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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河南省大学生机器人竞赛

全地形小车设计与制作竞赛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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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竞赛主题

本届竞赛主题为“全地形小车设计与制作竞赛”。要求各参赛队在各自学校按照组委会发

布的命题要求，自主独立设计并制作完成参赛作品的制作，届时在组委会指定的地点集中进行

全地形小车竞争性运行考核和指定内容的操作。

二、竞赛命题

竞赛命题为：全地形小车设计与制作竞赛。

参赛队应根据大赛组委会提供的具有 4 种不同特性障碍物的场地及比赛要求设计制作全

地形小车。

场地中设定四种五个不同特点、不同难度的障碍物，每种障碍物均有一定的分值，参赛队

根据比赛规则自主设计制作全地形小车，完成穿越各个障碍物的比赛。

障碍物分别为三种颜色的气球、楼梯、管道、窄桥，各障碍物由黑色引导线连接，形成完

整的比赛赛道，并设置比赛起点和终点，比赛场地由组委会统一布置。

机器人比赛场地环境为冷光源、低照度、无磁场干扰。但由于一般赛场环境的不确定因素

较多，例如，场地表面可能有纹路和不平整，边框上有裂缝，光照条件有变化等等。参赛队在

设计机器人时应考虑各种应对措施。

三、竞赛组织

参赛选手必须是 2024 年度高等院校全日制在籍学生，不限性别，年龄须不超过 30 周岁，

年龄计算的截止时间以比赛当年的 6 月 1 日为准。参赛团队由高等院校为单位组队参赛，不

得跨校组队；指导教师须为本校专兼职教师。每个参赛团队最多 5 人（3 名队员和 2 名指导老

师）。各参赛队报到时需自行携带参赛作品。报到时各参赛队现场公开抽签，获得参赛编号。

四、竞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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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地形小车启动后自动行驶并跨越其他三种障碍物（管道，窄桥，楼梯）后，需识别颜色

板上随机色卡抽取（比赛开始时由裁判随机放置）的一种颜色并扎破对应颜色气球，尺寸标记

（含引导黑线、比赛起点和终点）。以通过的障碍数量和时间来综合评定成绩。

图 1：场地整体图

（1）场地地面为 408cm×175cm（尺寸误差±3cm）的宝丽布（如图 2），四周有高度为

18cm 的围栏。场地地面设有起点线和终止线，距离边缘 90cm。部分障碍前后 20cm 设有标

志线，供参赛队伍参考使用。距离长边 60cm 的两条红线为装饰线。5 个障碍物按图 1、图 2

所示种类、数量和位置安放，并以双面胶固定在场地地面上，不可移动。黑线用 3.8cm 宽低

反光绝缘胶带铺设。

图 2：场地地面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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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窄桥尺寸图：单位：cm；材料：发泡 EVA；颜色：黑色

（3）台阶尺寸图：单位：cm；材料：发泡 EVA；颜色：黑色

（4）管道尺寸图：单位：cm；材料：亚克力；颜色：透明

(5)气球：单位：cm；材料：橡胶；颜色：红、蓝、绿各一个；关于窄桥和台阶障碍：表

面贴磨砂砂纸。

气球布置说明（其中尺寸标注±1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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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气球说明：；气球颜色为：深红、深绿、深蓝

气球大小（宽）：22cm 和 26cm 之间，测量宽度方向以下图黑线示意为参考（横向最宽

距离）；

气球安装角度：气球横放，气嘴朝向终点线反方向，气球底面中部与场地布紧贴，气球与

场地布通过粘度较高的双面胶固定（以侧向拍打不掉落为准），气球固定位置距离气球底面中

点误差±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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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扎气球的装置说明：扎气球装置末端可采用细小尖锐物体，如曲别针、图钉、牙签等，

机器人上场前将对扎气球装置进行检验；

关于挡板布置，如下图蓝色外框（其中尺寸标注误差±10mm）

关于色卡：色卡长×高=100mm×200mm，表面覆亚光膜，竖直放置在地面上。

五、评分标准

1.第 I 轮竞赛（20 分）

每个参赛队可指派一名“操作手”持作品进入场地，“操作手”需脱鞋，避免接触障碍。

现场运行时间限定在 5 分钟内（选手到达现场 3 分钟内必须向裁判示意已经准备好了，示意

裁判下达开始命令），现场运行时间是指：从裁判下达“开始”命令起开始计时，到小车首次

抵达终点线停止计时，计时中途不暂停。“现场运行时间”是总成绩相同时，决定排名的参考

指标，未能通过全部 5 个障碍者（包含台阶、窄桥、管道*2、气球区）不予计时。

参赛作品应自主控制，不允许远程控制干预。比赛开始时，小车必须从总起始线起跑，比

赛过程中作品一旦离手，未经允许不得再次接触，如需再次接触，“操作手”必须向裁判申请

“重跑”。经裁判同意后，“操作手”可将作品移动至任意障碍起始线起跑（若是管道障碍，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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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选起始位置，但车体不得进入管道范围）。重跑时“操作手”可以对作品进行调整，但不

得将作品带出场地，其他队员不得接触作品。

发生以下 4 种情况比赛终止：

（1）小车抵达终点线，比赛终止；

（2）5 分钟时间耗尽时，小车未抵达终点线，比赛终止；

（3）每个队伍有 3 次重跑机会，机会用尽比赛终止。

（4）未能通过全部 5 个障碍且不愿重跑时，“操作手”主动申请比赛终止。比赛终止不

影响评分。

评分依据为障碍通过情况。按照通过障碍的数量计分，每个障碍 4 分。以“从障碍头部进

入，从障碍尾部驶出”为通过标准。重复通过障碍不重复得分。每重跑一次扣 2 分，得分为负

数时按 0 分计。

障碍完成数量记为 b，重跑次数记为 r。计算公式为：

2.第Ⅱ轮竞赛-现场装配调试（20 分）

参赛队伍按照参赛编号到各自的调试工位进行现场装配，参赛队进入工位，现场组装全地

形小车，包括组装制作车体，安装控制系统，连接电路，编写程序，调试等。参赛队可以携带

电脑，参考三维图、照片、视频、例程等资料进行制作，并可以在比赛现场的调试场地上进行

调试。现场组装调试时间为 120 分钟，结束时各队在底盘上固定本队标记，并向组委会上交

底盘，由组委会记录完成用时 t（单位：分钟，精确至个位）、称重（单位：千克，精确至小

数点后 2 位）并统一封存。

此项分数包含两部分。

IIA 装配计时分：15 分

r2b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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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依据为提交底盘时组委会记录的完成用时 t。计算方法为：

最快完成者得 15 分（其用时记为 T），剩余完成者按用时多少线性获得分数，公式为：

IIA 精确至小数点后 1 位。

超过 120 分钟未提交者，IIA 得分为 0，且不得参加后续比赛。

IIB 称重排名分：5 分

评分依据为提交作品时组委会的称重记录。参赛队数量记为 N，各队按作品重量由轻到重

进行排名，其中最重者得分为 1 分，最轻者得分为 5 分，其他名次得分在 1 分和 5 分之间按

照如下公式线性排布，得分计算公式为：

结果精确至小数点后 1 位。最后产生现场组装调试成绩。

3.第 III 轮竞赛-现场运行（60 分）

即将参赛的队伍提前从裁判组领取前一天封存的作品，然后在集中比赛现场，在指定的场

地上进行现场运行。

每个参赛队可指派一名“操作手”持作品进入场地，“操作手”需脱鞋，避免接触障碍。

现场运行时间限定在 5 分钟内（选手到达现场 3 分钟内必须向裁判示意已经准备好了，示意

裁判下达开始命令），现场运行时间是指：从裁判下达“开始”命令起开始计时，到小车首次

抵达终点线停止计时，计时中途不暂停。“现场运行时间”是总成绩相同时，决定排名的参考

指标，未能通过全部 5 个障碍者（包含台阶、窄桥、管道*2、气球区）不予计时。

参赛作品应自主控制，不允许远程控制干预。比赛开始时，小车必须从总起始线起跑，比

赛过程中作品一旦离手，未经允许不得再次接触，如需再次接触，“操作手”必须向裁判申请

“重跑”。经裁判同意后，“操作手”可将作品移动至任意障碍起始线起跑（若是管道障碍，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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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选起始位置，但车体不得进入管道范围）。重跑时“操作手”可以对作品进行调整，但不

得将作品带出场地，其他队员不得接触作品。

发生以下 4 种情况比赛终止：

（1）小车抵达终点线，比赛终止；

（2）5 分钟时间耗尽时，小车未抵达终点线，比赛终止；

（3）每个队伍有 3 次重跑机会，机会用尽比赛终止。

（4）未能通过全部 5 个障碍且不愿重跑时，“操作手”主动申请比赛终止。比赛终止不

影响评分。

评分依据为障碍通过情况。按照通过障碍的数量计分，每个障碍 12 分。以“从障碍头部

进入，从障碍尾部驶出”为通过标准。重复通过障碍不重复得分。每重跑一次扣 4 分，得分为

负数时按 0 分计。

障碍完成数量记为 b，重跑次数记为 r。计算公式为：

4.奖项分配

按以下公式计算总成绩排名：

总成绩=I+II+III

根据总成绩排名，若总成绩相同，则“现场运行用时”少，（且若有干预次数以干预次数）

少者胜出。

奖项分配名额及公示期，按照组委会统一规定执行。

5.不获奖原则

各参赛队在比赛过程中如“未能完成比赛”，则不参与评奖，即不获奖。视为“未能完成

比赛”的情况包括：

r4b12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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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损坏比赛场地，引发安全事故；

（2）不遵守赛场纪律，干扰他人参赛；

（3）参赛队员不符合参赛资格；

（4）制作材料不符合比赛要求；

（5）裁判专家组判定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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