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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025学年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

“清朗太空”机器人挑战赛

太空探测竞技类比赛总则

1比赛概要

1.1比赛目的

为促进航天科学技术的普及和推广，激发青少年对航天科技知识的渴望和热情，保持对太空探

索的兴趣，提高青少年科技创新素质，培养航天后备人才，在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中设置了青

少年感兴趣的竞技类比赛。

1.2赛项设置

竞技类比赛项目每年将根据需要和可能设置。本届比赛设置“星球车”机器人挑战赛、“火星家

园”机器人挑战赛、“星际探索”机器人挑战赛、“星矿探测”机器人挑战赛、无人机编程技能挑战

赛、无人机操作技能挑战赛、无人机“火星勘探”编程挑战赛、“清朗太空”机器人挑战赛、球形无

人机攻防对抗赛、“筑梦天宫”机器人编程挑战赛等十项竞技类比赛。

1.3比赛组别

比赛按小学组（三至六年级）、初中组、高中组（含中专、中技、职高）三个组别进行。每支参

赛队只能参加一个组别的比赛，不得跨组别多次参赛。

1.4比赛级别

1.4.1每项赛事均进行地区（指省、自治区、直辖市、生产建设兵团、计划单列市）选拔赛和全国比

赛。

1.4.2全国比赛组委会向地区选拔赛分配晋级全国比赛的名额。

1.5比赛形式

1.5.1为鼓励参赛学生学习航天知识的热情，全国赛及地区选拔赛的竞技类比赛以航天科技知识考察

+场地赛的形式进行。

1.5.2地区以下选拔赛的比赛形式由地区选拔赛组委会自定。

2航天科技知识考察

2.1航天科技知识考察封闭进行。

2.2知识考察由比赛组委会命题。考题涵盖航天精神、文化与航天科学技术知识等内容。考题形式以

机答题为主，满分为 100分。考察得分是比赛总成绩的一部分。

2.3以参赛队为单位进行知识考察。缺席考察的参赛队得零分。

2.4考察在比赛期间择机进行，由比赛组委会统一组织。考察时间不超过 1小时。考察成绩由比赛组

委会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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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各赛事不独立对参赛学生进行航天科技知识考察，但不排除在某些有答辩环节的赛事中评委对学

生提出有关航天科技知识方面的问题。

3场地赛

3.1参赛学生在场地赛中可能要搭建机器人、编写程序、调试、操作机器人完成规定的任务，以取得

场地赛成绩。

3.2场地赛日程由比赛组委会统一安排、公布。各赛事裁判长负责场地赛的具体事务。

3.3场地赛可能进行两轮或多轮，按各赛事的规则确定场地赛的最终成绩。

3.4各赛项单独制定场地赛规则。

4参赛队

4.1参赛队应在组委会指定的网站报名参赛。地区选拔赛后，只有晋级队才有资格报名参加全国赛。

4.2每支参赛队由一或多名学生和一名指导教师组成。每名学生只能参加一支参赛队。学生必须是截

止到 2025年 6月底前仍然在校的学生。各赛项参赛队的学生队员限额如下表所示：

赛项名称 学生队员数最高限额

“星球车”机器人挑战赛 2

“火星家园”机器人挑战赛 2

“星际探索”机器人挑战赛 2

“星矿探测”机器人挑战赛 2

无人机编程技能挑战赛 4

无人机操作技能挑战赛 1

无人机“火星勘探”编程挑战赛 2

“清朗太空”机器人挑战赛 2

球形无人机攻防对抗赛 4

“筑梦天宫”机器人编程挑战赛 1

一名指导教师可以指导多支参赛队。

4.3航天科技知识考察和场地赛期间，场馆允许学生队员进入，指导教师不得入场且不得用任何通信

手段与场馆内正在参赛的学生队员联系。

4.4参赛队员应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和自主地处理在比赛中遇到的所有问题，自尊、自重，友善地对待

和尊重队友、对手、志愿者、裁判员和所有为比赛付出辛劳的人，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有健全人格

和健康心理的人。

5比赛成绩及排名

5.1竞技类比赛的成绩由航天科技知识考察得分和场地赛得分两部分组成，前者占 10%，后者占 90%。

5.1.1计算这类比赛的成绩，需要对场地赛每个组别的得分进行归一化处理，方法如下：

场地赛归一化得分=100×场地赛得分/基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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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对于大部分比赛，基准分是该项比赛所能得到的最高分，即满分；对于个别的比赛（例如，

“清朗太空”机器人挑战赛），不可能有确定的满分，某个组别的基准分为参赛队实际得到的最高分。

场地赛得分归一化后，

比赛成绩=0.9×场地赛归一化得分+0.1×航天科技知识考察得分。

5.1.2各组别按参赛队的比赛成绩的高低排名。

5.2对抗性比赛的成绩无法进行归一化处理。场地赛结束后先按场地赛成绩排名（允许并列）。然后，

结合航天科技知识考察成绩按以下流程再次排名：

⑴ 场地赛排名在前的队在前。如持平，

⑵ 航天科技知识考察得分高的队在前。如持平，

⑶ 场地赛提供的第三排名依据高的队在前。如仍持平，

⑷ 由赛项裁判长根据参赛队的现场表现确定先后。

6奖励

6.1各赛项的各组别按照第 5节的排名确定参赛队的获奖等级。

6.2 地区选拔赛各赛项各组别参赛队排名后，10 %获得一等奖，25%获得二等奖，35%获得三等奖，

30%获得优秀奖。地区以下选拔赛的获奖比例由地区选拔赛组委会确定。

6.3 全国赛各赛项参赛队排名后，20%获得一等奖，30%获得二等奖，50%获得三等奖。

7其它

7.1本总则是 2024-2025学年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各竞技类赛项制定其场地赛规则的基础。

7.2本总则中国航天科技国际交流中心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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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朗太空”机器人挑战场地赛规则

1 背景

在人类探索宇宙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遗弃在宇宙空间的各种残骸和废物，称为太空垃圾。

航天器的有意或无意爆炸产生了大量在太空中浮游的残骸；宇航员的不当操作会把一些小物件甚至

生活垃圾遗留再太空中；一些失效卫星和火箭的残骸重返大气层而烧毁，在近地空间里飘浮着许多残余

部分。据统计，地球轨道上有大约4000个运行中或报废的人造卫星和火箭残体，此外还有大约6000个可

以看到并跟踪的太空垃圾碎片；而直径超过10mm的太空垃圾，更多达20万个。这些物体大多数的运行速

度，都在2万公里/小时以上。运行在地球轨道上的这些物体无时无刻不对卫星本身的安全、航天飞机以及

国际空间站的安全构成威胁。因此，各航天大国都特别关注太空垃圾的清理。

我国于2005年3月在紫金山天文台成立空间目标与碎片观测研究中心，将在航天领域建起安全预警系

统。我国的空间碎片主动清理飞行器在前期技术研究和地面试验的基础上，以模拟的空间碎片为目标，

验证碎片清除关键技术。2016年6月已随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并开始运行。

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设置的“清朗太空”挑战赛模拟机器人在太空中清理垃圾的情景。参赛队设

计并操作机器人，完成把收集到的代表代表太空碎片的方块纳入塔状暂存舱的任务，激发青少年对航天

领域的兴趣，全面提高青少年的创新能力和科技素养。

2比赛场地及任务模型的说明

2.1比赛场地

场地长1580mm×宽1580mm，四周围栏内高90mm，上沿外展宽34mm。底板、围栏用硬质塑料制

成的组件拼接而成。整个场地应架高400～500mm。

图 1 比赛场地

2.2 场地布局

2.2.1 机器人启动区：共4个，图1中灰色加亮的部分，分别在场地四边居中位置。每个启动区长300mm×

宽300mm。比赛时，机器人可以任选其一。

2.2.2 中央暂存塔：1座，用角码和螺钉固定在场地中央，长120mm×宽120mm×高335mm，其下部无遮

1号塔

2号塔

3号塔

4号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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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的开口高75mm。

2.2.3 小暂存塔：共4座，分别用角码和螺钉固定在场地四角，长120mm×宽120mm×高225mm，其下部

无遮挡的开口高75mm。

图2 比赛场地布局

图3 暂存塔示意图

2.2.4 方块

场地内共有32个碎片方块，紫色12个，灰色12个，橙色“倍增块”8个。方块均为微弹性泡沫材料

制成的70mm圆角立方体，重约40g，如图4所示。图5表示了这些方块的初始摆放位置。

比赛开始前，参赛队将自行选择紫或灰色的一种方块作为“本队的方块”，未被选中的方块就不是

本队的方块。一旦选定，在整场比赛中不再变化。

图4 三种方块

机器人启动区

机器人启动区

机器人启动区

机器人启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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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方块的初始摆放置

3对任务的说明

以下任务是对清理太空垃圾情景的模拟。

3.1开启探索之旅

3.1.1比赛开始后，机器人从任一启动区出发，开始执行任务。

3.1.2机器人在地面的正投影完全在启动区之外视为完成任务，记20分。

3.2方块投放到小暂存塔

3.2.1机器人要搬运场地内本队的方块并将它们投入位于场地四角的“小暂存塔”内。

3.2.2机器人搬运和投放本队方块、非本队方块和倍增块是合法行为，但同时搬运或控制的各种方块总数不

得超过2个。对于超额的方块，裁判将要求参赛队员立即移除（移除哪种方块由参赛队自定），比赛计时

不停止。如果在程控时段发生这种情况，裁判可暂不处理，但把任何方块投放到任何塔内均无效，待程控

时段结束后立即移除超额的方块和已投放到塔内的无效方块。

3.2.3有效投放的方块应满足以下所有条件：

a.与机器人没有接触；

b.对于完全在塔顶端面以下的方块，其在地面的正投影没有超出暂存塔在地面的正投影；对于不完

全在塔顶端面以下的方块，它应与另一个有效投放的方块接触

c.不是搬运时超额的方块。

3.2.4在小暂存塔内的每个有效投放的本队方块，记10分；每个有效投放的倍增块具有3.4节所述的倍增作

用。

3.3方块投放到高暂存塔

3.3.1机器人搬运场地内本队的方块并将它们投入位于场地中央的“高暂存塔”内。

3.3.2关于对机器人搬运和控制方块的限制、违规的处置、有效投放应满足的条件，与3.2节中的相应条款

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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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在高暂存塔内的每个有效投放的本队方块，记10分；每个有效投放的倍增块具有3.4节所述的倍增作

用。

3.4鼓励投放倍增块

3.4.1在符合3.2节所述搬运限制、有效投放条件的前提下，机器人在任何暂存塔内投放的橙色倍增块本身

不得分，但能使有效投放的本队方块增加得分。

3.4.2每场比赛结束时，如果塔内有一个或多个橙色“倍增块”，那么每个倍增块可使该塔内的每个本队的

方块均再加记10分。

图6方块（参赛队选紫色）得分和倍增的两个实例

3.5空间探测（高中组任务）

3.5.1此任务仅限高中组，小学组和初中组无此任务。

3.5.2此任务必须在程控时段完成。在自由控制时段完成此任务无效。

3.5.3机器人上应有为此任务而专门安装的1～2个检测传感器。传感器的类型不限。比赛开始前，参赛队必

须向裁判说明传感器的类型、功能、作用以及传感器检测到某个环境要素后机器人所做出的反应。裁判有

权利要求参赛队进行演示。裁判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对检测过程进行检查。

3.5.4比赛中检测传感器要检测环境中的要素，机器人应以明显的特殊动作证实传感器有效地进行了检测。

3.5.5 每个有效工作的传感器记20分。超过2个的传感器不计分。

4比赛流程

4.1搭建机器人与编程

4.1.1 编程与调试只能在准备区或指定调试区进行。

4.1.2 参赛队的学生队员检录后方能进入准备区。裁判员对参赛队携带的器材进行检查，所用器材必须符

合本规则第7节的要求。参赛队员可以携带已搭建的机器人进入准备区。队员不得携带U盘、光盘、 无线

路由器、手机、相机等存储和通信器材。

4.1.3参赛选手在比赛过程中不得上网和下载任何资料，不得使用相机等设备拍摄比赛场地，不得以任何

方式与教练员或家长联系。

4.1.4参赛学生在裁判的安排下有一定调试和编制程序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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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参赛队在每轮比赛结束后，允许在准备区维修机器人和修改程序，但不能打乱下一轮出场次序。

4.2赛前准备

4.2.1 队员在引导员带领下进入比赛区。在规定时间内未到场的参赛队将被视为弃权。

4.2.2 上场的学生队员，站立在待命区附近。

4.2.3 每场比赛前，参赛队应选择紫色或灰色方块为“本队的方块”，选定后在本场比赛中不得更改。

4.2.4 队员将自己的机器人放入机器人启动区。机器人的任何部件及其在地面的投影不能超出启动区。

4.2.5 到场的参赛队员应在1分钟内做好启动前的准备工作，不得以修改程序和硬件设备为由要求延长准备

时间。遥控器应放在比赛场地旁裁判可见的地方。完成准备工作后，队员应向裁判员示意。

4.3比赛开始

4.3.1 每场比赛包含“程控时段”和“自由控制时段”两个部分。程控时段中，机器人需自主运行完成任

务，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控制或干扰机器人。自由控制时段中，允许参赛队员遥控机器人，但不允许用

手或物品触碰机器人和场上物品。

4.3.2 裁判员确认参赛队已准备好后，将发出“3，2，1，开始”的倒计时启动口令。听到“开始”命令后

， 队员可以触碰一个按钮或给传感器一个信号去启动机器人。

4.3.3 在“开始”命令前启动机器人将被视为“误启动”并受到警告或处罚。

4.3.4 机器人一旦启动并离开启动区后，队员不得接触机器人，否则按本场比赛结束处理。

4.3.5 启动后的机器人不得故意分离出部件或把机械零件掉在场上。偶然脱落的机器人零部件，由裁判员

随时清出场地，该物品不得再回到场上。为了得分的需要而分离部件是犯规行为，该任务得分无效。

4.3.6 场地物品“方块”掉出场地外时，比赛继续进行，裁判或工作人员会将掉出场地外的方块，放到场

地内接近掉出位置且对机器人动作影响较小的位置上。放回的时间和位置以裁判或工作人员的判定为准。

4.3.7在程控时段，只要投放本队方块和/或倍增块得分，无论得分多少，参赛队会得到10分的程控时段奖

励分。这些已投放的方块的状态在后续的自由控制时段是可能发生变化的，没有关系，它们在比赛结束后

按照当时的状态计分。

4.3.8 程控时段结束后，裁判会用不超过10秒的时间记录得分情况。然后，开始自由控制时段，参赛队员

方可拿起遥控器操作。

4.4比赛结束

4.4.1 每场比赛时间120秒。小学组有15秒程控时段和105秒自由控制时段。初中组和高中组有30秒程控时

段和90秒自由控制时段。

4.4.2 裁判宣布比赛结束后，参赛队员应立即停止机器人的动作及一切控制行为，不得与场上的机器人或

任何物品接触，比赛结束后在完成的所有任务，得分无效。

4.4.3 裁判根据场地上物品状态核算得分后填写记分表，并有义务将比赛结果告知参赛队员。参赛队员有

权利纠正裁判员记分中可能的错误，并应签字确认已经知晓自己的得分。如有争议应提请裁判长仲裁。

4.4.4 签字确认后，参赛队员将场地恢复到启动前状态，并立即将自己的机器人搬回调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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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选择得分颜色 程控时段 自由控制时段 裁判核算分数

图7 一场比赛的全部流程

5赛制及参赛队的排名

5.1 比赛不分初赛与复赛，将进行2轮比赛，每轮均记分。

5.2 比赛结束后，每支参赛队以两场比赛的最高得分作为比赛成绩。

5.3由于此项比赛没有确定的满分，按照《2024-2025学年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太空探测竞技类比赛总

则》第5节的规定，场地赛结束后将以各组别的最高得分作为该组别场地赛成绩归一化的基准分。对场地

赛成绩进行归一化处理后，按总则5.1.1计算比赛成绩。

5.4 组委会有可能根据参赛报名和场馆的实际情况变更赛制。

6犯规

6.1比赛过程中，任何人不得用手触碰机器人，否则取消该机器人本轮参赛资格。

6.2比赛过程中不得更换机器人，不得对机器人软硬件进行变更，否则取消参赛资格。

7机器人

7.1比赛中，每支队伍上场1台机器人，比赛过程中不得更换。

7.2机器人在启动区的尺寸不超过长300×宽300×高300mm；启动后可伸展且尺寸无限制。

7.3机器人使用STM32控制器，有6个三线电机端口和6个三线数字及模拟传感器端口，三线电机使用数量

不超过8个。

7.4每台机器人电池电压不得超过8.4V。

8其它

8.1本规则的解释权归大赛组委会。比赛期间，凡规则中未说明的事项均由裁判委员会决定。大赛组委会

委托裁判委员会对本规则进行解释。

8.2本规则中所述场地、设施的尺寸、重量等，除非另有说明，误差为±5%。但是，本规则所述星球车尺

寸是最大值，没有允许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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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清朗太空”场地赛记分表

“清朗太空”机器人挑战场地塞记分表

参赛队： 组别：小学□ 初中□ 高中□ 场次： 所选颜色： 紫□ 灰□

任务 完成条件 分值 完成情况 得分/倍增

程控时段

投放 本队方块、倍增块有效投放到任何暂存塔 10/个

比赛结束后

程控时段奖励分 在程控时段完成投放任务的得分非零 10

开启探索之旅 机器人完全离开启动区及其上方 20

方块投放到小暂存塔

1号塔被有效投放
本队方块 10/个

倍增块

2号塔被有效投放
本队方块 10/个

倍增块

3号塔被有效投放
本队方块 10/个

倍增块

4号塔被有效投放
本队方块 10/个

倍增块

方块投放到高暂存塔 高暂存塔被有效投放
本队方块 10/个

倍增块

空间探测（仅高中组） 检测传感器有效工作 20/个

总分

注1: “完成情况”栏中，有灰色底纹的格子用“√”表示完成，“×”表示未完成；空白格子中要填写完成

数量。

注2：程控时段中投放本队方块、倍增块的得分仅用于获得奖励分，且只要是有效投放的，每块记10分。

注3：比赛结束后所有暂存塔中有效投放的方块、倍增块按3.2、3.3记分。

参赛队员：

裁判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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