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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仿人机器人多人舞蹈比赛

仿人机器人(Humanoid Robot)，又称为人形机器人，是一种外形似人，具有与人类相近

的运动能力和一定智能的特种机器人。仿人机器人多人舞蹈比赛要求至少两个机器人在规定

时间内配合音乐完成一套完整的机器人舞蹈。舞蹈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参加比赛的机器人应

该能够像人类一样做出复杂而且灵活的动作。比赛考验多个机器人在舞蹈中对动作的复杂性

与艺术性及动作与音乐的配合，并考核多个机器人之间的配合以及相互间的通信。要使仿人

机器人完成这些动作，就需要对机器人的各个自由度进行合理的编程设计安排。在安排一套

机器人舞蹈动作的时候，应准确控制机器人的各个关节的精确运动角度。由于舵机能控制较

大范围转动角度，因此采用舵机作为仿人机器人各自由度的驱动器件。仿人机器人多人舞蹈

比赛涉及机械、电子、计算机编程、传感技术、材料、控制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多个领域，

具有很高的研究和应用价值。

1.2 比赛机器人

任意多个实物仿人型机器人均可参赛。

1.2 比赛进程

抽签决定出场顺序，评委打分，每个参赛队只有一次比赛机会，比赛开始 15秒内可以

重新开始一次不扣分，此外如遇比赛冲突等特殊情况，由评委组现场决定解决办法。

1.3 时间要求

时间不超过 4分钟，开场白、解说等计算在内，但连续舞蹈一般不少于 2分钟。

1.4 评委产生办法

比赛将聘请若干评委对比赛进行评分。条件允许情况下，其中部分评委由参加该项目

比赛的学生担任，每所学校限推荐一名学生作为评委，组委会随机挑选并负责对评委进行培

训。

1.5 评分办法

每个参赛队的出场顺序由抽签决定，评委现场打分，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取平均分

为参赛队的最后得分。

1.6 比赛操作及注意事项

（1）机器人由参赛选手手动或遥控启动。

（2）在机器人启动后的表演过程中，不可以用遥控。

（3）参赛者不得蓄意破坏机器人或损坏比赛场地，否则取消比赛资格，并通报学校。

（4）机器人在比赛过程中如果出现故障，参赛队员可以重新启动单个或多个机器人，

单个机器人每次扣 10分，多个机器人每次扣 15分。

（5）比赛过程中机器人如果摔倒，能够自动恢复每次扣 1分，不能自动恢复，可以人

工扶起，每次扣 5分，如果参赛队员预见到摔倒等不利情况，可以提前帮助或触碰机器人，

每次被扣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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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舞蹈表演总时间为 4分钟，超过或提前 15秒内结束不扣分。15秒限度外每五秒

扣 1分。

（7）参赛者在比赛过程中不得干扰评委，违者将对该队给予扣分，严重者将取消该队

比赛资格。

1.7 评分标准

比赛由组委会聘请若干位评委，主要从设计、技术、功能和创意等几个方面进行综合

评审，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机器人舞蹈表演评分：

（1）总体设计、创意和创新，鼓励原创机器人和原创节目参加比赛，鼓励机器人的舞

美效果，对于相关创意及其设计解说新颖得当可酌情加分（40%）

（2）舞步编排，动作复杂、协调程度，技术难度等，鼓励原创舞蹈动作（20%）

（3）多个机器人之间的配合谐调程度，鼓励多个机器人执行不同的动作（20%）

（4）舞蹈和音乐的协调（10%）

（5）娱乐与推广价值（10%）

评分细则由组委会制定并比赛前公布给裁判。

其他未尽事宜，组委会有最终的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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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仿人机器人短跑比赛

仿人机器人是最为贴近人类的机器人，其和人类一样的外形是其最受欢迎的重要原因，

仿人机器人的在快速运动中的稳定性是仿人机器人走向应用的关键基础。本比赛项目在规定

固定长度和宽度的跑道条件下考核机器人的运动速度和其稳定性。涉及到技术包括机器人的

运动步态技术、加减速技术以及部分涉及视觉信息和其它传感器的识别和传感技术。

2.1 比赛机器人

仿人型机器人，有头部、四肢和躯干，且必须配备环境感知传感器才可参赛，鼓励自行

开发的机器人。

2.2 比赛流程及要求

（1）抽签

赛前，各参赛学校，派一名领队到裁判员处抽签，决定学校间队伍的比赛顺序，同一学

校的参赛队顺序以程序册顺序为准。裁判将对抽签结果做记录，按照抽签顺序进行比赛。

（2）检录

各参赛队的机器人需经过裁判员的参赛资格审查方能参加比赛，主要考察以下几点：

① 传感器要求：在短跑过程中，传感器作为重要部件采集数据，同时起到调整机器人

方向和检测到终点方向的作用。为使比赛公平公正，各参赛队有义务配合裁判员对机器人的

传感器进行必要的测试，凡解释不清楚的参赛队，需提供代码，做进一步的核查。通过摆放

角度或侧方向并步行走，而不采集数据的机器人是不符合规定的。机器人走路的姿势需模仿

人的步态，并具有加减速度的功能。

② 机器人需为仿人机器人（形状、比例、结构、功能）。每条腿部自由度大于等于 3；
每条胳膊自由度大于等于 2，短跑过程中胳膊需具有摆臂的动作；机器人身体上需能感知外

部环境，感知的功能需要与短跑相关，如可以根据图像摇摆头部，可以根据距离的远近做出

相应的动作。

③ 身高要求：机器人的身高不得高于 70CM
④ 机器人数量要求：每个队伍需拥有专属于该队的机器人，并用记号笔在明显位置标

记参赛队名称，比赛时需要同时将多部机器人展示，同一学校的不同参赛队按顺序连续比赛。

不允许多个参赛队在同一比赛项目中使用同一部机器人。如举报属实或经裁判发现，裁判将

有权利取消该参赛学校的比赛资格。

2.3 比赛规则

模仿人类的短跑运动，在裁判员发出的哨声后，机器人身体方可离开起跑线，并以最快

速度跑到终点。

赛前，裁判指定比赛场地及调试场地。其他未参赛队可以在调试场地进行调试。

（1）机器人开始比赛的摆放位置为起点线的正中间，身体正面面向前方。

（2）每次比赛，每支参赛队伍有 3分钟的比赛调试时间，调试时间结束以前可以是随

时向裁判汇报是否可以比赛，从而由裁判启动开始正式比赛；3分钟调试时间结束后仍不能

比赛的，视为本次比赛失败。

（3）比赛过程中，不允许遥控指挥机器人。

（4）比赛过程中，参赛队员不允许触碰机器人。

（5）机器人在短跑过程中，摔倒后，如果能爬起来，还可以继续参加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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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出界的界定：当机器人多于一半的身体出到界外，则判定为出界。

（7）计时的说明：从机器人踏过起跑线开始计时，到机器人到达终点标志，则计时结

束。

（8）比赛所使用的引导物作为终点的标志，可以各参赛队自带。

2.4 比赛场地

图 2.1 仿人机器人短跑比赛场地图

场地为绿色，长 6米，宽 3米，其尺寸如图 4-1所示。短跑由机器人根据视觉识别两条

白色跑道线（跑道的曲线形状由组委会在比赛现场公布）。机器人要在两条白色跑道线内进

行比赛。

2.5 评分标准

（1）在符合得分规则的条件下，以到达终点线的时间作为比赛成绩。时间短者排在前

面。

（2）在没有达到终点的情况下，以失败时机器人距离起点的距离远近排定成绩，距离

长者排在前面。

（3）满足第一条的所有队伍比赛成绩高于满足第二条的参赛队伍。

（4）每只参赛队伍有两次比赛机会，取最好成绩作为最终比赛成绩。

2.6 其它说明

（1）赛前各参赛队需讲解机器人各组成部分的作用及在比赛中的功能。如果在比赛过

程中，发现机器人的功能与描述的不相符，裁判有权利中止其比赛，参赛队可以带上机器人

到组委会说明情况。待核查清楚之后再继续参加比赛。

（2）比赛过程中如果参赛队遇到问题，可以到组委会协调。如参赛队因为自身原因，

影响比赛正常进行的，裁判有权利取消其参赛权。

（3）除参赛队队员以外的人员，在观看比赛时，请站到起跑线的后面 1米远的位置，

以免干扰比赛正常进行。

其他未尽事宜，组委会有最终的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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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仿人机器人障碍跑比赛

仿人机器人是最为贴近人类的机器人，其和人类一样的外形是其最受欢迎的重要原因，

仿人机器人的在快速运动中的稳定性是仿人机器人走向应用的关键基础。在机器人迈向人类

生活中，识别技术和简单的规划技术是主要的过渡环节。本比赛项目在规定固定长度和宽度

的跑道条件下，设置部分障碍物，在考核机器人的运动速度和其稳定性同时，还要考核机器

人的对周围环境的简单识别技术，以及根据环境信息进行路径规划的能力。本项目涉及到技

术包括机器人的运动步态技术、加减速技术、传感识别技术和路径规划技术。本项目旨在实

现移动机器人在行走过程中，通过传感器感知到在其规划路线上存在静态或动态障碍物时，

按照一定的算法实时更新路径，绕过障碍物，最后达到目标点。

3.1 比赛机器人

仿人型机器人，有头部、四肢和躯干，且必须配备环境感知传感器，通过传感器实时获

取自身周围障碍物信息，包括尺寸、形状和位置等信息。避障使用的传感器可使用视觉传感

器、激光传感器、红外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等。

3.2 比赛流程及要求

（1）抽签

赛前，各参赛学校，派一名领队到裁判员处抽签，决定学校间队伍的比赛顺序，同一学

校的参赛队顺序以程序册顺序为准。裁判将对抽签结果做记录，按照抽签顺序进行比赛。

（2）检录

各参赛队的机器人及自带的道具（引导物、障碍物）需通过裁判员的参赛资格审查，确

保比赛机器人符合比赛的要求，主要考察以下几点：

1) 传感器要求：在避障过程中，传感器作为重要部件采集数据，同时起到调整机器人

方向和检测到终点方向的作用。为使比赛公平公正，各参赛队有义务配合裁判员对机器人的

传感器进行必要的测试，凡解释不清楚的参赛队，需提供代码，做进一步的核查。采集到的

数据与避障或路径规划无关的机器人是不符合规定的。机器人走路的姿势需模仿人的步态。

2) 机器人需为仿人机器人，即参加该项目的机器人必须是有头部、四肢和躯干的人形

机器人，而且必须配备至少一种传感器感知周围的环境，获取自身周围障碍物信息，包括尺

寸、形状和位置等信息，要求显示传感器给的数据。每条腿部自由度大于等于 3；每条胳膊

自由度大于等于 2，需具有摆臂的动作；

3) 身高要求：机器人的身高不得高于 70CM
4) 机器人数量要求：每个队伍需拥有专属于该队的机器人，并用记号笔在明显位置标

记参赛队名称，比赛时需要同时将多部机器人展示，同一学校的不同参赛队按顺序连续比赛。

不允许多个参赛队在同一比赛项目中使用同一部机器人。如举报属实或经裁判发现，裁判将

有权利取消该参赛学校的比赛资格。

3.3 比赛规则

主要考验机器人通过视觉识别障碍物上的方向标志，规划路径并按照指示的路线绕过障

碍物，安全到达目的地的智能控制技术。

(1) 机器人开始比赛的摆放位置为起点线的正中间，身体正面面向前方。

(2) 参赛队员调试结束，准备好比赛后，裁判可以改变障碍物，将障碍物摆到任意位置，



<

参赛队员不能再次调整。

(3) 比赛过程中，不允许遥控指挥机器人，参赛队员不允许触碰机器人。

(4) 机器人避障时需按照方向标志的方向行走，周围不允许遮挡，如果机器人未按照 S
形路线行走，则判定为走错路，该参赛队本次比赛结束。

(5) 若行走过程中，不能按照方向指示行走，则判定为失败，该参赛队本次比赛结束。

(6) 每个参赛队有两次机会，取两次最好成绩。每轮正式比赛前有 3分钟调试时间。

(7) 出界的界定：当机器人多于一半的身体出到界外，则判定为出界。

(8) 计时的说明：从机器人踏过起跑线开始计时，到机器人到达终点标志，则计时结束。

(9) 比赛所使用的引导物作为终点的标志，可以各参赛队自带。

(10) 比赛所使用的障碍物要求：障碍物可以为红、黄、蓝的带有指示箭头的标志物、箭

头形状的障碍物。

(11) 比赛完成时间不超过 10分钟。规定时间内未到终点，视为比赛失败。

3.4 比赛场地

铺地毯的地面，起跑线与终点线间距离为 6 m，地毯宽度为 3m。在跑道中间放置三个

方向指示标志，障碍物间隔为 1.5m左右，实际比赛时以裁判摆放的位置为准。

比赛场地简要示意图如图 5-1所示。

图 3.1 仿人机器人障碍跑比赛场地示意图

图 3.2 仿人机器人障碍跑比赛场地图

3.5 评判规则

（1）在符合得分规则的条件下，以跨过终点线的时间作为比赛成绩。时间短者排在前

面。

（2）在都没有达到终点的情况下，以失败时机器人距离起点的距离远近排定成绩，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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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长者排在前面。

（3）满足第一条的所有队伍比赛成绩高于满足第二条的参赛队伍。

（4）每只参赛队伍有两次比赛机会，取最好成绩作为最终比赛成绩。

备注：所有的参赛机器人在赛前要接收裁判的检查，主动演示识别障碍物的传感器相关

功能，具备识别障碍物的机器人才可以参赛。

3.6 其它说明

（1）赛前各参赛队需讲解机器人各组成部分的作用及在比赛中的功能。如果在比赛过

程中，发现机器人的功能与描述的不相符，裁判有权利中止其比赛，参赛队可以带上机器人

到组委会说明情况。待核查清楚之后再继续参加比赛。

（2）比赛过程中如果参赛队遇到问题，可以到组委会协调。如参赛队因为自身原因，

影响比赛正常进行的，裁判有权利取消其参赛权。

（3）除参赛队队员以外的人员，在观看比赛时，请站到起跑线的后面 1米远的位置，

以免干扰比赛正常进行。

其他未尽事宜，组委会有最终的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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