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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互通“芯”挑战赛项规则

一、 赛事背景：

全国科技工作者要坚定创新自信，着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在“卡脖子”

技术领域取得更多突破，把技术和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习近平

近几年来，随着社会经济以及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

极大的便利。电子信息技术的出现也推进了社会的不断发展，现如今，电子信

息技术已经应用于各行各业，电子信息技术在我们的工作以及生活中都发挥着

非常大的作用。但是在我国电子信息技术发展的过程中逐渐的显露出一些问题，

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够有效的解决，那么这必定会影响我国电子信息技术的可持

续发展。

二、 赛事概要

（一）赛事目的

本赛事旨在鼓励参赛学生大胆思索，勇于创新，提升青少年在通信技术领

域的专业知识储备及应用实践能力，为我国电子信息技术人才培养打下坚实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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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平竞赛中，参赛学生在教练引导下一路前行让他们迎接胜利和失败，

同时也在这种支持性的沉浸式环境中茁壮成长、掌握知识。

最后，在公平竞赛结束时，学生们可以说，他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学到

了知识，并获得了乐趣。

（二）参赛对象

初级组：2023 年 6 月在校 1-3 年级学生。

高级组：2023 年 6 月在校 4-6 年级学生。

（三）参赛要求

每组 1~2 名队员，1 名指导老师。

三、 比赛内容及任务要求

（一）比赛主题

互联互通“芯”挑战

（二）参赛设备要求

1. 每队 1 台智能设备。整体结构需采用塑料积木搭建而成，不得使用一体机

模式。控制器，传感器，动力源需为独立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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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智能设备处于启动区时外尺寸(含柔性材料)长不得超 15 cm，宽不得超过

15cm，高度不做限制。

3. 每台智能设备只允许使用不超过 3 个动力源，单个动力源供电<5V，由控

制器供电。

4. 智能设备控制器只能使用 1 个，控制器不含电池要求重量<35g，内置六

轴陀螺仪，至少 2 个七色 LED 灯，不少于 7 个设备接口。

5. 控制器采用 2 个 AA 锂电池供电，单个电池电压不低于 3V，总供电电压

<8.5V。

6. 不得使用工程积木连接以外的方式连接部件，如胶水粘接，焊接，螺丝螺

母及其他非工程积木零件等。

四、 比赛场地

（一）、地图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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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二）赛题总则

1.参赛设备从安全区域位置出发，完成相应的任务。

2.不得使用工程积木连接以外的方式连接部件，如胶水，焊接，螺丝螺母

及其他非工程积木零件等。

3.参赛设备完成单个任务每轮行动机会的最大限时为 120 秒。

4.参赛设备起始大小不得超过 15cm X 1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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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赛设备一旦启动，则不能通过任何人为方式干扰参赛设备运动（手动

干扰，遥控干扰，破坏性干扰） 。

6.比赛中，每项任务共有两轮，取两轮中最好成绩的一轮为最终成绩。

7.比赛过程中体现队伍素质，个人素养，并设置思想道德分。

五、 比赛规则

（一）任务 1：物资运输（难度：★★）

1.参赛设备从安全区出发，需要以最快的速度把储存区的物资道具送到对

应的军需仓库区域。

2.比赛开始会在固定位置（D 位置）放置物资道具，裁判现场抽取指令区

放置颜色块（蓝、黄），表示蓝、黄军需仓库哪一个为终点。

以下案例以裁判抽到指令区黄色颜色块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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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指令区颜色抽到黄色砖块

图 3：完成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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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赛设备与物资道具必须完全进入军需仓库内。

图 4

（二）任务 2：突破封锁线（难度：★★）

1.参赛设备从 1 号安全区出发，需要避开障碍物品，到达 2 号安全区，完

成在狭窄通道中突破敌军封锁的任务。

2.比赛开始会抽取 ABCDEF 障碍组合，最多使用 3 块挡板作为障碍组合。

完成任务过程中不得将挡板完全移出 ABCDEF 对应标志位，移出视为任务失败。

3. 参赛设备完全突破所有障碍屏障的标志是，参赛设备完全避开障碍物，

进入 2 号安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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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障碍组合，安全区 2 为终点

图 6：完成样例

4.参赛设备必须完全进入安全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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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三）任务 3：扫雷行动（难度：★★）

1.参赛设备从 1 号安全区位置的黑线（巡逻线）出发，沿着黑线（巡逻线）

到达 2 号安全区。

2.参赛设备在行进过程中必须在黑线（巡逻线）上，否则视为任务失败。

图 8

3.在 A、B、C、D、E、F 的任一位置设置任务物品，代表路边炸弹，参赛设

备需要把炸弹完全推出放置物品对应储存区，视为排除安全隐患。参赛设备必

须通过传感器检测的方式检查出炸弹。

下图所示案例以裁判抽到炸弹存放置于 D 点为例块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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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抽到 D 位置有一个爆炸物

图 10: 完成样例

4.参赛设备必须完全进入 2 号安全区。



11

图 11

（四）任务 4：守护通信安全（难度：★★★）

1.参赛设备从 1 号安全区出发，识别 ABCDEF 标记上随机的颜色块，再返

回 2 号安全区，并将识别的颜色按顺序亮出相应颜色的灯光。

2.比赛前，裁判会在 ABCDEF 这 6 个标记点随机摆放 2~4 个积木方块。积

木方块颜色为红、绿、黄、蓝四种。

下图所示案例以裁判抽到绿、红、黄颜色块并先后放置再 B、C、E 三点为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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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一种模式（绿红黄三色）

3.参赛设备必须完全进入 2 号安全区。

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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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任务五：战地急救-寻找最短路径（难度：★★★）

1.参赛设备从 1 号安全区位置出发，沿着黑线（巡逻线）运动，到达 2 号

安全区，寻找最短路径。

2. 裁判依托 A、B、C、D、E、F 这 6 个位置对场地生成随机捷径，会抽选

3 个点增加黑线链接，其中只有 B、C、D、E 四个点可能产生捷径路线，A、F

点为干扰路线。

下图所示案例以裁判抽到 B、C、E 三点生成随机捷径为例：

图 14:随机生成捷径

3.参赛设备必须完全进入 2 号安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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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六、比赛任务

初级组：（任务 1-3，任选 2 题）

高级组：（任务 1-3 任选 1 题，任务 4-5 任选 1 题）

参赛人员根据组别，自行选择任务。

七、 比赛流程

（一） 备赛环节

参赛人员自行学习比赛规则、设备编程、结构搭建等与比赛相关的知识，

在赛前需备好参赛设备、备用器材等。

（二） 参赛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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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参赛流程

1.资格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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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当天，参赛队到场后依次签到，并审核参赛资格，审核通过领取比赛

评审表。

1.1 自带器材参赛的队伍：

 设备审查：

自带器材参赛的队伍，前往设备审查区，现场工作人员对参赛队携带的器

材进行检查。

 审查方式：

参赛队自行携带已组装好的参赛设备进入设备审查区，允许自行携带散件

备用件，赛场不设现场组装区域。

各队伍提交参赛设备，由技术裁判根据规则要求（详细要求见本规则“三、

（二）参赛设备要求”）进行判定，设备符合要求通过审查的队伍，工作人员

将为参赛设备贴上专属设备编号，编号不可私自撕毁 ；设备不符合要求未通过

审查的队伍，不再进入比赛任务区，有序离场。

1.2 未自带器材参赛的队伍：

程序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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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自带设备器材的参赛队伍，前往程序审查区，各参赛队需提前选定任务，

完成参赛程序准备，现场以程序文件的方式进行提交。

审查方式：

参赛队伍将程序拷贝到现场专用电脑，由现场技术裁判使用专用电脑运行

参赛队伍提交的程序，导入现场提供的比赛备用器材。若能连接且备用器材能

正常工作（至少电机能运转），则程序审查通过，选手可以前往比赛任务区进

行准备；若备用器材不能正常工作（电机不能运转），则程序审查不通过，比

赛结束，选手有序退场。电机不能重复使用，重量有要求 35g 重量

正式比赛环节 ：

1.准备环节

通过资格性审查的各参赛队伍，按各队分组编号，前往对应比赛场地备赛

区待命，此时可登记申请使用备用器材。

★注：备用器材为所有选手共用，以应对“电机、智能模块、结构件等部件失灵或缺失

等突发情况”或“未带器材但通过程序审查选手整机使用”，需有序申请，使用时爱惜，使

用后归还。

2.赛前准备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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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裁判长宣告调试环节开始后，各场地裁判宣读本场地各任务抽签结果，

公布各任务道具随机点位。

在备赛区待命的参赛队伍，按照裁判通知顺序，依次入场调试。

每支参赛队伍，有 3 次场地测试机会，每次测试时间不超过 3 分钟，场地

标准测试时间共计 90 分钟，实际时间可根据场地参赛队伍数量进行调整。

当裁判长宣告调试环节结束后，需要将参赛设备拿到封存区进行封存。

3.比赛环节

(1) 参赛选手听从裁判叫号，按叫号顺序从封存区获取属于自己的参赛设

备并前往指定的比赛场地。

(2) 每个任务有两轮行动机会，各队伍轮流上场行动，两轮行动中等待时

可对程序进行调整，单个任务得分最终成绩，取两轮行动中得分高的

一次。

(3) 叫到号的参赛队伍，核对【记分表】中的队伍信息，核对无误后放置

参赛设备到地图出发位置，进入准备阶段，该阶段不超过 120 秒，

准备完成后向裁判举手示意比赛可以开始。若超过 120 秒，则裁判

宣布当前任务本轮行动失败，等待裁判通知进行第二轮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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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比赛开始的口令：裁判指令为 3-2-1-开始。听到【开始】才能让参

赛设备从起点出发（开始时允许手动启动），同时裁判开始计时。若

选手抢跑，紧张按错等意外，裁判应给予一次重新开始机会。

(5) 若参赛设备在行动过程中存在违规作弊等行为，则判 0 分+120s。

(6) 比赛停止后，裁判按照既定规则记录分数及用时，同时必须与参赛选

手进行复核，参赛者核对无误后让其在【得分表】上签字确定。一旦

参赛者签字确定，本轮分数将不再更改。

(7) 如若参赛者对本轮分数有异议，必须告知裁判，并暂缓签字。待核查

清晰后再进行签字。如果发现恶意不签字拖延时间，现场出示警告。

(8) 参赛者当前任务两轮行动机会用完后，将设备放回封存区，当前任务

所有参赛队伍行动结束后，场地裁判宣告“XX 任务比赛结束“，并

对参加下一项任务的参赛队伍叫号。

(9) 下一项任务参赛队伍有序将参赛设备从封存区拿回， 按照上述“（1）

~（8）”的顺序，进行下一项任务比赛，直到全部任务（初级组：

任务 1~任务 3，高级组：任务 1~任务 5）全部挑战结束。

4.比赛结束：

比赛任务全部结束后，裁判宣布比赛结束，组织安排参赛选手有序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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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评分维度

1) 任务 1：物资运输（满分 40 分）

评分标准

评分项目
完成情况

部分完成 全部完成

参赛设备触碰到任务物品得分 接触得分 10 分

参赛设备是否完全进入军需仓库 10 分 20 分

任务物品是否完全进入军需仓库 5 分 10 分

任务总体完成用时 裁判计时

2) 任务 2：突破封锁线（满分 40 分）

评分标准

评分项目
完成情况

部分完成 全部完成

参赛设备完全突破所有障碍屏障 20 分

参赛设备是否完全进入安全区 10 分 20 分

任务总体完成用时 裁判计时

3) 任务 3：扫雷行动 （满分 40 分）

评分标准

评分项目 完成

参赛设备完成轨迹到达 2 号安全区 20 分

参赛设备完全推开指定位置的炸弹 20 分

任务总体完成用时 裁判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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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任务 4：守护通信安全 （满分 50 分）

评分标准

评分项目
完成情况

部分完成 全部完成

参赛设备返回安全区 0 10 分

参赛设备按顺序完成颜色亮灯 20 分 40 分

任务总体完成用时 裁判计时

5) 任务 5：战地急救-寻找最短路径（满分 50 分）

评分标准

评分项目 完成

参赛设备完成轨迹到达安全区 20 分

参赛设备找到最短路径 30 分

任务总体完成用时 裁判计时

★注：实际得/扣分更详细的细则以现场裁判公布的为准。

6) 任务计分：

初级组：（任务 1-3，任选 2 题）

以任务选择为任务 1、任务 2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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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 = 任务 1 得分 + 任务 2 得分

总用时 = 任务 1 用时 + 任务 2 用时

高级组：（任务 1-3 任选 1 题，任务 4-5 任选 1 题）

以任务选择为任务 1、任务 4 为例：

总分 = 任务 1 得分+ 任务 4 得分

总用时 = 任务 1 用时 + 任务 4 用时

九、竞赛方式及评审标准

1. 计算得分方式如下：

总得分 = 任务总得分 + 思想品德分

总用时 = 完成任务总用时

思想品德基础分数为 50 分，若出现违规项目将按照违规项进扣分。

排名按照分数顺位排出，赛队总得分相同的，总用时少的一方获得最终优势。

2. 违规项

（1） 通讯违规： 删除思想道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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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队员必须用自身所学知识完成比赛，不得以任何方式与教练员或家长联系。如若发现裁判应当

马上录像，其行为违反不正当竞争原则，是一种作弊行为。首次警告，第二次扣除思想品德分 10 分，第

三次将扣除 20 分。

（2） 违反体育道德：

在比赛过程中，对其他队伍进行恶意干扰及破坏他人作品的行为。

如若发现裁判应当马上录像，首次警告，第二次扣除思想品德分 10 分，第三次将扣除 20 分。情节

恶劣者，将请出赛场。

（3） 扰乱秩序：

比赛过程中，扰乱比赛秩序破坏比赛有序进行。

如若发现裁判应当马上录像，首次警告，第二次扣除思想品德分 10 分，第三次将扣除 20 分。情节

恶劣者，将请出赛场。

（4） 队伍素养：

比赛结束后，将对各个队伍位所在置进行盘点，如若发现遗留垃圾，将拍照留证，按照座位号，扣

除思想品得分 10 分。因此，参赛队员应当共同协作，共同保持赛场卫生整洁。

（5） 其他违规：

如果出现其他恶意行为，首次警告，第二次扣除思想品德分 10 分，第三次将扣除 20 分。情节

恶劣者，将请出赛场。

★注：最终解释权归组委会裁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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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评审表

表 1：初级组评审表

初级组 评审表

队伍名称 参赛者

队伍编码 日期时间

设备审查结果：  通过 不通过

程序审查结果：  通过 不通过

得分明细

序号 任务 第一次得分/用时 第二次得分/用时 最终成绩 备注

1 任务 1

2 任务 2

3 任务 3

4 思想品德

违规项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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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最终得分表以现场裁判打分表为准。

表 2：高级组评审表

高级组 评审表

队伍名称 参赛者

总用时 任务总得分

执裁人 参赛者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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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编码 日期时间

设备审查结果：  通过 不通过

程序审查结果：  通过 不通过

得分明细

序号 任务 第一次得分/用时 第二次得分/用时 最终成绩 备注

1 任务 1

2 任务 2

3 任务 3

4 任务 4

5 任务 5

6 思想品德

违规项记录

任务总用时 任务总得分

执裁人 参赛者复核

★注：最终得分表以现场裁判打分表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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