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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LESBOT 系列赛项弹无虚发

竞赛规则规程

一 比赛主题

沙包曾是我国中小学体育课上用以练习投掷的一种器材，一般在用厚布制成的小

袋中填入干沙，外形呈立方体或四面体。投沙包的游戏结合了体育、语言、美术、常

识、音乐等各种教育活动成了一种流传久长、广受欢迎的传统民间游戏，促进儿童各

方面的协调发展，是一项特别有益的教育活动。

沙包游戏的玩法多样。这里，我们换一种新玩法，让两支参赛队同场竞技，他们

的机器人不断选择合适的位置把沙包投到比赛场地上的数个圆盘上。

比赛中，参赛队要在场地上运行自己的机器人，机器人从启动区出发，在尽可能

短的时间内投出尽可能多的沙包，弹无虚发，命中圆盘，获得尽可能高的得分。

比赛中，好玩、独特、展现新颖技能通常比输赢更重要，因为每个人（朋友和对

手）都可以赞许和欣赏。本届的主题鼓励好玩、独特、新颖的机器人设计与策略！

经过比赛，学生们不但知道按照任务设计、制作自己的机器人，也提升了对科技

和利用科技来积极影响周围世界的认识。

我们期待在赛场上见证由年轻的未来工程师们制作的机器人的精彩表现！让我们

在漫天飞舞的红、蓝沙包一个个落在指定位置的比赛中尽情享受比赛的快乐！

二 标准比赛场地与环境

（一）场地

比赛场地图尺寸为 400X360cm（图 1），材质为 PU布或喷绘布，黑色引导线宽度

约为 2cm。

红方禁入线以北的场地区域为红队的投掷区。蓝方禁入线以南的场地区域为蓝队

的投掷区。两队的投掷区之间为禁入区。比赛中的任何时刻，除搬运机器人外，其他

机器人的任何部件不得进入禁入区及其上方空间。



两队投掷机器人的启动区分别在各自的投掷区内。放沙包的装填区（搬运机器人

在此）是 500mm×500mm 的黄色正方形，两队的投掷区内各有一个。投掷区内还有一块

600mm×1000mm 的紫色矩形区域，称为非停区。机器人运动时可以与非停区接触但不得

停留（静止）。

禁入区中线上有 3 个圆台。居中 B圆台直径 350mm，高度 500mm。左右 A、C的圆

台直径 300mm，高度 320mm。上下 D、E圆台直径 300mm、高度 150mm 的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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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比赛场地示意图

（二）赛场环境

比赛场地有无边框视现场而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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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固定方式有变化等等。参赛队不得现场改变赛场因素，尤其是场地和任

务道具的固定方式，应该在设计机器人时考虑各种应对措施。

三 标准机器人任务及得分

以下任务只是对某些情景的模拟，切勿将它们与真实生活相比。

（一）术语与定义

序号 术语 定义

1 投掷机器人 投掷沙包的受控机器。

2 搬运机器人 可进入禁入区搬运沙包的机器人。

3

沙包

比赛中使用的布面填沙的六面体。边长约 40mm，重

量约 30g。颜色：红色和蓝色。一场比赛中，每队可

用 30个与本队同色的沙包。

4

圆台

沙包着陆的地方。场上有 5 个大小和面积不同的圆

台。圆台的中央有一个直径 30mm 的孔。比赛开始时，

每个孔上有一个充气球。

5
充气球

比赛开始前放在圆台上的充气球（充气后直径 150

±10mm）。5 种颜色。简称：球。

6 投掷区 机器人可以投掷沙包的地方。

7 基地 比赛中投掷机器人开始启动的区域，位于投掷区内。

8
装填区

放沙包的地方，位于投掷区内。机器人可以在这里

装沙包。

9 自动搬运区 放置沙包的地方，需要搬运机器人把沙包搬运回装



填区。

10 非停区 投掷区内机器人不能停留（静止）的区域。

11
禁入区

红、蓝队投掷区之间的区域，其中分布着 5个大小、

高度不一的圆台。

12 中线 沿东西向把禁入区分割为两个相等矩形的直线。

13 大胜 一种可以提前结束比赛的状态。

表 1术语与定义

（二）比赛任务

每场比赛在两队之间进行，每队有两台机器人，一台搬运机器人+一台投掷机器人。

比赛时长为 3 分钟。

比赛场地是分成两个半场（每队一个半场，见图 1）的矩形场地。

场地中有启动区、投掷区和设置圆台的禁入区。

场上有 5 个装在立柱上的不同高度和面积的圆台。

5 个圆台中，3 个位于分割两边的中线上，称为中台（A、B、C圆台）；另 2个各

靠近一边，对某一参赛队来说，靠近自己一边的是近台，远处的是远台。

比赛开始时，充气球放在各圆台中央。

每支参赛队比赛中可用的沙包数量是 30个。10 个放在装填区，20个放在自动搬

运区，码放的位置和方式由参赛队自定。

比赛开始后，搬运机器人需自主运行到自主搬运区将沙包运回装填区。投掷机器

人进入装填区后，参赛队就可以把装填区的沙包装到自己的机器人上。

两队的机器人可以向任何圆台上的任何球投掷沙包，把球从圆台上击落。

某一参赛队的沙包落在无球的圆台上，就可以记分。

搬运机器人自主运行运完自动搬运区的沙包后，可遥控进入禁入区拣取落在地图

上的己方沙包运回到装填区供投掷机器人使用（不可运对方沙包）。

如果所有球已被从圆台上击落，且某一参赛队成功地使其沙包落在每个圆台上至

少有一个，该队就实现了“大胜”。



如果两队均未“大胜”，只要两队比赛进行了 3分钟，比赛就结束。比赛结束时

得分高的参赛队获胜。

（三）任务得分

比赛开始后，如果参赛队的沙包落在没有球的圆台上且最终未掉落，它就得分。

(1)离参赛队最近的圆台上：每个沙包 1 分；

(2)沿中线的三个圆台上：每个沙包 3 分；

(3)离参赛队最远的圆台上：每个沙包 5 分。

球什么时候被击落，被哪个队伍击落，都不影响沙包的得分。

四 机器人

本节提供设计和构建机器人的原则和要求。参赛前以及比赛过程中，所有机器人

必须通过检查，否则取消比赛资格。

机器人尺寸：搬运机器人在装填区每次出发前尺寸不得大于 25cm*25cm*25cm（长*

宽*高）；投掷机器人在启动区出发前机器人尺寸不得大于 50cm*50cm*50cm（长*宽*

高）；机器人启动后，其结构可以自行伸展。

控制器：单轮比赛中，不允许更换控制器。每台机器人只允许使用一个控制器，

且控制器拥有不大于 1 英寸的彩屏。

执行器：搬运机器人每场比赛每台机器人使用电机数不超过 4个（含舵机）；投

掷机器人每场比赛每台机器人使用电机数不超过 10个（含舵机）。

传感器：每台机器人使用传感器种类、数量不限。

结构：机器人主体框架（比如轮式机器人的底盘）要求是金属材质。

驱动轮：投掷机器人要求使用麦克纳姆轮的四轮全向驱动方案。

电源：每台机器人必须由自带的单一电池盒供电，不得连接外部电源，搬运机器

人电池电压不得高于 5V，投掷机器人电池电压不得高于 13V，不得使用升压、降压、

稳压等电路。

每支队伍两台机器人，禁止多支队伍共用机器人。

五 比赛

（一）参赛队



每支参赛队应由 2 名学生和 1 名教练员组成。学生必须是截止到 2025 年 6 月仍然

在校的学生。

参赛队员应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和自主地处理在比赛中遇到的所有问题，自尊、自

重，友善地对待和尊重队友、对手、志愿者、裁判员和所有为比赛付出辛劳的人，努

力把自己培养成为有健全人格和健康心理的人。

（二）赛制

比赛按中学组（12-16 岁）进行。

比赛分为初赛与复赛。初赛为小组循环赛，复赛为淘汰赛。具体晋级方式以赛场

公告为准。

竞赛组委会有可能根据参赛报名和场馆的实际情况变更赛制。

（三）比赛过程

1 搭建机器人与编程

编程与调试只能在规定区域进行。

参赛队员检录后方能进入准备区。裁判员对参赛队携带的器材进行检查，所用器

材必须符合组委会相关规定与要求。参赛队员可以携带已搭建的机器人进入准备区。

如有发现机器人存在不合规定的情况，在正式比赛开始前完成调整，可继续比赛，否

则取消比赛资格。

参赛队员从调试开始到比赛结束的过程中，不得上网和下载任何资料，不得使用

相机等设备拍摄比赛场地，不得以任何方式与教练员或家长联系。

整场比赛参赛队员有一定的调试时间。调试结束后，各参赛队按裁判要求将机器人封

存在指定位置 ，比赛结束前不得修改、下载程序。

参赛队在每轮比赛结束后，允许在准备区维修机器人和修改控制程序，但不能打

乱下一轮出场次序。

2 赛前准备

准备上场时，队员领取自己的机器人，在引导员带领下进入比赛区。在规定时间

内未到场的参赛队将被视为弃权。



上场的学生队员，站立在基地附近，不得倚靠赛台。

队员将自己的机器人放入基地。机器人的任何部分（含任务模型）垂直投影不能

超出基地。

到场的参赛队员应在一分钟内做好启动前的准备工作，准备期间机器人不得离开

基地，不能修改、下载程序。如果使用“弹舱”，需将“弹舱”放置在装填区。完成

准备工作后，队员应向裁判员示意。

3 启动

启动——机器人运行发生位移。

裁判员确认参赛队已准备好后，将发出“3，2，1，开始”的倒计时启动口令。听

到“开始”命令后，队员可以启动机器人。

在“开始”命令前机器人若启动将被视为“误启动”并受到警告或处罚。

机器人一旦启动，就只能受自带的控制器中的程序或者遥控控制。

启动后的机器人不得故意分离出部件或把机械零件掉在场上。偶然脱落的机器人

零部件，不做处理，参赛选手不可触碰，否则按犯规处理。为了得分的需要而分离部

件是犯规行为，且该沙包造成的得分无效。

比赛开始后任务模型若离开场地（机器人自主返回基地所携带的模型除外），则

该物品不得再回到场上。

4 比赛中

装好沙包后，机器人可以在投掷区（机器人垂直投影完全在投掷区）内的任何位

置移动和投掷沙包。

机器人不得停在禁停区内。只要机器人的任何部件与禁停区（包括禁停区东、西

侧的黑线）接触且静止，就被认为是停在禁停区内。

已经落在圆台上的沙包被后续落在台上的沙包撞出圆台是比赛中的正常现象。

无论使用有线还是无线遥控器，未经裁判员允许，参赛队员不得进入比赛场地。

队员不得接触自己的机器人，裁判员允许重试或装沙包时除外。

如果参赛队的机器人是手动遥控的，操作手可以在比赛场地外进行控制。

5 沙包的装填和处理



比赛中，只要接触比赛场地地面的机器人的部件部分进入装填区，参赛队就可以

把沙包装在机器人上，全装或分批装均可。

参赛队员可以用手装沙包。

装填时可以使用夹具和弹舱之类的容器，但是，如果这些器具附着在机器人上，

它们就应算成是机器人的一部分而受到尺寸限制。

装填后，参赛队可以重新启动机器人。此前，机器人的部件装填区内的地面接触。

参赛队所用的沙包由组委会准备，不得使用自备沙包。

如果比赛中装上机器人的沙包掉落在场地外的地面上或投掷区（含启动区），这

些沙包在本场比赛中就不能再使用。只有掉落到禁入区的沙包，才可以遥控搬运机器

人将其搬运回装填区再次使用。

6 重试

机器人出现以下状况视为重试：

（1）参赛队员接触基地或装填区外的机器人；

（2）机器人完全冲出场地。

重试时，场地状态保持不变，参赛队员需将机器人搬回基地（搬运机器人回到装

填区，投掷机器人回到启动区）进行调整。

重试期间计时不停止。重试前机器人已完成的任务有效。但机器人重试返回基地

时携带（与场地未接触的沙包）的沙包失效并由裁判代为保管至本轮比赛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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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返回基地

机器人可以多次自主或遥控往返基地，不算重试。

机器人自主返回基地的标准：机器人的任一结构的垂直投影在基地范围内。

机器人自主返回基地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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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比赛结束

一旦某队实现“大胜”，比赛立即结束。

每场比赛时间为 180 秒钟。



如果两队均未实现“大胜”，则比赛在 3分钟时结束。

如果两队均未实现“大胜”但均已用完 30个沙包，比赛结束。

裁判员宣布比赛结束后，参赛队员应立即关断机器人的电源，不得与场上的机器

人或任何物品接触，若队员或机器人造成己方沙包状态变化则对应沙包不得分；造成

对方沙包状态变化则直接判负。

比赛结束后，裁判员清点所有无球圆台上的沙包，最终确定得分，填写记分表。

裁判员有义务将记分结果告知参赛队员。参赛队员有权利纠正记分可能产生的误差，

并签字确认已知晓得分。如有争议由队员在现场提请裁判长仲裁解决，组委会不接受

任何形式的场外申诉。

9 确定获胜队

将按以下次序确定获胜队：

(1)实现“大胜”的参赛队；

(2)得分高的参赛队；

(3)在远台得分高的参赛队；

(4)得分的圆台多的参赛队；

(5)在中台上得分多的参赛队；

(6)裁判员确定的参赛队。

参赛队员将场地恢复到启动前状态，并立即将自己的机器人搬回准备区。

六 计分

每场比赛结束后，根据场地上完成任务情况来判定分数。如果已经完成的任务被

机器人或参赛队员在比赛结束前意外破坏了，该任务不得分。完成任务的记分标准见

第三节。

七 犯规和取消比赛资格

比赛开始后，如 15分钟后仍未到场，该队将被取消本轮比赛资格。

第 1 次误启动将受到裁判员的警告，机器人回到待命区再次启动，计时重新开始。

第 2次误启动将被取消本轮比赛成绩。



如果在比赛中参赛队员或机器人造成比赛模型或场地设施损坏（含圆台撞到），

则对应队伍直接判负，对方按大胜处理。

比赛过程中，搬运机器人不得阻挡或干扰投掷机器人投掷沙包；不得触碰圆台上

的沙包；不可进入对方投掷区与搬运区

不听从裁判员的指示将被取消本轮比赛成绩。

参赛队员在比赛过程中上网、下载任何资料、拍摄比赛场地等行为，将被取消本

轮比赛成绩。

参赛队员在未经裁判长允许的情况下私自与教练员或家长联系，将被取消本轮比

赛成绩。

如果出现本节以外的犯规，裁判员将强制犯规的参赛队重试。重试的参赛队应立

即将其机器人带回启动区，并在那里停留或调整 15秒钟。

比赛期间，凡是规则中没有说明的事项由裁判长决定。组委会委托裁判长对此规

则进行解释。

本规则是实施裁判工作的唯一依据。在竞赛中，裁判有最终裁定权。他们的裁决

是最终裁决。裁判有权不复查比赛录像。关于裁判的任何问题必须由一名学生代表在

两场比赛之间向裁判长提出。裁判长一旦做出判罚，不再接受再次申诉。

八 排名

按照参赛队成绩排名确定获奖等级（零分、弃权不计入排名），分别设冠军、亚

军、季军、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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