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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文搏杯第 11届广东省青少年科技实践能力
挑战赛比赛规则

（202305 版初稿）

广东省青少年科技实践能力挑战赛创办于 2013 年，是全国首创的全

省示范性青少年科技活动，融动手与动脑、科普与艺术于一体，制作成本

低，趣味性强，普及面广，有利于培养青少年动手创新能力和团队合作精

神，深受全省广大师生的欢迎。

第一部分 赛事概述

1.1 活动背景：木牛流马为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发明的运输工

具，分为木牛与流马。史载它为蜀汉大军运输粮食，载重“一岁粮”（大

约四百斤以上），日行“特行者数十里，群行三十里”。至今，木牛流马

真实的样式样貌不明，亦有不同的解释。

1.2活动概况：本届比赛主题为“木牛流马”，要求学生充分运用杠

杆原理，结合使用现代工具，现场完成木牛流马模型的设计、制作和调试，

并测试模型的运行能力。

比赛分为小学、初中、高中三个组别，以团队方式完成，每支队伍由

2 名选手和 1—2 名辅导老师组成，学生为比赛日时在读该阶段的学生，

同支队伍选手可由同市不同学校的学生组成。

第二部分 高中组规则

（日行千里——木牛流马距离赛）

2.1比赛内容：现场制作一个木牛流马模型，利用电吹风机提供的风

力，限时在规定跑道上行走，距离远者为胜。

2.2材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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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模型制作材料自备，主体材料须为木质或竹质，可用网购的雪

糕棒、竹棒、多层板条或自行加工的板条等。制作风扇页的材料以及轴条、

轴套、摇臂、螺丝、齿轮等配件材料，型号数量不限。

所有制作零部件必须是散件，不得携带及使用提前加工过的材料（如

制作或画好风扇页片；主体材料已连接、画线、打孔；轴与齿轮安装好等），

不得携带提前制作好的模型或购买的成品模型。

2.2.2 模型制作工具自备，包括剪钳、热熔胶枪、钻孔工具等。现场

不提供电源，如需请自备移动电源，但不得使用发电机和 220V 以上电源。

电吹风机（1800W-2200W）由主办单位统一提供。

2.3模型要求

2.3.1 活动要求选手现场自行设计和构建模型。模型前后垂直长度≧

25cm，宽、高和形状不限。行走足数量限 4 个，即只有 4 个接触地面的

部件。模型使用动力仅限风力驱动。

2.3.2 模型允许增加配重（仅限用废旧 5 号电池，用透明胶或扎带固

定）。模型行走足不得使用各种轮式结构的滚动摩擦，但可以使用阻尼装

置改变走足的摩擦力，如橡胶涂层或改变形状，严禁使用腐蚀性或扩散性

的化学物质。

图 1 高中组模型参考图

2.4任务说明



— 3 —

活动任务分为模型制作和作品竞技两大部分。

2.4.1 模型制作：选手在 90 分钟内现场完成模型的设计、制作和调

试。检录通过后，贴上标签，并放置在裁判指定的地方封存，直至第一轮

活动前，选手不得触碰和调整模型。规定时间内仍未制作完成者，视为失

去竞技资格。

2.4.2 模型竞技

①竞技场地：在宽 1米，无限长度的水泥或瓷片地板平面区域内竞技，

见图 2。

图 2 高中组竞技场地示例图

②竞技要求：每队选手有 30 秒的准备时间，模型任何部位不得超过

启动区，准备完成后示意裁判开始。裁判发出开始比赛口令后，在 3 分钟

让模型在竞技跑道的有效区域内自由行走，直至竞技结束。

期间，如出现模型偏离方向或摔倒、翻侧等现象，允许选手有 2 次手

动在垂直直线处进行矫正，计时不停。矫正方向时，选手不得修整、调校

模型。除矫正模型外，选手不得触碰模型，电吹风机及其他任何物体也不

得触碰模型。

垂直直线处说明：模型在有效区域内行走出现偏离情况，选手可拿起

模型放置在有效区域内同等垂直距离（以模型离起跑线最远距离为准）的

任意一处再出发。例如模型在垂直距离起跑线 2米时靠右偏离了，选手可

拿到垂直距离 2 米的中间处再出发。

竞技结束标准：一是模型仍在有效区域内，但竞技时间结束；二是竞

技时间内且 2次矫正机会已用完，但模型任意一足离开有效区域（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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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模型静止不动或原地运动不前行 10 秒，亦或选手举手示意停止比赛。

③成绩评定：竞技结束时，模型在有效区域内的，丈量起跑线与模型

任何部位离起跑线最远处的垂直距离；出线的，则丈量起跑线与最先离开

有效区域边线之足位置的垂直距离为该轮有效成绩。单位为米，保留 2
位小数点。

比赛进行 2 轮，累加 2 轮成绩为该队总成绩。总距离多者排前，如出

现相同距离，矫正次数少者排前，矫正次数相同则以模型重者排前。

第三部分 初中组规则

（大步流星——木牛流马风力赛）

3.1比赛内容：现场制作一个木牛流马模型，利用电吹风机提供的风

力，在规定长度的跑道上行走，用时少者胜。

3.2材料要求

3.2.1 模型制作材料分为主办单位统一提供和选手自备两种。

①统一提供：雪糕棒和制作风扇卡纸。面曲雪糕棒规格为 114mm ×

10mm、150mm×18mm 和 180mm× 10mm 等三种规格各 15 条；色纸为

A4，180 克/张，共 3张。以上材料制作时不够，现场可申请增加。

图 3 雪糕棒及卡纸参考图

②选手自备：制作模型所需的轴条、轴套、摇臂、螺丝、齿轮等零部

件由选手自备，品种数量不限。自备零部件须为散件，不得预先安装好（如

轴与齿轮），不得携带提前制作好的模型或购买的成品模型。

3.2.3 模型制作工具自备，包括剪钳、热熔胶枪、钻孔工具等。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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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提供电源，如需请自备移动电源，但不得使用发电机和 220V 以上电源。

电吹风机（1800W-2200W）由主办单位统一提供。

3.3模型要求

模型要求及参考图均按照 2.3（第 2页）要求执行。

3.4任务说明

活动任务分为模型制作和作品竞技两大部分。

3.4.1 模型制作：按照 2.4.1（第 3 页）要求执行。

3.4.2 模型竞技

①竞技场地：在长 3 米×宽 1米的水泥或瓷片地板平面区域竞技。

图 4 初中组竞技场地示例图

②竞技要求：每队选手有 30 秒的准备时间，模型任何部位不得超过

启动区，准备完成后示意裁判开始。裁判发出开始比赛口令后，在 3 分钟

让模型在竞技跑道的有效区域内自由行走，直至竞技结束。

期间，如出现模型偏离方向或摔倒、翻侧等现象，允许选手有 2 次手

动在垂直直线处进行矫正，计时不停。矫正方向时，选手不得修整、调校

模型。除矫正模型外，选手不得触碰模型，电吹风机及其他任何物体也不

得触碰模型。

垂直直线处说明：模型在有效区域内行走出现偏离情况，选手可拿起

模型放置在有效区域内同等垂直距离（以模型离起跑线最远距离为准）的

任意一处再出发。例如模型在垂直距离起跑线 1米时靠右偏离了，选手可

拿到垂直距离 1 米的中间处再出发。

竞技结束标准：一是模型在有效区域内行走且模型任何部位抵达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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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二是 2次矫正机会且模型任何一足离开有效区域边线；三是模型静止

不动或原地运动不前行 10 秒，亦或选手举手示意停止比赛。

③成绩评定：裁判计算模型在有效区域内从出发至模型任何部位抵达

终点线的时间为该轮有效成绩。模型任何一足离开有效区域边线、模型静

止不动或原地运动不前行 10 秒、选手中途停止比赛等现象，均为挑战失

败，成绩为 0。单位为秒，保留 2位小数点。

比赛进行 2 轮，累加 2轮成绩为该队总成绩。总用时少者排前，如总

用时相同，矫正次数少者排前，矫正次数相同则以模型重者排前。

第四部分 小学组规则

（风驰电挚——木牛流马电力赛）

4.1比赛内容：现场制作一个木牛流马模型，利用电池电机驱动，在

规定长度的跑道上行走，用时少者胜。

4.2材料要求

4.2.1模型制作材料分为主办单位统一提供和选手自备两种。

①统一提供：雪糕棒和马达电机。面曲雪糕棒包括 114mm× 10mm、

150mm×18mm 和 180mm×10mm 等三种规格各 15 条；TT 直流减速双轴

电机 1 个，工作电压 3V-6V；减速比 1:48。雪糕棒不够或马达有故障，

可现场申请增加或更换。

图 5 雪糕棒及电机参考图

②选手自备：制作模型所需的电池盒、电池、电线、轴条、轴套、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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臂、螺丝、齿轮等材料由选手自备，电池限 2 节 AA电池，不得使用充电

电池，其他材料品种数量不限。自备材料须为散件，不得预先安装好（如

轴与齿轮），不得携带提前制作好的模型或购买的成品模型。

4.2.3 模型制作工具自备，包括剪钳、热熔胶枪、钻孔工具等。现场

不提供电源，如需请自备移动电源，但不得使用发电机和 220V 以上电源。

4.3 模型要求

4.3.1 活动要求选手现场自行设计和构建模型。模型前后垂直长度≧

20cm，宽、高和形状不限。行走足数量限 4 个，即只能有 4 个接触地面

的部件。模型使用电池马达驱动。

4.3.2 模型允许增加配重（仅限用废旧 5 号电池，用透明胶或扎带固

定）；模型行走足不得使用各种轮式结构的滚动摩擦，但可以使用阻尼装

置改变走足的摩擦力，如橡胶涂层或改变形状，但不得使用具腐蚀性或扩

散性的化学物质。

图 6 小学组模型参考图

4.4 任务说明

活动任务分为作品制作和作品竞技两大部分。

4.4.1 作品制作：按照 2.4.1（第 3页）要求执行。

4.4.2 作品竞技

①竞技场地：在长 4 米×宽 1米的水泥或瓷片地板平面区域竞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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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小学组竞技场地示例图

②竞技要求：每队选手有 30 秒的准备时间，模型任何部位不得超过

启动区，准备完成后示意裁判开始。裁判发出开始比赛口令后，在 3 分钟

让模型在竞技跑道的有效区域内自由行走，直至竞技结束。

期间，如出现模型偏离方向或摔倒、翻侧等现象，允许选手有 2 次手

动在垂直直线处进行矫正，计时不停。矫正方向时，选手不得修整、调校

模型。除矫正模型外，选手不得触碰模型，电吹风机及其他任何物体也不

得触碰模型。

垂直直线处说明：模型在有效区域内行走出现偏离情况，选手可拿起

模型放置在有效区域内同等垂直距离（以模型离起跑线最远距离为准）的

任意一处再出发。例如模型在垂直距离起跑线 1米时靠右偏离了，选手可

拿到垂直距离 1 米的中间处再出发。

竞技结束标准：一是模型在有效区域内行走且模型任何部位抵达终点

线；二是 2次矫正机会且模型任何一足离开有效区域边线；三是模型静止

不动或原地运动不前行 10 秒，亦或选手举手示意停止比赛。

③成绩评定：裁判计算模型在有效区域内从出发至模型任何部位抵达

终点线的时间为该轮有效成绩。模型任何一足离开有效区域边线、模型静

止不动或原地运动不前行 10 秒、选手中途停止比赛等现象，均为挑战失

败，成绩为 0。单位为秒，保留 2位小数点。

比赛进行 2 轮，累加 2轮成绩为该队总成绩。总用时少者排前，如总

用时相同，矫正次数少者排前，矫正次数相同则以模型重者排前。

第五部分 比赛流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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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比赛流程

5.1.1检录制作：模型制作前，裁判会对参赛队携带的材料按制作材

料要求进行检查，在检录合格后参赛队方可进入制作区。选手不得携带手

机、相机等存储和通信器材进入赛场。

制作和调试模型只能在制作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在制作、竞技间，

一经发现参赛队员携带或使用不符合规则规定的材料或行为者，将取消参

赛资格。

5.1.2 赛前准备：准备上场时，参赛队各自拿取自己的模型，在相关

工作人员的引领下进入比赛区；在规定时间内未到场的参赛队视为弃权；

2 名学生队员上场时，站立启动区外，队员将自己的模型放在启动区，模

型的任何部位不能超出启动区。

5.1.3 启动：裁判员收到参赛队示意已准备好后，将发出“5，4，3，
2，1，开始”的倒计数启动口令。听到“开始”口令的第一个字，队员不

得再触碰模型（除矫正模型）。在“开始”口令前让模型行走或“开始”

口令后模型启动失败的均视为“误启动”，会受到警告或处罚，超过误启

动两次视此轮竞技失败；

5.1.4 赛后：比赛结束后，裁判员记录场上状态，填写记分表。参赛

队员应签名确认自己的成绩。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选手自行保管、调整

模型。

5.2奖项设置

各组别约按淘汰后 15%、35%和 50%的比例，设一、二、三等奖，并

颁发证书。广州文搏 3D 打印科普研学教育基地提供各组别前 8 名奖金，

给予冠军 10000 元、亚军 5000 元、季军 3000 元、第四至第五名各 2000
元、第六至八名各 1000 元的现金奖励。

5.3其它

5.3.1 本规则由广东省科协事业发展中心（广东科学馆）制定解释，

感谢深圳市龙岗区教育科学研究院、深圳市新安中学（集团）第一实验学

校和东莞长安镇第二小学等团队成员草拟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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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本规则是实施裁判工作的依据，裁判长对规则中未说明事项以

及有争议事项，均拥有最后解释权和最终裁定权。裁判不复查重放的活动

录像，如有裁决异议，由其中一名选手在现场测试结束后立刻向裁判长提

出。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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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