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AR 火星移民—救援挑战

一、参赛范围

（一）参赛组别。幼儿组、小学低年级组（1-3 年级）、小

学高年级组（4-6 年级）。

（二）参赛人数。1 人/团队。

（三）指导教师。1 人（可空缺）。

（四）每人限参加 1 个赛项、1支队伍。

（五）组别确定。以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教委、教育厅、

教育局）认定的选手所属学段为准。

二、竞赛主题

火星上的地震，通常被称为“火星震”，是该行星地质活动的一

种表现形式。假设在火星上发生了一次较大的火星震，并且有人类居

住设施受到影响，那么震后的救援行动将是至关重要的。本届机器人

竞赛的主题是“GAR 火星移民——救援挑战”。在火星震发生后，首

要任务是确保所有人员的安全。利用火星表面的机器人进行初步巡查

搜救工作，同时无人机检查电力供应、通讯。必要时通过卫星通信联

系地球指挥中心，协调物资和技术支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派遣

地面救援队伍进入受损区域进行细致搜索，寻找可能的幸存者并提供

医疗救助。

三、竞赛流程

（一）报名：参赛选手按规定的方式和时间进行报名，报名

成功的选手有参加比赛的资格。

（二）比赛：选手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比赛，决出一、二、



三等奖。

四、竞赛环境

（一）编程系统：使用微脑开关编程。

（二）禁带设备：U 盘、手机、平板电脑、对讲机等。

（三）竞赛场地：

比赛地图尺寸为 200cm*100cm。

本规则采用的地图图片起示意作用，比赛地图具体尺寸、标记点

和道具材质，尺寸，重量以现场提供为准。

（四）基地和调整区：

比赛过程中参赛队可以在基地内和调整区内，调整设备的结构和

程序，或者暂存某些任务的道具模块。

五个基地

三个调整区



五、竞赛器材

1.每支队伍一台机器人。

2.机器人启动前长宽高最大尺寸 25cm*25cm*25cm，机器人启动

后大小不限。

3.限 1个控制器，控制器上的电机端口须为 2个，传感器端口须

为 2个，控制器本体编程按键 8个。

4.机器人结构须使用塑料积木件搭建，积木必须使用 8mm 搭建体

系。

5.负责行走的电机，电机输出禁止使用大齿轮带小齿轮的方式。

六、竞赛任务

出发基地共有 5 个，每条路线可完成各项任务，每项任务完成一

次即可，多次完成只计算最高的一次分数。

（一）道路巡查

火星震过后道路多有碎石等路障，机器人巡查道路中是否有障碍

物，为后续清理提供预警。成功探测到路障 A，并在路障面前，前后

移动，循环 3 次，得 15 分。移动的同时闪烁灯得 15分。若路障模型

被撞倒，不得分。该任务最多 30分。任务完成后可手动拿回机器人。

路障 A 机器人前后移动并闪烁灯光

（二）碎石清理



火星震过后，机器人在巡查道路中如有碎石，将其推离至指定位

置。机器人自行从基地出发，推倒碎石 B 得 10 分。继续向前推，使

碎石 B 的垂直投影接触位置 C 可得 10 分，行驶过程中发出声音得 10

分。该任务最多 30分。任务完成后可手动拿回机器人。

碎石 B 将碎石清理到指定区 C

（三） 安全转移

因受灾范围较广，需寻找伤员并将其带回基地。机器人自行从基

地出发，机器人的垂直投影只需部分接触调整区 D 并自动停止，得

10 分。在调整区 D 区域可手动将机器人与伤员运输框连接并编程，

使机器人可以自行带着运输框返回基地，伤员运输框的垂直投影接触

基地可得 10 分。返回基地过程中发出警报得 10 分，闪烁灯光得 10

分，该任务最多 40分。

伤员运输框

（摆放在 E位置）

机器人与伤员运输框

连接

伤员运输框接触基地



（四）电力抢修

火星震过后，导致了部分电力设施受到破坏，区域电力中断，请

机器人前去维修。机器人自行从基地出发，机器人的垂直投影只需部

分接触调整区 F 并自动停止，得 10分。在调整区 F 区可手动将机器

人对准旋转任务的卡爪，通过编程，让机器人自行将高压线铁架扶正，

如下图所示状态，得 20分。该任务最多 30分。任务完成后可手动拿

回机器人。

高压线铁架 旋转任务卡爪 高压线铁架扶正

（五）物资运输

随着人员的增多，临时避难区物资紧缺，请机器人将三组救援

物资携带并投入到物资收集框中，然后返回基地。机器人自行从基地

出发，机器人的垂直投影只需部分接触调整区H并自动停止，得10分。

在调整区H区，可以手动调整机器人的结构件和编程，机器人将携带

的救援物资投入到物资收集框内，物资接触底板，每投入1个得10分。

通过在调整区H区的编程，机器人自行返回基地，机器人的垂直投影

接触基地视为返回成功,得10分。该任务最多50分。



物资收集框 机器人携带物资 物资投入到收集框

（六）用时与次数

组别 现场编程调试时长 规定任务时长 规定任务次数

幼儿组 现场组委会确定 180秒/次 2次

小学低年级组 现场组委会确定 180秒/次 2次

小学高年级组 现场组委会确定 180秒/次 2次

1.现场编程调试时长：在此时间内，每个组别所有参赛队伍统一进

行编程与调试。

2.规定任务时长：机器人完成比赛所限定的起止时间，未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比赛则强制结束本次比赛。

七、运行与结束

（一）机器人运行

1.机器人启动方式与运行方式：机器人在基地启动之前须静止，

允许采用“按下按钮”的方式进行启动，机器人启动后须自主运行。

2.在任务完成所限定的时间内无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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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选手可自行取回脱落件后

继续使用。



4.比赛过程中不得更换机器人（允许替换任务所需的功能结构件），

只可以在基地和调整区对机器人的结构和程序进行变更。

5.裁判现场确定选手比赛顺序。

（二）比赛结束

1.规定时间内完成所有任务。

2.规定时间结束。

八、评比标准

（一）成绩计算

1.规定时长内只完成部分任务，按实际完成的任务计算得分。

2.成绩取 2 次的最高分。

3.成绩高者排名靠前，若成绩相同，用时少者排名靠前；若成绩

与用时均相同，排名并列。

（二）不予评奖

1.参赛选手迟到 10分钟以上。

2.参赛选手蓄意损坏比赛场地。

3.参赛选手不听从裁判（评委）的指示。

4.参赛选手未到场比赛。

5.参赛选手比赛成绩为零分。

6.参赛选手被投诉且成立。

7.参赛选手参加多个赛项比赛。

8.机器人启动后人为遥控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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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参赛选手可同校组队参赛，亦可地级市内跨校组队参赛；不得

跨省、跨地级市组队报名参赛，一经发现或举报，将取消比赛资格。

3.本规则是实施裁判工作的依据，在竞赛过程中裁判（评委）

有最终裁定权。凡是规则中没有说明的事项由裁判组决定。



十、计分表

GAR 火星移民—救援挑战

赛项计分表

名称： 组别：

序号 任务名称 分值 第 1 轮得分 第 2 轮得分

1 道路巡查 15+15

2 碎石清理 10+10+10

3 安全转移 10+10+10+10

4 电力抢修 10+20

5 物资运输 10+10*3+10

总分

用时 180秒

参赛队员签字： 裁判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