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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简介 

比赛目的 

水中运送赛：设计一个小型水中机器人，在竞赛水池内完成竞赛规则要求的比赛任务。

比赛成绩取决于水中机器人完成任务的成功率和所消耗的时间，比赛排名由参赛队得分由大

到小的顺序确定。 

绕标竞速赛：设计一个小型水中机器人，在竞赛水域内按比赛规则按规定的航线航行。

比赛成绩取决于完成规定航线的时间(秒)，比赛排名由参赛队得分由大到小的顺序确定。 

比赛项目及任务 

一、比赛项目  水中机器人项目 12 

㈠  社会力量组 01 

1．水中运送赛 01 

2．绕标竞速赛 02 

㈡  研究生组 02 

1．水中运送赛 01 

2．绕标竞速赛 02 

㈢  本科生组 03 

1．水中运送赛 01 

2．绕标竞速赛 02 

㈣  职业院校组 04 

1．水中运送赛 01 

2．绕标竞速赛 02 

二、比赛任务 

1．水中机器人项目(12)水中运送赛(01)：竞赛水池中的一端区域内放置不同形状或不同

颜色的漂浮物，竞赛机器人分类搬运到水池另一端指定的区域内，按完成任务的情

况进行计分、计时，决出竞赛排名。 

2．水中机器人项目(12)绕标竞速赛(02)：在竞赛水域上，机器人按图纸航线绕标航行，

根据在规定的时间内航行的完整圈数进行计分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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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规则 

规则一  水中运送赛 

水中运送赛场地 

场地使用 
下列比赛项目使用： 

1．水中机器人项目(12)水中运送赛(01) 

场地图纸 

 

图 1  场地图纸（6000mm×3000mm） 

 

场地说明 

1. 竞赛水池为长方形水池，由出发区、搬运物初始摆放区、搬运物目标区和水中

随机浮标构成，详见场地图纸。场地尺寸为 6000mm×3000mm，水深 0.15 米至 0.25

米之间。 

比赛场地 

1.搬运物为直径 7cm 塑料球（海洋球），红色和黄色两种颜色。球体在初始位置通

过透明胶带轻微黏连在水池壁上，球体之间的距离约为 50mm。 

2.浮标直径为为 4～5cm 圆柱形，直立于水中，浮出水面的高度为 1～2cm。浮标

选用软材料(如苯乙烯、软木、塑料等)制成。浮标位置在比赛前随机摆放。 

3.出发区和目标区，在水池底部由彩色胶带标识出。出发区大小为 500mm×

1000mm,目标区大小为 200mm×400mm。 

比赛条件 
1. 比赛场地以承办方提供的实际场地为准；  

2. 参赛机器人必须适应承办方提供的比赛场地。 

机器人结构与制作 

机器人结构 无限制。 

机器人规格 
机器人规格没有明确的限制，但是机器人的规格应该可以在竞赛水域内正常航行，

并对水质和水池不产生危害。 

1.5 米 1.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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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制作 

1.参赛机器人的驱动方式、行进方式、控制方式等均无限制。 

2.参赛机器人可以是参赛队自主设计和手工制作的机器人，也可以是参赛队购买套

件组装调试的机器人。即允许这两种情况的机器人同场比赛。 

禁止事项 
1．禁止明显污染赛域水质的机器人参赛； 

2．禁止易于损坏水池的机器人参赛。 

比赛计分标准 

比赛时间 
1.准备时间≤1 分钟； 

2.规定比赛时间≤5 分钟； 

比赛过程 
1．竞赛机器人从出发区起航，航行到搬运物存储区，将搬运物分类搬运到指定的

目标区域内，然后航行返回出发区。 

计分细则 

1.机器人泊停在出发区，裁判发令计时开始，启动机器人，机器人航行绕过浮标后，

计 30 分。 

2.机器人每完成一个搬运物的搬运任务，计 10 分。 

3.机器人完成搬运任务后返回出发区，计 30 分。 

4.机器人往复航行中，每碰到浮标一次扣 5 分，扣分从所得分里扣除，扣到 0 分为

止。 

比赛成绩 

1．比赛过程中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结束比赛，记录“机器人竞赛积分”和“完成

任务所消耗的时间”，作为比赛成绩的排名依据。 

⑴ 裁判发令计时开始后，机器人在 1 分钟内仍未驶出出发区； 

⑵ 比赛过程中，机器人对竞赛水池或道具产生了明显的破坏； 

⑶ 比赛时间超过规定的最长比赛时间； 

⑷ 在比赛过程中，参赛队员用手触碰竞赛机器人或比赛道具； 

⑸ 裁判认定的其它结束比赛情况； 

2．竞赛积分作为竞赛排名的依据，积分相同的情况下，用时少的排名在前。 

继续比赛 
1． 比赛过程中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可继续比赛，不影响比赛成绩。 

⑴ 裁判认定的其它可以继续比赛情况。 

中止比赛 

1． 比赛过程中出现下列情况之一，中止比赛，比赛成绩计 0 分。 

⑴ 裁判发令计时开始后，机器人在 1 分钟内仍未驶出出发区； 

⑵ 比赛过程中，机器人对竞赛水池或道具产生了明显的破坏； 

⑶ 在比赛过程中，参赛队员触碰到机器人； 

⑷ 裁判认定的其它违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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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二 绕标竞速赛 

绕标竞速赛场地 

场地使用 
下列比赛项目使用： 

1．水中机器人项目(12)绕标竞速赛(02) 

场地图纸 

 

图 2  场地图纸 

场地说明 

1. 比赛水域为室外自然水域，由放航台、浮标等构成。 

2. 比赛水域的范围，根据实际水域的情况按图纸的尺寸范围酌情确定。 

3. 比赛水域的水深均值＞0.5 米。 

比赛条件 

1. 比赛场地以承办方提供的实际场地为准；  

2 参赛机器人必须适应承办方提供的比赛场地； 

3. 组织方必须提供一打捞船，每轮比赛结束后进行打捞，除非要发生沉船等特

殊情况由裁判长决定是否马上打捞。 

机器人结构与制作 

机器人结构 无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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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规格 
机器人规格没有明确的限制，但是机器人的规格应该可以在竞赛水域内正常航

行，并对水质和水池不产生危害。 

机器人制作 

1.参赛机器人的驱动方式、行进方式、控制方式等均无限制。 

2.参赛机器人可以是参赛队自主设计和手工制作的机器人，也可以是参赛队购

买套件组装调试的机器人。即允许这两种情况的机器人同场比赛。 

比赛计分标准 

比赛时间 
1．准备时间≤1 分钟； 

2．比赛时间≤6 分钟。 

比赛过程 

1.  每轮次参赛人数最多为 8 人。 

2. 选手听到比赛指令后将模型放到水面上，听到裁判长发出的“注意……预

备……开始”（5 秒以内发出开始）的发令后按照上图路线开始绕过右方 3 个

浮标后驶向起航线，起航线在放航台左边 5 米处，这一过程必须在 10 秒以内

完成。如果在 5 秒之内有模型一直出现停滞现象，该模型将被取消本轮比赛成

绩。在 10 秒之内不允许模型冲过起航线。裁判发令声为：注意,10 秒，5，4，

3，2，开始！机器人按图纸航线，沿顺时针方向围绕 6 个浮标航行。 

3. 在超越时，如果前方赛艇处于“最内线（最贴近浮标的假想跑道）”，后面的

机器人只能从他的外侧实行超越。其他情况下可以从内侧超越。不允许有阻拦

其他赛艇超越的行为。 

扣分规则 

1. 如前方模型发生故障，后方模型必须让出较大空间。如果出现撞击现象，该

机器人取消 1 圈成绩，第二次犯规取消比赛成绩。 

2. 漏标：第一次漏标时间加罚 5 秒，两次漏标扣除 1 圈成绩。此后每漏标一

次扣除 1 圈成绩，不允许补绕标。 

3. 正式开始记时以裁判的“开始”口令为准。抢跑选手减少一圈成绩。 

4. 如果漏标，允许在不干扰其他运动员的情况下重新绕标。如果没有重新绕标，

该圈无效。 

5.在竞赛过程中如果模型失去号码牌，可以完成该圈。在完成该圈后，如果没

有号码牌航行，将不再计圈。 

6. 机器人在航行中失控，允许由举办方提供的打捞船在不影响其他机器人航行

的情况下进行打捞。机器人从起航线至发生事故的这段航行无效。 

7. 被打捞回的机器人必须从放航台从新起航。机器人从新起航后在原有效航行

圈数后继续计算航行圈数。 

8. 倾覆或卡入浮标的机器人若经过打捞人员就地翻转处理后可以继续航行,在

正确绕完其他浮标后，发生事故的这圈有效。 

比赛排名 

1. 航行时可以触标，只有沿着航线通过了所有的浮标才能计作一圈。 

2. 在竞赛中，每位运动员的圈数都应显示在计圈牌上。 

3. 每次竞赛进行 2-3 轮预赛，取 2 轮最佳成绩（圈数）相加确定排名，成绩高

的排名在前，排名在前 8 的，进入决赛。决赛进行一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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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决赛 1 轮以决赛成绩录取名次，决赛成绩相同者以预赛成绩决定名次。 

中止比赛 

如发生以下情况（例如，浮标漂移），航行裁判长有权中断比赛。 

1. 航行裁判长发出声音信号，这个信号应与在竞赛结束时发出的一样。同时竞

赛钟也应给出信号，停止计时。在航行裁判长给出信号后，水中机器人须完成

该圈航行，本圈航行有效。 

2. 被打捞出的水中机器人允许重新航行。 

3. 在中断的原因排除后，裁判员将再次给出起航信号，竞赛时间将继续下去。 

 

规则三  机器人数量 

1．每支参赛队使用 1 个机器人参加比赛。比赛前，各个参赛队需要对机器人进行登记

并粘贴标识。 

2．同一个机器人只能代表一支队伍参加比赛。 

3．违背比赛规则的机器人，取消上场资格。 

规则四  裁判工作 

1．由竞赛组委会邀请裁判执行场地比赛裁判工作，裁判在比赛过程中所作的裁决将为

比赛权威判定结果。 

2．裁判责任：执行比赛的所有规则。核对参赛队伍的资质。审定比赛场地、机器人等

是否符合比赛要求。监督比赛的犯规现象。记录比赛的成绩和时间。 

规则五  比赛进程 

1．赛前要求：所有比赛队伍，必须提供 WORD电子版本的技术报告（含机械设计方案、

硬件电路方案、主要算法、竞赛策略等），技术报告电子版本按要求拷贝至主办方指

定的电脑中； 

2．比赛过程：参赛队以报名注册顺序决定比赛出场顺序。赛制采用一轮比赛、一次上

场机会。对于第一轮比赛后没有得分（即得 0 分）的参赛队，才能进行第二轮比赛

（第二轮只有一次上场机会）。当一轮比赛全部完成后，将没有得分的队伍集中起来，

按原来比赛顺序依次比赛。 

3．比赛成绩排序：参赛队比赛成绩，以最终得分由高到低依次排序。最终得分相同，

用时短者取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