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创意天梯挑战赛

竞赛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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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赛事简介

人工智能是通过研究人类智能活动的规律，构造出具有

一定智能的人工系统的科学，主要研究如何让计算机去完

成以往需要人的智力才能胜任的工作。也就是研究如何应用

计算机的软硬件来模拟人类某些行为的基本理论、方法和

技术。例如：视觉感知、语音及图像识别，在不确定条件下做

出决策、学习、大数据分析、语言翻译等。将计算机技术与多种

智能芯片、传感器和电子件相结合，通过创新创意，就可以

设计开发出多种多样的人工智能产品，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我们

的学习生活。

为了助力培养青少年的创造能力，以人工智能为导向，

程序控制为基础，我们设立了创意天梯挑战赛。赛项分为准

备和评测两个环节，准备环节中选手需要将自己设计的天梯、

提升装置、轿厢进行现场组装、调试。电子件与提升机构连

接，通过程序控制完成重物的定点提升和降落的运行过程，

及最终的极限拉力测试。评测环节裁判员依据评分细则对选

手现场搭建调试好的天梯进行评测。

二、参赛条件及分组办法

1.凡在2025年7月前，在校小学、初中、高中、中专或职

高学生均可参赛。

2.选手所在学段组别分为：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含

中专、职高)。

3.创意天梯挑战赛为团队赛，团队为2人一组(自行组队，

不可跨学段)。

4.比赛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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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梯：由主体结构与提升装置组成的一个完整系统，

其自重不超过360g，轿厢提升高度不低于50cm，可完成一定

拉力测试。

（2）主体结构：由搭建杆与结构连接件搭建而成的一个

框架结构体。

（3）搭建杆：由组委会提供的用于构建主体结构的杆件。

（4）结构连接件：用于连接构成主体搭建杆之间的连接

件，需要选手提前通过三维软件自行设计并通过3D打印加工

制作。

（5）提升装置：包含马达座、传动系统等，由选手通过

三维软件自行设计并通过3D打印得到，安装位置不限。

（6）提升装置连接件：指提升装置与主体之间的连接部

件由选手通过三维软件自行设计并通过3D打印得到，它可以

是单独的结构件，也可以集成于提升装置之中。

（7）打印材质：以上提到的天梯所用打印材料，仅限于

光敏树脂、ABS和PLA三类，其他材料均无效。

（8）提升高度：轿厢提升完成后其下边缘最低点到天梯

下边缘（线轴中心）的距离。

（9）天梯自重：天梯主体结构及提升装置的重量，不包

含电机、中央处理器、电源等重量。

（10）测试平台：安装有测力仪的平台。

三、参赛办法

1.报名时间：以大赛组委会公布为准。

2.比赛时间：以大赛组委会公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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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比赛规则

参赛队伍需在2个小时（知识任务0.5小时；技能任务1.5

小时）内使用规定器材及工具完成相应比赛内容。参赛队伍

可自愿参与全部任务或某项任务进行竞技。比赛成绩以所有

任务分数汇总后的总分进行排名。

参赛队伍在参赛过程中需使用自备器材清单中的材料进

行比赛，使用工具根据自身需求选带。清单如下：

1 电脑：品牌不限；系统要求Windows7以上；支持Open GL3.2以上

2 比赛建议使用软件：青少年三维创意设计软件

3 连接件：自行设计并提前打印(打印材料光敏树脂、ABS或PLA)

4 吊装线：自行配备吊装线，材料、规格、品牌不限

5 自动控制装置：中央处理器、控制模块、电机过载保护模块、≤5V(2A)电源、
连接线(品牌不限)

6 提升装置：自行设计并提前打印(打印材料为光敏树脂、ABS或PLA)

7 人工智能模块：根据任务要求自行选配，相关软件需自行安装

8 测量工具：计时器、卷尺、拉力评测工具和电子秤

1 搭建杆：5mm×5mm×250mm，壁厚0.5mm(空心；材质ABS；误差±0.02mm)

2 马达：编码电机(减速比 1：90双轴，工作电压 3-6V；6pin XH2.45直针接口)

3 轿厢及重物：A型轿厢底面直径8cm；B型轿厢底面直径12cm；C型轿厢底面直径
15cm，轿厢均为高度10cm的圆柱空心轿厢

4 桌椅：1套/队

5 电源：220V

6 测量工具、电子秤和卷尺(裁判评测用)

（一）知识任务

1.现场设计

（1）2名参赛队员同时在个人电脑上进行设计，考察每

名选手设计能力。

（2）赛队会在现场收到相应组别公布的初、中、高级3

份难度不同的任务书，选手自行分配设计任务。（初、中难

度为必做题目，高级难度为选做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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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手设计所使用的软件应该提前安装在参赛电脑中。

（4）选手需要按照规定的格式提交最终的设计文件。

（二）技能任务

1.天梯组装调试

（1）搭建天梯

参赛选手自备提前设计并打印的连接件、电子件与其它

材料搭建天梯模型。搭建过程中选手可根据设计的天梯结构

自行截断或拼接搭建杆。

（2）组装提升装置

参赛选手自备前设计打印的提升装置配件进行组装，并

与天梯进行装配。

2.天梯程序编写

参赛选手需要完成智能控制程序的编写(编程平台不限)，

中央处理器、人工智能模块可以放置在天梯上，也可以放置

在地上，通过加长的连接线与提升装置的马达连接。电梯模

型的启动（可手动启动）、运行和停止必须通过自动控制来

实现。

3.技能评测

参赛队伍需要利用本队伍搭建的天梯完成基础任务评测。

（1）一致性测评

天梯、提升装置实物模型与电子模型一致性评判。

（2）天梯重量及提升高度测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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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环节选手需要在A、B、C三种类型的轿厢中选择一种进

行挑战，一旦确定类型后便不能更改。并且只有一次挑战机

会。

①重量测量：天梯整体重量(不包含电机、中央处理器、

电源、轿厢等质量)以360g为基准，根据选手选择的不同轿厢，

依据评分细则进行配分。

②提升高度测量：轿厢必须在搭建的天梯内部运行，提

升高度(完成提升后轿厢最低点到天梯最低点的距离)不得低

于50cm，超出部分根据选手选择的不同轿厢，依据评分细则

进行配分。

（3）极限拉力测评

提升评测环节结束后，进行极限拉力评测，中间不做调

整，极限拉力评测需要参赛队伍在30s内完成极限承载力的测

试。本环节主要测试在天梯模型崩塌、吊装线断裂、提升装

置打滑、拉不动等情况时，拉力评测工具的峰值拉力读数，

拉力值低于3kg成绩无效。

（三）比赛评分细则

环节 项目 内容 评分标准

评测

资格

赛项

成绩

无效

1.使用不符合规定的搭建材料;

2.吊装线用于捆扎搭建杆等非起吊用途;

3.参赛队作品上使用橡皮筋、胶水、胶

带等;

4.参赛队伍作品程序运行开始后，选手

利用身体任何部位或借助其他工具碰触

搭建的天梯;

5.使用2个及以上的马达

0

(总成绩归零)

知识

评测

现场

设计

初级任务：按任务要求设计模型，得分

以任务评分表为准
1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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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任务：按任务要求设计模型，得分

以任务评分表为准
100×0.9

高级任务：按任务要求设计模型，得分

以任务评分表为准
100×1.5

一致

性检

测

外观

评分

自行设计的天梯实物模型与电子模型一

致得分
50

自行设计的提升装置实物模型与电子模

型一致得分
50

技能

测评

重量

及

提升

高度

测量

轿

厢

A

天梯整体重量以360g为基准，超1g扣

1.2分，低1g加1.2分

1.2×(360-天梯重

量)

轿厢提升高度不得低于50cm，超出部

分以cm计算，不足1cm，按1cm计算，

超1cm得2.4分

2.4×(提升高度-

50)

轿

厢

B

天梯整体重量以360g为基准，超1g扣

1.5分，低1g加1.5分

1.5×(360-天梯重

量)

轿厢提升高度不得低于50cm，超出部

分以cm计算，不足1cm，按1cm计算，

超1cm得3分

3×(提升高度-50)

轿

厢

C

天梯整体重量以360g为基准，超1g扣

1.8分，低1g加1.8分

1.8×(360-天梯重

量)

轿厢提升高度不得低于50cm，超出部

分以cm计算，不足1cm，按1cm计算，

超1cm得3.6分

3.6×(提升高度-

50)

极限

拉力

最终拉力峰值不得低于3kg（含3kg），

超出部分以kg计算，并转换出得分

200*[（拉力峰值-

3）/5]^(1/2)

任务

成绩

无效

1.天梯出现崩塌、吊装线断裂等无法进

行拉力测试情况;

2.轿厢运行高度不足50cm;

3.轿厢运行时间超过60s；

4.极限拉力不足3kg;

5.极限拉力运行时间超过30s

0

(此环节成绩归零)

轿厢A：为直径8cm，高度10cm的空心圆柱体

轿厢B：为直径12cm，高度10cm的空心圆柱体

轿厢C：为直径15cm，高度10cm的空心圆柱体

天梯提升高度：轿厢完成提升后，轿厢最低点到天梯最低点的距离

天梯整体质量：不包含电机、中央处理器、电源、轿厢等质量

（四）奖项设置

以大赛组委会公布为准。

五、图例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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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只做参考

赛位图

六、规则解释，申诉与回避

1、规则解释

（1）组委会对竞赛规则会进行细致考量，然而不可控因

素无法完全兼顾。故比赛期间，裁判委员会对规则中未说明

及有争议的事项有最终解释权和决定权；

（2）为体现现场比赛的公平性，裁判有对现场临时产生

问题和规则中尚未说明问题的决策权，若参赛队对裁判判罚

产生疑，可申报仲裁进行调解，最终判决仍以裁判判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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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因选手自行解读产生的错误，则由参赛选手自行负

责。

2、申诉

参赛队伍如需申诉，应遵循以下流程：

(1)当场比赛结束5分钟内，提出申诉的队伍向裁判席提

交申诉请求、填写申诉表并签字确认。如申诉理由与比赛有

关。申诉方签字代表确认发起申诉流程，签字后不得修改申

诉表。比赛结束5分钟后再进行申诉，视为无效。比赛前、比

赛中均不允许提出申诉。

(2)由赛务工作人员将队长带到仲裁室，仲裁委员会判定

该情况是否符合申诉受理范畴内。

(3) 裁判长确认受理申诉后，赛务工作人员通知队长到

仲裁室会面。仲裁室内只能是队长或指导老师，指导老师必

须到场。

(4) 仲裁委员会给出最终仲裁结果，队长在申诉表上签

字确认。申诉表签字确认后，不能再对申诉结果产生异议。

3、回避

回避是指评审专家具有法定情形，必须回避，不参与相

关作品评审的制度。按照相关规定，结合竞赛活动实际，如

果评审专家具备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1)是参赛选手的近亲属；

(2)与参赛选手有其他直接利害关系；

(3)担任过参赛选手的辅导老师、指导老师的；

(4)与参赛选手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评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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