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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道杯第 12 届广东青少年机器人大挑战活动

灌篮高手规则（小学高龄组、中学组定稿）

1 活动简介：青少年体育是国家体育强国、教育强国、健康中国的基础性

工程。2022 年 6 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将“国家优先发展青少年

体育”写入“总则”，体现了国家对青少年体育运动的重视与支持。篮球是奥

运会核心比赛项目，全国普及面广，活动基础扎实。

本活动是途道杯第 12 届广东青少年机器人大挑战活动的其中一项，主题为

“灌篮高手”，要求机器人全程自动完成投篮任务，争取更多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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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小学高龄组和中学组两个组别。选手为省赛活动日时在读的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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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组亦可由初中与高中学生混合组成。

以下规则除有特别标注外，均适用于两个组别的竞技。

3 竞技场地与环境

3.1 规格要求：竞技场地总长 300cm×宽 240cm，设置 1 个共用的篮筐，以

及出发区、运球区、装载区和投篮区各 2大部分，为喷绘刀刮布或灯箱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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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出发区：在地图正下方,为长 25cm×宽 25cm 的正方形边框，是机器人出

发的区域。篮球为直径 4cm，重约 3克的泡沫小球，分为红蓝两色。

②运球区：从出发区—装载区—投篮区设置了运球区，为一条宽度为 15cm

的白底轨道，中间为 2.5cm 粗的黑色轨迹线，其中有两小段分为虚线，其他为

实线。运球区还设置了多个障碍物和减速带，机器人需行驶通过减速带、不接

触障碍物的前提下，沿轨迹线前行至投篮区。

A障碍物：在距离黑色轨迹线 7/8/9cm 的位置上各设置 5个障碍物摆放区，

赛前由裁判随机抽签确定摆放长宽高均为 5cm，重约 5克的泡沫方块，小学组

为 2个，中学组 3个，此后所有轮次保持一致。障碍物不黏贴固定，机器人尽

可能不触碰。

图示：篮球样式 图示：障碍物及放置示意

B 减速带：在运球区的白底轨道上设置 5条减速带，赛前由裁判随机抽签

确定在减速带上黏贴固定 1-2 支普通的铅笔，小学组为 2条，中学组 3条，此

后所有轮次保持一致。

C门框：在第 1段运球区外，各黏贴一个长 20cm×高 15cm 的塑料门框，机

器人需将 1个篮球弹射进框，完成传球动作。

③装载区：在地图中间两侧,为长 25cm×宽 25cm 的正方形边框，是机器人

装载篮球的区域。

④投篮区：运球区的黑色轨迹线尽头为投篮区，是直径为 30cm 的圆区，机

器人在此需完成至少自转一周 360 度且不出圆圈线外，方可投篮。

⑤篮筐：场地末端的中间位置，设置一个总高 140-150cm 的篮筐架，篮筐

为直径约 22cm 的塑料圆圈，共有 3个距离地面 30/60/90cm 的篮筐，3个篮筐

的垂直投影始终保持重叠，即在同一水平面坐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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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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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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机器人

4.1 搭建器材要求

活动要求选手自行设计和构建机器人，所需材料均不限品牌厂家，不限数

量品种，由各参赛队伍自带。可使用塑胶积木或金属拼装件、控制器、电机、

电池盒和传感器，不得添加其他任何器材，也不得使用其他电子模块设备或有

可能损坏活动场地的危险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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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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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人设计要求

项 目 要求

数 量 每支队伍允许使用 1 台机器人。

规 格
机器人重量不限制。每台机器人在静止状态亦或比赛开始后伸展部分，外形最

大尺寸均不超过长 25cm×宽 25cm×高 50cm。

控制器 每台机器人只允许使用一个控制器。

传感器
数量不限，须为独立单个传感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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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使用 AI视觉摄像头进行智能巡线等任务。

电 机
电机数量不限，但只允许使用两个驱动轮，当电机用于驱动轮时，单个电机

只能独立驱动单个着地的轮子。

电 池
每台机器人输入额定电压不得超过 9 伏，不可有升压电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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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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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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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任务分为机器人拼装和机器人竞技两大部分。

5.1 机器人拼装

选手在搭建区按照活动任务和要求，在 60 分钟内完成机器人的拼装和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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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第一轮活动

前，选手不得触碰和调整机器人。封存前，裁判将机器人称重登记。

5.2 机器人竞技

5.2.1 总体任务：每轮比试时间 150 秒，2 队 2 台机器人同场竞技，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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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不同。除填装篮球外，机器人在其他任务过程均需全自动运行。

裁判倒计时并宣布开始比赛时，①选手先在出发区装载 1 个篮球，其后按

键启动机器人，机器人沿着第 1 段运球区向装载区行驶，期间要完成传球动

作——将篮球弹射至门框内；②机器人自动抵达并停在装载区时，选手将 1-3

个篮球装上机器人，机器人沿着第 2 段运球区向投篮区行驶，抵达投篮区后至

少自转一周并完成投篮任务；③选手搬回机器人至装载区，继续完成填装和投

篮任务。

5.2.2 具体要求

①出发区：两队选手进入赛场后，现场抽签确定左方或右方的出发方向，

选手赛前有 60 秒的准备时间。比赛开始时，机器人放置于出发区待命，其垂直

投影需全部纳入出发区范围内。待裁判宣布比赛开始后，选手方可手动为机器

人装填 1个篮球（每轮 1个），并启动运行机器人。

②出发区至装载区：机器人出发后，需要在出发 15 秒内将篮球弹射进入各

自的门框，完成传球任务。未能从机器人弹射出的篮球，作废球处理，不能用

于投篮任务。

③装载区：机器人自动抵达并停止在装载区域内，其部分垂直投影须纳入

装载区内。每轮每队提供 6个蓝色/红色的篮球，选手每次可手动装填最多不超

过 3个。机器人完成投篮任务后，选手将机器人搬回出装载区重新装载剩余的

篮球，再次启动出发。

④运球区：一是机器人须沿着运球区的轨道前行，允许适当偏离轨道。如

在第 1段运行区出现停滞不前或脱离轨道的，允许选手将机器人搬回出发区重

新启动，或在场外维修后重新竞技，次数不限，计时不停止。第 2段的则在装

载区重启。

二是机器人须通过选定的减速带，不得故意躲避或绕行减速带。如机器人

未经过减速带的，允许搬回出发区或装载区重新启动，不作扣分；未经过且继

续竞技的，需作扣分处理。

三是机器人需尽可能不触选定的碰障碍物，触碰导致障碍物的垂直投影任

何一部分偏离虚线范围且继续竞技的，需作扣分处理。如触碰后机器人搬回出

发区或装载区重新启动的，障碍物恢复原状，不作扣分。

⑤投篮区至完成投篮任务：机器人进入投篮区后，需完成自动旋转一周超

360 度的动作且机器人的垂直投影任何一部分还在投篮区的圆圈内，方可投篮。

未符合以上任何一个要求的，机器人均须搬回装载区重启，已投出的篮球不得

再次装载，投篮进球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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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发区到机器人投篮之前，篮球因装载不合理、减速带颠簸、障碍物触

碰等机器人自身原因，或者维修机器人、搬回机器人重启等人为原因，造成篮

球离开机器人的，以废球处理，不得再次装载。在机器人投篮时，一旦篮球离

开机器人，视为完成投篮任务，投篮未进球也不得重新装载。

5.2.3 其他要求

①竞技全程中，机器人允许零件分离或掉落，掉落零件待该轮竞技结束后

才由裁判清理出场。

②在竞技中，选手不得触碰机器，否则按违规处理。比赛用时完毕亦或提

前完成任务，选手举手示意结束比赛时，裁判结束比赛。比赛结束时，选手应

立即停止机器，投篮得分无效。裁判统计成绩和计算时间，选手确认无误后签

名确认。

6 成绩奖励

6.1 成绩计算：报到前，主办单位根据参加队伍数量，电脑自动抽签，确

定队伍分组，每组 3-5 支队伍组成。竞技分为初赛和决赛，初赛为小组循环赛，

决赛为 1轮的淘汰赛。每轮 2支队伍同场竞技，按以下标准计算得分。

任务 得分

篮球成功进入篮筐内

30cm 筐 +10 分/个

60cm 筐 +15 分/个

90cm 筐 +20 分/个

成功传球进门框（可压线） +20 分/个

障碍物偏离虚线且继续竞技的 -20 分/个

机器人未通过减速带且继续竞技的 -20 分/条

初决赛的赛制如下。

内容 初 赛 决 赛

赛制 小组循环 淘汰

赛时 150 秒常规时间，不加时 150 秒常规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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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分值高者

（2）得 1 分：双方分值一样

（3）得 0 分：任务分值少者

双方得分相同按如下顺序确定胜方：

（1）总用时少者；（2）扣分少者；

（3）再赛 1 轮直至决出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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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赛如出现同分，按如下顺序确定排序（1）同分的 2 支队伍在小组赛时，

任务分值多者排前；（2）总扣分数少者排前；（3）总用时少者排前。

6.2 奖项奖金：主办单位根据参加队伍成绩排名，设立一、二、三等奖并

颁发证书，对于成绩排名较后的队伍，不颁发奖项。根据活动资金筹集的情况，

主办单位还将给予 4强队伍奖金，各奖励至少 3000/2000/1000/500 元现金。

7 活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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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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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能更换底盘、电源和控

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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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取机器人，裁判员按

4.2 的要求检录机器人，合格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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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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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给传感器一个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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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不得接触

机器人（装载篮球、重启、维修和完成投篮任务搬回装载区除外）及场内物品。

7.7 竞技结束：竞技时间结束或完成全部投篮任务，选手举手示意结束比

赛时，裁判员吹响终场哨音，选手应关闭机器人，不得与场上的机器人或任何

物品接触。其后，裁判记录成绩或竞技用时，填写记分表，选手签名确认后，

选手将机器人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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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违规

8.1 机器人每轮竞技允许第 1 次机器人“早启动”，第 2 次再犯，初赛该

轮成绩为 0分，决赛判负。

8.2 选手如有接触场内物品或机器人（装载篮球、重启、维修和完成投篮

任务搬回装载区除外）行为的，第一次将受到警告，第二次再犯，初赛该轮成

绩为 0分，决赛判负。

8.3 辅导老师或家长存在口授选手影响活动的指引，或亲手参与搭建任务，

亦或触碰、修复机器人等行为的，初赛该轮成绩为 0分，决赛判负。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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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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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赛该轮成绩为 0分、决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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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草拟规则。为确保活动的延续性，前 3 届活动

均使用本规则，但会根据规则的使用情况作适当微调，并在每届活动前公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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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