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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比赛设置：机器人工程挑战赛、人形机器人控球对抗赛、VEX 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FTC 机器人工程挑战赛和 FLL 机器人挑战赛五项。

六、参赛对象及组队方式

活动面向全体北京市在校中小学生。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直属校外教育单位、全日制中小

学校及中国儿童中心均可作为参赛单位组队参赛。

七、奖项设置

1、各竞赛项目依照规则 , 按小学、初中、高中分组分别评选一至三等奖并颁发证书，

获奖比例为 15%、25%、30%。

2、FTC、VEX 竞赛项目按照淘汰赛成绩评选出冠、亚、季军，颁发奖杯及证书。

3、辅导参赛队荣获一、二等奖的辅导教师，将颁发优秀辅导员证书。

4、FTC、FLL、VEX 比赛项目，依据比赛中参赛队成绩及表现综合考量推荐参赛队参

加相应项目的全国或国际比赛。

八、参赛申报

1、市级竞赛活动由组委会组织实施，各区县应根据本区实际情况开展区县竞赛及相应

活动。

2、此项竞赛活动现阶段暂不对区县限定名额，但由于比赛场地和时间的限制，各参赛

单位在每个竞赛项目的每个组别中限报 1 个参赛队。

3、市级竞赛将按照各项目竞赛规则进行。参赛队选手需属同一学段。且每名参赛选手

只能申报参加一个竞赛项目。小学参赛队选手要求必须为四年级以上。

4、参赛队人数要求：

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4 人以内
人形机器人控球对抗赛     4 人以内
VEX 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4 人以内
FTC 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4 人以内
FLL 机器人挑战赛           5 人以内
每个参赛队辅导教师 1-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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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弃权及变更

1、参赛队弃权

参赛队如因特殊原因不能参赛，应及时通知竞赛组委会，需至少在开赛前一日以书面形

式上报弃权声明书，由参赛队辅导教师签字，参赛单位加盖公章后生效。比赛当日通知组委

会弃权视为无故弃权。

无故弃权，将影响比赛组织秩序及部分合作项目的公平性，组委会有权在本年度赛后对

该参赛单位处以该项目下年度停赛一次的处理。

2、参赛选手弃权

参赛选手如因特殊原因缺席比赛，应及时通知竞赛组委会，并至少在开赛日以书面形式

上报竞赛组委会。比赛当日检录发现选手未到场，该选手视为弃权选手。弃权选手取消本次

参赛资格，即不参与评奖。

3、参赛选手变更

参赛队选手如因故不能参赛，需至少在比赛日开赛前以书面形式上报参赛队员信息变更

表，由参赛队辅导员签字，参赛单位加盖公章后生效。竞赛开始后，参赛队不得更换参赛选手。

十、其他事宜

与大赛相关的通知、规则等，请随时关注北京学生科技教育网（http://kjjy.bjedu.

cn/keji/）通知公告及下载中心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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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队员守则

一、尊重裁判，尊重队友和对手。

二、服从现场工作人员及裁判的安排，行动有序。

三、不与裁判发生争执，有问题及时与区县领队联系。

四、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避免工作中的安全隐患。

五、爱护公共设施、维护公共卫生。

领队职责

一、负责区县竞赛活动的开展和组织工作。

二、负责参加市级竞赛的报名选拔工作。

三、协助市级竞赛中本区县参赛队的组织管理工作。

四、监督裁判委员会的执裁工作并协助做好与参赛队的沟通工作。

五、竞赛中的争议由领队向组委会提交书面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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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员守则

一、裁判工作必须坚持“严肃认真、公正准确”的原则。

二、竞赛仲裁委员会负责对整个竞赛进行检查和监督，对竞赛过程中出现的任何有关问题 

进行解决和最终裁决。

三、熟悉竞赛项目的各项规则及自己负责的工作的职责范围和权限。

四、做到合理掌握裁决尺度，执裁时心中有数、有理有据、判断准确。

五、做好每一次比赛记录，书写字迹工整、清楚，真实反映比赛情况，并对记录签名负责。

六、比赛中裁判员不得随意解析竞赛规则和擅自更改规则内容和要求，遇问题及时与裁判

长沟通。不与参赛队员讨论或争执比赛规则。

七、裁判员在竞赛期间不得接受参赛队任何礼品、宴请及其他娱乐活动。

八、不同岗位裁判不得相互窜位，不得干扰其他裁判的裁决。

九、对参赛队员应友好且友善，发现参赛队即将犯规的时候应善意提醒他们。即使不是有

意犯规，当犯规情况发生时也要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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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C 机器人挑战赛

参赛队名单

参赛队编号 组别 区县 参赛单位 学生姓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年级 辅导教师 民族

22001 初中组 东城区 景山学校

王聆涛 男 14 汉族 9 年级 李   京 满族
赵逸飞 男 14 汉族 9 年级
陈政橦 男 14 汉族 9 年级

22002 初中组 东城区 崇文青少年科技馆

魏   来 男 13 汉族 7 年级 穆晓萌 汉族
周鑫宇 男 14 汉族 8 年级 李   楠 汉族
陈   岩 男 13 汉族 7 年级

22003 初中组 朝阳区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分校

李奕轩 男 14 汉族 8 年级 王俊华 汉族
李宸旭 男 13 汉族 7 年级 马玉芳 汉族
唐佳奕 女 12 汉族 7 年级
周   鑫 男 12 汉族 7 年级

22004 初中组 朝阳区 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

王胜楠 男 13 汉族 初一 马鸿亮 汉族
邹晓天 男 13 汉族 初二
迟英喆 男 13 汉族 初一
王建霖 男 13 汉族 初二

22005 初中组 朝阳区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

黄芃洋 男 13 汉族 初一 杨善进 汉族
高苑恺 男 13 汉族 初一 王朝勋 汉族
甄   鑫 男 13 汉族 初一
任思嘉 男 14 汉族 初二

22006 初中组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苏   轩 男 14 汉族 初三 韩继彤 汉族
刘梓岩 男 13 汉族 初二 高   旸 汉族
孟京华 男 12 汉族 初一
杨显泽 男 13 汉族 初一

22007 初中组 海淀区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第二分校

朱飞宇 男 13 回族 初二 苏晓静 汉族
谭弈凡 男 14 汉族 初二
白羽超 男 13 汉族 初二
袁艺轩 女 13 汉族 初二

22008 初中组 海淀区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分校

程天佐 男 14 汉族 初二 徐   乾 汉族
王禹人 男 13 汉族 初二 谷多玉 汉族
叶宗伦 男 13 汉族 初二
杨泽崑 男 13 汉族 初二

22009 初中组 海淀区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刘逸飞 男 14 汉族 初三 徐   乾 汉族
李东泽 男 15 汉族 初三 谷多玉 汉族
李泽清 男 14 汉族 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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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队编号 组别 区县 参赛单位 学生姓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年级 辅导教师 民族

22010 初中组 初中组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玉泉学校

余翔海 男 12 汉族 7 年级 彭   怡 汉族
廖思诺 男 13 汉族 7 年级
吕刚强 男 13 汉族 7 年级
关毓铭 男 12 汉族 7 年级

22011 初中组 丰台区 北京市第十二中科丰校区

王逸鹏 男 14 汉族 初二 程   罡 汉族
雷   奕 男 13 汉族 初一
王堰娇 女 13 汉族 初一
陶鹤扬 男 13 汉族 初一

22012 初中组 初中组 北方交大附中

阳雨哲 男 13 汉族 初二 李东琦 汉族
徐葆民 男 13 汉族 初二 陈德威 汉族
张开元 男 12 汉族 初一
霍承昕 男 12 汉族 初一

FTC机器人挑战赛参赛队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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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队编号 组别 区县 参赛单位 学生姓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年级 辅导教师 民族

23021 高中组 海淀区 北京市中关村中学

曹   烁 男 16 汉族 高二 胡小琳 汉族
李双健 男 16 满族 高二
崔子辰 男 16 汉族 高二
楼逸博 男 15 汉族 高一

23022 高中组 海淀区 北京市第二十中学

从熙平 男 15 汉族 高一 周洪万 汉族
王奕珩 男 16 汉族 高一
王雨晴 女 15 汉族 高一
金焕智 男 15 汉族 高一

23023 高中组 丰台区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张晏俊 男 16 汉族 高二 郑剑春 汉族
顾宇桐 男 16 汉族 高二

23024 高中组 通州区 北京市第二中学通州分校

李   沅 男 17 汉族 高三 蔺殿雨 汉族
贾   方 男 17 汉族 高三 马   佳 汉族
孙   杰 男 17 汉族 高三
王建宇 男 17 汉族 高三

23025 高中组 通州区 北京市通州区潞河中学

任骥恺 男 15 汉族 高一 赵腾任 汉族
李征洋 男 15 汉族 高一 崔长华 汉族
王光照 女 15 汉族 高一
胡美玲 女 15 汉族 高一

23026 高中组 顺义区 牛栏山一中实验学校

李浩晨 男 17 汉族 高二 周   海 汉族
曹世杰 男 16 汉族 高二 李   龙 汉族
胡鑫宇 男 16 汉族 高二
于泽淼 男 15 汉族 高一

23027 高中组 顺义区 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

胡   轩 男 16 高二 周   海 汉族
王盈淇 男 16 高二 李   龙 汉族
田俊祺 女 16 汉族 高二
刘菁逸 女 15 高一

23028 高中组 海淀区 北方交大附中

陈鼎琦 男 16 汉族 高二 李东琦 汉族
王获麟 男 15 汉族 高一 陈德威 汉族
薛又三 男 15 汉族 高一
王天宇 男 15 汉族 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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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L 机器人挑战赛

 

参赛队编号 组别 区县 参赛单位 学生姓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年级 辅导教师 民族

11001 小学组 东城区 灯市口小学

张炜煜 男 6 年级 陈   晴
王英涵 男 5 年级
高子佶 男 5 年级
蔡牧霖 男 5 年级
侯佳沐 男 4 年级

11002 小学组 东城区 史家小学

徐梓博 男 11 汉族 6 年级 王   丹 汉族
王颐萱 女 11 汉族 6 年级 赵朋秋 汉族
甘泽坤 男 11 汉族 6 年级
黄子函 男 11 汉族 6 年级
郭家岑 女 10 汉族 5 年级

11003 小学组 东城区 北京市东城区新鲜胡同小学

余海诚 王   昭
李培源
张祖瑞
季君瑶
于炘宸

11004 小学组 东城区 板厂小学

梁可为 男 邓   然
郭泳江 男
刘星辰 男
刘思彤 女

11005 小学组 东城区 体院馆路小学

张嘉益 男 9 汉族 4 年级 穆晓萌
李智昊 男 10 汉族 4 年级 李   楠
李语轩 男 10 汉族 5 年级
李多博 男 10 汉族 5 年级

11006 小学组 东城区 崇文青少年科技馆

李谢兆祎 男 11 汉族 5 年级 杨   阳
张彦鹏 男 11 汉族 5 年级
刘睿宸 男 11 汉族 5 年级
吕松泽 男 11 汉族 5 年级
宋昊霖 男 11 汉族 5 年级

11007 小学组 东城区 北京光明小学

李石天 男 12 汉族 6 年级 杨   阳
陶 瑞 男 12 汉族 6 年级 郭   颖 

楚成仪 女 11 汉族 5 年级
王弋丹 女 10 汉族 4 年级
张家溱 男 10 汉族 4 年级

FLL 机器人挑战赛参赛队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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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联盟的机器人，如果在手动阶段再次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就必须将其从被别住或限制

的机器人上移开，否则违规联盟将每5 秒钟给予一次轻判，违规机器人在本回合中被禁用。

<G17> 迫使对手违规 – 某个联盟或他们机器人的行为不应导致对抗联盟或机器人违规而被判

罚。任何联盟违规并受到影响，免于处罚，不计判罚。

<G18> 将比赛元素从比赛场地上移除 – 机器人不能故意将比赛元素带离比赛场地。无意间掉到

比赛场地之外的比赛元素将由场地人员放回比赛场地。故意将比赛元素带离比赛场地的

队伍将接受轻判，每带离一个元素，轻判一次。持续违规的队伍，机器人将被禁用，并

取消队伍比赛资格。比赛细则 1.6.3 中，有允许将得分元素带离比赛场地优先于本规则。

<G19> 与机器人接触的得分元素 – 在自动控制阶段和手动控制阶段结束后，当裁判记录分数时，

联盟中立的得分元素如果与球门或避难所对应的联盟机器人接触，那么不能获得分数。

比赛细则 1.6.3 中，有允许机器人接触得分元素的规则优先于本规则。

<G20> 赛后将比赛元素从机器人身上移除 – 机器人的设计要求能够轻易的将比赛元素从任意抓

取、含有或持有的机械结构上移除。机器人还应在不破坏场地的前提下被带出场地。违

规的队伍会受到轻判，反复违规则会取消其比赛资格。

本条规则的目的是在赛后及时将机器人移走，方便进行下场比赛。

<G21> 机器人对得分元素的操控 – 得分元素如果被一个机器人处理或控制的话，就被认为是该

机器人的一部分。

<G22> 位于两个或多个得分区的机器人或得分元素 – 位于两个或多个得分区的机器人或得分元

素只能获得最高的分数。如果得分相同，则只能计算一个分数。在比赛或比赛细则中的

规则例外。

<G23> 比赛场地误差 – 场地和场地元素误差为 +/‐2.5cm (1.0")。队伍必须据此设计机器人。

<G24> 重赛 – 主裁判根据自己的判断会进行重赛，比如一个比赛元素失效，或者已经证实了由

于 wifi 的干扰而使一个联盟赢得比赛。

机器人本身出现的意外行为不会造成重赛。队伍引起的失败，如电池电量不足、处理器

休眠时间暂停、机器人机械 / 电子 / 软件 / 通讯失败等都不会造成重赛。

<G25> 过分的行为 – 裁判认定的比赛场地上属于过分的机器人或队员，将给予一次重判，并可

能被取消比赛资格。之后的违规将导致对于剩下的比赛资格取消。过分的行为包括但不

局限于：重复和 / 或公然的违规；对操控员、教练、比赛工作人员或参赛人员有不文明

的行为；反复或公然做出违背安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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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FTC比赛细则

1.6.3 比赛细则
<GS1> 操控团队在营救信号灯随机设置之后接触机器人或操控站 – 在场地人员将第一个营救信

号灯进行随机设置后，操控团队就不允许接触机器人或操控站了，也不允许与它们进行

互动。违规的队伍，每个机器人给出一个轻判，并且受影响的机器人不得去启动营救信

号灯。此项判罚只针对于违规队伍。 同联盟中没有违规的队伍仍可以启动营救信号灯从

而获得分数。当场地人员给出指令时，操控团队可以通过队伍的操控站安卓设备发出一

个开始命令，从而启动他们的机器人。

<GS2> 操控团队或机器人按下营救信号灯随机设置按钮 – 操控团队或机器人不得按下营救信号

灯的随机设置按钮。违规者将接受重判。

<GS3> 启动营救信号灯 – 每场比赛中，一个机器人只允许启动一次本联盟的营救信号灯 。如

有违规，违规联盟将在营救信号灯获得 0 分。而对手联盟将仍然可以通过启动受过影响

的营救信号灯而获得分数。违规联盟可以通过对手联盟的营救信号灯获得分数。

本条规则的目的是让每个联盟的两个机器人都去启动本联盟的营救信号灯，从而获得 40

分的最高分。

<GS4> 敌对联盟的营救信号灯 – 机器人不允许去按敌对联盟营救信号灯的按钮。违规者将受重

判，并且该营救信号灯对双方联盟都没有得分价值。

<GS5> 自动控制阶段机器人不得进入的区域 – 在自动控制阶段的前 10 秒内，机器人不允许进

入比赛场地中敌对联盟的区域。违规者将判重判。比赛场地上红色和蓝色胶带将场地均

分成两个联盟的区域。 

比赛设计委员会的意图是为了延迟队伍的防守策略，即在自动阶段的前 10 秒内使机器

人完全停留在敌对联盟的区域中。自动控制阶段具有不可预测性，机器人会无意识的进

入敌对联盟的区域。比如，机器人之间的碰撞就会引发无意的进入敌对联盟的场地。无

意的以及无关紧要的进入敌对联盟的区域，不会受到判罚。如果在自动控制阶段的前 10

秒内进入敌对联盟的区域造成联盟的优势，而且不是无关紧要的优势，则会被判罚。

<GS6> 机器人抓住比赛元素 – 机器人可以抓住、抓取或附着在警报解除信号、高山、索道登山

者释放触发器、高山上拉杆、碎片和登山者。但是机器人不得对高山球门、营救信号灯、

避难所、索道或任意附着在索道上的登山者进行抓住、抓取等其他动作。每次违反此项

规定，都将受到重判。同时发生的抓取一个、两个或三个索道上的登山者只给出一次判罚。

对受限制的比赛元素发生的无意的或者无关紧要的接触时，不会被判罚。

<GS7> 占有 / 控制碎片的限制 – 机器人同时占有或控制的碎片（立方体或球体的任意组合）总

数不得超过 5 个。如果一个机器人占有或控制的碎片超过了 5 个，每超出一个碎片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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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轻判，如果持续超出数量限制，那么每个碎片每被持有 5 秒就增加一个轻判。

当一个机器人占有或控制的碎片超过 5 个时，每放一个碎片到球门里都将受到一个轻判，

直到机器人占有或控制的碎片少于或等于 5 个。

比如，一个机器人占有 6 个碎片，持续 7 秒钟后将 6 个碎片放到一个球门里。那么该联

盟由于占有碎片数量比限制数量超出一个并且处理时间超出了 5 秒。还有一个轻判是因

为在占有碎片数量比 5 个多时，向球门放置了 1 个碎片。一共则是 3 个轻判。所有的 6

个碎片如果在手动控制阶段结束仍保留在球门里的话，那么裁判将其视为得分。

本规则的目的是防止机器人故意占有或控制大量的碎片。允许对位于比赛场地地板上的

碎片发生碰撞、移动、触碰等动作，并且如果碎片的移动不是有目的性的话，就不被计

入碎片占有或控制的限制。碎片分散在场地各处，机器人与碎片之间的某些互动是可以

预见的，所以不会被判罚，但前提是机器人不是故意控制碎片。根据裁判判断，如果队

伍试图通过机器人的设计或比赛的策略来逃避此项规则的话，也将给予判罚。比如，通

过机器人的设计或蓄意的动作利用地板或高山斜坡去占有或控制 5 个以上的碎片，也算

违反规则。

<GS8> 自动控制阶段的碎片得分 – 在自动控制阶段结束时，碎片没有任何得分价值。只有在

手动控制阶段结束后，碎片才会为联盟加分。在自动控制阶段中，机器人可以根据规则

<GS7> 的限制收集碎片并将碎片放在得分区域内。自动控制阶段结束后，场地人员不会

将碎片从得分区内移除。

<GS9> 阻挡通道 – 在手动控制阶段，一个机器人不能阻挡任何通道，阻止另一个机器人逃脱或

在敌对联盟的机器人积极地接触或逃脱联盟的高山区时妨碍敌对联盟的机器人。违规的

联盟将被判重判。并且违规每持续 5 秒钟，就增加一次重判。该条规则不适用于自动控

制阶段。

本规则的目的是允许机器人合理地进出高山攀爬区域的联盟的低区（入口斜坡），并防

止机器人干扰敌对联盟的高山攀爬区。在手动控制阶段，位于敌对联盟的攀爬区的机器人，

除了无意的或者无关紧要的事件之外，都将被视为阻挡通道并接受判罚。

<GS10> 进入敌对联盟的攀爬区 – 在手动控制阶段中，机器人不得进入或延伸到敌对联盟的高山

攀爬区。红色联盟和蓝色联盟的攀爬区之间极为接近，机器人会无意的或者无关紧要的

进入敌对联盟的区域，这是允许的，根据裁判判断可以不受到判罚。在低区、中区和高

区违规的队伍将受到一个轻判。如果在悬崖区违规，则会受到 2 个重判，也就是 80 分

的判罚。 

每个高山上有 3 个指定联盟的碎片得分区，位于两个联盟攀爬区的中间。允许机器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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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这个共享区。

在自动控制阶段，机器人可以进入敌对联盟的攀爬区，并且可以不接受判罚。比赛设计

委员会的目的是让机器人在自己的联盟攀爬区内。但是，自动控制阶段会出现不可预见

的情况，从而使机器人进入或停靠在敌对联盟的攀爬区内。在自动控制阶段，机器人进

入或完全进入敌对联盟的攀爬区内不会接受警告或判罚。在手动控制阶段开始时，在或

完全在敌对联盟攀爬区里面机器人的第一个动作必须是立刻离开敌对联盟的攀爬区。如

果在一定合理时间内仍没有离开的机器人，将根据 <GS10> 接受判罚。裁判的标准是，

机器人进出每个区域可以使用 5 秒钟的时间。比如，一个机器人在中区，最多可以花 10

秒钟的时间离开敌对联盟的攀爬区。由于比赛设计委员会不能预测到所有的情况，裁判

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允许机器人用更长的时间离开对方的攀爬区。

比赛设计委员会的目的是让机器人完全在自己联盟的攀爬区内进行上拉。但是，在比赛

结尾阶段，允许无意的或者无关紧要的进入敌对联盟的悬崖区并接触敌对联盟的机器人。

<GS11>妨碍正在攀爬的机器人 – 在手动控制阶段，一个机器人不可以与一个完全在自己联盟的

高山攀爬区内的机器人进行接触。比如，一个红色联盟的机器人不可以与完全在蓝色联

盟高山攀爬区的蓝色联盟的机器人进行接触。每次违规，都将给予重判。在悬崖区违规，

会给予两个重判，也就是 80 分。双方联盟的机器人如果极为接近，就会引发机器人无

意的或者无关紧要的接触，这是允许的，根据裁判判断可以不受到判罚。 

攀爬高山或者在悬崖区进行上拉动作，会将机器人置于危险之中。本条规则的目的是防

止来自外部的力量：干扰机器人的稳定性，阻止机器人将碎片放到高山球门里或者干扰

被上拉杆支撑的机器人。 

<GS12> 禁用机器人阻挡了敌对联盟的攀爬区通道或在对方攀爬区内 – 如果一个禁用的机器阻挡

了敌对联盟高山攀爬区的通道，受影响的联盟的一个机器人可以进入敌对联盟的高山（任

意高山）上没有被其他机器人占用的登山区进行球门得分、停靠、悬挂在悬崖区的上拉

杆上，或认领自己联盟的警报解除信号。另外，当这个机器人在这个区域内时，可不受

规则 <GS9> 的限制。如果两个联盟的高山攀爬区通道都被对方的禁用机器人阻挡，那

么两个联盟的机器人都可以进入敌对联盟的攀爬区。

规则 <GS9>、 <GS10>、<GS11> 及 <GS12> 的目的是保证高山通道的畅通，使机器

人能畅通无阻的完成高山上的得分任务。

<GS13> 高山得分限制 – 机器人可以在比赛场地的任意地方向低区球门放置碎片得分，或者启动

低区索道触发器得分。但是，在进行下面几项得分任务时，机器人必须完全在高山上，

而且机器人的传动系统（轮子轮胎等）必须只能与 2 英寸高的缓冲区（高山斜坡的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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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口处用白色的胶带定义）上面的高山部分接触：

(a) 附着在悬崖上拉杆或由上拉杆支撑                          

(b) 在中区或高区的球门进行碎片得分

(c) 发出警报解除信号

(d) 用中区或高区的触发器释放索道的登山者

2 英寸的缓冲区是低区的一部分。机器人在违规时候的得分行为不能为联盟得分。 

本条规则的目的是让机器人爬到高山上去完成高山上的得分任务，除了将碎片放入低区

球门、部分停靠在高山以及启动低区索道触发器之外。

<GS14> 释放登山者 – 高山上的触发器是释放登山者的唯一途径。使用其他方式释放的登山者均

不能得分。高山索道登山者的分数只在手动控制阶段结束时进行计分，但是机器人可以

在自动控制阶段或手动控制阶段将登山者释放。 

本条规则的目的是让机器人使用高山上的触发器去释放索道上的登山者。机器人与高山

和 / 或比赛场地之间互动时，会无意间在没有使用触发器的时候释放登山者。如果在登

山者通过其他方式释放后，机器人使用了触发器，那么裁判也可以为联盟计分。在以下

情况下，裁判也会给予登山者的得分：

a. 看上去已经被使用的触发器，但是相应的登山者没有被释放并且滑动了整个索道的

长度

b. 当登山者被有效的方式成功释放后，相应的触发器从被使用 / 得分的方向又转回到

赛前的初始方向

<GS15> 碎片得分扣除 – 高山球门中得分的碎片不能被机器人扣分，但是地板球门的得分碎片可

以被扣分。如果碎片被非法扣罚，违规的联盟将接受重判，每个碎片一次重判。换言之，

一旦碎片在高山球门得分了，就不能被机器人移走，哪怕是同一联盟的机器人也不可以。

扣除的碎片得分不会计入某联盟的比赛得分。

本条规则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蓄意的得分扣除行为。由于机器人攀爬高山、无意中撞到高

山球门或高山、将碎片放入高山球门、使用触发器等行为造成碎片从高山球门掉落，不

会被判罚。

<GS16> 登山者得分扣除 – 避难所中已经得分的登山者不能被机器人扣分。如果登山者被非法扣

分，每扣一个登山者，违规联盟接受一次重判。在试图完成登山者得分任务时无意将登

山者得分扣除的情况将不被判罚。扣除的登山者得分不会计入某联盟的得分。

<GS17> 将一个登山者从比赛场地移除 – 如果机器人是为了将登山者放入避难所而得分的话，那

么机器人可以将一个登山者从比赛场地带走，且不受判罚。场地工作人员会将以最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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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适宜的方式将登山者放回场地。

<GS18> 在比赛结尾阶段开始之前，机器人与警报解除信号或高山悬崖区接触 – 在比赛结尾阶段

开始之前，如果机器人接触、使用、抓取、霸占一个警报解除信号、上拉杆、或悬崖的

低区横杆，那么该联盟的两个机器人在比赛结尾阶段在相应的高山上都得 0 分。违规的

机器人在同一高山上，仍有权利继续在低区、中区和高区的停靠得分。而违规联盟的两

个机器人仍可以利用另一个高山上的警报解除信号和上拉杆得分。如果与警报解除信号、

上拉杆、或悬崖的低区横杆的接触是无意的或者无关紧要的话，将不受扣分的判罚。

<GS19> 在比赛结尾阶段，机器人与警报解除信号接触 – 机器人可以在比赛结尾阶段与警报解除

信号接触，并为联盟获得警报解除信号以及上拉杆的得分。机器人不需要通过接触警报

解除信号而为联盟获得分数。

<GS20> 机器人延伸到比赛场地的边界之外 – 机器人延伸到高山的悬崖区或避难所之外，不会被

判罚。在这几个区域的操控队或场地人员应随时注意避免与机器人接触。 

<GS21> 一个上拉杆最多可支撑的机器人数量 – 同一个悬崖区的上拉杆上，每个联盟只允许有一

个机器人被这个上拉杆支撑（也就是一个联盟不能有两个机器人都被同一个上拉杆支撑）。

违规的联盟将受到 2 个重判，也就是 80 分的判罚。但是由规则 <GS12> 保护的机器人

可以有权与本联盟的另一机器人在相同的高山上进行悬崖上拉杆和警报解除的得分任务。

本规则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每个高山的上拉杆最多支撑 2 个机器人，且每个联盟一个机

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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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 规则 后果
警 

告

轻

判

重

判

禁

用

取
消
资 
格

<G8> 延迟结束比赛

轻判，并且比赛结束后发生的行为不能计算
联盟得分。裁判可以根据延迟结束比赛是否
带来联盟的比赛优势，可以考虑将轻判换成
重判。

1x 1x

<G9>
操控团队接触比赛场地或机
器人

首次违规会受到警告，再次违规就会受到轻
判或资格的取消。出于安全目的接触不会受
到警告或处罚

W 1x DQ

<G10>
自动控制阶段到手动控制阶
段的转换 – 机器人故障

如果机器人不受操控团队的控制，将被禁用，
并在比赛接下来的时间里停留在原处。

D

<G11> 操控队教练干预
教练员首次进行干预会被警告，再次违规则
会受到重判或取消资格。

W 1x DQ

<G12> 在物体静止后开始计分 精确地填写比赛计分表

<G13> 机器人故意遗留零部件
如果机器人故意分离零部件或机械装置去阻
止其他机器人得分，将被禁用。多次违规的，
取消本次所有比赛的资格。

D DQ

<G14> 机器人非法抓牢比赛元素
首次违规给予警告，再次违规将被判重判或
取消资格。

W 1x DQ

<G15> 破坏、损毁、倾斜等
故意或习惯性违规的将被判重判和 / 或机器
人禁用，并且队伍资格取消。反复犯将被取
消资该队参加大赛资格

1x D DQ

<G16>
在手动控制阶段别住或限制
超过 5 秒

机器人违规每多 5 秒钟就给予一次轻判，
且机器人被禁用。违规机器人必须后退至少
0.9m(3 英尺 ) 或后退大约 1.5 个地垫的距
离。别住或限制的规则不适用于自动控制阶
段。如果在自动阶段的表现出有意“别住”
或“限制”对抗联盟的机器人，如果在手动
阶段再次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就必须将其从被
别住或限制的机器人上移开，否则将被轻判

1x D

<G17> 迫使对手违规 两个联盟都不被判罚

<G18> 将比赛元素从比赛场地移除

故意将比赛元素带离比赛场地的队伍将接受
轻判，每带离一个元素，轻判一次，除了规
则 <GS17> 保护的机器人。反复违规将被禁
用并取消资格。

1x D DQ



7171

2016 FTC比赛细则

规则 # 规则 后果
警 

告

轻

判

重

判

禁

用

取
消
资 
格

<G19> 与机器人接触的得分元素

联盟中立的得分元素与联盟球门对应的联盟
机器人接触，那么就没有得分价值
指定联盟的得分元素与相应联盟去机器人接
触，也没有得分价值
根据 <GS19> 警报解除信号不受此规则限制

<G20>
由于将比赛元素从机器人身
上移除困难而造成的推迟比
赛

轻判，反复违规将被取消资格 1x DQ

<G21>
机器人对得分元素的
操控

不判罚

<G22>
位于两个或多个得分区的机
器人或得分元素

只能获得最高的分数。如果得分相同，则只
能计算一个分数。

<G23> 比赛场地误差
比赛场地和比赛元素在每场比赛开始时都会
有误差

<G24> 重赛 在指定情况下方可进行重赛

<G25> 过分的行为
重判，并可能被取消比赛资格。再次违规将
导致队伍比赛资格取消。

1x DQ

比赛细则

<GS1>
在营救信号灯随机设置之后
操控团队接触机器人或操控
站

轻判，受影响的队伍的机器人不能去重置营
救信号灯

1x

<GS2>
操控团队或机器人按下营救
信号灯随机设置按钮

重判 1x

<GS3>
机器人启动一个营救信号灯
超过一次

违规联盟将在营救信号灯获得 0 分。而对手
联盟将仍然可以通过启动受过影响的营救信
号灯而获得分数。

<GS4>
机器人按敌对联盟的营救信
号灯

重判，并且营救信号灯对双方联盟都没有得
分价值 

1x

<GS5>
在比赛开始的前 5 秒钟内，
机器人进入自动控制阶段禁
入的区域（前面说 10 秒）

重判 1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