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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比赛简介 

2021 年 6 月，国务院印发《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

（2021-2035 年）》，指出要“推进信息技术与科学教育深度融合，

推行场景式、体验式、沉浸式学习。完善科学教育质量评价和青少

年科学素质监测评估。” 本赛项是在大力发展创客教育与 STEAM 教

育的基础上为提高青少年创新创造能力，实践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

问题能力而设立的。通过竞赛方式，在广大青少年群体中普信息技

术与智能应用相关知识，培养青少年的计算思维和创意思维，锻炼

青少年的创造能力、解决实际问题和交流合作的能力。 

本赛项要求选手在一个具有物理属性的虚拟城市环境中，设计

一套人工智能机器人系统并模拟实现各类无人驾驶交通行为。任务

要求机器人在规定的时间内从起点出发，全程无人工干预自主运行

完成各类安全行车和技能挑战任务并抵达终点。 

特别声明：根据 2022 年 3 月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面向中小学

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本竞赛项目与任何培训服务、商品

销售、升学促进、等级考试、食宿旅行等活动无关，赛事组织单位

不面向本竞赛项目收取任何费用。欢迎社会监督。 

二、 比赛主题 

比赛主题为“绽放每一个孩子的创造力”。 

三、 比赛内容 

（一）通用内容 

本项目是一个具有较高前瞻性和复杂度的综合性任务，竞赛过

程将全面检验选手的机器人知识技能水平及综合运用能力。竞赛要

求选手在约定的无人驾驶交通规则下，以临场创作的方式设计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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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高效的问题解决方案。 

比赛内容分为三个部分：机器人运动结构设计、行为控制程序

编写和调试运行。 

1.机器人运动结构设计部分：选手根据公布的竞赛任务场景，

结合竞赛规则将控制器、各类驱动模块、各种传感器、各类积木块

等组合构建一套可供程序控制的运动结构。 

2.行为控制程序编写部分：依据选手设计的机器人运动结构，

按任务规则要求通过图形化编程模块或 python 代码设计可自主智能

运行的自动驾驶系统，使其在行为控制程序的驱动下自动行驶。 

3.调试运行部分：在竞赛平台提供的三维物理模拟运行环境

中，在智能评判的无人驾驶规则下验证、调试、优化系统方案。 

在调试运行环节，竞赛平台会依据机器人的行进路线、挑战任

务、行进安全、整体效率等方面自动实时评分，在每次调试运行完

成时评出此次运行全过程的得分。 

（二）分级/分组内容 

1.本赛项晋级过程包括初赛（在线预选赛）、复赛（地区选拔

赛）和决赛（全国总决赛）三个级别。 

2.选手报名组别按参赛选手在读学段分为小学组（全年级）、初

中组、高中组。 

3.本赛项以个人形式报名，每队人数为 1 人。 

比赛内容 适用级别 适用组别 

与机器人及本赛项主题相关的

通用知识、系统操作、程序和算

初赛 小学组（全年级） 

初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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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问题解决思维等类型客观题

在线答题 

高中组 

无人驾驶主题项目实操 复赛 小学组（全年级） 

初中组 

高中组 

无人驾驶主题项目实操 总决赛 小学组（全年级） 

初中组 

高中组 

四、 比赛场地 

比赛场地为三维的模拟城市场景，模拟城市的道路由行车道、交

叉路口、道路围栏、模拟行人、车辆、道路标线、人行横道、路面减

速带、上下坡道等各种元素构成。 

模拟城市场景中的物体有各自的物理属性及刚体运动规律，参赛

选手在设计机器人系统时需综合考量多学科知识予以应对。 

竞赛三维场景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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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场景平面示意图如下： 

 

起始点：任务开始及每次重置后机器人开始运行的位置，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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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朝向会与起始点上箭头方向保持一致。 

终点：任务设置的终点位置，机器人行进到此处时任务自动结束。 

五、 比赛规则和得分 

（一）比赛规则 

1.路径规划 

机器人从起点出发后，可在规定时间内自选完成各类无人驾驶

技能挑战任务并到达终点，从起始点到终点的路径由选手结合自身

解决方案自行规划。 

2.任务变化因素 

任务场景及规则中涉及的以下元素可能会产生变化： 

（1）起始点、终点的位置和朝向； 

（2）道路上车辆的数量、位置及行进速度； 

（3）人行横道上行人出现的数量、位置及行进速度； 

（4）上下坡道的数量、位置及坡度； 

（5）路面减速带的位置、数量、大小； 

（6）各交叉路口可能会出现的道路隔离栏杆位置和数量； 

（7）用于负载通行及分发的货物尺寸、重量和总数； 

（8）机器人携带的可用能量值； 

变化因素将在赛前临场确定，并在当次比赛过程中保持固定，

选手可在进入赛场后自行查阅竞赛任务说明。 

3.任务中止 

任务完成过程中发生以下情况，将导致当次任务的终止： 

（1）超过任务限时； 

（2）机器人脱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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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机器人未礼让行人； 

（4）任务过程中机器人尺寸超出限制； 

（5）携带的可用能量消耗完毕； 

（6）选手自主结束任务。 

任务中止后，选手可选择是否提交当次任务的得分。 

4.任务相关时间 

（1）竞赛时长：指竞赛的整个过程的时长，选手需在此时长内

完成搭建机器人、编写程序及完成任务等所有操作。本次比赛各组

别竞赛时长为 120 分钟。 

（2）任务限时：指机器人从起点出发到达终点可用的最长时

间，各组别的任务限时分别如下： 

小学组：160 秒； 

    初中组：140 秒； 

    高中组：120 秒； 

（3）任务耗时：机器人从起点出发到达终点实际所用的时间。 

5.机器人规格要求 

选手设计的机器人规格要求如下： 

（1）机器人的直径任何时候不能超过 10 米，尺寸信息以系统

的计算结果为准。 

（2）机器人所有部件的总数量不得超过 100 个，机器人形态、

重量等其它规格不做统一要求。 

6.可用能量约定 

机器人携带一定单位的可用能量，能量在机器人运行过程中会

持续消耗,消耗速度与电子组件的运行功耗、使用频度、数量、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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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能量为 0 时所有电子组件将无法运行。机器人实时能量值

可通过能量获取程序模块检测。 

（二）比赛得分 

比赛得分由基础分、附加分和时间奖励分总和组成，得分规则

如下： 

1.基础分 

机器人在任务限时内到达终点可获得基础分 100 分。 

2.附加分 

（1）礼让行人 

在人行横道上可能会出现正在穿越路口的模拟人（模拟人发射

可被检测的红外光），机器人可使用红外传感或图像识别等方式自动

检测，当人行横道出现正在通行的模拟人时，机器人须在路口礼让

区等待模拟人优先通过路口，机器人在完成礼让后通过路口可获礼

让行人得分。每处成功礼让行人可获得 20 分。 

 
礼让行人示意 

（2）安全会车 

在道路上会出现正在行驶或临时停靠的车辆，机器人通过该路

段时未接触到该车辆并安全交会后，可获安全会车得分。无论机器

人当次是否获得安全会车得分，再次通过时均不会再得分。每处成

功安全会车可获得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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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会车示意 

（3）负载通行 

在起始点后方上部建有货物自动输送装置，输送装置将在任务

开始运行后每间隔 2秒自动输送一次货物直至所有货物输送完毕,机

器人在任务限时内随身携带至少一个货物至终点即为完成负载通行

任务，此任务旨在考察机器人负载时的稳定运动能力。成功完成负

载通行任务可获得 50 分。 

 
负载通行示意 

（4）货物分发 

在起始点后方上部建有货物自动输送装置，输送装置将在任务

开始运行后每间隔 2秒自动输送一次货物直至所有货物输送完毕，

此任务要求机器人将货物运送并分发至货物中转站，每个中转站有



 

10 
 

两个存放区域，货物可卸载至其中任意一个区域的白色框线内。 

 
货物中转站图示 

任务可能设置有多个货物中转站，机器人在当前中转站至少分

发 1 件货物并离开该中转站后，可获得货物分发得分 30 分，多个中

转站产生的得分累加计算。 

3.时间奖励分 

机器人在任务限时内到达终点时可获得时间奖励分，其计算公

式如下： 

时间奖励分 = （任务限时 – 任务耗时）（秒）×1 分 

4.任务总得分 

任务得分的计算公式如下： 

任务得分 = 基础分 + 附加分 + 时间奖励分 

5.得分提交 

每位选手在竞赛中有 5 次提交得分的机会，在任何形式的任务

中止后均可提交得分。最终的得分为所有提交中的最高分。 

当出现最高得分相同时，比较第 2 高的得分，第 2 高的成绩更

好的排名靠前，依此类推。比较所有提交得分后仍无法区分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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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提交时间的先后区分，更早提交成绩的排名靠前。 

六、 比赛报名 

参赛选手应于规定时间通过大赛官方网站完成报名。参赛选手

报名基本要求如下： 

（一）应以个人的形式完成报名； 

（二）只能报名一个组别且符合对应年龄和年级； 

（三）根据对应组别和级别要求，选手需熟悉竞赛平台的基本

操作，能独立完成三维空间机器人构建、图形化或 python 行为程序

编写、运行调试、提交成绩等操作。 

参赛选手应按照要求报名参赛，并随时关注官网或报名手机的

结果反馈信息。 

大赛官方网站：ceic.kpcb.org.cn（参赛报名） 

www.kpcb.org.cn （赛事资讯） 

大赛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电子学会科普中心 （请保持关注） 

七、 参赛技术要求 

（一）初赛 

自备电脑。电脑操作系统：Mac OS、Win 10 或以上操作系统； 

浏览器采用谷歌浏览器（69.0 版本以上）、firefox，IE11 以上， 

推荐使用 Chrome。 

（二）复赛和决赛 

选手使用大赛组委会提供的电脑或自备电脑。电脑操作系统：

windows7sp1 及以上操作系统；硬件配置：双核以上 CPU，2G 以上

内存，配备支持 3D 加速的集显、核显或独显，更多参数配置可以实

际测试能流畅运行最新版竞赛系统为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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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委会尽可能的为参赛选手提供良好优质的比赛环境，

但受赛场环境的影响，参赛选手及其设备也要适应比赛场地及其环

境。 

八、 奖项和晋级 

大赛采用初赛，复赛和决赛三级赛制。初赛和决赛由大赛组委

会统一组织，复赛由地区承办单位组织。 

（一）初赛：通过线上方式完成，由大赛组委会组织。根据成

绩排名获取晋级复赛资格，初赛不设奖项。 

（二）复赛：按赛区组委会要求，通过现场或线上方式完成。

复赛时间以赛区组委会赛前通知为准。复赛奖项设置一等奖、二等

奖、三等奖。 

（三）决赛：按大赛组委会要求通过现场方式完成。赛奖项设

置分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指导教师奖和优秀组织单

位奖，获奖结果根据决赛现场裁判结果（含电脑评分结果），按综合

成绩从高到低遴选得出。 

（四）复赛和决赛不确保每名参赛选手获奖，作品不符合参赛

要求或成绩排名靠后者不获得奖项。 

（五）奖项及成绩排名作为晋级的参考标准之一，但不作为唯

一标准，具体获奖及晋级名单以赛后公示为准。 

九、 比赛流程 

（一）初赛 

选手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在线答题，初赛试题以理论知识为主。 

初赛样题示例见附件 1。 

（二）复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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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赛形式及具体安排时间以赛区组委会通知为准，参赛选手需

按通知要求在赛中完成比赛规则规定的内容，操作过程包含机器人

运动结构设计、行为控制程序编写、调试运行、成绩提交等部分。 

（二）决赛 

形式及具体安排时间以大赛组委会通知为准。 

十、 赛程安排 

（一）初赛：5 月 

（二）复赛：6-7 月 

（三）决赛：8 月 

大赛各阶段赛程安排以大赛官方网站通知为准。 

十一、 其他说明 

（一）基本比赛要求 

1.组委会工作人员（包括裁判及专家组成员），不得在现场比赛

期间参与任何对参赛选手的指导或辅导工作，不得泄露任何有失公

允的竞赛信息。 

2.参赛选手须提前 5 分钟入场，按指定位置就座。比赛过程中

不得随意走动，不得扰乱比赛秩序。 

3.参赛选手可携带书写工具如钢笔、签字笔、铅笔等，及计时

工具手表等进入场地。不得携带软盘、光盘、U 盘、硬盘等外接存

储设备或介质，不得浏览和使用与竞赛无关的网页和应用程序。在

竞技期间不得与其他选手交谈，不得干扰其它选手备赛，不得损坏

公用设备。 

4.选手在展示和比赛过程中对题目、设备以及竞赛平台有疑问

时，应举手向大赛工作人员提问。选手遇有计算机或软件故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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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妨碍比赛的情况，应及时举手示意大赛工作人员及时处理。 

（二）裁判和仲裁 

1.初赛、复赛和决赛的裁判工作根据比赛内容和规则执行。 

2.比赛采用的是比赛结果即时发布制。如果参赛选手对裁判结

果有异议，应当于当天比赛结束公布成绩后 2 小时以内提出申诉。

申诉采用在线提交方式，并具体说明在比赛过程中疑似异常情况的

时间、相关人员、异常内容、相关证明资料（照片或视频）和对比

赛结果不满的原因。 

仲裁委员会在接到申诉意见后，将视需要组织评审专家进行复

核评估，并在 1 个工作日内将处理意见反馈给申诉人。 

3.复赛仲裁由复赛组委会仲裁组完成，不跨区、跨级仲裁；决

赛仲裁由决赛组委会仲裁组完成。 

（三）比赛规则的解释权归大赛组委会。 

十二、 报名联系 

具体报名细则请登录大赛官方网站查询。 

技术咨询电话：15314605628、18106553548、13165983703 

大赛监督电话：010-68600718/68600710 

大赛监督邮件：kepujingsai@163.com 

大赛官方网站：www.kpcb.org.cn  ceic.kpcb.org.cn 

    

全国青少年信息素养大赛组委会  

2024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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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初赛样题示例 

（题目知识点涉及机器人的基础概念、系统基础操作技能、项目

规则理解、基本程序逻辑、简单问题分析解决，题型为单选和判断题） 

例题 1 

在一个机器人系统中，发出控制指令的部件类似人体的哪个组织？ 

（ D ） 

A:五官  B:四肢  C:心脏  D:大脑 

例题 2 

在 IROBOTQ3D 系统中搭建机器人运动结构时，选择某个组件后按

键盘上的哪个按键，可以快速将选中的组件旋转 90 度。（ A ） 

A:空格键  B:Enter 键  C:Delete 键  D:Tab 键 

例题 3 

程序编写时下图逻辑关系“且”表示？（ C ）   

 

A:条件 1 满足即可 

B:条件 2 满足即可   

C:条件 1 和条件 2 同时满足 

D:条件 1 和条件 2 同时都不满足 

例题 4 

在无人驾驶主题项目中，礼让行人的附加分是 20 份/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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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正确 

l 错误 

例题 5 

在无人驾驶主题项目仿真运行过程中，当机器人离左侧的防护栏

比较近的时候，运行姿态如何调整较为合理。（B） 

A:让机器人向左转向 

B:让机器人向右转向   

C:让机器人直行 

D:让机器人停下来 

例题 6 

机器人利用安装于正前方距离传感器的反馈数据，编程控制机器

人从距离某个障碍物较远的位置（距离返回值大于 2000）行进至离某

个障碍物较近的位置（距离返回值小于 500），并停止运行。下列哪个

判断条件设置较为合理？（ B ）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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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