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仿真创新应用大赛仿真创新设计赛道 

——电路仿真设计方向（嵌入式系统仿真组） 

一、竞赛背景及目的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仿真技术作为继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之后的第

三种科学研究方法，在电子信息、通信、自动化等多个领域扮演着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仿真技术在电路方面的应用能够模拟真实电路的行为和性

能，帮助工程师在设计阶段预测和优化电路的性能，从而提高设计效率和

产品质量。同时，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进步，电路仿真软件的功能日益

强大，操作更加便捷，为电路仿真设计竞赛提供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本竞赛汇聚了政府、高校、企业等多方力量，为参赛者提供展示自己

才华的平台，同时可作为促进产学研用的深度融合的桥梁，推动仿真技术

在相关领域的广泛应用和产业化发展。竞赛紧密结合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关注电子信息产业的前沿技术和热点问题，融合电子信息、计算机、大数

据技术、人工智能等学科知识设计竞赛内容，注重创新性和实用性，旨在

培养参赛者工程素养、工程设计能力、实践动手能力、创新和工程研发能

力，积极为国家培养出更多具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为推

动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为我国的电子信息

产业注入新的活力。 

二、竞赛内容 

嵌入式仿真实验平台是国际领先的基于芯片指令集的嵌入式实验平

台，平台不需要用户安装任何软件，打开浏览器登录账号就拥有了嵌入式

开发全流程的开发环境，打造了云端做实验的学习新体验。平台集成了代

码编辑器，通过语法分析，辅助代码补全、注释提示、代码导航等现代

IDE的功能，也支持将 STM32CubeMX 或 Keil 代码包直接上传到平台。平台

提供了比真实硬件和 Keil更强大的仿真调试功能，可以进行反汇编、单

步、断点、寄存器、内存、函数栈、数据结构等复杂调试功能。平台提供

了交互式仿真模型，可以像真实硬件一样在仿真平台进行操作。 



参赛队伍报名后，指导老师前往训练平台（网址：app.puliedu.com）

注册教师账号，注册审核通过后，根据提示发布相关训练课程给参赛队

伍，参赛队伍可以学习相关课程，并在训练平台设计作品的 demo。 

9 月中旬会开放作品提交的竞赛平台（网址：vs.puliedu.com），开放

后会短信通知参赛队伍。竞赛平台开放后，参赛队伍可以正式的在竞赛平

台完善并提交作品，提交截止时间 2024 年 10 月 15日 24:00（北京时

间）。 

本竞赛竞赛内容分为本科选题和高职选题，具体要求如下： 

（一）本科选题要求： 

参赛者需要设计一个基于虚拟仿真平台控制器的创新应用系统，包含

温湿度传感器、二氧化碳传感器、光照度传感器、485 转 TTL模块、按

键、彩色液晶显示屏、语音播报模块等。 

1.搭建仿真电路 

要求进行电路搭建，正确配置单片机引脚的输入输出功能，正确连接

线路，器件摆放整齐。电路中可以包含 485 型温湿度传感器、485 型二氧

化碳传感器、485 型光照度传感器、485 转 TTL模块、按键、RGB 报警灯、

彩色液晶显示屏等器件。 

2.编写程序逻辑要求编写程序完成以下功能。 

（1） 实现传感器（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光照度）实时采集，并显示

到彩色液晶显示屏上； 

（2） 合理设计彩色液晶显示屏的 UI。使之能够显示多种信息和系统工作

信息，UI应当有一定的美观程度。 

（二）高职选题要求 

参赛者需要设计一个基于虚拟仿真平台控制器的创新应用系统，包含

直流电机驱动模块、舵机模块、按键、液晶显示屏、串口通信助手等。 

1.搭建仿真电路 



按要求进行电路搭建，正确配置单片机引脚的输入输出功能，正确连

接线路，器件摆放整齐。要求电路中可以包含直流电机驱动模块、按键、

彩色液晶显示屏。 

2.编写程序逻辑 

按要求编写程序逻辑，合理设计彩色液晶显示屏的 UI，使之能够显示

电机的工作信息和用户的按键操作。 

三、时间安排 

1.报名时间：2024 年 5 月 1日-10 月 15日 

2.初赛时间：2024 年 10 月中旬 

3.省赛区决赛时间：2024 年 10 月下旬 

4.全国总决赛时间：2024 年 11 月具体时间、地点将另行通知，请及时关注

大赛官网（https://www.siac.ne t.cn）和微信公众号（仿真创新应用大

赛）。 

四、参赛对象及要求 

1.企业组参赛对象为企事业单位职工；其他组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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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学生参赛，可以个人（1人）或团队（2～3人组队）形式参赛。指导教

师为 1～2 名在校教师。 

3.报名建议由参赛单位负责人统一填写报名信息；独立报名个人或团队由

个人或团队联络人登录大赛官网注册报名，填写参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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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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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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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仿真设计+学校名称+汇款人姓名”。 

六、对参赛作品/内容的要求 

各参赛者需要在报名截止时间之前登录官网注册报名并将完整的作品

信息上传到大赛官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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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模板见附件下载材料。 

1．作品提交说明 

参赛者须按照以下要求提交作品文件夹（参考附件二），所有文件夹必

须上传到百度网盘，参赛者要维护好作品的百度云盘链接地址，必须长期

有效（作品按提交要求存放到百度网盘中）。方法：在百度网盘中新建一个

文件夹，以“电路仿真设计+参赛学校+联系人姓名+参赛总文件夹”形式命

名，将所有文件夹上传到此文件夹后，将此文件夹生成分享链接（请设置

于 2025 年 5 月 1日前有效），将此链接上传至大赛官网指定位置。 

参赛作品需要上传文件夹，该文件夹为总文件夹，文件夹命名格式

为：电路仿真设计+参赛学校+联系人姓名+参赛总文件夹。以张三为例，则

其文件夹名为：电路仿真设计+北京大学+张三+参赛总文件夹。 

在总文件下包含以下文件夹： 

①报名信息文件夹（必须有） 



命名规则：联系人姓名_报名信息。以张三为例，该文件夹名为：张三_报

名信息。本文件夹包括： 

（1）报名信息表； 

（2）参赛队员学生证扫描版； 

（3）作品原创性声明扫描版。 

②作品与答辩材料（必须有） 

命名规则：联系人姓名_作品与答辩材料。以张三为例，该文件夹名为：张

三_作品与答辩材料。本文件夹包括： 

（1） 作品包含中文项目说明的 word文档； 

（2） 作品答辩过程中的 ppt文档； 

（3） 作品演示视频。录制仿真电路演示视频，视频展示仿真电路运行状

态，并演示其工作方式。视频长度 3～5 分钟，MP4格式，分辨率不低于

720P，大小 200MB 以内。 

（4） 答辩视频。录制作品答辩视频。视频长度 5 分钟，MP4格式，分辨率

不低于 720P，大小 300MB 以内；包括但不限于作品创新点、采用的关键技

术、应用场景等。 

③设计技术文档与源码（必须有） 

命名规则：联系人姓名_设计技术文档与源码。以张三为例，该文件夹名

为：张三_设计技术文档与源码。 本文件夹包含： 

（1）作品设计技术文档。要求在作品设计技术文档中粘贴竞赛平台（网

址：vs.puliedu.com）的电路工作状态下的截图，并备注竞赛平台的注册

手机号码。 

（2）竞赛平台的程序源码，要求从竞赛平台直接下载，然后重命名。重命

名格式为：参赛学校+联系人姓名。 

 

特别提醒： 



a.同一位学生只能参加一支队伍，提交作品不得是之前获奖作品。 

b.大赛组委会将对提交的参赛作品进行资格审查。如有违规，一经查实，

取消参赛资格。 

c.所有参赛文件均应分类别保存在对应子文件夹内，不按要求设置的文件

夹为无效提交。 

七、赛区管理及奖项设置 

大赛设置初赛、省赛区决赛、全国总决赛三级赛制，如遇赛道有特殊

要求，以竞赛方案要求为准。 

1.初赛 

对参赛者进行资格审核，邀请专家对作品进行初步筛选，主要是审查

思想内容等。 

2.省赛区决赛 

对通过初赛审核的作品按照标准进行评审，具体形式（线上、线下）

由各省赛区组委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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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评审主要从创新性、实用性、技术性、科学性以及演示效果等几个

方面考虑，重点考察作品创作的专业水平。评审标准详见附件一。 

创新性：作品构思独特，立意巧妙，体现出创作者的新奇想法；作品

使用简单的方法或手段解决了相对复杂的问题；作品能够为实现某种目的

提供一种创新的或有意义的改进方法。 

实用性：作品具有一定的实用性，能够帮助人们解决生活或工作中常

见问题；作品可以为某一领域中常见的问题提供具有实践意义的指导方

案；作品设计合理，成本控制合理。作品成果需演示顺利。 



科学性：作品主题、创意和应用等，应弘扬社会主旋律，尊重科学；

作品展示过程能够体现出相关科学原理或科学现象。 

技术性：作品合理，巧妙地完成整体的作品设计与功能；作品可综合

运用各种技术，如程序设计、数字建模等。 

3.全国总决赛 

通过省赛区遴选出的优秀作品，组委会将通知参赛者参加全国总决

赛。全国总决赛由组委会统一组织，采用汇报演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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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全国总决赛的参赛者将被视为自动弃权。 

（1） 总决赛作品可以在提交的省赛作品的基础上进行完善。截止时间进

入赛后通知。 

（2） 比赛顺序按抽签决定出场顺序进行。 

（3） 陈述形式说明： 

鼓励参赛者围绕参赛作品主题及内容选择恰当的演示形式，鼓励参赛

者在答辩过程中重点展示作品创新点、技术点等内容。作品陈述不设人数

限制，凡报名参赛者均可参加。陈述过程可辅以工具、视频、PPT等配合

演示。 

八、奖项说明及推荐说明 

1.奖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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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赛区遴选出的优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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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二三等奖、优

秀指导教师等奖项，由工业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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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组织奖及单项奖（创新探索

奖、前沿突破奖、应用转化奖、交叉融合奖），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

中心颁发证书。 



2.推荐参赛说明 

（1）竞赛采用推荐制，各省拟邀请 4-6 所院校参赛，推荐 24组参赛作

品。 

（2） 2023 年获得省赛一等奖的参赛团队可推荐 1组作品参加同一竞赛方

向提前批次报名，进入省级决赛，无需缴纳报名费。 

（3） 鼓励全国性一级学术组织使用大赛竞赛方案组织内部征集，评选后

可推荐 3-5组优秀作品参加大赛相关竞赛方向，经大赛专家委员会审核后

进入全国总决赛。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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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参加过往届本赛事的作品及在其他相关或相似赛事中获奖的作品

原则上须更新 30%及以上的内容可参加本届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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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利性展示、展播、结集出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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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授权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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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