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能源挑战”规则

简介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与全球气候变化密切相关的极端天气、自然灾害频发，世界各国纷

纷制定碳中性、碳中和气候目标，加速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共同

性议题。我国积极宣示并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施，既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

实践，也体现了推动世界绿色低碳转型的决心与担当。未来，通过电能替代煤炭、石油、等

化石能源的直接使用，提高终端能源消费的电气化水平，可显著减少终端用能部门的直接碳

排放。电力是能源转型的中心环节、碳减排的关键领域，电力部门将承担更大的减排责任，

应加快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推动能源电力低碳转型发展，为实现我国碳中

和目标作出重要贡献。

参赛要求

1. 参赛队员：

活动以团队方式完成，每支队伍由 2 名的选手和 1-2 名辅导老师组成，选手为活动日时

6-9 岁学生，可由不同学校的学生组成联队。

2. 参赛器材：

本赛项搭建的机器人所需材料为塑胶小颗粒拼插积木，不限品牌厂家，不限数量品种，

为确保赛事公平，参赛主控将统一使用指定器材。

活动器材中不能含有说明书、胶水、胶布、通讯设备（器材遥控除外）等违规物品。活

动前，选手自备的器材中，除电机、遥控器之外，其他器材必须是独立的散件，不得提前组

装或使用商用完整套件。所有零件不得以焊接、捆绑、粘接等方式组成部件，结构件为独立

的长方体（含曲轴状）、圆柱体（含齿轮状、锥状）、正方体、带状体、异型体等。

3. 比赛场地：

比赛场地分为调试区和比赛区，机器人无需现场搭建，但需符合参赛规格，机器人尺寸要

求为：展开前尺寸 30cm*30cm；选手编程要求为：需在调试阶段测试完成自动任务程序。

完成机器人调试环节后，参赛队伍在比赛区进行比赛。除选手、裁判和工作人员外，其他人

员在未受到邀请时，不得进入。

4. 参赛守则：

比赛过程中，选手须听从裁判员和工作人员的安排，场内外任何人员不得以任何方式向



选手提供影响活动成绩的任何帮助。选手遇到问题，可向裁判或工作人员提出。

任务简介

比赛场地长为 2400mm，宽为 1216mm，外侧有围边，围边高为 72mm。场地可用 LBS4101
积木式场地围板拼搭。地图上包含有“起点”、“光伏发电站”、“三峡水电站”、“风力发电站”、
“沼气发电站”、“可燃冰采集站”、“蓄电站”、“特高压基站”、“城市用电区”、“工业用电区”，
等道具及区域。场地示意图如下：

图：场地示意图

在比赛任务中，分别设置了编程任务阶段、模式切换阶段、遥控任务阶段。比赛时，先

进行编程阶段，再进行切换阶段，最后进行遥控阶段。比赛总时长为 120 秒（编程阶段 30s，
切换阶段 30s，遥控阶段 60s），最终将两部分的得分之和记为该轮比赛的总得分。

1. 编程阶段：

在本阶段中，要求机器人使用编程模式完成任务。全程由机器人自动完成，不能使用任

何形式的遥控。编程阶段总任务时长为 30 秒，比赛开始后，选手通过点击机器人运行按钮

触发机器人，此后不能再触碰机器人，直至该阶段计时结束。

任务一：启动风力发电站

风是没有公害的能源之一。而且它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对于缺水、缺燃料和交通

不便的沿海岛屿、草原牧区、山区和高原地带，因地制宜地利用风力发电，非常适合，大有

可为。机器人需要开启风力发电站的开关，代表完成启动风力发电站任务（风扇启动，能源

方块掉落为完成，+30 分）。



图：风力发电站 图：完成启动风力发电站

任务二：调整光伏发电站

光伏电站是与电网相连并向电网输送电力的光伏发电系统。可以分为带蓄电池的和不带

蓄电池的并网发电系统。太阳能发电分为光热发电和光伏发电。通常说的太阳能发电指的是

太阳能光伏发电。机器人需要将发电板的方向调整到指定位置，代表完成调整光伏发电站任

务（指针前端投影进入红色区域为完成，+30 分）。

图：光伏发电站 图：完成调整光伏发电站

2. 切换阶段：

在模式切换阶段中，选手需将机器人移出场地地图外进行切换模式操作，该阶段有 30s
的时间进行遥控器的连接，机器人的维修等操作，但不可更改机器人结构。30s 切换时间结

束前，选手需将机器人放置到各自的起点范围内等待裁判宣布遥控阶段开始。

3. 遥控阶段：

本阶段共有 60 秒的时间，在本阶段中机器人仅可使用遥控控制，队伍选手在同一场地

中合作完成任务。

任务三：启用三峡水电站

三峡水电站，即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又称三峡工程。中国湖北省宜昌市境内的长江

西陵峡段与下游的葛洲坝水电站构成梯级电站。三峡水电站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



和清洁能源基地。机器人需要开启水电站的开关，代表完成启用水电站任务（开关被拨动，

能源方块掉落为完成，+10 分）。

图：三峡水电站 图：完成启用水电站

任务四：建设沼气发电站

沼气发电技术是集环保和节能于一体的能源综合利用新技术。它是利用工业、农业或城

镇生活中的大量有机废弃物(例如酒糟液、禽畜粪、城市垃圾和污水等)，经厌氧发酵处理产

生的沼气，驱动沼气发电机组发电，并可充分将发电机组的余热用于沼气生产。机器人需要

将动物产生的排泄物送往沼气发电站，代表完成建设沼气发电站（深色方块任意部分与沼气

发电站内部地面接触为完成，+10 分）。

图：沼气发电站 图：完成建设沼气发电站

任务五：特高压线路铺设

中国的特高压输电网，建设不到 10 年就具备了世界最高水平，创造了一批世界纪录。

晋东南-南阳-荆门线路是世界上第一个投入商业运行的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向家坝-上海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则是世界上同类工程中容量最大、距离最远、技术最先进的。机器人

需要将特高压塔移动到相应区域，代表完成特高压线路铺设任务（2 个高压塔底部完全进入

指定区域为完成，+20 分/个）。



图：特高压电塔 图：完成铺设特高压线路

任务六：城市能源供给

能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能源工业是先行工业。因此，能源的发展和国民经济

的发展必须保持适当的比例。机器人需要将场地上道具产生的或者现有的能源块送往需要能

源供给的区域。其中，城市用电区需要 2 块能源；工业用电区需要 3 块能源（多块能源需要

堆叠放置，每叠一层相应分数翻倍，如叠加层数大于需求数时，该任务得分无效。例:工业

区叠加 3 个方块，可得 10+20+30 分，叠加 4 个方块，可得 0 分）。

图：能源方块

图：住宅区（需 2能源） 图：工业区（需 3 能源）

任务七：能源分配（西电东送）

西电东送在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工程。这一工程的实施，将有利于西部能源资源优势转化

为经济优势，减轻了环境和运输压力，对于合理配置资源、优化能源结构、促进我国社会经

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机器人需要将多余的能源方块送往蓄电站，一格仅可放置一个

方块，放置成功代表完成西电东送任务（一方任务六的区域都至少有 1 个能源供给后该方才

可启动此任务。该任务为对抗模式，对抗双方将能源放入蓄电站中，放置数量多者，+70 分）。



图：蓄电站 图：例，蓝方放置方块多于红方

比赛结束：

当时间截至时，裁判吹响终场哨声。双方队伍立即停止遥控，将遥控器放置于地图上。

裁判需分阶段进行记分操作（自动阶段结束进行一次记分，遥控阶段结束进行二次记分）。



比赛任务逻辑图



任务得分表

任务 最高分值

自动阶段
启动风力发电站 30

调整光伏发电板 30

遥控阶段

启用三峡水电站 10

建设沼气发电站 10

特高压线路铺设 40

城市能源供给 90

西电东送 70

违规

1.机器人拼装任务开始后 20 分钟才前来参加的，取消活动资格。

2.选手违规触碰场上道具或者机器人，首次警告，因此造成的得分无效，扣分有效。再犯每

次扣 20 分。

3.每支队伍每轮比赛允许第 1 次机器人“早启动”，出现“早启动”情况后，比赛重新计时

开始。第 2 次再犯，该队该轮成绩为 0 分。

4.辅导老师或家长存在口授选手影响活动的指引，或亲手参与搭建任务，亦或触碰、修复作

品等行为的，初赛时该轮成绩为 0 分，决赛时直接淘汰。

5.选手不听从裁判员指令的，将视情况轻重，由裁判确定给予警告、初赛该轮成绩为 0 分、

决赛直接淘汰，乃至取消活动资格等处理。

其它

1.本赛项的赛事组织和赛场执裁工作由裁判负责，设 1 名裁判长。

2.本规则是实施裁判工作的依据。裁判长对规则中未说明事项，以及有争议事项，均拥有最

后解释权和最终裁定权。裁判不复查重放的比赛录像，如有裁决异议，由参赛队的一名选手

在赛场向裁判长提出。

3.本规则由 WRC 大赛组委会制定解释。

4 .本规则坚持青少年科技教育公益性和资源共建共享的原则，公开免费供下载使用，不作商

业用途。在使用该规则开展活动时，亦不得损害规则制定方的有关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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