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I ROBO普及赛规则

火星家园项目

一、比赛主题

嫦娥奔月、夸父追日、女娲补天……远在文字出现之前，中

国人就用口耳相传的传说，诉说着对于太空的向往。公元 1076

年，在那个明月高悬的秋夜，当宋代大诗人苏轼把酒问青天时，

是否会想到，近千年之后，中华民族开始了又一次超越梦想的飞

天——火星探秘。“火星上会有其他的生命吗？”“人类可以在火

星上生活吗？”有人说，我们身体里的每一粒原子，都来自于星

辰，对于太空，我们有太多的好奇。中国第一辆火星车已登陆类

地行星——火星，在全球范围内史无前例地一次性完成“绕、落、

巡”三大任务。本次比赛，我们就将用手边的机器人，模拟出火

星车将会完成的一系列家园建造任务，展现出与中国航天技术一

样的“创新精神”！

二、竞赛场地



（一）场地

竞赛场地包含一张地图和若干任务模型，地图尺寸

220cm×120cm，材质 510 刀刮布，水性油墨，哑光。场地上有一

个30cm×30cm的黑框作为机器人出发与回收区域（中间居下，简

称“基地”），辅助机器人行走的黑线宽度为 3cm，场地上有 7个

可变方向“任务点”，任务模型随机摆放在任务点上。地图直接铺

在平整的硬质地面或地毯上。

（二）场地环境

比赛一般在室内进行，采用自然光或者冷光源照明，低照度。

由于一般赛场环境的不确定因素较多，大赛组委会不保证现场光

照绝对不变。现场可能有随时间而变的阳光，可能会有照相机或

摄像机的闪光灯、补光灯或其它赛事未知光线的影响。组委会尽

力保证场地的平整度，但不排除场地有褶皱或不大于 5mm 的高

差。参赛队在做比赛解决方案时应考虑各种应对措施。

三、设备要求

参赛所需设备包含两部分：竞赛场地、参赛机器人。赛事主

办方提供标准竞赛场地，参赛单位自带参赛设备。每组参赛选手

必须至少拥有一个参赛设备。参赛设备需要满足以下要求：

（一）场地任务模型为 4mm±1mm 接口故参赛设备（“故”

字是对的吗？）所用零件接口，连接点尺寸≤4mm±1mm。

（二）设备须为国产品牌，主控仅允许有一块，且主频

≤1.0GHz。主控含嵌入式系统，不得使用开源类主控，包括但不

限于各品牌开源电子或自制主控板等。自带锂电池电源，不允许

使用干电池，比赛现场不允许遥控或者线控。



（三）设备上不允许出现、使用集成传感器或多功能整合传

感器。

（四）设备上各类接口≥16个。为保证安全，设备上不得出

现裸露接口，如插针、排针。

（五）根据任务需要改装比赛设备，要求比赛设备可重构，

重构过程不允许使用螺丝、轧带、胶水等辅助材料，所用积木件

材质必须为非金属。

（六）比赛设备的电池电压≤9V，设备电量不足可直接更换

电池。

（七）参赛设备中不允许使用舵机、伺服电机、步进电机，

允许使用直流电机、直流闭环减速电机，电机数量不限，传感器

数量不限。

（八）机器人在基地内的最大尺寸≤30cm长、30cm宽、30cm

高。离开基地后，机器人可以自由伸展，尺寸不限。

四、参赛形式

（一）参赛队伍

参赛队员组队参赛，每支队伍包含 1-3名参赛队员和 1名教

练员。团队成员分工及每轮比赛操作员由团队成员自行商定。

（二）组别设置

竞赛分为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各组别单独排名，参赛

选手需按实际年级报名对应组别。规则中公布的任务（以下简称

“公开任务”）设置、现场位置/方向调整数、现场神秘任务数各组

别分布情况如下表：



组别 公开任务 现场位置/方向调整数 现场神秘任务数

小学组 3 3 1

初中组 4 4 1

高中组 5 4 1

具体公开任务及神秘任务数量可能会根据各赛区进行改变，

组委会将会在竞赛前公布。调整方向和位置以便于学生完成任务

为原则。

五、比赛流程

（一）封闭调试

参赛队员入场需将所携带设备交由裁判进行检录。检录后按

照组委会发布的上场顺序依次上场。封闭调试开始时，公布场地

布置图和现场神秘任务，封闭调试时间为 90分钟。该阶段，参

赛队员可以自由组装参赛设备。在封闭调试结束前 10 分钟，场

地裁判会做预通知，请参赛选手尽快完成程序保存和下载。期间，

仅允许参赛选手进入场地，同时禁止参赛选手以任何形式获得场

外任何人的协助，否则视情节予以处罚直至取消比赛资格。建议

每 10-15队使用一个场地调试。

（二）设备封存

封闭调试结束后，在场地裁判的指挥下有序封存机器。机器

封存后直至当场比赛结束将不允许更换控制器和重新下载程序，

允许更换电池。机器人封存内容必须包含控制器，锂电池，完成

任务所需要的机构件根据场地裁判安排可不封存。

（三）场地确认



比赛开始后，参赛队伍按照场地裁判叫号依次上场。上场后

有约 1分钟准备与确认场地的时间，在 1分钟内参赛选手在设备

封存处取回参赛机器，完成场地任务模型确认，场地确认完成后

向裁判示意，有问题及时提出。

（四）完成任务

参赛选手有 180秒时间完成任务，按照场地裁判指令开始比

赛，场地裁判负责计时，参赛选手可提前示意裁判结束比赛。选

手示意或者 180秒时间到，场地裁判停止计时。

（五）成绩确认

计时结束后，请保持场地状态不变，场地裁判在《计分表》

上记录任务完成情况和用时、处罚情况，参赛队伍签字确认，场

地裁判签字确认，《计分表》生效。

（六）恢复场地

参赛队员将场地恢复到比赛前的状态，然后请场地裁判确

认。

（七）离场

参赛队员整理自己的设备并带离场地。

六、任务说明

各组别任务设置：

比赛现场所有任务道具都会摆放，除神秘任务外，小学组任

选 3个任务（如完成超过 3个任务，仅取分数最高的 3个任务计

入总分），初中组任选 4个任务完成（如完成超过 4个任务，仅

取分数最高的 4个任务计入总分），高中组需完成所有任务，各

组别可自行选择是否完成神秘任务。



任务 1：样本采集（100分）

说明：底座固定在场地上，仅可撞击摆锤使样本掉落，并将

样本采集回到基地。每成功收集一个样本得 50分，共两个样本。

上图所示为初始状态：平台呈水平状，样本置于平台上。

上图所示为完成得分状态：样本从平台上掉落，由设备收集

回基地，携带样本的设备任一垂直投影进入基地内视为任务完

成。

任务 2：物资卸载（80分）

样本 1

样本 2

平台倾斜

物资掉落



说明：底座固定在场地上，仅可按压操作杆使物资杠杆前方

货物掉落至前方收集栏。

上图所示为初始状态：杠杆后端抬起，物资置于前方支架上。

上图所示为完成得分状态：杠杆后端被压下，物资成功落入

收集栏，并与收集栏内地面接触。

任务 3：关闭安全舱（100分）

说明：底座固定在场地上，仅可推动舱门到底使其关闭，门

锁落下。

物资

物 资

接 触

栏 内

地面

收集栏

操作杆



上图所示为初始状态：舱门打开，门锁未落下。

上图所示为完成得分状态：舱门关闭，门锁落下，锁定舱门

使其无法被拉开。

任务 4：解锁安全气阀（300分，固定在任务点 C）

说明：底座固定在场地上，仅可操纵转柄使得解锁模块一层

层插入气阀并将其解锁（200分）。在解锁的情况下，卡槽从气

阀中取出并带回基地（100分）。

门锁抬起

舱门

门锁落

下

舱门推

到底



上图所示为初始状态：转柄竖直，设备位于气阀内，气阀未

被解锁，解锁模块插入气阀第一层，并与磁性机关相吸。

转柄
卡槽

气阀

解锁模块

磁性机关

气阀被推

到底

解锁模块

伸出气阀



上图所示为完成得分状态：气阀被解锁的前提下，卡槽被取

出并带回基地，卡槽任一部分垂直投影进入基地视为成功带回，

气阀未解锁的情况下卡槽被带回不得分。

任务 5：核废料回收（60分）

说明：底座固定在场地上。收集框空置，收集框上盖打开。

废料模型由裁判交给选手。

上图所示为初始状态：废料模型与收集框分离且收集框上盖

打开。

卡槽被

取出并

拖回基

地

收集框

废料模

型



上图所示为完成得分状态：废料进入收集框中且收集框上盖

合上。

任务 6：神秘任务（100分）

任务模型形态、初始状态、完成状态、摆放位置都在封闭调

试开始时公布。

七、重启及返回基地

（一）重启为机器人在运行中如果出现故障或未完成某项任

务，参赛选手可以向裁判员申请重试。此时参赛选手可以用手将

机器人拿回对应基地重新启动，裁判员同意重试后，场地状态保

持不变。如果因为未完成某项任务而重试，该项任务所用的道具

状态保持不变。重试时，选手需将机器人搬回基地，重新启动。

每场比赛重试的次数不限。重试期间计时不停止，也不重新开始

计时。重试前机器人已完成的任务有效。

（二）选手只能在基地触碰比赛设备，在基地外触碰比赛设

备会被要求重新从基地出发（简称“重启”）。重启会被记录重启

次数，若无重启则奖励 30分，每次重启扣除奖励额度 10分，直

至奖励额度被扣为 0。

收集框上盖

合上

废料模

型进框



（三）机器人返回基地的标准：机器人的任一结构的垂直投

影在基地范围内。机器人可以多次自主往返基地，不算重试。机

器人返回基地后，参赛队员可以接触机器人并对机器人的结构进

行更改或维修。

八、犯规和取消比赛资格

（一）未准时到场的参赛队，每迟到 1 分钟则判罚该队 10

分。如 2分钟后仍未到场，取消比赛资格。

（二）封闭调试期间如被发现参赛队员与场外人员接触，会

受到警告，视情节恶劣程度可取消比赛资格。

（三）在场地裁判未完全下达“开始”指令前，两次误启动将

取消比赛资格。

（四）机器人冲撞任务模型导致其损坏，会受到裁判的警告。

第 2次损坏任务模型，取消比赛资格。

（五）选手在“5.4 完成任务”阶段不允许触碰基地以外的任

务模型，否则该模型失效，即使该模型对应的任务完成也不计分。

（六）参赛设备不符合要求，裁判有权要求整改，整改后仍

不符合要求将会被取消比赛资格。

（七）场地裁判有文明监督权，发现不文明行为会予以警告，

仍不改正的提报裁判长，裁判长有权利判决相应队伍终止比赛。

不文明行为包含但不限于：恶意破坏其他队伍器材、恶意干扰其

他队伍调试或比赛、言语或肢体伤害、冲撞裁判等。

九、得分与排名

（一）得分



比赛分为 2轮，两轮的成绩相加、用时相加、重启次数相加。

两轮比赛原则上在一天内举行，两轮比赛任务模型是否变化，两

轮比赛之间是否还有调试时间，详见当日赛场公告。

（二）排名

首先根据总分排名，总分高者排名靠前，总分相同时总用时

少者排名靠前，总分和总用时都相同时总重启次数少者排名靠

前，如仍有并列，则名次并列。

注：本项目规则最终解释由山东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组委会

负责。本规则是实施裁判工作的依据，在比赛过程中裁判有最终

裁定权，凡是规则中没有明确的事项由裁判组决定。

附件：AI Robo·普及赛项目火星家园-计分表



附件：

AI Robo·普及赛-火星家园-计分表
编 号 组 别 □小学组 □初中组 □高中组

姓 名 学 校

任务 分值 第一轮 第二轮

样本采集

携带一个样本回基地 50

携带两个样本回基地 100

物资卸载 物资落入收集栏并接触收集栏内部地面 80

关闭安全

舱
安全舱门关闭，门锁落下 100

解锁安全

气阀

解锁模块插入气阀并将其解锁 200

设备从气阀取出并带回基地 100

核废料回

收
废料进入收集框且收集框上盖合上 60

神秘任务 详见赛场公告 100

重启记录
无重启奖励 30分，每重启一次-10 分

（此项请打正分）
30

用时（秒）请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单轮分数小计

两轮分数总计

裁判员：＿＿＿＿＿＿＿＿＿＿＿＿＿ 参赛选手：＿＿＿＿＿＿＿＿＿＿＿＿＿



AI ROBO普及赛规则

探索星际项目

一、竞赛主题

本赛季以“探索星际”为主题，通过模拟机器人探索宇宙星

体为场景，该场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位置移动，模拟寻找

契合星体，第二部分为目标发射，模拟完成星体标记任务，通过

以上竞技任务，培养新时代青少年的探索意识、创新精神。

二、竞赛场地

(示意图)

竞赛场地包含一张地图和若干任务位置点，地图尺寸

1.4m*1.2m，材质510刀刮布，水性油墨，哑光。场地上有两处半

径30cm的扇形区域作为机器人出发与回收区域（上图左侧和右下

侧，简称“启动区”），位置1-5圆形区域的直径为22.5cm，场



地上有1个直径为51cm的“圆形区域任务标记点”，任务区域等

分为四个区域，均以不同颜色标记。

三、竞赛场地环境

比赛一般在室内进行，采用自然光或者冷光源照明，

低照度。由于一般赛场环境的不确定因素较多，大赛组委会不保

证现场光照绝对不变。

现场可能有随时间而变的阳光，可能会有照相机或摄像机的

闪光灯、补光灯或其它赛事未知光线的影响。组委会尽力保证场

地的平整度，但不排除场地有褶皱或不大于5mm的高差。参赛队

在做比赛解决方案时应考虑各种应对措施。

四、竞赛环境

（一）编程系统：能够完成竞赛的编程软件。

（二）编程电脑：参赛选手自带竞赛用笔记本电脑、平板电

脑、有网络的手机（但不允许通讯），并保证比赛时笔记本电脑

电量充足（可自备移动充电设备）。

（三）禁带设备：U盘、对讲机、具备通信或存储功能的手

表（环）等。

五、竞赛器材

（一）设备能够独立运行，自带锂电池电源，不允许使用干

电池。比赛现场机器人能够支持遥控和编程模式，机器人不允许

线控。

（二）设备上不允许出现、使用传感器或多功能整合传感器。

（三）设备上各类输入输出接口限5个，最多允许使用1个LED

灯。



（四）地面设备需要根据任务的需要改装比赛设备，要求比

赛设备可重构，重构过程不允许使用螺丝、轧带、胶水等辅助材

料，所用积木件材质必须为非金属，连接点尺寸小于5mm。

（五）比赛设备的电池电压不得高于8.4V,比赛设备电量不

足时可直接更换设备（现场最多允许带2个）。

（六）参赛设备中地面设备不允许使用舵机、伺服电机、步

进电机、闭环电机，允许使用直流开环电机，电机数量限四个。

（七）参赛选手可以拥有备用控制器（最多备用1个），但

在比赛完成任务过程中只允许使用1个控制器所组成的1台机器

人。

（八）机器人的车体尺寸在启动区内的最大尺寸为长22cm、

宽22cm、高33cm，除车体外的柔性部分（如线缆）可以允许超出

起点边框的一定距离，超出部分垂直投影不得大于2cm。离开启

动区后，机器人可以自由伸展，尺寸不限。

六、参赛队伍

参赛队员组队参赛，每支队伍包含1-2名参赛队员和1名指导

老师，通过学校进行报名。团队成员分工及每轮比赛操作员由团

队成员自行商定。

七、组别设置

竞赛分为小学低年级组（1-3年级）、小学高年级组（4-6

年级）、中学组。各组别单独排名。各组别分布情况如下表：

组别 手动任务 自动任务

小学低年级组（1-3年级） 4 0

小学高年级组（4-6年级） 3 3



中学组 4 4

八、赛制说明

竞赛分小学低年级组（1-3年级）、小学高年级组（4-6年

级）、中学组，各组别进行比赛。比赛不分初赛与复赛。主办

方保证同一组别的所有参赛队有相同的上场机会。比赛开始前需

按照裁判要求封存设备，依次上场比赛。比赛共两轮，单轮比赛

时间为180秒，按抽签顺序，参赛队轮流上场比赛。

九、比赛流程

（一）封闭调试

参赛队员检录入场进入准备区，裁判员将对参赛队携带的机

器人进行检查。封闭调试开始时，公布场地布置图和现场随机任

务，封闭调试时间为90分钟。该阶段，参赛队员可以自由搭建参

赛设备、程序编写和调试。在封闭调试结束前10分钟，场地裁判

会做预通知，请参赛选手尽快完成程序保存。仅允许参赛选手进

入场地，同时禁止参赛选手以任何形式获得场外任何人和任何方

式的协助，否则视情节予以处罚直至取消比赛资格。

（二）场地确认

比赛开始后，参赛队伍按照场地裁判叫号依次上场。上场后

有约1分钟准备与确认场地时间。在1分钟内，参赛选手在设备封

存处取回参赛机器，完成场地任务位置确认，场地确认完成后向

裁判示意，有问题及时提出。在规定时间内未能上场的参赛队，

视为弃权。



（三）完成任务

裁判员确认参赛队准备就绪后，发出“3、2、1，开始”的

倒计时口令。听到“开始”命令后，队员方可启动机器人。启动

后，机器人如误将所携带的物品抛出场地，本轮比赛期间（重试

除外），该物品不得再回到场地。参赛选手单轮有180秒时间完

成任务，场地裁判负责计时和计分，参赛选手可提前示意裁判结

束比赛。选手示意或者180秒时间到，场地裁判停止计时。

（四）成绩确认

计时结束后，请保持场地状态不变，场地裁判在《计分表》

上记录任务完成情况和用时、处罚情况，参赛队伍签字确认，场

地裁判签字确认，《计分表》生效。

（五）恢复场地

参赛队员将场地恢复到比赛前的状态，然后请场地裁判确认。

（六）离场

经场地裁判确认后参赛队员方可离场，将所带设备带离场地。

十、任务说明

（一）任务抽签

1.抽签决定出发位置。出发位置为启动区域1或启动区域2。

2.抽签决定移动位置的序号及顺序。从位置1、2、3、4、5，

五个位置中抽取组别对应的数量（小学组低年级组（1-3年级）2

个，小学高年级组（4-6年级）3个，初中组4个），并根据抽签

顺序决定移动顺序。假设是小学组：第一个抽到位置1，第二个

抽到位置2，第三个抽到位置3，那么就按照顺序先移动到位置

1，然后是2，最后是3。初中组同上。



3.抽签决定位置6内发射目标的颜色及顺序。从颜色

紫、蓝、黄、绿，四种颜色中抽取组别对应数量的颜色（小学低

年 级 组 （ 1-3 年 级 ） 任 意 颜 色 都 可 得 分 ， 小 学 高 年 级 组

（4-6年级）3个，初中组4个），并根据抽签顺序决定目标顺序。

假设是小学组：第一个抽到紫，第二个抽到蓝，第三个抽到黄，那

么就按照顺序先击中紫，然后是蓝，最后是黄。初中组同上。

（二）任务流程

1.小学低年级组（1-3年级）：机器人从抽签决定的启动区

出发，按照裁判现场抽签规定的位置确定路线。小学低年级组（

1-3年级）需完成4个手动任务，分别为2个移动任务和2个发射任

务。第一个移动任务为：机器人通过遥控模式移动到抽签决定的

第一个位置（部分接触该区域即可）。第一个发射任务为：机器

人需要通过遥控模式将机器人球舱中（可手动装填）的任务球投

射到位置6的任意区域，随后机器人需要移动到第二个位置，再

次进行投射，完成所有任务返回任意启动区即可。

任务球要求：EVA泡沫，直径40mm±5mm

2.小学高年级组（4-6年级）：机器人从抽签决定的启动区

出发，按照裁判现场抽签规定的位置确定路线，小学高年级组（

4-6年级）需完成3个手动任务和3个自动任务，第一个手动任务

为：机器人通过遥控模式移动到抽签的第一个位置（部分接触该

区域即可）。第一个发射任务为：机器人需要通过编程模式将机

器人球舱中（可手动装填）的任务球投射到位置6的第一个抽签

区域，此时必须亮蓝灯提示射击标记点，投射模式必须为编程模

式。随后机器人需要切换手动模式移动到第二个位置，再切换到



自动模式按照第二个抽签颜色射击，第三个位置依次按照上述规

则完成，完成所有任务返回任意启动区即可。

任务球要求：EVA泡沫，直径40mm±5mm

3.中学组：机器人从抽签决定的启动区出发，按照裁判现场抽签规

定的位置确定路线，中学组需完成4个手动任务和4个自动任务，第一个

手动任务为：机器人通过遥控模式移动到抽签的第一个位置（部分接触

该区域即可）。第一个发射任务为：机器人需要通过编程模式将机器人

球舱中（可手动装填）的任务球投射到位置6的第一个抽签区域并，此

时必须亮蓝灯提示射击标记点，投射模式必须为编程模式。随后，机器

人需要切换手动模式移动到第二个位置，再切换到自动模式，按照第二

个抽签颜色射击，第三、四个位置依次按照上述规则完成，完成所有任

务返回任意启动区即可。

任务球要求：EVA泡沫，直径40mm±5mm

十一、重启及返回启动区

（一）重启为机器人在运行中如果出现故障或未完成某项任

务，参赛选手可以向裁判员申请重试。此时参赛选手可以用手将

机器人拿回对应启动区重新启动，裁判员同意重试后，场地状态

保持不变。如果因为未完成某项任务而重启，该项任务所用的道

具状态保持不变。重启时，选手需将机器人搬回启动区，重新启

动。每场比赛重启的次数限 3 次，重启期间计时不停止，也不重

新开始计时，重启前机器人已完成的任务有效。

（二）机器人返回启动区的标准：机器人的任一结构的垂直

投影在启动区范围内。机器人可以多次自主往返启动区，不算重



试，机器人返回启动区后，参赛队员可以对机器人的结构进行更

改或维修。

十二、犯规和取消比赛资格

（一）未准时到场的参赛队，每迟到 1 分钟则判罚该队 10

分。如 2 分钟后仍未到场，取消比赛资格。

（二）封闭调试期间，如被发现参赛队员与场外人员接触，

会受到警告，视情节恶劣程度交由裁判长判决。

（三）在场地裁判未完全下达“开始”指令前，两次误启动

将取消比赛资格

（四）参赛设备不符合要求，裁判有权要求整改，整改后仍

不符合要求将会被取消比赛资格。

（五）场地裁判有文明监督权，发现不文明行为会予以警告，

仍不改正的提报裁判长，裁判长有权利判决相应队伍终止比赛。

不文明行为包含但不限于：恶意破坏其他队伍器材、恶意干扰其

他队伍调试或比赛、言语或肢体伤害、冲撞裁判等。

十三、得分与排名

（一）得分

比赛分为 2 轮，两轮的成绩相加、用时相加、重启次数相加。

两轮比赛原则上在一天内举行，两轮比赛任务位置是否变化，两

轮比赛之间是否还有调试时间，详见当日赛场公告。

（二）排名

首先根据总分排名，总分高者排名靠前。总分相同时，总用

时少者排名靠前。总分和总用时都相同时，总重启次数少者排名

靠前，如仍有并列，则名次并列。



注：本项目规则最终解释由山东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组委会

负责。本规则是实施裁判工作的依据，在比赛过程中裁判有最终

裁定权，凡是规则中没有明确的事项由裁判组决定。

附件：AI ROBO 普及赛-探索星际项目-计分表



附件：

AI ROBO 普及赛-探索星际项目-计分表

编号 组别 小低组

队名 学校

任务 分值 第 1 轮 第 2 轮

1
手动模式移动到第一个区域(50 分)，手动

模式亮灯成功击中对应区域（50分）。
100

2
手动模式移动到第二个区域(50 分)，手动

模式亮灯成功击中对应区域（50分）。
100

超时处罚
单次时间3分钟，每超时1秒减1分，超时

30秒本场次判为0分。
/

用时（秒）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单轮分数小计

两轮分数总计

其他说明

注：此表为任务分+时间分。为便于统计，计分表不得空项。得分请计分，负分

请标记“-”不得分请打“0”分。

参赛选手： 裁 判 员：



AI ROBO普及赛-探索星际项目-计分表
编号 组别 □小高组、□中学组

队名 学校

任务 分值 第 1 轮 第 2 轮

1
手动模式移动到第一个区域(50 分)，自动

模式亮灯成功击中对应区域（50 分）。
100

2
手动模式移动到第二个区域(50 分)，自动

模式亮灯成功击中对应区域（50 分）。
100

3
手动模式移动到第三个区域(50 分)，自动

模式亮灯成功击中对应区域（50 分）。
100

4
手动模式移动到第四个区域(50 分)，自动

模式亮灯成功击中对应区域（50 分）。
100

超时处罚
单次时间3分钟，每超时1秒减1分，超时

30秒本场次判为0分。
/

用时（秒）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单轮分数小计

两轮分数总计

其他说明

注：此表为任务分+时间分。为便于统计，计分表不得空项。得分请计分，负

分请标记“-”不得分请打“0”分。

参赛选手： 裁 判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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