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一、赛事简介：

“挑战杯”竞赛在中国共有两个并列项目，一个是“挑战杯”中

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简称小挑；另一个则是“挑战杯”全国大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简称大挑，两者在比赛侧重点上也不同，

大挑注重学术科技发明创作带来的实际意义与特点，而小挑更注重市

场 与 技 术 服 务 的 完 美 结 合 ， 商 业 性 更 强 。 两 者 一 隔 一 年 举 办 ，

2023年将举办第十八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

赛（大挑），本宣传册重点进行大挑赛事内容普及。

二、参赛对象：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籍全日制本科生和一、二年级硕士研究生

（不含在职研究生）

三、组队要求：

由学生自主组成优势互补的团队参加，团队人数不得超过5人，

其中主力队员2名。由不同学历的学生组队，按最高学历划分组别。

每个团队可聘请1-2名指导老师。

队员不足的团队学院可协助招募队员。

四、赛事日程：

11月  启动项目征集，学院选拔、校内评审

  3月  完成校内决赛，确定团队参加江苏省赛

  5月  完成江苏省赛

10月  举办全国总决赛

五、竞赛内容：

参赛课题必须要有现实意义，符合社会需求，应多关注社会、民

生等热点问题。竞赛内容分为三个方面：

1.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主要是涉及机械与控制、信息技术、数理、

生命科学及能源化工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论文。自然科学论文的作者仅

限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的作品不在此列。

2.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限定在哲学、经济、社

会、法律、教育、管理六个学科内。

3.科技发明制作

科技发明制作类分为A、B两类：A类指科技含量较高、制作投入

较大的作品；B类指制作投入较小，对生产技术或社会生活带来便利

的小发明、小制作。

六、作品分类：

1.机械与控制类1.机械与控制类（包括机械、仪器仪表、自动化控制、工程、交通、建（包括机械、仪器仪表、自动化控制、工程、交通、建

筑等）筑等）

2.信息技术类2.信息技术类（包括计算机、电信、通讯、电子等）（包括计算机、电信、通讯、电子等）

3.数理类3.数理类（包括数学、物理、地球与空间科学等）（包括数学、物理、地球与空间科学等）

4.生命科学类4.生命科学类（包括生物、农学、药学、医学、健康、卫生、食品等）（包括生物、农学、药学、医学、健康、卫生、食品等）

5.能源化工类5.能源化工类（包括能源、材料、石油、化学、化工、生态、环保等）（包括能源、材料、石油、化学、化工、生态、环保等）

1.机械与控制类（包括机械、仪器仪表、自动化控制、工程、交通、建

筑等）

2.信息技术类（包括计算机、电信、通讯、电子等）

3.数理类（包括数学、物理、地球与空间科学等）

4.生命科学类（包括生物、农学、药学、医学、健康、卫生、食品等）

5.能源化工类（包括能源、材料、石油、化学、化工、生态、环保等）

七、评分标准：

1.科学性（30%）：技术原理科学、可行

2.先进性（30%）：内容具有创新性，一般2-3个创新点，老原理

新用途不能算作创新点。

3.实用性（40%）：能解决某种现实问题、卡脖子难题或军事应用

八、支撑材料：

在3月校赛、5月省赛前至少要有以下成果：

1.论文2-3篇：学生第一作者

2.专利1-2个：学生排第一

3.应用证明2个：所以还处于研制初期或只是一个想法的项目申

报难度较大，至少应该在省赛前具备原理样机或者解决了某个问题，

能开到应用证明，应用证明为必备材料。

九、专项赛

第十七届“挑战杯”在往届主体赛的基础上，首次开设三大专

项赛：

1.红色专项活动

第十七届“挑战杯”首次开展红色专项活动，鼓励青年学子重走

红色足迹，与红色人物访谈，挖掘红色故事等，搭建云上“红色课

堂”，通过提交视频的方式参赛。

2.“揭榜挂帅”专项赛

“量子信息”、“碳中和”、“免疫新材料”、“3D 打印钛合

金原料”、“国产操作系统”、“国产化网络信息安全”这是本届

“挑战杯”竞赛揭榜挂帅专项赛7个榜单选题所聚焦的我国行业产业

技术现实难题，由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中生生物技术研究

院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九研究所、中国宝武钢铁

集团有限公司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攀钢集团研究院有限公司七个

国内龙头企业提需求出题，竞赛组委会面向高校广发“英雄帖”，学

生团队打擂揭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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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黑科技”专项赛

黑科技是转瞬即逝的灵感火花，是敢于探索不惧未知的科创勇

气，是基于现实、突破想象，解决“卡脖子”问题的突破创新。本届

挑战杯创新举办“黑科技”专项赛，针对人工智能、生命健康、脑科

学、生物育种、新材料、新能源等前沿领域“脑洞大开”，灵活创新

运用学习接触到的科学知识大胆创新“一试身手”。

十、我校历年竞赛获奖情况

2017年第十五届：

2019年第十六届：

2021年第十七届：

崇尚科学、追求真知、勤奋学习、

锐意创新、迎接挑战崇尚科学、追求真知、勤奋学习、

锐意创新、迎接挑战

新型多功能

气动矢量喷管

新型超做小型

合成孔径雷达
朱岱寅

徐惊雷 机械与控制类

信息技术类 二等奖

一等奖

机械与控制类 一等奖左敦稳
核电阀门梯形螺纹

挤压机床

特等奖信息技术类夏伟杰
小型高分辨率

二维成像声呐系统

特等奖机械与控制类王  平

项目名称  指导老师  级别  奖项

钢轨顶表面缺陷

电磁高速巡检系统

项目名称  指导老师  级别  奖项

碳纤维复合材料

自加热原位固化装备
机械与控制类 特等奖

超高分辨率微波光子

实时成像雷达
信息技术类 特等奖

低温射流加工

微流道技术与装置
孙玉利 机械与控制类 一等奖

基于18F衰变产生γ光子

的内腔探测与成像装置
赵敏、姚敏 能源化工类 一等奖

适用于骨科生物

材料打印的多功能舱
沈理达 生命科学类 一等奖

李迎光

郝小忠

潘时龙

王祥传

空中“反黑”智能

频谱监测系统
吴启晖 信息技术类 二等奖

项目名称  指导老师  级别  奖项

高机动无舵两栖航行器

推进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新型肿瘤微波精准消融

关键技术及治疗仪的研制

碳纤维复合材料损伤

微波原位快速修补仪

金属管材三维自由

夸曲成形技术与装备

面向B5G/6G时代的

光电振荡器

被动式太赫兹智能

安检系统

徐惊雷、王

霄、吕郑

徐  帆

吴启晖

潘时龙

张亚梅

沈一洲

程  诚

李迎光、郝小

忠、周靖

钱志余、李韪

韬、邢丽冬

机械与控制类

生命科学类

机械与控制类

机械与控制类

信息技术类

信息技术类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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