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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组委会的建立
PART
1

2019年2月16日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组织委员会在北京理工大学
召开组委会换届大会，产生新一届组织委员会。

 召开2019年组委会第一次工作会议。



本届组委会的建立
PART
1

组委会基本情况

王越教授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组委会名誉主任

徐宗本教授

组委会主任

管晓宏教授

组委会执行主任

西安交通大学

组委会秘书处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院士



本届组委会的建立
PART
1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组委会官方网站

http://nuedc.xjtu.edu.cn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培训网站（TI培训网站）

http://www.nuedc-traini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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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前期工作汇报
PART
2

2019年2月18日
组委会下发“关于组织2019年全国大学生电子

设计竞赛的通知 （电组字〔2019〕01号）”



竞赛前期工作汇报
PART
2

2019年全国竞赛报名情况

参赛学校 代表队 本科组队数 高职组队数

2017年 1069 14406 12668 1738

2019年 1101
（32）

15501
（1095）

13823
（1155）

1990（1678）
（252）

增长率 2.99% 7.6% 9.11% 14.5%

2019年，共有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1101所高校、
15501支代表队，共计46503名同学报名参赛。

其中，西藏自治区的13个代表队在四川赛区报名参赛；内蒙古自治区
的17个代表队在河北赛区报名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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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获奖情况
PART
3

2019年全国竞赛获奖情况

获奖数量 获奖比例

获奖学校数
428所

（实际参赛学校1101所） 38.9%

一等奖 296队
（实际参赛队15501队）

1.91%

二等奖
847队

（实际参赛队15501队） 5.46%

总获奖 1143队 7.37%



竞赛获奖情况
PART
3

2019年全国竞赛获奖情况(本科组)

获奖数量 获奖比例

一等奖 259队
（实际参赛队13823队）

1.874%

二等奖
767队

（实际参赛队13823队） 5.549%

总获奖队 1026队 7.422%



竞赛获奖情况
PART
3

2019年全国竞赛获奖情况(高职高专组)

获奖数量 获奖比例

一等奖 37队
（实际参赛队1678队）

2.205%

二等奖
80队

（实际参赛队1678队） 4.768%

总获奖队 117队 6.973%



竞赛获奖情况
PART
3

本科组获奖数前5名学校

序号 学校名称 获奖数

1 电子科技大学 23

2 福州大学 17

3 东南大学 16

4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5

5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南京邮电大学

中北大学

14



竞赛获奖情况
PART
3

本科组一等奖获奖数前5名学校

序号 学校名称 获奖数

1 电子科技大学 11

2 东南大学 9

3 南京邮电大学 8

4 武汉大学 7

5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7



竞赛获奖情况
PART
3

高职高专组获奖数前4名学校

序号 学校名称 获奖数

1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8

2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6

3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4

4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3



竞赛获奖情况
PART
3

高职高专组获一等前3名学校

序号 学校名称 获奖数

1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6

2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3

3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2



竞赛获奖情况
PART

3

每道题获奖情况

题号 获奖数量 名次

A
150 4

B 68 5

C
51 7

D 186 3

E 26 10

F 227 2

G 38 9

H 280 1

I 39 8

J 22 11

K 56 6

合计 1143



竞赛获奖情况
PART

3

每道题获奖情况(一等奖 )

题号 获奖数量 名次

A
25 3

B 16 5

C
13 6

D 45 2

E 6 9

F 71 1

G 12 7

H 71 1

I 12 7

J 7 8

K 18 4

合计 296



竞赛获奖情况
PART

3

每道题获奖情况(二等奖 )

题号 获奖数量 名次

A
125 4

B 52 5

C
38 6

D 141 3

E 20 9

F 156 2

G 26 8

H 209 1

I 27 7

J 15 10

K 38 6

合计 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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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实施过程说明
PART
4

 总进度安排

 征集本届竞赛题目，5月31前报组委会秘书处。

 各赛区组织学生报名，5月31日前报组委会秘书处。

 第二阶段（6月至9月），命题、竞赛、评审工作

 第三阶段（9月至12月），评奖、颁奖及总结工作

 第一阶段（2月至5月），报名、征题工作



竞赛实施过程说明
PART
4

 总进度安排
 第一阶段（2月至5月），报名、征题工作

参赛报名
 参赛队员必须是普通高等学校、军队院校、高等专科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

具有正式学籍的全日制本科生或专科生。

 正式进入赛场的每支参赛队应由三名学生组成。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采用“半封闭，相对集中”的组织方式。

竞赛组织方式

 竞赛采用“本科组”和“高职高专组”两套竞赛题目。
 参赛的本科生限选“本科组”题目。
 高职高专学生原则上选择“高职高专组”题目，但也可选择“本科组”。



竞赛实施过程说明
PART
4

 总进度安排
 第一阶段（2月至5月），报名、征题工作

参赛报名
 参赛队员必须是普通高等学校、军队院校、高等专科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

具有正式学籍的全日制本科生或专科生。

 正式进入赛场的每支参赛队应由三名学生组成。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采用“半封闭，相对集中”的组织方式。

竞赛组织方式

 竞赛采用“本科组”和“高职高专组”两套竞赛题目。
 参赛的本科生限选“本科组”题目。
 高职高专学生原则上选择“高职高专组”题目，但也可选择“本科组”。



竞赛实施过程说明
PART
4

 总进度安排
 第二阶段（6月至9月），命题、竞赛、评审工作

7月20-21日

组织工作会议

（西安）

8月07日8:00-8月10日20:00

2019年全国竞赛

8月11-17日
各赛区组织评审

8月19日前
各赛区寄出优秀

参赛队材料
8月19日8:00-15:00

各赛区综合测评

8月23日-9月01日

全国专家组评审工作
会议

（同济大学）

9月01日
网上公示2019年全国竞

赛评审结果(初评)



竞赛实施过程说明
PART
4

 第二阶段（6月至9月），命题、竞赛、评审工作

 各赛区负责本赛区的评奖工作

 评选本赛区的一、二、三等奖，获奖比例一般不超过总赛队数的

三分之一。

第一级评奖（赛区评审）

 竞赛评奖采用“一次竞赛、二级评奖”的方式。

 每次全国竞赛后，经各赛区评奖（第一级评奖）后推荐出赛区优秀

参赛队参加全国评奖（第二级评奖）。

 评奖（审）工作



竞赛实施过程说明
PART
4

 第二阶段（6月至9月），命题、竞赛、评审工作

第二级评奖（全国评审）

 全国评审包括综合测评、初评和复测三个阶段。

 其中综合测评由全国专家组负责、赛区负责在本赛区组织实施。

（8月19日8:00-15:00）

 初评和复测均在上海同济大学嘉定校区进行。

（8月23日至9月1日）



竞赛实施过程说明
PART
4

 总进度安排

 全国奖只设一、二等奖，获奖队数量不超过全国实际参赛队总数的8% 。

 其中一等奖和二等奖的比例采取“三七开”，即全国一等奖数量不超过全

国实际参赛队总数的2.4%，全国二等奖数量不超过全国实际参赛队总数的

5.6% 。

 对于同一竞赛题目，规定同一所学校获全国一、二等奖的总队数合计不超

过4个，其中一等奖队数不超过2个。

 第二阶段（6月至9月），命题、竞赛、评审工作

第二级评奖（全国评审）



竞赛实施过程说明
PART
4

 总进度安排

 第三阶段（9月至12月），评奖、颁奖及总结工作

 9月18日公布2019年全国竞赛评审结果。

 10月31日前各赛区将工作总结报全国竞赛组委会秘书处，

供评选本年度“优秀组织奖”时参考。

 11月中旬，召开2019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组织工作

总结会。

 12月14日召开2019年全国竞赛颁奖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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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赛工作汇报
PART
4

2018年全国专题邀请赛情况

 嵌入式系统专题邀请赛

 模拟电子系统专题邀请赛

 信息科技前沿专题邀请赛

 2018年全国专题竞赛工作顺利进行，完成了3个专题邀
请赛的组织和评奖工作。

 按照全国竞赛的章程和获奖比例要求，在不同的时间期
限内完成了获奖学生名单的公示，期间没有出现任何投
诉现象。



专题赛工作汇报
PART
4

1.嵌入式系统专题邀请赛（英特尔杯）
 2018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嵌入式系统专题邀请赛7月21日至

23日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

 大赛邀请中国大陆，中国香港，新加坡，印度，巴西和美国等国

家和地区的77所高校，164支队参加。

 评选出一等奖13支队，二等奖26支队，三等奖59支队。

 全国组委会7月24日听取了专家组评审结果报告，并进行了认真审

议，同意专家的评审结果。

 上海交通大学捧得大赛最高奖“英特尔杯”。

（服务机器人安全眼--安全风险预警系统，指导教师:王赓，参赛

学生：王雨乐、杨睿恒、李旭辉）



专题赛工作汇报
PART
4

1.嵌入式系统专题邀请赛（英特尔杯）

参赛学生与专家讨论
专家测评

上海交通大学获奖队



专题赛工作汇报
PART
4

2. 模拟电子系统专题邀请赛 (TI杯）

 2018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模拟电子系统设计专题邀请

赛8月26-30日在南京邮电大学举行。

 共邀请59所高校、共计108支代表队参赛，其中双一流学科建

设高校40所。

 竞赛共决出一等奖10个，二等奖17个，三等奖36个。

 山东大学代表队捧得本次大赛最高奖“TI杯”。



专题赛工作汇报
PART
4

2.模拟电子系统专题邀请赛 (TI杯）

TI杯



专题赛工作汇报
PART
4

3.信息科技前沿专题邀请赛（瑞萨杯）
 2018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信息科技前沿专题邀请赛（首届瑞

萨杯）8月25日至27日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举行。

 共邀请了来自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武汉大学、同济大
学、南开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等40所高校的92支队伍报名。

 王越院士担任大赛组委会主任，管晓宏院士担任评审组组长，来自
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的专家组成评审组。

 共评出一等奖5项、二等奖11项、三等奖22项。

 西安交通大学捧得本届竞赛最高奖项“瑞萨杯”。



信息科技前沿专题邀请赛（瑞萨杯）

2018年全国专题邀请赛情况



PART
4 专题赛工作汇报

3.信息科技前沿专题邀请赛（瑞萨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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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委会工作展望
PART
5

竞赛宗旨：

促进电子信息类学科专业基础课教学内容的更新、整合

与改革，培养大学生创新意识、综合设计和工程实践能力。

组织运行模式：

政府主办、专家主导、学生主体、社会参与。



组委会工作展望
PART
5

组织运行规则：

单数年：TI杯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全国统一命题、分赛区组织，“半封闭、相对集中”

双数年：

1. 信息科技前沿专题邀请赛（瑞萨杯）

开放模式，自主命题，独立完成

2. 嵌入式系统专题邀请赛（英特尔杯）

开放模式，自主设计，独立完成

3. 模拟电子系统专题邀请赛（TI杯）

封闭模式，统一命题

新时代，新征程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衷心感谢各位老师长期以来对全国
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工作的支持！

谢谢大家！

组委会秘书处

2019年07月

西安交通大学电信学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