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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比赛场地及设备 

1.1. 比赛场地 

比赛场地为长方形水池，包括两台比赛电脑、一个支架、一个摄像头，两套球门、两个

无线通信模块。比赛场地及球门示意图如图 1-1 和图 1-2 所示。 

 

图 1-1 比赛场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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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比赛球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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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场地尺寸 

水池内部矩形区域为最终的有效比赛场地，不包括水池壁及球门两侧区域，有效比赛场

地尺寸为 2700 mm ×2000 mm ×300mm（长×宽×高），如图 1-1 所示。球门宽度为 300mm。

除了有效比赛场地和球门区域外，机器人禁止进入其它任何区域。比赛场地由组委会统一提

供。 

1.1.2. 水深度 

水深为 200--250mm。 

1.1.3. 颜色 

池底、池壁均为湖蓝色，球门折板颜色为白色。 

1.1.4. 球门 

每个球门由两块钢铁折板组成，折板尺寸为 800 mm × 150 mm × 150 mm（长×宽×高），

如图 1-2 所示。球门宽度为 300mm，球门线距离池壁大约 150mm。 

1.1.5. 发球点 

1V1、2V2 的比赛中只有一个发球点，位于场地中央，称为中心发球点。（详情见具体

比赛规则）发球点是裁判在比赛开始或比赛中断重新开始情况下放置水球的位置，为防止水

球漂移，主裁可以采用湖蓝色球杆将球轻轻固定直至比赛开始。 

1.1.6. 点球点 

点球点位于有效场地长边中线分别靠近双方球门线 300mm 约 1/8 处。 

1.1.7. 禁区和球门区 

禁区是以点球点为中心，有效场地长边 1/4 的区域。球门区是指球门线、两球门短边、

池壁所围成的区域。 

1.1.8. 观众及其他 

比赛过程中，场地周围 1.5m 范围内除裁判外不得有观众或队员围观。除了球门、水球

和参赛机器人外，比赛场地中不得放入其他任何与比赛无关的设施或干扰物。 

1.2. 水球 

1.2.1. 材料 

比赛用水球为塑料制的可充气按摩用健康球，充气后直径大约为 130mm，颜色为红色，

在球中注入一定体积的水，使球悬浮在一个合适的深度（露出约 1/2 直径的高度便于机器人

触球），水球由组委会统一提供。 

1.2.2. 更换水球 

比赛过程中，若水球损坏，则由裁判决定暂停比赛以及更换水球，并确定重新开始时间。

没有裁判的许可不得更换比赛用水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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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赛者 

1.3.1. 硬件 

机器人游动方向定义为长度，摆动方向定义为厚度，两者垂直方向定义为高度。 

头部长度：150-180mm 

头部高度：60-90mm 

头部厚度：30-50mm 

尾部长度（不包括尾鳍）：160-190mm，尾部高度厚度不得超过头部 

尾鳍长度：沿长度方向 50-80mm，沿高度方向 90-120mm 

胸鳍尾鳍材料：采用较硬塑料材料，不得用金属材料，以免比赛中刮坏 

尾部材料：尾部统一使用橡胶皮套 

机器鱼颜色为黑色，可以在机器鱼的尾鳍侧面粘贴学校的名称、标志或编号，以区别不

同球队的机器鱼。 

每个机器人重量不得超过 2kg；在不受挤压的情况下，机器人必须能够放进一个底面半

径为 75mm，高为 450mm 的圆筒里面。 

参赛队伍机器人需通过赛会技术委员会检测和批准，符合标准者方可参赛。 

1.3.2. 球队 

各队队员最多 3 名，其中一名为队长。比赛开始后，队长和队员禁止接触比赛中的机器

人。每支球队的参赛机器人数目不能多于规定数量。 

1.3.3. 守门机器人 

水球比赛中，不固定某个机器人为守门机器人，比赛中最先进入己方禁区视为守门机器

人。 

1.3.4. 比赛机器人 

除守门机器人外，其他机器人为比赛机器人。 

1.4. 裁判 

1.4.1. 裁判选择 

裁判由非本场参赛队伍选派三人担任，其中主裁 1 人，副裁两人。每支队伍必须至少选

派一名队员作为主裁或者副裁候选人，这些队员必须熟悉比赛规则。主裁负责控制整个比赛，

副裁负责一些辅助任务以帮助主裁使比赛顺利进行。 

1.4.2. 主裁职责 

1）赛前宣布比赛规则，检查场地设置，复查双方的机器人是否符合规定。 

2）开始、重新开始比赛，暂停、继续、结束比赛，宣布比赛结果。 

3）根据比赛规则判断机器人是否犯规，并对犯规机器人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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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记录比赛时间，进球和比赛中断时暂停计时，重新开球后恢复计时；鸣哨罚点球时，

计时不中断。 

5）记录比赛双方成绩。 

6）比赛开始后，禁止比赛双方远程遥控机器人，违者直接判罚输掉比赛（此时比分小

于 0：5，则最终比分为 0：5；否则此时的比分为最终比分）。 

7）比赛开始后，禁止参赛队员接触比赛中机器人，违者裁判可以进行适当处罚。 

8）如果比赛中出现机械或其他故障，参赛队伍可以向裁判提出申请，由裁判进行裁决，

或者中断比赛，或者继续比赛。 

9）开球时确保水球位于正确的位置上。主裁调整球位置时使用的球杆必须为湖蓝色，

以保证不对比赛双方颜色识别造成干扰。 

10）在比赛期间，裁判享有最终裁定权。如果队员对裁决有争论，给予黄牌警告；如若

争论不止，则出红牌取消其比赛资格。 

11）比赛结束时双方队长必须在计分纸上签字确认。只有在计分出错的情况下，赛后才

允许提出抗议。 

1.4.3. 副裁职责 

1）维护比赛秩序。 

2）禁止比赛无关人员进入比赛场地。 

3）根据主裁指令拿出或者放入机器人。 

1.5. 赛前准备 

为确保机器人符合比赛要求，赛前将由赛会的技术委员检查各参赛队的机器人。比赛期

间机器人若有修改，修改后的机器人必须再次接受检查。比赛前赛会必须公布比赛赛程，并

为每个参赛队伍提供调试的时间。赛会应尽量安排每轮比赛前至少有 30 分钟的准备时间。

比赛用移动硬盘或 U 盘保存自己的程序和数据。 

1.6. 迟到处罚 

1.6.1. 对抗比赛迟到处罚 

参赛队伍每迟到 5 分钟（不足 5 分钟时以 5 分钟记算），对方球队可获得一个入球；参

赛队伍若在比赛开始 25 分钟后仍未到场的，则丧失比赛权，对方球队以 5：0 的分数胜出。 

1.6.2. 非对抗比赛迟到处罚 

参赛队伍迟到 5 分钟（不足 5 分钟时以 5 分钟记算），取消冠军争夺资格；迟到 10 分钟，

取消冠亚军争夺资格；迟到 10 分钟以上者，此项比赛得分为 0 分。 

1.7. 机器人控制平台 

各参赛队伍采用自己的控制平台进行图像处理和目标识别，采用自己的策略算法进行比

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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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照明以及全局视觉系统 

1.8.1. 照明 

水池上方四角各安装节能照明灯，具体比赛场地情况由主办方统一设置，并提前向各参

赛队伍公布。参赛队伍应于比赛前到达比赛场地，调试机器人以便适应场内照明环境。 

1.8.2. 摄像机 

整个场地一个摄像头位于场地的中心，各队共用这个摄像机，摄像头摄像范围必须能覆

盖到整个场地。比赛时，各队分别完成自己的图像处理任务。为了统一标准及公平起见，采

用的摄像机必须有相同的性能参数，建议使用组委会推荐的 Sony 公司的 ssc-dc338p 型号，

像素：PAL  768H*576V。 

1.8.3. 采集卡 

使用和摄像机相匹配的图像采集卡大恒 DH-CG400。 

1.9. 无线通信 

1.9.1. 通信模块 

机器人内置无线通信模块，比赛过程中可以和主机进行无线通信。 

1.9.2. 通信频率 

 每个队采用自己的通信频率，如北京大学队采用 444.061MH，南京大学金陵学院队采

用 414.995MH。为了不引起相互之间通信干扰，其他参赛队伍必须公布自己的通信频率。 

1.9.3. 调试频率 

通信频率可调范围要扩充到最大，比赛频率要公开限定在某几个频率上，调试只能用自

己的频率。 

2. 比赛项目 

2.1. 全局视觉水球(1:1) /全局视觉水球(2:2)  

2.1.1. 比赛时间 

2.1.1.1. 上下半场时间 

上下半场各 5 分钟（不包括暂停时间），整场比赛将持续计时（两个 5 分钟半场）。比赛

使用一个总计时器，除非比赛双方和裁判一致同意更改时间，否则比赛时间不会改变。 

2.1.1.2. 中场休息 

中场休息时间为 5 分钟，除非比赛双方和裁判一致同意更改时间，否则比赛时间不会改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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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比赛过程 

2.1.2.1. 赛前准备 

为确保机器人符合比赛要求，赛前将由赛会的技术委员检查各参赛队的机器人。比赛期

间机器人若有修改，修改后的机器人必须再次接受检查。比赛前赛会须公布比赛赛程，并为

每个参赛队伍提供调试的时间。赛会应尽量安排每轮比赛前有 10 分钟的调试时间。比赛用

移动硬盘或 U 盘保存自己的程序和数据。 

2.1.2.2. 场地选择 

上半场开始时，由裁判投掷硬币，由比赛双方队长猜测硬币朝向，猜对的一方首先挑选

半场，另一方开球；下半场开始时双方互换场地，并由另外一方开球。 

2.1.2.3. 开球位置 

球的位置都位于场地中心发球点，所有机器人必须位于自己的禁区内，且必须静止不动。 

2.1.2.4. 开球 

裁判鸣哨开球后，所有的机器人由各参赛队员手动启动。在裁判哨声前抢先启动的机器

人将被警告，二次警告后将被移离比赛场地，不得再参加比赛。 

水球(1:1)、水球(2:2)比赛开球效果如图 2-1 和图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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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全局视觉水球(1:1)开球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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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全局视觉水球(2:2)开球效果图 

2.1.2.5. 重新开球 

下列情况必须重新开球 

1）比赛上下半场开始； 

2）进球后重新开始； 

3）比赛暂停后重新开始。 

2.1.2.6. 比赛中断 

如果双方机器人发生碰撞造成故障或发生其他特殊情况时，裁判可以鸣哨中断比赛，但

是否继续计时，由裁判决定；裁判鸣哨恢复比赛，所有机器人回到自己半场，重新开球。 

2.1.2.7. 更换机器人 

比赛过程中，如果一方机器人出现故障，可以更换机器人，更换过程如下： 

1）更换方队长向裁判申请更换机器人； 

2）裁判同意更换机器人； 

3）裁判将更换后的机器人于水池中线靠边缘位置重新放置。 

更换的机器人必须放置在水池中线靠边缘区域，并且方向不能对其进攻有利，机器人更

换次数不受限制，被换出的机器人可以重新参加比赛。机器人更换过程中比赛不暂停。 

如果故障是因为和对方机器人挤撞造成的，裁判可以决定是否继续比赛或者暂停比赛。

比赛暂停和半场结束时，可以更换机器人，不需通知裁判。 

2.1.2.8. 犯规以及处罚 

1）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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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情况被认为是犯规： 

情形 1：当水球整体位于禁区时，防守方最多只能有一个机器人在禁区内防守，如果守

方有多于一个的机器人进入禁区，则被判犯规； 

情形 2：当水球整体位于禁区时，如果守方机器人有任何部分越过球门线进入球门区，

则被判犯规。 

2）处罚 

对于犯规情形 1：裁判应立即将后进入禁区的机器人拿出，仅保留最先进入禁区的机器

人，机器人进入禁区时间由裁判当场判定，犯规机器人拿出 30 秒后于中线位置重新放置，

放置过程遵循机器人更换规则。 

对于犯规情形 2：裁判应立即将犯规机器人拿出，于中线位置重新放置，放置过程遵循

机器人更换规则。 

注： 

机器人进入禁区的界定：机器人的任何部分在禁区内 

水球进入禁区的界定：球的整体位于禁区内 

进球界定：水球整体位于球门区内 

2.1.2.9. 点球 

如果比赛结果为平局且必须决出胜负，那么比赛双方将进行点球。 

罚点球时，水球放在对方半场点球点上，主罚机器人放在对方半场禁区线上。点球大战

包括两轮：第一轮，对方安排有守门员，时间最多 3 分钟，进球时间短者获胜；若都没有进

球或时间相同，进入第二轮，去掉对方守门员，时间最多 2 分钟，进球时间短者获胜。 

2.1.3. 计分规则 

2.1.3.1. 进球得分 

在比赛正常进行情况下，如果水球整体越过球门线，由裁判鸣哨判定攻方球队进球得分，

“乌龙球”视为对方的进球。 

2.1.3.2. 积分和名次 

比赛中进球更多的球队获得比赛胜利，如果进球数相同，则比赛为平局。根据比赛结果

球队按照下列规则获得积分： 

获胜＝3 分  平局＝1 分  输球＝0 分 

小组赛时如果两支球队积分相同，那么按照下列规则决定球队名次： 

1）球队积分； 

2）球队净胜球； 

3）每场比赛平均进球数； 

4）两支球队之间比赛胜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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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全局视觉带球接力 

2.2.1. 比赛内容 

参赛队各派两条机器鱼参加比赛。两条机器鱼起始时刻分别位于水池两侧池壁中心点

处，如图 2-3 所示。比赛开始后，A 侧机器鱼 A-F1 带球游向 B 侧；当水球碰到 B 侧池壁后，

机器鱼 A-F1 停止运动，B 侧的机器鱼 A-F2 启动，将球带向 A 侧；当水球碰到 A 侧池壁后，

机器鱼 A-F2 继续带球返回 B 侧；当水球碰到 B 侧池壁后，机器鱼 A-F2 停止运动，机器鱼

A-F1 再次启动，带球返回 A 侧。当水球再次碰到 A 侧池壁后，比赛任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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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全局视觉带球接力示意图 

2.2.2. 比赛时间 

比赛时间为 8 分钟，比赛只进行一次，比赛过程中不得暂停。 

2.2.3. 计分规则 

全局视觉带球接力比赛项目由主裁进行计分： 

1）比赛前机器鱼必须静止，裁判鸣哨后方能启动机器鱼。不得遥控机器鱼，如果发现

手动遥控，则取消其比赛资格。 

2）若在 8 分钟内完成比赛，则记录完成比赛所用时间；比赛完成后，两机器鱼必须自

动停止，否则时间加 15s。以所用时间长短排序，时间最短者获得全局视觉带球接力比赛项

目第一名，以此类推。 

3）若在 8 分钟内未完成比赛，则记录完成单程数量（总共 4 个单程），以完成单程数量

排序。其中单程 1 为机器鱼 A-F1 从 A 侧带球到达 B 侧，并使球碰到 B 侧池壁；单程 2 为

机器鱼 A-F2 从 B 侧带球到达 A 侧，并使球碰到 A 侧池壁；单程 3 为机器鱼 A-F2 从 A 侧

带球到达 B 侧，并使球碰到 B 侧池壁；单程 4 为机器鱼 A-F1 从 B 侧带球到达 A 侧，并使

球碰到 A 侧池壁。 

4）若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该任务，完成单程数量相同，则记录完成第一个单程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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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以完成第一个单程所用时间长短排序，并参照计分规则 2）计算得分和名次。 

2.3. 全局视觉带球避障 

2.3.1. 比赛内容 

参赛队各派一条机器鱼参加比赛。机器鱼与水球初始时刻分别位于水池两侧池壁的中心

点处，障碍物由四个球门组成，如图 2-4 所示。机器鱼 A-F1 首先由 B 侧池壁中心点处出发，

依此通过通道 1、通道 2，到达水池 A 侧；然后带球依次通过通道 2、通道 1，带回至水池

的 B 侧。当水球碰到水池 B 侧池壁后，比赛任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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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全局视觉带球避障示意图 

2.3.2. 比赛时间 

比赛时间为 8 分钟，比赛只进行一次，比赛过程中不得暂停。 

2.3.3. 计分规则 

全局视觉带球避障比赛项目由主裁进行计分： 

1）比赛前机器鱼必须静止，裁判鸣哨后方能启动机器鱼。不得遥控机器鱼，如果发现

手动遥控，则取消其比赛资格。 

2）若在 8 分钟内完成比赛，则记录完成比赛所用时间。比赛完成后，机器鱼必须自动

停止，否则时间加 15s。以所用时间长短排序，时间最短者获得全局视觉带球避障比赛项目

第一名，以此类推。 

3）若在 8 分钟内未完成比赛，则记录完成单程数量（总共 4 个单程）。其中单程 1 为机

器鱼 A-F1 通过通道 1、通道 2 到达水球所在的水池 A 侧；单程 2 为机器鱼 A-F1 带球通过

通道 2；单程 3 为机器鱼 A-F1 带球通过通道 1；单程 4 为机器鱼 A-F1 带球，并使水球碰到

水池 B 侧池壁。 

4）若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该任务且完成单程的数量相同，则记录完成单程 1 所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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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以完成单程 1 所用时间长短排序，计算得分和名次。 

2.4. 全局视觉带球环周 

2.4.1. 比赛内容 

参赛队各派一条机器鱼参加比赛。机器鱼和水球初始时刻位于水池 A 侧池壁中心点处，

障碍物由四个球门组成，如图 2-5 所示。机器鱼 A-F1 由 A 侧池壁中心点处出发，带球穿过

通道 1；然后带球游向水池 B 侧，并使水球碰到 B 侧池壁；机器鱼 A-F1 带球穿过通道 2；
然后将球带回 A 侧池壁处。当水球碰到 A 侧池壁后，比赛任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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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全局视觉带球环周示意图 

2.4.2. 比赛时间 

比赛时间为 8 分钟，比赛只进行一次，比赛过程中不得暂停。 

2.4.3. 计分规则 

全局视觉带球环周比赛项目由主裁进行计分： 

1）比赛前机器鱼必须静止，裁判鸣哨后方能启动机器鱼。不得遥控机器鱼，如果发现

手动遥控，则取消其比赛资格。 

2）若在 8 分钟内完成比赛，则记录完成比赛所用时间；比赛完成后，机器鱼必须自动

停止，否则时间加 15s。以所用时间长短排序，时间最短者获得全局视觉带球环周比赛项目

第一名，以此类推。 

3）若在 8 分钟内未完成比赛，则记录完成单程数量（总共 4 个单程），以完成单程数量

排序。其中单程 1 为机器鱼 A-F1 从 A 侧带球通过通道 1；单程 2 为机器鱼 A-F1 带球并使

球碰到 B 侧池壁；单程 3 为机器鱼 A-F1 从 B 侧带球通过通道 2；单程 4 为机器鱼 A-F1 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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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并使球碰到 A 侧池壁。 

4）若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该任务，完成单程数量相同，则记录完成第一个单程所用

时间，以完成第一个单程所用时间长短排序，并参照计分规则 2）计算得分和名次。 

2.5. 全局视觉传球接力 

2.5.1. 比赛内容 

参赛队各派两条机器鱼参加比赛。两条机器鱼初始时刻分别位于水池横向中心线的上下

两侧，水球初始位于机器鱼 A-F1 前，通道及球门位置如图 2-6 所示。比赛开始后，机器鱼

A-F1 从水池左下侧出发，将水球顶过通道 1，但机器鱼 A-F1 整体不能穿过通道 1；当水球

穿过通道 1 到达机器鱼 A-F2 所在的水池上侧后，机器鱼 A-F2 启动，将水球顶过通道 2，但

机器鱼 A-F2 整体不能穿过通道 2；当水球穿过通道 2 到达机器鱼 A-F1 所在的水池下侧后，

机器鱼 A-F1 再将水球顶入球门，比赛任务完成。 

 
   

 

 
 

± ±

 

图 2-6  全局视觉传球接力示意图 

2.5.2. 比赛时间 

比赛时间为 8 分钟，比赛只进行一次，比赛过程中不得暂停。 

2.5.3. 计分规则 

全局视觉传球接力比赛项目由主裁进行计分： 

1）比赛前机器鱼必须静止，裁判鸣哨后方能启动机器鱼。不得遥控机器鱼，如果发现

手动遥控，则取消其比赛资格。 

2）若在 8 分钟内完成比赛，则记录完成比赛所用时间。其中若机器鱼 A-F1 整体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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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 1，则时间加 15s；若机器鱼 A-F2 整体穿过通道 2，则时间加 15s。比赛完成后，机器

鱼必须自动停止，否则时间加 15s。以所用时间长短排序，时间最短者获得全局视觉传球接

力比赛项目第一名，以此类推。 

3）若在 8 分钟内未完成比赛，首先记录完成的单程数量（总共 3 个单程），以完成单程

的数量排序。其中单程 1 为机器鱼 A-F1 从池壁下侧将球顶过通道 1；单程 2 为机器鱼 A-F2
从池壁上侧将球顶过通道 2；单程 3 为机器鱼 A-F1 将球顶入球门。 

4）若在 8 分钟内未完成比赛，且完成的单程数量相同，则记录完成第一个单程所用时

间，以完成第一个单程所用时间长短排序，并参照计分规则 2）计算得分和名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