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器人接力赛比赛规则 

一、竞赛介绍 

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中，存在人类无法到达的地方和可能危及人类生命的

特殊场合，比如行星表面、工地、矿井、救援反恐等等，所以仿人机器人就蓬勃

发展起来。腿式行走机器人基于仿生学原理，该机构几乎可以适应任何路面的行

走，且具有良好的机动性，其运动系统具有良好的主动隔振功能，可以比较轻松

地通过松软路面和大跨度障碍。缺点是行进速度低缓、效率较低，而且由于腿部

与地面接触面积相对较小，遇到非刚性地面状况时会出现下陷的情况。而且其对

腿部关节部位的制造要求较高，机构形式在各种移动机构中最复杂，控制也十分

困难，目前尚处于研究和实验阶段，有各种各样的技术难题急需克服。 

人类的大部分行为能力是需要借助于逻辑分析，例如思考问题需要非常明

确的逻辑推理分析能力，而相对平常化的走路、说话之类看似不需要多想的事，

其实也需要简单逻辑，大脑在根据路况不断地分析判断该怎么走保持平衡的情况

下到达目的地，同样机器人走路是要通过复杂的计算来进行。“教”一个机器人

走路远比教一个1岁的小朋友走路更难，因为机器人的“大脑”一片空白，它的

举手抬足应该以何种角度，到怎样的高度，都需要工程师凭逻辑和经验一一设

定。机器人要像人一样优雅地走路，要将机器人的视觉等传感器和控制算法结合

起来。传感器它能持续地测量机器人身上部件的方向和移动，控制系统也需要实

时读出和处理这些传感器所收集的数据，持续调整电机参数，以保持所需的平

衡，不至于跌倒。要达到这些要求，需要在 NAO 机器人本体的基础上开发出先

进的视觉算法、平衡算法、步态算法等一系列的对应算法来实现这一目标。 

NAO 机器人接力赛通过研究人类行走方式及运动原理，结合喜闻乐见的体

育竞技项目，设计机器人竞走接力比赛。参赛队员需掌握机器人编程技能，具备

团队合作精神，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能力。赛事将激发参



赛队员的创造力、培养人形机器人技术的兴趣，推动人形机器人技术进步，使人

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及危险的工作环境中解放出来。 

二、竞赛规则 

2.1 竞赛形式 

比赛模拟人类接力赛项目： 2 台 NAO 机器人接力竞步，每台机器人行走 

6 米，最终成绩按照用时由少到多排序。 

2.2 竞赛场地及道具说明 



2.3 参赛队伍要求 

1）每个参赛队必须命名，如：****学校**队，并将分队标签贴于机

器人显著位置，以便于区分。 

2）各参赛队员参赛时，请自备用于程序设计的电脑、参赛用的各种

器材和常用工具，各项竞赛使用的编程语言不限。 

3）参赛队伍统一采用 NAO 机器人，一组参数队伍两台机器人。同

一机器人只能参赛一次，如果发现同一机器人参加多次比赛，将取消这台

机器人的所有参赛资格。 

4）比赛过程中只允许参赛选手、裁判员和有关工作人员进入比赛区

域，其他人员不得进入。 

5）参赛机器人为自主控制。场外队员或者其他人员禁止人工遥控或

采用外部设备遥控机器人。 

6）参赛队员须服从裁判，比赛进行中如发生异议，须由领队以书面

形式申请复议，由裁判做出最终裁决，并做出说明。复议申请必须在下一

轮比赛之前提出，否则将不予受理。 

7）竞赛期间，场内外一律禁止使用各种设备或其它方式控制他人的

机器人，组委会一经发现，将对肇事队伍及队员取消比赛成绩与参赛资

格。 

8）为减少各赛道之间的干扰，承办方可根据场地实际情况适当加宽

各赛道之间的间距。 

9）凡规则未尽事宜，解释、与规则的修改决定权归裁判委员会。 

2.4 竞赛细则 

1）赛前领队会议抽签决定各参赛队编号、确定比赛顺序。每三组参

赛队伍同时在一个比赛场地内进行比赛。 

2）每场比赛所有参赛队伍在三个赛道上轮流进行比赛，每轮十分



钟。 

3）每组参赛队伍比赛开始时间前 5 分钟，开始检录参赛设备。1号

机器人站在第一条赛道的起点位置的白线区外，等待裁判吹哨。比赛开始

后1号机器人走到1号赛道接力区踩到白线，2号机器才能行走，一直行走

到赛道的终点。 

4）裁判员开始本场比赛的信号前，任何机器人提前起跑，将判定为

犯规，该队该轮比赛终止。如果出现明显场外噪音干扰，裁判可根据现场

情况允许因噪音而抢跑的队伍重新起跑。裁判第一次吹哨后，机器人未能

起跑的队伍，可以要求裁判补哨。 

5)参赛机器人行走时不能越过两边白色边线，完全越过白色边线即

为犯规，并终止该对该轮比赛 (踩上边线但未超出白线不算犯规)。 

6）1号机器人没有到达接力区踩到白线，2号机器人越过起跑线的将

判定为犯规，该队该轮比赛终止。 

7）十分钟之内还不能完成比赛的，该队该轮比赛终止。 

三、评分标准 

1、每支参赛队伍终止比赛或犯规之前的成绩（时间和距离，未到终点的站

立距离取机器人身位靠前的点，倒下距离取机器人身位靠后的点）计入三轮

比赛成绩。 

2、每支参赛队伍三轮比赛的最好成绩为最后成绩。 

3、行走距离越长排名靠前，行走距离相同时间短的排名靠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