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六届河北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

APM X 机器人工程挑战赛主题与规则

1 比赛背景

地球能源探索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也是重要任务之一。随着人口增长和经

济发展，传统能源资源不断消耗，过度使用和依赖不可再生资源带来的能源危机日趋加重。

面对能源危机，开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新时代是大势所趋。

面对气候变化、环境风险挑战、能源资源约束等日益严峻的全球问题，我国始终坚持树

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发展并与

全球共同寻求加快推进全球能源可持续发展的新道路。

“能源世界”赛项是团队以协同合作的方式，完成新型能源的开采和利用的相关任务。

通过对新能源的探索，激发青少年对科技的兴趣，学习关于机器人的知识，并应用到实际生

活中，全面提高青少年的创新能力和科技素养。

2 比赛概要

2.1 比赛组别

比赛按小学组（一至六年级）、初中组组别进行。每支参赛队只能参加一个组别的比赛，

不得跨组别多次参赛。

2 人/队伍，指导教师：1人（可空缺）。每人限参加 1个赛项、1支队伍。

选手应具备机器人基础知识，以及机器人设计和编程的基本能力。

2.2 比赛主题

能源世界

2.3 比赛方式

比赛轮次：比赛含不少于三轮场地竞赛。每轮用时 90 秒。

取分标准：比赛含不少于三轮场地竞赛。每支参赛队取比赛得分最高的一次计为成绩，

成绩高者排名靠前，若成绩相同，完成任务时长少者排名靠前。若成绩、完成任务时长均相

同，则判定为并列名次。

环境要求：场地尺寸长 158cm(±1%)×宽 158cm(±1%)。

机器人要求：机器人在启动区的尺寸限制在长 30cm×宽 30cm×高 30cm 以内；启动后机

器人可自由延展且尺寸无限制。其他机器人要求见任务说明。

2.4 比赛时间

90s



3 比赛内容及任务要求

3.1 器材要求

3.1.1 机器人在启动区的尺寸限制在长 30cm×宽 30cm×高 30cm 以内；启动后机器人可自由

延展且尺寸无限制。

3.1.2 每支队伍两台机器人。

3.1.3 机器人使用 STM32 核心控制器，有 6 个三线电机端口和 6 个三线数字及模拟传感器端

口。三线电机使用数量不超过 6 个。

3.1.4 每台机器人电池饱和电压不得超过 8.4V。

3.2 竞赛任务

3.2.1 任务概述

每场比赛由 15 秒的“自动运行阶段”和 75 秒的“遥控互动阶段”两个阶段组成。该场

比赛分数由“自动运行阶段”的分数和“遥控互动阶段”分数相加组成。

3.2.2 任务说明

3.2.2.1 自动运行阶段任务：开启能源之旅

机器人自主行驶，机身垂直投影完全驶离出出发区。机器人出发位置将由现场抽签决定。

3.2.2.2 自动运行阶段任务：降低碳强度

机器人自主行驶，把位于最高处的橙色能量块移除，并且橙色能量块与场地面接触。

3.2.2.3 自动运行阶段任务：技术合作

机器人自主行驶，把两个位于最高处的橙色能量块均移除并与场地面接触，且两个橙色

能量块状态一致（两个橙色能量块向上的图案相同）。

3.2.2.4 遥控互动阶段任务：能源运储

机器人获取能量块，放进未来城市高塔或低塔，且不脱落为成功。机器人可通过遥控方

式完成任务。

3.2.2.5 遥控互动阶段任务：能源转换

机器人获取能量块，放进未来城市高塔或低塔，不脱落且塔内上下能量块颜色不同。机

器人可通过遥控方式完成任务。

3.2.2.6 遥控互动阶段任务：互联共享

机器人获取能量块，放进未来城市塔内，不脱落且三个塔内横向同样高度的能量块颜色

一致（能量块的横向高度指所在的塔内从下至上的顺序）。机器人可通过遥控方式完成任务。



3.2.2.7 遥控互动阶段任务：低碳目标

机器人获取橙色能量块，并放进未来城市高塔或低塔封顶（橙色能量块是塔内最上面的

能量块），则将根据封顶的橙色能量块向上的图案所代表的低碳目标状态（笑脸图案代表最

佳，平静表情图案代表一般，悲伤平静图案代表差）获得相应的分数。机器人可通过遥控方

式完成任务。

3.2.2.8 特殊得分状态的判定

每场比赛结束时，如同一水平位置有两个或多个能量块，或能量块倾斜无法判定向上的

方向，则将以裁判的判定为准。

3.2.2.9 用时与次数

组别 现场编程调试时长 规定任务时长 规定任务轮次数

小学，初中 根据比赛时间安排 90 秒/次 3 轮

1.现场编程调试时长：在此时间内，每个组别所有参赛队伍统一进行编程与调试。

2.规定任务时长：机器人完成比赛所限定的起止时间，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比赛，则强制结束

本次比赛。

4 比赛场地与环境

4.1 比赛场地

图 1 比赛场地示意图



图 2 比赛场地透视图

4.2 场地尺寸

4.2.1 赛台高度为 40cm，场地尺寸长 158cm(±1%)×宽 158cm(±1%)，场地四周塑料围板尺

寸为长 150cm(±1%)×宽 150cm(±1%)×高 9cm(±1%)，厚度为 4mm(±1%)。

4.2.2 出发区位于场地两侧该区域尺寸为长 30.2cm×宽 30.2cm(±1%)，位于竞赛场地的两

侧。

4.2.3 1 个未来城市高塔位于场地中间，尺寸为长 12cm(±1%)×宽 11.8cm(±1%)×高

33.5cm(±1%)。

4.2.4 2 个未来城市低塔位于未来城市高塔斜两侧，尺寸为长 12.8cm(±1%)×宽

11.8cm(±1%)×高 22.5cm(±1%)。

图 3 未来城市高、低塔示意图

4.2.5 共有 24 个实心正方体能量块（分别是 10 个灰色天然能源块，10 个紫色二次能源块，

4个橙色减碳能量块）尺寸均为 7cm(±1%)，重量均为 40g(±1%)，摆放在场地四个角落处。



图 4 方块示意图

5 比赛规则

5.1 计分说明

比赛

阶段
任务 说明 分值

自动

运行

阶段

开启能源之旅

机器人自主行驶完全驶离出出发区，

且自动阶段结束时，机器人垂直投影

完全不在基地内

10 分/台

降低碳强度

机器人自主行驶，把位于最高处的橙

色能量块移除，并且橙色能量块与场

地面接触

10 分/个

技术合作

机器人自主行驶，把两个位于最高处

的橙色能量块均移除并与场地面接

触，且两个橙色能量块向上的图案相

同。

10 分

遥控

互动

阶段

能源运储
机器人获取能量块，放进未来城市高

塔或低塔，且不脱落
5分/个

能源转换

机器人获取能量块，放进未来城市高

塔或低塔，不脱落且塔内上下能量块

颜色不同

10 分/个

互联共享

机器人获取能量块，放进未来城市高

塔或低塔，不脱落且三个塔内横向同

样高度的能量块颜色一致

10 分/个

低碳目标

机器人获取橙色能量块，并放进未来

城市高塔或低塔封顶，低碳目标状态

为差

10 分/个

机器人获取橙色能量块，并放进未来

城市高塔或低塔封顶，低碳目标状态

为一般

20 分/个



机器人获取橙色能量块，并放进未来

城市高塔或低塔封顶，低碳目标状态

为最佳

30 分/个

5.2 成绩计算

1.规定任务时长内只完成部分任务， 按实际完成的任务计算得分。

2.得分=任务累计分数。

3.取 3轮比赛得分高的一次计为最终成绩，成绩高者排名靠前，若成绩相同，完成任务时长

少者排名靠前。

4.若成绩、完成任务时长均相同，则判定为并列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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