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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第 16 届）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人工智能挑战赛赛题 

智慧物流专项挑战赛 
（版本：V20230304.08） 

一、挑战内容  

目前物流分拣已成为当前物流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该赛项为模拟物

流分拣的过程，旨在锻炼高校学生的人工智能算法编程和系统集成能力，为高校

的人工智能及机器人专业发展和人才培养提供更好的助力。本赛题利用物流分拣

机器人编写建图与自主导航算法，一键启动机器人，机器人自主导航至邮件仓储、

运用视觉算法识别邮件、机械臂抓取邮件，运送邮件并投入正确的邮箱等动作。 

二、挑战规则 

（一）机器人要求 

1.机器人整体尺寸（机器人未展开状态），机器人长×宽×高不超过 400×500

×200mm； 

2.机器人必须通过普通直流电池（包括锂电池）进行电力驱动，以下燃料、驱

动形式都是禁止的：化石燃料、热力驱动、燃料电池、核燃料、超过 100V 

的内部电压驱动；机器人需采用两轮差分驱动方式，轮子数量不多于 4个，

负载不高于 10kg，最大移动速度 1.2m/s；爬坡能力≥12°； 

3.机器人所携带的传感器，必须包含 1个 360度全方位扫描光雷达，不多于 1

个单目相机，不多于 2个超声波传感器； 

4.机械臂轴数不超过 4个，负载不高于 1kg；最大拉伸距离不超过 400mm； 

5.机器人必须完全自主运行，除了启动指令，不得通过任何方式接受人工遥控

指令，机器人搭载的计算机不得与场外任何设备、服务器通讯，不得接受任

何人工指令； 

6.启动指令必须只能有一个，且只有一种状态，不得带有任何形式的状态选择； 

7.机器人在比赛场地周围，在比赛时间之外，不得在无人值守的情况下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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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在无人值守的情况下保持开启和待机状态，无人值守时机器人必须完

全断电。 

（二）竞赛场地说明 

 

图 1  场地俯视图 

1.比赛场地为 600 × 600cm的正方形场地，中心 500 × 500cm 的机器人实

际活动区域使用隔离板（高度不低于 15cm）隔离。比赛时，每次共两队同

时竞赛，场地内部中心使用挡板（高度不低于 15cm）隔离两队的活动范围。

每个队均有一个出发区、8个标有不同省份名称的邮件放置箱（25 × 25 × 

15cm）； 

2.场地左侧每队各有一个长宽高尺寸为 200 × 20 × 35cm的物流双层仓储，

用于放置邮件，邮件以 9.5 × 9.5 × 3cm 大小且贴有运单的纸盒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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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邮件 

3.邮件纸盒侧面贴有带二维码（包含省份信息 JSON 字符串）的标签，每队各

20个；邮件放置箱外侧表面贴有印刷字体文字（四川、安徽、湖南、广东、

浙江、江苏、福建、河南），邮件放置箱摆放位置固定。其中邮件二维码颜

色分为黑色和红色，红色二维码邮件为[失效邮件]，放置到[失效邮件]放置

箱；黑色二维码为正常邮件，放置到对应省份位置；邮件盒底部印有省份名

称，与二维码信息的省份对应，方便裁判统计得分时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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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邮件放置箱 

4.物流双层仓储为 250 × 20cm 的长方形，初始各放置邮件 20个，分为上下

两层，每层 10 个，异常邮件数量不超过 4个，邮件地址随机。 双层仓储大

致结构如图 4 所示，邮件下方留有凹槽，便于使用二指夹爪、货叉等工具对

邮件进行拾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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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物流分拣台 

5.参赛队必须考虑比赛现场出现的灯光不均匀、环境干扰等因素； 

6.地面一般为光滑平整的硬质材料，参赛队必须考虑比赛场地内可能存在不

高于 1cm的台阶或起伏，地面可能出现不宽于 1cm的缝隙； 

7.比赛承办单位因客观条件限制，提供的正式比赛场地的颜色、材质、光照度

等细节，可能与规则规定的标准场地有少许差异。比赛队伍应认识到这一点，

机器人需要对外界条件有一定的适应能力； 

8.场地装置固定后在对应位置做好标记，方便裁判恢复现场。原则上不能随意

变更装置的摆放位置。 

（三）测试规则 

1.每支队伍有自己独特的编号，按编号分配比赛场地（哪个场地哪个半区），

奇数上半区，双数下半区； 

2.每场两个队同组竞赛，比赛前，抽取决定对应场地上场队伍；若比赛队伍数

量为单数，则轮空队伍单队入场比赛； 

3.每场比赛前，有 5分钟的准备时间，参数选手应在这个时间段准备好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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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序，做好开始比赛的相关准备；如双方都准备好了可举手示意，比赛提

前开始； 

4.比赛时间为 10 分钟，每支队伍有两轮测试机会，两轮测试之间有 5分钟准

备时间，取最好成绩作为最终得分进行高低排名；  

5.比赛开始后，机器人一键启动，自主执行任务（如发现非救援情况下，以任

何方式操控机器人，则取消该队本场比赛得分）； 

6.如果某队出现非硬件故障，或机器人运动卡死，选手可以示意申请救援，进

行机器调试，同时比赛继续进行（救援时间包含在比赛时间内），调试完毕

需将机器人放置在出发初始位置继续比赛； 

7.比赛时，如果某队机器人与场地发生碰撞导致场地被破坏，问题方选手需立

即停止机器运行，并带回出发区。裁判及时处理并恢复现场，不影响比赛的

情况下可继续进行；裁判有权终止严重影响比赛正常进行的队伍的本轮比

赛； 

8.比赛时，邮件运送过程中邮件必须放置在机器人托盘上，再运送到邮箱，然

后机械臂将邮件再次抓取投放到对应的邮箱；禁止机械臂一直抓住邮件不

放，直接移动投放到邮箱，如果出现该情形，该次抓取投放邮件不得分； 

9.比赛时，邮件运输过程中每次最多只能运送两个邮件，如果违规，邮件摆回

分拣台，且该队被罚回出发区重新出发，因违规行为产生的时间包含在比赛

时间内； 

10.比赛开始后，除非发生外界比如照明停电、骚乱、火灾等不可预料的情况，

比赛不会暂停，直到比赛时间结束； 

11.每队的邮件总数为 20 个，抓完不补充。如果出现双方都抓完 20 个邮件且

分数相同的情况，则比较两队抓完 20 个邮件的总时间。 

（四）比赛流程 

1.比赛开始前，各队应调试部署好各自的机器人，并将机器人放置在各自的出

发初始区； 

2.裁判摆放邮件盒完毕后，宣布开始，参赛队伍一键启动机器人执行任务； 

3.各队机器人开始执行预设好的任务，导航至邮件分拣台前，识别邮件，机械

臂抓取邮件并放置在托盘上，再导航到邮箱，抓取托盘上的邮件，准确放置



- 6 - 

到对应的邮箱内； 

4.比赛时间到，比赛结束；  

5.裁判根据各队的结果统计最后得分和排名。 

（五）评分细则 

1.比赛开始，各队初始分数均为零分；比赛时间结束后，裁判当场统计得分； 

2.邮件放置在正确的箱子内，即印有收件地址的邮件需要放置到对应省份的

放置箱内。加分项如表 1所示： 

表1  加分项明细表 

打分明细 得分 说明 

A：抓取邮件 1 

机器人成功抓取邮件，每次加 1分； 

成功抓取是指机器人在分拣台抓取邮件后 3 秒内

没有掉落行为。 

B: 投递邮件 1 

机器人在投递过程中，邮件不掉落且投入邮箱中，

每次加 1次； 

投递过程是指机器人正确抓取邮件到机器人投递

邮件至邮箱的过程。 

C: 投递正确 2 机器人将邮件投入至正确的邮箱，每次加 2分。 

D：末端工具 10 
采用官方提供的工具得 5 分，采用自己设计的工

具且设计合理，得 10分。 

E：执行效率 10 

10分钟内，放置邮件个数（无论对错）： 

 15个及以上，得 10分； 

 10至 14个，得 8分； 

 5至 9个，得 5分； 

 不足 5个，得 2分； 

 不足 1个，得 0分。 

F: 出现碰撞 -1 

机器人在比赛过程中产生碰撞，每次扣 1分； 

碰撞是指机器人和分拣台、邮箱、场地发生剐蹭或

者碰撞行为。 

G: 申请救援 -2 每申请一次救援扣 2分，最高扣 10分。 

H: 邮件掉落 -1 
在比赛运输过程中出现邮件掉落，每次扣 1分，最

高扣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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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上统计总得分算式为：总得分 = A + B + C + D + E + F + G + H; 

4.参赛选手必须公平竞赛, 遵守比赛规则，尊重裁判的宣判结果，尊重赛事主

办方的决定，宣传和发扬竞技精神； 

5.主办方有权取消恶意干扰比赛队伍的参赛权和成绩，恶意干扰比赛行为包

括且不限于以下行为：违反比赛规则、故意碰撞比赛场地、故意干扰对方机

器设备、故意干扰或阻止裁判执裁、比赛中未经允许闯入比赛场地等。 

三、设备支持 

（一）支持单位名称 

南京墨问科技有限公司 

（二）支持单位联系方式 

宋老师：18252059899 

孔老师：18101452719 

（三）支持单位承诺 

1.支持单位提供 20 台设备供参赛师生借用，借用方式：向支持单位申请； 

2.支持单位提供设备的维修、维护，以及使用上的技术支持。 

（四）支持单位设备介绍 

1.参赛机器人型号为 MO-LEO； 

2.参赛队伍需向组委会获取机器人参赛序列号，凭序列号参赛。 

 
图6 竞赛机器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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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机器人规范要求 

1.机器人需使用企业支持的机器人，或自行研发机器人（在专家委员会同意的

前提下，单独排名）； 

2.企业支持机器人，相关软件平台、支持文档在比赛范围内开放使用； 

3.机器人可以进行适度硬件改装； 

4.改装尺寸要求：除传感器、线路、末端工具外，改装不得超过机身 20cm； 

5.传感器要求：可以增加传感器； 

6.摄像头：可更换末端摄像头； 

7.末端工具：可重新设计末端工具，末端工具总长度不得超过 50cm； 

8.所有借用的机器人，改装时，不得破坏性拆除原有设备，归还时必须将机器

人复原，并测试后交回支持单位； 

9.对所有自行改装部件，支持单位不承担维修、支持义务。 

四、其他附加说明 

此部分说明为针对各赛题的统一说明。 

（一）赛程与最终排名 

本节是针对国赛赛程与最终排名的说明，省/区域赛可参考此说明实施，也

可以在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下，结合参赛师生与当地承办单位的实际情况，充

分考虑赛程与选拔的可行性，另行制定。 

1.赛前准备：是指各参赛队在学校或其他地点，在比赛之前进行的各项准备工

作，赛前准备由各参赛队和所在学校自行安排组织； 

2.赛前测试：是指比赛之前，如果该赛项安排了现场测试，那么给予参赛队熟

悉场地、适应场地的测试环节，该环节是否安排，由承办单位视现场条件决

定，并赛前通知；该环节允许指导教师与参赛学生共同参与；在该环节中，

只能尽可能模拟现场正式比赛的状况，不保证与比赛测试当天、当时的现场

各方因素完全相同，这些因素包括：①光照、温湿度等环境的变化，②某些

赛项会在比赛前临时调整赛场布置，随机摆放道具等，③比赛测试场地与赛

前测试场地不是同一块场地，使用的道具不是同一套道具，使用的设备同型

号但不是同一台设备，④其他因素；若比赛没有现场测试环节，则也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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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前测试环节； 

3.现场测试：是指正式计入成绩的比赛测试环节；每队进行现场测试占用的时

间由各赛项单独拟定，但一般不超过 20 分钟（需要长时间计算或展示的赛

项除外）；现场测试一般安排在演示答辩之前，但也有可能在演示答辩之后，

以承办单位现场条件与最终安排为准；现场测试环节，参赛队必须服从现场

安排，不舞弊，不破坏现场秩序；指导教师不得参与现场测试，不得在现场

测试时进行场外指导；  

4.演示答辩：是指直接面向评委进行作品展示、宣讲，回答评委提问，并计入

成绩的比赛环节；该环节共 20 分钟，一般 10 分钟用于参赛队的作品演示

与成果汇报，10 分钟用于评委提问与参赛队回答问题，两部分时间均不超

过 10分钟；如该赛项没有现场测试环节，而必须在演示答辩环节演示作品

的，作品演示与成果汇报最多不超过 15 分钟，总时间不超过 20 分钟；该环

节需要参赛学生充分准备，在演示现场遇到任何软硬件问题，其维修处理时

间都计入演示汇报时间，不得超时，且不安排再次演示答辩；演示答辩环节，

参赛队必须服从现场安排，不破坏现场秩序；指导教师不得参与演示答辩，

不得在演示答辩时进行场外指导； 

5.有现场测试：最终参赛队排名＝现场测试排名×65%＋演示答辩排名×35%； 

无现场测试：最终参赛队排名＝演示答辩排名×100%。 

（二）参赛队自行保管独立使用设备的 

1.参赛队和指导教师是所使用设备的共同第一负责人，参赛队或指导教师收

到设备后，必须第一时间检查设备是否完备可用，如有问题，支持单位必须

及时给予支持，协助其进行设备调试； 

2.设备使用过程中的任何故障、损坏，请参赛队直接与支持单位联系，原则上，

人为因素造成的故障损坏，由参赛队负责相关维修费用；由于设计、制造缺

陷导致的损坏、故障，由支持单位负责免费维修； 

3.因设备故障、维修造成对备赛的影响，都视为正常比赛事件，比赛不会因个

别队伍的设备问题进行推迟或调整； 

（以下仅限有现场测试环节的赛项） 

4.支持单位可以提供多套相同的场地、道具同时并行进行现场测试，计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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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参赛队必须在备赛时就考虑其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差异，在现场测试中

服从现场安排，并不得在正式测试或重测时就不同场地、道具上的差异拒绝

比赛或提出更换场地、道具的要求； 

5.现场测试过程中发生设备故障（支持单位因素造成的，非自行编写的软件、

自行改装、或部分比赛规则中规定的可救援问题，且非 6.所述情况），那

么在测试中，或测试结束后 30分钟内，且在同场地的下一个测试队开始前，

由参赛队向主裁判提出重测申请，由主裁判与设备支持单位确定实属设备

故障，方可进行重新测试； 

6.两队或多队同时参与且相互影响的对抗赛不安排重测，所有故障、意外都视

为正常比赛事件，成绩经裁判确认后有效；参赛队应在备赛时充分考虑可能

出现的各种状况，提前做好应急预案与防范措施； 

7.重测安排在同场地所有队伍测试结束之后，按申请先后依次进行；重测只安

排一次，且必须服从现场场地安排；重测形式与正常现场测试中的形式（包

括测试轮数、计分方式、道具是否随机摆放等）完全相同（光照、温湿度、

时间、必须更换同型号设备等不可抗改变因素除外）；重测必须全部重新进

行，不得对单独环节进行单独重测；重测后，取重测成绩作为最终成绩，除

非 5.所述故障依然存在，取两次最好成绩作为最终成绩。 

（三）大赛统一提供测试设备的 

（以下仅限有现场测试环节的赛项） 

1.支持单位可以提供多套相同型号的设备、场地、道具同时并行进行现场测试，

计分规则相同，参赛队必须在备赛时就考虑其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差异，在现

场测试中服从现场安排，并不得就不同场地上的差异拒绝比赛或提出更换

设备、场地、道具的要求； 

2.现场测试过程中发生设备故障（支持单位因素造成的，非自行编写的软件、

自行改装、或部分比赛规则中规定的可救援问题，且非 3.所述情况），主

裁判与支持单位确认后，除了当前受影响的队伍可参加重测外，可追溯之前

的使用队伍是否也受到影响，若有，则通知之前已测试的队伍，由之前已测

试的队伍自行决定是否参加重测； 

3.两队或多队同时参与且相互影响的对抗赛，允许参赛队在正式测试前，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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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坏设备、场地、道具，且不影响其他队伍的前提下，通过运行测试程序等

手段，检查设备的完备性，时间不超过 5分钟，一旦参赛队确认设备可用，

对抗赛开后，所有故障、意外都视为正常比赛事件，且不安排重测，成绩经

裁判确认后有效；参赛队应在备赛时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各种状况，提前做

好应急预案与防范措施； 

4.重测安排在同场地所有队伍测试结束之后；两次以上重测需大赛组委会批

准；重测必须服从场地、设备、道具和测试顺序等现场安排；重测形式与正

常现场测试中的形式（包括测试轮数、计分方式、道具是否随机摆放等）完

全相同（光照、温湿度、时间、必须更换同型号设备等不可抗改变因素除外）；

重测必须全部重新进行，不得对单独环节进行单独重测；重测后，取最后一

次重测成绩作为最终成绩，除非最后一次重测中 2.所述故障依然存在，取

最近两次测试的最好成绩作为最终成绩。 

（四）其他说明 

1.比赛中如有现场测试，场地、环境、道具、设备等，以赛场实况为准；现场

测试前，所有参赛队必须对场地、环境进行全面检查，一旦测试开始，不得

以场地、环境、布局、道具等问题提出重测要求； 

2.本文件内容如有更新，以最新发布版本为准； 

3.因疫情等各种因素导致各种情况的改变与调整，以组委会最后通知或现场

安排为准； 

4.本文件由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人工智能挑战赛组织方负责解释。 

五、修订记录 

 V20230211.07：本文件2022年11月至2023年1月进行制定、修改、审核，

2023年2月11日发布； 

 V20230304.08：明确机器人要求，修改少量措辞。 

以下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