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 

竞技类比赛总则 

1 比赛概要  

1.1 比赛目的 

为促进航天科学技术的普及和推广，激发青少年对航天科技知识的渴望和热情，保持

对太空探索的兴趣，提高青少年科技创新素质，培养航天后备人才，在全国青少年航天创

新大赛中设置了青少年感兴趣的竞技类比赛。竞技类比赛属于太空探测竞赛单元。 

1.2 赛项设置 

竞技类比赛项目每年将根据需要和可能设置。本届比赛设置“火星种植”机器人挑战赛、

ENJOY AI “月球探秘”比赛、“星矿探测”挑战赛、Super AI“星际探索”挑战等赛事。 

1.3比赛组别 

比赛按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三个组别进行。某些赛事还将小学组细分为小学低年

级（一至三年级）组和小学高年级（四至六年级）组。每支参赛队只能参加一个组别的比

赛，不得跨组别多次参赛。 

1.4 比赛级别 

1.4.1 每项赛事均进行地区（指省、自治区、直辖市、生产建设兵团、计划单列市）选拔赛

和全国比赛。 

1.4.2 全国比赛组委会向地区选拔赛分配晋级全国比赛的名额。 

1.4.3 根据需要，地区选拔赛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设置下一级选拔赛。 

1.5 比赛形式 

1.5.1为鼓励参赛学生学习航天知识的热情，全国赛及地区选拔赛的竞技类比赛以航天科技

知识考察+场地赛的形式进行。 

1.5.2 地区以下选拔赛的比赛形式由地区选拔赛组委会自定。 

2 航天科技知识考察 

2.1 航天科技知识考察以笔试的方式封闭进行。 

2.2 知识考察由比赛组委会命题。考题涵盖航天精神、文化与航天科学技术知识等内容。

考题形式以机答题为主，满分为 100分。考察得分是比赛总成绩的一部分。 

2.3 以参赛队为单位进行知识考察。缺席考察的参赛队得零分。 

2.4 考察在比赛期间择机进行，由比赛组委会统一组织。考察时间不超过 1小时。考察成

绩由比赛组委会宣布。 

2.5 各赛事不独立对参赛学生进行航天科技知识考察，但不排除在某些有答辩环节的赛事

中评委对学生提出有关航天科技知识方面的问题。 



3 场地赛 

3.1 参赛学生在场地赛中可能要搭建机器人、编写程序、调试、操作机器人完成规定的任

务，以取得场地赛成绩。 

3.2 场地赛日程由比赛组委会统一安排、公布。各赛事裁判长负责场地赛的具体事务。 

3.3 场地赛可能进行两轮或多轮，按各赛事的规则确定场地赛的最终成绩。 

3.4 各赛项单独制定场地赛规则。 

4 参赛队 

4.1 参赛队应在组委会指定的网站报名参赛。地区选拔赛后，只有晋级队才有资格报名参

加全国赛。 

4.2 每支参赛队由一或多名学生和一名指导教师组成。每名学生只能参加一支参赛队。学

生必须是截止到 2023年 6月底前仍然在校的学生。各赛项参赛队的学生队员限额如下表所

示： 

赛项名称 学生队员人数的最高限额 

“火星种植”机器人挑战赛 3 

ENJOY AI “月球探秘”比赛 2 

“星矿探测”挑战赛 2 

Super AI“星际探索”挑战赛 2 

一名指导教师可以指导多支参赛队。 

4.3 航天科技知识考察和场地赛期间，场馆允许学生队员进入，指导教师不得入场且不得

用任何通信手段与场馆内正在参赛的学生队员联系。 

4.4 参赛队员应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和自主地处理在比赛中遇到的所有问题，自尊、自重，

友善地对待和尊重队友、对手、志愿者、裁判员和所有为比赛付出辛劳的人，努力把自己

培养成为有健全人格和健康心理的人。 

5 比赛成绩及排名 

5.1 比赛成绩由航天科技知识考察得分和场地赛得分两部分组成，前者占 15%，后者占

85%。 

5.2 各赛项、组别的场地赛的满分（完成规定的所有任务且不犯规所能得到的最高分）不

同，对场地赛的得分要进行归一化处理。 

     场地赛归一化得分=100×场地赛得分/场地赛满分 

所以，比赛成绩=0.85×场地赛归一化得分+0.15×航天科技知识考察得分。 

5.3 各赛项的各组别按参赛队的比赛成绩的高低排名，允许并列。 

6 奖励 



6.1 地区选拔赛各赛项各组别参赛队排名后，10 %获得一等奖，25%获得二等奖，35%获得

三等奖，30%获得优秀奖。地区以下选拔赛的获奖比例由地区选拔赛组委会确定。 

6.2 全国赛各赛项参赛队排名后，20%获得一等奖，30%获得二等奖，50%获得三等奖。 

7 其它 

7.1 本总则是 2023年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各竞技类赛项制定其场地赛规则的基础。 

7.2 本总则中国航天科技国际交流中心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