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I无人驾驶-智能驾考环场路考

一、参赛范围

1、参赛组别 ：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含中专、职高）。

1.1、小学组参赛选手需年满6-13周岁（以比赛年份的9月1日为界），且为小学

在校学生 ；参赛队伍至少需要一名年满20周岁（ 以比赛年份的9月1日为界）的指导老

师。

1.2、初中组其中一名参赛选手需年满12-16周岁（以比赛年份的9月1日为界），

且为初中在校学生 ；参赛队伍至少需要一名年满20周岁（以比赛年份的9月1日为界）

的指导老师。

1.3、高中组其中一名参赛选手需年满16-18周岁（以比赛年份的9月1日为界），

且为高中在校学生 ，若参赛选手未接受学校教育 ，则需另外向组委会申请参赛资格 ；

参赛队伍至少需要一名年满20周岁（以比赛年份的9月1日为界）的指导老师。

2、参赛人数 ：2-3人/团队。

3、指导教师 ：1人 ，且年满20周岁（以比赛年份的9月1日为界）的指导老师。

4、每人限参加1个赛项、 1支队伍。

二、竞赛主题

本届主题为“智能驾考环场路考”。智能驾考环场路考是指通过图形化编程或

Python编程实现无人驾考的环场路考任务。以深度学习为突破的“人工智能时代”大

风口下 ，无人驾驶被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互联网公司、传统车厂、新兴创业公司、



各路资本争相竞逐 ，业界普遍认为无人驾驶是人工智能落地的终极场景之一。很多AI

机器人也具备无人驾驶能力 ，此项目即可以生动地模拟识别车道、路标和定位 ，违章

判断等无人驾驶的主要环节和技术。

本次竞赛的目的是检验青少年对人工智能和AI机器人的理解和掌握程度 ，通过

充满科学性、创新性、趣味性、竞技性、变化性的竞赛 ，激发我国青少年对AI机器人

技术的兴趣与求索。

三、竞赛流程

1、报名 ：参赛选手按地方组委会规定的方式和时间进行报名 ，报名成功的选手

有参加地方选拔赛的资格。

2、地方选拔 ：依据全国组委会给定名额 ，确定地方入围选手 ，并按规定时间报

送全国组委会。

3、全国决赛 ：入围选手现场确定一、二、三等奖 ，入围但未能到达决赛现场参

赛的选手视为弃权 ，不予评奖。

四、竞赛环境

1、编程系统 ：图形化或Python编程软件。

2、编程电脑 ：参赛队伍应准备并携带联赛期间所需的所有设备、软件和笔记本

电脑 ，且每支队伍只能携带一台笔记本电脑入场 ，并保证比赛时笔记本电脑电量充足

（可自备移动充电设备）。

3、禁带设备 ：U盘、手机、平板电脑、对讲机等。

五、竞赛场地

5.1、各年龄组别中WRO场地是平铺地面的场地垫的尺寸是240cm*240cm ，各

维度最大不得超过+/-5mm误差。



5.2、边界围栏高度为15±0.5厘米。

5.3、比赛采用摄像头巡线的方式 ，比赛路径为黑底双黄线 ，黄线宽度为2厘米 ；

比赛路径中有直道、90°弯道、“S”形弯道三种路径 ，巡线过程中可采用巡单黄线、

双黄线等方式完成任务。

5.4、比赛地垫必须印有哑光饰面或覆盖层（无反射色 ）。比赛地垫的材料不应

太软（例如无网状横幅材料）。

5.5、如果在地方或全国比赛中设置不同（赛台尺寸、边界、地垫材料等） ，比

赛主办方需提前通知参赛队。

场地示意图

如图所示是比赛场地示意图 ，240cm*240cm的完整场地上 ，散布着多种任务

模型。有些任务贴纸使用背胶贴纸固定在场地膜上 ，在整个比赛期间 ，固定的任务贴

纸或模型不能挪动位置。有些任务模型直接放置在场地上 ，可根据任务移动。

部分任务现场随机抽取 ，参赛队员应根据赛前公布的内容在现场编写控制程序。



以下描述的任务只是对现代社会人们生活中的某些情景的模拟 ，切勿将它们与真实生

活对号入座或相提并论。

1、起止区

起止区如下图所示 ，小车开始出发时 ，从起止区内朝绿色箭头方向出发 ；完成

现场所有任务后返回起止区内。 即识别到终点停车标识后 ，进行起止区域内。

起止区示意图

2、坡度桥

坡度桥为现场场地任务道具 ，放置区域赛前公布 ，坡道定点起步任务小车从桥

上通过。

坡度桥



3、人行道

人行道为任务区 ，抽取的部分任务将会放置在人行道前执行。

人行道

4、基础任务标识与贴纸

终点停车 倒车入库贴纸 侧方停车贴纸 坡度停车贴纸

侧方停车贴纸 倒车入库贴纸

5、附加任务的任务标识（抽取时发布 ，以下为举例）

“红绿灯”标识



路障

六、环境条件

（ 1 ）比赛场地可能与参赛队伍自己的训练场有所差别。参赛队伍应调试自己的

机器人以适应场馆的环境。场地平面示意图贴在边框凸起的赛桌上（长*宽*高 ：

240cm*240cm*15cm ）。机器人比赛场地通常容易受到不确定因素的干扰 ，例如 ，

场地表面可能有纹路或不平整 ，边框上可能有裂缝或不光滑 ，光照条件等。

（ 2 ）比赛场地可能会有突发的光线干扰（如观众的闪光灯等 ），参赛队伍应该

做好应对这些干扰的准备。组委会也会尽量减少外界光照干扰。

（ 3 ）所有尺寸允许与规则存在±5%的误差。

七、竞赛规则

（一）机器人要求

1、在启动“任务”之前 ，机器人的最小尺寸必须在30厘米×30厘米 ×20厘米以

内。机器人启动后最大必须在30厘米 ×30厘米×30厘米以内。

2、每支队伍有且仅有1台机器人。

3、机器人控制器必须“清零” ，即控制器内不能有任何编程程序。

4、机器人必须是可拆卸的模块化结构 ，可四轮独立控制的全向运动机器人 ，也

可传统机器人搭建普通车轮 ，且搭建尺寸必须满足第1条。



5、每台机器人至少使用1个视觉模块 ，且视觉模块必须是独立的可拆卸模块。

6、每个模块之间连接不能用螺钉 ，只能用可拼插积木连接。每台机器人只使用

一个AI控制系统作为控制核心。

7、机器人必须自主运行 ，不允许对机器人进行遥控、手动控制或传送数据给机

器人(如用传感器、连接线、无线等方式)。

8、每台机器人电池饱和电压 ：小学组不得超过9V ，初、高中组不得超过12V。

（ 二 ）竞赛任务

比赛任务进行两轮 ，每轮比赛时长3分钟 ，每轮比赛开始时参赛选手从起止区出

发 ，赛车需要完成无人驾驶路线 ，路线中需要完成基本任务和附加任务 ，最终到达起

止区域内并停止。

比赛开始后 ，参赛选手使小车完成出发、直角转弯、坡度定点停车和起步、走

“S”形弯道、限速限宽门、侧方停车、倒车入库、抵达起止区等9个基本任务和现场

对应抽取的附加任务等。

关于循迹过程中压线说明 ：在完成除特殊备注之外的任务的过程中 ，场地中实

黄线压线则扣5分 ，如下图所示。从完成上一个任务结束到开始下一个任务的循迹过

程中实黄线每压一次线扣5分。



√ ×

各组别任务说明 ：各组别需要完成的任务如下表所示。

组别 任务 备注

小学组

完成5个基本任务、现场抽取2

个不同类别的附加任务 ，随机安

放在路线中

比赛调试前由裁判现场抽取各组别的

任务并公布任务位置与方向 ，正式比赛

时各组别比赛任务与调试时的任务和

任务的位置与方向保持一致

初中组

完成7个基本任务、现场抽取2

个不同类别的附加任务 ，安放路

线中的位置赛前公布

高中组

完成9个基本任务、现场抽取2

个不同类别的附加任务 ，安放路

线中的位置赛前公布

1、基本任务 ：

1、 出发

机器人从起止区出发 ，完全离开起止区。 即机器人垂直投影完全离开起止区 ，

则完成出发任务 ，得10分。

2、 坡度定点停车和起步（此任务为2个任务 ，任务1 ：坡度定点停车 ；任务1 ：坡度



定点起步。 ）

经过桥面并完成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任务。

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任务包括以下三个动作 ：

动作1、上坡到达上坡或桥面区域内静止2秒钟(机器人垂直投影完全在上坡或桥

面区域内) ，则得10分 ；

动作2、静止过程中 ，制动灯开启 ，得5分 ；

动作3、坡度起步关闭制动灯 ，成功通过桥面 ，得10分 ；

√ ×

完成状态示意 失败状态示意

3、 完成直角转弯

成功完成直角转弯得15分 ，运动过程中压黄线则任务失败。



√ ×
完成状态示意 失败状态示意

4、 完成“S”弯赛道

成功完成“S”弯道行驶任务 ；完成动作得20分。

√ ×

完成状态示意 失败状态示意

5、 侧方停车

识别停车标识 ，完成侧方停车任务 ，得5分 ；机器人完成侧方停车动作 ，垂直投

影完全在侧方停车车位黄色线区域内 ，即得20分。



识别“侧方停车”标识

√
完成状态示意

×
失败状态示意

6、 倒车入库

识别倒车入库标识 ，得5分 ；机器人完成倒车入库动作 ，垂直投影完全在倒车入



库车位黄色线区域内 ，即得20分。

识别“倒车入库”标识

√
完成状态示意

×
失败状态示意

7、 限速限宽门

机器人调整好角度开过限速限宽门 ，过程中不要触碰限速限宽门任一部分即可



完成任务 ，得10分。

8、 抵达终点区

成功到达起止区域内（垂直投影完全在起止区区域内） ，并停止。成功完成任

务得15分。

√
完成状态示意

×
失败状态示意



2、附加任务 ：

现场有三个类别可抽取 ，每个类别里有多个任务可抽取。任务要求和对应道具

现场发布 ，现场由裁判在调试前根据组别抽取相应数量任务 ，并随机安排位置。根据

所抽取的任务对应要求完成任务 ，每完成一个任务得20分。

1、 建筑物标识识别（选项任务现场发布 ，共有3个选项）

例如 ：桥梁、学校、充电站等

充电站

位置现场抽取 ，识别到标识停车等待充电 ，3秒充电成功后语音播放“充电成功”

语音 ，完成任务得20分 ，运动过程中压黄线扣5分。

√ ×
完成状态示意 失败状态示意

2、 交通标识识别（选项任务现场发布 ，共有3个选项）

例如 ：注意行人、红路灯通行、 隧道等

红绿灯通行

检测红绿灯的状态 ，依照交通规则完成通行 ，顺利通行得20分 ，运动过程中压

黄线扣5分。

√



完成状态示意

×
失败状态示意

3、 道路障碍识别（选项任务现场发布 ，共有3个选项 ，此道具为立体障碍 ，并非标识）

例如 ：路障、行人、动物等

清除路障

清除路障后顺利通行得20分。（注意 ：此任务可以压黄线）

识别路障

√
完成状态示意

（三）竞赛时长



组别 小学组 初中组 高中组

现场编程 90分钟 90分钟 90分钟

比赛完成 3分钟 3分钟 3分钟

说明 ：1.现场编程时长 ：每个组别所有参赛选手统一进行现场编程所限定的起止时间 ，在此时

间内参赛选手可进行场地调试与程序调整。2.比赛完成时长 ：每支参赛队伍最后一台机器人完

成比赛所限定的起止时间 ，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比赛的强制结束本次比赛。

（ 四 ）机器人运行

1、机器人位于起止区区域内启动之前须静止 ，允许采用“按下按钮”或“给传

感器信号”的方式进行启动 ，成功启动后机器人须自主运行。

2、参赛团队进入竞赛场地后 ，有1分钟时间进行赛前准备 ，准备工作完毕后由

参赛队员将机器人放置在起始位置并示意裁判开始比赛。 1分钟内没有准备好的参赛

选手将丧失这一轮比赛资格且无成绩 ，但不影响参加下一轮比赛。

3、在任务完成所限定的时间内 ，参赛机器人如发生结构脱落 ，在不影响机器人

正常运行的情况下 ，参赛队员可请求裁判帮助取回脱落件。

4、不可使用无线、红外等遥控设备。

5、在任务完成所限定的时长内无暂停。

6、比赛过程中不得更换机器人 ，不可以对机器人软硬件进行变更 ，但可以更换

电池。

7、每支队伍比赛进行两轮 ，现场安排抽签确定竞赛顺序。

（五）比赛结束

1、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



2、规定时间结束未完成任务。

3、机器人行进过程中整体投影完全越过黄线5秒以上（ 除完成清除障碍任务外）。

4、机器人行进过程中突然静止且10秒内没有动作的可能性。

5、机器人行走过程中发生侧翻或仰翻。

6、机器人未按规定任务路线行进。

7、机器人行进过程中 ，参赛队员有意触碰机器人或模型。

8、机器人起止区30秒内无法启动。

9、机器人起点区启动时未处于静止状态。

（六）取消比赛资格

1、参赛团队迟到5分钟以上。

2、机器人启动后人为遥控机器人。

3、参赛队员蓄意损坏比赛场地。

4、参赛队员不听从裁判的指示。

八、评分标准

任务 评分

任务 ：出发

离开起止区 10

任务 ：坡度定点停车、起步

1.成功完成坡度定点停车 10



2.开启制动灯 5

3.成功完成坡度定点起步 10

任务 ：直角转弯

1.成功完成直角转弯行驶任务 15

任务 ：“S”弯赛道

1.成功完成“S”弯道行驶任务 20

任务 ：侧方停车

1.识别停车标识 5

2.完成侧方停车任务 20

任务 ：倒车入库

1.识别倒车入库标识 5

2.完成倒车入库任务 20

任务 ：限速限宽门

1.成功穿越限速限宽门任务 10

任务 ：抵达终点区

1.成功到达终点区域 15

任务 ：附加任务

1.每成功完成1个任务 20

完成任务过程中压黄实线的次数



1.运动过程中规则没有特别说明可以压黄实线时压了黄实线 -5分/次

奖励分

0 次重启 20

1 次重启 15

2 次重启 10

3 次重启 5

4 次重启 0

本轮比赛用时

总得分

备注 ：1.规定竞赛时长内只完成部分任务 ，按实际完成的任务计算得分。2.取两轮比赛得分

总得分为比赛成绩 ，成绩高者排名靠前 ，若成绩相同 ，用时少者排名靠前。

九、相关说明

1、每位选手限参加一个赛项 ，严禁重复、虚假报名 ，一经发现或举报 ，将取消

比赛资格。未在竞赛时间内参加比赛视为弃权。

2、本规则是实施裁判工作的依据 ，在竞赛过程中裁判有最终裁定权。凡是规则

中没有说明的事项由裁判组决定。


	一、参赛范围
	二、竞赛主题
	三、竞赛流程
	四、竞赛环境
	五、竞赛场地
	1、起止区
	2、坡度桥
	3、人行道
	4、基础任务标识与贴纸
	5、附加任务的任务标识（抽取时发布 ，以下为举例）
	六、环境条件
	七、竞赛规则
	（一）机器人要求
	（ 二 ）竞赛任务
	1、基本任务 ：
	2、附加任务 ：
	（三）竞赛时长
	（ 四 ）机器人运行
	（五）比赛结束
	（六）取消比赛资格
	八、评分标准
	九、相关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