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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此规则的制定只针对第 17 届河北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机器人创意比赛。规则最终解释

权归河北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专家委员会。

一、关于机器人创意比赛

机器人创意比赛是基于每年一度的青少年机器人竞赛的主题与规则，组织在校中小学

生机器人爱好者，花费 3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学校、家庭、校外机器人工作室或科技实验

室等，以个人或小组的方式，进行机器人的创意、设计、编程与制作，最后提交机器人实

体作品参加河北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组委会举办的机器人创意比赛活动。

机器人创意比赛对于培养学生学习与综合运用机器人、电子信息与控制、人工智能和

机械工程技术等，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思维潜能，提高综合设计和制作能力极为有益。

二、年度主题：“生活中的人工智能”

2.1 主题简介

人工智能听起来似乎很遥远，可实际上，人工智能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在衣、

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衣”方面，人工智能大显身手。比如现在一些购物平台利用人工智能算法，根据我

们的浏览记录、购买历史和个人偏好，精准推送适合我们风格和尺码的衣服。

在“食”的领域同样离不开人工智能。智能烹饪设备就是很好的例子，智能电饭煲可以

根据米的种类和数量，自动调整烹饪时间和火候，煮出粒粒饱满、口感绝佳的米饭。一些

餐厅还引入了智能点餐系统，它能根据顾客的点餐习惯和用餐人数，给出合理的菜品推荐。

甚至，人工智能还能参与到食材的种植和养殖过程中，通过监测土壤湿度、温度和光照等

环境因素，精准控制灌溉和施肥，保证食材的优质生长。

在“住”的方面，智能家居系统是人工智能的典型应用。智能门锁采用人脸识别、指纹

识别等技术，让我们无需再担心忘带钥匙的烦恼。智能灯光系统可以根据环境光线和时间

自动调节亮度，既节能又舒适。还有智能空调，能实时监测室内温度和湿度，自动调整运

行模式，为我们营造最适宜的居住环境。

在“行”的领域，人工智能的贡献更是不容小觑。如今，很多人出行都会使用导航软件，

它通过人工智能算法，结合实时路况信息，为我们规划出最快、最便捷的路线。无人驾驶

汽车也是人工智能的一大成果，它通过传感器、摄像头等设备感知周围环境，实现自动行

驶、刹车和避让，大大提高了出行的安全性和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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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希望大家能对

人工智能产生浓厚的兴趣，在本次比赛中积极探索人工智能的奥秘，让它为我们的生活带

来更多的惊喜！

2.2 选题范围

选题范围：人工智能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在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

本主题可以将移动互联、人工智能、物联协作、云计算、大数据、自动化设备、WIFI、
射频识别、全球定位系统、VR/AR/MR、开源硬件、5G通讯等技术应用于机器人领域，使

得选题被赋予更自由、更广阔、更具挑战性的发挥空间，创意出各种新颖、有趣、实用的

机器人及其应用方式。

下面的几个实例，只是向同学们展示人工智能给我们日常生活带来的积极影响，希望

同学们通过本次创意比赛设计出更多、更新、更有用的机器人，更好地服务于人们的日常

生活！

2.3 机器人实例

 “衣”——衣物护理机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为衣物的护理问题感到头疼。不同材质的衣物，像羽绒服、

羊毛衫、真丝衣物等，对护理的要求各不相同。用普通的方式清洗，可能会导致衣服缩水、

变形或者洗不干净。而这款衣物护理机就完美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它搭载了先进的 AI技术，

拥有强大的材质识别功能。只要把衣物放进去，它就能迅速识别出衣物的材质，不管是柔

软的丝绸，还是厚实的羊毛，都能准确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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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它还能根据衣物的脏污程度、季节变化等因素，自动调整护理时间和强度。

在寒冷的冬天，我们的羽绒服穿久了容易沾上灰尘和异味，这款护理机可以精准地根据羽

绒服的脏污情况，设定合适的护理程序，既能有效去除污渍和异味，又不会损伤羽绒服的

保暖性能。如果是轻柔的真丝衣物，它会采用温和的护理方式，确保衣物的质感和色泽不

受影响。

 “食”——炒菜机器人

做饭、炒菜看似简单，实则需要掌握火候、调料用量等诸多技巧，稍有不慎就可能影

响菜品的口感。不过，现在有了一项神奇的科技产品——炒菜机器人，能帮我们轻松解决

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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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菜机器人能避免我们在炒菜时被热油溅到，减少意外发生，保障大家的安全。而且，

它还能根据设定的人数和口味偏好，自动调整食材和调料的用量，让每个人都能吃到合自

己口味的饭菜。同时，炒菜机器人的清洁也十分方便，很多部件都可以自动清洗，省去了

我们手动清洗的麻烦。对于忙碌的上班族和学习任务繁重的我们来说，炒菜机器人简直就

是“救星”。它不仅能节省做饭的时间，让我们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学习、工作或做自己喜

欢的事情，还能让我们品尝到美味又健康的饭菜。

 “住”——智能家电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智能家电已经逐渐走进了我们的生活，为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便利和舒适体验。智能家电，简单来说，就是具备了智能化功能的家用电器。它们通过

搭载先进的传感器、微处理器和网络连接技术，能够实现自动化、远程控制和智能交互等

功能，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在日常生活中，智能家电无处不在。就拿智能冰箱来说，它就像一个贴心的“食材管家”。
它不仅可以实时监测冰箱内的温度和湿度，确保食材始终处于最佳的保鲜状态，还能通过

摄像头识别冰箱里的食材种类和数量，当某种食材快过期时，它会及时提醒你，避免食物

浪费。更神奇的是，有些智能冰箱还能根据你库存的食材，为你推荐合适的菜谱，让你轻

松做出美味佳肴。

智能空调也是智能家电的典型代表。它能根据室内外的温度、湿度和空气质量，自动

调节运行模式和温度。当人们回家前，只需在手机上打开相应的 APP，就能提前启动空调，

让家里在你到家时就已经变得凉爽舒适。而且，它还能学习你的使用习惯，在你经常活动

的时间段自动调整温度，为你提供个性化的舒适体验。

还有智能扫地机器人，它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清洁小卫士”。它可以通过激光导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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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技术，智能规划清扫路线，自动避开障碍物，把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打扫得干干净

净。你甚至可以通过语音指令或者手机 APP，随时控制它的工作状态，让打扫变得轻松又

有趣。

 “行”——送快递机器人

送快递机器人也在逐渐走入我们的生活。它通常是一个无人驾驶的小车模样，别看它

个头不大，功能可不少。它配备了先进的导航系统和智能感应设备，能在大学校园、商业

区等相对复杂的环境中自动规划送货路线，还能灵活避让行人和其他交通工具。当到达送

货地点时，它会通过短信等方式通知收件人取件，十分便捷。

目前不少快递企业都在尝试使用这种机器人送货，有效提高了配送效率。

2.4 选题

参赛队应该从要完成的任务着手，制作可以服务于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等相关方

面的机器人。

参赛队应明确机器人需要具备的三个根本属性：⑴具有实施操作的本体结构；⑵具有

智能和感知能力；⑶具有作业功能。

创意不宜以主题背景编造故事或者情节，这样做反而会弱化机器人的创新点，要着力

表现机器人特殊的要素、内涵、结构以及内在蕴含的科学原理。

参赛队员应该在充分理解比赛主题涵义和选题范围的基础上，经过课题研究，确定作

品的制作方案后，再进入课题的实施阶段。一定要让自己所遴选的项目在主题和演示内容

方面紧扣主题，贴合主题。在此前提下，围绕自己最有心得的，或者最感兴趣的机器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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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系统）形式抒发创意，表达创新。作品可大可小，结构体系不必过于复杂，针对性

较强即可。另外，创新点不必贪多，突出一个或两个深入研究即可，避免陷入编排故事、

构造情节的误区。

本比赛不提倡同一个作品同时报送多个竞赛项目，也不提倡将往届比赛的获奖作品（尤

其是一等奖）没有较大幅度的改进创新再次报送本竞赛。

三、比赛规则

3.1 分组

比赛按小学组、中学组、高中组三个组别进行。参赛队应该在赛前完成参赛作品的制

作和搭建，届时携带作品赴现场，比赛的内容为作品展示和交流问辨。

每支参赛队的参赛人数为不多于 3 名学生和 1 名指导教师。参赛学生必须是截止到

2025 年 6 月底前仍然在校的学生。现场正式布展和评审阶段场馆均封闭，仅允许学生队

员在场。

3.2 参赛作品的器材要求

参加竞赛的机器人作品，除不得选用污染环境、有害健康的器材外，原则上不限定器

材。器材选用应力求节省成本，且机器人作品的创意、设计、搭建、编程应由学生独立或

集体亲身实践和完成，避免比赛的成人化倾向。

3.3 参赛机器人应该体现七个要素

(1) 机器人创意的出发点应该是出自学生自身调查研究的结果；

(2) 符合创意比赛的主题，正确体现机器人的内涵；

(3) 在契合主题的前提下，机器人演示的完整性和创意的新颖性；

(4) 科学性和一定的研究制作工作量；

(5) 研制过程和作品成果均体现出学生的主体性；

(6) 在制作机器人的过程就要体现环保意识；

(7) 规范的申报材料。

3.4 机器人创意比赛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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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申报

机器人创意比赛参赛队应在规定的截止日期（另行通知）前通过网站“河北青秒年科技

教育和科普活动服务平台网站 http://hebei.xiaoxiaotong.org”（以下简称网站）的平台申报，

推行全程电子信息管理，实现申报和评审的无纸化。

机器人创意比赛参赛队应在规定的截止日期另行通知，截止日期前通过网站在线提交

申报资料，电子化申报材料的内容包括（文件资料的内容、格式与数量请参考平台上的说

明，赛前可能有所变化）：

(1) 机器人创意比赛项目电子申报表 1 份（纸质申报表另交）；

(2) 机器人创意比赛项目研制报告 1 份。该报告的文字与图表（外观图、结构图、原

理图等）共计不超过 5 页。另附作品彩色照片、但数量不超过 5 幅；

(3) 机器人动作演示的视频资料 1～3 分钟；

(4) 项目研发所需材料清单一份；

(5) 项目运行的完整程序（不限制程序设计使用的语言）。

是否按时、完整、规范地提供上述材料，将作为申报作品资格审查与项目初评的重要

依据。凡未达到合格要求者，将被视为初评不合格，而取消参加全省终评的资格。

3.4.2 资格审查与初评

竞赛组委会和专家委员会将根据申报资料对参赛作品进行资格审查与初评。通过资格

审查与初评的作品才被允许进入全省终评阶段。

3.4.3 现场布展

(1) 获得终评资格的参赛选手要为各自作品制作一块 120 厘米（高）、90 厘米（宽，

一律竖用）的作品展示板，供展示使用；（展示板的规格要求也可能在赛前有所变化，请

随时关注后续通知）

(2) 各参赛机器人作品的展台面积不超过 2 平方米。

3.4.4 机器人的组装与调试

在正式展示和问辩前，组委会安排一定时间段供参赛队布展、组装和调试作品。

3.4.5 终评

机器人创意比赛的终评为封场评审，包括作品展示、评审小组成员现场问辩。评审小



第十七届河北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 机器人创意比赛

9

组由竞赛组委会聘请省内机器人学术界的资深专家组成。

终评阶段，在指定的展示时间段内，所有参赛选手均应在展台待命，不得任意缺席。

封场评审指在作品展示当天，除参赛学生选手外，其他人均不得进入场区，由评审专

家前往各展台逐一评审。其间，每项作品有 5 分钟的讲解与演示时间，5～10 分钟的提问

交流时间。此外，在封场评审期间，参赛作品必须全程展示，不得提前撤展。

终评结果在综合初评、封闭评审后做出，由评审小组成员依据评分标准（见表 1）独

立评议、打分，组委会赛后将在网站及时发布比赛结果。

四、机器人创意比赛作品的评分标准

机器人创意比赛按照表 1 所示的六项标准评分。

表 1 ：机器人创意比赛作品的评分标准

项 目 细 目 权 重

作

品

评

分

标

准

目标与创意
目标明确，契合主题，选题有新颖性，作品具有特色，有

一个或多个创新点
30%

材料描述规范

严谨性

1.作品申报的资料完整、按时、规范

2.工作量适当，由学生独立或团队合作完成
15%

设计制作
1.作品结构合理巧妙，制作精良

2.作品的完整度、可靠性高
25%

现场展示

1.现场操作娴熟、机器人演示过程完整

2.展板内容简明，版式富有创意，视觉效果好

3.陈述清晰，问辩回答正确，能反映对创意的深入理解

20%

团队协作
1.团队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团结协作

2.项目成果由团队集体合作完成
10%

规则解释权归河北省青少年机器人专委会所有。

注：所有问题由选手当场与裁判进行交流和确认，赛后不接收任何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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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研究报告的建议

鉴于学生对研究报告的撰写缺乏经验，有时杂乱无章。为了使学生认识到研究报告的

重要性，培养学生表述自己所做工作的能力，特提出以下建议：

⑴ 每份研究报告应包含标题、摘要、关键词、问题的提出、相关工作介绍、作品描述、

实验结果与分析、结论、参考文献等几部分。

⑵ 标题。它是项目的名称，一般是名词性短语。标题要突出作品的目标和/或特色，

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但也要注意别夸大其辞。例如，作品中明明达不到大数据的规模，

一定用一个大数据的修饰语，这样就会恰得其反，画蛇添足，因为科学论文或报告，是非

常强调客观真实性的。

⑶ 摘要。写摘要的目的是提供研究报告的内容梗概，不加评论和补充解释，简明扼要。

其基本要素包括研究目的、方法、结果，也就是研究的主要对象和范围，采用的手段和方

法，得出的结果和重要的结论。摘要一般采用第三人称。创意项目研究报告的摘要，应重

点说明创意的新颖性。

⑷ 关键词。关键词是直接从项目名称、小标题、正文或摘要里抽取的与研究报告内容

密切相关的部分重要词汇。正确选用关键词给文档的储存和检索带来极大的方便。选用的

关键词不要太多。

⑸ 问题的提出。每个创意作品都会有它的思想源泉，这里可以简明平实地介绍你是怎

样想到这个创意的。切忌不要篇幅过长、文学化地讲故事，因为研究报告讲求客观性，篇

幅过长就会喧宾夺主，后面的作品描述，实验结果与分析才是报告的重点。

⑹ 相关工作介绍。每个创意都不是横空出世的，往往它们都是建立在一些相关工作的

基础上。在分析创意期间，通常需要做一下查新的工作，了解是否已经有过类同的工作，

通过对文献的阅读，可以开阔自己的思路，也便于对自己创意作品把握特色。

⑺ 验证作品描述。机器人作品是对创意设想可行性的验证手段，要说明创意是奇思妙

想而不是胡思乱想。这部分是报告的重点，参赛队应清楚详实地描述自己作品的基本构成，

功能特色等，要图文并茂，条理清楚。

⑻ 实验结果与分析。验证作品完成后不进行任何实验是非常可惜的。为了验证创意的

可行性，需要设计相关的实验内容，记录实验数据，通过对量化数据的分析，得出相关的

实验结论。实验的组数越多，越全面，你的创意作品的可靠性就越高，结论的可信性就越

大。

⑼ 结论。这部分是对整个创意过程所得到的一些结论性论断的扼要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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⑽ 参考文献。你的研究过程肯定受到了很多文献信息的影响，这里列出它们是对前人

工作的感谢与致敬。这里包括书籍、论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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