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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 

载人航天专项赛--空间站科学实验（试验）方案及 

实验（试验）装置设计赛规则    

1 比赛背景 

空间科学与应用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基本任务之一，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级太空实

验室将在轨飞行 10 年以上，具有天地往返运输支持、舱内外空间环境试验条件和航天员在

轨维护等独有优势。为充分利用空间站实验平台，发挥其科普教育职能，载人航天竞赛科

技创新类比赛将以开展太空探索科学实验（试验）方案及实验（试验）装置设计作为比赛

主要内容。 

2 比赛概要 

2.1 比赛组别 

根据不同学段学生掌握的知识和技能的差别，《空间站科学实验方案及实验装置设计》

比赛按小学组（3 至 6 年级）、初中组（7 至 9 年级）、高中组（10 至 12 年级）三个组别进

行。组委会向地方选拔赛分配晋级全国赛的名额。每支参赛队只能参加一个组别的比赛，

不得跨组多次参赛。 

2.2 参赛队 

每支参赛队由 1 至 3 名的学生和 1 名指导教师组成，每名学生只能参加一支参赛队。 

2.3 比赛环节 

本赛项设航天科技知识考察与创新设计两个竞赛环节。 

2.3.1 地区选拔赛中，参赛队需完成航天科技知识考察（占总分 15%），并对自己的设计进

行现场展演答辩（占总分 85%）。两项综合评分评出优秀参赛队，推荐至全国比赛。 

2.3.2 全国比赛中，参赛队需完成航天科技知识考察（占总分 15%），并对自己的设计进行

现场展演答辩（占总分 85%）。两项综合评分评选出一、二、三等奖。 

2.3.3 因现场答辩满分为 200 分，需对其归一化，现场答辩归一化得分=100×现场答辩得分/

现场答辩满分。所以，比赛成绩=0.85×现场答辩归一化得分+0.15×航天科技知识考察得

分。 

3 比赛内容与任务 

3.1 航天科技知识考察 

3.1.1 航天科技知识考察以笔试的方式封闭进行。 

3.1.2 知识考察由比赛组委会命题。考题涵盖航天精神、文化与航天科学技术知识等内容。

考题形式以机答题为主，满分为 100 分。考察得分是比赛总成绩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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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以参赛队为单位进行知识考察。缺席考察的参赛队得零分。 

3.1.4 考察在比赛期间择机进行，由比赛组委会统一组织。考察时间不超过 1 小时。考察成

绩由比赛组委会宣布。 

3.1.5 比赛不排除在答辩环节中评委对学生提出有关航天科技知识方面的问题。 

3.2 现场展演答辩的要求 

比赛不设定特定主题，倡导学生对自己感兴趣的太空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创新设计，

进行假设并提出验证假设的实验（试验）计划。参赛学生将基于中国太空实验室的独特环

境以及提供的资源情况，提出空间科学实验方案，并完成工程化方案设想，输出实验（试

验）装置模型。可以选择方向包括但不限于空间探索中的物理机制，材料合成与在轨制

造，空间能源开发与利用，空间与地球观测，前沿技术与科学仪器，天体化学、天体生物

学和生物工程等。 

3.2.1 参赛队在赛前必须向组委会提交实验方案书、实验装置设计说明书及制作的装置模

型。 

3.2.1.1 实验方案书 

实验方案书必须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实验名称、实验目的及意义、实验的必要

性、实验内容、实验方法的详细说明、实验流程、需要的设备和试剂（实验设备不能排放

有毒有害气体；不具有腐蚀性；装置不能易燃易爆，所用材料具有阻燃性；化学及生物实

验装置要气闭无排放）、实验装置预计的重量和体积、预期的结果等。 

3.2.1.2 实验（试验）装置设计及模型 

实验装置设计应遵循以下原则：在确保完成实验的前提下，装置尺寸应小，重量应

轻；如果实验过程中需要保持实验装置不动，它应能固定在空间站的某个部位；便于操

作；便于展开和收纳。 

参赛队的实验方案要进行产品化设计，提供产品的质量、尺寸、电功率、地面验证方

法、在轨实验流程，给出产品的图形设计（手绘或者使用电脑三维建模软件），提交实验装

置的设计图（小学生的设计图可以是手绘的，但要清楚。） 参赛队应制作实验（试验）装

置的实物或模型供评审时向评委展示。 

3.2.1.3 参赛项目展示 

在正式展示和问辩前，组委会安排一定时间供参赛队布展、组装和调试作品。参赛队

可以用展板展示自己提出的空间站实验项目，自行设计和制作的实验装置模型也要放在展

位上，供评委问辩和公众交流时使用。 

4 评审及标准 

4.1 评审 

参赛项目的评审包括作品展示及评委现场问辩。 

在指定的评审问辩时间内，所有学生参赛队员均应在展位待命，不得任意缺席。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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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指导教师不得进入场馆。每项作品有 5 分钟的讲解与演示时间，5～10 分钟的提问、答

辩时间。 

4.2 评审标准 

参赛项目按照下表所示的评价维度由每位评委独立进行模糊评价。 

序号 一级评价维度 二级评价维度 分数 

1 实验指导书 

实验名称恰当（10） 

100 

实验目的明确（10） 

实验内容有意义（10） 

实验必须在空间站进行（10） 

实验方法正确（30） 

实验流程合理（30） 

2 
实验装置设计

及模型 

实验装置构思巧妙，能满足实验要求

（20） 

60 
尺寸合理（10） 

选材正确（10） 

设计和制作精良（10） 

3 答辩表现 

声音适中，普通话标准（5） 

40 

服饰妆容大方得体，举止从容、端正（5） 

思路清晰,有肢体语言表达,语言流畅(10) 

重点突出,清楚地讲述自己作品创意、实现

的过程(20) 

  合计   200 

评委组所有评委给予某一参赛队评分的均值即为该队的成绩。 

5 入选及奖励 

5.1 获奖排名 

按照参赛队的成绩，对小学、初中、高中三个组别的参赛队分别排名。按排名授予

一、二、三等奖。获奖比例由组委会确定。组委会对评委会评审的结果进行公示。 

5.2 入选及奖励 

参加《空间站科学实验（试验）方案及实验（试验）装置设计》全国比赛的项目有可

能入选中国空间站的科学实验任务。由于航天任务的复杂性，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由

大赛评委会评选优秀项目，并推荐给载入航天工程办公室。所有参赛队应承诺在本队的项

目入选为空间站实验项目后接受载入航天工程办公室安排的专业人员的进一步指导，并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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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要求进行进站前适应性修改和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