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创客节星际探险工程挑战赛项细则 

一、参赛范围 

参赛组别：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 

参赛人数：1-2 人/队，每队 1名指导老师 

二、赛项简介 

旨在培养学生亲手参与设计并构建能够应对星际探险工程挑战

赛的模型或装置。通过这种实践性的学习方式，能够极大地激发学生

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让他们在实践中学习科学原理，在挑战中锻炼解

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培养出适应未来科技发展需求的创新型人才。 

三、器材要求 

不限器材品牌。参赛前，所有机器人必须通过检查。为保证比赛

的公平，裁判会在比赛期间随机检查机器人。对不符合要求的机器人，

需要按照本规则要求修改，如果机器人仍然不符合要求，将被取消参

赛资格。 

尺寸：每次出发前，机器人尺寸不得大于 30*30*30cm（长*宽*

高）；离开基地后，机器人的机构可以自行伸展。 

控制器：单轮比赛中，不允许更换控制器。每台机器人只允许使

用 1个控制器。 

电源：每台机器人必须自带独立电池，不得连接外部电源，电池

电压不得高于 9V，不得使用升压、降压、稳压等电路。 

四、场地要求 



比赛场地的尺寸长为 2400mm、宽 1200mm，场地上黑色引导线宽

度约为 20mm。如下图所示： 

 

出发区：场地有两个出发区，形状为 30cm的正方形区域。 

堆放区：场地有三个堆放区，分别为红、黄、蓝三色堆放区。 

五、赛项任务 

5.1 比赛模式 

小学组为自动模式（45秒）+手动模式（75秒），初中组、高中

组为全自动模式（120秒）。 

5.2 比赛流程 

任务抽签→60 分钟调试→封存机器→第一轮比赛→第二轮比赛 

每轮比赛时间为 120秒，机器人完全在基地内出发完成任务。比

赛采用小循环，两轮比赛之间没有调试时间。 

5.3 任务解读 

5.3.1环境监测（自动任务） 



    该任务固定于场地任务一区域，机器人通过自身携带的芯片，

感应打开环境检测，探测仪启动旋转开始环境检测，电机随机指

向红色，蓝色，黄色得 40 分。 

初始状态                     完成状态 

5.3.2 基站激活(自动任务) 

该任务现场抽签决定放置任务区域，场地任务模型如下图，机器

人需要把球体从球架上拿下，放在下方的框内，不能让球体滚出框外

取下球并且放入下方框内得 40 分。 

      

初始状态                    完成状态 

 



            

未完成状态                          未完成状态     

5.3.3 开启滑动门（自动任务） 

该任务现场抽签决定放置任务区域，场地任务模型如下图，机器

人需要将滑动门从左边完全推动到右边，即可视为完成任务得 40

分。 

 

初始状态 

    

完成任务                       未完成任务 



5.3.4 开采矿物（自动任务） 

该任务现场抽签决定放置任务区域，场地任务模型如下图，机器

人需要触发场地任务道具，使绿色木质方块掉落，成功掉落得 40

分。 

    
    

        初始状态                       任务完成  

5.3.5 样本检测（自动任务） 

该任务现场抽签决定放置任务区域，场地任务模型如下图，两个

样本在待检测架上，机器人需要把红色样本，绿色样本完全放在

检测框内，每个 20 分，总计 40 分。 

 

初始状态                        完成状态 



 

得 20 分                     未完成状态，不得分 

5.3.6 排除故障（自动任务） 

该任务现场抽签决定放置任务区域，场地道具通道间距 5cm，

初始状态为红色方块（边长 3cm）放置在通道外，模型如下图。

机器人需要将红色方块推送到通道中，红色积木块完全进入通道

得 40 分，红色方块未进入通道或者部分进入通道不得分。 

   

        初始状态                     完成状态 

5.3.7 能源材料运输 

能源材料：材质为 EVA，尺寸为边长 50mm 的正方体红、

黄、蓝各 1 个分布在 A、B、C、D 中的三个区域，每个 30 分；

尺寸为边长 40mm 的正方体红、黄、蓝各 3 个分布在编号为 1-9

的位置上，每个 20 分。具体分布情况以现场抽签为主。 

仓储基站：基站大小长 175mm，宽 150mm,高 8mm 的平台，



如出现误差以比赛现场实际提供为主。 

小学组根据任务 5.3.1 检测结果运输相应颜色能源材料到仓

储基站；初中、高中根据赛前抽签决定运输对应颜色能源材料。

具体得分情况如下： 

5.3.7.1 能源材料运输至相应颜色基地并不与图纸接触，则算为有

效运输。 

 

有效状态            有效状态         无效状态 

5.3.7.2 小的能源材料必须堆叠在大的能源材料上方才为有效堆

叠，有效堆叠最高层数为 4 层。如搬运错误颜色到 5 层以下，每

有一个扣 10 分。 

             

有效满分堆叠计分如下         部分有效堆叠该图计分如下 

30+20×2+20×3+20×4              30+20×2-10+20×4 



      

部分有效堆叠该图计分如下         无效堆叠该图计分如下 

30+20×2+20+20                  30+20+20+20 

六、得分指标（评比指标） 

6.1 机器在自动任务阶段垂直投影完全离开任一出发区，得 20 分，

该任务不重复得分。 

6.2 机器在自动任务时间截止前自动返回任一出发区（车身垂直

投影在出发区）并不再进行接下来的自动任务，得 20 分。 

6.3 小学组自动任务阶段时间到后，统计自动任务得分，将机器

拿到出发区进入手动任务阶段，计时中间暂停。如小学组自动任

务阶段完成一些任务后，放弃其他任务直接进入手动任务阶段且

用时不超过 45 秒，手动任务计时从 45 秒后开始，总用时以手动

任务结束用时为主。 

6.4 小学组手动操控比赛后，机器人若出现卡死或者损坏需要维

修时，选手需重新拿回出发点的位置，罚时 10 秒（即机器放回

登陆点位置 10 秒后方可再次执行任务），其他情况触碰机器人

同样将罚时 10 秒，整个过程计时不停止。 



6.5 机器人在自动运行中如果出现故障或未完成某项任务，参赛

队员可以自行将机器人拿回基地重启，在这个过程中计时不会暂

停，最多重启 2 次，将根据该轮比赛结束后最终状态进行得分统

计。 

6.6 比赛进行 2 轮，累加两轮成绩之和为该队总成绩。如遇到总

分一致情况，用时较少的为优胜者。 

七、其他说明 

7.1 比赛开始后参赛队 5 分钟内未抵达比赛场地，该队将被是为

该轮弃权。 

7.2 不听从裁判员的指示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7.3 参赛队员在未经裁判长允许的情况下私自与教练员或家长联

系，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附件：星际探险工程挑战赛计分表 

 

星际探险工程挑战赛计分表 

队伍编号： 

序号 任务名称 得分状态 分值 第一轮 第二轮 

1 正常启动 
自动阶段垂直投影面完

全离开出发区 
20分   

2 环境检测 指针转动任一颜色区域 40分   

3 基站激活 小球落下并再框内 40分   

4 
开启滑动

门 
滑动门移动到另一边 40分   

5 开采矿物 矿物顺利掉落 40分   

6 样本检测 样本掉落在检测框内 20分/个   

7 排除故障 红色方块完全推入甬道 40分   

8 
能源材料

运输 

按要求将大的能源材料

运输到基站 
30分   

按要求将小的能源材料

运输到基站 

20分/个*

堆叠层数 
  

有其他颜色能源材料运

输到基站 
—10分/个   

9 
返回出发

区 

在自动任务结束前自动

返回出发区 
20分   

用时（秒）：   

总得分：  

总用时（秒）：  

 

选手签字： 

裁判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