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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比赛简介

1.1. 比赛目的

本项比赛是围绕智慧农业中“春播秋收”两个重要环节来展开，通过比赛让学生熟练掌握

移动机器人的控制方法、常用传感器技术应用及在农业中的实践应用，实现以赛促学及产学融

合的目的。

1.2. 比赛任务

整个比赛分为“春播”赛程和“秋收”赛程两个赛程：

第一部分为“春播”赛程，“春播”赛程主要是采用移动机器人将果蔬种子播种到对应的

种植区，移动机器人底盘需采用两轮差动或者三轮全向结构，循迹方式需采用灰度传感器；

第二部分为“秋收”赛程，“秋收”赛程主要是采用移动机器人将果蔬采摘并输送到指定

的储存区，移动机器人需采用四轮麦克纳姆全向结构，通过二维码视觉循迹的方式，采用摄像头

来识别果蔬。

两个赛程的比赛需要采用相同的电机模块、电源模块和控制模块；不允许使用两个完全不

同的机器人来进行不同赛程的比赛。

单个赛程的比赛时间设定为5分钟，超过时间直接结束比赛。

1.3. 比赛计分和排名规则

比赛计分分为三部分：任务得分+方案设计得分+比赛时间

比赛排名优先按照任务得分和方案设计得分的综合得分排名，得分高者排名靠前；当两队

任务得分值一样时，按照完成任务的时间来排名， 用时少的排名靠前。

1.4. 奖项设置

按照参加比赛队伍数量的40%来评定获奖队伍，获奖数量按照比例的四舍五入确定：

排名前 5%的队伍获得特等奖；

排名前 6~15%的队伍获得一等奖；

排名前 16~30%的队伍获得二等奖；

排名前 31~40%队伍获得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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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赛规则

2.1. “春播”赛程比赛场地

标准“春播”赛程比赛场地地图如图 1 所示，场地规格说明如表 1 所示。

图1 智慧农业“春播”赛程标准比赛场地

表 1 智慧农业“春播”赛程标准比赛场地规格

材质及

表面要

求

① 直接采用比较平整的地面或者桌面即可，只要承重能力在 100Kg 以上。

② 地面颜色必须是纯色，不能有杂色干扰。

③ 比赛场地地图由比赛组委会统一提供，不能使用参赛队自己带来的场地比赛。

④ 地图材质为灯布，各种颜色和线条用计算机彩色喷绘的形式产生。

⑤ 参赛队训练场地可以从技术委员会指定的厂家购买。

⑥ 场地为 3000*6000mm 的长方形场地。

场地标

识说明

1 蓝色（起始点1）区域为参赛机器人出发区域。

2 A、B、C、D这 4 个位置为3种“果蔬种子”初始放置的可能位置，其中种子的具体

存放位置在比赛前由裁判随机指定3处。

3 E、F、G分别为3种果蔬的种植区，赛前指定种植区分别对应种植的果蔬。

4 红色（起始点2）区域为参赛机器人返回区域。

灯光 ① 不做特别要求，但不可以有阳光直射和红外线干扰。

② 比赛时，场地外围观人员不能使用闪光灯进行拍照。



3

2.2. “秋收”赛程比赛场地

标准“秋收”赛程比赛场地地图如图 2 所示，场地规格说明如表 2 所示。

图2 智慧农业“秋收”赛程标准比赛场

表 2 智慧农业“秋收”赛程标准比赛场地规格

材质及

表面要

求

① 直接采用比较平整的地面或者桌面即可，只要承重能力在 100Kg 以上。

② 地面颜色必须是纯色，不能有杂色干扰。

③ 比赛场地地图由比赛组委会统一提供，不能使用参赛队自己带来的场地比赛。

④ 地图材质为灯布，各种颜色和线条用计算机彩色喷绘的形式产生。

⑤ 参赛队训练场地可以从技术委员会指定的厂家购买。

⑥ 场地为 3000*6000mm 的长方形场地。

场地标

识说明

1 红色（起始点2）区域为参赛机器人出发区域。

2 A、B、C、D这 4 个位置为果实储存的位置，其中3种果实的具体存放位置在比赛前

由裁判随机指定。

3 E、F、G分别为3种果蔬的种植区，赛前指定种植区分别对应种植的果蔬。

4 蓝色（起始点1）区域为参赛机器人返回区域。

灯光 ① 不做特别要求，但不可以有阳光直射和红外线干扰。

② 比赛时，场地外围观人员不能使用闪光灯进行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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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比赛物料

果蔬种子

果蔬种子使用直径为 30±1mm的实心橡胶球，重量在 200 克以内，每种种子用一种颜色表示，

颜色分别为白色、红色和黑色，每种种子提供6个，共18个。

果蔬果实

果蔬果实使用直径不超过 80±1mm，高度不超过120±1mm的塑料逼真模型，重量在 200 克以内，

每种果实提供10个，共30个。相同的果实可能有不同尺寸和颜色。

果树模型

果树模型使用直径不超过300±1mm，高度不超过600±1mm的塑料逼真模型。

参赛队训练可以从技术委员会指定的厂家购买制作好的物料，比赛时只能使用组委会提供

的比赛物料。

2.4. 机器人要求

每次比赛时，只能有 1 个机器人在场上比赛。在比赛前，裁判需要对各个参赛队的参赛

机器人进行登记和标识，保证 1 个队伍 1 车，不能共用。

为达成比赛目的，保障比赛公平，本项比赛对每个参赛机器人硬件提出如下硬性要求：

(1) 机器人控制器只能使用大赛组委会指定的STM32 机器人控制器。

(2) 机器人控制电机只能使用组委会指定的电机模块，电机模块设计有缓冲机构，缓冲量不

少于10mm；轮子和轮胎必须从官方指定厂家购买，不能进行任何改装。

(3) 机器人在地面投影不超出：长 500mm×宽 250mm；机器人重量：≤5000g。

(4) 传感器只能使用组委会指定厂家的循线传感器或者完全自主制作，不能使用其它型号的

循线传感器。循线传感器的数量不限。

(5) 必须使用颜色传感器或者智能视觉传感器，采用组委会推荐厂家的传感器或者完全自主

制作，不能使用第三方厂家专门针对此项比赛研制的套件。

(6) 电池模块只能使用大赛组委会指定的电池模块，提供12V 6AH的电池供电。

(7) 机器人可以实现两轮差速、三轮全向和四轮全向三种运动模态。

3. 裁判

每场比赛将委派两名裁判执行裁判工作，一个主裁和一个副裁，主裁和副裁相互配合和

监督，公正完成比赛的裁决工作。主裁在比赛过程中所作的裁决结果不容争议，参赛队伍必须

接受裁判结果。如果副裁或者参赛队员对主裁的裁决结果有争议，可以在本场比赛结束后

1 小时内向大赛仲裁委员会提交视频证据和书面申请进行仲裁。

主裁的权力和责任：

(1) 审定场地、参赛队伍的资质和参赛机器人的规格是否符合比赛的要求。

(2) 执行比赛的所有规则。

(3) 裁决比赛的犯规现象。

(4) 签名确认比赛的成绩和时间。

副裁的权力和责任：

(1) 监督执行比赛的所有规则。

(2) 监督比赛的犯规现象。

(3) 记录比赛的成绩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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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记分标准

4.1. 成绩及排名

每个参赛队伍以团体的方式参加比赛，每队由2-3位队员完成比赛项目。比赛得分按照精

度与速度综合的方式进行评分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1) 每个队伍分别进行“春播”赛程，并计算“春播”赛程得分Q1和记录比赛用时T1；

(2) 每个队伍分别进行“秋收”赛程，并计算“秋收”赛程得分Q2和记录比赛用时T2；

(3) 根据每个队伍提交的设计方案进行设计方案评分，记录设计方案得分Q3；

(4) 总成绩得分 ＝“春播”赛程得分Q1*40%+“秋收”赛程得分Q2*40%+设计方案得分Q3*20%，

分数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5) 团队完成时间 ＝ T1+T2,时间精确到0.1秒；

(6) 比赛排名：

(1) 先以综合得分成绩计算名次，成绩高者排名靠前；

(2) 若综合分值一样，则以完成时间决定比赛排名，耗时少者名次更靠前。

4.2. 记分细则

“春播”赛程考核办法（100分）

分值1（60分）：将种子播种到对应的种植区，并精准放入到穴位处的，每完成一次得分

10分；将种子播种到对应的种植区，但未精准放入到穴位处的，每完成一次得分5分；将种子

播种到不对应的种植区，并精准放入到穴位处的，每完成一次得分2分；将种子播种到不对应

的种植区，但未精准放入到穴位处的，不得分；本项最高分为60分；

分值2（20分）：完成三种不同种子播种且每种种子播种数量不少于1个的得20分；完成两

种不同种子播种且每种种子播种数量不少于1个的得10分，完成一种种子播种且每种种子播种

数量不少于1个的得5分；

分值3（10分）：结束后正确返回另一个起始点的得10分，结束后返回另一个起始点但位

置偏离超出范围的得5分，不返回不得分；

分值4（10分）：整个比赛过程中车体运动未碰撞物体则得10分，否则不得分；

分值5（20分）：循迹过程中脱离黑线2秒记为脱线，每脱线一次扣除2分；脱线超过10秒，

直接扣除该项最高分；最多扣除20分；

“春播”赛程得分计算公式 = 分值1 + 分值2 + 分值3 + 分值4 - 分值5。

“秋收”赛程考核办法（100分）

分值1（20分）：成功识别出需要采摘的果实并准确播报出名称的得20分；成功识别出需

要采摘果实但未播报出名称的得10分；未成功识别出需要采摘果实的不得分；

分值2（60分）：每成功采摘一个与模型相同的水果且放入到对应水果收集区的，得分10

分；每成功采摘一个与模型相同的水果且放入到不对应水果收集区的，得分5分；每成功采摘

一个与模型不同的水果且放入到对应水果收集区的，得分2分；每采摘一个与模型不同的水果

且放入到不对应水果收集区的不得分；

分值3（10分）：结束后正确返回另一个起始点的得10分，结束后返回另一个起始点但位

置偏离超出范围的得5分，不返回不得分；



6

分值4（10分）：整个比赛过程中车体运动未碰撞物体则得10分，否则不得分；

分值5（20分）：移动车脱离轨道超过3个二维码记为脱轨，每脱轨1次扣除2分，直接扣除

该项最高分；最多扣除20分；；

“秋收”赛程得分计算公式 = 分值1 + 分值2 + 分值3 + 分值4 - 分值5。

设计方案考核办法（100分）

每个参赛队伍都需要提交参赛作品整体设计方案（硬件和软件），裁判组根据设计方案进

行打分。

方案优秀：81~100分

方案良好：61~80分

方案一般：41~60分

方案欠佳：0~40分

总得分计算办法（100分）

总得分计算公式 = “春播”赛程得分*40% +“秋收”赛程得分*40% + 设计方案得分*20%。

分数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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