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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届广西青少年机器人竞赛
机器人创意赛

一、 简介

机器人创意赛是一项由在读的中小学生机器人爱好者在学

校、家庭、校外机器人工作室或其他科技实验室里，以个人或小

组的方式，进行有关机器人的创意构思、主体设计、软件编程与

实物制作，最后提交机器人实体作品以解决特定问题的机器人创

意竞赛活动。

机器人创意赛对于培养当代中小学生学习、掌握与综合运用

机器人、电子信息与机电控制、人工智能和机械工程等高新技术，

激发中小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思维潜能，提高综合设计和制作能力

极为有益。

二、 机器人创意赛主题

(一) 主题简介

本届机器人创意赛的主题为“智能助农机器人”，旨在鼓励中

小学生仔细观察和细心研究农村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运

用机器人、电子信息与机电控制、人工智能和机械工程等技术，

形成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和实物作品。

(二) 选题范围

以“智能助农机器人”为目标制作的机器人创意赛作品将通

过人机交互或全自动化运作的行为方式运行。当前，人工智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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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发展为我国广大农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和机遇，让

中小学生广泛参与“智能助农机器人”创意赛，将使更多的中小学

生了解我国的农业资讯和农科知识，能有效提高我国农业的生产

效率。而且本主题也为广大中小学生的选题提供了更自由、更广

阔、更具挑战性和想象性的发挥空间，设计出各种新颖、有趣、

实用的机器人及其应用方式。

下面通过两个实例，向拟参赛的中小学生展示“智能助农机

器人”给我国农村的生产生活带来的积极影响，希望同学们通过

本次创意赛设计出更合理、更实用、更高效、更有市场价值的机

器人，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三) 典型实例

1. 自动筛果机器人

该自动筛果机器人适合各类圆形、椭圆形果实的分级处理，

传送带出果，出果高度落差小，分级过程不伤果体，分级尺寸任

意可调。为保证食品卫生，自动筛果机器人采用不锈钢材质制造，

既能符合食品生产要求，又能保证机身结构强度不发生变形，使

机器人经久耐用。此外，与果体接触的部位全部用柔性材料加厚

软包，同时配备上料大果盘，方便随时挑拣坏果，做到一机多用。

2. 葡萄采摘机器人

葡萄采摘机器人长有一双“柔和的手”，它们是一种带有高度

柔性的仿生机械臂。在这种机械臂的顶端安装有一把灵巧的剪

子，当机器人接收到相关指令后，会通过机器视觉系统感知到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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萄的确切位置，然后通过剪刀精准地完成采摘动作，而且能够避

免在采摘葡萄的过程中对果实造成损伤。这样一台机器人采摘单

串葡萄的用时仅需几秒，相当高效。它不仅手巧，心也很灵，能

自动感知周围环境的情况，实现自主移动。它还有一手绝活，就

是能准确判断藤上的葡萄是否成熟，极大缓解了当前在葡萄采摘

季用工多、招工难的问题。

图 1：自动筛果机器人 图 2：葡萄采摘机器人

(四) 作品要求

1. 参赛队伍选择一个农村生产生活中现实存在的问题，自

主设计并动手搭建一台能有效解决该问题的机器人作品。参赛队

伍应注重表现机器人的科学原理、主体结构、运动特点、工作步

骤。参赛队伍提供的作品应具备三个基本要素：①具有实施操作

或全自动运行的本体结构；②具有智能操作和感知能力；③具有

作业功能、可以有效解决目标问题。

2. 参赛队员应在充分理解比赛主题涵义和选题范围的基础

上，经过课题先期研究，确定作品的制作方案，然后进入课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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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阶段。参赛队员应当确保选择的项目紧扣主题，在此前提下，

围绕自己最有心得、最感兴趣的机器人形式表现充分的创意。

3. 本比赛不提倡同一个作品同时报送多个竞赛项目，也不

提倡将往届比赛的获奖作品在没有经过较大幅度的改进创新情

况下再次报送本次竞赛。

三、 比赛规则

(一) 分组形式

本次比赛按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三个组别进行。每支参

赛队的参赛人数为不多于 3 名学生和 1 名指导教师。凡在 2024

年 7 月前，在校的小学、初中、高中学生均可参赛，老师为在校

在职教师。现场正式布展和评审阶段场馆均为封闭状态，仅允许

参赛学生队员在场。

(二) 器材要求

参加竞赛的机器人作品，除不得选用污染环境、有害健康的

器材外，原则上不限定器材。器材选用应力求节省成本，且参赛

机器人作品的创意、设计、搭建、编程等工作均应由学生个人独

立完成或参赛团队协作完成，避免比赛出现越俎代庖或成人参赛

的不良倾向。

(三) 应具要素

1. 机器人创意的出发点应该是出自学生自身调查研究的结

果；

2. 符合创意比赛的主题，正确体现机器人的内涵与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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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契合主题的前提下，注重机器人演示的完整性和创意

的新颖性；

4. 符合科学性原则并具备一定的研究制作工作量；

5. 研制过程和作品成果均能体现出学生的主体性；

6. 在制作机器人的过程中要体现出环保意识；

7. 申报材料应当具备规范性。

(四) 参赛程序

机器人创意赛参赛队伍应在规定的截止时间前通过在线方

式完成报名工作。

参赛队伍应在赛前完成参赛作品的设计与制作，届时自己携

带作品前往竞赛现场，比赛的内容包括作品展示和交流问辨。

(五) 现场布展

1. 参赛队伍要制作一块 120厘米（高）×90厘米（宽）的人

形展架，供各自的作品展示使用，展板版面一律竖排；

2. 各参赛机器人作品的展台面积不超过 2平方米。

(六) 组装与调试

在正式展示和交流问辩前，组委会将会安排一定时段供参赛

队布展、组装和调试作品。

(七) 评审

1. 机器人创意赛的终评包括作品展示、现场问辩。评委由

竞赛组委会聘请机器人学术界的多位资深专家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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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评审阶段，在指定的展示时间段内，所有参赛选手均应

在展台待命，不得任意缺席。评审陈述内容应该分为创意来源、

创新要点、结构特点、工作特性、制作过程、演示效果六个部分。

陈述中要着重说明创意题目的“自选性”、创作过程的“自主性”，

以及完成作品的“自制性”。要求参赛作品全程展示，不得提前

撤展，如果缺席封闭答辩，将被扣分。

附录：机器人创意比赛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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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机器人创意赛评分表

项目 细目 权重

作品评

分标准

目标与创意
目标明确，契合主题，选题有新颖性，

作品具有特色，有一个或多个创新点
30%

材料描述

规范严谨

作品申报的资料完整、按时、规范；工

作量适当，由学生独立或团队合作完

成。

15%

设计制作
作品结构合理巧妙，制作精良；作品的

完整度好、可靠性高。
25%

现场展示

现场操作娴熟、机器人作品演示过程完

整；展板内容简明，版式富有创意，视

觉效果好，陈述清晰，问辩回答正确，

能反映对创意的深入理解。

20%

技术工艺 运用多种技术手段参与设计创作。 10%

本规则之解释权归属于竞赛组委会，对于未提及的可能影响

比赛成绩之情况，将由现场裁判进行综合评议并作出裁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