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仿真创新应用大赛化工类仿真创新应用赛道

——食品工程仿真创新方向竞赛方案

一、竞赛目的

进入“十四五”时期，直面绿色安全食品的高标准和高要求，食品加工

产业从传统型向智能化、智慧化、数字化转型，强化5G、智能智慧、大数据、

区块链、虚拟现实等互联网技术在食品工程领域的运用，对于绿色、安全食

品目标的实现，对于食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以及提升食品企业的

效率和效益都具有重大意义。

国家大力支持高效、安全的食品产业发展，如何改革现有食品加工模式，

采用何种新型加工技术，从而提升食品的质量品质和安全性，以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对食品的营养、安全、保藏以及感官方面日益增长的要求成为当下面

临的重要课题。数字仿真技术作为科研的重要手段之一，在食品工程领域起

到了重要作用，为更好地实现绿色安全食品这一目标，我们决定启动食品工

程仿真创新竞赛，积聚食品工程创新，助推行业高效发展。

二、竞赛内容

本竞赛涉及到的竞赛内容主要包括数字仿真技术等在食品工程方面的

创新应用。

1．此次食品工程仿真创新竞赛的主题为：“新型加工技术，绿色安全

食品”

2．参赛作品内容从以下六个方面选择：

（1）食品工程中热加工及非热加工技术的设计与应用

（2）食品工程中提取、分离技术的设计与应用

（3）食品工程中新型包装及包埋技术的设计与应用

（4）食品工程中发酵工程技术的设计与应用

（5）食品工程中酶工程技术的设计与应用

（6）食品工程中在线无损检测技术的设计与应用

3.为积极响应国家战略性发展重要任务，即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



国，推动食品专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运用所学设计原理与方法，注重作品原理、

功能、结构上的创新性。

4.参赛作品必须以食品工程仿真设计为主，同时对作品的评价不以实践应用

为单一标准，而是对作品的功能、设计、结构、成本、先进性、创新性、实用性

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5．根据参赛对象不同，分研究生组、本科生组、职教组、产学合作组和企

业组。参赛学生分组别进行比赛及评审，若单组别作品较少，将合并到相邻组别

进行共同评审。企业组方案详情请关注大赛官网。

三、时间安排

1.报名时间：2023年5月1日-9月15日

2.初赛时间：2023年9月

3.省赛区决赛时间：2023年10月

4.全国总决赛时间：2023年11月

具体时间、地点将另行通知，请及时关注大赛官网和微信公众号。

四、参赛对象

1.参赛对象为全国高等院校的在读研究生、本科生以及职业院校的在校学生；

企业参赛对象为食品工程相关领域的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等。

2.学生可以个人或团队形式参赛。

研究生组、本科组和职教组：在校学生1-5人参赛，在校教师1-2名做指导教

师。参赛作品按照学历最高的参赛学生划分组别，例如参赛团队中有研究生参加

就划分为研究生组。

产学合作组：在校学生1-5人参赛，确定一家企事业单位作为指导教师。

3.所有参赛成员及指导教师需登录大赛官网进行注册报名。

五、报名及缴费

竞赛采取注册参赛的形式，报名要求如下：

1.5月1日后参赛单位和个人可登录大赛官网填写参赛报名信息；

2.初赛不收取报名费，进入省赛区决赛后按照每个作品300元收取报名费。

参加决赛的个人需缴纳会务费（学生免费），缴纳标准待决赛执行方案确定后详



见大赛官网。

3.大赛的详细内容及进展情况，将在官网和微信公众号上及时更新，请各参

赛者及时关注。为做好参赛组织工作，建议各参赛单位选派一名工作人员负责与

大赛组委会的日常联络；

4.费用可在大赛官网或公众号上直接支付，也可采用汇款方式。

汇款信息如下：

账 户：北京信诚博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行：招商银行北京分行亚运村支行

账 号：110916013610902

汇款时请备注“食品工程+单位名称+汇款人姓名”。

六、竞赛内容对参赛作品/内容的要求

1.参赛作品提交说明

参赛者在报名截止时间之前登录官网注册报名并将完整的作品上传到大赛

官网。填写作品信息时要仔细核对队员姓名、作品名称、指导老师及相关信息，

信息必须正确无误。

参赛作品主要为项目研究报告、作品视频和答辩汇报PPT。

（1）项目研究报告

PDF格式，文件大小在100M以内；必须至少包含以下内容：基本内容、创新

与特色、推广应用效果模板详见附件一。

（2）作品视频

视频时长3-5分钟，MP4格式，大小200M以内；要求能够较完整地展现作品内

容，全程有解说配音。

（3）答辩汇报PPT

设置为自动播放PPT，时间不超过7分钟，PPT汇报内容与作品研究报告一致。

将以上文件与作品报名表（详见附件二）打包成一个文件，以“食品工程+

组别+参赛学校+姓名”形式命名后，上传到百度云盘，生成分享链接（请设置于

2024年5月1日前有效），把链接地址上传至大赛官网。

2.初赛

对参赛人员进行资格审定，对作品进行思想内容等进行审核。重点对作品原



创性等进行审核。如有违规，一经查实，取消参赛资格。

3.省赛区决赛

对通过初赛的作品按照标准进行评审，是否省内评审及具体形式（线上、线

下）由各省赛区办公室确定。省赛的获奖名单将于评审结束后3个工作日内由各

省组委会公示。

（1）所有作品以截止日期前收到的文件作为初赛和省赛区决赛评审依据。

组委会对逾期提交文件的按照弃赛处理。

（2）评审按照分数高低确定排名。评审遵循大赛章程要求。

4.全国总决赛

通过省赛区决赛遴选出的优秀作品，组委会将通知作者参加全国总决赛。总

决赛由大赛组委会统一组织，采用现场演示、作品展示和专家提问等方式进行，

考察参赛者的作品操作能力、现场表达能力以及表演展示能力（演示形式不限）

等。缺席决赛的参赛作者将被视为自动弃权。

（1）所有作品以截止日期前收到的文件作为初赛和省赛区决赛评审依据。

组委会对逾期提交文件的按照弃赛处理。

（2）比赛顺序根据不同组别的比赛特点，按所在学校名称的首字母顺序进

行或抽签顺序进行。

（3）陈述形式说明

鼓励参赛队伍围绕参赛作品主题及内容选择恰当的演示形式；作品陈述不设

人数限制，凡报名参赛队选手均可参加；陈述过程可辅以视频、PPT等配合说明；

每组选手有5分钟时间进行作品演示和说明，最后专家提问。

（4）评审标准

“食品工程中热加工及非热加工技术的设计与应用”评审标准

一级指标（分值/分） 二级指标（分值/分）

选题与创新（30）

选题是否含有热加工及非热加工的实际应用（10）

选题是否符合“食品工程”领域（10）

选题是否具有技术创新（10）



设计完整性（20）
科学性规范性（10）

技术先进性（10）

设计内容（30）
理念及设计（15）

推广应用前景或效果（15）

展示效果（10） 视频制作展示水平（10）

其他（10） 可转化推广应用的可能性（10）

“食品工程中提取、分离技术的设计与应用”评审标准

一级指标（分值/分） 二级指标（分值/分）

选题与创新（30）

选题是否符合提取、分离技术的设计与应用（10）

选题是否符合“绿色食品”主题（10）

选题是否具备创新亮点（10）

设计完整性（20）
科学性规范性（10）

可操作性（10）

设计内容（30）
理念及设计（15）

推广应用前景或效果（15）

展示效果（10） 媒体制作展示水平（10）

其他（10） 可转化推广的可能性（10）

“食品工程中新型包装及包埋技术的设计与应用”评审标准

一级指标（分值/分） 二级指标（分值/分）

选题与创新（30）

选题是否面向新型包装及包埋技术的工程实际（10）

选题是否符合“新型包装、包埋技术”主题（10）



选题是否具备创新亮点（10）

设计完整性（20）
科学性规范性（10）

包装、包埋技术的先进性（10）

设计内容（30）
理念及设计（15）

推广应用前景或效果（15）

展示效果（10） 媒体制作展示水平（10）

其他（10） 可转化推广的可能性（10）

食品工程中发酵工程技术的设计与应用

一级指标（分值/分） 二级指标（分值/分）

选题与创新（30）

选题是否面向食品发酵工程技术实际（10）

选题是否符合“发酵工程技术”主题（10）

选题是否具备创新亮点（10）

设计完整性（20）
科学性规范性（10）

可操作性（10）

设计内容（30）
理念及设计（15）

推广应用前景或效果（15）

展示效果（10） 媒体制作展示水平（10）

其他（10） 可转化推广的可能性（10）

“食品工程中酶工程技术的设计与应用”评审标准

一级指标（分值/分） 二级指标（分值/分）

选题与创新（30）

选题是否面向食品酶工程技术的工程实际（10）

选题是否符合“食品酶工程技术”主题（10）



选题是否具备创新亮点（10）

设计完整性（20）
科学性规范性（10）

食品酶工程技术的先进性（10）

设计内容（30）
理念及设计（15）

推广应用前景或效果（15）

展示效果（10） 媒体制作展示水平（10）

其他（10） 可转化推广的可能性（10）

“食品工程中在线无损检测技术的设计与应用”评审标准

一级指标（分值/分） 二级指标（分值/分）

选题与创新（30）

选题是否符合食品工程检测技术（10）

选题是否符合“在线无损检测”主题（10）

选题是否具备新型在线无损检测技术亮点（10）

设计完整性（20）
科学性规范性（10）

在线无损检测技术先进性（10）

设计内容（30）
在线无损识别、解析食品状态（15）

推广应用前景或效果（15

展示效果（10） 技术、方法成果展示水平（10）

其他（10） 技术可转化推广的可能性（10）

七、赛制及奖项说明

竞赛为初赛、省赛区决赛和全国总决赛三级赛制。

竞赛采用邀请制，各省拟邀请4-6所院校参赛，推荐24个参赛作品。产学合



作组不占用24个参赛作品名额，单独推荐单独评审，且只每省推荐6个作品进入

全国总决赛。

竞赛相关领域一级学术组织经大赛组委会专家组审核后可推荐3-5件经学

术组织评选的作品进入本竞赛方向的全国总决赛。

初赛由大赛组委会和省赛区办公室联合进行，通过初赛进入省赛区决赛的名

单将会在全国仿真创新应用大赛官网公示。省赛遴选出的优秀作品参加全国总决

赛。

省赛区决赛的奖项按照全国总决赛的相关规定设置。省赛设置一二三等奖、

优秀指导教师等奖项，由工业与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颁发证书；全国总决赛设

置一二三等奖、优秀指导教师奖、最佳组织奖，由工业与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颁发证书。

八、培训及其他说明

1.组委会将针对参赛内容等事项安排相关培训，请密切关注大赛官网和公众

号。

2.如因不可抗力等因素导致决赛无法正常举行，组委会将酌情变更举办地或

比赛方式，希望各参赛单位和广大参赛者能够理解并支持。

3.参赛者不同意或不符合下列要求说明之一的，将视为自动放弃比赛：

（1）参赛作品需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2）参赛项目或作品必须为原创，版权所属明确，若有涉及版权侵权等法

律纠纷，由参赛者自行承担由此引发的所有后果及法律责任。

（3）在其他相关或相似赛事中获奖的参赛作品原则上应更新30%及以上的内

容。

（4）投稿作品后如作品入围，大赛组委会与官方授权合作组织机构有权无

偿在公共媒体上对作品作非盈利性展示、展播、集结出版，或用于公益宣传与传

播教育等非商业性活动。（参赛者特别申明不得使用除外。）

（5）参赛期间，参赛者不得将参赛作品所有权转让给任何第三方。任何个

人或组织在未取得全国组会委授权下，不得将本次大赛作品用于任何商业用途，

但可用于非商业的公益传播，以扩大作品的社会影响力。

（6）本次比赛期间以外，参赛作品产生的一切后果与责任由参赛者本人承



担。

（7）凡提交作品参赛，即被视为接受大赛各项条款，大赛组委会保留对本

次大赛的最终解释权和改评、追回奖项等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