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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CIMC“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 

智能制造创新研发类赛项：企业命题方向 开放类赛题 
 

一、题目背景 

“中国制造 2025”是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我国立足于国际产业变革大势，做出的全面提升中国制造业

发展质量和水平的重大战略部署。根本目标是使中国迈入世界制造强国的行列。在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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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设计以及产品研发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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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赛项面向自动化、机电一体化、电子、计算机等专业背景的参赛者，以团队为单位组队参赛。要求

参赛团队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娴熟的开发能力，在选定的主题中，遵循研发规律，严格按照相关标准和

流程，开发出满足企业需求、性能优异、质量可靠、功能创新的硬件、软件产品。 

二、比赛要求 
（一）比赛题目 

本赛项竞赛题目可以是官网发布的企业题目，也可以是开放类赛题，即由参赛队自行与任何制造业相

关的企业沟通，形成的项目需求。 

（二）初赛要求 

1、参赛队伍根据企业的具体需求，进行方案设计、产品研发，在规定时间内提交设计方案、研发的

产品等。 

2、官网发布的企业题目由企业进行评审、打分。 

3、开放类题目由专家组统一进行评审、打分。 

4、根据评分情况，评出初赛奖项、晋级决赛队伍。 

5、参赛队伍需完成以下内容： 

A 、产品方案 

• 产品的功能描述，包括用途描述及预设的使用场景描述（使用人员技术要求水平、关键用例与异

常用例等）； 

• 产品的功能设计，预期性能指标，以及采用的整体技术平台或方案； 

• 核心功能的实现方案，例如关键电路及代码解析等，请自行发挥； 

• 测试方案，包括测试环境描述、关键功能测试用例及可靠性测试等。 

B 、产品、设备开发(硬件产品至少完成产品的数字化模型（仿真模型）) 

• 将方案中的产品进行开发，包括电路等硬件和相关的代码等，实现完整的可使用的产品，完成调

试，并通过自行设计的测试环境。（硬件产品至少完成数字化模型的仿真测试）。 

C、自证视频 

• 将测试过程录制视频上传，待评审。视频应能够达到产品核心功能的展示、相关指标的验证。

（在参赛方案最后一页提供视频的下载链接和提取密码，上传方案尽量不要超过 1G。） 

D、其它 

• 选择开放类题目的队伍，需要提供由企业背书盖章的项目需求书（说明项目的具体需求，加盖企

业公章）。 

6、参赛队完成作品后，在规定日期前提交参赛作品，所提交的文件按照出题企业编号+参赛队编号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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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如参赛队 00001 选了企业 A 的命题 1，则方案名称命名为 A-1-00001。选择的开放类题目，则方案名

称命名为 Z-00001。 

7、初赛不设报名费，但需缴纳 500元专家评审费。逾期不缴纳评审费的队伍视同弃赛。 

（三）决赛要求 

进入决赛的队伍继续开发与完善作品，参与决赛评比，最终名次由得分高低决定，但奖项的比例与具

体数量由专家组根据整体水平进行调整，特等奖可以空缺。 

针对竞赛主题中特别优秀的作品，专家组可临时增设单项奖进行鼓励，单项奖名称将以该作品的特点

命名。 

三、评价依据 

初赛评审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几个方面展开评价： 

功能性：首先，产品所实现功能应能够满足题目的要求。其次，鼓励在功能设计方面创新，使其最大

程度符合实际应用的需求。 

性能：参赛队伍根据题目要求，需明确提出相关的性能指标，并设计完整、可信的测试体系进行验

证。初赛时验证所需的工具、环境需参赛队伍自行准备，但需明确清晰地描述测试原理、方法和结论。 

可用性/可靠性：针对工业领域应用的设置，参赛队伍应明确地描述在可靠性方面的考虑与设计，并

设计可靠性测试，验证其设计。可靠性除无故障运行性能外，还包括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如防水、防尘、

防震等。 

经济性：实现方案要充分考虑成本，进行经济效益分析，以达到较高的投入产出比。 

扩展性：方案需考虑面对未来功能升级所应具备的灵活性。 

易用性：方案设计中需要考虑产品的易用性，如可操作性、友好的人机界面、防呆设计等。 

整体技术水平：考查参赛队伍所设计方案、产品的整体水平，考查是否具有具备较高的技术壁垒和专

利价值。 

决赛评审： 

决赛评审采用现场评审的方式进行，具体评分细则赛前公布。 

四、其它 

比赛所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属于各参赛队所有，但全国竞赛组委会享有对方案非营利性使用的权利。 

涉及到硬件的产品，参赛队伍可以自由选择底层芯片及平台，包括但不限于单片机、DSP、ARM 等硬件

平台，以及相关软件开发语言、开发包等进行研发。但必须为自主原创研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