两端系有两个直径为 5mm 的“？

型挂钩”。在整根拔河绳中间以红绳做中心标记（如图）。在场地边界

线上用橡皮泥铺设，当车轮触及橡皮泥判比赛失败 。

拔河比赛场地图示

拔河绳示意图

（2）每轮比赛前机器人都需完成重量、尺寸、电源和结构规范的



检录，四项均合格后方能上场比赛。

（3）上一组比赛结束后，立即进行下一组的比赛，如机器人不能

及时上场则视为自动放弃，判比赛失败。

（4）比赛开始前，用拔河绳勾住两个机器人尾部，将机器人放在

比赛场地上，使得拔河绳在绷直的情况下中心标记位于中央红线正上

方。机器人应完全位于两条绿线的外侧，不得有任意部件压线，并使

机器人各部件都保持相对场地呈静止状态（例如：电机、风扇等都不

得转动）。电源开启之后，机器人不得有任何动作，应处于指令守候状

态。

（5）比赛以哨声为开始信号，哨声吹响后开始计时，比赛时间为

120 秒。在这段时间内两机器人进行拔河格力。

（6）比赛开始，直至分出胜负或当组比赛时间终止前的整个过程

中，只允许一名参赛队员使用一个遥控器操控机器人动作，不允许调

换遥控器或操控人员。

（7）比赛一旦开始计时，在没有分出胜负或当组比赛时间尚未终

止之前，选手不可以再触碰机器人。

（8）每轮比赛结束后可在下轮比赛开始前修理机器人或更换电池。

（9）判断比赛胜负的标准：

A.机器人的任何部位蹭到作为区界标志的橡皮泥为输，比赛停止

计时；

B.机器人将拔河绳中心标记拉过绿线为胜，比赛停止计时；

C.比赛过程中，两机器人处于僵持阶段时，车轮不转方判输，比

赛停止计时；

D.当 120 秒时间结束时，两机器人都没有将拔河绳中心标记拉过

绿线，则以检录时机器人的重量为胜负判断依据，较轻的机器人获胜。



机器人擂台赛（单人赛）规则说明

（高中、大学组）

一、比赛任务

参赛者需要自制一个格斗机器人（车轮、电机、遥控器和控制主

板可自行购买兼容配置；主要在材料、结构、外形三方面考量，雷同

率不高于 60%，被举报的模型由仲裁组决断），在比赛规定场地内，与

对手机器人进行“暴力”对抗。在比赛时间内攻击对手，使对手不能

自由移动或将对手推下比赛场地为胜。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未能分出胜

负，将进行“互推”加赛。

“互推”加赛任务：在比赛号令吹响后，将对方机器人推后 200mm

为胜。如果比赛时间结束后，仍然不能分出胜负，则以机器人重量轻

者为胜。

二、具体说明

1.机器人设计

（1）尺寸：比赛开始前，机器人的所有部件的垂直投影必须在直

径为 350mm 的圆内，机器人的高度不得高于 250mm。比赛开始后，可以

改变机器人的形状、大小，但部件完全伸展后，机器人的最大尺寸的

垂直投影，高中组限定在直径为 450mm 的圆内，大学组限定在直径为

500mm 的圆内。

（2）重量5：A.高中组机器人不得超过 5kg（含电源）；B.大学组

机器人不得超过 6kg（含电源）。

（3）电源：机器人使用独立电源，不得使用除电池之外的其他动

力源（例如：柴油发动机，压缩空气动力等）。每支参赛队需要自己准

备电池，参赛机器人只允许使用一组电池，电池总电压不得超过 3S锂

离子电池的电压，也不可以通过任何升压的方式提升电压，即机器人

设备上不可以有超过 12.6V 的电压。电池总电容不得超过 7000mAH。可

以使用环保的充电电池、干电池或电容作为能源动力（建议使用环保

5 由于秤的精度、环境的温度、湿度等因素的差异，检录时，机器人重量可允许存在不超过 50g 的上浮。



的充电电池），但不允许将电容和电池混合使用。检录时选手要向裁判

展示电源，供裁判检测。

（4）控制：机器人可以选用无线遥控方式进行操控，也可以选用

自律（即自控）执行指令完成任务。除此之外，不得使用其他方式操

控机器人动作及武器运行。

（5）武器：机器人必须安装有

进攻性的机载武器，武器装置必须明

显可见且能被遥控产生一定的动作，

同时武器的设计要遵守以下规定：

A.不得使用炸药、液体、腐蚀性

材料、粉末、高压气体等损坏场地、

污染环境及存在安全隐患的材料或

装备；

B.不得使用看不见的物质作为

武器，如电磁波等；

C.不得使用吸盘或类似能将机器人固定在比赛场地上的装置。机

器人的武器必须在检录时给裁判演示，没有安装武器或武器不能被遥

控做出相应的动作或武器设计不合格的机器人不得参加比赛。

2.对抗阶段

（1）比赛规定场地（如图）为长宽为 2400mm 的正方形木工板，

沿木板中间有一条 1000mm 的中央红线，距红线 200mm 有两个以中央红

线为对称轴左右对称的绿色圆圈，圆圈的直径为 350mm，在红线左右两

边，与红线平行且与红线相距 200mm 有两条长 1000mm 的黄线。

（2）机器人每轮比赛上场前都需完成重量、尺寸、电源和武器的

检验，四项均合格后方能上场比赛。

（3）上一组比赛结束后立即进行下一组的比赛，如机器人不能及

时上场则视为自动放弃，判比赛失败。

（4）比赛开始前，机器人应完全放入绿色圆圈内，不得有任意部

件压线，并使机器人各部件都保持相对场地呈静止状态（例如：电机、

风扇等都不得转动），即电源开启之后，机器人不得有任何动作，应处



于指令守候状态。

（5）比赛以哨声为开始信号，哨声吹响后开始计时，比赛时间为

180 秒。在这段时间内两机器人进行对抗。对抗的方式仅限于互撞和机

载武器的进攻。

（6）比赛开始，直至分出胜负或当组比赛时间终止前的整个过程

中，只允许一名参赛队员使用一个遥控器操控机器人动作，不允许调

换遥控器或操控人员。

（7）比赛一旦开始计时，在没有分出胜负或当组比赛时间尚未终

止之前，选手不可以再触碰机器人。

（8）消极对战，即一方机器人总是绕行或逃避对方机器人的攻击

以消耗时间。由裁判主观把握，在 10秒内消极对战，给予警告处分，

累计达三次警告将被取消继续比赛的资格。

（9）每轮比赛结束后可在下轮比赛开始前修理机器人或更换电池。

（为缩短修理时间，建议做两套符合比赛规则的机器人，或者配备相

关易损耗配件用于维修。启用备用机器人或修理机器人后，都必须在

上场前完成重量、尺寸、电源和武器安全的检验。）

3.结果判定

（1）如一方机器人在 180 秒内被推出比赛场外，则对方获胜且停

止计时。

（2）如一方机器人不能自由移动，则对方获胜。不能自由移动的

情况如下：

A.机器人瘫痪停在原地；

B.机器人不能根据遥控器自如地完成“前进”“后退”或“拐

弯”动作。

（3）每场比赛累计达三次警告，则停止计时，判定该机器人比赛

失败，并且取消继续比赛的资格。

（4）在到达规定比赛时间时，双方机器人均在场上且可自由移动，

则进入“互推”加赛，再分出胜负。

（5）在“互推”加赛仍未分出胜负，则以检录时机器人的重量为

胜负判断依据，较轻的机器人获胜。



4.加赛阶段

（1）正常比赛未分出胜负后不允许进行机器人的任何维护修改，

直接进入加赛阶段。

（2）加赛开始前，两机器人头部对齐中央红线，使得两机器人

头对头紧靠，并使机器人各部件都保持相对场地呈静止状态（例如：

电机、风扇等都不得转动）。

（3）比赛以哨声为开始信号，哨声吹响后开始计时，比赛时间

为 60秒。在这段时间内两机器人进行互推，但不得使用武器。如武器

被使用，无论是否对对方造成影响，均判该选手比赛失败。

（4）判断比赛输赢的标准：

A. 机器人被推后至前轮触碰到黄线，则为输；

B. 如 60 秒时间到时两机器人都没有被推后至越过黄线，则以

重量轻者为胜。



机器人擂台赛（2vs2 团队赛）规则说明

（高中、大学组）

一、比赛任务

参赛者需要自制两台格斗机器人（车轮、电机、遥控器和控制主

板可自行购买兼容配置，主要在材料、结构、外形三方面考量，雷同

率不高于 60%，被举报的模型由仲裁组决断），团队赛每组两台机器人

参加。在比赛规定场地内，与对手机器人进行“暴力”对抗，在比赛

时间内攻击对手，使对手两台机器人均不能自由移动或推下比赛场地

为胜。若在规定时间内，不能分出胜负，则进行“互推”加赛。

“互推”加赛任务：在比赛号令吹响后，将对方机器人推后 200mm

为胜。如果比赛时间结束后，仍然不能分出胜负，则以机器人重量轻

者为胜。

二、具体说明

1.机器人设计

（1）尺寸：比赛开始前，机器人的所有部件的垂直投影必须在直

径为 350mm 的圆内，机器人的高度不得高于 250mm。比赛开始后可以改

变机器人的形状、大小，但部件完全伸展后，机器人的最大尺寸的垂

直投影高中组限定在直径为 450mm 的圆内，大学组限定在直径为 500mm

的圆内。

（2）重量6：A.高中组机器人不得超过 5kg（含电源）；B.大学组

机器人不得超过 6kg（含电源）。

（3）电源：机器人使用独立电源，不得使用除电池之外的其他动

力源（例如：柴油发动机，压缩空气动力等）。每支参赛队需要自己准

备电池，参赛机器人只允许使用一组电池，电池总电压不得超过 3S锂

离子电池的电压，也不可以通过任何升压的方式提高电压，即机器人

设备上不可以有超过 12.6V 的电压，电池总电容不得超过 7000mAH。可

以使用环保的充电电池、干电池或电容作为能源动力（建议使用环保

6 由于秤的精度、环境的温度、湿度等因素的差异，检录时，机器人重量可允许存在不超过 50g 的上浮。



的充电电池），但不允许将电容和电池混合使用。检录时选手要向裁判

展示电源，供裁判检查。

（3）控制：机器人可以选用无线遥控方式进行操控，也可以选用

自律（即自控）执行指令完成任务。除此之外，不得使用其他方式影

响机器人及武器运行。

（4）武器：机器人必须安装有进攻性的机载武器，武器装置必须

明显可见且能被遥控产生一定的动作，同时武器的设计要遵守以下规

定：

A.不得使用炸药、液体、腐蚀性材料、粉末、高压气体等对人身、

场地有损，污染环境及存在安全隐患的材料或装备。

B.不得使用看不见的物质作为武器，如电磁波等。

C.不得使用吸盘或类似能将机器人固定在比赛场地上的装置。机

器人的武器必须在检录时给裁判演示，没有安装武器或武器不能被遥

控做出相应的动作或武器设计不合格的机器人不得参加比赛。

2.对抗阶段

（1）比赛场地（如图）为长宽为 2400mm 的正方形木工板。距

离正方形四边 350mm 有四条红线，为机器人准备线。

（2）机器人每轮比赛上场前都需完成重量、尺寸、电源和武器安

全的检录，四项均合格后方能上场比赛。

（3）上一组比赛结束后立即进行下一组的比赛，如机器人不能及

时上场则视为自动放弃，判比赛失败。



（4）比赛开始前，两队共 4台机器人位于场地四边，同队机器人

相对站立于准备线的后方，不得有任意部件压线或越线，并使机器人

各部件都保持相对木板的静止状态（例如：电机、风扇等都不得转动）。

电源开启之后，机器人不得有任何动作，应处于守候状态。由参赛选

手猜拳选择方位。

（5）比赛以哨声为开始信号，哨声吹响后开始计时，比赛时间为

180 秒。在这段时间内两队机器人进行对抗。对抗的方式仅限于互推和

机载武器的进攻。

（6）比赛开始，直至分出胜负或当组比赛时间截止的整个过程中，

只允许两名参赛队员各自使用一个遥控器来操控相应的机器人动作，

不允许调换操控遥控器或操控人员，也不允许一人操控多个遥控器。

（7）比赛一旦开始计时，在没有分出胜负或当组比赛时间尚未终

止之前，选手不可以再触碰机器人。

（8）消极对战，即一方机器人总是绕行或逃避对方机器人的攻击

以消耗时间。由裁判主观把握，在 10秒内消极对战，给予警告处分。

累计达三次警告将被取消继续比赛的资格。

（9）每轮比赛结束后方可在下轮比赛开始前修理机器人或更换

电池。（为缩短修理时间，建议做两套符合比赛规则的机器人，或者配

备相关易损耗配件用于维修。启用备用机器人或修理机器人后，都必

须在上场前完成重量、尺寸、电源和武器安全的检验。）

3.结果判定

（1）如一方两个机器人均掉出比赛场地，则对方获胜且停止计时；

（2）如在 180 秒内其中一队两个机器人均不能自由移动，则对方

获胜且停止计时。不能自由移动的情况如下：

A.机器人瘫痪停在原地；

B.机器人不能根据遥控器自如地完成“前进”“后退”或“拐

弯”动作；

（3）每场比赛累计达三次警告，则停止计时，判定该机器人比赛

失败，并取消继续比赛的资格。

（4）如当比赛时间截止时，其中一队有一个机器人掉出比赛场地，



另一队两个机器人均在场上，则后者获胜；

（5）如当比赛时间截止时，其中一队有一个机器人不能自由移动，

另一队两个机器人均在场上且能自由移动，则后者获胜；

（6）如当比赛时间截止时，两队机器人均只有一台机器人不能自

由移动（或掉下场地），则让另外在场上且可自由移动的两台机器人进

行互推加赛（互推具体规则同单人赛）。

（7）如当比赛时间截止时，两队四台机器人均在场上且能自由移

动，则每队各自挑选一台机器人（挑选后不得更换）进行互推加赛（互

推具体规则同单人赛）。

（8）胜负判断的最终解释权归裁判委员会。



附件 2

海峡两岸青年学生机器人擂台争霸赛报名表

参赛学校 详细地址 领队姓名 领队手机 邮 编

序号 选手姓名
参赛项目

（不得兼项）
组 别 辅导教师 联系方式（手机） 备 注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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