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原市第七届“创新未来”中小学机器人竞赛  

科创实践类——智能机器人项目规则 

（双足人形机器人或多足仿生机器人组） 

一、参赛范围 

1.参赛组别：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 

2.参赛人数：每队由 1 名学生组成 

3.指导教师：每队至多报一名指导教师 

 

二、竞赛内容 

1.主题描述 

2020 年伊始，一场始料未及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在随后的

数月中，全国上下众志成城、守望相助，打赢了一场“抗疫战”。但

新冠病毒并未消失，日常防护、全民疫苗接种、动态清零成为这两年

的主要防疫工作。医务工作者和社区工作人员常年奋战在防疫抗疫第

一线，他们不畏危险，不辞辛苦，守护健康，防范疫情。 

本次“穿上防护服”任务通过人形或多足机器人完成象征为医护

人员穿戴防护服的功能。 

2.任务要求 

“穿上防护服”任务是模拟分配和穿戴防护服的一个过程，由场

景搭建和项目任务两部分组成。 



（1）场景搭建 

a. 根据图 1、图 2 所示具体尺寸及形状要求，在相对平坦的场地

（如地面、台面等）上完成任务场景搭建，图 1 中所有粗线条均可采

用宽约 1.5cm 的黑色电工胶带粘贴，其余材质及重量不限。 

 



 

b. 出发区域用胶带粘贴成边长约为 30cm 的正方形。 

c. 任务区域在一个高度为 4cm 的台面上，用胶带粘贴围成一个

宽度约为 160cm、长度约为 100cm 的长方形。任务区域与出发区域之

间隔着一级长、宽、高分别为 160cm、20cm 和 2cm 的台阶。 

在任务区内，按照图 1、2 所示顺序摆放代表“防护服”的道具

A、B、C 和代表“医务工作者”的道具 I、II、III，摆放位置和顺序

如图所示，A、I、B、II、III、C 排在一条直线上，每个道具位置中

心间隔 20.0cm 均匀分布。“医务工作者”所在的位置需要事先标记出

来。 

（2）道具规格 

a. “防护服”和“医务工作者”是 6 个尺寸规格一致的一次性

纸杯，杯口直径约 7.5cm，杯底直径约 5.3cm，杯身高度约 8.6cm，杯

口朝下放置。对其重量和颜色不作要求。 



b. 代表“医务工作者”的纸杯用热熔胶或其他方式固定，完成

任务过程中不能移动位置。 

（3）任务展示 

任务包括基本任务和挑战任务。展示过程中需要首先按照要求的

流程展示基本任务，基本任务展示结束后，将场地道具复原，机器人

重新摆放至出发区后，方可继续展示挑战任务。挑战任务与基础任务

展示过程中间，允许对机器人软件、硬件和机械进行调整，但不允许

更换机器人。 

a. 基本任务 

机器人从出发区域出发前往任务区域，选取 A、B、C 任意一件

“防护服”，运送并套到 I、II 或 III 中的任何一个“医务工作者”

上。 

b. 挑战任务 

1) 高中组挑战任务 

机器人在完成基本任务后，重新从出发区出发前往任务区，选取

A“防护服”套在 I“医护人员”上；选取 B“防护服”套在 II“医护

人员”上；选取 C“防护服”套在 III“医护人员”上。要求“防护

服”和“医护人员”正确对应，但取、套顺序不要求。 

  



2) 初中组挑战任务 

机器人在完成基本任务后，重新从出发区出发前往任务区，选取

A、B、C“防护服”分别套在 I、II、III“医护人员”上。不要求

“防护服”和“医护人员”对应，取、套顺序不要求，但每个“医护

人员”上必须套有一件“防护服”。 

3) 小学组挑战任务 

机器人在完成基本任务后，重新从出发区出发前往任务区，将

A、B、C“防护服”全部套在任意“医护人员”上。不要求“防护

服”和“医护人员”对应，取、套顺序不要求，“医护人员”可以套

上一件或多件“防护服”，也可不套任何“防护服”，但不能有未套在

“医护人员”上的防护服。 

c.其他展示要求 

基本任务和挑战任务所用时间的长短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水平的

高低。基本任务和挑战任务必须在 3 分钟以内完成，超过时间将被视

为任务失败。 

机器人从出发区内启动时开始计时，完成任务后计时停止。 

挑战性任务是选做任务，也可以不做。 



三、技术规范 

1. 参加展示的机器人可以选择成品套装经过改造的多足机器

人，也可以是自行设计制作的人形或多足机器人。提倡使用开源硬件

和软件自行设计制作机器人。 

2. 选手应独立使用国产图形化编程软件、Python 语言或 C 语言

等对机器人进行编程，并有能力根据裁判的询问对程序进行解释。 

3. 人形双足机器人的外形必须是类人形，由四肢、躯干和头等

几部分组成，如图 3。多足机器人必须通过三只或三只以上的腿足进

行移动。不得使用轮、履带等接触地面进行移动和转向。 

 

4. 参与活动的机器人需要符合表 1 中要求的技术规范。 

表 1 技术规范 

项目 限制 

单足接触地面最大尺寸（对角线或外接圆直径）（mm） <100 

在出发区内机器人尺寸：长*宽*高（mm） <300*300*500 

最大变形尺寸：长*宽*高（mm） 不限 

整机重量（g） 不限 

供电电压（V） <12.6 



机器人开始任务前其垂直投影不能超出出发区域，机器人的朝向

由学生自行决定。机器人在启动区时（任意部位接触启动区），尺寸

不得超过 300*300*500(mm)，离开启动区后的尺寸不做限制。 

5.除了启动机器人时可以使用遥控器以外，自离开出发区域后完

成其余任务的过程中不允许使用遥控器去控制和引导机器人的运行，

让机器人按程序完全自主运行。 

6. 机器人可以配置不超过 10 个不同类型的传感器用于赛道元素

识别和姿态控制。 

7. 在不影响正常活动和公平性的基础上，机器人可以进行个性

化装饰以增强表现力和辨识度。 

8. 在不影响正常活动的基础上，用户可预先使用金属或塑胶材

料改造机器人手部零件，辅助夹取方块。改造的零件不能含有锋利针

刺，避免破坏方块或场地。 

9. 在不改变脚底形状尺寸情况下，脚底可粘贴附着物增加摩擦

力，但该附着物不得是吸盘或带有粘性（检录时将机器人放置在一张

A4 纸上停留 3 秒钟以上，裁判员缓慢提起机器人，纸张不得黏附在机

器人足部一起被提起）。 



太原市第七届“创新未来”中小学机器人竞赛 

科创实践类——智能机器人项目规则 

（常规场地轮式或履带式行走机器人组） 

一、参赛范围 

1.参赛组别：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 

2.参赛人数：每队由 2 名学生组成 

3.指导教师：每队至多报一名指导教师 

 

二、竞赛内容 

1.主题描述 

2020 年伊始，一场始料未及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在随后的

数月中，全国上下众志成城、守望相助，打赢了一场“抗疫战”。但

新冠病毒并未消失，日常防护、全民疫苗接种、动态清零成为这两年

的主要防疫工作。疫情期间，为了保障防疫物资和日常生活用品重组，

保证封控区居民的正常生活，需要合理配置和运送物资，并保障卫生

和安全。 

本次“运送防疫物资”任务通过选手自行设计制作的机器人，完

成自动运送特定物资到指定位置的任务。 

2.任务要求 

“运送防疫物资”任务是让机器人模拟分配和运送物资和人员到

指定位置。由场景搭建和项目任务两部分组成。 

（1）场景搭建 



a. 机器人的运行场地尺寸约为 225cm×180cm，场地中设有 4 种

类型的区域，其中 1 个机器人出发区、2 仓库、3 个目标区（封控

区、方舱医院、管控区）和 1 个医院。机器人出发区的尺寸为 30cm×

30cm，仓库区(A、B)、医院和目标区的长宽尺寸均为 45cm×30cm，医

院区与场地中间圆形之间有一段无引导线，这段要求机器人离线盲

走。场地中的黑色引导线和各种类型区域可分别用宽度约 1.5cm的黑

色电工胶带粘贴而成，各区域的分布、尺寸及相互位置间关系见图

1。 

 

 

 



 

b. 场地环境尽量避免热光源（白炽灯、太阳光等）、家用电器等

对机器人的干扰，场地表面尽可能地平整。在设计制作机器人时，应

充分考虑环境因素和场地表面对机器人运行所产生的影响。 

c. 根据场景搭建示意图及具体尺寸要求，在相对平坦的场地

（如地面、台面等）上完成任务场景搭建，场景搭建需要学生全程参

与，允许他人提供部分帮助。 

（2）道具制作 

a. 本次任务中的“物资”和“医生”均为喝水用的一次性纸

杯，杯口直径约 7.5cm,杯底直径约 5.3cm，高度约 8.6cm，重量不做

要求。外表颜色分别为红色（参考色值为 M100 Y100）代表“生活物

资”、黄色（参考色值为 M100 Y0）代表“医用物资”和绿色（参考

色值为 C100 Y100）代表“医生”，外表颜色可以用对应的彩色笔或

彩色纸制作，见图 2。 

 

b. 在每个仓库区分别放置有 8 个“生活物资”（红色纸杯）、4

个“医用物资”（黄色纸杯），两个仓库内物品共有 16 个“生活物



资”和 8 个“医用物资”。两种物资的放置均为单只平铺放置，不能

套在一起，A、B 两个仓库的“物资”摆放位置见图 3。 

 

c. 医院区域内是“医生”（插有红色三角旗的绿色纸杯，勾、股、

弦尺寸分别约 3cm、4cm和 5cm），见图 4。旗杆自行制作。旗杆和红色

旗子可以采用易得的材料，如吸管、纸张等，旗杆的长度不作要求，

以不影响机器人做搬移、堆叠任务为准。制作好的红色旗子需要插入

杯底的中部且固定。纸杯摆放见图 5。 

 

d.有效道具 

在放仓库 A、B 和医院区域内（未出边框线）的物品为有效道

具，场地上其他区域的道具均为无效道具。 



（3）任务展示 

a. 基本任务 

1) 高中组基本任务 

机器人通过执行编写程序从出发区出发，沿着黑色引导线行至仓

库区（A、B），搬起有效物品并搬移至目标区（封控区、方舱医院、

管控区），在任意两个目标区各完成堆放一个“山”字型的二层物品

堆叠，所堆叠的物品底层应在该区域的边框内，超出堆放区边框的物

品为无效堆叠，两层物品数量、颜色和堆放状态见图 6。在完成基本

任务的基础上，可继续选做挑战任务。 

 

2) 初中组基本任务 

机器人通过执行编写程序从出发区出发，沿着黑色引导线行至仓

库区（A、B），搬起有效物品并搬移至目标区（封控区、方舱医院、

管控区），在任意两个目标区各完成堆放一个“山”字型的二层物品

堆叠，所堆叠的物品底层应在该区域的边框内，超出堆放区边框的物

品为无效堆叠，两层物品数量、颜色和堆放状态见图 7。在完成基本

任务的基础上，可继续选做挑战任务。 

  



 

3) 小学组基本任务 

机器人通过执行编写程序从出发区出发，沿着黑色引导线行至仓

库区（A、B），搬起有效物品并搬移至目标区（封控区、方舱医院、

管控区），在任意 1 个目标区完成堆放一个“山”字型的二层物品堆

叠，所堆叠的物品底层应在该区域的边框内，超出堆放区边框的物品

为无效堆叠，两层物品数量、颜色和堆放状态见图 8。在完成基本任

务的基础上，可继续选做挑战任务。 

 

  



b. 挑战任务 

1) 高中组挑战任务 

挑战任务是将医院内的“医生”运送到已选定的目标区完成已堆

叠物品的第三层摆放，完成后的形态见图 9。 

 

图 9  挑战任务完成形态参考图 

2) 初中组挑战任务 

挑战任务是将医院内的“医生”运送到已选定的目标区完成已堆

叠物品的第三层摆放，完成后的形态见图 10。 

 

图 10 挑战任务完成形态参考图 

3) 小学组挑战任务 

挑战任务是将医院内的“医生”运送到已选定的目标区完成已堆

叠物品的第三层摆放，完成后的形态见图 11。 

 

图 11 挑战任务完成形态参考图 

 



c.其他展示要求 

在堆叠物品时，层间不允许使用任何有助于堆叠的材料。 

基本任务和挑战任务所用时间的长短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水平的

高低。基本任务和挑战任务必须在 3 分钟以内完成，超过时间将被视

为任务失败。 

机器人从出发区内启动时开始计时，完成任务后计时停止。 

机器人在规定时间内往返仓库区、医院区、目标区的次数不限，

若机器人自身无法回到正确路线上时，可以将机器人拿回到出发区重

新启动，期间计时不停止。 

挑战任务是选做任务，可以不做。 

三、技术规范 

展示队伍及展示作品应遵守以下规范： 

1. 展示队伍的作品必须是利用成品机器人套装加以改造或自行

设计并制作的机器人，通过编写程序完成任务。鼓励使用视觉传感器

（摄像头）来实现颜色识别和巡线。 

2. 选手应独立使用国产图形化编程软件、Python 语言或 C 语言

等对机器人进行编程，并有能力根据裁判的询问对程序进行解释。 

3. 参与活动的机器人需要符合表 2 中要求的技术规范。 

表 2 技术规范 

项目 限制 

出发区内机器人尺寸：长*宽*高（mm） <300*300*350 

供电电压（V） <12 



机器人开始任务前其垂直投影不能超出出发区域，机器人的朝向

由学生自行决定。机器人在启动区时（任意部位接触启动区），尺寸

不得超过 300*300*350(mm)，离开启动区后的尺寸不做限制。 

4.除了启动机器人时可以使用遥控器以外，自离开出发区后完成

其余任务的过程中不允许使用遥控器去控制和引导机器人的运行，学

生须独立编写程序，让机器人按程序完全自主运行。 

5.机器人可以配置不超过 10 个不同类型的传感器用于赛道元素

识别和姿态控制。 

6.在不影响正常活动和公平性的基础上，机器人可以进行个性化

装饰以增强表现力和辨识度。 

7.在不影响正常活动的基础上，用户可预先使用金属或塑胶材料

改造机器人手部零件，辅助夹取方块。改造的零件不能含有锋利针刺，

避免破坏方块或场地。 

8. 机器人完成基本任务和挑战任务总时长为 3 分钟，机器人在

规定时间内完成的任务有效。 

9. 机器人从出发区内启动时开始计时，完成任务后计时停止。 

 



太原市第七届“创新未来”中小学机器人竞赛 

科创实践类——智能机器人项目规则 

(可编程控制的空中飞行器（飞行机器人）） 

一、参赛范围 

1.参赛组别：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 

2.参赛人数：每队由 2 名学生组成 

3.指导教师：每队至多报一名指导教师 

二、竞赛内容 

1.主题描述 

2020 年伊始，一场始料未及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在随后的

数月中，全国上下众志成城、守望相助，打赢了一场“抗疫战”。但

新冠病毒并未消失，日常防护、全民疫苗接种、动态清零成为这两年

的主要防疫工作。疫情期间，为了保障人民生活财产的安全，使用无

人机进行急救人员的运输。 

本次“空中营救”任务通过选手制作的飞行机器人，在场地内穿

越各种障碍，完成“转移病人”到指定位置的任务。 

2.任务要求 

“空中营救”任务是让飞行机器人模拟直升飞机营救危重病人到

指定位置。由场景搭建和项目任务两部分组成。该类飞行机器人飞行

动作必须由程序控制自主飞行。在“转移病人”任务过程中如果纸杯

翻倒则视为任务失败。 



（1）场景搭建 

活动过程中，无人机需要自动完成任务，仅允许在活动开始时手

动启动程序。程序启动后，操作手不可再对无人机进行任何操作。 

 



a. 根据图 1 场地示意图及具体尺寸要求，在相对平坦的场地

（如地面、台面）上完成任务场景的搭建，所有线条可采用宽约

1.5cm 的黑色电工胶带粘贴，其余材料及重量不限。场景搭建需要学

生全程参与，允许他人提供部分帮助。 

 

b. 场地边框用胶带粘贴成边长约为 600cm×400cm的长方形。 

c. 起飞区用胶带粘贴成边长约为 40cm 的正方形。 

d. 任务区用胶带粘贴成直径约为 200cm 的一个大圆，“病人”区

A、B、C 和“等待”区分别是均匀分布在大圆圆周上的 4 个小圆，每

个小圆的直径约为 45cm ，在每个小圆内部，另用胶带粘贴直径约

30cm 和 15cm 的两个同心圆。 

e. “医院”区内为用热熔胶或其他方式固定的纸杯，纸杯杯口



向下，中心点与堆叠区圆心重合。 

f. 障碍放置区 I 设置一个直径约为 60cm 的圆圈，该圆圈竖直放

置，圈平面与地面垂直，中心离地高度不超过 120cm。障碍放置区 II

设置一根高度不超过 150cm 的竖杆，该杆竖直放置，与地面垂直。飞

行器越过障碍动作指：钻过 I 区的圆圈，或绕 II 区的竖杆 1 周。对

圆圈和竖杆的粗细不作要求，固定的方式亦可多样，可利用体育器

材。 

g.场地上可以摆放图片标签用于无人机位置识别，但标签不得遮

挡场地元素。场地可以进行适当的符合任务主题的美化，但不得改变

场地尺寸和遮挡标识线。 

（2）道具制作 

“病人”区 A、B、C 中的“病人”为三个喝水用的一次性纸杯，

杯口直径约 7.5cm，杯底直径约 5.3cm，高度约 8.6cm，提倡旧杯再利

用。可以用记号笔在纸杯明显处做上 A、B、C 标记，三个纸杯位于

“病人”区内，杯口向下摆放。对纸杯的重量和颜色不作要求，纸杯

内外可做一定程度的标记或改动，也可以进行与主题相符合的美化，

但不得改变纸杯外部尺寸的大小。 

（3）任务展示 

a. 基本任务 

1) 高中组及初中组基本任务 

该任务由学生自主选择障碍放置区 I 中的竖圈或者 II 中的竖

杆，再自主选择按顺时针或者逆时针顺序移动“病人”区中的“病

人”（纸杯）。飞行器从起飞区出发后，依规划的路线先让飞行器完成



所选障碍放置区中的（障碍 I 或 II）越障任务，再把“病人”区中的

纸杯按顺时针或逆时针顺序移动。例如顺时针移动顺序为：将“病

人”区 C 中的纸杯 C 移入“等待”区，再将“病人”区 B 中的纸杯 B

移入“病人”区 C，然后将“病人”区 A 中的纸杯 A 移入“病人”区

B，逆时针则反之。完成任务后返航至起飞区。返航至起飞区定义

为：飞行器的投影压在起飞区外框线上降落或完全在起飞区内降落。 

完成基础任务用时越短，纸杯距离所在区中心越近或者飞行器返

航离起飞区中心越近，说明飞行规划越精确，任务完成度越高。 

2) 小学组基本任务 

该任务由学生自主选择障碍放置区 I 中的竖圈或者 II 中的竖

杆，再自主选择移动 A、B、C 三个“病人”区中任何一个“病人”

（纸杯）到“医院”区。飞行器从起飞区出发后，依规划的路线先让

飞行器完成所选障碍放置区中的（障碍 I 或 II）越障任务，再把“病

人”区中的任何 1 个纸杯移入“医院”区。完成任务后返航至起飞

区。返航至起飞区定义为：飞行器的投影压在起飞区外框线上降落或

完全在起飞区内降落。 

完成基础任务用时越短，纸杯距离所在区中心越近或者飞行器返

航离起飞区中心越近，说明飞行规划越精确，任务完成度越高。 

b. 挑战任务 

1) 高中组及初中组挑战任务 

飞行器完成基础任务后，从起飞区再出发，先依规划的路线让飞

行器完成另一个障碍放置区的越障任务，把“病人”（纸杯）A、B、C

移动至“医院”区套起来，最多时可将三个纸杯都套至堆叠区的固定



纸杯上（套叠顺序不限），并顺利返航至起飞区降落。所有任务由飞

行器在程序控制下自动完成，否则视作无效。 

2) 小学组挑战任务 

飞行器完成基础任务后，将“病人”纸杯人为复原至初始位置，

然后飞行器再从起飞区再出发，先依规划的路线让飞行器完成另一个

障碍放置区的越障任务，再自主选择按顺时针或者逆时针顺序移动

“病人”区中的“病人”（纸杯）。飞行器从起飞区出发后，依规划的

路线先让飞行器完成障碍放置区中的另外一个障碍物（障碍 I 或 II）

的越障任务，“病人”区中的纸杯按顺时针或逆时针顺序移动。例如

顺时针移动顺序为：将“病人”区 C 中的纸杯 C 移入“等待”区，再

将“病人”区 B 中的纸杯 B 移入“病人”区 C，然后将“病人”区 A

中的纸杯 A 移入“病人”区 B，逆时针则反之。完成任务后返航至起

飞区。返航至起飞区定义为：飞行器的投影压在起飞区外框线上降落

或完全在起飞区内降落。完成挑战任务用时越短，纸杯距离所在区中

心越近或者飞行器返航离起飞区中心越近，说明飞行规划越精确，任

务完成度越高。完成挑战任务用时越短，套起来的纸杯越多或者返航

离起飞区中心越近，说明飞行规划越精确，任务完成度越高。 

挑战任务是选做任务，可以不做。 

三、技术规范 

1. 利用成品飞行器适当加以改造或者自行设计制作的飞行器，

提倡使用开源硬件和软件自行设计机器人，并能够使用诸如图像识

别、UWB 或其他各种技术手段来实现精准定位。 



2. 飞行器带保护罩的长宽不超过 40cm×40cm，重量不超过

250g，动力电机型号不限。 

3. 除了启动飞行器时可以使用遥控器以外，自离开出发区后完

成其余任务的过程中不允许使用遥控器去控制和引导飞行器的运行，

学生须独立编写程序，让飞行器按程序完全自主运行。 

4. 飞行器在规定时间内往返纸杯放置区和堆叠区的次数不限。 

5. 飞行器在任务区移动纸杯过程中如造成纸杯位置移动，只要

纸杯的垂直投影未完全离开任务区边线外沿，均视为移动有效，否则

视为移动无效。 

6. 飞行器开始任务前其垂直投影不能超出起飞区边框，飞行器

的初始摆放角度由学生自行决定。 

7. 飞行器从起飞区内启动时开始计时，完成任务后返航至起飞

区降落计时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