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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智慧时空”创意小论文 
比赛规则 

一、比赛背景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它

具有定位、定时和通信等多种功能。为了鼓励参赛者深入研究北

斗系统的应用和发展，重点考察参赛者在科技上的创意和创新能

力。凡是涉及北斗相关应用的论文均包含在此列。 

参加该赛项的选手需要具备扎实的学术基础和良好的科研

能力，以确保其作品逻辑清晰、完整，表达顺畅。此外，作品的

创新性和实用性也是评审的重要标准。 

通过这个比赛，参赛者不仅能够提升自己的科技创新能力，

还可以为北斗系统的应用和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二、比赛概要 

（一）参赛组别 

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大学组（含高职生、本科生、研究

生）。 

（二）参赛形式 

个人或团队参赛均可。每支参赛队由不多于 4名的学生组成，

限 1 名指导教师，每名学生只能参加一支参赛队。学生必须是截

止到 2024 年 6 月 30 日前的在校学生。 

（三）比赛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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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智慧时空”创意小论文赛项是第十五届“北斗杯”全国青

少年空天科技体验与创新大赛创意类比赛。该赛项是一个展示参

赛者在科技领域的探索和创新思维能力的赛项。通过专题作品的

撰写、答辩和演示等展现参赛者对北斗科技的独到见解与智慧时

空领域的创新思考，考察参赛者思维逻辑构建能力、科学研究能

力及表达能力。 

三、比赛内容 

（一）作品形式 

科技论文。 

（二）作品说明 

1.行业应用类作品，强调将北斗系统的技术应用于实际工程

中，解决实际问题。这类作品要求深入理解北斗应用场景，关注

技术的实际应用和效益。参赛者需选择特定行业领域，针对性地

提出解决方案，并确保方案的可行性和可扩展性。例如，基于北

斗系统的智能交通管理方案、北斗精准农业耕作和智能化农业管

理方案以及智能物流配送系统等方向，都是将北斗技术应用于实

际行业的具体案例方向。 

2.科学技术类作品，注重对北斗现有问题的研究、探索和解

决方案的提出。这类作品要求具备科学性、创新性和实用性，为

北斗系统的未来发展提供有益参考。参赛者可关注国际科技发展

趋势和国家发展战略需求，结合实际情况提出前瞻性和针对性的

研究方案。例如，北斗系统定位算法的优化研究、北斗与 5G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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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融合技术研究以及北斗系统在物联网中的应用研究等方向，

都是科学技术类作品的重要研究方向。 

为了方便参赛选手确定自己的论文方向，现给出论文议题说

明，参赛选手可根据研究成果进行划分和整理。 

01 卫星导航应用 

聚焦北斗/GNSS 在国民经济各行各业、民生改善、大众生活

等的创新应用。 

 行业应用，主要包括农业、能源、电信、交通、金融、

工业、城建、资源、环境以及科学研究等应用领域的新概念、新

技术、新系统、新应用等； 

 大众应用，主要包括北斗/GNSS 在智慧出行、健康医疗、

社交娱乐、老幼关爱、安全保障、智能家居等方面的应用新概念、

新技术、新系统、新应用等； 

 其他应用，主要包括防灾减灾、应急救援、公共安全、

社会治理等。 

02 卫星导航系统与增强 

聚焦新一代卫星导航系统及其增强系统新概念、新体制、新

理论、新技术等，主要包括： 

 新一代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新一代星基/陆基/空基增强系统 

 低轨卫星导航系统 

03 卫星轨道与精密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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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北斗/GNSS、低轨卫星轨道钟差测定和预报及精密定位

等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技术，主要包括: 

 北斗/GNSS、低轨卫星的精密定轨 

 卫星钟差解算与预报 

 误差建模与修正 

 高精度定位（PPP、RTK、PPP-RTK 等） 

04 时间频率与精密授时 

聚焦北斗/GNSS 的时间频率和精密授时的新概念、新方法、

新技术、新系统等，主要包括： 

 时间频率基准建立与维持 

 时间频率传递和同步 

 地面/星载/芯片原子钟 

 卫星定时与精密授时 

05 系统智能运行与自主导航 

聚焦卫星导航的系统智能运维与星座自主导航的新理论、新

体制、新方法和新技术，主要包括： 

 导航星座管理与自主导航 

 导航星座星间链路 

 导航卫星的自主健康管理 

 系统运控与智能运维 

06 导航信号技术 

聚焦北斗/GNSS 频率分析与信号的设计生成、通导遥等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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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设计、监测评估的新概念、新方法、新技术、新系统等，主

要包括： 

 信号体制设计与实现 

 兼容互操作 

 导航信号质量监测评估 

 授权认证 

07 卫星导航用户终端   

聚焦北斗/GNSS 用户终端的体系结构、信号与信息处理、软

硬件设计与实现的新概念、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等，主要包

括： 

 通用/专业终端设计与实现 

 导航信号接收处理 

 天线、射频、基带等关键器部件 

 多传感器信息融合及微系统集成 

 软硬件可靠性设计 

08 PNT 体系与新技术 

聚焦 PNT 体系与系统技术的新概念、新体制、新方法、新系

统等，主要包括： 

 PNT 体系架构设计与能力评估 

 多源异构信息融合与多系统协同 

 声/光/电/磁/重力/地理信息一体化 PNT 技术 

 地月空间导航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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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政策法规、标准化及知识产权 

聚焦北斗/综合 PNT 政策法规、标准化及知识产权的新理念、

新机制、新方法与新应用等，主要包括： 

 北斗/GNSS 全球服务规则建设、政策法规研究 

 北斗/GNSS 卫星导航国内国际标准化工作 

 综合 PNT 知识产权顶层设计与战略布局 

10 短报文及应用 

聚焦北斗/GNSS 的短报文的新概念、新方法、新技术、新系

统等，主要包括： 

 新技术改进 

 短报文应用 

 紧急救援 

四、比赛规则 

（一）作品正文要求 

1.所有组别的作品均以 Word 和 PDF 文档形式提交，对文档

的格式、内容结构要有统一要求，确保评审标准的一致性。 

2.字数要求：正文字数要求在 500-8000 字之间。具体为小学

组不少于 500 字，初中组不少于 800 字，高中组不少于 1200 字，

高职组、本科生组、研究生组不少于 3000 字。 

3.内容要求：作品需体现科学性、实用性和创新性，紧扣北

斗智慧时空的主题，内容完整、结构清晰。 

4.避免口语化表述，采用专业、正式的语言。精炼文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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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不必要的冗余，确保表达准确。 

（二）查重报告要求 

参赛选手应根据赛项规则要求，在提交参赛作品前对作品内

容进行查重检索，查重率应低于 25%，提交作品时同步提交查重

报告（高职生、本科生、研究生作品查重报告来源应为知网、万方、

PaperPass 任选其一，小学生、中学生、高中生作品查重报告来源不限于“知

乎”等免费查重网站）。 

（三）作品附件要求 

1.实验记录和研究日志：在附件中，参赛者需提供完整、真

实的原始实验记录、研究日志等相关材料，用于证明其对研究过

程的贡献。 

2.辅助材料：可适量提交与作品相关的原始数据、数据源代

码、辅助图片等辅助性评估材料。 

（四）原创与合规性要求 

所有提交的作品必须为原创，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作品

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不得涉及不良信息或虚假内容。 

五、比赛流程 

（一）作品提交 

参赛者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作品，并上传至大赛官方网

站，确保文件格式和内容符合比赛要求。 

（二）现场/线上答辩 

1.通知与确认：在提交作品后，组织方将通知参赛者是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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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答辩环节，并告知答辩的具体时间和方式。 

2.答辩准备：参赛者需根据通知的要求，准备答辩材料。 

3.答辩流程：包含开场白、作品讲解展示、问题回答、总结

与感谢四个环节。 

4.答辩评分：评委将根据评分标准对作品进行评分。 

六、评分标准 

（一）考查重点 

1.小学组考查重点在于基础认知、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在这

个阶段，参赛者应具备对北斗系统的基本了解，并展现出对未知

事物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论文作品应与北斗系统相关，简洁明

了地展现出参赛者的思考和探索。 

2.初中组考查重点在于技术原理理解、基础应用设计和实验

操作能力。参赛者需掌握北斗系统技术原理，并具备进行简单应

用方案设计和实现的能力。论文作品应围绕北斗系统展开，体现

对技术的理解并具有明确主题和观点，结构清晰，逻辑严密。 

3.高中组重点考察解决实际问题和系统整合的能力。参赛者

应具备系统整合能力以及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在论文作品中，

应针对实际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体现对北斗系统的深入理解，

并确保完整性和清晰性。 

4.高职组的考查重点在于实际应用与系统开发。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以及系统开发与整合能力是关键的评价点。论文作品应

具备实际应用价值，结构完整且可操作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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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科生组技术深度与创新能力是重点考察的内容。在这一

阶段，参赛者需要展现出较高的技术深度与广度，同时具备创新

思维与实践能力。作品应体现技术的前沿性，结构严谨，逻辑清

晰，并具备较高的学术水平和技术含量。 

6.研究生组考察科研能力与学术贡献。科研方法的科学性、

学术成果与创新贡献是评价的关键点。作品应具备较高的学术水

平和创新性，结构完整且逻辑严密，能够为学科发展做出贡献。 

（二）评分标准表 

“北斗智慧时空”创意小论文赛项评分标准——小学组 

序号 评分项目 评价标准 参考分值 

1 北斗基础认知 
论文体现对北斗系统的基本了解，能够准确

描述其功能和特点。 
15 

2 论文主题相关性 
论文主题与北斗系统紧密相关，内容简洁明

了，没有偏离主题。 
20 

3 思考与探索深度 
在论文中展现出一定的思考和探索，能够提

出自己的见解或问题。 
20 

4 
技术理解与应用

能力、实验操作 

对北斗系统的技术原理和应用有深入的理

解，能够进行应用设计，并具备实验操作能

力，能够完成与论文相关的实验或验证。 

15 

5 
科学性、创新性和 

实用性、完整性 

论文的立意科学，推理或叙述科学合理，结

论合理。同时考察作品的创新性和实用性，

以及其完整性。 

20 

6 表述与答辩 
论文写作格式规范，语言标准。答辩时语言

准备充分，回答问题思路清晰、重点突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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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智慧时空”创意小论文赛项评分标准——初中组 

序号 评分项目 评价标准 参考分值 

1 北斗基础认知 
论文体现对北斗系统的基本了解，能够准确

描述其用途和工作原理。 
10 

2 技术原理理解 
论文对北斗系统的技术有较深入的理解，能

够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和探讨。 
20 

3 应用设计及实现 

对北斗系统的技术原理和应用有深入的理

解，能够针对实际问题设计简单应用方案，

能够将设计方案转化为实际操作。 

20 

4 论文结构与逻辑 
论文结构清晰，逻辑严密，主题明确，观点

鲜明，符合科技论文写作规范。 
20 

5 
科学性、创新性和 

实用性 

论文的立意科学，推理或叙述科学合理，结

论合理。同时考察作品的创新性和实用性。 
20 

6 表述与答辩 

论文写作具备规范性、整体性、逻辑性。答

辩时语言准备充分，回答问题思路清晰、重

点突出。 

10 

“北斗智慧时空”创意小论文赛项评分标准——高中组 

序号 评分项目 评价标准 参考分值 

1 北斗系统的理解 
论文体现北斗系统的深入理解，能够准确分

析其特性和应用场景。 
10 

2 应用设计及实现 
论文能够结合实际应用场景，设计具有可行

性的应用方案，并具备一定的实现能力。 
20 

3 数据处理与分析 
论文中体现数据处理和分析过程，为解决实

际问题提供有力支持。 
20 

4 论文结构与逻辑 
论文结构清晰，逻辑严密，主题明确，观点

鲜明，符合科技论文写作规范。 
20 

5 
科学性、创新性和 

实用性 

论文的立意科学，推理或叙述科学合理，结

论合理。同时考察作品的创新性和实用性。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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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评分项目 评价标准 参考分值 

6 表述与答辩 

论文写作具备规范性、整体性、逻辑性。答

辩时语言准备充分，回答问题思路清晰、重

点突出。 

10 

“北斗智慧时空”创意小论文赛项评分标准——高职组 

序号 评分项目 评价标准 参考分值 

1 主题相关性 

论文主题与北斗系统紧密相关，内容与实际

应用场景结合紧密，体现对相关知识的深入

理解和应用。 

10 

2 技术深度与广度 

对北斗系统的技术原理和应用有深入的理

解，能够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和探讨，并具

备较高的技术深度与广度。 

20 

3 应用设计及实现 

论文能够结合实际应用场景，设计出具有创

新性和可行性的应用方案，并具备较高的实

现能力。 

20 

4 论文结构与逻辑 
论文结构清晰，逻辑严密，主题明确，观点

鲜明，符合科技论文写作规范。 
20 

5 
科学性、创新性和 

实用性 

论文的立意科学，推理或叙述科学合理，结

论合理。同时考察作品的创新性和实用性。 
20 

6 表述与答辩 

论文写作具备规范性、整体性、逻辑性。答

辩时语言准备充分，回答问题思路清晰、重

点突出。 

10 

“北斗智慧时空”创意小论文赛项评分标准——本科生组 

序号 评分项目 评价标准 参考分值 

1 技术深度与创新 

论文对北斗系统的技术原理和应用有深入

的理解，能够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和探讨，

并具备较高的技术深度与广度。 

15 

2 应用设计及实现 

作品能够针对实际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方

案，具备较强的系统整合能力，能够将北斗

系统与其他技术或应用进行有效的整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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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评分项目 评价标准 参考分值 

3 数据处理与分析 
论文中体现数据处理和分析过程，为解决实

际问题提供有力支持。 
20 

4 
学术贡献与前瞻

性 

论文具有一定的学术贡献和前瞻性，能够为

学科发展做出贡献。 
15 

5 
科学性、创新性和 

实用性、完整性 

论文的立意科学，推理或叙述科学合理，结

论合理。同时考察作品的创新性和实用性，

以及其完整性。 

20 

6 表述与答辩 

论文写作具备规范性、整体性、逻辑性。答

辩时语言准备充分，回答问题思路清晰、重

点突出。 

10 

“北斗智慧时空”创意小论文赛项评分标准——研究生组 

序号 评分项目 评价标准 参考分值 

1 技术深度与创新 

论文对北斗系统的技术原理和应用有创新

性的理解，能够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创新

性的学术成果。 

15 

2 应用设计及实现 

作品能够为实际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思路

和方法，具备较强的系统整合能力，能够将

北斗系统与其他技术或应用进行有效的整

合。 

20 

3 数据处理与分析 
论文中体现数据处理和分析过程，为解决实

际问题提供有力支持。 
20 

4 
学术贡献与前瞻

性 

论文具有一定的学术贡献和前瞻性，能够为

学科发展做出贡献。 
15 

5 

科学性、创新性

和 

实用性、完整性 

论文的立意科学，推理或叙述科学合理，结

论合理。同时考察作品的创新性和实用性，

以及其完整性。 

20 

6 表述与答辩 

论文写作具备规范性、整体性、逻辑性。答

辩时语言准备充分，回答问题思路清晰、重

点突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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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参赛作品格式规范 

（一）论文格式要求 

要求同时提交 Word 和 PDF 文件（可在附件中添加程序、视频

网盘链接等，视频资料时长不超过 2 分钟），正文应参照第十五届“北

斗杯”大赛作品格式规范提交（见附件）。 

（二）论文基本结构要求 

1.题名：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中文 20 字内，英文

10 个实词内，不用标点，不用未公认缩略词。 

2.作者：对所述工作和撰写有直接实际贡献的人员，按贡献

多少排名，确定合适的通讯作者，所有作者对论文内容、格式及

署名顺序等均无异议。 

3.摘要：对文章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要求短、

精、完整。中文 200-300 字，英文 100-200 词。 

4.关键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

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

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

检索。一般选取 3-8 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摘要的

左下方。 

5.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 

6.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 引

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并指出

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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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 

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a.提出-论点。b.分析

问题-论据和论证。c.解决问题-论证与步骤。d.结论。 

8.参考文献:将论文在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

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

87 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

息(版地、版者、版期)：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所列参考文献

的要求是：①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②

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

物信息。 

八、其他 

（一）比赛规则最终解释权归大赛全国组织委员会所有； 

（二）比赛规则不得用于商业用途，未经大赛全国组织委员

会允许禁止抄袭、转载； 

（三）如违反以上规则，由行为相关人承担对应的法律责任。 

  



 

-15- 

附件：作品格式规范 

文件格式说明 
题目：（方正小标宋简体，小一） 

 
 

 
 
 
 
 
 
 
 
 
 

参赛选手姓名： 

（方正小标宋简体，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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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级标题（黑体，三号） 

（一） 二级标题（楷体_GB2312，三号） 

正文（仿宋_GB2312,三号）。括号强调内容（楷体_GB2312，

四号） 

段落：首行缩进 2 字符，段前段后 0 行，行间距固定 30 磅。 

页边距：上 3.5cm，下 2.8cm，左 2.2cm，右 2.2cm。 

表格：题目（黑体，四号）； 

表头（黑体，不加粗，小四），每页出现； 

内容（仿宋_GB2312，小四）。 

    图片：题目（黑体，四号）。 

    页码：仿宋_GB2312，小四。居右 

    附件：标题（黑体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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