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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大学生科技竞赛委员会
浙科竞〔2023〕27号

关于举办第六届浙江省大学生环境生态
科技创新大赛的通知

各高等院校：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二十大提出的加快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美丽中国精神，践行

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念，积极

响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聚焦绿色、循环、

低碳发展，提高大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培养团队精神和实

践能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决定组织举办第六届浙江省大

学生环境生态科技创新大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竞赛目的

通过科技竞赛，引导大学生关注热点环境与生态问题，

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生态意识、创新意识、团队精神

和实践能力，为改善人类生存和发展环境，为建设生态文明

社会培养后备力量。

二、竞赛主办和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浙江省大学生科技竞赛委员会

浙江省土壤肥料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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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生态学会

秘书处单位：浙江农林大学

承办单位：绍兴文理学院

协办单位：浙江商达公用环保有限公司、杭州英普环境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立

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绍兴市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

益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惠宇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浙江

金佰利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杭州仁信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浙

江中一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圣立科技控股有限公

司

三、竞赛内容与要求

（一）竞赛主题与赛道

1.本届大赛主题为“绿色低碳，数智赋能”。围绕竞赛

主题，设置以下几个重点方向：

（1）区域环境健康与质量提升理论与方法；

（2）污染、退化生态系统修复、整治机制及模式；

（3）减污、降碳协同机制研究与创新；

（4）污染物的环境行为、生态健康效应与调控；

（5）绿色人居环境设计、建设与管理；

（6）环境质量评价和环境风险防范的智能化；

（7）基于“数智技术”的环境污染物监测、模拟与预测分

析。

2.本届竞赛设置自主赛道和需求赛道。

自主赛道由参赛队伍根据竞赛主题，选择方向自拟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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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需求赛道围绕竞赛主题面向社会和企业在技术、研发

等方面的实际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竞赛题目，参赛队从指

定竞赛题目中选题参赛，具体赛题详见附件 1。

（二）竞赛内容

大赛作品分为科技实验作品、科技理念作品和科技实物

作品三类，作品内容应重点围绕本届竞赛主题和方向。

1.科技实验作品应密切围绕大赛主题和方向的相关科学

问题，自主性设计实验，开展实验研究，获得实验结果或研

究报告，形成论文提交；

2.科技理念作品应该是围绕大赛主题和方向的一种创意、

理念、产品的设计，也可以论文（报告）的形式（须含设计

图）提交；

3.科技实物作品应该是体现大赛主题和方向的发明制造

或者计算机软件作品，必须以论文（报告）提交，同时需附

上实物（软件）的照片或者视频等附件材料，答辩时最好呈

现实物。

（三）作品要求

1.立项报告

包括研究综述和竞赛设计。

研究综述：紧密围绕参赛队竞赛内容，阐述相应领域的

最新研究进展。要求内容切题、信息准确、写作规范，不需

要英文摘要；须附上相关的参考文献，参考文献中的中文文

献不需要翻译；全文字数 2000-6000字（参考文献不计算在

内），具体格式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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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设计：应包括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意义、研究内容、

实验方案、技术路线、研究进度及预期成果等。要求竞赛设

计具有科学性、创新性和规范性，具体格式见附件 3。

竞赛要求每个作品网上提交研究综述和竞赛设计各一

份。

2.论文（报告）

所有参赛作品（包括科技实验类作品、科技理念类作品

和科技实物类作品）最后均需提交论文（报告）。竞赛论文

（报告）提交需填写封面，详见附件 4。如因封面信息填写

有误或未填写而影响最终网评成绩，由参赛队伍自行承担。

论文（报告）应包括标题、中文摘要（不需要英文摘要）、

正文、图表和参考文献（参考文献中的中文文献不要求翻译

成英文）。其中，科技实验类作品论文正文应包括实验材料

与方法、结果与讨论、结论与应用前景展望；理念类和实物

类的报告正文应包括设计制作方案、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

理念设计结果、作品实物或模型照片、创新特色、预计应用

前景等。论文（报告）（不包括参考文献）原则上不超过 6

页。理念类的设计图纸、实物类的实物模型等电子化材料可

以附件形式在竞赛网站上提交。

论文（报告）格式参照《环境科学学报》最新版论文的

格式，采用 word2007 及以上版本编排，页面的要求如下：

A4，页面不分栏，页边距左右各 2 cm，上下各 2.5 cm，标准

字间距，正文 5 号宋体，1.5 倍行距，摘要及图表标题小 5

号。不要设置页眉，页码位于页面底部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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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品完成过程及记录

各参赛队务必做到尊重事实，认真记录，保证实验记录

的真实性与可靠性。本届竞赛初赛过程中不要求上传作品的

实验记录，但入围最终决赛的作品在答辩时需如实提供完整

的实验记录供专家评阅。

特别提醒注意：研究综述、竞赛设计、论文（报告）等

材料提交后不可修改，请各参赛队确认无误后再提交。所有

上传资料中均不能出现参赛队伍信息，包括校名、队名、学

生及老师等相关信息，一旦出现均作违规处理，不予送审。

此外，凡是发现存在弄虚作假的情况，一经查实，取消涉事

队伍的指导老师与团队成员三年内的参赛资格。

四、参赛条件及方式

（一）参赛条件

1.参赛对象：

（1）自主赛道：浙江省普通高等院校（含高职高专）

全日制在校本科生。

（2）需求赛道：浙江省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在校学生

（含本科生和研究生）

2.参赛名额：各单位自主赛道（本科生）参赛队伍数量

不超过 30支（含），本科生参赛队伍数不超过 50支（含），

研究生队伍不占指标；每支参赛队伍应有 3-5名队员。

3.指导老师：须为参赛队所在单位的正式在编教师，每

队可聘 1-2名指导老师。

4.校级管理员（领队）：各高校校级管理员（领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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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负责竞赛活动各项事宜。

5.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得参加本届竞赛：

（1）曾在本竞赛中获奖的参赛作品

（2）存在弄虚作假的参赛作品

（二）参赛方式

1.报名

大赛按照团队形式报名，每个团队可申报一项参赛作品。

参赛队伍需登录浙江省大学生环境生态科技创新大赛网站

（http://www.zjceesti.com/）在线填写报名信息，经大赛组委

会审核通过之后，完成大赛的报名。

2.初赛

各高校应按大赛通知要求积极组织队伍准备作品参赛，

对作品的真实性和规范性进行审核，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提

交作品。所有省赛作品经过网络专家匿名评审，遴选出参加

决赛的作品。

3.决赛

根据不同赛道采取合适的决赛形式。各参赛队对参赛作

品进行口头答辩，采用队员自我陈述和专家提问两种形式相

结合。最终竞赛成绩由初赛网评成绩和决赛答辩成绩两部分

组成。

五、大赛日程安排

（一）报名阶段

2023年 6月 1日—2023年 8月 31日，参赛队须在竞赛

网站上进行注册和参赛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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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交作品阶段

2023年 9月 1日至 2023年 9月 30日，各参赛队按要求

在竞赛网站上传研究综述、竞赛设计和论文（报告）等，各

高校按要求提交省赛作品。备注：本届竞赛不要求上传论文

（报告）的实验记录，但入围最终决赛的队伍需提供完整的

实验记录电子版供专家评阅。

（三）形式审查阶段

2023年 10月 1日-15日秘书处对提交省赛的作品进行形

式审查。

（四）专家网评阶段

2023年 10月 16日-31日专家分组进行网络匿名评审，

主要评价内容：研究综述、竞赛设计和论文（报告）。网评

结束后立即公布网评结果，确定参加决赛的名单，并通知各

参赛队。

（五）决赛答辩阶段

初定于 2023年 11月 18日-19日在绍兴文理学院进行决

赛口头答辩，具体请关注竞赛决赛通知。

六、参赛费用

本届大赛收取初赛参赛费 150元/队。参赛费由参赛高校

校级管理员（领队）于 2023 年 10 月 15 日前统一支付到竞

赛指定账户，队伍数以推荐参加省赛的队伍数为准。请务必

在电汇或者转账单上注明“学校+环境生态科技创新大赛参

赛费”，账号信息如下：

户 名：浙江农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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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行：建行杭州临安支行营业部

账 号：33001617335050018761
入围决赛的参赛队需缴纳决赛参赛费，由参赛高校校级

管理员（领队）统一支付，具体详见决赛通知。

竞赛参赛费用由参赛队伍所在学校承担，各学校不得以

任何理由向参赛选手收费。

七、竞赛网址及联系方式

竞赛网址：http://www.zjceesti.com/
竞赛秘书处单位：浙江农林大学

秘书处联系人：何圣嘉

周彩霞

联系方式：0571-63749852，hjstds@zafu.edu.cn
竞赛承办单位：绍兴文理学院

联系人：邱木清

联系方式：qiumuqing@usx.edu.cn
承办单位地址：绍兴市环城西路 508号
省环境生态大赛交流群（QQ）：825344007
校级管理员（领队）交流群（QQ）：1037108849

附件：1.需求赛道赛题

2.研究综述格式

3.竞赛设计提纲及格式

4.论文（报告）封面

浙江省大学生科技竞赛委员会

2023年 6月 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