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浙江省大学生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大赛 

“工程创客“”赛道-关键核心技术挑战与未来技术探索赛项 

命题要求和评分细则 

（讨论稿） 

2021 年浙江省大学生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大赛（原第八届浙江省大学生工

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设有工程创客赛道-关键核心技术挑战和未来技术探索 2

个赛项。两个赛项的命题要求和评分细则如下。 

一、参赛项目类型 

1.工程创客-关键核心技术挑战赛项 

该赛项面向我国产业发展中存在“卡脖子”风险的核心技术、基础工艺、关

键材料及高端设备等关键技术领域，以引导师生对这类复杂工程难题进行创新性

攻关。根据参赛团队提交的参赛项目方案与实物（功能样机、数字样机或关键原

理展示装置）展示情况，重点考察参赛团队的面向未来技术的前瞻性思维与原始

创新能力水平。 

本次大赛主题围绕“智能机械手”为赛题。 

说明： 

（1）视觉无序分拣是智能制造的核心应用，该赛题要求参赛选手在规定时间内

使用自主研发的图像识别算法与机械手运动控制算法，自动识别分拣区料盘中无

序放置的不同种类的物品并分析抓取姿态，然后控制机械手完成对各类工件的精

确抓取，并将工件以规定姿态放置到相应指定区域进行测试。 

（2）复杂型面工件抓取是智能制造上下料中又一核心应用。由于工件为复杂零

件，表面无平面，不能采用真空吸盘，只能采取手爪抓取方式。该赛题要求参赛

选手使用三维数据采集、正向建模、逆向建模、创新设计、加工制造（CNC 编程

与加工、3D打印和激光加工）、装配验证等过程，完成手爪的制作。案例，如：  



 

（3）为了便于后续工序的推进，将工件以规定姿态放置是智能制造中常见要求。

该赛题要求参赛选手能够从无序的料仓中取出工件，以规定姿态放置到相应指定

区域。 

2．工程创客-未来技术探索赛项 

该赛项面向瞄准全球未来前沿性、革命性、颠覆性科技创新热点，打破传统

按照学科门类划分的知识体系，促进凝练基于学科交叉和跨界知识融合的未来技

术特色，鼓励师生团队面向未来技术的“奇思妙想”。根据参赛团队提交的参赛

项目方案与实物（功能样机、数字样机或关键原理展示装置）展示情况，重点考

察参赛团队的面向未来技术的前瞻性思维与原始创新能力水平。 

本次大赛主题围绕“未来人居环境”为赛题。 

说明：人居的定义将发生彻底的改变。人与环境互动之中，传感器和人工智能将

更深地渗透进来，让人与物理环境的交互边界变得模糊。在未来场景中，智慧化

生态型人居中，将会出现哪些有意义的新形式？ 

本赛项以 “未来人居环境——绿色、节能、环保”为主题，瞄准未来 10-15

年的科技、生态、智能、环保、节能技术发展，关注全球未来人居重大挑战、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等问题，持续优化未来人居的环境，重点考察参赛团队的前

瞻性思维、原创性思维、学科交叉融合思维、系统性思维以及实践能力等综合素

养，培养未来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学生根据赛项要求，通过自主探索与研究，以

项目预赛、路演决赛及实物运行三个环节展示项目的创新性、挑战性、探索性及

领先水平。 

二、参赛作品要求 

本次大赛旨在培养在校学生、社会创客创新能力、动手实践能力和表达能力

等的综合素养，鼓励多学科、多领域的跨界融合，结合硬件资源，借助创新创业

学院、创客空间平台，在机械、电子、物联网、人工智能、建筑、人文等学科领



域产生基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智能新产品。决赛现场须提供作品的展示，参赛项目

须健康、合法，无任何不良信息，抄袭、盗用、提供虚假材料或违反相关法律法

规者取消比赛资格并自负全部责任。 

三、赛程安排 

工程创客-关键核心技术挑战和未来技术探索赛项均采用选拔赛和总决赛两

级赛制。选拔赛由每所高校自行遴选并推荐参加，推荐参加选拔赛原则上不超

过 2 个。两个赛项全省共产生不超过 20 个项目进入总决赛现场比赛。参赛

具体要求如下。 

1．选拔赛 

选拔赛采用网上提交材料和网评，各参赛团队根据网上材料模板和赛项要求

提交项目评审材料，提交材料中不得出现参赛学校、参赛队员和指导教师的任何

信息。网评材料包括项目研发报告（DOC）、项目汇报材料（PPT 演讲录屏，时长

不多于 10 分钟）和微视频三部分。其中，项目研发报告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

容： 

（1）必须明确提出所解决的未来技术，并提供未来技术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与评价（不多于 1000 字），包括关键参考文献、专利及论文等； 

（2）明确给出未来技术的关键解决方案（不多于 2000 字）和实现的关键性能指

标； 

（3）原型机的多方位照片（工作录像另行提供）。网评结束后，以网评结果对参

赛团队进行排名，若出现参赛团队网评成绩相同，则按研究现状分析与评价、关

键解决方案成绩排序，分高者优先。 

 2．总决赛 

总决赛采用现场评审方式进行，主要包括路演、原型机运行展示、现场实践

与考评、答辩四个环节，各竞赛环节如表 1所示。 

（1）路演、原型机运行展示：根据竞赛组委会相关要求（另行通知）提交路演

材料和原型机在现场展示。原型机应考虑比赛现场展示和运行的可行性和赛场环

境（只提供场地、电源和气源等条件）； 

（2）所有参赛队进入现场实践与考评环节（7-8 小时的竞赛社区任务），根据竞

赛专家要求对原型机进行部分零件的改造和升级，以检验原型机的性能是否得以



改善，同时完成现场发布的现场实践与考评命题任务； 

（3）现场答辩环节； 

现场评审结束后，以最终评审结果对参赛团队进行排名，若出现参赛团队成

绩相同的情况，则按路演、原型机运行、现场实践与考评、答辩评价成绩排序，

分高者优先。如仍旧无法区分排序，则抽签决定。具体要求由大赛组委会另行通

知。 

表 1 工程创客赛各项目各环节 

序号 环节 赛程 评分项目/赛程内容 分数 

1 第一环节 选拔赛 网上评审 100 

 说明：现场发布现场实践与考评命题  

2 第二环节 

总决赛

现场路演、展示 50  

3 第三环节 现场实践与考评 30 

4 第四环节 答辩 20 

 

四、选拔赛评分细则 

项

目 

技术前瞻性 

（满分：25 分）

社会意义

及产业价

值（满分：

25 分） 

原型机完成度及

文档内容完整度 

（满分：25 分）

团队竞争力

（满分：15

分） 

文档排版

规范及 

可阅读性 

（满分：

10 分） 

总分 

1) 相关研究理

念是否超前？是

否可突破现实生

活中已有的场景

限制？是否实现

了智能科技赋

能；2) 是否有利

于我国实现相关

技术领域的跨越

式发展？实现既

有技术瓶颈的弯

道超车； 

1) 是否可

解决未来场

景的需求且

具有需求普

适性，有较

大的潜在市

场规模；2) 

是否有利于

实现可持续

发展；  

1) 是否有原型机演

示视频，是否有相应

的专利支撑；2) 技

术资料是否充分，可

展示各部分技术实

现细节，所要求的各

部分内容是否完整；

3) 要求上传资料如

下：项目概要文档、

项目核心产品介绍

幻灯片、参赛团队成

员介绍、相关专利等

文件（如已获得）、

注册公司信息（对于

已完成工商注册

的）、投融资情况（对

于有融资经历的）

等； 

1) 团队的组

织构是否完

整，分工协作

是否合理；2) 

核心技术团

队的学习专

业、研究经历

是否可有助

于增强团队

技术实力； 

文档资料

是否格式

统一，排版

规范是否

美观，核心

重点内容

是否突出，

是否有助

于提升阅

读效率 

  



 

五、总决赛评分细则 

项

目 

技术前瞻性 

（满分：20分）

社会意义

及产业价

值（满分：

20 分） 

原型机完成度及

文档内容完整度

（满分：30 分）

团队竞争

力（满分：

20 分） 

答辩表现 

（满分：10

分） 

总分 

1) 相关研究理

念是否超前？

是否可突破现

实生活中已有

的场景限制？

是否实现了智

能科技赋能；2) 

是否有利于我

国实现相关技

术领域的跨越

式发展？实现

既有技术瓶颈

的弯道超车； 

1) 是否可

解决未来

场景的需

求且具有

需求普适

性，有较大

的潜在市

场规模；2) 

是否有利

于实现可

持续发展；  

1) 现场是否能对

原型机功能进行

演示，是否有相应

的专利支撑；2) 

技术资料是否充

分，可展示各部分

技术实现细节，所

要求的各部分内

容是否完整； 

3) 现场 PPT 内容

包含：项目介绍、

商业模式及运行、

核心产品、参赛团

队成员、相关专利

等文件（如已获

得）、注册公司信

息（对于已完成工

商注册的）、投融

资情况（对于有融

资经历的）等； 

1) 团队的

组织架构是

否完整，分

工协作是否

合理；2) 核

心技术团队

的学习专

业、研究经

历是否可有

助于增强团

队技术实

力； 

1)团队精神面

貌；2)陈述和

回答提问的内

容是否具有整

体一致性,,是

否正确理解评

委提问并正确

回答；3)逻辑

是否清晰；4)

团队成员在陈

述时是否有较

好的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