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附件 2: 

月球探索创新比赛规则 

1 背景 

发射人造地球卫星、载人航天和深空探测是人类航天活动的三大领域。探测月球，开发

月球资源，建立月球基地已成为世界航天活动的竞争热点。月球具有可供人类开发和利用的

各种独特资源，月球上特有的矿产和能源，是对地球资源的重要补充和储备，将对人类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月球已成为未来航天大国争夺战略资源的焦点。 

探月工程是我国迈出深空探测第一步的重大举措和零的突破。被称为“嫦娥工程”的中

国探月工程于 2004 年起步，正式开始了我国对月球的自主观察和探索。嫦娥工程分为“无

人月球探测”、“载人登月”和“建立月球基地”三个阶段。我国探月工程一期、二期、三

期项目，已经初步完成对于月球的绕、落、回三步。2020 年 12 月 17 日，嫦娥五号返回舱

携带月壤样品，采用半弹道跳跃方式再入返回，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安全着陆。探月

工程的成就极大地鼓舞了青少年学习航天知识的热情！ 

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中的月球探索创意比赛，将激发学生学习航天知识的兴趣，发

散青少年创新思维，让“航天梦”激发青少年奋进的力量。 

2 比赛概要 

2.1 比赛组别 

比赛按小学低年级组（一至三年级）、小学高年级组（四至六年级）、初中组、高中组

四个组别进行。每个组别均进行地区选拔赛和全国比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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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主题 

2.2.1 小学低年级组—月球农场创意 

完成月球农场的设计与搭建，并结合研究报告，完成月球农场的讲解和展示。 

2.2.2 小学高年级组—遥控月球车创意 

设计、搭建具有基本控制功能与探测功能的远程遥控月球车，并结合研究报告，完成遥

控月球车的功能讲解和展示。 

2.2.3 初中组—载人月球车创意 

完成载人月球车的设计。针对月球环境与载人月球车的工作任务，提出基础功能结构、

基础巡航功能、生命保障系统、工作场景的设计创意，并搭建合理场景，完成载人月球车的

功能展示。 

2.2.4 高中组—月球无人探测车创意 

完成月球探测车的设计。按照无人月球探测车的工作任务，提出功能、结构、程序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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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机构等的设计创意。制作模型并搭建合理场景，完成月球车的功能展示。 

3 创意内容与任务 

3.1 小学低年级组—月球农场创意 

3.1.1 探月工程的最终目标是完成月球基地的建设并开展对月球资源的探测与开发。围绕着

月球基地项目，参赛队应完成月球农场的结构设计、功能设计及模型展示。 

3.1.2 设计一个能满足两人生活与工作的月球农场，能够满足航天员的基础需求，设计作品

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要素：受控生态生保系统、再生循环系统、航天员生活空间、航天员工

作空间、通信系统；并根据设计需求完成至少一项月球基地的工作内容及功能。 

3.1.3 完成月球农场研究报告，针对月球农场设计，至少完成一项结构、系统、功能的科学

调研及详细设计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数据计算、设计图纸、模型表达等详细说明。 

3.1.4 制作能证明创意正确性的月球农场模型，模型应合理、美观。所制作的模型可具备一

定电子演示功能，形式不限。 

3.2 小学高年级组—遥控月球探测车创意 

3.2.1 我国两辆月球车（玉兔号、玉兔二号）已成功登陆月球并完成探测任务；并成功发射

“鹊桥号”中继星，提供地月中继通讯支持。月球车的远程控制功能是其基本功能之一，针

对月球车的远程控制，参赛队应完成月球车的结构设计与功能设计，设计并搭建工作场景，

完成遥控月球车的模拟任务。 

3.2.2 设计一辆遥控月球探测车，能够满足月球探测工程的基本需求。设计作品必须包含以

下一种或几种要素：远程控制系统、能源系统、行走系统、热控制系统、人工智能系统、通

信系统、定位与控制系统、工程系统。根据设计需求完成并展示至少一项遥控月球探测车的

工作内容及功能。 

3.2.3 完成遥控月球探测车的研究报告，针对遥控月球探测车的设计，至少完成一项结构、

系统、功能的科学调研及详细设计资料，同时针对遥控月球探测车的创新应用及探测应用进

行阐述说明，包括但不限于数据计算、设计图纸、演示模型表达等详细说明。 

3.2.4 制作遥控月球探测车的模型，搭建演示环境，完成遥控月球探测车的功能演示。模型

应合理、美观。所制作的模型可具备一定的子演示功能，形式不限。 

3.3 初中组—载人月球车创意  

3.3.1 探月工程的第三阶段是建立月球基地，并开展对月球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针对月球资

源的开发与利用，建立月球基地等目标，完成载人月球车的设计与开发。围绕着载人月球车

项目，参赛队应完成载人月球车的结构设计与功能设计，设计并搭建工作场景，完成载人月

球车的模拟任务。 

3.3.2 设计一辆载人月球车，能够满足月球探测工程的基本需求。设计作品必须包含以下一

种或几种要素：能源系统、行走系统、生命保障系统、热控制系统、人工智能系统、通讯系

统、定位与控制系统、工程系统、人机系统；并根据设计需求完成并展示至少一项载人月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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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的工作内容及功能。 

3.3.3 完成载人月球车的研究报告，针对载人月球车设计，至少完成一项结构、系统、功能

的科学调研及详细设计资料，同时针对载人月球车的创新应用及工程应用进行阐述说明，包

括但不限于数据计算、设计图纸、演示模型表达等详细说明。 

3.3.4 制作载人月球车的模型，搭建演示环境，完成载人月球车的功能演示。模型应合理、

美观。所制作的模型可具备一定的子演示功能，形式不限。 

3.4 高中组—无人月球探测车创意 

3.4.1 探月工程的第一阶段是无人月球探测。围绕着月球探测项目，参赛队应完成月球探测

车的的结构设计与功能设计，设计并搭建工作场景，完成月球探测车的模拟任务。 

3.4.2 设计一个无人月球探测车，能够满足月球探测基本需求。设计作品必须包含以下一种

或几种要素：能源系统、行走系统、热控制系统、人工智能系统、通信系统、定位与控制系

统、导航与规划系统。根据设计需求完成并展示至少一项月球探测的工作内容、程序及功能。 

3.4.3 完成月球探测车的研究报告。针对月球车设计，至少完成一项结构、系统、功能的科

学调研及详细设计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数据计算、设计图纸、演示模型表达等详细说明。 

3.4.4 制作月球车的模型，搭建模拟演示环境，完成无人月球车的功能演示。模型应合理、

美观。所制作的模型应具备电子演示功能，形式不限。 

4 比赛规则 

4.1 参赛队应在组委会指定的网站报名参赛。地区选拔赛后，只有晋级队才有资格报名参加

全国赛。 

4.2 参赛队应围绕本组别的创意主题，充分发挥想象力，依据科学原理，畅想对主题所涉及

问题的多种解决方案，通过分析形成本队的设计创意，并制作能证明本队方案正确性的演示

模型。 

4.3 比赛分为预选赛和现场评审两个阶段，不参与任何一个阶段的参赛队将被视为自动放弃

了比赛。 

4.4 各参赛队应在组委会指定时间前提交参赛材料。预选赛前应提交的材料为项目介绍（见

表 1 的模板）、设计图纸 2 张、研究性报告 1 份、由两名队员讲解和演示的 5 分钟视频（MP4

格式）。所有材料的电子版应小于 50M，按组委会的要求上传到指定网站。现场评审应准

备和携带的材料是展板（900mm×1200mm 竖版）、研究报告（纸质版）、演示模型（尺寸

不大于宽 600mm×长 900mm×高 1200mm，高中组可以加大到宽 900mm×长 900mm×高

1200mm）。提交和/或携带的材料不完整将影响比赛成绩。 

4.5 参赛作品除不得选用污染环境、有害健康的器材外，原则上不限定器材。鼓励小学组参

赛作品尽量利用环保、可再生材料或平时课外活动的商品套材设计和搭建，力求节省成本，

避免比赛的成人化倾向。提倡在初、高中组参赛作品中适当采用自制器材。作品的创意、设

计、搭建、编程应由学生独立或集体亲身实践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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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项目介绍模板 

申报单位：                     申报日期：   

项目名称  

组别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指导教师（限报 1人） 

   

项目类别 航天创意设计 赛项名称 月球探索创意赛 

项 目 信 息 

说明：根据项目自身情况，项目简介可包含如下内容：1.项目摘要；2.项目研究重点；

3.设计(或研究)该项目的目的和基本思路；4.项目的设计（或研究）过程；5.项目包

含了哪些科学方法、科学原理；6.项目的主要创意； 7.完善该项目的进一步设想；

8.项目中团队成员的分工。（限 800字以内） 

 

 

4.6 创意比赛的现场评审阶段包括作品展示及评委现场问辩。评委组由竞赛组委会聘请国内

航天界的资深专家组成。参赛队在指定的时间段内，所有队员均应在展台待命，不得任意缺

席。 

4.7 每支参赛队由不多于 2 名的学生和 1 名指导教师组成。学生必须是截止到 2022 年 6 月

底前仍然在校的学生。现场布展和评审阶段场馆均封闭，仅允许学生队员在场，指导教师不

得入场。 

4.8 参赛队员应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和自主地处理在比赛中遇到的所有问题，自尊、自重，友

善地对待和尊重队友、对手、志愿者、裁判员和所有为比赛付出辛劳的人，努力把自己培养

成为有健全人格和健康心理的人。 

5 创意比赛评分维度 

评委将按下表所示的六项评分维度对每支参赛队在研究报告、模型和现场评审中的表

现评分。 

表 2 创意比赛作品的评分标准 

序号 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 

 

1 功能展示 

功能的丰富性，包含基础展示功能及拓展功能； 

 

功能表达的合理性，能够结合需求和实际应用完成功能表达； 

 

实现功能的仿真程度，能够根据工程的实际应用配合展示道具完成模拟

展示；  

2 模型的设计与制作 

主题表达形式新颖，无抄袭，构思新颖，设计、制作方法独特； 

 

构思巧妙，创意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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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品科学性 

基本符合科学规律，作品所展现的科学概念、知识、原理准确； 

 

航天理论研究、创意与实验展示清晰，与作品结合度高； 

 

对作品中的科学原理及相关应用解释清楚； 
 

4 研究程度 

研究报告的理论学习与研究逻辑清晰 
 

研究报告的知识覆盖面，报告逻辑清晰，语句通顺，无明显文字表述性

错误  

5 创意 

创意的新颖性，作品设计的创意、功能实现的创意、材料与功能的创意； 
 

创意的可实现性，设计的创新作品能够结合实际应用，具备实际应用价

值  

6 表达与视觉表现 

模型与演示的结合程度，道具设备的表达结合程度 
 

团队配合能力，分工明确，条理清晰，逻辑正确，展示资料齐全，演示

顺畅  

视觉与艺术的表达，环境设计具有一定的艺术感，能较好地反映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