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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式或履带式行走机器人 

——FLL 乐高挑战赛项目规则 

一、参赛范围 

1.参赛组别：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 

2.参赛人数：每队至多由四名学生组成 

3.指导教师：每队至多报两名指导教师 

二、竞赛主题  

本年度活动以“智慧联运”为主题，共同研究、思考和变革物流 运输及相关行

业。随着全球疫情逐步得以控制和经济复苏，通过飞机、 汽车、轮船、火车等

工具的物流运输持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社会的 发展。随着人类需求多样性的

增加，以及各种新型物流工具，甚至机 器人的出现，小到快递包裹和生鲜外卖，

大到通过集装箱进行陆运、 空运、海运，这些现象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如何以

更加高效、安全、 多元化的方式去完善物流运输行业？学生团队可以就商品的

运输、配 送、仓储、包装、搬运、装卸、流通等任何一个环节进行探索思考， 

形成创新方案，去改造甚至变革整个物流行业。 

三、竞赛场地 

场地：建议木质外框的内长约为 236cm、内宽约为 115cm、内高约为 9cm，

外框厚度约 2cm，实际提供的赛台尺寸可能有所差异，场地内居中铺有一张场地

纸，场地纸上摆有相应的道具模型，其中一些模型需要使用子母扣固定在场地上。

场地纸放在较为平坦光滑的表面上，会用边框将所有的区域围住。 

将你的场地摆放在官方赛台上，然后轻轻滑动场地膜直到其贴紧南边界墙和

东边界墙。如果赛台和场地膜摆放正确，返回区大小应约为 1143mm×34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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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根据需要在西边用黑色薄胶带将场地膜固定稳当。这样即便胶带粘到

场地膜上，也只会覆盖场地膜的黑色边界。  

提示–在极少数情况下赛场环境可能出现一些瑕疵，比如光线变化或场地膜

不平整等，因此请做好心理预期并准备好应对措施。 

 

 

 

四、竞赛规则 

（一）竞赛内容 

围绕活动主题，团队合作设计和制作出一个智能模型展示作品， 形成创新

方案，通过科学研究帮助身边的人们解决一个特定的社会性问题或挑战，并绘制

团队海报进行项目作品介绍。另外，需要设计和搭建一台智能机器人，在 2.5 分

钟内尽可能多的完成场地上的挑战任务（注：智能模型作品不等同于智能机器人）。 

1．创新项目 

团队将设计和制作出一个符合主题的智能模型展示作品，帮助他人或社区解

决某个问题。并运用海报、团队风采、创新项目模型来向评委进行展示，分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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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方案。 

 

2.机器人设计 

准备一个简短说明，清晰明了地介绍你的团队在创建机器人和程序时所采用

的流程，以及相应的工作原理。确保每个团队成员都能够参与其中。这个展示的

形式可以是丰富且生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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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竞赛任务说明 

任 务

名称 
任务模型 任务内容及得分条件 分值 

器 材 检

查奖励 
 

将所有的器材都放在小检查空间内 20分 

创 新 项

目模型 

 

 

 

 

由至少两块白色乐高零件搭建而成。 

在某个方向上至少达到 4 个乐高“凸点”

的尺寸。 

有任何部分接触到智慧联运 SM 徽标区域 

 

20分 

未 使 用

的容量 
 

 
如果带铰链集装箱处

于完全关闭状态 

 

部分（1-5个货

物）装满货物 
20分 

完全（6个货

物）装满货物 
30分 

货 机

卸载 
 

 

货舱门已经完全

放下，且接触到

黑色框架 

20分 

 

集装箱与飞机完

全分离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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舱门完全放下并

集装箱完全与飞

机分离 

20+10分 

货 物 的

旅程 
 

 

卡车越过蓝色终

点线 
10分 

 

飞机越过蓝色终

点线 
10分 

 

同时做到以上两

点 

10+10+10

分 

更新发

动机 
 

将发动机从柴油机改成电动机，且黄

色连杆位于下限位置/平行于场地 
20分 

事 故

规避 
 

比赛结束时，机器人停在蓝色事故规避

线上且黄色面板未被击倒 
20 

比赛结束时，机器人停在蓝色事故规避

线上且黄色面板被击倒 
30 

比赛结束时，机器人停在蓝色事故规避

线上且黑色面板被击倒 

该任务不得

分 

货船卸

载 

 

集装箱不再接触东侧甲板（完全被提

起） 
20分 

如果集装箱垂直投影完全位于货船

东甲板以东 
20+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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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中

投递 

 

 

如果食品包裹与

直升机脱离 
20分 

 

对方脱离的包裹

由你运送至你场

地上的徽标区 

10分 

 

两个团队均将食

品包裹与直升机

脱离开 

10分 

火 车 轨

道 
 

 

火车轨道已

经修复，处于完全

放下的位置/朝向

西侧 

20分 

 

如果火车已抵达

目的地并在轨道

尽头锁定 

20分 

分 拣 中

心 
 

 
如果已分拣集装箱，仅将浅橙色集装箱完

全留在方形蓝色分拣区 

 

20分 

送 货 上

门 
 

 

如果包裹送达目

的地，并部分位于

台阶上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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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包裹送达目

的地，并完全位于

台阶上 

30分 

大 型 货

物交付 
 

 

如果涡轮叶片仅

与蓝色支架和赛

台接触 

20分 

 

如果涡轮叶片仅

与蓝色支架接触 
30分 

 

如果公鸡雕像保

持直立，并底座部

分位于圆圈内 

5分 

 

如果公鸡雕像保

持直立，并底座完

全位于圆圈内 

10分 

拖拽卡

车 
 

 

两辆卡车连接在

一起并完全位于

返回区外侧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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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车锁连接

到桥的锁扣上 
10分 

 

如果同时做

到以上两点 

10+10+10

分 

桥梁 

  

桥面已降下并靠

在中央支撑件上 
每个 10分 

装 载 货

物 
 

 

拖拽卡车上仅有

集装箱 

每个 10分

（最高 20

分） 

 

火车上仅有

集装箱 

每个 20分

（最高 40

分） 

 

货船的西侧

甲板上仅有集装

箱 

每个 30分

（最高 60

分） 

智 慧 联

运 
 

 

集装箱部分位于

任何圆圈内 
每个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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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完全位于

任何圆圈内 
每个 10分 

 

蓝色（无铰链）集

装箱完全位于蓝

色圆圈内 

20分 

 

柠檬绿色集装箱

完全位于柠檬绿

色圆圈内 

20分 

 

任何圆圈内

有至少一个集装

箱 

每个圆圈

10分 

精 确 度

奖励 
 

如果留在场

地中的精确度奖

励数量 

1个 10分 

2个 15分 

3个 25分 

4个 35分 

5个 50分 

6个 50分 

除特别说明的任务外，完成任务的结果必须一直保留到比赛结束，即所要求

的结果在场上仍能看到，这是得分的必要条件。机器人要完成的任务虽然是独立

的，但是，如果在完成任务 B时破坏了已经完成过的任务 A的得分条件，任务 A

将不能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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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竞赛赛制 

1.竞赛： 

两个标准场地并排放置，两队同时上场比赛。比赛前队员将有 1分钟时间

准备自己的参赛机器人（机器人不许离开出发区），确认场地道具，并在裁判

允许下在规则许可范围内自己调整模型，然后在裁判发令后开始比赛。比赛连

续记时 150秒时间，机器人要尝试尽力完成各项任务。 

2.赛制： 

FLL 机器人工程挑战赛按小学、初中、高中三个组别分别进行比赛。比赛

不分初赛和复赛，采用大循环制。 

每支参赛队可以最多由 4名学生和 2名教练员组成。学生必须是 2022年 6

月前仍然在校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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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任务： 

场地任务挑战比赛时，机器人为了获得分数而要完成的工作。机器人必须

从出发区出发，可以多次往返于返回区和场地之间，每次离开出发区后可以尝

试完成 1个或多个任务。当轮比赛可以按照任意的顺序去完成，在规则允许的

情况下可以反复尝试完成任务，或者放弃任务。当比赛结束计时后，裁判根据

场地上每个任务完成的结果，给出相应的分数，而接触处罚则可在计时比赛的

过程中提醒并记录。 

4.轮次： 

场地赛进行 3轮。 



 

 

11 

5.成绩排名： 

以每支队三轮的场地赛得分、创新项目答辩得分和机器人设计答辩得分的

总和做排序依据。 

如总分相同，按照以下顺序破平： 

（1） 某一单场得分高者在先； 

（2） 三轮总用时较少者在先： 

（3） 创新项目答辩得分高者在先； 

（4） 并列成绩。 

6.机器人： 

指的是LEGO Education SPIKE™ Prime 科创套装或乐高MINDSTORMS头脑风

暴教育机器人控制器以及手动组合的所有器材，正常情况下这些器材不应与设

备分离，除非用手拆开，不可以使用工厂制造的发条/回力“电机”，不得使用

任何形式的遥控器。 

机器人尺寸、任务模型和完成任务的策略物体从出发区出发和返回时均不

能超过出发区范围，并且高度不得超过 30.5 厘米。出发完全离开出发区后，机

器人可做展开动作。 

任务模型和完成任务的策略物体不属于机器人。 

机器人设计中不允许使用金属结构部件，不得使用定制产品或 3D打印的复

合型零件。电子系统在每轮比赛过程中最多使用 1个控制器,控制器的输入接口

和输出接口不得超过各 4个。即最多使用 4 个马达和 4个单一回馈值的传感

器，传感器范围仅限触动传感器，光电传感器，颜色传感器，角度传感器，超

声波传感器，陀螺仪传感器的任意组合，同时电池电压不能超过 10v，容量不

得超过 2200m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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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区域： 

 

 

出发区–指的是场地膜上西南角由黑色线条围成的四分之一圆形区域。该

区域延伸到南面边界墙，不包括印有赞助商徽标的白色条带区域。返回区–场

地膜西侧的赛台区域，包括相邻的边界墙面。 

8.自动控制： 

机器人必须自动运行，即机器人离开出发区后自动地去完成任务，然后根

据需要自动返回返回区。大多数机器人需要多次执行任务。 

9.设备管理： 

整个比赛过程中参赛队员的所有准备使用和使用后返回的物品都不能存放

在返回区以外。 

10.合作： 

在比赛期间，队伍中的两名队员需要密切合作，共同完成任务。 

11.操作定义： 

为了避免在词语理解上发生争执，下面对任务、规则和物体（机器人）的

位置进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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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里面／进入／到（把区域作为目标）：物体的任何一部分只需要越

过目标的外边缘。 

  ●在里面／进入（把容器作为目标）：物体被容器所包住，至少有五个

方向不能移动。 

  ●在外面（把区域和容器作为目标）：物体的任何一部分都不在目标里

面（这表示物体必须完全在外面）。 

  ●在上面／到上面（把物体作为目标）：目标物体必须能够支撑物体的

所有重量。当物体也被其他物体支撑时，由裁判来评判移开其他支撑物体时，

目标物体是否能够支撑物体的所有重量。 

  ●脱离／拿走（把物体作为目标）：目标物体在任何方向上都不能支撑

被取物体的重量。 

  ●接触（针对任何目标）：物体本身必须要与目标直接接触。 

  ●完全：物体的任何一部分都要满足条件。 

12.机器人携带物： 

凡是机器人所携带的物品都被定义为参赛队的设备。可以在准备模式期间

手动处理，或者由机器人自动使用。 

13.得分物体： 

根据他们所在位置能够获得分数的物体。要得到分数，每个得分物本身必

须满足任务得分的要求，与机器人或任何策略物体的位置无关。禁止包住、连

接或者互相连接得分物体，但可以把得分物放到策略容器里。 

14.散落物体： 

所有在比赛过程中由于机器人运行造成散落在场地上的物品在比赛过程中

都不得用手对其进行移动、恢复、改变，包括裁判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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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失去接触： 

如果机器人处于自主模式，并且与物体失去接触，那么该物体将保留在原

地。 

16.预备模式： 

在比赛开始前或在每次启动前，机器人处于预备模式。这个时候，机器人

必须完全处于出发区内，队员可以用手进行必要的处理，如维修、更换附加装

置、安装或卸载物体、调整机械结构、按开关、给传感器信号以及瞄准。 

17.出发位置： 

机器人启动时，机器人的每一部分及与它相连的任何物体必须完全在出发

区里。 

18.启动程序： 

允许参赛队用以下三种方式启动机器人：按下按钮、给传感器信号、等待

一个正在运行或停止的程序继续运行。在整个启动过程中不允许队员以其它方

式操作机器人。启动后，机器人进入过渡模式。 

19.过渡模式： 

启动后到机器人完全驶出出发区前，机器人处于过渡模式中。此时，机器

人不能进行任何操作但可以携带与机器人已经有接触的物体离开出发区（机器

人携带物）。在机器人处于自主模式前，不允许与物体失去接触或与物体接

触。在过渡模式中，如队员碰到机器人，那么必须进入预备模式，这时队员可

以对任何物体进行操作，但不会进行接触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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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自主模式： 

当机器人在出发区外面时，机器人处于自主模式，在机器人完全返回出发

区前，可以自由的执行任务。如果队员在自主模式中接触机器人（称为“营

救”），必须进入预备模式；同时获得接触处罚。 

当机器人的所有部分回到出发区范围后（掉落和释放在场地上物体除

外），机器人才能解除自主模式，转为预备模式。 

21.肌肉动作： 

机器人启动后在完全离开出发区前不允许非用于驱动机器人前进的电机转

动，违者可由裁判强制退回预备模式。 

22.机器人损坏： 

在比赛过程中，机器人部件掉落而导致机器人损坏，本届比赛不允许任何

人在比赛过程中手动取回掉落的部件。 

23.场地损坏： 

除了规则中允许的，参赛队不允许触碰出发区外的任务模型，不允许机器

人毁坏任务模型，队员不可以用手按压出发区以外的场地纸，以辅助完成任

务。参赛队必须使用比赛提供的任务模型，而不能携带相同的复制品到比赛区

域，不能动手修复场地模型。如果有其它人为情况引起的模型破坏、故障、移

动、激活（而非机器人的正常动作引起的），裁判可应队员申请将其恢复，并

根据情况确定得分情况。有意损坏场地的行为将受到警告，并将导致失去得

分。 

24.干扰： 

除了需完成跨在两个场地中间的任务时，双方机器人可能碰面，其它任何

情况下机器人不允许以任何方式干扰对方的机器人、场地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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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分数判定： 

为减少争议，比赛结束后，再根据场地上情况来判定分数。如果已经完成

的任务被机器人在比赛结束前意外破坏了，就无法得到该分数。 

26.比赛结束： 

每场比赛结束后，裁判未完成计分前,除原位关闭正在运行的机器人外，不

允许任何人去碰场地上的东西，裁判独立逐一核对场地上任务得分情况并口头

通报参赛队员，如果参赛队和裁判都同意，并且队员在计分表上签字，则表上

的得分将为最终得分。如果参赛队和裁判持有不同意见，则由裁判长作出最终

裁定。队员不得带走任务模型。然后由裁判督促队员恢复场地模型。 

在阅读任务计分要求时请谨记以下这两项特殊规定： 

独立–不接触任何器材。 

支撑–承受 100% 的重量并防止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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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场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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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FLL 工程挑战赛记分表 

队伍编号：__________  组别：____________ 时间：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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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员签字： 

 

裁判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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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创新项目评分表 

队伍编号：__________  组别：____________ 时间：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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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机器人设计评分表 

队伍编号：__________  组别：____________ 时间：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