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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参加 2019 年“西门子杯”中国智能 
制造挑战赛山东省赛区竞赛的通知 

 

各有关高等学校有关部门： 

为加快我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发展，培养一批

智能制造行业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现就组织参加 2019年“西门

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山东省赛区竞赛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竞赛安排 

（一）赛项设置 

此次大赛赛项分为智能制造工程设计与应用类赛项、智能制

造创新研发类赛项和智能制造创新研发类其他赛项等。工程设计

与应用类赛项分别设置本科组（含研究生）与高职组（含高专、

技师院校）两个组别；创新研发类赛项不分组。 

（二）参赛对象 

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院校在校全日制学生（研究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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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生、高职高专生）。 

（三）赛程安排 

1.网上报名（2019 年 3 月 1 日-5月 31 日）：参赛者登录“西

门 子 杯 ” 中 国 智 能 制 造 挑 战 赛 官 方 网 站

（http://www.siemenscup-cimc.org.cn）组队报名参赛。 

2.校内选拔赛（2019 年 3 月 1 日-5 月 31 日）：各院校自行

组织校内选拔赛，通过大赛官网提交校赛名单并选拔优秀队伍晋

级全国初赛。 

3.全国初赛（2019 年 7 月）：参赛队伍按照山东赛区竞赛组

委会通知的时间参加初赛，比赛结果和评分记录在案，赛后按照

评奖规则评选获奖名单并颁奖。 

4.全国总决赛（2019 年 8月）：全国竞赛秘书处根据初赛成

绩与表现评选总决赛晋级名单，各参赛队伍按照组委会通知的时

间和地点参加总决赛，赛后按照评奖规则评选获奖名单并颁奖。 

二、其他事项 

（一）确定校赛负责人：指定本校 1 位指导教师为校赛负责

人，作为本校校赛期间与分赛区秘书处、全国竞赛秘书处的对接

人，并承担本校在官网提交校赛名单、报备本校晋级初赛队伍名

单等工作。 

（二）校赛晋级初赛名额：每个赛项每个学院推送参加全国

初赛的队伍数≤5 支，分赛区承办高校的每个学院≤6 支。（二

级学院，不含研究生院，以第一指导教师所在学院为准。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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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指导教师所在学院为本队伍所在学院）；创新研发类赛项暂

不设队伍名额限制（但竞赛方案须通过本队指导教师审核方可参

加全国初赛）。 

（三）初赛晋级全国决赛名额：由“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

造挑战赛根据各参赛队伍成绩获奖情况确定。 

（四）秘书处联系方式： 

1.本科组 

承办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会务组：马士腾   电话：0532-86981834 18266632816 

技术组：刘希臣   电话：0532-86981834 18266639965 

2.高职组 

承办单位：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会务组：韩玉铭，0531-86385622，15006512121 

技术组：魏磊，15562596396 

 

附件：2019年“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竞赛简介 

 

山东省教育厅

高等教育处 
 

山东省教育厅 

职业教育处 

2019 年 4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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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 年第十二届“西门子杯” 
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竞赛简介 

 

2019 年竞赛赛项分为“智能制造创新研发类”与“智能制

造工程设计与应用类”两大类别。同时每年会根据企业需求、人

才培养需求、智能制造热点问题等设立筹建赛项、试运行赛项。 

一、“智能制造创新研发类”赛项 

“智能制造创新研发类”赛项培养的是参赛选手的创造力与

研发能力，培养目标是产品经理与研发工程师。涉及到的方向包

括但不限于智能硬件研发、智能软件研发、数字建模仿真、人工

智能、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智能机器人研发等等。“智能制造

创新研发类”赛项包括 2 个赛项，具体为： 

1.智能制造创新研发类赛项：自由探索方向（原智能创新研

发赛项） 

赛项背景：为实现工业 4.0、中国制造 2025，智能制造领域

需要大量具备商业头脑、进取精神的技术与商业相结合的工程人

才。本赛项设立目的是面向中国制造业急需的产品经理、研发型

工程师，培养参赛者的商业意识、创新意识、产品规划、设计与

研发能力，激发其去了解和掌握产品研发的流程和管理方法，锻

炼其综合运用跨学科知识与技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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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赛题思路：根据国家发展战略、企业市场需求、制

造业未来发展方向等，由专家组确定创新研发的方向与范围。参

赛者在此范围内，确定研发项目，完成产品市场调研、创意设计、

产品设计（采用 Solid Edge实现）、产品开发、原型机制作等。

比赛流程包括：原型机展示与评测、互动 PK、方案答辩等。 

2.智能制造创新研发类赛项：企业命题方向（原企业命题赛

项） 

赛项背景：中国制造 2025 是全面提升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

和水平的重大战略部署，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是势在必行的。然而

目前国内制造企业在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自动化等方面仍

然面临较多困难与问题，尤其是技术研发人才短缺等。本赛项从

企业真实需求出发，由企业给出生产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参赛者

根据具体需求进行问题解析、方案设计以及设备研发等，一方面

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另一方面培养、提高参赛者解决实际工

程问题的能力。 

2019 年赛题思路：赛题来源于制造业企业在升级改造中面

临的真实问题，由多家企业根据题目模板直接命题，经专家组审

核后，形成正式赛题。参赛者作为乙方，自由选择要完成的项目

（题目），完成需求分析、测试用例设计、方案设计、产品建模

仿真、样机研发、样机测试等。比赛流程包括：原型机展示与评

测、互动 PK、方案答辩等。 

二、“智能制造工程设计与应用类”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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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工程设计与应用类”赛项包括 4个赛项，每个赛

项均分为本科组、高职组。本科组重点培养参赛选手的设计能力，

包括但不限于控制算法、排产调度、智能网关、工艺优化、工程

设计以及工程方案实施等等。高职组重点培养参赛选手的应用实

施能力，包括但不限于控制方案设计、工程实施，故障排查等等。

具体为： 

1.智能制造工程设计与应用类赛项：流程行业自动化方向

（原连续过程设计开发赛项） 

赛项背景：中国制造 2025 是全面提升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

和水平的重大战略部署，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然而目前

国内制造企业在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自动化等方面仍然面

临较多困难与问题。该赛项以流程行业中某个生产过程的升级改

造为背景，参赛队以乙方角色参与生产过程的升级改造。该赛项

分为本科组与高职组。 

2019 年赛题思路（本科组）：针对放热反应器工艺流程，

根据环境及题目要求，参赛队需要完成工艺分析、工艺优化（含

开车步骤设计）、仪表选型、控制系统设计、安全联锁系统设计、

现场接线（总决赛）、控制方案实施（自动开车）、异常处理（总

决赛抗扰动测试）、方案答辩（总决赛）等。针对流程行业，培

养一流的具备工艺设计、优化、算法研发、控制系统设计、实施

以及异常处理等综合能力的设计、开发人才。 

2019 年赛题思路（高职组）：针对放热反应器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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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环境及题目要求，参赛队需要完成工艺分析、控制系统设计、

现场接线（总决赛）、控制方案实施（自动开车）、异常处理（总

决赛抗扰动测试）等。针对流程行业，培养一流的具备控制系统

设计、实施以及异常处理等综合能力的应用实施人才。 

2.智能制造工程设计与应用类赛项：离散行业自动化方向

（原逻辑控制设计开发赛项） 

赛项背景：中国制造 2025 是全面提升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

和水平的重大战略部署，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然而目前

国内制造企业在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自动化等方面仍然面

临较多困难与问题。该赛项以某个离散行业为应用背景，参赛队

以乙方的角色参与到离散行业的生产中。该赛项分为本科组与高

职组。 

2019年赛题思路（本科组）： 

1）初赛应用环境为电梯仿真对象。 

2）决赛应用环境为某离散行业生产线（小型工业 4.0 智能

制造综合实验装置）。 

针对上述应用环境以及题目要求，参赛队需要完成综合分

析、生产优化、控制算法设计、控制方案设计、控制方案实施、

异常处理、答辩等。针对离散行业，培养一流的具备流程分析、

设计、优化、算法研发、控制系统设计、实施以及异常处理等综

合能力的设计、开发人才。 

2019年赛题思路（高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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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初赛应用环境为电梯仿真对象。 

2）决赛应用环境为某离散行业生产线（小型工业 4.0 智能

制造综合实验装置）。 

针对上述应用环境以及题目要求，参赛队需要完成综合分

析、控制方案设计、控制方案实施、异常处理等。针对离散行业，

培养一流的具备控制系统设计、实施以及异常处理等综合能力的

应用实施人才。 

3.智能制造工程设计与应用类赛项：离散行业运动控制方向

（原运动系统设计开发赛项） 

赛项背景：中国制造 2025 是全面提升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

和水平的重大战略部署，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然而目前

国内制造企业在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自动化等方面仍然面

临较多困难与问题。该赛项以离散行业实际产线中运动系统为应

用背景，参赛队以项目乙方的角色参与竞赛。该赛项分为本科组

与高职组。 

2019 年赛题思路（本科组）：竞赛环境分为抽象实验对象

与实际生产对象两类，均为实物对象。其中，抽象对象（圆盘同

步）考察选手对基础运动控制系统的开发能力。实际生产对象来

源于在造纸、印刷等行业中有着广泛应用的物料卷绕系统。针对

上述应用环境以及题目要求，参赛队需要完成对象特性及控制需

求分析、控制算法设计、优化、控制系统设计、选型与调试、控

制系统实施、异常情况处理等。针对离散行业运动控制方向，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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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一流的具备运动系统分析、优化、智能算法开发、模块研发、

控制系统设计、实施以及异常处理等综合能力的设计、开发人才。 

2019 年赛题思路（高职组）：竞赛环境分为抽象实验对象

与实际生产对象两类，均为实物对象。其中，抽象对象（圆盘同

步）考察选手对基础运动控制系统的开发能力。实际生产对象来

源于在造纸、印刷等行业中有着广泛应用的物料卷绕系统。针对

上述应用环境以及题目要求，参赛队需要完成对象特性及控制需

求分析、控制系统设计、选型与调试、控制系统实施、异常情况

处理等。针对离散行业运动控制方向，培养一流的具备运动系统

分析、控制系统设计、实施以及异常处理等综合能力的应用实施

人才。 

4.智能制造工程设计与应用类赛项：信息化网络化方向（原

工业信息设计开发赛项） 

赛项背景：中国制造 2025 是全面提升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

和水平的重大战略部署，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然而目前

国内制造企业在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自动化等方面仍然面

临较多困难与问题。该赛项以制造业实际工业通信网络为应用背

景，参赛队以乙方的角色参与到项目中。该赛项分为本科组与高

职组。 

2019 年赛题思路（本科组）：以工业 4.0 数字化工厂网络

的应用为背景，参赛队需要根据所提供的工厂描述和具体通讯技

术需求完成：厂区布局分析、技术需求分析、网络结构设计、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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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信息安全设计、设备选型、网络结构实施、网络功能实现、

通信验证等。培养一流的具备工业网络及工业信息安全系统分

析、设计、实施以及异常处理等综合能力的设计、开发人才。 

2019 年赛题思路（高职组）：以工业 4.0 数字化工厂网络

的应用为背景，参赛队需要根据所提供的工厂描述和具体通讯技

术需求完成：厂区网络结构实施、网络功能实现、通信验证等。

培养一流的具备工业网络及工业信息安全系统实施以及异常处

理等综合能力的应用实施人才。 

三、赛程赛制 

（一）参赛范围与条件 

大赛方向涉及智能制造领域中的科技创新、产品研发、工程

设计和智能应用等，主要面向全国控制科学与工程、电气工程、

自动化、机械工程、仪表科学与工程、信息与通讯工程、计算机

科技与技术等相关学科的在校本科生、研究生，和全国自动化类、

机电设备类、机械设计制造类、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及通信类

等相关专业的在校高职、高专、技师院校学生。 

（二）参赛报名 

1.报名网址：http://www.siemenscup-cimc.org.cn 

2.报名时间： 2019 年 3 月 1 日-5 月 31 日 

3.报名与组队规则： 

1）参赛者以参赛队为基本单元参与竞赛过程。每支参赛队

由 1-3名参赛选手和 1-2 位指导教师组成。请通过大赛官网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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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选择赛项、组队。 

2）工程设计与应用类赛项分别设置本科组（含研究生）与

高职组（含高专、技师院校）两个组别；创新研发类赛项不分组。 

每位同学只能加入 1 支参赛队，指导教师可以指导多支不同

赛项的参赛队伍。 

每支队伍只能选择 1 个赛项（“企业命题方向”赛项的每队

只能选择一个选题参赛）。 

每支队伍必须指定 1 位教师为第一指导教师。第一指导教师

所在学院为本队伍所在学院。指导老师负责赛前指导，不得直接

参与比赛现场的正式比赛环节。 

创新研发类赛项每支队伍至多允许 2 名研究生，工程设计与

应用类赛项至多允许 1名研究生。 

创新研发类赛项的指导教师建议为不同学科或专业的在校

老师。 

3）每支队伍报名组队成功后，需下载报名表，加盖学校或

学院公章，以此作为参赛凭证。建议各队伍于官网上传报名表扫

描件备份。 

4）竞赛报名截止后，所有赛项参赛队伍不得更换赛项（及

选题方向），不得更换、增加参赛成员以及指导老师。 

5）根据《竞赛章程》规定，各分赛区及竞赛组织机构中相

关赛项工作人员不得担任本赛项指导老师带队参赛。 

（三）赛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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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竞赛筹备：2018 年 12 月 1日-2019 年 2 月 28 日 

1)组织建设 

成立全国与各分赛区竞赛组织机构，召开工作协调会议，讨

论并通过本届竞赛各类文件。各赛区开展赛区建设、设备筹建、

人员协调等工作。 

2)赛题和样题发布 

a)全国竞赛组委会组织开展竞赛命题，会同专家组进行赛题

审议。 

b)智能制造创新研发类赛项发布竞赛赛题。 

c)智能制造工程设计与应用类赛项发布竞赛样题。 

2.报名组队：3月 1 日-5月 31日 

参赛师生通过官网报名组队。 

3.校赛与晋级： 

1）校赛：3 月 1日-5 月 31 日 

a)校赛原则 

为进一步提升参赛队竞技水平，提升竞赛质量，促进竞赛可

持续发展，更好地服务全国参赛学校，全国竞赛秘书处鼓励各参

赛学校积极开展校赛。 

校赛由本校自行组织，建议由教务处或权威部门牵头，积极

鼓励相关专业师生参与。 

校赛内容应当与大赛相关赛项具有技术关联性，结合智能制

造技术、自动化技术开展，鼓励学生积极参赛并锻炼提升个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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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本校相关专业教师提供相应的技术指导。 

校赛评比应当遵从公平、公正、公开的竞赛精神，各校积极

为获奖队伍给予相应奖励与表彰。 

b)关于校赛负责老师 

每所参赛院校设立 1 名校赛负责老师，由本校参赛队伍与校

赛组织部门共同商议决定人选。校赛负责老师主要负责校赛信息

上传、推选初赛队伍名单报备，以及竞赛期间与分赛区秘书处、

全国竞赛秘书处的对接工作。 

校赛负责老师需本人在大赛官网申请成为本校“校赛负责

人”，申请后在本年度不能更换，且个人信息将会在本校参赛师

生的个人主页中显示以便于参赛联系。 

2）提交本校推选的初赛队伍名单：3 月 1 日-6 月 5 日（仅

工程设计与应用类赛项） 

a)提交方式 

各院校校赛负责老师必须在 6 月 5 日前，在大赛官网的校赛

栏目通过“晋级”方式备案本校通过了校赛选拔准备参加全国分

赛区初赛的队伍名单。（校赛负责教师备案的初赛队伍是获得本

校推送初赛资格，队伍还需提交初赛参赛方案，并且方案通过审

核后方可获得正式初赛资格。具体要求请参见本章本项第 4 条提

交与审核初赛方案。6 月 5日后，所有参赛学校不论几支队伍报

名，如果校赛负责教师没有推送工程设计与应用类赛项的晋级初

赛队伍名单，则本校所有本类赛项的队伍将被视为放弃参加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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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赛。） 

b)工程设计与应用类赛项的推选名额 

每个赛项每个学院推送参加全国初赛的队伍数≤5 支，分赛

区承办高校的每个学院≤6 支。（二级学院，不含研究生院，以

第一指导教师所在学院为准。） 

当某个学院在某赛项在官网报名参加本校校赛的队伍达到 

10 支或以上时，则本学院本赛项可额外获得 1个推选名额。 

c)创新研发类赛项的推选名额 

暂不限推选名额。因此校赛负责老师暂无需在官网进行筛选

推送操作。 

4.提交与审核初赛参赛方案：6月 

所有参加全国初赛的队伍，均需通过官网提交初赛方案，由

本队指导老师在个人主页审核。方案审核通过的队伍（除智能制

造创新研发类赛项-自由探索方向），方可获得全国初赛的参赛

资格。 

智能制造创新研发类赛项：自由探索方向（原智能创新研发

赛项），方案审核通过后，会进行专家线上初审，通过初审的队

伍，方可获得全国初赛的参赛资格。初审时间另行通知。 

5.全国初赛：7月 

工程设计与应用类赛项的初赛将在各分赛区进行，参赛队伍

请在报名结束后留意官网的赛区分配通知。 

创新研发类赛项的初赛形式，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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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全国总决赛晋级名单公布：8月初 

7.全国总决赛：8 月 

四、奖项设置 

1.全国初赛 

各分赛区初赛分别设置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

所有奖项的证书由全国竞赛组委会颁发。 

2.全国总决赛 

设队伍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获奖队伍由全国竞赛组委

会颁发证书，获奖队伍名单将在媒体及网络上予以公布。 

设个人单项奖，对于竞赛中某些单项表现突出的参赛者，可

由专家组集体讨论通过设立单项奖予以鼓励。 

智能制造创新研发类赛项的部分赛项将根据该赛项规则设

立并颁发奖金。 

3.分赛区组织奖 

根据分赛区承办学校所在省份的参赛规模与本赛区所有参

赛师生反馈综合评选，向分赛区颁发年度优秀组织奖、杰出组织

奖。 

4.优秀指导教师奖 

对参赛队竞赛成绩优秀、并在比赛过程中给予参赛学生充分

指导的指导老师，评选若干名并颁发证书，以资鼓励。 

五、全国竞赛秘书处联系方式 

1.官网：http://www.siemenscup-cim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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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微信：siemenscup / CIMC 智能制造挑战赛 

3.微博：siemenscup 智能制造挑战赛 

4.座机：010-64124641 

5.邮箱：siemenscup@163.com 

本文件最终解释权归“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全国

竞赛组委会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