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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科研类全国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 

科技创新项目评比办法 

 

一、 评奖项目的申请 

（一）中国航空运动协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基层团体会员单位

推荐的作品。 

 （二）参加评奖的项目可以是参赛作品，也可以是非参赛作品。

参加评奖的作品须提前申请，且在创新项目评委会规定的截止时间

之前提交材料，过期将视为放弃申请；比赛期间临时申请一概不予

授理；推荐单位须书面保证参赛作品的合法性（必须是自行研发设

计的作品）。 

    （三）各单位申请参加评奖作品的项目数不超过4项，每项上报

的参加人员最多3人。 

（四）作品申报及申报材料：请先登陆报名网站进行项目登记

（详见 2012 年科研类报名办法），然后将评奖项目申请表（从报名

网站下载）以及申报者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如论文等的电子

版按通知规定的时间前发到指定邮箱（hui_zhao_cn@163.com，抄送

keyanlei_pb@sohu.com）;同时请使用 A4 纸打印 3 份纸质版本，报

到时交会务组，不交者视为自动放弃。 

（五）提交申报材料时间：请于2012年8月31日前将创新作品申

报材料电子版发送至上述指定邮箱，逾期不予受理。 

（六）每项作品的创新点、科学性、实用性等内容要求用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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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图文展示。展板面积为 1.60.6 米。 

（七）下列项目请勿提交评审： 

a) 不属于航空航天模型作品的科技创新项目 

b) 涉及内容需保密的 

c) 获得国家或省部级基金等资助的 

d) 已经获得国家或省部级奖励的 

e) 未参加全国航空航天模型（科技类）锦标赛，又不能提供

录像、进行现场表演等的； 

 

二、 评委会的组成 

（一）评委会由 2012年全国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组委会聘请有

关院校、科研院所的航空航天领域专家组成。 

（二）评委会设主任一名，副主任两名，委员若干名。 

 

三、 评审原则 

（一）评审过程中综合考虑作品的创新性、科学性、实用性等

因素进行评定。 

（二）评委会的评审必须公平、公正，必须着眼于为我国培养

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人才的高度开展工作。 

（三）按照“分类评审，综合评奖”的原则，八个奖项（分别

为气动布局、结构工艺、动力系统、起降系统、投放系统、任务载

荷系统、太阳能飞机和其它创新类别）分设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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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对特别优秀的项目可设特等奖。一等奖不超过十名，二等奖不

超过二十名，其余奖项原则上不超过参评作品总数的 30%。一等奖产

生前，评奖项目必须经过答辩。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一等奖可以

空缺。特等奖一般由一等奖中产生，也可以空缺。 

今年对太阳能飞机专设特别奖项进行评审，以示鼓励。 

（四）评委会一般先进行分组分类评审，再经全体评委会合议

审定；视具体情况，评委会主任可要求某些项目采用投票方式确定

奖项。 

（五）评审实行保密制度。评审结果未宣布之前，评委会成员

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外宣布或泄露评审情况和结果。 

 

四、 评审流程 

1.分组：创新评比委员会将根据委员专业情况和申请创新评比

的项目情况等因素进行分组，各小组负责不同类型项目的评比工作。 

2.初评：创新评比委员会将通过现场答辩和专门答辩相结合的

形式进行初评。初评方式和时间将和各个单位沟通，请注意大赛安

排及通知。创新评比委员会召开全体委员大会讨论，提出初评结果。 

3.二次答辩：初评拟作为一等奖候选的作品将进行二次答辩，

采用公开答辩的形式，评审和现场观众均可进行提问，但禁止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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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同一单位的观众提问，一经发现，取消该项目评奖资格。 

4.评奖：创新评委会将根据作品情况和答辩表现综合评出创新

作品的获奖等级。 

 

五、 太阳能飞机特别奖项 

2012年科研类工作部将特设“太阳能模型飞机设计飞行”奖项，

根据太阳能项目竞赛成绩，20%的飞行组颁发一等奖证书、20%的飞

行组颁发二等奖证书、其余成功滑跑起飞的飞行组颁发三等奖证书。 

 

六、 本评比办法解释权归 2012 年科研类全国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

科技创新评委会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