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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全国青少年创客活动

2017-2018 赛季

像素未来创客马拉松—未来智慧城市

版本 1.0

概述

像素未来创客马拉松（未来智慧城市）旨在推动青少年创新

创客活动泛开展，展示青少年勤于思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

风貌。可以预见，这样的创新比赛可以不断激发青少年的科学兴趣，

可以充分发挥青少年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实践能力。有利于激励学生

保持热爱科学、追求进步的人生理想,保持勤奋学习、不懈探索的奋

斗精神，保持谦虚、踏实的良好作风，努力成为有益于国家、有益于

社会、有益于人民的栋梁之才。同时，有利于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

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

一、 竞赛主题

二、 未来智慧城市

三、 组别和报名

设小学、初中和高中三个组别，每支参赛队由 2 名选手和 1-2

名辅导老师组成，分为创意模型和功能实现两部分，

队伍报名：参赛队关注“酷创小星球”竞赛平台，点击“酷创



2

小星球”，找到要报名的赛事。点击“我要报名”，填写队伍信息并完

成在线报名。

四、比赛

1.智慧生活——智能停车场搭建挑战赛（高中组）

1.1 比赛内容

智能停车场是智慧城市的代表作品，按照比赛规定搭建智能停车

场并完成指定功能，此比赛为动手制作类比赛，要求两名参赛选手利

用像素未来人工智能套件，现场制作一个智能停车场模型（以下简称

模型），让小车在驶入停车场门口时停车场门禁自动识别并开启横梁，

此模型还可以记录停车场内车辆的数量。参赛小组可以增加停车场功

能，增加功能实现有额外加分，失败不扣分。

1.2 制作材料

1.2.1.制作材料：像素未来人工智能套件

1.2.2 辅助用具：自备充电宝、笔记本电脑，赛前安装好硬件驱

动和应用软件便于现场调试。

1.2.3.用具要求：仅限上述所列品种，不得自行增加其他用具。

1.3 现场制作

1.3.1比赛分为现场制作、现场测试两个环节，均为现场封闭进

行。参赛选手比赛编号在报到时现场抽签决定。

1.3.2 现场制作前，裁判对参赛队所带材料进行检查。两名参赛

选手在 120 分钟内现场封闭设计制作和调试智能停车场模型。模型要

求长宽高均不得超过 75厘米，停车场出入口统一。（见图 1.2，模型

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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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智能停车场门禁模型参考图

备注：上图仅为智能停车场门禁模型，参赛小组可自行设计智能

停车场的其他部分，拓展实现新功能可加分，失败不得分。

1.3.3 现场制作模型时，不允许使用架子等工具。制作完成后，

举手示意裁判确认制作材料是否合格，登记模型结构后，进行现场测

试

1.4 现场测试

1.4.1参赛选手测试按照完成模型时间长短进行。智能停车场（可

含底板）放置在高度约80厘米的桌面上，由裁判验证停车场功能，验

证期间选手不可触碰作品，选手可在旁边进行讲解。

1.4.2智能停车场搭建赛验证第一次失败后可由选手进行10分钟

调试在由裁判进行验证，调试期间时间算入搭建时间当中。



4

1.5 成绩评定

智能停车场搭建挑战赛最高分 120 分，分为 60 分的基本分和 30

分的功能分以及 30分的奖励分。

1.5.1 基本分（60 分）：完成制作基本结构（智能停车场门禁及

场地）的参赛队所用时长（时间越短分数越高，按所剩时间计算分数，

例如完成后剩余 30分钟则，30*0.75，最高得分 30分），及智能停

车场的美观程度（连接线的排序，控制器的安装位置，整体停车逻辑

是否可行等）

1.5.2 功能分（30 分）：在成功完成基本结构后由裁判进行智能

停车场功能检测，能构完成全部功能的得满分，完成自动识别车辆抬

起横梁的的 20分，完成记录停车场内车辆的得 10分。

1.5.3 奖励分（30 分）：裁判进行智能停车场功能检测前，由小

组成员进行介绍作品，话语流利，表达清楚奖励 5分，小组设计智能

停车场功能，每多加一项功能加 5 分，最高可加 25分

1.5.4 参赛队总成绩相同的，按照并列成绩发放名次。

2.智能交通——自动驾驶无人车搭建挑战赛（初中组）

2.1比赛内容

自动驾驶无人车是只能交通的代表作品，按照比赛规定搭建自动

驾驶无人车并完成指定功能，此比赛为动手制作类比赛，要求两名参

赛选手利用官方用具《像素未来人工智能套件》，现场制作一个自动

驾驶无人车模型（以下简称模型），让无人车按照规定的赛道来自动

行驶，赛道中心有特定的线条，无人车在行驶时不可以驶出赛道，如

若驶出赛道即为失败。每个小组有三次行驶资格，行驶成绩取三次中

最优成绩。

2.2制作材料

2.2.1制作材料：像素未来人工智能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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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辅助材料：自备充电宝、笔记本电脑，赛前安装好硬件驱

动和应用软件便于现场调试。

2.2.3材料要求：仅限上述所列品种，不得自行增加其他用具。

2.3现场制作

2.3.1比赛分为现场制作、现场测试两个环节，均为现场封闭进行。

参赛选手比赛编号在报到时现场抽签决定。

2.3.2现场制作前，裁判对参赛队所带材料进行检查。两名参赛

选手在 30分钟内现场封闭设计搭建自动驾驶无人车模型。规定时间

内搭建好模型可以示意裁判员进行程序编写，每只参赛队伍有 20 分

钟程序编写和赛道测试时间。

2.3.3规定时间内模型制作完成后，可以进行比赛，每个参赛队

有三次机会进行行驶资格，最终成绩取三次中最好成绩。

2.4 现场测试

2.4.1 测试按照抽签顺序来进行，每支参赛队伍制作完成后都有

三次比赛机会，制作好的无人车在规定的赛道上从期起点行驶到终点

且中途不驶出赛道即为完成比赛。

2.4.2 参赛队将制作好的无人车放置在比赛区域后，当裁判发出

“开始”口令后，参赛选手开启无人车电源进行比赛，裁判员开始计

时。期间，参赛队只可以有一人在比赛场地中，其余人在场外观看，

无人车中途驶出赛道裁判示意当次比赛失败后参赛选手可上场地中

取出无人车，从新放置在其实位置，准备完成后示意裁判员进行第二

次比赛。

2.5 成绩评定

自动驾驶无人车搭建挑战赛最高分 100 分，分为 50 分的基本分

和 40分的功能分以及 10分的奖励分。

2.5.1 基本分（50 分）：完成制作基本结构（自动驾驶无人车搭



6

建挑战赛）的参赛队所用时长（时间越短分数越高，按所剩时间计算

分数，例如完成后剩余 20分钟则，20*1，最高得分 20分），搭建成

品的稳定性（在比赛中无原件掉落及为合格，可得 10分，掉落少于

2块可得 5分，掉落大于 2块不得分），以及自动驾驶无人车的美观

程度（连接线的排序，控制器的安装位置，电源的摆放等占比 20分，

由裁判进行打分）。

2.5.2 功能分（40 分）：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比赛，用时越短得分

越高，最高 40分。

2.5.3 奖励分（10 分）：在进入场地比赛前，由小组成员进行介

绍作品，话语流利，表达清楚最高奖励 10分，

3.智慧创意——摩斯码发报机（小学组）

3.1 比赛内容

智慧创意大赛为小学组人工智能比赛，要求参赛选手（个人或小

组，小组参赛不超过两人）利用像素未来人工智能套件设计作品，要

求作品可以用声音传递信息（类似摩斯码发报机），介绍设计思路，

流程以及作品功能，完成预期效果。若无法实现效果判断作品失败。

3.2 制作材料

3.2.1.制作材料：像素未来人工智能套件

3.2.2.比赛电脑：自备充电宝、笔记本电脑，赛前安装好硬件驱

动和应用软件便于现场调试。

3.2.3.用具要求：仅限上述所列品种，不得自行增加其他用具。

3.3 现场制作

3.3.1比赛分为现场制作、现场测评两个环节，均为现场封闭进

行。参赛选手比赛编号在报到时现场抽签决定。

3.3.2 现场制作前，裁判对参赛队所带材料进行检查。参赛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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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20 分钟内现场封闭制作作品。模型要求长宽高均不得超过 1 米。

3.4 现场测试

3.4.1 测试过程：搭建完成后参赛选手可以携带演讲稿进行作品

叙述，由裁判进行检测。

3.4.2摩斯码发报机搭建赛验证第一次失败后可由选手进行10分

钟调试在由裁判进行验证，调试期间时间算入搭建时间当中。

1.5 成绩评定

摩斯码发报机搭建挑战赛最高分 120 分，分为 60 分的基本分和

30分的功能分以及 30分的奖励分。

1.5.1 基本分（60 分）：完成制作基本结构（摩斯码发报机基础

结构）的参赛队所用时长（时间越短分数越高，按所剩时间计算分数，

例如完成后剩余 30分钟则，30*0.75，最高得分 30分），及摩斯码

发报机的美观程度（连接线的排序，控制器的安装位置等）

1.5.2 功能分（30 分）：在成功完成基本结构后由裁判进行摩斯

码发报机的功能检测，由选手用发报机发出一段指令，发报成功则得

满分。

1.5.3 奖励分（30 分）：裁判进行智能停车场功能检测前，由小

组成员进行介绍作品，话语流利，表达清楚奖励 5分，小组设计摩斯

码发报机功能，每多加一项功能加 5 分，最高可加 25分

1.5.4 参赛队总成绩相同的，按照并列成绩发放名次。

5.奖项设置

5.1 各组别比赛分为动手制作和功能测试两部分，按个项目得分

评比。

5.2 冠、亚、季军奖：三个组别第一、二、三名分别获得各组冠、

亚、季军，颁发奖杯和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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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等次奖：各组别比赛按排名 15%、35%和 50%的比例，设一、

二、三等奖并颁发证书。

6.其他

6.1 本规则解释权归大赛组委会。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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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设计以创新科技教育为原则，可融入到学校科技节、亲子活

动等群众性科普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