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热点地区之一，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也是生物多样性保

  云南被誉为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是全球34个生物多样

两阶段在中国昆明举行。

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会议于2021年10月11-15日和2022年上半年分

提出的到2050年实现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和惠益分享，实现“人与自

然是生命共同体，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努力达成公约

球生命共同体”为主题，旨在倡导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强调人与自

首次以生态文明为主题召开的全球性会议。大会以“生态文明：共建地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是联合国

造福于当代和子孙后代。

灭绝的植物和动物，最大限度地保护地球上的多种多样的生物资源，以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旨在保护濒临

本届机器人普及基础赛的主题为：“生物多样性保护”。

2 比赛主题

年普及机器人技术，培养创新意识，提高动手操作能力和科学素养。

及基础赛的目的是激发我省青少年对机器人技术的兴趣，向更多的青少

机器人在特定的竞赛场地上，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比赛。设置机器人普

比赛的代表队自行设计、制作机器人，并编写、调试程序，控制参赛的

  机器人普及基础赛是云南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项目之一。要求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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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实践最有成效的地区。我省青少年积极行动起来，以机器人任务方式，

学习、了解生物多样性保护知识，广泛传播，实际于行，为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同时，进行一

场科技知识的大洗礼，提高运用科技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意识，动手

动脑，培养自信，快乐成长！ 

3 比赛场地与环境 

3.1 比赛场地 

下图是比赛场地的示意图，比赛场地纸由喷绘而成，长为2356mm，

宽为1138mm。在其左下角有一个表示方向的标志，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场地周围有挡板，底面平整。由喂食区、野象流浪区、野象栖息地、海

龟活动区、生态监测区、瞭望区、GEF区、宣言区、和谐发展区和惠益共

享区组成。 

 

 

3.2 赛台 

3.2.1 赛台的内部尺寸长为2362mm、宽1143mm，四周装有边墙，厚度为

36mm，内高为64mm±15mm，如下图所示。 

比赛场地示意图 



 

3.2.2 赛台底板上铺设比赛场地纸，场地纸如果与赛台边墙有缝隙，则

南边和西边靠紧边墙。比赛用的任务物品布置在场地纸上。出发区位于

场地纸的西南角，大小为40cm×40cm。参赛队在设计机器人时必须充分

考虑到场地纸的误差。 

3.3 赛场环境  

机器人比赛场地环境为冷光源、低照度、无磁场干扰，但由于一般

赛场环境的不确定因素较多，例如，场地纸下面有纹路和不平整；场地

纸本身有皱褶；尺寸有误差；边墙上有裂缝；光照条件有变化等。参赛

队在设计机器人时应考虑各种应对措施。 

4 机器人和任务物品 

4.1 机器人 

4.1.1 尺寸：机器人在出发区的最大尺寸为300mm×300mm（长×宽），

高度不限，离开出发区，机器人的机构可以自由伸展。每支参赛队只能

使用一台机器人上场比赛。 

4.1.2 控制器：每台机器人只允许使用一个控制器，控制器电机端口实

际使用的数量不得超过4个（含4个），输入输出端口实际使用的数量不

得超过8个（含8个）。 



4.1.3 传感器：机器人禁止使用集成类传感器，如灰度卡等。相同类型

的传感器数量不超过5个（含5个），无论是光电传感器、光感、黑标还

是颜色传感器，只要用于检测地面黑线，都会被认为是相同类型的传感

器。 

4.1.4 其它结构件数量不限。机器人的控制器、电机、传感器必须是独

立的模块。参加本次比赛的机器人不限定机器人套材。机器人上的所有

零部件必须可靠固定，不允许分离或脱落在场地上。为了安全，机器人

所使用的直流电源可以是干电池或锂电池，输出电压不得超过12V。禁止

使用有可能损坏竞赛场地的危险元件、危险性传感器，如激光类传感器。

机器人重量不限。 

4.2 任务物品 

比赛场地上的任务物品，主要采用质轻价优的EVA泡沫块、EVA泡沫

球，辅以少量能够就地取材的木块、木棍、硬塑料、瓶盖等材料组成。

参赛队员应积极参与任务物品的准备与制作。 

4.2.1 EVA泡沫立方块：长50mm×宽50mm×高50mm，误差±2mm ；EVA泡

沫球：直径40mm，误差±2mm；数量及颜色见下表。 

   
 

 

 EVA泡沫立方块（31块） EVA泡沫球（18个） 

颜色 红 绿 蓝 黄 白 黑 紫 红 绿 蓝 黄 紫 橙 

数量 1 8 4 3 10 2 3 1 6 1 3 2 5 

EVA泡沫球 EVA泡沫立方块 



4.2.2 硬质棍状物：2根，一根长200mm，一根长95mm，直径都是5mm，误

差±2mm 。材质不限，可以是木材、金属或硬塑料等硬质材料。 

 
 
 

4.2.3 带孔板：1块，长72mm×宽24mm×高16mm，误差±2mm；孔径6mm，

上面的硬质棍状物可以轻松地从孔中穿过。材质不限，可以是木材、金

属、硬塑料或3D打印成型件等硬质材料。  

  

 

4.2.3 圆环：3个，外径30mm，内径21mm，厚度3mm，误差±2mm。材料可

以是加工后的瓶盖、橡胶圈等。 

  
 

4.2.4 任务物品粘接时，可以使用双面胶或者热熔胶进行粘接和固定。 

5 机器人任务及得分 

机器人普及基础赛共有9个任务，任务物品在场地纸上的放置位置如

材质任选 

材质任选 

材质任选 



下图所示。 

 

规则中经常描述到“完全进入”、“部分进入”或 “完全离开”，

下图以白色圆圈围成的区域及紫色立方块为例，说明其相互位置关系。

并且场地纸上的各种圆圈或矩形框的线条都属于相应区域的一部分。 

       

 

   

 

5.1 远程投喂 

完全进入 完全进入 部分进入 完全进入 

疑问从无 完全离开 部分进入 



5.1.1 喂食区位于场地的西北角，它是由7块绿色EVA泡沫立方块和1根硬

质棍状物围成的直角等腰三角形区域，中间用胶粘接在一起，并使用双

面胶固定在场地纸上。 

5.1.2 投喂线位于喂食区前，由一条黑线和备选区北边的黑线外边沿组

成，右图使用红色折线标示出了投喂线的位置。 

    

 

5.1.3 食物是2个绿色EVA泡沫球，比赛开始前位于出发区内。 

5.1.4 任务说明：机器人完全在投喂线以外，远距离将食物投送到喂食

区。 

5.1.5 判定条件：（1）在做任务过程中，机器人在场地纸上的垂直投影

不能于越过投喂线；（2）食物越过横杆进入喂食区；（3）任务完成后，

食物需要与场地纸接触，不能与机器人或额外的零件接触；（4）在比赛

结束后场地上的最终状态，满足上述条件，视为本任务完成，否则视为

未完成。 

5.1.6 得分说明：如下图所示，食物越过横杆进入喂食区，每个记15分，

共30分。 

    

喂食区 投喂线（红色折线） 



                 

5.2 送归野象 

5.2.1 野象流浪区位于场地西北面。 

5.2.2 离群野象是1块紫色EVA泡沫立方块，放置在野象流浪区内的紫色

方框内。 

5.2.2 野象栖息地位于场地东北面，是一个紫色矩形框围成的区域。 

   

 

5.2.3 任务说明：机器人将离群野象送回野象栖息地。 

5.2.4 判定条件：（1）野象完全离开流浪区，不与场地西北面的紫色方

框接触。（2）野象送回栖息地，完全或部分进入场地东北面的紫色矩形

框内。（3）任务完成后，野象需要与场地纸接触，不能与机器人或额外

的零件接触；（4）在比赛结束后场地上的最终状态，满足上述条件，视

为本任务完成，否则视为未完成。 

5.2.5 得分说明：如下图所示，机器人将离群野象送回野象栖息地，野

象完全离开流浪区记12分，野象部分进入栖息地记18分，或者野象完全

进入栖息地记23分。共35分。 

    

 

记30分 记30分 记15分 

野象栖息地 离群野象 野象流浪区 

记23分 记23分 记18分 记12分 



 

5.3 救援海龟 

5.3.1 两只海龟分别由1块紫色EVA泡沫立方块和1个紫色EVA泡沫球组成，

中间用胶粘接在一起，泡沫球位于立方块粘接面的中心。 

5.3.2 海龟备选区位于场地南面，场地纸上使用灰色细线标示出了3处摆

放位置和方向,并使用数字标示出了备选位置1、2、3。两只海龟身体倾

覆，头部紫色泡沫球朝南，随机摆放在备选位置1、2、3的其中两个位置

上。 

   
 

 

5.3.3 任务说明：机器人帮助倾覆的海龟翻转身体，正面朝上。 

5.3.4 判定条件：（1）机器人在完成该任务时，海龟不能进入出发区；

（2）机器人帮助倾覆的海龟翻转身体，正面朝上，也就是紫色EVA泡沫

球朝上；（3）任务完成后，海龟需要与场地纸接触，不能与机器人或额

外的零件接触；（4）在比赛结束后场地上的最终状态，满足上述条件，

视为本任务完成，否则视为未完成。 

5.3.5 得分说明：机器人帮助倾覆的海龟翻转身体，正面朝上，每只记

15分，共30分。 

海龟倾覆放置状态 海龟备选区 位置1、2、3 



   

                 

5.4 生态监测 

5.4.1 生态监测区位于场地东南角，由面积大小不相等的红色区、黄色

区、绿色区组成。 

5.4.2 摄像机由2块黑色EVA泡沫立方块和1个橙色EVA泡沫球组成，中间

用胶粘接在一起，2块黑色立方块对正粘接，泡沫球位于立方块粘接面的

中心，比赛开始前位于出发区内。 

   

 

5.4.3 任务说明：机器人将摄像机完全送入生态监测区内。 

5.4.4 判定条件：（1）摄像机完全送入生态监测区内；（2）任务完成

后，摄像机需要与场地纸接触，不能与机器人或额外的零件接触；（3）

在比赛结束后场地上的最终状态，满足上述条件，视为本任务完成，否

则视为未完成。 

5.4.5 得分说明：机器人将摄像机送入生态监测区，摄像机完全进入红

色区记10分，完全进入黄色区记16分，完全进入绿色区记25分。如果摄

记15分 记15分 

生态监测区 摄像机 



像机同时占据两个颜色区域，则按低分区域计算分值。 

    

 

5.5 建设瞭望塔 

5.5.1 瞭望区是位于场地东北面的白色圆圈围成的区域。 

5.5.2 房屋单元是10个白色EVA泡沫立方块，比赛开始前位于出发区内。 

   

 

5.5.3 任务说明：机器人从出发区将房屋单元，运送至瞭望区。 

5.5.4 判定条件：（1）房屋单元进入瞭望区；（2）任务完成后，房屋

单元不能与机器人或额外的零件接触，并且最底层的房屋单元需要与场

地纸接触；（3）在比赛结束后场地上的最终状态，满足上述条件，视为

本任务完成，否则视为未完成。 

5.5.5 得分说明：部分或完全进入瞭望区的每个房屋单元记2分；如果进

入瞭望区的房屋单元独立堆叠，每层加记3分（只记最高层数）。 

记10分 记16分 记16分 记25分 

瞭望区 房屋单元 10个 



     

 

5.6 获得环境基金 

5.6.1 GEF区（全球环境基金机构）位于场地北面，是一个5cm*15cm的矩

形区域，在场地纸上使用黑色细线标示出了位置。 

5.6.2 GEF建筑由3块黄色EVA泡沫立方块组成，中间用胶对正粘接在一起，

并固定在场地纸上。 

5.6.3 环境基金是3个独立的黄色EVA泡沫球，放置在GEF建筑上的橡胶圈

上，橡胶圈固定在每个立方块接触面的正中央。 

   

 

5.6.4 任务说明：机器人从全球环境基金机构（GEF区），获取环境基金，

将环境基金运送回出发区。 

5.6.4 判定条件：（1）机器人取下环境基金，将环境基金运送回出发区；

（2）任务完成后，环境基金的垂直投影完全进入出发区；（3）在比赛

结束后场地上的最终状态，满足上述条件，视为本任务完成，否则视为

未完成。 

6个6层 记30分 6个4层 记24分 6个4层 记24分 

GEF区 GEF建筑、橡胶圈 

 

环境基金 3个 



5.6.5 得分说明：环境基金完全进入出发区，每个记10分，共30分。 

    

 

5.7 昆明宣言 

5.7.1 宣言区位于场地的中央黑色细线方框内，旗杆任务物品使用双面

胶固定在场地纸上的宣言区内，红色EVA泡沫球的旗帜朝西。 

5.7.2 旗杆任务物品由基座、带孔板、硬质棍状物组成，基座是4块叠放

的蓝色EVA泡沫立方块，中间用胶对正粘接在一起。上面固定带孔板，硬

质棍状物能轻松穿过孔，硬质棍状物上端固定一个红色的EVA泡沫球。制

作完成后，上端固定了红色EVA泡沫球的杆能够穿过孔，自由下落。 

    

 

  

 

20cm 

13cm 

7cm 
3cm 

记20分 

宣言区 

记30分 记20分 记20分 

旗杆 物品粘接 物品粘接 

关键数据 侧视图 正视图 



5.7.3 任务说明：机器人升起COP15通过的《昆明宣言》旗帜（红色EVA

泡沫球）。 

5.7.4 判定条件：（1）机器人明显升起旗帜（带杆的红色EVA泡沫球）；

（2）任务完成过程中，任务物品只能与机器人接触，不能与额外的零件

接触；（3）机器人升起旗帜，保持不下落直至比赛结束；（4）在比赛

结束后场地上的最终状态，满足上述条件，视为本任务完成，否则视为

未完成。 

5.7.5 得分说明：机器人明显升起旗帜（红色EVA泡沫球），保持旗帜不

下落直至比赛结束，记15分。 

   

 

5.8 和谐共生 

5.8.1 和谐发展区位于场地的中央，有3个发展区，人类发展区在圆圈内

侧靠下的黑色方框内，动物发展区在圆圈右侧的红色矩形框内，植物发

展区在圆圈左侧的绿色矩形框内。 

   

 

记15分 记0分 记15分 

人类发展区 植物发展区 动物发展区 



5.8.2 动物、植物备选区位于场地西面，由两个矩形区域组成，备选区

内使用字母标示出了备选位置A、B。1块绿色EVA泡沫立方块（植物）和1

块红色EVA泡沫立方块（动物），分别随机放置在2个备选区中。1块灰色

EVA泡沫立方块（人类），直接放置于人类发展区中。 

    

 

5.8.3 任务说明：机器人正确识别动物和植物，将其送入颜色相同的和

谐发展区内。 

5.8.4 判定条件：（1）机器人在完成该任务时，动物、植物不能进入出

发区；（2）机器人正确识别动物和植物，将其送入颜色相同的和谐发展

区内。（3）任务完成后，动物和植物需要与场地纸接触，不能与机器人

或额外的零件接触；（4）在比赛结束后场地上的最终状态，满足上述条

件，视为本任务完成，否则视为未完成。 

5.8.5 得分说明：动物和植物，完全或部分进入颜色相同的和谐发展区

内，每个记20分。 

    

 

5.9 惠益共享 

5.9.1 共享区位于场地西面，是一个8cm*16cm的矩形区域，在场地纸上

使用蓝色细线标示出了位置。共享交换器橙色向西、绿色向东，并使用

植物 动植物备选区A、B 动物 人类 

记20分 记20分 记20分 记20分 



双面胶将其固定在场地纸上的共享区内。 

5.9.2 共享交换器由4个橙色EVA泡沫球和4个绿色EVA泡沫球组成，中间

用胶粘接在一起。1个蓝色EVA泡沫资源球放置在4个橙色EVA泡沫球上方。 

   

 

5.9.3 任务说明：机器人将资源球移动至共享区。 

5.9.4 判定条件：（1）资源球在共享交换器上面（2）任务完成后，资

源球需要与共享交换器接触，不能与场地纸、机器人或额外的零件接触；

（3）在比赛结束后场地上的最终状态，满足上述条件，视为本任务完成，

否则视为未完成。 

5.9.5 得分说明：资源球在橙绿色共享区，记15分；在绿色共享区，记

20分。 

    
 

 

5.10 时间分 

机器人提前成功完成上述任务，并且“M05-建设瞭望塔”至少获得

35分，其他任何任务均需获得最高分，选手举手示意可以结束比赛，则

记15分 记20分 

共享交换器 共享区 资源球 蓝色 



加记时间分。总时间为 180 秒，每提前 1 秒加记 1 分。 

5.11 完成任务及得分的特别说明 

5.11.1 场地纸上的黑线为参考线，完成任务时，机器人可以沿黑线运行，

也可以不沿黑线运行。 

5.11.2 机器人从出发区出发，完全离开出发区后，才可以完成一个或多

个任务。 

5.11.3 机器人完成任务不必按照某种特定的顺序，可以反复尝试完成某

个任务，但场上的任务物品不会按照参赛队员的要求复位。 

5.11.4 除特别说明的任务外，完成任务的结果必须一直保留到比赛结束，

即，所要求的结果在场上仍能看到，这是得分的必要条件。机器人要完

成的任务虽然是独立的，但是，如果在完成任务B时破坏了已经完成过的

任务A的得分条件，任务A将不能得分。 

5.11.5 在出发区以外得分的任务物品不能与额外的零件、机械结构、机

器人接触，任务5.7 昆明宣言与机器人接触除外。 

5.11.6 在出发区内得分的任务物品，必须完全进入出发区才能得分。 

6 机器人抽签任务 

6.1 任务“5.3救援海龟”和任务“5.8和谐共生”为抽签任务。 

6.2 在机器人比赛时，任务“5.3救援海龟”中的两只海龟的放置位置，

由比赛现场裁判从三个备选位置中随机抽出两个位置，用于放置海龟。

场地纸中的海龟放置区内使用数字标示出了备选位置1、2、3。 

6.3 在机器人比赛时，任务“5.8和谐共生”中的动物和植物的放置位置，

由比赛现场裁判从两个备选位置中随机抽出位置顺序，分别用于放置动

物和植物。场地纸中的动物、植物备选区内使用字母标示出了备选位置A、

B。 



6.4 每轮比赛前，对抽签任务进行随机抽签，学生进行机器人调试，然

后开始比赛。 

7 比赛 

7.1赛制 

比赛按小学组、中学组进行比赛。比赛不分初赛与复赛。组委会保

证每支参赛队有 3 次上场的机会，每次均记分。所有场次的比赛结束后，

每支参赛队选取最好的两次成绩之和作为该队的总成绩，按总成绩对参

赛队排名。竞赛组委会有可能根据参赛报名和场馆的实际情况变更赛制。 

7.2 参赛队 

每支参赛队应由 2 名学生和 1 名教练员（教师或学生）组成。学

生必须是截止到 2022 年 7 月仍然在校的中、小学生。 

7.3 比赛过程 

7.3.1 搭建机器人与编程 

7.3.1.1 搭建机器人与编程在待赛区进行。 

7.3.1.2 参赛队的学生队员检录后方能进入比赛区。裁判员对参赛队携

带的器材进行检查，队员不得携带 U 盘、光盘、手机、相机等存储和通

信器材。 

7.3.1.3 参赛选手打开计算机后，根据所用的器材，安装相应厂家的编

程软件。不得使用相机等设备拍摄比赛场地。 

7.3.1.4 调试结束后，各参赛队把机器人排列在指定位置，封场。 

7.3.1.5 参赛队在每轮比赛结束后，允许在调试区简单地维修机器人和

修改控制程序，但不能打乱下一轮出场次序。 



7.3.2 赛前准备 

7.3.2.1 准备上场时，队员领取自己的机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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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2.2 上场的 2 名队员，站立在出发区附近待命。 

7.3.2.3 队员将自己的机器人放入出发区。机器人的任何部分及其在地

面的投影不能超出出发区。 

7.3.2.4 到场的参赛队员应抓紧时间（不超过 2 分钟） 做好启动前的

准备工作。完成准备工作后，队员应向裁判员示意。 

7.3.3 启动 

7.3.3.1 裁判员确认参赛队已准备好后，将发出“5，4，3，2，1，开始”

的倒计时启动口令。随着倒计时的开始， 队员可以用一只手慢慢靠近机

器人，听到“开始”命令的第一个字，队员可以触碰按钮或给传感器一

个信号去启动机器人。 

7.3.3.2 在裁判员“开始”命令前启动机器人将被视为“误启动”并受

到警告。 

7.3.3.3 机器人一旦启动，就只能受机器人自带在控制器中的程序控制。

队员一般不得接触机器人（重试的情况除外）。 

7.3.3.4 启动后的机器人不得故意分离出部件或把机械零件、策略性的

机械结构放置在场地上。偶然脱落的机器人零部件，由裁判员随时清出

场地。为了策略的需要而分离部件是犯规行为。 

7.3.3.5 启动后的机器人如因速度过快或程序错误将所携带的物品抛出

场地，该物品不得再回到场上。 

7.3.4 重试 

7.3.4.1 机器人在运行中如果出现故障，参赛队员可以向裁判员申请重



试。裁判员同意重试后，场地状态保持不变，队员可将机器人搬回出发

区，重新启动。每轮比赛中，参赛选手在规定的时间内可以反复启动机

器人。 

7.3.4.2 重试时，不能将与机器人正在接触的任务物品拿回出发区，任

务物品不会按照参赛队员的要求进行复位。 

7.3.4.3 重试期间计时不停止，也不重新开始计时。重试前机器人所完

成的任务有效。 

7.3.5 比赛结束 

7.3.5.1 每场比赛时间为 180 秒钟。 

7.3.5.2 参赛队在完成一些任务后，如不准备继续比赛， 应向裁判员示

意，裁判员据此停止计时，结束比赛；否则，等待裁判员的终场哨音。 

7.3.5.3 裁判员吹响终场哨音后，参赛队员除应立即关断机器人的电源

外，不得与场上的机器人或任何物品接触。 

7.3.5.4 裁判员记录场上状态，填写记分表。参赛队员应确认自己的得

分，并将自己的机器人搬回指定区域。 

7.3.5.5 裁判员或志愿者将场地恢复到启动前状态。 

8 计分 

8.1 每场比赛结束后，按比赛结束时赛场上的最终实际状态和完成任务

的情况计分。完成任务的记分标准见 5.1-5.9。 

8.2 如果所有任务完成的时间不超过 180 秒，额外加记时间分。时间分

为（180 秒减去结束比赛实际所用秒数）。具体详见 5.10。 

9 犯规和取消比赛资格 

9.1 未准时到场的参赛队，每迟到 1 分钟则判罚该队10分。如果 2 分



钟后仍未到场，该队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9.2  第 1 次误启动将受到裁判员的警告，机器人回到出发区再次启动，

计时重新开始。第 2 次误启动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9.3 为了策略的需要而分离部件是犯规行为视情节严重的程度将被取消

比赛资格。 

9.4 机器人以高速冲撞场地设施导致机器人或场地设施损坏将受到裁判

员的警告，第 2 次损坏场地设施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9.5 比赛中，参赛队员有意接触比赛场上的物品或机器人，将被取消比

赛资格。偶然的接触可以不视为犯规，除非这种接触直接影响到比赛的

最终得分。 

9.6 不听从裁判员的指示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9.7 在准备区或比赛区使用手机等通信器材，不管什么原因，将立即被

取消比赛资格。 

10 其它 

比赛期间，参赛队员应考虑防干扰措施，在比赛过程中，不接受任

何以被干扰为理由的申诉。凡是规则中没有说明的事项由裁判委员会决

定。竞赛组委会对此规则进行解释。 



附件 

 

 

参赛队员：                                                                     第         轮 

完成的任务 分值 数量 得分 

M01-远程投喂 食物越过横杆进入喂食区 （共2个） 15/个   

M02-送归野象  野象完全离开流浪区 12   

及，野象部分进入栖息地 18   

或，野象完全进入栖息地 23   

M03-救援海龟 海龟正面朝上（海龟不能进入出发区 共2只）   15/只   

M04-生态监测 

同时占两个颜色区
域，按低分区域计算 

摄像机完全进入红色区 10   

或，摄像机完全进入黄色区 16   

或，摄像机完全进入绿色区 25   

M05-建设瞭望塔 房屋单元完全或部分进入瞭望区（共10个） 2/个   

及，完全或部分进入瞭望区房屋单元独立
最高堆叠层数（最多10层） 

3/层 
  

M06-获得环境基金 环境基金完全进入出发区（共3个） 10/个   

M07-昆明宣言 旗帜明显升起，保持不下落直至比赛结束 15   

M08-和谐共生 

动物植物不能进入出
发区 

动物完全或部分进入颜色相同的和谐发展区 20   

及，植物完全或部分进入颜色相同的和谐发
展区 20 

  

M09- 惠益共享 资源球在橙绿色共享区 15   

或，资源球在绿色共享区 20   

时间分 M05-建设瞭望塔至少获得35分，其他任何任
务获得最高分 1/秒 

  

比赛得分 
 

参赛队员 
 

裁判员  记分员  

裁判长  录入数据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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