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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无人驾驶主题赛规则 

 

一、 任务 

在虚拟的城市环境中，设计一个机器人并模拟实现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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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动作并抵达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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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高效的问题解决方案。 

二、 竞赛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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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科知识予以

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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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竞赛三维场景示意 

三、 任务规则 

(一) 竞赛路线 

要求机器人从起点出发，在规定时间内自选完成各类无

人驾驶技能挑战任务。任务终点有明显可见标记，从起始点

到终点的路线由选手自行规划。 

(二) 竞赛任务变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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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上的车辆的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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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车路段的数量和位置； 

5.路面减速带的位置、数量、大小； 

6.各交叉路口可能会出现数量不等的道路隔离栏杆； 

7.负载通行货物的数量、尺寸和重量可能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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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机器人携带的可用能量值可能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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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竞赛任务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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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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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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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机器人从起点出发到达终点或任务结束

实际所用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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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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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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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使用频度、

数量、类型等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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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任务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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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任务过程中有多种可获得附加分的附加任务，包括：

安全会车、飞车、礼让行人、负载通行。各附加分的分值如

下： 

安全会车：5 分/处； 

飞车：10 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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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让行人：20 分/处； 

负载通行：共 50 分。 

注：机器人在任务限时内未成功到达终点，获得的附加

分依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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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公式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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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任务得分 = 基础分 + 附加分 

+ 时间奖励分。 

（八）机器人行为规范 

要求选手设计的机器人在运行时，须全程在无人工干预

的情况下自主完成挑战动作。 

（九）得分提交和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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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高得分的提交时间先后

区分，更早提交成绩的排名靠前，如提交时间也相同，则比

较第 2 高的得分及提交时间，依此类推。 

（十）附加任务及得分说明 

1.礼让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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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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3 所示。机器人须具备检测

能力，当人行横道出现正在通行的模拟人时，机器人须在路

口白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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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礼让行人示意 

2.安全会车 

在道路上会出现正在道路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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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安全会车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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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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任务开始运行后的第 3 秒自动输送一次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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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负载通行示意 

4.飞车 

在道路中有明显标记的带坡路段，如图 4 所示。机器人

经过此路段时，能整体腾飞并在空中滑行超过 2 米并驶出此

路段后，可获得飞车得分，此任务主要考察机器人系统在极

端姿态下的结构和算法稳定性。飞车距离从机器人整体离开

路面时为起点，机器人任何一部分再次接触路面时为终点进

行计算。无论机器人当次通过此路段是否获得飞车得分，再

次通过时均不会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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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飞车路段示意 

四、 组队方式  

比赛分为小学、初中、高中三个组别，以单人方式参赛，

每位选手的辅导老师数量不超过 1 名，选手为截止 2025 年 6

月在校学生。 

五、 操作规范 

（一）活动平台约定 

统一使用组委会提供的虚拟机器人在线仿真平台，选手

需统一使用合规、有效的平台授权登入。 

（二）登入竞赛平台 

启动竞赛平台，使用有效的授权用户名、密码，登入。

在项目列表中选择对应组别的任务场地，无须选择机器人和

控制程序，直接选择“进入场地”，进入任务运行环境。 

（三）设计机器人结构和程序及运行调试 

在任务运行窗口中，进入“编辑机器人”或“编辑程序”，

对系统提供的基本机器人结构和程序进行自主任意编辑，并

进行任务调试及完成比赛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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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临场设计入口图示 

注：默认提供的控制器可删除更换成自己所需的控制器。 

（四）提交成绩 

任务完成时系统自动显示本次得分。 

选手需要提交本次任务运行成绩时，点击“提交成绩”，

提交后，可提交的次数将会减 1，当提交次数为 0 时不能再

提交成绩。不需要提交成绩时，可“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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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成绩提交图示 

六、 其它说明  

(一) 竞赛平台  

统一使用 IROBOTQ 3D 机器人在线仿真平台。  

(二) 成绩提交  

各组别选手的成绩提交次数为 5 次，任务完成或任务中

止后均可提交成绩。  

(三) 竞赛成绩与排名  

选手的竞赛成绩是所有提交的成绩中的最好成绩。排名

以最好成绩为依据，当 2 个以上选手的最好成绩相同时，比

较最好成绩的提交时间，更早提交的选手排名靠前。  

(四) 故障处理  

如竞赛用计算机及竞赛环境中途出现故障（网络中断或

死机等），选手可重新启动计算机或更换电脑后继续比赛，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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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信息（机器人、控制程序和已提交过的成绩）将做一定时

间内的保留，如果裁判认定某一队故意利用本规则获利，该

队将受到警告，严重者将取消其比赛成绩。  

其它赛事组织工作以组委会通知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