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首届科技体育运动汇电子制作项目

竞赛规则

第一章 程控电路设计 竞赛规则

1 竞赛细则

1.1运动员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完成大赛现场公布的赛题并演示作品功能。

1.2（深海芯脉、陆源智控、星际之星）各主题比赛均为三道赛题：

第一题（30 分，答题时间不超过 6分钟，计时精确到秒）。

第二题（30 分，答题时间不超过 6分钟，计时精确到秒）。

第三题（40 分，答题时间不超过 10 分钟，计时精确到秒）。

1.3运动员听从裁判员口令，比赛开始并计时，翻开赛题进行作答。

1.4每题作品使用的元器件及导线数量不能超出器材清单中标注的数量。

1.5当运动员完成题目作品后应立即停止程序运行，将笔记本电脑的屏幕半合

并用盖布将作品完全遮盖，向裁判员报号（盖布比赛现场发放，操作

规范示意图见 5.1）。

1.6报号表示已完成赛题作品，比赛停止并计时，运动员不能再触碰或修改作

品，应在原位静坐等待裁判员判题。

1.7当裁判员判题时，运动员应自行操作作品，使其稳定地演示赛题要求的效

果，由裁判员判断是否正确。

1.8要求程序离线运行的作品，运动员在演示作品功能时主控板不得与电脑连

接。

1.9每题答题正确获得相应分数，错误 0 分。



1.10 裁判员完成判题后，运动员应切断作品电源并用盖布将作品完全遮盖，

在下一题比赛未开始前，不得拆除前一题作品的拼搭内容。

1.11 全部赛题答题结束后运动员应签字确认比赛成绩。

2 技术要求

2.1竞赛器材须符合以下技术参数。

主控部分：

外围部分：



3 罚则

3.1使用不符合竞赛规则的器材、工具，本轮比赛成绩无效。

3.2比赛期间向他人提供帮助或接受他人帮助，取消本轮比赛成绩。

3.3运动员报号前未切断作品电源、未停止程序运行、未将电脑屏幕半合或未

用盖布将作品完全遮盖，本题成绩无效。

3.4运动员报号后未等裁判员判题触碰或修改作品，本题成绩无效。

3.5运动员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题目作品，本题成绩无效。

3.6作品在演示过程中不能按题意正确、稳定演示效果，本题成绩无效。

3.7作品在演示过程中需要进行调整才能演示效果（题目要求调整的除外），

本题成绩无效。

3.8作品在演示过程中出现元器件过热、冒烟、烧毁等危险现象，本题成绩无

效。

3.9除软导线外，作品拼装不平整、层次混乱、硬导线或元器件在相邻层交叉

的，本题成绩无效。

3.10 作品未使用底板拼装、连接点或导线条超出底板的，本题成绩无效。

3.11 作品未使用子母扣连接、连接不牢固或电路不稳定，本题成绩无效。

3.12 作品使用无关、不合理、不符参数要求的元器件，或元器件极性错误、

违背电子技术基本原理，本题成绩无效。

4 名次评定

4.1个人成绩

4.1.1 根据答题得分和正确题目总用时排定个人名次，答题得分高者优胜。

4.1.2 答题得分相同，正确题目总用时少者优胜。如仍相同，名次并列。



4.1.3 答题得分为 0分，成绩无效，不取奖。

4.2团体成绩

4.2.1 各组别、各参赛队，取个人成绩靠前的 3 名男运动员、3 名女运动员的

答题得分之和（总得分），正确题目用时之和（总用时）排定团体名

次。

4.2.2 总得分高的队伍优胜。总得分相同，总用时短的队伍优胜。如仍相同，

名次并列。

4.2.3 个人男、女前三名运动员成绩不列入团体成绩计算。

4.2.4 除去个人男、女前三名运动员后，实际参赛人数或有效成绩人数不足 3

名男运动员、3名女运动员的参赛队无排定团体成绩资格。

5 操作规范

5.1当运动员完成题目作品后，需用盖布将作品完全遮盖（盖布应完全遮盖住

电子元器件，不包括底板），操作规范示意图如下：



第二章 遥控编码探雷器（海洋探测）竞赛规则

1 竞赛细则

1.1运动员在规定时间内现场制作调试一套遥控编码探雷器，并使用该作品完

成比赛。运动员禁止携带任何通讯工具参赛。

1.2比赛使用全新器材，遥控编码探雷器制作要求按照图纸组装，作品完整无

缺件，各部件安装位置准确无误，指示灯显示正确，行进方向正确。

1.3【制作赛】

1.3.1 制作赛 40 分钟，运动员听从裁判员口令，制作赛开始并计时。

1.3.2 规定时间内完成遥控编码探雷器制作的运动员可通知裁判员审核作品，

作品符合制作要求的运动员可直接参加探测赛。

1.3.3 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遥控编码探雷器制作或不符合制作要求的运动

员不能参加探测赛，应举手向裁判员示意，签字确认比赛成绩后立即

离场。

1.4【探测赛】

1.4.1 运动员在进行海洋探测赛前应整理好全部比赛物资带离现场，听从裁

判员指令有序前往探雷赛场地，探测赛结束后不再返回制作赛场地。

1.4.2 探测赛共一轮，按探测数量计分，比赛满分 9分（每正确探测得 1 分，

每错误探雷扣 1分）。

1.4.3 探测赛时间不超过 120 秒，计时精确到秒，比赛用时以运动员将《探

测报告单》交到指定处的时间为准。

1.4.4 探测赛开始前有 10 秒准备时间，运动员可对参赛作品进行调试。

1.4.5 运动员听从裁判口令，探测赛开始并计时。



1.4.6 遥控编码探雷器可在赛道边界线外的任意位置出发，运动员应使用遥

控器操控遥控编码探雷器，使其在赛道内完成探测任务。

1.4.7 探测赛计时方式，以每轮探测赛结束前运动员填写成绩单并交至裁判

手中，本轮比赛停止计时。

1.4.8 探测赛结束前运动员不能进入赛道或触碰行驶中的遥控编码探雷器。

1.4.9 探测赛结束后运动员应签字确认比赛成绩。

2 技术要求

2.1 MW10 组使用拼装型竞赛器材，须符合以下技术参数：

2.2 MW12/MW15/MW18/MW22 组使用焊接型竞赛器材，须符合以下技术参数：



3 罚则

3.1未使用全新器材或使用不符合竞赛规则的器材、工具，本轮比赛成绩无效。

3.2参赛作品无现场裁判员标记或编号不正确的，本轮比赛成绩无效。

3.3比赛期间向他人提供帮助或接受他人帮助，取消本轮比赛成绩。

3.4遥控编码探雷器在探测赛中有零部件脱落，本轮比赛成绩无效。

3.5探测赛时间超过 120 秒，本轮比赛成绩无效。

3.6运动员未按比赛现场要求对遥控编码探雷器和遥控器编码、对频，本轮比

赛成绩无效。

3.7探测赛结束前运动员进入赛道或触碰行驶中的遥控编码探雷器，本轮比赛

成绩无效。

3.8运动员携带通讯工具参赛，将取消该名运动员参赛单位本项目所有运动员

的当场比赛成绩。

3 名次评定

3.1个人成绩



3.1.1 取探测赛成绩排定个人名次，得分高者优胜。得分相同，用时短者优

胜。

3.1.2 得分与用时均相同，名次并列。

3.1.3 探测赛为 0 分，比赛成绩无效，不取奖。

3.2团体成绩

3.2.1 各组别、各参赛队，取个人成绩靠前的 3 名男运动员、3 名女运动员

探测赛的成绩之和（总得分）、用时之和（总用时）排定团体名次。

3.2.2 总得分高的队伍优胜。总得分相同，总用时短的队伍优胜。如仍相同，

名次并列。

3.2.3 个人男、女前三名运动员成绩不列入团体成绩计算。

3.2.4 除去个人男、女前三名运动员后，实际参赛人数或有效成绩人数不足

3名男运动员、3名女运动员的参赛队无排定团体成绩资格。

4 竞赛场地

4.1场地要求区域内平整，无障碍物和无明显坡度，场地示意图如下：



第三章 寻宝机器人（海底漫步）竞赛规则

1 竞赛细则

1.1运动员在规定时间内现场制作调试一套寻宝机器人，并使用该作品完成比

赛。

1.2比赛使用全新器材，寻宝机器人制作要求按照图纸组装，作品完整无缺件，

各部件安装位置准确无误，指示灯显示正确，行进方向正确。

1.3【制作赛】

1.3.1 制作赛 40 分钟，运动员听从裁判员口令，制作赛开始并计时。

1.3.2 规定时间内完成寻宝机器人制作的运动员可在赛道内进行调试。

1.3.3 制作赛结束时运动员应立即回到座位等待裁判员审核作品，作品符合

制作要求的运动员参加寻宝赛。

1.3.4 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寻宝机器人制作或不符合制作要求的运动员不

能参加寻宝赛，应举手向裁判员示意，签字确认比赛成绩后立即离场。

1.4【漫步赛】

1.4.1 漫步赛共两轮，每轮比赛满分 10 分（区域分+停止分），每轮比赛时

间不超过 120 秒，计时精确到秒。

1.4.2 每轮漫步赛开始前有 10 秒准备时间，运动员可对参赛作品进行调试。

1.4.3 运动员听从裁判口令，漫步赛开始并计时。

1.4.4 寻 宝 机 器 人 应 从 赛 道 内 的 低 分 区 域 依 次 行 走 至 高 分 区 域

（1-2-3-4-5-6-7-8-9）完成漫步任务，1为起点，9 为终点。

1.4.5 当寻宝机器人的“垂直投影面”每接触到某个分值区即获得相应的（区



域分），裁判员读分并计时。

1.4.6 寻宝机器人按照规定路线到达终点并在终点停止，本轮比赛获得（区

域分 9分），（停止分 1 分）。

1.4.7 寻宝机器人按照规定路线到达终点又离开终点，本轮比赛获得（区域

分 9分），（停止分 0分）。

1.4.8 若寻宝机器人在漫步赛中未按规定路线行走，或离开赛道，比赛停止

并计时，以比赛停止前获得的（区域分）作为本轮比赛得分。

1.4.9 若寻宝机器人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到达终点区域，以超时前寻宝机器人

获得的区域分作为本轮比赛得分，计时 120 秒。

1.4.10若寻宝机器人在行走途中停止超过 10 秒，比赛停止并计时，以比赛停

止前获得的（区域分）作为本轮比赛得分。

1.4.11每轮漫步赛结束前运动员不能进入赛道或触碰行走中的寻宝机器人。

1.4.12两轮漫步赛结束后运动员应签字确认比赛成绩。

2 技术要求

2.1 MW10 组使用拼装型竞赛器材，须符合以下技术参数：



2.2 MW12/MW15/MW18/MW22 组使用焊接型竞赛器材，须符合以下技术参数：

3 罚则

3.1未使用全新器材或使用不符合竞赛规则的器材、工具，本轮比赛成绩无效。

3.2参赛作品无现场裁判员标记或编号不正确的，本轮比赛成绩无效。

3.3比赛期间向他人提供帮助或接受他人帮助，取消本轮比赛成绩。

3.4寻宝机器人在漫步赛中有零部件脱落，本轮比赛成绩无效。

3.5漫步赛结束前运动员进入赛道或触碰行走中的寻宝机器人，本轮比赛成绩

无效。

4 名次评定

4.1个人成绩

4.1.1 取较好一轮漫步赛成绩排定个人名次，得分高者优胜。得分相同，用

时短者优胜。

4.1.2 得分与用时均相同，根据另一轮漫步赛成绩排定个人名次。如仍相同，

名次并列。

4.1.3 两轮漫步赛均为 0分，比赛成绩无效，不取奖。

4.2团体成绩

4.2.1 各组别、各参赛队，取个人成绩靠前的 3 名男运动员、3 名女运动员



较好一轮漫步赛的成绩之和（总得分）、用时之和（总用时）排定团

体名次。

4.2.2 总得分高的队伍优胜。总得分相同，总用时短的队伍优胜。如仍相同，

名次并列。

4.2.3 个人男、女前三名运动员成绩不列入团体成绩计算。

4.2.4 除去个人男、女前三名运动员后，实际参赛人数或有效成绩人数不足

3名男运动员、3名女运动员的参赛队无排定团体成绩资格。

5 竞赛场地

5.1场地要求区域内平整、无障碍物和无明显坡度。

5.2赛道长 200cm、宽 100cm，场地示意图如下：



第四章 模拟机器人（行者探密）竞赛规则

1 竞赛细则

1.1运动员在规定时间内现场制作调试一套模拟机器人，并使用该作品完成比

赛。

1.2比赛使用全新器材，模拟机器人制作要求按照图纸组装，作品完整无缺件，

各部件安装位置准确无误，指示灯显示正确，行进方向正确。

1.3【制作赛】

1.3.1 制作赛 40 分钟，运动员听从裁判员口令，制作赛开始并计时。

1.3.2 规定时间内完成模拟机器人制作的运动员可在赛道内进行调试。

1.3.3 制作赛结束时运动员应立即回到座位等待裁判员审核作品，作品符合

制作要求的运动员参加探秘赛。

1.3.4 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模拟机器人制作或不符合制作要求的运动员不

能参加探秘赛，应举手向裁判员示意，签字确认比赛成绩后立即离场。

1.4【探秘赛】

1.4.1 探秘赛共两轮，每轮比赛满分 100 分，每轮比赛时间不超过 120 秒，

计时精确到秒。

1.4.2 每轮探秘赛开始前有 10 秒准备时间，运动员可对参赛作品进行调试。

1.4.3 运动员听从裁判口令，探秘赛开始并计时。

1.4.4 模拟机器人应在赛道内行走至 100 分分值区，当模拟机器人停止行走

时，比赛停止并计时，以比赛停止时模拟机器人的“落地脚”所在

分值区的分数作为本轮比赛得分。



1.4.5 若模拟机器人的“落地脚”停留在两个或多个分值区交界处，以低分

值区的分数作为本轮比赛得分。

1.4.6 每轮探秘赛结束前运动员不能进入赛道或触碰行走中的模拟机器人。

1.4.7 两轮探秘赛结束后运动员应签字确认比赛成绩。

2 技术要求

2.1 MW10 组使用拼装型竞赛器材，须符合以下技术参数：

2.2 MW12/MW15/MW18/MW22 组使用焊接型竞赛器材，须符合以下技术参数：

3 罚则

3.1未使用全新器材或使用不符合竞赛规则的器材、工具，本轮比赛成绩无效。

3.2参赛作品无现场裁判员标记或编号不正确的，本轮比赛成绩无效。

3.3比赛期间向他人提供帮助或接受他人帮助，取消本轮比赛成绩。



3.4模拟机器人在探秘赛中有零部件脱落，本轮比赛成绩无效。

3.5模拟机器人在探秘赛中跌倒，本轮比赛成绩无效。

3.6模拟机器人在探秘赛中停止在雷区，或停止时“落地脚”接触到雷区界线，

本轮比赛成绩无效。

3.7模拟机器人在探秘赛中“落地脚”接触赛道边界线，本轮比赛成绩无效。

3.8探秘赛结束前运动员进入赛道或触碰行走中的模拟机器人，本轮比赛成绩

无效。

3.9单轮探秘赛时间超过 120 秒，本轮比赛成绩无效。

4 名次评定

4.1个人成绩

4.1.1 取较好一轮探秘赛成绩排定个人名次，得分高者优胜。得分相同，用

时短者优胜。

4.1.2 得分与用时均相同，根据另一轮探秘赛成绩排定个人名次。如仍相同，

名次并列。

4.1.3 两轮探秘赛均为 0分，比赛成绩无效，不取奖。

4.2团体成绩

4.2.1 各组别、各参赛队，取个人成绩靠前的 3 名男运动员、3 名女运动员

较好一轮探秘赛的成绩之和（总得分）、用时之和（总用时）排定团

体名次。

4.2.2 总得分高的队伍优胜。总得分相同，总用时短的队伍优胜。如仍相同，

名次并列。

4.2.3 个人男、女前三名运动员成绩不列入团体成绩计算。



4.2.4 除去个人男、女前三名运动员后，实际参赛人数或有效成绩人数不足

3名男运动员、3名女运动员的参赛队无排定团体成绩资格。

5 竞赛场地

5.1场地要求区域内平整、无障碍物和无明显坡度。

5.2赛道长 198cm、宽 100cm，区域间隔线宽 0.5cm，场地示意图如下：



第五章 智能寻轨器（自动驾驶）竞赛规则

1 竞赛细则

1.1运动员在规定时间内现场制作调试一套智能寻轨器，并使用该作品完成比

赛。

1.2比赛使用全新器材，智能寻轨器制作要求按照图纸组装，作品完整无缺件，

各部件安装位置准确无误，指示灯显示正确，行进方向正确。

1.3【制作赛】

1.3.1 制作赛 40 分钟，运动员听从裁判员口令，制作赛开始并计时。

1.3.2 规定时间内完成智能寻轨器制作的运动员可在赛道内进行调试。

1.3.3 制作赛结束时运动员应立即回到座位等待裁判员审核作品，作品符合

制作要求的运动员参加行驶赛。

1.3.4 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智能寻轨器制作或不符合制作要求的运动员不

能参加行驶赛，应举手向裁判员示意，签字确认比赛成绩后立即离场。

1.4【行驶赛】

1.4.1 行驶赛共两轮，每轮比赛满分 100 分，每轮比赛时间不超过 120 秒，

计时精确到秒。

1.4.2 每轮行驶赛开始前有 10 秒准备时间，运动员可对参赛作品进行调试。

1.4.3 运动员听从裁判口令，行驶赛开始并计时。

1.4.4 当智能寻轨器的车头到达“停止区”边界线，在“停止区”的任意位

置停止时，比赛停止并计时，以比赛停止时智能寻轨器的车头所在分

值线的分数作为本轮比赛得分。

1.4.5 若智能寻轨器按照规定路线行驶至“停止区”但未停止，当智能寻轨



器的尾轮驶离“停止区”边界线，比赛停止并计时，本轮比赛得分 91

分。

1.4.6 若智能寻轨器在到达“停止区”前出现脱轨，当智能寻轨器的尾轮驶

离规定路线时，比赛停止并计时，以智能寻轨器的尾轮最后通过分值

线的分数作为本轮比赛得分。

1.4.7 若智能寻轨器在到达“停止区”前停驶超过 10 秒，比赛停止并计时，

以比赛停止前智能寻轨器的尾轮最后通过分值线的分数作为本轮比赛

得分。

1.4.8 若智能寻轨器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到达“停止区”，以超时前智能寻轨

器的尾轮最后通过分值线的分数作为本轮比赛得分，计时 120 秒。

1.4.9 每轮行驶赛结束前运动员不能进入赛道或触碰行驶中的智能寻轨器。

两轮行驶赛结束后运动员应签字确认比赛成绩。

2 技术要求

2.1 M10 组使用拼装型竞赛器材，须符合以下技术参数：

2.2 MW12/MW15/MW18/MW22 组使用焊接型竞赛器材，须符合以下技术参数：



3 罚则

3.1未使用全新器材或使用不符合竞赛规则的器材、工具，本轮比赛成绩无效。

3.2参赛作品无现场裁判员标记或编号不正确的，本轮比赛成绩无效。

3.3比赛期间向他人提供帮助或接受他人帮助，取消本轮比赛成绩。

3.4智能寻轨器在行驶赛中有零部件脱落，本轮比赛成绩无效。

3.5行驶赛结束前运动员进入赛道或触碰行驶中的智能寻轨器，本轮比赛成绩

无效。

3.6参赛作品无现场裁判员标记或编号不正确的，本轮比赛成绩无效。

3 名次评定

3.1个人成绩

3.1.1 取较好一轮行驶赛成绩排定个人名次，得分高者优胜。得分相同，用

时短者优胜。

3.1.2 得分与用时均相同，根据另一轮行驶赛成绩排定个人名次。如仍相同，

名次并列。



3.1.3 两轮行驶赛均为 0分，比赛成绩无效，不取奖。

3.2团体成绩

3.2.1 各组别、各参赛队，取个人成绩靠前的 3 名男运动员、3 名女运动员

较好一轮行驶赛的成绩之和（总得分）、用时之和（总用时）排定团

体名次。

3.2.2 总得分高的队伍优胜。总得分相同，总用时短的队伍优胜。如仍相同，

名次并列。

3.2.3 个人男、女前三名运动员成绩不列入团体成绩计算。

3.2.4 除去个人男、女前三名运动员后，实际参赛人数或有效成绩人数不足

3名男运动员、3名女运动员的参赛队无排定团体成绩资格。

4 竞赛场地

4.1场地要求区域内平整，无障碍物和无明显坡度，场地示意图如下：



第六章 足球机器人（星际巡源）竞赛规则

1 竞赛细则

1.1运动员在规定时间内现场制作调试一套足球机器人，并使用该作品完成比

赛。

1.2比赛使用全新器材，机器人制作要求按照图纸组装，作品完整无缺件，各

部件安装位置准确无误，指示灯显示正确，行进方向正确。

1.3【制作赛】

1.3.1 制作赛 40 分钟，运动员听从裁判员口令，制作赛开始并计时。

1.3.2 规定时间内完成机器人制作的运动员可在赛道内进行调试。

1.3.3 制作赛结束时运动员应立即回到座位等待裁判员审核作品，作品符合

制作要求的运动员参加巡源赛。

1.3.4 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机器人制作或不符合制作要求的运动员不能参

加巡源赛，应举手向裁判员示意，签字确认比赛成绩后立即离场。

1.4【巡源赛】

1.4.1 巡源赛共两轮，每轮比赛满分 21 分（巡源分+停止分），每轮比赛时

间不超过 120 秒，计时精确到秒。

1.4.2 每轮巡源赛开始前有 10 秒准备时间，运动员可对参赛作品进行调试。

1.4.3 运动员听从裁判口令，巡源赛开始并计时。

1.4.4 运动员应先将能源球放置在赛道内的指定区域，再启动机器人的电源

开关。

1.4.5 机器人应在赛道内沿黑色轨迹线行驶、发射能源球并在终点线停止。

1.4.6 机器人每击中一个能源球，能源越过大气层红线落到地面时，获得相



应 1/2/3/4 分。

1.4.7 当机器人的任意部分在终点线停止时，获得（停止分）1 分，比赛停

止并计时，以比赛停止时获得的总分值（进球分+停止分）作为本轮比

赛得分。

1.4.8 若机器人按照规定路线行驶至终点但未停止，当机器人的尾轮驶离终

点线时，比赛停止并计时，以比赛停止前获得的（进球分）作为本轮

比赛得分。

1.4.9 若机器人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到达终点线，以超时前机器人获得的进球

分作为本轮比赛得分，计时 120 秒。

1.4.10若机器人在行驶途中停止超过 10 秒，比赛停止并计时，以比赛停止前

获得的（进球分）作为本轮比赛得分。

1.4.11若机器人在巡源途中出现脱轨，当机器人的尾轮驶离规定路线时，比

赛停止并计时，以比赛停止前获得的能源分作为本轮比赛得分。

1.4.12每轮巡源赛结束前运动员不能进入赛道，不能触碰行驶中的机器人、

被机器人击中的能源球，以及未被机器人击中的能源球。

1.4.13两轮巡源赛结束后运动员应签字确认比赛成绩。

2 技术要求

2.1 MW10 组使用拼装型竞赛器材，须符合以下技术参数：



2.2 MW12/MW15/MW18/MW22 组使用焊接型竞赛器材，须符合以下技术参数：

3 罚则

3.1未使用全新器材或使用不符合竞赛规则的器材、工具，本轮比赛成绩无效。

3.2参赛作品无现场裁判员标记或编号不正确的，本轮比赛成绩无效。

3.3比赛期间向他人提供帮助或接受他人帮助，取消本轮比赛成绩。

3.4机器人在巡源赛中有零部件脱落，本轮比赛成绩无效。



3.5巡源赛结束前运动员进入赛道，触碰行驶中的机器人，拿取被机器人击中

的足球或未被机器人击中的足球，本轮比赛成绩无效。

3.6单轮巡源赛时间超过 120 秒，本轮比赛成绩无效。

4 名次评定

4.1个人成绩

4.1.1 取较好一轮巡源赛成绩排定个人名次，得分高者优胜。得分相同，用

时短者优胜。

4.1.2 得分与用时均相同，根据另一轮巡源赛成绩排定个人名次。如仍相同，

名次并列。

4.1.3 两轮巡源赛均为 0分，比赛成绩无效，不取奖。

4.2团体成绩

4.2.1 各组别、各参赛队，取个人成绩靠前的 3 名男运动员、3 名女运动员

较好一轮巡源赛的成绩之和（总得分）、用时之和（总用时）排定团

体名次。

4.2.2 总得分高的队伍优胜。总得分相同，总用时短的队伍优胜。如仍相同，

名次并列。

4.2.3 个人男、女前三名运动员成绩不列入团体成绩计算。

4.2.4 除去个人男、女前三名运动员后，实际参赛人数或有效成绩人数不足

3名男运动员、3名女运动员的参赛队无排定团体成绩资格。

5 竞赛场地

5.1场地要求区域内平整、无障碍物和无明显坡度。

5.2赛道长 200cm、宽 100cm，各射门点分数及位置分布见示意图，场地示意



图如下：



第七章 太空探测器（宇宙探秘）竞赛规则

1 竞赛细则

1.1运动员在规定时间内现场制作调试一套太空探测器，并使用该作品完成比

赛。

1.2比赛使用全新器材，太空探测器制作要求按照图纸组装，作品完整无缺件，

各部件安装位置准确无误，指示灯显示正确，行进方向正确。

1.3【制作赛】

1.3.1 制作赛 40 分钟，运动员听从裁判员口令，制作赛开始并计时。

1.3.2 规定时间内完成太空探测器制作的运动员可在赛道内进行调试。

1.3.3 制作赛结束时运动员应立即回到座位等待裁判员审核作品，作品符合

制作要求的运动员参加探秘赛。

1.3.4 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太空探测器制作或不符合制作要求的运动员不

能参加探秘赛，应举手向裁判员示意，签字确认比赛成绩后立即离场。

1.4【探秘赛】

1.4.1 探秘赛共两轮，每轮比赛满分 100 分（探测分+回收分），每轮比赛时

间不超过 90 秒，计时精确到秒。

1.4.2 每轮探秘赛开始前有 10 秒准备时间，运动员可对参赛作品进行调试。

1.4.3 运动员听从裁判口令，探秘赛开始并计时。

1.4.4 太空探测器应在赛道内行驶至“探测区”短暂停留，获得（探测分），

然后自行折返，当太空探测器的任意机械脚通过起始线时，获得（回

收分），比赛停止并计时，记录本轮比赛用时和得分（探测分+回收分）。

1.4.5 当太空探测器停留探测时，机械脚在两个分值区的交界处，以低分区



的分值（探测分）作为本轮比赛得分。

1.4.6 每轮探秘赛结束前运动员不能进入赛道或触碰行走中的太空探测器。

1.4.7 两轮探秘赛结束后运动员应签字确认比赛成绩。

2 技术要求

2.1 MW10 组使用拼装型竞赛器材，须符合以下技术参数：

2.2 MW12/MW15/MW18/MW22 组使用焊接型竞赛器材，须符合以下技术参数：

3 罚则

3.1未使用全新器材或使用不符合竞赛规则的器材、工具，本轮比赛成绩无效。



3.2参赛作品无现场标记的编号及记号、编号不正确的，比赛成绩无效。

3.3比赛期间向他人提供帮助或接受他人帮助，取消本轮比赛成绩。

3.4太空探测器在探秘赛中有零部件脱落，本轮比赛成绩无效。

3.5太空探测器在探秘赛中未能自行折返，本轮比赛成绩无效。

3.6太空探测器在探秘赛中停止行驶超过 10 秒，本轮比赛成绩无效。

3.7太空探测器在探秘赛中任意一只机械脚接触赛道边界线，本轮比赛无成绩。

3.8探秘赛结束前运动员进入赛道或触碰行走中的太空探测器，本轮比赛成绩

无效。

3.9单轮探秘赛时间超过 90 秒，本轮比赛成绩无效。

4 名次评定

4.1个人成绩

4.1.1 取较好一轮探秘赛成绩排定个人名次，得分高者优胜。得分相同，用

时短者优胜。

4.1.2 得分与用时均相同，根据另一轮探秘赛成绩排定个人名次。如仍相同，

名次并列。

4.1.3 两轮探秘赛均为 0分，比赛成绩无效，不取奖。

4.2团体成绩

4.2.1 各组别、各参赛队，取个人成绩靠前的 3 名男运动员、3 名女运动员

较好一轮探秘赛的成绩之和（总得分）、用时之和（总用时）排定团

体名次。

4.2.2 总得分高的队伍优胜。总得分相同，总用时短的队伍优胜。如仍相同，

名次并列。



4.2.3 个人男、女前三名运动员成绩不列入团体成绩计算。

4.2.4 除去个人男、女前三名运动员后，实际参赛人数或有效成绩人数不足

3名男运动员、3名女运动员的参赛队无排定团体成绩资格。

5 竞赛场地

5.1场地要求区域内平整、无障碍物和无明显坡度。

5.2赛道长 200cm、宽 100cm，场地示意图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