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4 
 

第 十 一 届 全 国 大 学 生 光 电 设 计 竞 赛 组 织 委 员 会 文 件  

〔2023〕1号 

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组委会秘书处        2023年4月28日 

关于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的通知 

各相关高校、指导教师和参赛学生： 

由中国光学学会主办、中国光学学会光学教育专业委员会代表主办机构、全国大学

生光电设计竞赛委员会（以下称“全国光电竞赛委”）具体负责、哈尔滨工业大学承办

的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将于 2023 年 8月中下旬（具体时间另行通知）在

哈尔滨市举行。依据全国光电竞赛委〔2023〕2 号文件《关于公布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

光电设计竞赛组织委员会组成的通知》的规定，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设立

竞赛组织委员会（以下称“第十一届全国光电竞赛组委会”），其组成见附件 1。为确

保竞赛工作有序进行，第十一届全国光电竞赛组委会现将竞赛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赛赛题 

依据全国光电竞赛委〔2023〕1号文件《关于公布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

赛赛题和优秀应征赛题奖的通知》的规定，本届赛题（见附件 2）分为赛题 1“酒精浓

度的非接触测量”和赛题 2“迷宫寻宝”光电智能小车。 

二、比赛赛制 

在第十一届全国光电竞赛组委会的指导下，本届竞赛将成立“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

光电设计竞赛华北/东北/西北/西南/中部/东南/东部赛区”（以下称“赛区”）负责组

织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华北/东北/西北/西南/中部/东南/东部区赛（以下

称“区赛”），具体组成由第十一届全国光电竞赛组委会正式发文公布。 

本届竞赛采用“区赛晋级国赛制”，即各赛区先举办区赛，再推荐各区赛获胜队参

与国赛的模式。各区所辖省区市如下： 

1.华北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 

2.东北区（辽宁、吉林、黑龙江） 

3.西北区（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 

4.西南区（重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 

5.中部区（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 

6.东南区（广东、广西、福建、海南） 

7.东部区（上海、山东、江苏、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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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境外赛道（含台港澳地区，具体推荐方式另行通知） 

各赛区按国赛题目要求，举办方案设计赛和创意设计赛或同时举办实物竞技赛和方

案设计赛、创意设计赛，从区赛获奖队伍中推荐国赛获奖队伍，各赛区推荐国赛获奖队

伍里排名前 50%以内的作为国赛现场参赛队伍，国赛获奖队伍由国赛统一发放获奖证书，

证书落款为“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组织委员会（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

委员会代章）”；获得区赛一等奖的队伍方可被推荐为国赛获奖队伍。 

各赛区按照报名队数 15%的比例产生区赛一等奖获奖队伍；区赛的发布、宣传、证

书中竞赛名称等需统一命名为“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 XX 区赛”，证书落

款统一为“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 XX赛区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 XX大

学代章，或秘书长单位 XX大学 XX学院代章）”。  

各赛区推荐国赛获奖队伍名额：各赛区推荐国赛获奖队伍数，当某赛区参赛高校数

占本赛区光电专业点高校数的比例 N 小于 50%时，按照区赛前 15%的比例且总数一般不

超过 30支，向国赛推荐国赛获奖队伍；当 N大于等于 50%且小于 75%时，按照区赛前 15%

的比例且总数一般不超过 40 支，向国赛推荐国赛获奖队伍；当 N 大于等于 75%时，按

照区赛前 15%的比例且总数一般不超过 50支，向国赛推荐国赛获奖队伍。各赛区光电专

业点高校数和名单由组委会另行发送给各赛区竞委会。 

各高校经赛区推荐国赛获奖队伍名额：同一高校经赛区推荐国赛获奖队伍总数不得

超过 5支（N大于等于 1的赛区内高校不得超过 6支），跨校组队按队长所在高校计算。

各赛区在推荐国赛获奖队伍名额基础上，给予本届国赛和区赛承办单位每单位额外增加

1-3 个推荐名额，具体数额由第十一届全国光电竞赛组委会确定，多校联合承办的赛区

由各联合承办单位自行协商确定额外增加的名额如何分配；依据全国光电竞赛委〔2023〕

1 号文件《关于公布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赛题和优秀应征赛题奖的通知》

的规定，西南科技大学、南昌航空大学各奖励 1个所在赛区推荐名额外的国赛获奖队伍

推荐名额。 

三、参赛对象 

参赛队队员应为 2023 年暑期前在校的具有正式学籍的全日制本科生、专科生、留

学生及研究生。鼓励跨学科专业组队参赛。每支参赛队由 3名学生组成，每名学生只能

参加一支队伍（依据全国光电竞赛委〔2023〕3号 关于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试点开

辟光学设计赛道的通知，允许学生同时参加本届全国光电竞赛主赛道和光学设计赛道）。

每支参赛队中，研究生人数不能多于 1名，且不可作为队长。 

各赛区和参赛项目推荐高校负责审核参赛对象资格。鼓励各高校推荐国外友好合作

高校参赛，国内外联合参赛项目按队长所在高校计算学校推荐国赛获奖队伍限额指标，

队长为国外高校的按境外赛道进行推荐，具体由第十一届全国光电竞赛组委会决定相关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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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竞赛奖项 

国赛按照各赛区推荐国赛获奖队伍的情况，设一、二、三等奖并颁发获奖证书；其

中一、二等奖根据各赛区推荐的国赛现场参赛队伍的参赛情况确定。另根据实际情况确

定优秀指导教师奖、优秀组织奖等，具体由组委会决定。 

五、报名相关事项 

1、报名方式 

1) 网络报名：具体事宜待七个赛区组委会成立后，在各自赛区内通知。 

2) 跨校组队的以参赛队队长所在高校报名。 

3) 每队最多 2名指导教师，报名结束后不接受更改队员和指导教师。 

4) 时间节点：各区赛承办单位推荐入选项目到国赛实物决赛的截止日期为 2023

年 8月 10日。 

5) 国赛 QQ群将于各区赛结束后建立。 

2、参赛注册费 

区域赛、国赛参赛队伍注册费的具体数额和缴纳办法，后续另行通知。 

3、国赛的其它安排 

1)竞赛地点： 

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市南岗区西大直街 92号)。如因不可抗拒原因，承

办单位无法按时举行现场竞赛，将由第十一届全国光电竞赛组委会另行通知。 

2)作品展示 

为了更全面合理地评审参赛作品，竞赛期间将进行作品展示，供评审专家参观

和评价。 

3)竞赛答辩： 

决赛入围一等奖的参赛队还将参加答辩或（和）演示，综合展示作品的科学性、

可行性、创新性和经济性。 

4) 竞赛指导： 

第十一届全国光电竞赛组委会将为赛区开展竞赛提供指导和解读。 

 

 

 

 

 

 



附件1 : 第十 一 届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组织委员会组成

附件2: 第十 一 届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赛题细则

报迭： 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委员会秘书处

抄送：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委员会各成员及成员单位

起草：史维佳 校对：王启松

4 I 4 

终审：叶东



附件 1：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组织委员会组成 

主任：

沈 毅（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

副主任：

赵雅琴（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生院常务副院长兼创新创业学院院长）

刘 俭（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杨 彬（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书记）

孙伟民（哈尔滨工程大学，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东北区竞赛委员会主任）

委员：

刘洪臣（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生院教务处副处长）

叶 东（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

陆振刚（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

张玉涛（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

董 毅（北京理工大学，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华北区竞赛委员会主任）

贾宏志（上海理工大学，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东部区竞赛委员会主任）

李 晖（福建师范大学，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东南区竞赛委员会主任）

何兴道（南昌航空大学，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中部区竞赛委员会主任）

曹益平（四川大学，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西南区竞赛委员会主任）

刘缠牢（西安工业大学，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西北区竞赛委员会主任）

邹丽敏（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孙剑峰（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

王东博（哈尔滨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俊庆（哈尔滨工业大学物理学院）

李秀芳（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校部部长）

田 明（长春理工大学）

韩秀友（大连理工大学）

金锡哲（大连大学）

秘书长：

叶 东（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

副秘书长：

史维佳（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创新创业发展中心主任）

王启松（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创新创业发展中心副主任）

赵冀宇（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智颖（长春理工大学，全国光电竞赛委副秘书长）

林远芳（浙江大学，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主任）

沈 涛（哈尔滨理工大学，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副主任）

张 敏（深圳大学，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副主任）



 
 

附件 2： 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赛题细则 

 

赛题 1：酒精浓度的非接触测量 

竞赛要点：  

基于光电方法，准确、快速、便捷地非接触测量酒精浓度。 

竞赛说明： 

基于光电方法，实现对密封透明容器中酒精浓度的非接触测量。按照测量结

果的不确定度确定比赛成绩，锻炼学生运用光电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 

竞赛规则： 

1. 按抽签结果分组，多队同场竞技，采用淘汰赛制。 

2. 光电测量装置中的核心模块不可直接利用商业仪器，例如：酒精计、光谱

仪、酸碱浓度计等。测量中使用的光源种类及功率不作限制。如使用高功

率激光器作为光源，需标明安全等级，并做好安全防护。测量中使用的容

器，体积和样式等不作限制，测量过程中每组使用同一浓度样品，单次测

量时可为两组分别提供不多于 50ml 待测酒精样品；测量装置的总体积（不

包含计算机和电源线）不超过 35cm×25cm×20cm。 

3. 被测酒精样品的浓度不少于 4 种，酒精体积浓度测量范围是 30%-80%，由

第十一届全国光电竞赛组委会（以下简称“组委会”）提供。竞赛用的酒

精样品在现场随机分配，其中 1种由裁判随机抽取，作为备用。 

4. 每支队伍需测量 3种不同浓度的酒精样品，测量总时长不超过 5分钟。测

量结束后，各队需提供至少 10次（每种样品不少于 3次）有效测量的数

值，填入现场的数据记录表。 

5. 现场利用酒精密度测试仪获取酒精浓度标准。确定比赛成绩的方法是：测

量值与标准值相比，按照均值与标准值之间的差异排序计分；差异相同时，

根据数据误差的方差计分，方差小的赛队胜出。 

6. 组委会制备待测酒精样品时使用的是 AR 级无水乙醇和去离子水。用密度

仪确定待测样品的标准体积比，密度仪酒精度解析度为 0.01%（V/V）、酒

精度精度 0.1%（V/V）。标准品盛放器皿为钳口厌氧瓶（丁基胶塞，150ml），

标准品移装至各组器皿使用新华一次性无菌注射器（5-60ml）。 



 
 

评判规则： 

同组竞赛的队伍测量结束后，由裁判通过规定方式确定被测样品的酒精浓度

标准值，通过比较确定同组竞赛中的晋级或胜出赛队。 



 
 

赛题 2：“迷宫寻宝”光电智能小车 

 

竞赛要点：  

综合运用图像识别、路径规划、自动驾驶、避障循迹、光电传感等技术，设

计制作“迷宫寻宝”光电智能小车。 

 

竞赛说明： 

智能车通过光电传感寻找、判断迷宫中的真、伪宝藏，并在完成寻宝后走出

迷宫。竞赛采用红、蓝对抗的形式，即每场比赛红、蓝两队在同一迷宫中比拼、

对抗。比赛胜负依据各自的寻宝数、误判数、是否走出迷宫、耗时等确定。 

 

竞赛规则： 

1. 按抽签分组，两队同场竞技，采用淘汰赛制。 

2. 智能车和识图装置 

1) 智能车：由参赛队自备。寻宝时须使用自带的光电传感器进行自动驾

驶，可使用超声波传感器、无线网卡、陀螺仪等。严禁使用遥控或其

他非光电技术方式导航、搜寻和识别。智能车应具有一键式启动开关。

车型和外观不限，车身及其附属物高度均不得超过迷宫墙高。车身应

预留出 4 cm×4 cm 大小的可视区域张贴赛车标识，位置不限。 

2) 识图装置：小车可附带车载或分体的识图装置用于识别藏宝图。识图

装置在拍摄藏宝图后，需通过一键式操作自动完成迷宫、宝物等的识

别、位置校正和分析，不得人工介入，否则被视为违规，判负。 

3. 竞赛场地 

1) 迷宫：在室内体育馆里搭建，迷宫墙中心线围成场地长宽为 4m×4m，

如图 1 所示。迷宫地面颜色为白色，相邻两赛道中心线距离为 40cm，

隔板高度为 50cm。隔板为白色，厚度 1cm。隔板只在与边界平行或垂

直的方向放置。隔板之间为迷宫车道，宽约 40cm。沿车道的中线粘贴

约 2cm 宽的黑色胶带作为循迹线，小车可综合运用循迹和避障技术自

动行驶。迷宫左下角开口处地面涂蓝色，为蓝队小车的迷宫入口，同



 
 

时也是红队的迷宫出口。迷宫右上角开口地面涂红色，是红队入口，

蓝队出口。 

 

 

2) 宝藏分布：每场比赛，双方各有 3 个与队色（蓝、红）相近的多米诺

骨牌己方宝藏，另有红、蓝各 1个骨牌牌面有贴纸（具体参数由组委

会在细则中给出）的伪宝藏。宝藏及伪宝藏的位置按藏宝图随机摆放、

双色交错对称，即迷宫的上下左右四个象限区域内各放置 1个红色和

1个蓝色宝藏。车辆入（出）口处，设定适量宝藏禁区，以保障车辆

通行。 

3) 宝藏：宝藏为长宽高为 7.2cm×3.6cm×1.2cm 的骨牌，颜色分别为蓝

色和红色；标识贴纸有两种，等腰三角形（底 3cm，高度 3cm，颜色

为绿色）和圆形（直径为 3cm，颜色为黄色）。标识贴纸分别粘贴于

骨牌正面、背面两侧，所贴位置以现场为准。一方宝藏为配有绿色等

腰三角形贴纸的红色骨牌，另一方宝藏为配有黄色圆形贴纸的蓝色骨

牌，伪宝藏为配有黄色圆形贴纸的红色骨牌和配有绿色三角形贴纸的



 
 

蓝色骨牌，示例如图 2 所示。己方与对方宝藏、两种伪宝藏在藏宝图

内各自呈对称分布。仅撞倒己方宝藏时判定为得分，撞击但未倾倒不

计为得分。 

4) 藏宝图：用彩色打印在 A4 白纸上，藏宝图四角标有用于定位的方形

标志点，供参赛者拍照后进行透视校正。图的底色为纸张的自然白色，

图中的黑线代表迷宫的隔墙，循迹线不在图中标出。用黑色圆点代表

宝藏或伪宝藏位置（由软件随机生成 8个点），红色块代表红队入口

和蓝队出口；蓝色块代表蓝队入口和红队出口，如图 3所示。 

7.2cm

3.6cm
1.2cm

3cm

3cm

3cm

蓝队宝藏 红队宝藏

蓝、红队伪宝藏  

图 2 宝藏示意图 

 

图 3藏宝示意图 



 
 

评分规则： 

1) 比赛发令开始后，选手抽签决定藏宝图。5分钟倒计时结束后小车直接开

始比赛。倒计时过程中选手不允许以任何方式调试小车，只允许用识图装

置识别宝藏位置。藏宝图为 A4 彩色打印纸，颜色仅用于标注两队出发区

域，不特别标注宝藏类别。现场裁判根据选手所抽取的藏宝图布置宝藏位

置，为两组车在指定位置贴上各自选定颜色的记号贴纸。 

2) 找到宝藏的判定标准是，小车以直接碰撞的方式碰倒己方宝藏。如果误碰

倒对方宝藏，则视作对方寻找到该宝藏；碰倒伪宝藏，也视作对方寻找到

宝藏。最后，计算红、蓝双方的寻宝数量。比赛期间，裁判需记录每一次

成功寻宝或误撞对方宝藏、伪宝藏以及抵达出口的时间。比赛时间为 10

分钟左右，具体以竞赛细则为准。比赛时间达到上限时，该组比赛结束。

小车一旦抵达任一出口，该队比赛结束，小车不允许再次返回。小车穿过

迷宫抵达出口的判定标准是：小车在地面的垂直投影与出口涂色区域产生

过交集。 

3) 胜负判定的优先级为：寻宝数（分数） > 耗时 > 中断次数。若双方分数

不同，得分高的一方获胜；双方分数相同，且至少有一方抵达出口，则耗

时更短走出迷宫的队伍获胜。若比赛时间耗尽，双方均未走出迷宫、且分

数相同，则率先得分的一方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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