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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控智联互通挑战赛竞赛规则 

B 方案（小学组） 

一、比赛背景 

移动通信延续着每十年一代技术的发展规律，已历经 1G、2G、3G、4G

的发展。每一次代际跃迁，每一次技术进步，都极大地促进了产业升级和经

济社会发展。5G 作为一种新型移动通信网络，不仅要解决人与人通信，为

用户提供增强现实、虚拟现实、超高清(3D)视频等更加身临其境的极致业

务体验，更要解决人与物、物与物通信问题，满足移动医疗、车联网、智能

家居、工业控制、环境监测等物联网应用需求。 

元控智联互通挑战赛 B 方案旨在通过参赛选手利用国产化的软硬件，

自行设计出可物物通讯的智能设备，模拟移动通信过程的仿真环节，包括：

编码与解码、通信载体、数据通信、授时四个阶段任务。由此提高参赛选手

的逻辑思考、策略协作和问题解决能力，为培养挖掘科技创新型潜在人才，

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比赛概要 

（一）参赛对象 

小学在校学生。 

（二）参赛组别 

小学初级组（1-3 年级）、小学高级组（4-6 年级）两个组别。 

（三）比赛方式 

个人赛。由 1 名参赛选手独立完成。 

参赛选手根据竞赛规则要求现场编写程序，控制智能设备从基地出发

完成编码与解码、通信载体、数据通信、授时任务。智能设备可多次从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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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但每次出发前须确保智能设备的垂直投影全部在基地内，一次出发可

完成单个任务，也可一次出发完成多个任务。智能设备主动轮接触基地时，

选手可对其进行调整与改装，应对不同任务的需求。智能设备从基地出发后，

需为全自动运行设备，不得人为干扰智能设备的运行。 

每位参赛选手有 2 次比赛机会，每次比赛时间为 2 分钟，智能设备进

出基地计时不停止，取 2 次比赛机会中最好成绩作为最终成绩。 

三、比赛场地与环境 

注：比赛场地和道具图片均为参考，最终以比赛时的实物为准。 

（一）比赛场地 

比赛场地尺寸为 1200mm*900mm，场地内包含基地、编码与解码、发

生器、接收区和授时任务点。黑色线宽 18mm，智能设备在比赛过程中可以

离开黑线。 

 

图 1 比赛场地概览图 

1．基地区 

为智能设备出发点，出发前智能设备垂直投影须完全处于基地内，智能

设备主体部分接触基地时，选手可对其进行调整与改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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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地区 

2．编码与解码区 

编码与解码区包含 2 个黄底矩形区域，1 个红底矩形区域，1 个蓝底矩

形区域，每个矩形尺寸为: 130mm * 60mm。 

 
图 3 编码与解码区示意图 

比赛开始前，裁判将一个间隔码放置在编码与解码区的左侧第一个黄

底区域内。小学初级组和小学高级组的间隔码形状和大小不同，其中小学高

级组在编码与解码区的蓝底区域放置有一个高度为 20mm 且不可移动的台

阶。 

（1）小学初级组间隔码 

小学初级组间隔码尺寸为 32mm*32mm*32mm(长*宽*高)，采用小颗粒

积木拼装，如下图所示。 

 
图 4 小学初级组间隔码示意图 

（2）小学高级组间隔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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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高级组间隔码尺寸约为 70mm*32mm*35mm(长*宽*高) ，采用小

颗粒积木拼装，如下图所示。 

 

图 5 小学高级组间隔码示意图 

3．发送器区 

为白底 140mm *80mm 矩形区域，发射器和通信载体放置在该区域。通

信载体放置在发射器上，通信载体尺寸为 32mm*32mm*32mm；发射器高度

约为 10cm，触碰发射器基座时，通信载体可离开发射器，如下图所示。 

 

图 6 通信载体及发射器 

4．接收区 

有 2 个接收区，分别为红色接收区和蓝色接收区，尺寸为边长 100mm

正方形。 

 

图 7 接收区 

通信载体 

发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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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授时区 

为白底 320mm *150mm 矩形区域，区域内有蓝色、黄色、绿色、红色

格子，格子尺寸为 40mm * 8mm。 

 

图 8 授时区 

授时区内摆放一个指针控制器，该控制器近距离感应到智能设备后，自

动调整指针位置，每位参选选手完成比赛后由裁判复位指针位置，指针控制

器如下图。 

 

图 9 指针滑动设备示意图 

（二）比赛环境 

比赛场地环境为冷光源、低照度、无磁场干扰。但由于一般赛场环境的

不确定因素较多，例如，场地表面可能有纹路和不平整，光照条件有变化等，

参赛队在设计智能设备时应考虑各种应对措施。 

四、比赛内容及要求 

智能设备 

指针控制设备 

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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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赛内容 

比赛开始前和每次出发时，智能设备的垂直投影须全部在基地内。智能

设备从基地出发，完成比赛任务编码与解码、通信载体、数据通信、授时任

务，智能设备每次从基地出发后可完成单个任务，也可完成多个任务。 

智能设备主动轮接触基地时，选手可对其进行调整与改装，应对不同任

务的需求。智能设备从基地出发后，需为全自动运行设备，不得人为干扰智

能设备的运行。 

每位参赛选手有 2 次比赛机会，每次比赛时间为 2 分钟，智能设备进

出基地计时不停止，取 2 次比赛机会中最好成绩作为最终成绩。 

1．任务一：编码与解码（难度：★★）（20分） 

比赛前，裁判将间隔码放置在编码与解码区左侧第一个黄底区域内，智

能设备自主控制将间隔码运送到编码与解码区内红色或蓝色区域。 

2．任务二：通信载体（难度：★★）（30分） 

比赛前，裁判将发射器和通信载体放置在发送区内，智能设备自主控制

触发发射器基座获得通信载体，并将获得的通信载体运送到基地或接收区。 

3．任务三：数据通信（难度：★★★）（40分） 

比赛前，裁判在地图中 D 点位置放置一个随机颜色的信息块（红色或

蓝色），智能设备自主控制将信息块运送到接收区。 

信息块形状如下图，尺寸为 32mm*32mm*32mm(长*宽*高)，采用小颗

粒积木拼装。 

 

图 11 信息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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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设备也可将信息块运送到基地，在基地内将信息块与通信载体连

接在一起形成组合体，然后组合体运送到接收区，如信息块颜色与接收区颜

色一致，组合体完全进入接收区可额外获得 20 分奖励，组合体部分进入接

收区可额外获得 10 分奖励。信息块颜色与接收区不一致或信息块与信息载

体没有连接一起，不能获得此任务额外加分。 

 

图 12 信息块与信息载体连接示意图 

4．任务四：授时（难度：★★★）（20分） 

智能设备到达授时区域，指针控制设备感应到智能设备后开始对时，智

能设备驶离停止对时，时间共 4 格，分别对应蓝色、黄色、绿色和红色格

子。 

5．处罚（难度：★）（20分） 

智能设备返回基地时进行调整和组装时，必须等智能设备的垂直投影

全部在基地内方可进行。参赛选手人为中断智能设备时，如果主动轮不在基

地内，则需要进行处罚；智能设备出发时，垂直投影未完全在基地内，则需

要进行处罚，比赛结束时裁判记录总计处罚次数。 

（二）智能设备要求 

每个参赛选手 1 台智能设备。智能设备处于启动区时外尺寸（含柔性

材料）长不得超 150mm，宽不得超过 150mm，高度不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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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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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1 个集成智能设备控制器，两种类型设备要求：一种为内置可充

电锂电池模式控制设备，内置 2 个动力源，内置至少 7 个传感器，内置至

少 5X5 点阵 LED。可使用平板或电脑编程，以方便选手快速布置设备，此

设备适用于线上考核。另一种为外置电池模式控制设备，要求不含电池要求

重量≤35g，采用两个 AA 电池供电，单个电池电压不低于 3V。总供电电压

≤8V，适用于线下考核。 

不得使用塑料积木散件以外零件搭建智能设备，包括连接方式，如胶水，

焊接，金属螺丝、胶带等。 

（三）比赛要求 

1、基地是指场地左边的橘红色半圆以内的空间。其边框黑线属于基地

的一部分（同时适用于任何得分区域）。 

2、比赛中智能设备可以一次或多次从基地出发，比赛中不得使任何物

品移出或伸出基地边线（除基地内物品外），但因物品不小心被推出基线边

线，参赛选手可以将其拿回。 

3、基地内的任务物品不可拆开，但参赛选手可将其与其它任务物品或

智能设备进行组合在一起，组合后但放回基地时应为一个整体，不可散落，

否则组合无效。 

4、基地内的任何物品都可以移出/存放在场外，但必须在裁判员的视线

内，在场外存放的任何物品“相当于”完全在基地内，可以存放在任何常见的

载体上。 

5、比赛过程中，除中断智能设备外参赛选手不可触碰智能设备和任务

物品，如智能设备所运送的某个物品脱离接触，必须让该物品停下留在原地。 

6、在比赛过程中，如果参赛选手中断了智能设备，须立即停止智能设

备运动，并将智能设备拿回到基地重新启动，如不需要立即启动智能设备，

可以关闭智能设备并保持在基地内。如中断智能设备时，与电机连接的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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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在基地内，则只需重新启动即可，不记录处罚次数。如中断智能设备时，

主动轮不在基地内，则需要记录处罚次数。 

7、如果智能设备把任务模型弄碎或者将不需要移动位置的任务物品完

全推离原位置，这样造成的得分无效。 

五、评分维度 

（一）任务得分 

1．任务一：编码与解码 

间隔码完全进入红色区域 10 分，示例如下。 

 

图 13 间隔码完全进入红色区域示意图 

间隔码完全进入蓝色区域 20 分，示例如下。 

 

图 14 间隔码完全进入蓝色区域示意图 

2．任务二：通信载体 

通信载体离开发射器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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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载体在基地内 10 分，示例如下； 

 

图 15 通信载体在基地示意图 

通讯载体完全进入任一颜色接收区 20 分，示例如下； 

 

图 16 通信载体完全进入接收区示意图 

通讯载体部分进入任一颜色接收区 10 分，示例如下。 

   

图 17 通信载体部分进入接收区示意图 

3．任务三：数据通信 

信息块完全进入正确颜色接收区 20 分，示例如下； 

 

图 18 信息块完全进入正确颜色接收区示意图 

信息块部分进入正确颜色接收区 10 分，示例如下； 

 

图 19 信息块部分进入正确颜色接收区示意图 

信息块完全进入错误颜色接收区 5 分，部分进入错误颜色接收区不得



 

11 

分，示例如下； 

 

图 20 信息块完全进入错误颜色接收区示意图 

通讯载体与信息块连接，完全进入与信息块颜色相同的接收区 20 分，

示例如下； 

 

图 21 通讯载体与信息块连接完全进入与信息块颜色接收区示意图 

通讯载体与信息块连接，部分进入与信息块颜色相同的接收区 10 分，

示例如下。 

 

图 22 通讯载体与信息块连接部分进入与信息块颜色接收区示意图 

4．任务四：授时 

指针指向蓝色格 5 分； 

指针指向黄色格 10 分； 

指针指向绿色格 20 分； 

指针指向红色格 10 分。 

5．任务五：处罚 

比赛结束时，裁判根据处罚次数计算处罚得分。 

 

 

 



 

12 

表 1  处罚得分表 

处罚次数 小学初级组 小学高级组 

0 20 20 

1 20 15 

2 15 10 

3 10 0 

4 5 0 

5 0 0 

（二） 思想品德扣分 

1．通讯违规 

参赛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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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立即指出其行为违反不正当竞争

原则。首次给予警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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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立即指出，首次给予警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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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立即指出，首次给予警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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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素养 

比赛结束后，各个参赛选手应清点携带物资并对所在位置做好清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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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比赛过程中出现其他恶意行为，裁判员有权给与处理。首次给予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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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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总得分 

总得分 = 各项任务得分 + 思想品德分 

思想品德基础分数为 0 分，若出现违规项目按照违规项进扣分。 

（四）总用时 

总用时为完成比赛任务时间。 

（五）排名 

排名按照总得分由高到低排名，得分高者排名靠前，如总得分相同时，

总用时少的排名靠前。 

六、比赛流程 

（一）报到 

参赛选手根据组委会通知，携带满足比赛要求的智能设备到指定现场

完成报到。 

（二） 设备检录 

参赛选手携带提前组装好的智能设备，现场接受检录。智能设备检录合

格后，方可进入比赛场地参加比赛。检录时，裁判可根据实际情况给出一个

特殊任务，以考验选手的基础能力，特殊任务范围应为智能设备基础的应用

范围，包括电机、传感器，基础结构。 

（三） 进入赛场 

参赛选手携带检录合格的智能设备和电脑进入比赛场地。由裁判进行

比赛顺序排序，并在智能设备上粘贴排序编号，编号不可私自撕毁。参赛选

手根据排序编号到调试区入座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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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调试 

调试前由裁判宣读比赛注意事项。裁判宣布“调试开始”，开始调试计

时，调试时间为 60 分钟（含测试时间）。 

参赛选手在调试区完成设备编程，完成编程的参赛选手，可举手示意裁

判申请进行场地测试，裁判同意后，参赛选手方可进入比赛场地内进行测试，

每次场地测试限时 3 分钟，场地测试不限次数，但需按照申请顺序依次进

行。 

（五）正式比赛 

调试好的参赛选手，可向裁判申请正式比赛，每次比赛限时 2 分钟，每

位参赛选手有 2 次比赛机会。2 次比赛机会中间可以不间隔时间，也可在在

参赛选手重新调试后再进行第 2 次比赛，但需要在规定的比赛时间段内完

成。 

裁判发出 “3、2、1、开始”的倒计时启动口令并开始计时，参赛选手

听到“开始”口令后，启动智能设备完成比赛任务，比赛过程中参赛选手必

须听从裁判指挥。 

（六）结束比赛 

比赛任务全部完成或选手举手示意时结束本次比赛时裁判终止计时，

参赛选手应立即停止智能设备运动并使其留在原地。在裁判员给出恢复赛

台的指令前，不要用手接触除智能设备外的其他任何物品。 

裁判查看比赛任务完成状态，并在得分表中记录各任务得分成绩和比

赛用时。如无特殊说明所有任务得分均以比赛结束时状态为准。 

参赛选手确认比赛成绩并在得分表上签字，如对成绩有异议时应立即

申诉，并由裁判长做出最终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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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退场 

参赛选手完成 2 次比赛机会或放弃比赛时， 可以申请退场，退场时及

时整理物品，并将个人调试区内垃圾带出场外。 

比赛过程体现参赛选手的个人素养，并设置思想道德分，裁判结合参赛

选手实际情况进行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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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元控智联互通挑战赛（B方案）计分表  

元控智联互通挑战赛（B方案） 

计分表 

参赛者：  比赛序号：  

队伍编码：  日期时间：  

项目 标准 数量 得分 

任务得分 

编码与解码：间隔码完全进入红色区域 10 分  
 

编码与解码：间隔码完全进入蓝色区域 20 分  

通信载体离开发射器 10 分   

通信载体离开发射器在基地内 10 分  

 通讯载体完全进入任一颜色接收区 20 分  

通讯载体部分进入任一颜色接收区 10 分  

信息块完全进入正确颜色的接收区 20 分  

 信息块部分进入正确颜色的接收区 10 分  

信息块进入错误颜色的接收区 5 分  

通讯载体与信息块连接，完全进入与信息块颜色相

同的接收区 
20 分  

 
通讯载体与信息块连接，部分进入与信息块颜色相

同的接收区 
10 分  

处罚 20/15/10/5/0   

特殊规则    

违规 

通讯违规 -10 分   

违反体育精神 -10 分   

扰乱秩序 -10 分   

队伍素养 -10 分   

其他违规 -10 分   

比赛用时  

总得分  

队员签字  

裁判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