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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比赛分析 
2021赛季 Taurus战队的成绩为： 

阶段 成绩 

高校联盟赛（广东站） 

3V3冠军 

步兵对抗赛殿军 

南部分区赛 32强 

南部单项赛（工程取矿） 第 2名（晋级全国赛） 

南部单项赛（步兵竞速） 第 8名（晋级全国赛） 

全国总决赛（工程取矿） 第 9名 

全国总决赛（步兵竞速） 第 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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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高校联盟赛 

高校联盟赛期间，我们 3v3 对抗赛阵容为双枪管步兵，英雄，双枪管哨兵，单项赛派出

单枪管步兵。我们的战术如下：英雄爆发优先，前期龟缩，凭借双枪管步兵和哨兵拿到一血

后，开启超级电容直接冲往对方基地，用大弹丸对对方基地造成高伤害。由于机械结构设计

得比较好，我们能够在短时间内发射多颗弹丸，基本上只要一血，比赛就很快结束。 

在正式比赛前，哨兵的功能并未正常，在比赛前一天报到的时候上云台卡弹，而且摄像

头和小电脑还在快递路上。我们第一天的两场场地适应性训练都暴露出细节的问题（由于补

位多了一场）。第一场步兵操作手忘记开摩擦轮，导致场上缺少灵活的输出力量；第二场英

雄的电池开关被打到了，比赛过程中直接断电。 

小组赛的时候，我们的机器也没有那么稳定，暴露了很多问题，但出现的问题基本在哨

兵和视觉上，没有影响到步兵和英雄，所以我们也有惊无险在小组赛拿到全胜，同时也有机

会将哨兵下云台和视觉调试稳定。由于我们将上云台和下云台独立开来，所以也有机会在保

证下云台正常识别打击的同时测试上云台的表现。但在小组赛中也还是没能成功测到效果。 

小组赛后，我们的机器也基本趋于稳定，后面的比赛没有出现大问题，操作手贯彻好战

术。后期哨兵发挥较好，再加上双枪管的优势，最终我们取得冠军。 

步兵对抗赛据操作手的原话：全看个人操作。因此也不分析了。 

具体出现的问题如下： 

⚫ 视觉会将基地装甲板也视为敌方装甲板。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哨兵，需要电控限位解

决； 

⚫ 场边静电会传进裁判系统电源管理模块导致机器直接断电，最开始我们的装甲板设

计时是较为突出的，所以当装甲板碰到场地时会出现上述情况。后来我们在装甲板边

缘装了一层铝管做保护，同时做好绝缘保护，提醒操作手注意场地道具，上述问题后

来没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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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南部分区赛 

今年的南部分区赛应该是我们最大的遗憾吧。 

我们对于自己的规划，基本放弃了飞镖、无人机和雷达站，把重心放在了步兵、英雄、

工程和哨兵，同时我们也取得了技术性的突破：双枪舵轮，英雄舵轮，单枪舵轮，普通麦轮，

双枪哨兵，工程。我们的战术是在击打完能量机关后靠着双舵轮和双枪管步兵打阵地战，平

推。因此我们的英雄也没有放重心在吊射上。 

接下来，详细分析一下我们小组赛出现的问题： 

 

小组赛第一场，对阵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出现的问题 分析 解决方案 

舵轮双枪疑似卡弹 

第一局在开始的时候，双枪操作手反

馈疑似卡弹，但很快恢复。 

赛后维护时未发现卡弹现象，故并未

分析出具体原因。 

并未有解决方案。 

工程无法完成勾取救

援 

比赛中尝试勾取救援麦轮步兵，没有

成功。麦轮步兵保护太厚，工程机器人

救援机构无法成功勾住步兵机器人。 

更改麦轮步兵的保护，使之

能够配合工程机器人的救援

机构，实现救援功能。 

小能量无法击打 

第一局小能量击打并无问题，但第二

局打的时候发现打不了。 

赛后分析是视觉那边的预测没有做方

向判断，第一局是顺时针没有问题，第

二局逆时针，但程序上还是顺时针所

以预测反了。 

视觉根据分析结果，调代码。 

存在隐患 

⚫ 没有分析到双枪疑似卡弹的原因，无实质解决方案； 

⚫ 哨兵没有机会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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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赛第二场，对阵深圳大学 

出现的问题 分析 解决方案 

舵轮双枪进入补给站

无法控制 

打深圳大学时我们是红色方，红色方

的补给站距离解说台较近，双枪管因

为云台上设计较为复杂，接收机天线

没有直接露出，导致受到磁场干扰，进

入补给站后无法控制。 

将舵轮双枪的接收机天线外

露。 

工程机器人在前哨站

附近时无法控制 

工程过盲道时失控，

直接撞上前哨站 

可能是在过盲道时导致线路松动，导

致失控。 

将所有端口打上热熔胶，进

行固定。 

哨兵误识别率高 

实际场地比平时训练和预想的更加复

杂，场地灯条亮度与装甲板灯条亮度

接近，难以分离。 

使用长焦镜头配合数字识别

进行区分。预处理部分加强

针对灯条的筛选条件和灯条

组合出的装甲板的条件。 

存在隐患 ⚫ 工程问题并未完全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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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赛第三场，对阵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出现的问题 分析 

双枪步兵被裁判系统

判超射速死亡 

之前双枪管的隐患在这局体现，卡弹的原因其实是比赛开始时

裁判系统会将 17mm 发射机构断电，待检测到补给站购买弹丸后

重新上电。但在操作手视角里会认为此时摩擦轮处于开启状态（实

际此时应重新开启摩擦轮），这时按下发射键，拨弹轮会将弹丸送

入弹路中，但由于摩擦轮此时并未开启，所以弹丸会在摩擦轮后挤

压、卡住摩擦轮。 

然而在这场比赛中，在操作手重新打开摩擦轮时，弹丸挤出摩

擦轮，出现弹丸异常连发现象，前面异常连发状态的最后一颗和正

常发射的第一颗两颗弹丸刚好在发射器中经过光电开关，被裁判系

统认定为同一颗弹丸，误识别为 40m/s，因此被裁判系统杀死。 

麦轮步兵无法打开弹

仓盖，无法补给弹丸 

由于步兵机器人补弹需要快速操作，而中途调整位置后，等待下落

的时候，急于关弹仓退出补弹仓，导致关弹仓时，弹丸仍未完全落

下，恰好卡住一颗在弹仓顶部，最终导致弹仓盖无法进行开合。 

工程无法刷卡救援 

工程过盲道时失控，直

接撞上前哨站 

这一场比赛我们是蓝色方，但由于工程负责人在救援机构测试中发

现，两张不同颜色的救援卡均可以被机器感应到。加之操作手与研

发人员紧张的情绪，在上场前装错了救援卡，导致工程机器人最终

无法成功复活舵轮双枪。之前未解决的隐患问题再次出现。 

操作手反馈无视觉 暂无分析到实际原因，有可能是因为对串口部分底层不够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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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全国总决赛及总结 

总的来说，我们出现的问题基本上都是由于较少的实战演练导致的，也是因为今年都在

努力尝试提升我们队伍的上限，但却忘记了这个比赛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对抗。希望明年的

队员能够提前预留出比赛测试时间，包括开服务器测试，和别的学校开服务器友谊赛等等。 

最遗憾的其实是没能将我们的机器完整完好的发挥出来一次，基本每一场都是有问题的，

没能够打出自己的风采，没能够将我们真正的水平展示出来，也是因为我们一直注重着性能

的提升，但根本没有想过比赛相关的东西，出现问题后也是第一时间想自己机器设计上的问

题，对规则的研读太少，导致出现很多问题。之后的话我们也会把舵轮双枪、舵轮英雄和工

程开源出来，希望大家能够一起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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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团队发展 

2.1 战队基础建设变化 

2.1.1 战队架构 

2021 赛季战队架构图如下： 

对比 2020 赛季，本赛季战队新增项目组，项目组成员主要负责将战队的成果进行转化，

今年建立起了 3 个项目。但是今年对于项目组的管理有所欠缺，疏忽关注项目组的进展，影

响了组员的团队归属感，在下赛季需要加强。 

2.1.2 队员界定规则 

根据对战队的贡献以及个人能力对战队队员制定了队员类别的基本界定规则： 

队员类别 基本界定规则 

核心队员 
承担一年以上的研发或运营工作的队员，具备较为丰富的参赛

经验。 

正式队员 经过考核后承担研发任务或者运营工作的队员。 

准正式队员 有一定能力，配合主力队员参与研发的队员。 

梯队队员 
暂时处于个人的学习成长期间的队员，经考核转正后可成为正

式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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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执行情况分析 

2.2.1 制度章程 

今年明确新规定了每周来实验室的时长要求并配置相应的奖惩制度。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因为涉及惩罚，所以在计算时长方面出现了钻空子现象：少数队员

在实验室打完上班卡后，离开实验室做自己的事情，到了晚上再过来实验室打下班卡。打卡

从监督变成了形式。 

在促进一个战队共同努力奋斗的环境的同时，也需要反思以下的问题： 

1. 如何让队员理解来实验室的目的。部分队员认为来实验室效率不如在宿舍或图书馆

高。到实验室不仅仅是完成工作、完成打卡时长，更重要的是通过在实验室与其他队

员的相处，建立起队员之间的连结。是队友，更是赛场上的战友，要享受为了同一个

目标前进的过程。 

2. 如何维护一个良好的实验室环境。要想效率高，良好的环境很重要。在实验室内降低

谈话音量，离开时主动收拾周围的垃圾。定时组织队员清洁实验室，既能保持实验室

的干净整洁，也能为队员们面对面交流提供机会。 

3. 如何增加运营组员来实验室的次数。部分运营组成员认为自己的工作能够在宿舍或

是其他地方完成好，到实验室并非是必要的事情。同第一点，需要让队员理解到实验

室的目的。其次，增加运营组员与技术组员的沟通交流，相互之间慢慢熟悉，在工作

上也会配合得更好。 

2.2.2 人力资源 

2021 赛季的主力队员基本都是 2020 赛季后愿意选择留下来的队员，在经历了疫情的艰

苦研发与一年的磨合后，队员对团队的归属感有了明显的提升。队员从原本被动地去实验室

研发，到 2021 赛季的主动，甚至后期处于一种沉浸式调车的状态。同时，经过一年的技术的

沉淀与经验积累，主力队员的研发实力与上一赛季相比具有更高的优势，队员对自己与战队

都有更高的追求，敢于向更新更优化的目标功能发起冲击。新的队员受主力队员的影响，在

这样的氛围下不断学习和迅速成长。 

但在实际任务分配与完成的过程中，隐藏青黄不接的隐患问题。以机械组为例子，机械

组一共有 15 个人，但是真正参与研发设计的只有两名主力队员，其他队员大多参与装配，测

试，做保护机构等轻研发内容，他们的现阶段的实践锻炼并不能完全培养出能担起重任的主

力队员，还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试错。后期需要思考如何在成本较低的情况下，利用各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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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如比赛，大创等）给予新队员试错的机会。 

在寒假过后，越临近比赛，团队的管理越处于松散的状态。原因有以下几点：1.主力队员

对于制度的松懈与怠慢。越到后期，主力队员对自己在团队中的作用都有较高的看法，因此

对规章制度持有敷衍的心态 2.管理人员后期对成员的主观臆断，在后期相信他们对比赛的投

入，因此减少对规章制度的执行力度。 

除此以外，本赛季新招募的运营队员在队伍中的融入程度并不高。抛开个人主观的因素，

客观层面有许多地方并没有做好。比如在后期战队的团建活动完全脱节，导致运营队员缺少

机会与技术成员交流，对团队的归属感不强。 

2.2.3 财务管理 

今年首次系统地采用腾讯文档的方式进行采购。每个队员都有一份专属的采购清单的页

面，既方便审核，又提高了财务整理的效率。 

但是在资金的支出管理方面，还有比较大的改进空间。今年主力队员有了一定的技术积

累，队员们在研发上有了更高的追求，探索新的知识，尝试新的方向，突破一道道技术关卡。

在新尝试的过程中也花费了许多的资金，到后期，研发资金非常紧张，余额一度归零，严重

影响研发进度。下一年需要机器人目标设定与研发周期进行合理规划，深入思考性能创新的

优先级。 

 

2.2.4 战队决策 

今年的许多决策在组长群中完成，每个组长都有决策的权力。参与决策的人员包括队长、

副队长、技术与运营各组组长以及项目管理。参与决策的人越多，“听到的声音”也可能随

之增多，意见增多有利于思考的更全面，但也容易导致意见难以统一，而拖延决策的进度。 

 

2.2.5 物资管理 

在物资管理方面，主要分为两方面的工作： 

1. 统计物资，及时更新物资统计表； 

2. 规范物资取用，做好取用和归还登记。 

但是今年在这两方面工作的落实都不够好，统计现有物资不够及时，物资的取用归还也没

有做好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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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团建活动 

活动 内容 开展情况 

开展交流会 

在研发过程中会定期举行各类会议，鼓励

队员积极讨论想法、解决目前难题、互相

督促进度，促进队员相互了解，提高配合

度和默契度。 

部分会议定期开展没能落实

到位，队员之间沟通方式大

多数以线上为主。 

户外拓展和室

内团建 

户外拓展即在完成重要的研发任务之后安

排适当的团队活动，如一起去烧烤，看电

影，打游戏或是组织篮球赛等，让队员放

松身心，也能增强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

增强团队合作意识。室内团建主要安排在

节日（男生节、春节等），组织活动与队员

共同度过节日，增进队员之间的默契和感

情。 

男生节、女生节均有组织活

动，大家也都收到了很有意

思的礼物。户外拓展活动组

织得比较少。但由于疫情的

特殊性，我们组织了寒假线

下集中备赛；在正式比赛结

束后，组织了聚餐、密室逃脱

等团建活动。 

球赛计划由于种种原因被暂

时搁置，下赛季有机会要组

织一起运动起来。 

战队季度生日

会 

以一季度为一期为队员举办季度生日会，

营造温暖愉快的氛围，增强队员的归属感，

提升团队的凝聚力。 

仅在去年 9 月份举办了一次

2020 年第四季度的生日会，

生日会进行得也比较顺利。 

老队员交流会 

老队员定期回队与新队员进行交流，线下

分享研发技术经验，对新队员提出的技术

问题进行解答，有利于新队员提高学习与

研发效率，传承老队员的技术经验，提高

整体研发实力。 

去年的研发队员大多留下来

继续本赛季的备赛，作为今

年研发主力的队员同时也是

老队员，日常对新队员悉心

指导，故没有组织起定期的

线下交流会，需要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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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招新与培训 

2.3.1 战队招新 

经过战队建设和发展，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招新考核体系。每年固定在开学初与寒假

这两个时间段招新，并且招新考核的方式也逐渐成熟，采用“面试+作品考核”的形式，招新

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设置的目的也比较明确。在多次的招新比较得出这个方案是目前比

较适合战队的招新方案，作品考核的题目经历了多年的修改与完善，已确定基本的考察方向，

每年优化部分细节即可。 

面试阶段 目的 

一面 
考察个人的态度和对比赛的了解程度（是否对比赛有激情，对团队有

认同，是否适合在团队中合作）。 

二面 

初步考察能力（学习能力，资料搜索与整合能力，反思与总结能力），

以提供学习资料和线下或者线上授课的方式进行教学，课后布置相应

的考察。 

三面 独立完成一个有一定难度的项目，考察其个人能力和学习的积累。 

 

2.3.2 队员培训 

战队中，各组长大多采用“放养”的形式进行培养，即各组长定期开展培训，给予学习

资料，以新队员的自主学习为主，再通过考核检验学习成果以及完成对队员的筛选。期间对

新队员的其他管理（如考勤、小结管理）也并不如老队员严格。这样的培训方式应用适当，

不仅可以减少组长的管理时间，投入更多的精力在研发任务上，还可以很快帮助队伍选择出

态度积极、学习能力强的队员，成为研发的准正式队员，因为这一培训方式非常考验队员的

自律性与自制力。但如果对新队员过分“放养”，则不利于队员成长。因为刚入队的队员对

于战队的感情还比较欠缺，单靠自觉是非常难的，跟队伍的联系需要老队员帮忙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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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发管理 
本赛季我们的主力研发队员大多是从 2020 赛季留下来的队员，基本上主要的工作内容

和管理内容也由这部分队员负责，也由于这部分队员有了一定经验，所以大部分事情都自己

一个人全权负责，在管理上也很难，所以本赛季的研发管理上其实是很不规范的。 

3.1 研发管理办法分析 

3.1.1 本赛季管理办法 

在赛季初我们的研发管理主要通过两方面实现： 

形式 内容 

线上 

项目成员每周日在 ONES-Wiki 项目页面更新项目的进度情况，各组

组长每周一在相应的项目页面上对进度情况做出初步评价，并提出

项目的风险与解决思路，完成基本的项目进度跟进。 

线下 

项目组会议：由项目负责人组织并主持整场会议，项目成员向负责

人汇报进度情况，负责人需要对可能导致进度拖延的风险进行排

查。若遇到研发难题，组内共同对项目出现的具体问题进行集中讨

论，重点突破，会后需要总结出问题的解决方案，推动项目进程。  

组长会议：组长会议由队长负责组织并主持、各组组长参与。各组

组长汇报组员进度情况，队长对项目进度进行检查，并做出评价，

提出改进意见。 

但实际上，线上的项目页面填写越来越散漫，到后期基本只是随便写点东西应付一下，

项目的跟进基本只能通过直接落实到个人，极其低效，同时项目整体进度基本由项目组组长

掌控，项目组组长不一定熟悉其他组别业务，导致部分进度严重拖延。 

同时，我们的任务基本由项目组组长和技术组组长分配，尤其是大一大二的队员，基本

上由组长直接分配，对于大一大二的队员而言，有种打工干活的感觉，有时候有些工作没有

很直接的体现在机器上，更导致大一大二的队员参与感不足，严重拖延，到 DDL 的前几天才

开始做事，最终呈现的效果很差，而项目组组长和技术组组长身上的技术活也很重，所以对

于大一大二的队员做出来的东西也很不满意，到后面基本一个人自己全带宽负责，也就不管

其他队员。导致最后负责人很累，大一大二的队员没有实感，最后的出机时间也很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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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新赛季管理办法 

新赛季准备改用 OKR，对战队研发进行管理。 

O 是 Objectives，KR 是 Key Results，OKR 就是 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即目标

与关键结果法。在队伍中实施 OKR，最困难的部分在于前期的准备环节，盲目的实施只会导

致 OKR 流于形式，只得其形，不得其神，最终的效果其实只是变成另一种形式的 KPI 而已，

不能给队伍和个人带来任何的成长。 

 

 内容 

实施原因 
为了量化指标，同时能够更清晰的看到队伍的目标和每个人的工作，

让每个队员都能知道自己在队伍中处的位置。 

如何指定 

一般来讲 OKR有三个层面：公司级、部门级、个人级，也就对应到队

伍级、组别级、个人级。首先是队伍级 O的设定，在规则出之前和出

之后，通过募集和开会讨论决定队伍级 O和组别级 O，再由队长及各

组组长统筹组员确定队伍级 KR和组别级 KR，OKR的制定遵守 OKR规

则。在获得一个总体的 OKR 后，每个组组长和组员根据组别的 OKR制

定个人 OKR。 

实施周期 

根据 RM时间线，可以分为四（五）个阶段：规则出之前，规则出后

到寒假前，寒假后到高校联盟赛前，高校联盟赛后到分区赛，（分区

赛后到总决赛） 

实施工具 尝试使用企业微信，若效果不佳则更改为使用 ones。 

 

  



 

16  

 

3.2 风险管理 

本赛季战队在研发上做了一些新的尝试，而任何事情都是存在风险的。我们所需要做的

就是在做决策之前预估风险，想办法降低风险，提高成功几率。在本赛季，这一方面没有落

实到位，尤其在最后三个月的备赛阶段，比赛时间临近，新项目的启动也非常的迅速，队员

们也履行着各自的职责。这期间对项目决策的风险评估应该是不足的。战队各组人员一直比

较紧缺，虽有部分的新队员迅速成长起来并也完成了一些研发工作，但队里研发能力较强能

够担当起更重的责任的仍为有了一定的技术沉淀和经验积累的主力队员，后期的他们不得不

一人参与多个机器的研发。各机器的研发管理出现了一些混乱。同一时间里，战队的资金也

一度陷入困难，研发进程也随之受到阻碍，队员凭着心中的共同目标和热爱，多次筹集资金

才算是能勉强支撑本赛季的后期研发。 

从队员的角度看，这样的选择也可以理解，经过学习和交流碰撞出新的想法，就想把新

的方案做出来，不仅仅体现了在参加比赛的过程中提高技术和丰富知识，也是对自己能力的

证明和突破。大家都不想留有遗憾，所以选择了冲。 

但客观理性地看，后期这样的选择实际上是非常冒险的，我们更应该把现有的机器做得

稳定一些，保证机器的下限，能够上场比赛正常发挥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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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开源文档 
本赛季计划开源相关技术内容的机器有：舵轮双枪、舵轮英雄、工程机器人。 

目前还在修改技术文档，预计 8 月下旬会在论坛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