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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档是东南大学 ForwardUntoDawn 战队对 2018-19 新赛季的总体规划，主要内容包含对整个赛季的

时间节点安排，方法参考，行为制度，以及每一台机器人的大致研发思路与研发状态。

赛季规划是一年工作的总结，对此，我们较为认真的梳理了过去的一个赛季乃至之前赛季战队所暴露

的问题与不足（穿插在每一部分的内容当中，并未特别提出），并且在今年考虑了使用一些新的方法

与工具帮助战队进行改进，希望能够取得成效。

与此同时，在规划制定的过程中，我们认真对目前战队所具有的人力、物力进行了统计，并且认真思

考如何对人员进行更妥善的分配，如何对于工具与财产进行更高效的利用。

本文的更多篇章还是对战车的思考与分析，在进行规划的过程中，我们进行了系统的规整，总结了之

前所制定的计划与安排，重新对于一个产品（机器人）的研发得到完整流程进行了重新定义。我们希

望通过仔细思考，认真考量整个赛季，在有限的资源中取得最大的收益。



一、大赛文化

Robomaster 机甲大师赛是一个以机器人对抗赛形式为切入点的工程师培养平台。和其他的各类

行形式机器人对抗比赛相比，它不再是单纯的机器人暴力对抗的竞赛，而是及科技感、智谋、团队协

作于一身的极具观赏性与吸引力的竞赛。然而，与其他比竞赛不同的是，Robomaster 机甲大师赛所

强调的并不是结果，而是强调参赛的过程，强调在整个赛季的运营、筹备、设计、合作等等环节中了

解并体会一系列的产品研发与团队运营的过程，而作为整个过程的评估和对一整个赛季的考评，比赛

是一种让队员们证明自己价值，找寻存在意义的集中体现。

通过 Robomaster 机甲大师赛的比拼，队员们可以全方位的提升工程师的素养。作为一个大型团队类

型的比赛，Robomaster 机甲大师赛涉及了对整个团队建设与产品制作的过程，所锻炼的方面也涵盖

无论是机械结构设计，性能评价选型、车辆控制调试、程序指令编辑、优化算法应用、等具体的知识；

与此同时，参加 Robomaster 还可以系统的学到项目研发的流程，产品设计的过程，团队管理，人员

资金分配，沟通协作，等诸极为实用的知识储备。是对学校课堂上教学内容的实际应用与补充。

东南大学机器人俱乐部以及所述的 ForwardUntoDawn 战队，以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推广机

器人文化为宗旨，通过参加 Robomaster 机甲大师赛以及其他各类相关活动，让同学们能够将在学校

的教学当中学到的东西加以应用，并且在此基础上更好的体会机器人文化，更好的提升工程师素养。



二、项目分析

东南大学 ForwardUntoDawn 战队基于目前的规则组织过多次会议，以明确接下来一年的任务目

标。我们按照不同的机器人种类进行了一个分类，并按照我们的预估为其打上不同的标签。在每一类

机器人下面，我们又对其按照模块进行分块处理。执行某一特定功能的模块下可能存在多条技术实现

路线，从而产生众多项目。

1. 步兵机器人

简述：步兵机器人是目前位置相对较为成熟的一个机器人兵种。尽管在今年的规则之下，机器人的血

量上限和子弹的伤害量以及获取方式等有了新的改变，但是步兵机器人的总体大框架并没有发生改变。

我们认为一个性能优良的步兵应当具有良好的机动性与精准射击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对视觉辅助自

动识别能力有着较高的要求，其具体的能力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机动性：全地形通过能力（包括公路、碉堡、桥头等一系列比赛中实际的场景）；速度不低于 1.2m/s；

爬坡能力不低于 22°；最高速度时不会出现抖动等异常情况；严格的功率限制

精准射击：5m 距离下子弹分布半径小于 10cm；近距离设计时做到理论上 100%命中；子弹供应无卡

弹问题，射频控制精准无超热量问题；

视觉辅助：激活能量机关成功率达到 100%；实现中近距离自动识别打击；实现自动追踪；在自动识

别打击系统上进行运动预测与弹道补偿优化；

在这样的技术标准下，才能算是一辆较为合格的步兵。



主要改进方向：结构成熟化；底盘向轻快敏捷方向改进；优化发射；新能量机关击打。

2. 英雄机器人

简述：在新版本规则下的英雄机器人的定位较为模糊，其一原因是其火力与血量来看都有一定程

度的削弱，而无法自主获取大弹丸也加强了其小子弹发射的必要性，因此，在此基础上，我们针对前

一个版本的英雄进行了仔细的思考，并决定做双发系统。而英雄似乎在本赛季被赋予了吊射的新职责，

在此基础上我们也进行了仔细的思考。



主要改进方向：双重发射系统的实现；底盘轻量化；爬坡验证实现；吊射实现。

3. 工程机器人

简述：目前的规则之下，工程机器人在其功能上与去年相比并无大的改动，但是其战略意义显著增加。

工程机器人如果无法成功完成取弹与补弹动作，会直接影响到英雄机器人的发挥，甚至导致其变为“超



级步兵”。与此同时，救援也成为了今年工程机器人需要实现的一大目标，经过去年比赛的实际经验，

救援功能已经成了赛场上必不可少且极其重要的功能之一。

除此以外，工程车的血量优势与不限功率优势使其成为了场上的不确定因素，往往充当了战术方面的

最强地位。

4. 空中机器人



简述：目前版本规则大大提高了空中机器人的重要性，极大的增强了空中机器对战局的改变能力，将

其从一个打辅助、锦上添花的角色，变成了一个不落的火力点。目前我们对无人机的技术分类大致是：

高负载无人机+带有辅助瞄准系统的炮台。

为了实现这一功能，战队将针对无人机和云台环节分别进行优化。

5. 哨兵机器人

简述：目前版本规则下，哨兵机器人的地位也十分重要，其作为基地的最后一道屏障，不仅能够极大

程度的影响基地打击的难易程度，而且还能够提供火力支援，从而达到扭转战局的效果。针对目前对

哨兵的理解，我们预期达到的效果为使哨兵达到 90%以上的移动射击命中率

主要改进方向：提升存活能力；提升自主识别打击精确度与准确度。



6. 整体时间规划

在对整体的时间规划上，本赛季较为明确的目标为在寒假集训结束前，制作出 2018-19 赛季第一版全

阵容，包括步兵，英雄，工程，哨兵，无人机在内的全部参赛机器人需要在 1 月 25 日前后全部制作完

成并且完成调试以及项目的测试。

根据车辆进行划分，其具体情况已经体现在每个兵种的讲解中。

而寒假结束后的学期的主要目的如下：

1.各个兵种的测试与迭代。

2.留充足时间给算法组进行调试与视觉识别的整合。

3.通过实践发现实际应用当中的设计缺陷并及时调整修正。

4.操作手进行训练，对比赛战术战略的制定与评估。

5.如果有必要，会根据情况对前一版本的车辆进行大的结构性动，不排除整体推倒重做的可能性。



7. 整体人力评估

现阶段战队所有有参赛经验的队员都已投入工作，按兵种与项目进行分工与分配

组别 工程/项目 人数

机械 步兵研发与改进 2

哨兵研发与改进 2

英雄研发与改进 2

工程研发与改进 2

无人机研发与改进 3

电控 超级电容开发 2

底层代码移植 1

代码优化梳理 1

算法 能量机关的打击实现 2

视觉识别及自动打击 1

跟随模拟预测与优化 1

而对于新队员，现阶段仅限于在组内进行任务的实施，并不会让其负责具体的项目，而只是跟随项目

进行学习。



8. 整体资金需求

兵种 资金需求

步兵 12000¥

工程 10000¥

英雄 10500¥

哨兵 6000¥

无人机 22000¥

场地&测试 3000¥

维护 6300¥

9. 其他资源

目前来看战队现阶段最为稀缺并且难以解决的资源为场地资源，由于各个方面原因与阻力，战队始终

无法找到一个能够用于测试和搭建场地的平台，而这对于测试和实战训练造成了较大的困难与问题。

下一阶段将设法重点对于此问题进行解决。



三、战队组织架构

1. 队伍结构

2. 岗位职责分工



运营组岗位职责与分工

外联部 招商 同类社团交流互访

宣传部 战队周边设计、队服队

徽设计

线上平台管理 社团活动宣传品制作

办公室 资金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文档管理 活动策划

技术组岗位职责与分工

机械组 运动目标定位 概念设计 图纸绘制 实物加工装配

电控组 车辆调试 电路开发 代码编写 故障排查分析

算法组 视觉识别 算法改良 代码编写 调试

3.人数与分布：

人数： 73 人（包含 FUD 战队及东南大学机器人俱乐部）

专业：机械工程学院，自动化学院，吴健雄学院（工科试验班），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电子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学院，物理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等理工科专业

年级分布：以大二、三学生为主，大一成员数量较少，大四成员提供技术指导与培训。



四、知识共享

1. 知识共享平台

1）知识共享平台的搭建

现阶段战队知识平台的搭建主要分为自主搭建和平台利用两个方面。

2）知识传承、文档撰写方式

在知识传承方面，客观来讲，战队自我感觉在前几年的传承工作方面做得并不是很好，这就直接导致

了战队在某些方面存在技术过于集中或是技术缺失的方面，有少部分技术可能只有一部分队员可以掌

握，在此基础上，今年战队打算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进。



a) 技术共享方面，确保每一个模块都有一个老队员进行负责。如战队的打印机、雕刻机的使用与维

护会有专人进行负责。当新队员遇到问题时，老队员需要根据不同情况将能力交给新队员，在此

意义上，教不在仅仅是掌握如何使用黑匣子，而是真正能够做到教本质。

b) 在文档整理方面，往年战队都会对资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归类，但是没有及时给队员进行分享是

一件较为遗憾的事情。再次基础上，今年会争取确保在传承了往年资料的同时将今年的资料进行

实时共享。

2. 培训计划



五、审核制度





六、资源管理

1. 资金

比赛资金主要来自东南大学教务处特批经费以及队员申报相关创新训练类（SRTP）项目所得

经费，小部分来自于企业赞助。

资金来源 参考数额 备注

教务处 国赛：2 万元 国赛：6 万元

SRTP 项目 8 万元 项目报销资金

往届奖金 1.8 万元 开源奖

参观讲解活动 300-2000 元/次 总数低于 5000 元



企业赞助 5 万元 赛季规划，非正式入账

2. 自有加工工具

实验室场地：东南大学机电平台 120 实验室

机械加工：现拥有 3D 打印机 5 台、数控雕刻机一台、台钻一台、打磨机一台、切割机一台、

角磨机一台、小型车床一台、手持切割机一台，小型电钻和电锯数台，其余常用装配工具若干可

独立完成大部分机械元件的加工。

电控：稳压电源 4 台、恒温焊台 4 台、热风枪一台、示波器两台。

3. 外部机加工工具

外部加工主要涉及机械方面的加工件的送外加工问题。针对此问题，战队在本学期伊始开始联系零用

件加工厂商，迄今为止已经与 3 家加工厂商建立了联系及合作关系，可以满足战队基本的送外加工需

要。

4. 人力资源（工作量评估、队员在课外有哪些时间能够投入）

运营组各部门同学均来自于大一、大二、大三年级。由于年级、院系与个人安排等原因，我们统计出

各年级队员平均课外时间：大一年级 2.5 天/周；大二年级 3 天/周；大三年级 3.5 天/周。按照工作计

划安排，集中投入工作时间如下：外联部成员所需投入时间为每人 2h/周；宣传部为每人 3h/周；办公

室为每人 2.5h/周。

技术组方面，考虑到各阶段各组别的不同，忙碌程度据情况而定。现要求老队员每周至少工作 16h/周，

新队员每周完成相关负责人所布置任务，并上交周结。



从总体来看，队伍现拥有指导老师五名，成员 70 余名。其中运营组成员占 3 成，分为宣传

部、办公室和外联部三个部门，负责队伍的对外交流、人员管理、活动组织、商谈赞助等工作。

技术部成员占 7 成，分为机械、电控和算法三个小组，负责 RoboMaster 大赛的备赛。

队伍成员组成比例约为大一：大二：大三：大四=1:3:5:1。



七、宣传/商业计划

1. 宣传计划

工作内容 时间节点

宣传视频制作 10 月前

周边设计 11 月前

队标设计 12 月前

队服设计 12 月前

微信公众平台 >2 篇推送/周（长期）

QQ 公众号 >3 条动态/周（长期）

微博 >3 条动态/周（长期）

2. 招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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