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AR 火星移民-生存挑战

一、参赛范围

（一）参赛组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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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团队。

（三）指导教师：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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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届机器人竞赛的主题是“GAR 火星移民—生存挑战”。为参赛

队伍提供了一个机会，去探索人类未来在太空中的潜力，参赛队伍以

充满激情和创造力的方式，在这个引人入胜的主题下展现他们的技能

和想象力。除了机器人的设计与建造，参赛队伍还需要展示他们的解

决问题的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他们必须制定策略，遵循时间计划，

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并采取创新的方法解决各种问题。激发年轻一

代对太空探索的兴趣，鼓励他们展现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

这个竞赛，他们有机会体验到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的乐趣，激发出他

们探索未知、推动人类前进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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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出各组别一、



二、三等奖。

四、竞赛环境

（一）编程系统：小学低年级组使用微脑编程在比赛开始后现

场编程，且赛前不得预存程序，比赛开始前需要清空机器中的所有程

序。小学高年级组既可以使用微脑编程也可以使用电脑编程完成任务，

但比赛开始后不得使用电脑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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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cm*12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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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过程中参赛队可以在基地内，调整设备的结构和程序，或者

暂存某些任务的道具模块。基地尺寸为 30cm*220cm。

基地

（五）重启



重启是指比赛过程中，机器人被手动返回基地；单轮比赛时间内，

重启次数不限，但重启一次扣 10 分；重启前已完成的任务得分依旧

有效，如果未得分但任务模型改变了初始状态不得手动恢复。

五、竞赛器材

（一）小学低年级组：

1.每支队伍两台机器人。

2.每台机器人启动前长宽高最大尺寸 30cm*30cm*30cm，机器人

启动后大小不限。

3.每台机器人限 1 个微脑控制器，单台控制器上的总接口数量为

4个，其中电机接口须为 2个，传感器接口须为 2 个，控制器本体编

程按键不少于 20个。

4.每台机器人须内置电池，电池电压为 3.7V。

5.每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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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不得使用 3D 打印或激光切割的方式制作结构件、传动件、最

小单元外壳。

7.不得使用任何遥控形式，包括主控与按键分离的操控形式。

8.每台机器人所使用的电机数量不得超过 2 个。

（二）小学高年级组：

1.每支队伍两台机器人。

2.每台机器人启动前长宽高最大尺寸 30cm*30cm*30cm，机器人

启动后大小不限。

3.每台机器人限 1 个微脑控制器，控制器本体编程按键不少于

20个。



4.每台机器人须内置电池，电池电压为 3.7V。

5.每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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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不得使用 3D 打印或激光切割的方式制作结构件、传动件、最

小单元外壳。

7.不得使用任何遥控形式，包括主控与按键分离的操控形式。

8.每台机器人所使用的电机数量不得超过 2 个。

六、竞赛任务

任务分为独立任务与合作任务，独立任务共有 5 个，合作任务共

有 2个。合作任务必须于比赛开始后现场使用微脑编程形式完成，不

得使用赛前预存的微脑程序或电脑程序。小学低年级需完成 1-5 独立

任务与 6 合作任务。小学高年级组需完成 1-5 独立任务与 6-7 合作任

务。独立任务无需两台机器人配合完成，且两台机器人可并行选择执

行不同任务。机器人从基地出发，每项任务由任意机器人完成一次即

可，多次完成只计算最高一次的分数。

（一）水资源净化

火星生存首先要解决的是水资源。本任务是将净化模块“小球”，

投入到净化装置内获取水资源。机器人从基地出发，到达净化装置，

通过抬起“运动机构”，使小球进入到“净化框”中，机器人返回基

地，机器人的垂直投影接触基地视为返回成功。“小球”进入到“净

化框”中得 20分。



初始状态 初始状态 完成状态

（二）计时重置

火星的时间系统与地球不同，为了更好地管理和记录火星时间，

科学家特别设计了火星标准时间（MST），此任务目标是重置计时装

置。机器人从基地出发，到达计时装置，通过按压装置“按钮”，使

朝向右侧的“指针”，逆时针旋转，到达或超过左侧的“刻度标志”，

机器人返回基地，机器人的垂直投影接触基地视为返回成功。使“指

针”到达或超过“刻度标志”得 30分。

初始状态 `完成状态 完成状态

（三）能量块获取

在火星上生存需要可靠且持续的能量供应，以支持生命维持系统、

居住设施、科研活动等。机器人从基地出发，到达能量块位置，通过

推动“运输框”使 2个“能量块”掉入到运输框中，机器人将装有能

量块的运输框带回基地，运输框的垂直投影接触基地视为返回成功。

运动机构

净化模块

净化框

指针

按钮

刻度

标志

进入净化框



能量块每带回基地一个得 15分。

初始状态 运输框 运输框初始位置

能源块掉入框中 完成状态

（全部进入基地）

完成状态

（部分进入基地）

（四）位置标记

在火星长期居住，拥有一个可靠且精确的位置标记系统是非常重

要的。可以通过放置物理标志物，帮助人们从远处识别出特定位置。

机器人从基地出发，到达标记位置，通过拉动位置标记任务的“运动

机构”，使“标志物”垂直竖起。机器人返回基地，机器人的垂直投

影接触基地视为返回成功。使“标志物”垂直竖起得 30分。

能量块

能量块



初始状态 运动机构 完成状态

（五）信号塔建设

在火星上建立信号装置对于通信、导航以及科学研究都是至关

重要的，此任务目标是建设信号塔。机器人从基地出发，到达“信号

塔”位置，通过转动“旋钮”机构，使信号塔竖直立起。发出提示声

音。机器人返回基地，机器人的垂直投影接触基地视为返回成功。通

过机器人使“信号塔”竖直立起得20分。发出提示声音得10分。本任

务最高30分。

（六）燃料获取

该任务为合作任务，任务位置有F1-F6共6个可选位置，小学低

年级组由裁判调试前抽取一个并将模型固定在位置上，小学高年级组

比赛前由裁判抽取并将模型固定在位置上。火星上存在非常多燃料资

源，为了基地的正常运行，需要采集燃料资源并带回基地。一台机器

初始状态 完成状态

运动机构

标志物

旋钮

信号塔



人从基地出发后，抬起燃料杆可以使燃料模型从另一侧滑出可获得15

分。另一台机器人从基地出发后需要接住燃料模型并带回基地，若燃

料被带回基地前，掉落地面视为任务失败。若燃料模型未掉落地面且

垂直投影完全进入基地即为完成任务，可得15分，该任务最高30分。

初始状态 成功状态（基地内） 失败状态（基地外）

（七）矿样存储

该任务为合作任务，任务位置有G1-G6共6个可选位置。小学高

年级组比赛前由裁判抽取并将模型固定在位置上。火星上存在丰富的

矿产资源，为了进一步探索火星，需要采样并封装到专用的保存箱中。

一台机器人从基地出发后，压下手柄可以打开保存箱的盖子。另一台

机器人从基地携带矿产模型出发后将模型放置于保存箱中，矿产模型

接触保存箱内部底面。机器人返回基地，机器人的垂直投影接触基地

视为返回成功。该任务30分。

初始状态 初始状态 完成状态

燃料

手柄

矿产

保存箱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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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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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可以在基地对机器人的结构和程序进行变更，小学低年级组可以在比

赛开始后对程序进行微脑编程变更，小学高年级组可以在比赛开始后对

程序进行微脑编程变更，不得使用电脑编程进行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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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一次扣 10分。

3.时间分：在所有任务都完成的情况下结余的时间折算为时间分。

如完成所有任务共用时 150 秒，那么时间分=180-150=30 分。

4.最终成绩取两次成绩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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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挑战

小学低年级组赛项计分表

名称： 参赛队伍编号：

序号 任务名称 分值 第 1 轮得分 第 2 轮得分

1 水资源净化 20

2 计时重置 30

3 能量块获取 15*2

4 位置标记 30

5 信号塔建设 20+10

6 燃料获取 15+15

7 重启次数 -10/次

8 时间分 180-_____（用时）

总分

参赛队员签字： 裁判签字：



GAR 火星移民-生存挑战

小学高年级组赛项计分表

名称： 参赛队伍编号：

序号 任务名称 分值 第 1 轮得分 第 2 轮得分

1 水资源净化 20

2 计时重置 30

3 能量块获取 15*2

4 位置标记 30

5 信号塔建设 20+10

6 燃料获取 15+15

7 矿样存储 30

8 时间分 180-_____（用时）

9 重启次数 -10/次

总分

参赛队员签字： 裁判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