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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道杯第 12 届广东青少年机器人大挑战活动

九宫连线规则（小学低龄组、高龄组定稿）

1 赛事简介

九宫格是数字游戏，源于河图洛书，与洛书是中国古代流传的两幅神秘图案，

历来被认为是河洛文化的滥觞，中华文明的源头，被誉为“宇宙魔方”。九宫格

游戏锻炼人们的思维能力，千百年影响巨大。

本活动是途道杯第 12 届广东青少年机器人大挑战的其中一项，主题为“九

宫连线”，要求选手充分发挥现场应变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每队使用 2台机器

人完成九宫格的道具布局，尽可能形成更多的连线。

2 组队方式

活动以团队方式完成，每支队伍由 2名选手和 1-2 名辅导老师组成，设小学

低龄组和小学高龄组等两个组别。选手为省赛活动日时在读的年龄段小学生，同

支队伍选手不限于同个地市或同所学校（不同地市组合的，名额以第一选手所在

市为准）。

以下规则除有特别标注外，均适用于两个组别的竞技。划线部分为较上届规

则，有较大修改部分。

3 比赛场地

3.1 比赛场地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B3%E5%9B%BE%E6%B4%9B%E4%B9%A6/141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4%9B%E4%B9%A6/173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7%E5%AE%99%E9%AD%94%E6%96%B9/15866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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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赛场规格

3.2.1 比赛场地：小学低龄及高龄组场地均为长 300cm×总宽 170cm,比赛场

地为喷绘刀刮布或灯箱布，红蓝双方区域内各设任务区、启动区和道具摆放区，

并共有 1个资源争夺区。

1.任务区：长 10cm×宽 10cm 的小方格，相互间隔 15cm，共 25 个。

2.启动区：场地对角位置各有 2个长 20cm×宽 20cm 的正方形方格。

3.道具摆放区：场地两侧各有 2 个长 110cm×宽 20cm 的长方形方格，用于

摆放道具，摆放方式不限。

4.资源争夺区：红蓝双方中间部分有资源争夺区，最多可放置 5个资源，直

径约 40mm，高约 70mm 的圆木柱用双面胶固定在地图上，上面不黏贴放置黄色的

特殊资源模块。

道具为长 2.5cm×宽 2.5cm×高 2.5cm 的立方体方块,重约 10±2 克，为木质

材料，两个组别道具的要求如下：

①小学低龄组：红色和绿色 2种道具各 12 个共 24 个，由参赛队自行分配放

置在道具摆放区域内，不得超出摆放区线外。资源争夺区内有 3个圆木柱放置了

黄色资源模块。

②小学高龄组：红色、蓝色和绿色 3种道具各 8个共 24 个，由参赛队自行

分配放置在道具摆放区域内，不得超出摆放区线外。资源争夺区内有 5个圆木柱

放置了黄色资源模块。

3.2 场地环境：由于一般场地环境的不确定因素较多，例如场地表面不平整、

光照条件有变化等，选手在设计机器人时应考虑各种应对措施。

3.3 场地要求：竞技场地分为搭建区和竞技区，选手必须在指定的搭建区（每

队一个位置）进行机器人的拼装、编程和调试。除选手、裁判和工作人员外，其

他人员在未受到邀请时，不得进入搭建区和竞技区。

活动中，选手须听从裁判员和工作人员的安排，场内外任何人员不得再向选

手提供影响活动成绩的任何帮助。选手遇到问题，可向裁判或工作人员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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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机器人

4.1 机器人器材要求：要求选手自行设计和构建机器人，所需材料不限品牌

厂家，不限数量品种，由各参赛队伍自带。拼装材料可以是塑胶积木，也可金属

结构件，要求现场拼装。活动器材中不能含有说明书、通讯设备等违规物品。活

动前，选手自备的器材中，除电机、电池盒、传感器、遥控器之外，其他器材必

须是独立的散件，不得提前组装或使用商用完整套件。

4.2 机器人编程要求：仅限使用无屏编程平台进行编程，并使用蓝牙或WIFI

将程序输入机器人，禁止使用电脑、笔记本、平板及手机等其他编程工具，不得

携带U盘、光盘、手机、相机等存储或通信器材。

4.2 机器人设计要求

项目 要求

数量 每支队伍只允许使用2台机器人。

规格 每台机器人的重量、尺寸大小不限。

主控器
适用兼容无屏编程平台的主控器皆可参赛，但不得提前下载影响比赛进程、

成绩的智能程序，否则取消比赛成绩。

传感器
数量不限，均为独立单个传感器，不得使用特殊加工处理的传感器，不可使

用如复眼等集成类传感器。

电机 每台机器人马达仅能使用直流电机或者舵机，数量不限。

电池
每台机器人输入额定电压不得超过 9 伏，选手须使用安全可靠电池，主办单

位有权要求选手更换被认为不安全或有安全隐患的电池。

其他

1.机器人必须设计成只用一次操作（如按一个按钮或拨一个开关）就能启动。

2.机器人的通/断开关必须在无需移动或抬起机器人的情况下可以触及。

3.机器人微控制器的指示灯也应可见，以便裁判或技术人员诊断机器人问题。

检录
选手第一轮进场竞技前，机器人必须通过全面检查，以确保符合相关规定。

选手应对不符合规定的地方进行修整改进，符合规定后方可参加竞技。

5.任务说明

任务分为机器人拼装和机器人竞技两部分，要求选手使用机器人将资源争夺

区和本方摆放区的道具运放在允许放置的任务区方格内，并尽可能让同一颜色的

3个道具连成一条直线，获得更多的分值。其中，资源争夺区的黄色道具为百变

色，即黄色的道具可与其他任何一色的道具，连成一条直线。

5.1 机器人拼装

选手在搭建区按照活动任务和要求，在 60 分钟内完成 2台机器人的拼装、

编程和调试。

5.1.1 任务选定：搭建前由裁判公开随机，从所有任务区中抽选禁止放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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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的区域（简称雷区），黏贴或书写“禁放”两字。小学低龄组抽选 2个，允许

放置区为 23 个；高龄组抽选 3个，允许放置区为 22 个。

5.1.2 机器人拼装、编程和调试：选手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机器人的拼装、编

程和调试。时间结束后，将机器人放置在裁判指定的地方封存，直至第一轮活动

前，选手不得触碰和调整机器人。

5.2 机器人竞技

5.2.1 总体要求：比赛时间为 5分钟，2队 4台机器人同场竞技。双方机器

人各自从启动区出发，利用自身结构采用自动模式前往资源争夺区抓取方块，并

车载方块放入任务区的方格内，获得任务分；亦或选手手动方式从本方道具摆放

区将道具放入出发区的机器人身上，机器人从启动区出发，自动模式将车载方块

放入任务区的方格内，获得任务分。3个同一颜色的道具连成一条直线，可获得

连线分。道具放置在禁放区内，不算任务分和连线分，还需扣分。

5.2.2 具体要求

①资源争夺及布局：双方机器人可以无限次数，多次往返资源争夺区取得特

殊资源，并放置在九宫格内。要求一是每个方格只能放置 1个方块，获得任务分，

多放不得任务分且需扣分，不作连线的组成部分；二是 3个红色或蓝色且取得任

务分的道具方块连成一条直线，可获得连线分。黄色方块为特殊资源，可以根据

布局情况，成为红色资源，也可成为蓝色资源，助力取得连线分。

②活动区域：机器人在行驶过程无出线的违规判罚，但须在资源区及本方任

务区活动，不得越线进入对方任务区。在争夺资源时，允许越线进入对方任务区，

且须在 5秒内返回资源区，违者判罚取回机器人在出发区重新出发。

③机器人重启：比赛期间，因机器人静止、运行不当亦或为完成任务需要，

允许选手不限次数在本方的出发区重新启动机器人，次数不限，所耗时间计入赛

时。选手除启动、重启或维修外，全程不得触碰机器人和道具。

重启时，由于选手操作不当导致车上道具掉落的，当作无效资源，由选手移

出场外。

机器人一旦启动自动驶离出发区，出现掉落道具或错误放置道具等情况，允

许选手利用编程，驱使机器人自动拿起或者推动摆放区之外的道具到相应位置，

最后成绩的计算以比赛结束时道具的布局为准。

④绞着状态：比赛期间，双方机器人在争夺资源出现绞着状态 10 秒后，裁

判鸣笛，双方机器人均须往后退回至少 30cm 以上。

⑤零件脱落：比赛期间，机器人出现零件分离或掉落的情况，由裁判即时清

理出场，并允许选手在机器人离场修整时再次使用脱落零件。



202309 版

第 5 页 共 8 页

5.2.3 得分标准

任务标准 得分

任务得分：道具方块放置在任务区方格内 +5 分/个

连线得分：3个同一种颜色且取得任务分的道具方块连成一条直线 +20 分/条

雷区扣分：禁放的雷区放置了道具方块 -20 分/个

多放扣分：方格内放置了 2 个或以上的道具方块 -20 分/格

取回重启：每次手动取回机器人到出发区重新启动出发 计黄牌 1 次

①任务分：道具方块的任何一部分立体投影放置在任务区方格内的，得 5

分/个，判断标准如下：

任务得分且可参与连线 任务得分且可参与连线 不得任务分且不参与连线

②连线分：3 个同一种颜色且取得任务分的道具方块连成一条直线，得 20

分/线。4个或以上连成一条线的，只计算 1条线的得分；3个连成一线但中间有

雷区或多放道具的，不计连线得分。

4 个或以上连线均得 20 分 4条连线共得 80 分



202309 版

第 6 页 共 8 页

无连线得分，且雷区扣 20 分 中间有雷区，无连线分

黄色方块百变，得 40 分 两条连线均无效，且多放需扣 20 分

③雷区和多放扣分判断标准：道具的任何一部分立体投影在雷区或方格线

内，含压线。

5.2.4 竞技分类：分为初赛和决赛。报到前，主办单位根据参加队伍数量，

采用电脑自动抽签的方式确定队伍分组。每轮比赛累加任务分、连线分和扣分，

为该轮成绩。

表 3：初决赛情况表

内容 初 赛 决 赛

赛制 小组循环 淘汰

赛时 5分钟常规时间，不加时 5分钟常规时间，不加时

计分

方式
得 0、1、3 分 胜方进入下一轮，负方淘汰。

得分

规则

1.得 3 分：竞技分值高者。

2.得 1 分：双方分值一样。

3.得 0 分：竞技分值少者。

双方得分相同按如下顺序确定胜方：1.

使用黄色资源少者；2.黄牌次数少者胜；

3.每队 2 台机器人总重量轻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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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赛结束后，根据参加队数量确定各组的第 1名或者前 2名进入决赛，决赛

采用对阵式淘汰。初赛结束后，如出现同分难于判断入围决赛的，按照如下顺序

确定：（1）同分的 2支队伍在初赛时，胜者排前；（2）得 3分次数多者排前；

（3）初赛重启次数（黄牌次数）少者排前；（4）按决赛方式重赛 1场决出胜负。

决赛阶段，选手竞技后须休息至少 5分钟才参加下一轮竞技，以便修整调试

机器人。

6.奖项设置

6.1 主办单位根据各参加队伍的成绩，设一、二、三等奖并颁发证书，成绩

较差的队伍不颁发奖项。

6.2 根据活动资金筹集的情况，主办单位将给予前 4名队伍现金奖金，各奖

励至少 3000 元、2000 元、1000 元和 500 元现金。

7.比赛流程

7.1 入场：选手在活动前 20 分钟根据裁判和工作人员指挥，到达指定的搭

建区安静等待。机器人拼装任务开始后 20 分钟才前来参加的，取消活动资格。

7.2 检查：入场后，裁判对参加活动的器材按第4点的规定进行检查。每轮

竞技完毕允许对机器人进行修改，包括更换电池等。

7.3 拼装调试：机器人搭建和调试时间共60分钟。裁判长确认参加队伍已准

备好后，将发出“5，4，3，2，1，开始”的倒计数启动口令，选手开始在规定

的场地进行搭建。拼装调试时间结束后，将机器人放置在裁判指定的地方封存和

称重，直至第一轮竞技前不得调整机器人。

7.4 竞技前：第一轮竞技前，选手从机器人封存区取回机器人，裁判员按第

4点的要求检录机器人，并进入竞技区准备竞技，其后机器人由选手自行保管。

每一轮竞技前，裁判员在 60 秒内连续叫号，选手仍未抵达竞技区的，视作

弃权判负处理。双方选手到场后，有 60 秒的准备时间，机器人需放入出发区内，

其任何部分及其在地面的投影不能超出出发区。

7.5 启动：裁判员确认各队伍已准备好后，将发出“5，4，3，2，1，开始”

的倒计数启动口令。随着倒计数的开始，选手可以用一只手慢慢靠近机器人，当

听到“开始”命令的第一个字，选手可以触碰一个按钮去启动机器人。如出现“早

启动”视作违规，每支队伍每轮竞技允许 1次“早启动”。

7.6 竞技时：机器人一旦启动，就只能受自带动力的控制，选手不得接触机

器人（除重启、维修外）和道具。

7.7 竞技结束：竞技时间结束或选手举手示意结束比赛时，裁判员吹响终场

哨音，选手应放下遥控器，不得与场上的机器人或任何物品接触。其后，裁判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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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成绩和用时，填写记分表，选手签名确认后，选手将机器人搬回。

8 违规

8.1 每支队伍每轮竞技允许第 1次机器人“早启动”，第 2次再犯，轮次赛

时该轮成绩为 0分，决赛时判负。

8.2 辅导老师或家长存在口授选手影响互动的指引，或亲手参与编程任务，

亦或触碰、修复道具等行为的，轮次赛时该轮成绩为 0分，决赛时判负。

8.3 启动后的机器人不得为了策略的需要，故意分离部件或掉落零件在场

地上，这属于犯规行为，由裁判确定给予警告、该轮成绩为 0 分、决赛时判

负乃至取消活动资格等处理，犯规分离或掉落的零件则由裁判即时清理出场。

8.4 选手不听从裁判员指令的，将视情况轻重，由裁判确定给予警告、该轮

成绩为0分、决赛时判负乃至取消活动资格等处理。

9 其它

9.1 本规则由广东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负责制定解释，感谢广州市新烨数

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多边形部落科技有限公司团队成员草拟规则。为确

保活动的延续性，本规则连续使用 3年或以上，但可能作适当微调，并在每年赛

前公布定稿规则。

9.2 本规则是实施裁判工作的依据，裁判长对规则中未说明事项以及有争议

事项，均拥有最后解释权和最终裁定权。裁判不复查重放的活动录像，如有裁决

异议，由其中一名选手在竞技结束后立刻向裁判长提出。

9.3 本规则坚持青少年科技教育公益性和资源共建共享的原则，公开免费下

载使用，不作商业用途。使用该规则时，须注明规则来源，亦不得损害规则制定

方的有关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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