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届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大赛华南赛区

各有关高等院校:

根据中国化学会和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关于2022年举办

“第三届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大赛”的通知，将由海南大学承办第

三届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大赛华南赛区竞赛,并遴选出进入全国总决赛

单位。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赛对象

本项竞赛为团体赛，各高校以“队”为单位组织选手参赛，参赛选手须为普

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在校本科生。华南地区各高校(包括广东省、福建省、湖南省、广

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及港澳台地区)均可自愿报名参赛。

二、竞赛形式

本项竞赛分为“新创实验”、“改进实验”和“科普实验”三个赛道，每个学

校最多推荐2支参赛队伍且不能为同一赛道，每支参赛队伍由3名选手组成，

设队长1名，队员2名，指导教师1-2名。

三、竞赛时间和地点

时间: 2022年7月(具体时间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

地点: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大道58号海南大学(海甸校区海南大学国际学术交

流中心，具体交通指南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

四、报名方式

请填写参赛回执以确认参赛(需加盖院或系章)，于3月21日前将回执(word 版

及扫描件) Email 给承办单位。由于赛事期间宾馆房源有限，需提前预定，因此请

各参赛学校务必按时、准确填写参赛回执，以便承办单位提前预定住宿。目前竞

赛暂定线下，组委会可能视疫情防控情况进行调整。





附件 1

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大赛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大赛是由中国化学会和教育部高等学校国家级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以下简称“联席会”）主办的全国性大学生学科竞赛。

举办竞赛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大学生实验创新能力的展示与交流平台，推动我国高等

学校实验教学改革，夯实大学生的化学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强化大学生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第二条 竞赛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坚持公益性和非盈利性。

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三条 竞赛委员会及分赛区竞赛委员会

竞赛委员会由中国化学会、联席会和相关高校专家组成，设主任1名，副主任3人，委

员若干名。竞赛委员会下设分赛区竞赛委员会，由竞赛委员会委员、分赛区相关高校专家等

组成，设主任1名，副主任1-3人，委员若干名。

每届竞赛委员会及分赛区竞赛委员会委员任期为五年，连任不得超过二届。

竞赛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1. 指导总决赛和分赛区成立“竞赛组织委员会”；

2. 审定总决赛和分赛区竞赛方案，指导竞赛实施；

3. 审定总决赛和分赛区竞赛承办单位；

4. 参加总决赛和分赛区工作，对竞赛中相关争议事项进行协调和仲裁；

5. 听取总决赛和分赛区工作汇报，并向中国化学会等上级单位做工作汇报；

6. 建设竞赛“专家库”和参赛“作品库”；

7. 开展竞赛项目宣传、组织赛事培训和竞赛优秀作品展示和推广。

分赛区竞赛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1. 指导“分赛区组织委员会”制定和实施竞赛方案；

2. 指导分赛区竞赛各项工作，协助分赛区组织委员会处理竞赛相关争议事项；

3. 确定分赛区竞赛承办单位；

4. 向竞赛委员会做工作汇报。

第四条 总决赛及分赛区组织委员会

总决赛和分赛区组织委员会（简称“组委会”）由承办学校领导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

人、竞赛委员会委员和有关专家组成，具体负责总决赛或分赛区竞赛的组织领导工作。组委

会设主任1名，副主任3-5人，委员若干名。主任由承办学校的校级领导担任，副主任由竞赛

委员会委员与承办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担任。组委会的主要职责是：

1. 制定总决赛或分赛区竞赛方案，包括竞赛要求、竞赛规则和竞赛安全总则等，报请

竞赛委员会审定；



2. 组建总决赛或分赛区专家工作组和会务工作组，报请竞赛委员会备案；

3. 实施总决赛或分赛区竞赛各项工作，确定总决赛或分赛区获奖名单；

4. 审议总决赛或分赛区下届承办申请，报请竞赛委员会审定；

5. 完成本赛区竞赛总结报告。

第五条 总决赛及分赛区专家工作组

总决赛及分赛区专家工作组由组委会从专家库中抽取专家组成。分赛区专家工作组由

非本赛区学校的专家组成；总决赛专家原则上从不参加决赛的学校中抽取。

专家工作组负责在组委会领导下制订比赛办法和评分标准，评阅实验方案和实验结果

（视频或图片），组织现场答辩和评定竞赛成绩等相关评审工作，并向组委会提交当届竞赛

情况分析和竞赛总结。

第六条 总决赛和分赛区会务工作组

总决赛和分赛区会务工作组由承办学校职能部门负责人、学院负责人、实验中心负责人

等相关人员组成，在总决赛或和分赛区组委会领导下负责竞赛报名、交通、食宿、安全等保

障工作。

第七条 分赛区划分

全国分东北、华北、华东、华中、西北、西南、华南共七个分赛区：

华北赛区：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山东省

东北赛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

华东赛区：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

华中赛区：湖北省、河南省、安徽省、江西省

华南赛区：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湖南省、福建省、台湾省、香港特别

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

西南赛区：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

西北赛区：山西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第三章 竞赛

第八条 竞赛内容

参赛作品应符合本科实验教学或者科普宣传需要，且未在参赛当年1月1日前在正式出

版物公开发表或在同级竞赛活动中获奖。竞赛内容分为以下三类：

1．新创实验

是指把反映新知识、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的科研成果设计为适合本科生实验教学

需要的基础实验或者综合实验。要求所提交的新创实验未在国内外教材、杂志发表，需要经

过反复验证，确保可重复，时长、成本和安全性等符合教学需要。通常基础实验的总时长不

超过8小时，综合实验的总时长不超过24小时。

2.改进实验（包括教学实验仪器创制或改进）

是指针对现有国内外教材或杂志的教学实验，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教学手段进行

创新设计，或对教学实验仪器进行创制或改进，使之更加符合实验教学需要，更有利于培养

学生的创新思维和科研能力。



3．科普实验

科普实验的受众为没有或者很少有化学素养的社会公众及中小学生，要求有助于公众

了解和正确认识化学，激发青少年学习化学的兴趣和热情。要求内容反映化学之趣、化学之

美、化学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等。作品应安全、绿色、有趣、价廉、便于展示，方便公众亲手

操作，并能给公众留下深刻印象。

第九条 竞赛方式

本竞赛原则上每年举办一次。进入决赛的队伍数量控制在90支以内。

竞赛分分赛区初赛和全国决赛两个阶段。每阶段赛程一般为3~4天，具体竞赛日期由竞

赛委员会发布。

竞赛按照新创实验、改进实验和科普实验三个赛道分别组织报名和比赛。

比赛采取作品评审和答辩的形式进行。作品评审可以采取现场集中评审或网上评审的

方式；作品答辩可以采取现场答辩或视频答辩的方式。初赛和总决赛竞赛成绩由作品成绩和

答辩成绩两部分组成，各占50%。视频答辩要求采用两个摄像机位，具体要求由竞赛通知另

行公布。

初赛由分赛区组委会组织进行。分赛区组委会参照本竞赛章程组织本赛区竞赛，确定

本赛区的获奖队伍和参加总决赛的参赛队伍。分赛区最终进入决赛的名额由竞赛委员会根据

各赛区参赛学校数量等实际情况确定。每个学校进入总决赛的队伍不超过1支。如某校有多

支队伍出线，可按下列顺序确定参加决赛的队伍：（1）由学校自行确定；（2）竞赛成绩第

一的队伍；（3）由分赛区根据各赛道队伍情况制定出线规则。

总决赛由总决赛组委会组织进行。

第十条 参赛单位及参赛队规定

参赛对象为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在校本科生。

竞赛为团体赛，各参赛高校以队为单位组织选手参赛。初赛每个学校最多推荐3个参赛

队，每个参赛队由3名选手组成，设队长1名，队员2名，指导教师1-2名。

各参赛学校负责本单位参赛队伍的组队、报名、赛前准备、赛期管理和赛后总结等事

宜。

各参赛高校对参赛队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一条 竞赛程序和时间安排

1月，竞赛委员会发布竞赛通知和竞赛章程。

2月，分赛区组委会发布分赛区竞赛通知。

6月，各参赛队完成报名并提交作品（实验报告和实验视频）。各分赛区组委会对参赛

材料进行合格审核，并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进行初评，遴选出进入分赛区竞赛的队伍。

6~7月，进行分赛区比赛。采取作品评审和答辩方式进行，确定分赛区获奖名单和参加

总决赛的名单，公示1周。

根据总决赛匿名评审的需要，要求公示时仅公布作品编号，不得公布作品名称、获奖

学校、指导教师、学生姓名或团队名称。

在分赛区闭幕式颁奖时仅宣布获奖学校和学生名单，不得公开获奖成果名称、指导教

师和团队名称，不安排获奖学生发言。



8月，进行总决赛。采取作品评审和答辩方式进行。初赛成绩不带入决赛。获奖名单由

总决赛专家工作组根据作品成绩和答辩成绩综合排序推荐，并经竞赛委员会审定和公示1周

后确定。

第十二条 申诉与仲裁

各参赛队在比赛期间到作品获奖公示期结束前都可以提出申诉。申诉时原则上需递交

具有单位公章的书面申诉（遇特殊情况，经允许可以事后补交）。组委会仲裁组将视申诉情

况，当场或最迟在公示期结束后二周内完成仲裁。此仲裁为最终裁定。

第四章 奖 励

第十三条 奖项设置

分赛区竞赛设置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一等奖比例为15%左右、二等奖为25%左右

、三等奖为30%左右。

总决赛设置特等奖、一等奖和二等奖。特等奖比例为20%左右，一等奖35%左右，其余

为二等奖。

设立竞赛工作优秀组织奖，表彰在竞赛组织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学校。

中国化学会和教育部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联合为分赛区和总决赛

获奖者颁发获奖证书，同时为获得总决赛特等奖的参赛队伍颁发奖杯。

第五章 经 费

第十四条 经费来源与使用

比赛适当收取会务费，并接受企业和社会团体赞助，保障竞赛活动的正常开展。

会务费、企业和社会团体赞助由总决赛和各分赛区组织委员会分别收取或者接受，并

根据相关财务管理规定，规范管理和使用。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知识产权

作品的知识产权归参赛者和所在学校所有，其他个人或单位可用于教学或其他非盈利

性的公益活动，但须注明出处。未经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相关作品用于盈利性的商业

活动。

第十六条 竞赛命名

竟赛统一命名为：第X届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大赛、第X届全国大学生化学实

验创新设计大赛XX赛区竞赛。如有厂商赞助冠名，统一命名为：“XX杯”第X届全国大学生

化学实验创新设计大赛、第X届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大赛“XX杯”XX赛区竞赛。

第十七条 参赛作品接受社会监督，如发现参赛者存在造假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将取

消参赛资格及成绩，撤销其所获奖项，并通报参赛者及所在单位。

第十八条 本章程由竞赛委员会负责制订，经中国化学会和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联席会审议通过后执行，由竞赛委员会负责解释。



附件2

第三届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大赛华南赛区回执

单位名称 联系人

纳税人识别号 电话（手机）

通讯地址 邮箱

参会代表姓名 性别 部门 职务/职称 手机 邮箱 备注
住宿意愿

单住 合住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