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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OG 2025星弈行动竞赛规则规程

一、 关于ROBOG

ROBOG 系列挑战赛项是面向国际的机器人及人工智能赛事体系，涵盖小学、

中学阶段多项官方赛事和对外合作赛事，赛项覆盖机器人、人工智能、在线编程、

3D虚拟仿真等类目，满足了学生的进阶式发展需求。赛事立足于国际化视野，通

过对抗型、任务型、创意型、课题型等类型赛事发掘学生的科技创新精神。丰富

的赛事资源、专业的赛事团队、科学的竞技成长阶梯，为学生的综合发展提供了

多维度支持，创造未来更多可能。

二、 赛事主题及故事背景

在宇宙科技之城的中心，有一座巨大的积木装置，它不仅是孩子们的玩具，

更是一场精彩赛事的核心——这就是“数学符号切换器”。

这个装置由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机械臂和传感器组成，能够感应到来自观众席

的指令。每当观众席上的欢呼声达到高潮，或者特定的音乐节奏响起，机械臂就

会转动，随机切换数学符号。这些符号包括加号“+”和乘号“×”，它们分别

代表着不同的计分方式。

故事发生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科技之城的居民们聚集在智慧广场，准备

观看一年一度的“遥控机器人投球大赛”。这场比赛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策

略和应变能力的考验。

比赛开始，红蓝两队的机器人在各自的操控下，开始了精准而迅速的投球动

作。每当积木装置上的数学符号发生变化，两队都必须迅速调整策略。如果当前

符号是加号，他们需要尽可能多地投中目标；如果符号变成了乘号，那么精准地

投中低分区的球就显得更为重要。“星弈行动”成为了科技之城的一个标志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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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激励着更多的人投身于科技的探索和创造之中。

三、 竞赛规则发布与获取

竞赛规则将统一发布于ROBOG官网，参赛队伍可在官网下载获取。组委会保

留调整更新竞赛规则的权利，最新竞赛规则也将同步更新于ROBOG官网。

四、 参赛要求

（一） 参赛队构成

每个参赛队伍由2名参赛选手和1-2名指导老师组成，1名指导老师最多可指

导2个参赛队伍。

（二） 年龄规定

参赛选手需为小学四到六年级在校学生（以比赛年份的9月1日为界）

若参赛选手未接受学校教育，则需另外向组委会申请参赛资格；参赛队伍至

少须一名年满18周岁（以比赛年份的9月1日为界）的指导老师。

（三） 机器人数量

每个队伍可携带2台机器人进入赛场。

（四） 报名渠道

满足参赛条件的队伍可以在ROBOG官网完成选手、教练的账号注册和认证，

成功后可由教练组建战队并发起具体赛事活动的报名。

五、 竞赛场地

（一） 概述

比赛场地图纸材质为PP裱地板膜，比赛场地边框材质为ABS，比赛场地的外

部尺寸为 2455 mm×1500 mm，内高为100 mm。比赛场地边框的内部尺寸为2365 mm

×1410 mm，比赛队伍需适应场地表面可能存在的轻微起伏或褶皱。

https://robog.ubtrobot.com/
https://robog.ubtrobot.com/
https://robog.ubtrob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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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照明条件

比赛场馆大多数情况下为正常照明、冷光源，但赛场灯光条件为不确定因素，

参赛队伍必须能够适应赛场的不同灯光条件。

（三） 场地说明

比赛场地示意图

1.小球得分区

得分区中间有一个墙壁将球篮一分为二，计算得分时是两侧小球数相加或相

乘。（由符号塔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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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球得分区

2.启动区

比赛双方场地各有 2 个方形区域作为机器人的启动区，启动区尺寸为 250mm

×250mm。

启动区示意图（蓝方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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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球仓

红蓝双方在场地边缘各有 1 个 EVA 材质的围墙，围墙高度为 10mm。双方各有

己方颜色小球 20个。

球仓示意图（红方） 球仓示意图（蓝方）

4.限制活动区

比赛的前一分钟，双方选手的机器人只能在本方活动区内活动，如果机器人

的垂直投影完全离开己方活动区域，则被判黄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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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竞赛道具

（一） 道具清单

道具名称 道具材 道具数量

红色小球 EVA 20

蓝色小球 EVA 20

符号塔 ABS 1

球篮 EVA 1

球仓 EVA 1

（二） 小球

双方的得分来源。比赛开始时，双方各有20个小球在球仓处。

小球初始状态

（三） 球篮

球篮支柱高250mm，球篮底面厚度20mm，边框高30mm，最高点距离图纸表面

300mm。

球篮分为两个区域（小球阴影完全在球框内边缘范围算投进），若比赛结束

时，没有任何一方投入全部小球，则两个区域的己方颜色小球数量相加或相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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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塔决定），记为己方成绩。

球篮下方有个四棱锥，底面边长 400mm，边厚 20mm，四棱锥最高处距底面 70mm。

（四） 符号塔

符号塔位于场地中央的一侧，初始状态为+状态。

符号塔位置及初始状态

 符号塔站被损坏判定条件：

a. 符号塔任意非底座零件（原本接触地面的零件）接触地面

b. 魔术贴移位或失去固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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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竞赛赛制

本赛项分为练习赛、排位赛和淘汰赛，组委会将根据实际报名数据与赛事日

程安排等因素，综合考虑后设置赛制，最终赛制将由赛前说明手册确定。

（一） 练习赛

练习赛阶段，组委会尽量保证每支队伍能参与一局比赛。每局比赛结束后裁

判会进行结算，但不计入正式比赛的成绩，仅提供给参赛选手进行赛前训练，适

应场地，熟悉规则。如遇到空缺对手的情况，组委会将随机从签署补位意愿书的

队伍中抽取补位队伍。

（二） 排位赛

组委会将所有参赛队伍划分若干个小组，各小组内队伍进行比赛，组委会将

尽量保证每支队伍能参与两局比赛，如遇对手缺席，仅上一台车进行3分钟比赛，

结束后，根据积分排名规则（见9.5.2）进行排名。

（三） 淘汰赛

对阵双方按BO1（单场定胜负）或BO3（三局两胜）赛制分出胜负，胜者晋级，

败者淘汰，直到决出冠军。

 BO1赛制

BO1赛制下，胜负判定规则同单局比赛。

 BO3赛制

BO3赛制下，先获得2局比赛胜利的队伍淘汰对方晋级。若3局比赛结束后，

双方都未能取胜2局，则参照积分排名规则进行判定，排名在前的队伍淘汰对方

晋级。

八、 竞赛任务

比赛每局总时长为3分钟，前1分钟，双方机器人只能在各自活动区，后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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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可以全场活动。双方选手须在规定时间内尽可能多的将己方颜色小球送入球

篮，场地上的符号塔将会影响分数计算方式。（计分方式详见成绩核算）

九、 竞赛规则

（一） 机器人要求

1.机器人尺寸

机器人接通电源后的初始尺寸不得超过250mm×250mm×250mm，且整体重量

不得超过1.50kg。比赛开始后机器人的尺寸不做要求。检录时应将所有连线的电

子件进行上电，并且机器人的摆放应遵循常规启动状态，禁止采用倾斜等非正常

方式进行检录。

2.机器人材质

除主控、舵机等电子件外，机器人只能使用ABS材质的8mm积木零部件，（允

许使用UDECA套装内的橡皮筋）,不得以任何方式改装或改造机器人的零部件。

3.机器人硬件

一台机器人最多能使用1个主控、4个舵机，且机器人应使用可拆卸形式的锂

电池供电主控盒。遥控器型号为UKBTC01，主控应具备与控制器的无线连接功能，

主控与舵机、传感器的连接方式应为有线串联，舵机应具备角度模式和轮模式，

机器人使用的舵机、主控建议满足以下参数：

舵机 主控

工作电压 额定电压<=7.4V 额定电压<=7.4V

空载转速 ≤140±10%rpm \

扭矩 约为4.0kg·cm 处理器为ESP32

4.机器人控制器

参赛选手须采用手柄遥控的方式遥控己方机器人。一台机器人由一名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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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选手控制。手柄须直接无线连接机器人主控，不可通过其他间接方式连接机

器人。

（二） 竞赛流程

1.报到

参赛队伍须在赛前规定时间内到报到处进行报到、领取赛事物资，有意愿作

为补位队伍的参赛队伍可在现场签署意愿书，未签署意愿书的队伍不能进行补位。

2.备场

参赛队伍须在赛前规定时间内进入备场区准备比赛。参赛队伍成员在备场区

须遵守组委会的各项规定。

3.检录

参赛队伍须在本队比赛开始前按规定时间到达检录处对机器人进行检录。检

录通过的机器人会由检录人员贴上代表允许入场比赛的贴纸，检录未通过的队伍

需在规定时间内对机器人进行整改，并再次进行检录，是否通过检录以最后一次

检录结果为准。到比赛开始时间仍未能完成检录的机器人将不能进行比赛。

4.候场

参赛队伍的机器人通过检录后，进入候场区，等待进入赛场进行比赛。

5.比赛

6.赛前确认

双方选手赛前须对场地、道具及对方机器人进行检查，确认场地及道具符合

规范，若有异议，可提出并由裁判进行再次检查和调整。若比赛已经开始，则本

局比赛中不得再对场地和道具提出任何质疑。

7.赛后成绩确认

每场比赛结束后，所有人员不得触碰赛场上的任何物品，也不得操控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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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会跟双方选手确认比赛结果。若对结果无异议，则队长代表本方队伍在确认

成绩记录单并签字，确认后本场结果不做任何更改。若对结果有异议，则由裁判

在成绩记录单相应位置填写说明并进入仲裁环节处理。

（三） 维修规定

1.申请及执行

维修前，参赛队员需举手向裁判示意并口述“申请维修”，申请维修请求发

出后不可撤回。裁判口述“同意”后，参赛选手方可将机器人移出比赛场地。维

修完毕后选手须将机器人置于己方任一启动区内方可重新加入比赛，机器人放置

方向及尺寸不受限制。若启动区内有其他机器人或比赛道具，参赛选手可将机器

人放置到启动区旁重新加入比赛，但机器人必须与启动区存在接触。每队有 5 次

维修机会。

2.比赛道具处理

申请维修时，若待维修机器人上存在小球，参赛选手须先将这些小球交给裁

判后方可对机器人进行维修。裁判将这些道具置于相应颜色方球仓最里处。

3.摔出场外

若参赛选手的操作使自己的机器人或队友机器人亦或是对方机器人摔出比

赛场地边框外，摔出场外的机器人所属方可申请维修让机器人重新加入比赛。

（四） 执裁规则

1.执裁细则

比赛过程中，按下列规定处理相应的情况，若遇到复杂情况应以裁判现场执

裁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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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参赛队伍只能携带不多于两台的机器人及控制器、备用电池（只在 BO3 比

赛中允许）及拔插工具进入比赛场地，不得携带机器人以外的零部件；

b. 在一局比赛中，参赛队伍只能使用本队机器人上已安装的零部件进行维修，

不得新增其他零部件及更换电池；

c. 在 BO3 比赛中的两局比赛之间，参赛队伍只能使用本队机器人上已安装的

零部件进行维修，不得新增其他零部件，但可以为机器人更换电池；

d. 在单局比赛中，若某方队伍中的某位队友因迟到、检录不通过等原因未能

在比赛规定时间内到达比赛场地，该队其他参赛选手向裁判申请后可仅使

用一台机器人进行比赛；

e. 若到达原定比赛开始时间，两位选手因为任何原因（包括检录没通过）不

能上场比赛的，裁判等待两分钟，仍然不能上场的，本场判负。

f. 单局比赛中，若某方队伍累计获得 4 张黄牌时，裁判发出指令后，选手须

将己方的任意一个机器人移出场地。若该方选手犹豫或者选手意见不统一

等情况时，5 秒后裁判将主动介入并由裁判撤出该方的 1号机器人；

g. 在 BO3 比赛中，首局比赛因故未能上场比赛的参赛选手在第二局比赛开始

前的规定时间内到场且机器人检录通过，则可参加剩余比赛，后续比赛亦

然；

h. 比赛中或比赛结束后，若发生道具移出场地，但裁判无法确认具体违规方

时，裁判将根据现场情况酌情判罚；

i. 比赛中，若双方机器人长时间处于僵持状态，亦或是一方强行将一方撞至

无法行动等情况，参考拳击比赛中裁判会对纠缠在一起的双方给出“BREAK”

口令进行分开的规则，（一般为 3 到 5秒裁判可根据现场情况决定）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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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一旦发出，双方选手必须手动取回上述机器人，放到启动区重新出发，

取回后，可进行维修。若五次维修机会均已使用则无法重新加入比赛。

2.裁判判罚

裁判的判罚分为口头警告、黄牌、罚下机器人、直接判负、取消比赛资格，

这些判罚包括但不限于下文列出的情形，且下文判罚仅提供给裁判进行参考，裁

判可根据比赛现场实际情况酌情判罚。

 口头警告

口头警告是裁判对将要发生违规行为或不影响比赛公平性的违规的口头制

止，警示相关人员该行为会违反规则。适用于口头警告的情形如下：

a. 比赛中，参赛选手不听从裁判指挥；

b. 比赛中，参赛选手第一次未经裁判允许离开己方操作区域；

c. 比赛中，申请维修在对方场地上的本方机器人时，故意影响对方选手；

d. 比赛结束后，参赛选手未及时放下或离开控制器；

操作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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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牌

黄牌是当某方参赛选手或相关人员的行为对当场比赛的公平性造成一定影

响时，裁判对此的处罚，若没有任意一方投进全部小球，则最终计算成绩时，每

获得一张黄牌将扣除小球较少的一侧的一个小球（若两侧相同则扣除任意一侧）。

一局比赛中，若某一队累计获得黄牌数达到 3 张黄牌将失去投入 20 球直接获胜

的资格。适用于黄牌的情形如下：

a. 比赛中，一方参赛选手第二次或以上未经裁判允许离开己方操作区域，该

方将被判罚黄牌；

b. 比赛前一分钟，机器人完全离开己方活动区，将被判罚黄牌并须迅速退回

己方活动区，裁判下达后退指令之后，如果拒不回退，裁判视情况再加一

张黄牌；

c. 比赛中，一方机器人将对方颜色小球以任何方式移出场外，被判黄牌。小

球拣回后将放入对方球数较少的球篮一侧，如果两侧球数相同，则放入靠

近对方启动区的一侧。如果将己方小球移出场外，则不判罚，但比赛结束

之前不做恢复。

d. 比赛中，参赛选手未经允许触碰机器人及场地道具，违规的队伍将被判罚

黄牌；违规触碰取得的优势将被裁判移除，如果导致对方获得优势，则保

持不变。

e. 在倒计时系统或裁判给出本局比赛结束的信号后，参赛选手须立即停止操

控机器人并放下控制器，违规的队伍将被判罚黄牌，因违规操作获得的优

势将作废（若选手已放下控制器，机器人仍在运动，则获得的优势将作废，

但不会判罚黄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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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罚下机器人

a. 若一台机器人导致对方机器人摔出场地边框外，则该肇事机器人将被直接

罚下，且在本局比赛余下的时间内都不得重新加入比赛。若此过程中对方

选手出于本能保护机器人而发生未经允许手碰机器人的情况，裁判可不进

行判罚，该选手可向裁判申请维修让机器人重新加入比赛。

b. 一局比赛中，若某一队累计获得黄牌数达到 4 张，则该队场上机器人只能

保留一台机器人继续比赛，另一台机器人将被罚下。

c. 一局比赛中，若某一队累计获得黄牌数达到 5 张，则该队场上所有机器人

都将被罚下，该队参赛队员须将己方场上所有机器人移出场外，对方则可

以继续比赛直至本局结束。

 直接判负

在一局比赛过程中，参赛队伍出现下列严重违规将被直接判负，本局比赛立

即结束。被直接判负队伍在本局已取得的成绩作废，而对方队伍本局已产生的成

绩将正常记录。适用于直接判负的情形如下：

a. 在一局比赛中，一名参赛选手只能控制同一台机器人，控制器必须通过无

线连接的方式遥控机器人，违规的队伍将被直接判负；

b. 在比赛中，若参赛队员使用违规的控制器、备用电池、工具或零部件，其

所属队伍将被直接判负；

c. 比赛中，若机器人将符号塔损坏，则该机器人所在的队伍被直接判负；

 取消比赛资格

在比赛过程中，如果参赛队员严重违反安全规则或严重违背比赛精神，该队

员所属参赛队伍将失去继续参加本次比赛的机会和评奖资格，已取得的所有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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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作废。若该判罚出现在比赛过程中，比赛提前结束，被取消比赛资格的参赛

队伍本场比赛直接判负，另一方队伍已产生的成绩作保留处理。适用于取消比赛

资格的情形如下：

a. 参赛选手不可携带可干扰比赛的设备，违规队伍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b. 比赛过程中，参赛队伍不得使用其他队伍的机器人，违规队伍将被取消比

赛资格；

c. 若参赛队伍擅自使用未通过赛前检录的机器人上场比赛，将被取消比赛资

格；

（五） 成绩核算

1.单场成绩

a. 先投进全部 20个球的队伍直接获胜。

b. 倒计时结束时，根据符号塔的符号，球篮两侧的小球数相加或相乘，（符

号塔状态难以区分的情况，按+处理）得分高的一方获胜。得分相同则为

平局。

2.积分规则

排位赛中，一支队伍每胜一局积 3分，每平一局积 1分，每负一局积 0 分。

 积分排名规则

排位赛结束后，各支队伍按照如下规则依次进行排名：

a. 总积分高的排名在前；

b. 投进全部 20 球而直接获胜场次较多的队伍排名在前；

c. 排位赛进球总数多的排名在前；

d. 总黄牌数少的队伍排名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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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若依以上规则晋级选手仍出现并列，则并列的队伍进行附加赛直到决定晋级

队伍。

3.队伍成绩

根据组委会的赛制安排，一支队伍将存在以下的成绩。组委会将根据淘汰赛

成绩进行奖项的颁发。

 练习赛成绩

练习赛结束后，组委会将记录各支队伍的比赛成绩，但不会计入正式比赛成

绩中。

 排位赛成绩

排位赛结束后，各支队伍将按照积分排名规则进行排名，排名靠前一定数量

（一般为 2n）的队伍晋级至淘汰赛。

 淘汰赛成绩

淘汰赛结束后，各支队伍将按照晋级情况并结合排名规则进行排名。

十、 申诉及仲裁

（一） 申诉发起

若参赛队伍对一局比赛结果存在异议，应由队长在当局比赛结束时向裁判提

出申诉。裁判应对异议内容进行解释并给出处理意见。若异议方接受处理意见，

则确认最终成绩；若不能接受，则由队长向裁判描述问题，由裁判在成绩记录单

上填写异议内容。同时，裁判员要对比赛结束时的赛场情况进行多角度拍照记录。

上述处理后，所有选手有序退场并等待组委会后续仲裁处理，不得干扰后面比赛

的正常进行。

若参赛队伍在当局比赛结束时没有提出异议，但赛后又发起申诉，仲裁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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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理此类申诉。

（二） 申诉流程

工作人员将指引申请仲裁的队伍前往组委会仲裁组工作区，申诉陪同人员只

能是该队队友。申诉人员先按照要求填写申诉表，然后要冷静客观、逻辑清晰地

表达申诉内容，仲裁人员有权拒绝听取一切情绪化非客观的表达内容。

仲裁人员只接受当场比赛裁判提供的证据，其他一切形式的照片、视频等均

不可作为仲裁的依据。

（三） 申诉结果

仲裁组将根据申诉人员的描述和当场比赛裁判提供的证据慎重作出仲裁结

果，仲裁结果即为本次申诉的最终结果，裁判长会在申诉表上填写仲裁结果，并

对该结果做出一定解释，申诉队伍不得以任何理由再次申诉。仲裁结果只能是“维

持原判”或“改判”，一旦仲裁组公布“改判”，当局比赛的对手方必须接受并

配合，不得以任何方式提出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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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参赛队伍只能携带不多于两台的机器人及控制器、备用电池（只在BO3比赛中允许）及拔插工具进入比赛场地，
	b.在一局比赛中，参赛队伍只能使用本队机器人上已安装的零部件进行维修，不得新增其他零部件及更换电池；
	c.在BO3比赛中的两局比赛之间，参赛队伍只能使用本队机器人上已安装的零部件进行维修，不得新增其他零部件
	d.在单局比赛中，若某方队伍中的某位队友因迟到、检录不通过等原因未能在比赛规定时间内到达比赛场地，该队其
	e.若到达原定比赛开始时间，两位选手因为任何原因（包括检录没通过）不能上场比赛的，裁判等待两分钟，仍然不
	f.单局比赛中，若某方队伍累计获得4张黄牌时，裁判发出指令后，选手须将己方的任意一个机器人移出场地。若该
	g.在BO3比赛中，首局比赛因故未能上场比赛的参赛选手在第二局比赛开始前的规定时间内到场且机器人检录通过
	h.比赛中或比赛结束后，若发生道具移出场地，但裁判无法确认具体违规方时，裁判将根据现场情况酌情判罚；
	i.比赛中，若双方机器人长时间处于僵持状态，亦或是一方强行将一方撞至无法行动等情况，参考拳击比赛中裁判会

	2.裁判判罚
	裁判的判罚分为口头警告、黄牌、罚下机器人、直接判负、取消比赛资格，这些判罚包括但不限于下文列出的情形
	 口头警告
	口头警告是裁判对将要发生违规行为或不影响比赛公平性的违规的口头制止，警示相关人员该行为会违反规则。适
	a.比赛中，参赛选手不听从裁判指挥；
	b.比赛中，参赛选手第一次未经裁判允许离开己方操作区域；
	c.比赛中，申请维修在对方场地上的本方机器人时，故意影响对方选手；
	d.比赛结束后，参赛选手未及时放下或离开控制器；
	 黄牌
	黄牌是当某方参赛选手或相关人员的行为对当场比赛的公平性造成一定影响时，裁判对此的处罚，若没有任意一方
	a.比赛中，一方参赛选手第二次或以上未经裁判允许离开己方操作区域，该方将被判罚黄牌；
	b.比赛前一分钟，机器人完全离开己方活动区，将被判罚黄牌并须迅速退回己方活动区，裁判下达后退指令之后，如
	c.比赛中，一方机器人将对方颜色小球以任何方式移出场外，被判黄牌。小球拣回后将放入对方球数较少的球篮一侧
	d.比赛中，参赛选手未经允许触碰机器人及场地道具，违规的队伍将被判罚黄牌；违规触碰取得的优势将被裁判移除
	e.在倒计时系统或裁判给出本局比赛结束的信号后，参赛选手须立即停止操控机器人并放下控制器，违规的队伍将被
	 罚下机器人
	a.若一台机器人导致对方机器人摔出场地边框外，则该肇事机器人将被直接罚下，且在本局比赛余下的时间内都不得
	b.一局比赛中，若某一队累计获得黄牌数达到4张，则该队场上机器人只能保留一台机器人继续比赛，另一台机器人
	c.一局比赛中，若某一队累计获得黄牌数达到5张，则该队场上所有机器人都将被罚下，该队参赛队员须将己方场上
	 直接判负
	在一局比赛过程中，参赛队伍出现下列严重违规将被直接判负，本局比赛立即结束。被直接判负队伍在本局已取得
	a.在一局比赛中，一名参赛选手只能控制同一台机器人，控制器必须通过无线连接的方式遥控机器人，违规的队伍将
	b.在比赛中，若参赛队员使用违规的控制器、备用电池、工具或零部件，其所属队伍将被直接判负；
	c.比赛中，若机器人将符号塔损坏，则该机器人所在的队伍被直接判负；
	 取消比赛资格
	在比赛过程中，如果参赛队员严重违反安全规则或严重违背比赛精神，该队员所属参赛队伍将失去继续参加本次比
	a.参赛选手不可携带可干扰比赛的设备，违规队伍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b.比赛过程中，参赛队伍不得使用其他队伍的机器人，违规队伍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c.若参赛队伍擅自使用未通过赛前检录的机器人上场比赛，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五） 成绩核算
	1.单场成绩
	a.先投进全部20个球的队伍直接获胜。
	b.倒计时结束时，根据符号塔的符号，球篮两侧的小球数相加或相乘，（符号塔状态难以区分的情况，按+处理）得

	2.积分规则
	排位赛中，一支队伍每胜一局积3分，每平一局积1分，每负一局积0分。
	 积分排名规则
	排位赛结束后，各支队伍按照如下规则依次进行排名：
	a.总积分高的排名在前；
	b.投进全部20球而直接获胜场次较多的队伍排名在前；
	c.排位赛进球总数多的排名在前；
	d.总黄牌数少的队伍排名在前；
	e.若依以上规则晋级选手仍出现并列，则并列的队伍进行附加赛直到决定晋级队伍。

	3.队伍成绩
	根据组委会的赛制安排，一支队伍将存在以下的成绩。组委会将根据淘汰赛成绩进行奖项的颁发。
	 练习赛成绩
	练习赛结束后，组委会将记录各支队伍的比赛成绩，但不会计入正式比赛成绩中。
	 排位赛成绩
	排位赛结束后，各支队伍将按照积分排名规则进行排名，排名靠前一定数量（一般为2n）的队伍晋级至淘汰赛。
	 淘汰赛成绩
	淘汰赛结束后，各支队伍将按照晋级情况并结合排名规则进行排名。



	十、 申诉及仲裁
	（一） 申诉发起
	若参赛队伍对一局比赛结果存在异议，应由队长在当局比赛结束时向裁判提出申诉。裁判应对异议内容进行解释并
	若参赛队伍在当局比赛结束时没有提出异议，但赛后又发起申诉，仲裁组可不受理此类申诉。

	（二） 申诉流程
	工作人员将指引申请仲裁的队伍前往组委会仲裁组工作区，申诉陪同人员只能是该队队友。申诉人员先按照要求填
	仲裁人员只接受当场比赛裁判提供的证据，其他一切形式的照片、视频等均不可作为仲裁的依据。

	（三） 申诉结果
	仲裁组将根据申诉人员的描述和当场比赛裁判提供的证据慎重作出仲裁结果，仲裁结果即为本次申诉的最终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