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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时空智能作品创作比赛规则 

一、比赛背景 

本赛项旨在引导学生利用“北斗+X+行业应用”进行科技

创意创想、完成创意类实物作品制作。针对中小学生群体，

根据青少年想象力丰富、创造力强的特点，以北斗+科技创新

的比赛方式促进参赛学生对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了解、对各

行业时空应用的调查研究，培养青少年的科技创意能力和实

践能力。针对高职生和大学生群体，围绕“北斗+X+行业应用”

引导学生对北斗行业应用的深入体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重点考察其作品的创新性，模式创新、集成创新或理念创新；

先进性，成果聚焦本学科领域的前沿问题；实用性，能够解

决实际问题，提升效率；合理性，涉及的技术、实施方法可

行，有应用前景。从而培养青少年的科技创意能力和实践能

力，成为国家科技后备人才。 

二、比赛概要 

1、参赛组别：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含高中生、中

专生、职高生）、高职组、大学组（本科生、研究生）； 

2、参赛形式：每支参赛队由不多于 4 名的学生和不多于

2 名指导教师组成，每名学生只能参加一支参赛队。学生必

须是截止到 2023年 6 月底前仍然在校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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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品类别：以“北斗+X+行业应用”为主题完成作品，

三种任选其一： 

（1）北斗时空智能应用创想画; 

（2）北斗时空智能科技小论文； 

（3）北斗时空智能实物作品。 

三、比赛内容 

（一）北斗时空智能应用创想画 

1、参赛组别：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 

2、作品形式：绘画作品； 

3、中小学生以“北斗时空智能应用创想”或弘扬“航天

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为题，运用绘画语言表达出青少

年对北斗科技与人类社会生活、社会发展、科学制造的创想。

作品要具有科学性、创新性、艺术性的美感，要体现出学生

对未来科学发展的创想和展望。 

（二）北斗时空智能科技小论文 

1、参赛组别：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 

2、作品形式：科技小论文； 

3、作品基于“北斗+X+行业应用”理念，依托北斗系统

的核心——时间和空间信息，将北斗系统与场景应用相结合

进行选题，运用写作表达出青少年对人类社会生活、社会发

展、科学技术的构思、设想，继承与发扬“航天精神”、“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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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北斗精神”。 

（三）北斗时空智能实物作品 

1、参赛组别：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高职组、大学

组（本科生、研究生）； 

2、作品形式：《北斗时空智能实物作品创作说明》文档

+实物作品； 

3、作品基于“北斗+X+行业应用”理念，依托北斗系统

的核心——时间和空间信息，要求选手将北斗系统与场景应

用相结合，完成相应创意作品。作品创作范围为北斗+X+行业

应用，涵盖交通、气象、医疗、海洋、渔业、测绘、应急、

旅游、农业、林业、生态保护等领域。每个参赛作品所使用

传感器数量不限。所有代码，必须储存在主机中运行。 

四、比赛规则 

（一）北斗时空智能应用创想画 

1、绘画表现形式（油画、国画、水彩画、水粉画、钢笔

画、铅笔画、油棒画、电脑绘画等），参赛者限提交一种形式

作品，学校先行评选，推选优秀的作品至组委会参赛，评奖。 

2、作品纸张大小不限，画面清晰，不得有人为后期处理

画框、文字及内容等元素，不得出现与任何本次征集无关的

商业信息(如促销信息、其他品牌 logo、个人网页链接等)，

否则视为无效作品。参赛作品为 4 幅、6 幅或 8 幅组图，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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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故事性。 

3、入围总决赛选手须现场作画（作品封面或作品海报）。 

4、参赛作品内容积极向上，符合大赛主题和内容要求，

内容真实可查。作品为原创、首次参赛且拥有合法版权，不

得抄袭和剽窃他人成果。作品内容切勿涉及保密内容。 

（二）北斗时空智能科技小论文 

1、正文：北斗时空智能科技小论文正文字数为 800-6000

字。其中，小学组作品字数不低于 800字、初中组作品字数

不低于 1500 字，高中组作品字数不低于 2000 字。 

2、查重报告：需提交 1份真实、规范的查重报告。 

3、作品附件：附件中须提交完整、真实的原始实验记录、

研究日志等相关材料，用于证明学生的研究过程和对主要创

新点的贡献。附件可适量提交研究作品相关的辅助图片。 

4、作品要求原创，体现科学性、实用性、创新性。 

（三）北斗时空智能实物作品 

1、参赛流程 

（1）作品准备与调试（30分钟）：选手填写完成《北斗

时空智能实物作品创作说明》，并带入赛场；调试作品； 

（2）作品展示与陈述答辩（10 分钟）：选手向评委陈述

设计思路并演示作品主要功能。选手将《北斗时空智能实物

作品创作说明》表格提交给评委，并就评委提出的问题进行

答辩。 



 

 — 5 — 

2、作品可实现功能 

（1）基础功能：可读取定位模块中返回的数据，并解析

NMEA-0183 协议，获取经纬度、时间等信息，并在实际功能

中使用； 

（2）网络功能：使用 4G或 5G模块，连接网络，通过任

意一种网络协议，上传和下载数据。且保证上传数据随时可

查。如果为上位机控制形式，则所有使用的数据，必须同时

通过 4G或 5G网络上传； 

（3）数据采集：通过使用传感器或传感器模块，采集所

需信息，合理地汇总、处理，使用所采集的数据； 

（4）使用 RTK 技术：参赛项目可使用独立的 RTK 天线

和接收机，必须支持 BDS B1/B2/B3，测量误差要求在 5CM范

围内； 

（5）创意部分：定位某一行业或者具体场景，通过使用

北斗定位、授时和其他传感器，合理且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

允许按比例缩放以便作品实现和展示。 

3、各组别比赛要求 

小学组：至少包含基础功能+创意部分； 

初中组：至少包含基础功能+数据采集+创意部分； 

高中组：包含基础功能+网络功能+数据采集+创意部分； 

高职组：包含基础功能+网络功能+数据采集+使用 RTK技

术+创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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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组：包含基础功能+网络功能+数据采集+使用 RTK

技术+创意部分。 

五、评分标准 

（一）北斗时空智能应用创想画 

 

（二）北斗时空智能科技小论文 

论文评分标准 

序号 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 

1 原创性 
作品在指导教师指导下独立完成，未有

转载、剽窃等非本人创作的作品。 

2 科学性 
涉及的技术或实施方法具有可行性，文

章的立意科学，推理或叙述科学合理，结

论合理。 
3 创新性 

选题较前沿，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

突破，拥有创新性成果或独立见解。 

序号 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 

1 主题内涵 主题突出，内容充实，健康向上 

2 视觉效果 色彩关系明确，画面生动和谐 

3 创意构图 构图完整，结构严谨，造型表现生动完整 

4 内容创新 内容新颖，表现创意 

5 画面 画面干净整洁，美观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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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用前景 
研究成果能够解决实际问题，提升效率，

涉及的技术、实施方法可行，有应用前

景。 
5 文章写作 

文章符合“北斗+X+行业应用”主题，文

章写作具备规范性、整体性、逻辑性。 

 

答辩评分标准 

序号 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 

1 作品内容 

作品原创，文章符合“北斗+X+行业应用”

主题，文章写作具备规范性、整体性、逻

辑性。 

2 创新性 
选题较前沿，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

突破，拥有创新性成果或独立见解。 

3 应用前景 

研究成果能够解决实际问题，提升效率，

涉及的技术、实施方法可行，有应用前

景。 

4 
现场答辩表

现 

语言表达清晰，逻辑性强，用词准确；准

备的 PPT 内容详实；回答问题思路清晰、

重点突出、解释具备说服力、应变力强。 

 

（三）北斗时空智能实物作品 

小学组评分标准 

序号 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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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创性 
作品在指导教师指导下独立完成，未有转

载、剽窃等非本人创作的作品。 

2 科学性 器件选用与装置设计符合科学规律。 

3 创新性 结构新颖，设计巧妙，有一定的创新。 

4 源代码质量 代码的规范性。 

5 可行性 通过操作演示，实现装置主要功能。 

6 符合比赛内容 完成基础功能。 

7 作品展示 现场对作品进行讲解展示。 

8 陈述答辩 

语言表达清晰，逻辑性强，用词准确； 

回答问题思路清晰、重点突出、解释具备

说服力、应变力强。 

初中组评分标准 

序号 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 

1 原创性 
作品在指导教师指导下独立完成，未有转

载、剽窃等非本人创作的作品。 

2 科学性 器件选用与装置设计符合科学规律。 

3 创新性 结构新颖，设计巧妙，有一定的创新。 

4 源代码质量 代码的规范性。 

5 可行性 通过操作演示，实现装置主要功能。 

6 符合比赛内容 完成基础功能、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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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组评分标准 

序号 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 

1 原创性 

作品在指导教师指导下独立完成，未有转

载、剽窃等非本人创作的作品。 

2 科学性 器件选用与装置设计符合科学规律。 

3 创新性 结构新颖，设计巧妙，有一定的创新。 

4 源代码质量 代码的规范性。 

5 可行性 通过操作演示，实现装置主要功能。 

6 符合比赛内容 完成基础功能、数据采集、网络功能。 

7 作品展示 现场对作品进行讲解展示。 

8 陈述答辩 

语言表达清晰，逻辑性强，用词准确； 

回答问题思路清晰、重点突出、解释具备

说服力、应变力强。 

 

高职组、大学组（本科生、研究生）评分标准 

序号 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 

1 原创性 作品在指导教师指导下独立完成，未有转

7 作品展示 现场对作品进行讲解展示。 

8 陈述答辩 

语言表达清晰，逻辑性强，用词准确； 

回答问题思路清晰、重点突出、解释具备说

服力、应变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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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剽窃等非本人创作的作品。 

2 科学性 器件选用与装置设计符合科学规律。 

3 创新性 
选题较前沿，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

破，拥有创新性成果或独立见解。 

4 源代码质量 代码的规范性。 

5 可行性 
研究成果能够解决实际问题，提升效率，涉

及的技术、实施方法可行，有应用前景。 

6 符合比赛内容 
完成基础功能、数据采集、网络功能、使用

RTK技术。 

7 作品展示 现场对作品进行讲解展示。 

8 陈述答辩 

语言表达清晰，逻辑性强，用词准确； 

回答问题思路清晰、重点突出、解释具备说

服力、应变力强。 

六、参赛作品格式规范 

（一）北斗时空智能应用创想画 

提交作品扫描文件。 

（二）北斗时空智能科技小论文 

标题：方正小标宋简体 二号 
一、一级标题黑体三号  

(一)二级标题：楷体_GB2312 三号 

1.三级标题：仿宋_GB2312 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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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级标题：仿宋_GB2312 三号 

正文内容：仿宋_GB2312 三号 

首行缩进 2字符（不能直接按空格键），括号内容楷体_GB2312

四号 

行间距固定 30磅 

（三）北斗时空智能实物作品 

制作完成一个北斗时空智能实物作品，并填写《北斗时

空智能实物作品创作说明》文档（见附件）。 

七、附则 

1、比赛规则最终解释权归大赛全国组织委员会所有； 

2、比赛规则不得用于商业用途，未经大赛全国组织委员

会允许禁止抄袭、转载； 

3、如违反以上规则，由行为相关人承担对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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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北斗时空智能实物作品创作说明 

参赛编号  作品名称  

第一作者 

姓名 

  

合作者姓名 

 

 背景说明： 

  

功能列表： 

作品陈述

与说明 

（可另附

页） 

 

具体实现： 

 源代码提交： 

选手签名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