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化   学   会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 
 

 

关于举办“第三届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大赛”的通知 

 

各有关高等院校： 

 

为了给大学生建立一个实践创新能力的展示与交流平台，推动我国高等学校实践教学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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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化学会和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联席会批准，“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大赛”竞赛委员会决定在2022年举办“第三届全国

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大赛”。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1. 在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北、西南设立七个分赛区，分别由大连大学（东北）、

北京师范大学（华北）、江南大学（华东）、华中科技大学（华中）、海南大学（华南）、西北大

学（西北）和云南大学（西南）承办分赛区初赛，遴选出进入全国总决赛的队伍。各省市具体所属

赛区见附件二竞赛章程第七条。 

2. 总决赛委托厦门大学承办。 

3. 在七个分赛区设立“分赛区竞赛委员会”（附件 1），指导各分赛区成立竞赛组委会和组织

各项竞赛活动。 

4. 总决赛和分赛区组委会依据竞赛章程另行通知有关竞赛的具体安排。 

5. 各竞赛承办单位应根据属地疫情防控要求，在确保参赛师生安全健康的前提下，确定线下、

线上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竞赛。 

6. 竞赛时间安排：1月，竞赛委员会发布竞赛通知和竞赛章程；2月，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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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月，完成分赛区比赛；8月，进行总决赛。 

7.附件 

附件1: “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大赛”竞赛委员会和分赛区竞赛委员会名单 

附件 2: “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大赛”章程 

附件3：“第三届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大赛”XX赛区组织委员会名单（格式） 

       “第三届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大赛”总决赛组织委员会名单（格式） 

 

 

中 国 化 学 会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 

2022年01月01日 



附件 1 

“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大赛”竞赛委员会名单 

 

主  任：  郑兰荪  院士          厦门大学 

副主任：  孟长功  教授          大连大学 

郑素萍  研究员        中国化学会 

张剑荣  教授          南京大学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朱亚先 教授           厦门大学 

朱平平 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李一峻 教授           南开大学 

张树永 教授           山东大学 

郑成斌 教授           四川大学 

惠新平 教授           兰州大学 

 

 

 

 

 

 

 

 



“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大赛”分赛区竞赛委员会名单 

 
1.东北赛区 

主  任：  郭玉鹏  教授          吉林大学 

副主任：  姜文凤  教授          大连理工大学 

杜耘辰  教授          哈尔滨工业大学 

委  员：  孟长功  教授          大连大学 

朱广山  教授          东北师范大学 

陈明丽 教授           东北大学 

秦川丽 教授           黑龙江大学 

2.华北赛区 

主  任：  邱晓航  教授          南开大学 

副主任：  张树永  教授(常务)    山东大学 

李维红  教授          北京大学 

委  员：  李一峻  教授          南开大学 

吴秀明  副教授        河北师范大学 

陈咏梅 教授           北京化工大学 

欧阳津 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 

段莉梅 教授           内蒙古民族大学 

唐向阳 教授           天津大学 

徐建中 教授           河北大学 

高洪涛 教授           青岛科技大学 

3.西北赛区 

主  任：  惠新平  教授          兰州大学 

副主任：  倪 刚   教授          宁夏大学 

李 延    教授          西北大学 

委  员：  王多志  教授          新疆大学 

王君文  教授           山西师范大学 

李洪玲  教授           石河子大学 

宋鹏飞  教授           西北师范大学 

张国梅  教授           山西大学 

郭珍    教授           青海师范大学 

翟全国  教授           陕西师范大学 

沈永雯  教授           兰州大学 

4.西南赛区 

主  任：  郑成斌  教授          四川大学 

副主任：  凌剑    教授(常务)    云南大学 

任文山  副教授        西南大学 

张连红  教授          西南石油大学 

委  员：  王玉良  教授          四川大学 



叶艳青 教授           云南民族大学 

朱纯   教授           贵州大学 

杨韬   教授           重庆大学 

黄宏升 教授           贵州理工大学 

5.华南赛区 

主  任：  朱亚先  教授           厦门大学 

副主任：  朱芳    教授(常务)     中山大学 

郭栋才  教授           湖南大学 

委  员：  邓顺柳   教授           厦门大学 

冯建成  教授           海南大学 

汤儆    教授           福州大学 

沈星灿  教授           广西师范大学 

李厚金  教授           中山大学 

谭亮    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6.华东赛区 

主  任：  张剑荣  教授          南京大学 

副主任：  孙兴文  教授(常务)    复旦大学 

林旭锋  教授           浙江大学 

委  员：  刘永梅   副教授        复旦大学 

苏  志  教授          南京师范大学 

张文清  教授          华东理工大学 

章文伟  教授          南京大学 

董玉明  教授          江南大学 

强根荣  教授          浙江工业大学 

7.华中赛区 

主  任：  朱平平  教授          中国科技技术大学 

副主任：  周金平  教授(常务)    武汉大学 

李朝辉  教授          郑州大学 

蔡琥    教授          南昌大学 

委  员：  原弘    教授          华中师范大学 

龚跃法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 

袁华     教授          武汉工程大学 

黄河     副教授        长江大学 

李苞     副教授        河南师范大学 

翟翠萍   教授          河南大学 

钟声亮   教授          江西师范大学 

夏茹     教授          安徽大学 

方臻     教授          安徽师范大学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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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赛为团体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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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第三届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大赛 

XX 赛区组织委员会名单（格式） 

 

组委会主任：    X X X 教授      副校长/竞赛承办学校 

组委会副主任： 原则上设立 3-5 位副主任，其中一位 由本赛区竞赛委员

会成员兼任,如：孟长功 教授     校长/大连大学 

                。。。。。。 

组委会成员：    X X X 教授      职务/XX大学  

。。。。。。 

 

 

 

 

 

 

 

 

 

 

 

 

 

 

 

 

 



 

第三届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大赛 

总决赛组织委员会名单（格式） 

 

组委会主任：    X X X 教授      副校长/总决赛承办学校 

组委会副主任： 原则上设立 3-5 位副主任，其中二位 由中国化学会和竞

赛委员会成员兼任,如：孟长功 教授     校长/大连大学； 

郑素萍 研究员   常务副秘书长/中国化学会 

                     。。。。。。 

组委会成员：    X X X 教授      职务/XX大学  

（可邀请若干名竞赛委员会成员兼任） 

。。。。。。 

 

 


	2022年第三届竞赛通知
	附件1-各竞赛委员会名单
	附件2-2022年竞赛章程
	附件3-各赛区组织委员会名单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