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化工教育协会文件 
中化教协发〔2024〕11 号 

━━━━━━━━━━━━━━━━━━━━━━━━━━━ 

关于举办第三届全国大学生电化学测量技术 

竞赛的通知 

各本科院校及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2024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

神和《“十四五”教育发展规划》，积极响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推进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深化新工科建设，全面提高人才自主

培养质量，在全球广泛进行新能源和新材料研究与应用的背景下，提

高电化学测量技术在创新研究中的应用能力，加强我国化学工程与工

艺、新能源材料与器件、能源化工等相关专业本科教育的产教融合实

践教学，激发大学生在电化学测量技术方面的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

定于 2024年 4月 9日启动“第三届全国大学生电化学测量技术竞赛”

（以下简称“ECMT 竞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ECMT 竞赛以“电化学测量技术的应用与创新”为主题，以精确

性、实用性、创新性为原则，充分发挥 ECMT 竞赛在科研与应用复合

型人才培养、选拔和激励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培养大学生创新意识、

研究能力和设计能力，鼓励大学生热爱专业、关注行业发展，投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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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业新能源和新材料领域的研发实践，为大学生展示实践操作能力

和创新设计能力提供竞赛平台，引导和扶持电化学测量新技术成果在

企业中进行应用。 

二、参赛对象 

面向全国全日制本科高校化工、化学、材料、能源等相关专业，

参赛队员为全日制在校本科生或研究生。欢迎境外相关高校、院、所

派队参加。 

三、大赛报名 

ECMT竞赛报名在网上填报，截止时间为 2024年 4月 8日 23:00。

请参赛队伍登录竞赛官方网站（网址 http://ecmt.cteic.com），首

先注册账号（账号名即手机号），然后登录系统，点击“网上报名”，

填写报名信息。每个参赛队伍由队长报名，填写队长、队员和指导教

师的信息。 

1. 赛区说明：本届竞赛分三个赛区报名和进行初赛。按学校所

在地的所属赛区报名。不限制各校参赛队伍数量。按本科招生代码区

分各校，本科招生代码相同的是同一所学校。无独立招生代码的分校

按主校区所在赛区报名。 

（1）A 赛区：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西、北京、天津、

山东、内蒙古； 

（2）B 赛区：河南、新疆、甘肃、青海、宁夏、陕西、西藏、四

川、重庆、云南、贵州、湖北； 



3 

 

（3）C 赛区：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江西、福建、湖南、广

东、广西、海南、香港、澳门、台湾。 

2. 组队人数：2 人。实际参赛人数不足 2 人的队伍成绩无效。不

能跨校组队，可以校内跨专业组队。每人只能参加 1 个队伍。每队配

备指导老师 1-2 名，指导老师只限于赛题与方案指导。 

3. 组队类型：分为本科生组和研究生组两类。 

（1）本科生组：2 名本科生组队。 

（2）研究生组：2 名研究生组队，或 1 名研究生和 1 名本科生

组队。研究生为全日制在读博士生或硕士生。 

4. 组队信息修改说明：报名截止前，可在系统内更改组队信息，

不要重复填报，避免因参赛信息错误导致无法晋级。报名截止后，不

可更改组队信息，若有队员无法参赛，则该队成绩无效。注册手机号

与参赛队长的手机号强制绑定，更改组队信息按以下三种情况处理： 

（1）队长不变：若更改自己、队员或指导教师的信息（可以更

换队员和指导教师），登录报名系统，点击网站主页上的“参赛队伍”

一栏，可看到已填报的信息，在页面上修改之后，点击“提交”即可

更新报名信息。 

（2）更换队长：若报名后决定更换队长，队长登录报名系统，

点击网站主页上的“参赛队伍”一栏，可看到已填报的信息，点击“取

消报名”按钮，删除已报名信息。然后由新的队长在系统中注册账号，

填写新队伍的报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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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取消报名：若报名后决定不参赛，登录报名系统，点击网

站主页上的“参赛队伍”一栏，可看到已填报的信息，点击“取消报

名”按钮，删除已报名信息。 

四、赛事安排 

ECMT 竞赛分培训、初赛、决赛、决赛答辩四个阶段。 

1. 培训阶段：2024 年 4 月 9 日举办电化学测量技术培训。面向

所有参赛者开展直播授课，讲授电化学测量方法、数据处理方法、仪

器使用方法、电化学测量实验安全注意事项和应急处置方法等。培训

结束后，参赛选手可以参加电化学实验室安全技能考核，培训平台操

作方法在官网上发布。 

2. 初赛阶段：2024 年 4 月 13 日至 4 月 14 日为初赛。初赛采取

网络在线答题的方式，具体参赛时间和初赛细则根据各赛区报名情况

稍后公布。 

按本科生组和研究生组，分别统计初赛成绩和入围决赛名单。入

围决赛条件如下：  

（1）按赛区实际参赛队伍数量分配比例，根据考试成绩定分数

线，最多前 25%入围决赛； 

（2）各组别，每个学校最多入围组数不超过 2 组（实际参赛队

伍数量为 1-4 组时），或入围组数不超过实际参赛队伍数量的 50% 

（实际参赛队伍数量大于 4 组时）； 

（3）按每组 2 人初赛成绩之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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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入围决赛后不分赛区，只按分组比赛。 

决赛入围名单于 2024年 4月 20日之前在中国化工教育协会官网

和竞赛官网上进行公示。 

3. 决赛评审阶段：2024 年 4 月 29 日至 6 月 2 日为决赛。决赛

入围名单公示期结束后发布决赛题目、参赛细则和评分标准。 

各参赛队伍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电化学实验室安全技能考核合

格成绩单、样品测试过程视频和测试报告。各参赛项目按本科生组和

研究生组的分类，由专家委员会分别组织评审，按评审得分高低排序。

决赛评审得分为前 24 名的队伍（根据各组别参加决赛队伍数量按比

例分配，每所高校在每个组别入围队伍数量不超过 3 支）进入决赛答

辩阶段，角逐特等奖和一等奖名额，每所高校在每个组别获特等奖队

伍不超过 1 支。其余完赛并达到一定分数线的队伍获得二等奖（分数

线由专家委员会确定）。 

4. 决赛答辩阶段：2024 年 6 月 24日至 6 月 30 日，由专家委员

会组织在线答辩。综合参赛作品决赛得分和决赛答辩成绩，确定特等

奖 6 名，一等奖 18 名。其中参赛作品评审得分占总成绩的 40%，决

赛答辩成绩占总成绩的 60%。 

五、大赛奖励 

ECMT 竞赛设立学生组奖和组织奖两类奖项。由竞赛组织委员会颁

发获奖证书。颁奖仪式在 2024 年 7 月 21 日举行。大赛奖项设置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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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生组奖项 

根据决赛和答辩结果，获奖名额总数如下。各组别的名额根据进

入决赛的队伍数量按比例分配。 

奖项 名额 奖励内容 奖金 备注 

特等奖 6 奖金+奖杯+证书 5000 元 税前奖金 

一等奖 18 奖金+证书 2000 元 税前奖金 

二等奖 若干 证书 无  

优秀指导教师 
特等奖和一等奖获奖

队伍各推荐 1 名 
证书 无  

（2）组织类奖项 

根据有效参赛队伍数量（50%权重）和获奖队伍数量（50%权重）

的换算分值排名。 

奖项 名额 奖励内容 备注 

优秀组织奖 10 证书 颁发给院校 

（3）能力评价证书 

完成培训课程学习和初赛的参赛选手，理论知识考核和电化学实

验室安全技能考核均达标的，可以免试申请电化学测量技术能力等级

证书，证书由中国化工教育协会颁发，申请自愿。具体申请方式另行

通知。 

六、大赛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化工教育协会 

西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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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西安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协办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化工与化学学院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海洋与生命学院 

南方科技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系 

支持单位：深圳市新威尔电子有限公司 

化学工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北京欧倍尔软件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大赛设竞赛组织委员会和竞赛执行委员会。竞赛组织委员会负责

对本届大赛进行全面指导和监督，并负责竞赛技术方案的审定。竞赛

执行委员会在竞赛组织委员会领导下全面负责赛事的具体组织、管理

与协调，开展测试技术成果宣传与推广应用工作，对赛事及相关成果

的合法性负责。竞赛执行委员会办公室设在西安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负责赛事筹备和举办等相关工作。 

竞赛组织委员会组建以化工专业知名教授及化工企业知名专家

为主体的专家评审委员会和仲裁委员会，依据《全国大学生电化学测

量技术竞赛规程》开展评定工作并保障评判结果的公开、公平、公正。 

七、其他事项 

1．大赛赛务费：本届大赛在线上进行，无参赛费用。 

2．竞赛咨询请用微信扫码进入“赛事咨询” 提问， 初赛相关

事项由各赛区负责人负责解答， 决赛及其他相关事项由大赛执委会

办公室负责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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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赛执委会办公室联系方式 

联系人：孙宝玉老师 15776745595 

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咸宁西路 28 号西安交通大学 

邮编：710049 

邮箱：ecmt@xjtu.edu.cn 

联系人：孔凡鹏老师 15846628962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西大直街 92 号明德楼 C 区 1320 室 

邮编：150001 

邮箱：echem@hit.edu.cn 

联系人：高子淇老师 010-64519659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 13 号 B 座 208 室 

邮编：100011 

邮箱：shihuagzq@163.com 

 

 

 

中国化工教育协会 

2024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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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工教育协会微信公众号：石油和化工微教育 

 

西安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微信公众号 

 

“赛事咨询”页面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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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第三届全国大学生电化学测量技术竞赛组织委员会名单 

（排序按姓氏拼音） 

 

主  任： 郝长江 中国化工教育协会会长 

孙  军 西安交通大学 院士 

副主任： 丁向东 西安交通大学材料学院院长，教授 

刘有智  教育部化工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北大学

化学与化工学院教授 

委  员： 曹余良 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教授 

程方益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教授 

戴长松 哈尔滨工业大学化工与化学学院教授 

杜春雨 哈尔滨工业大学化工与化学学院教授 

郭再萍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教授 

刘长鹏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彭章泉 中国科学院大学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教授 

宋光铃 南方科技大学海洋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宋玉江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教授 

王红洁 西安交通大学材料学院教授 

王贵岭 哈尔滨工程大学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教授 

王家钧 哈尔滨工业大学化工与化学学院教授 

王建明 浙江大学化学系教授 

王久林 新疆大学化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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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庆 新加坡国立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王永刚 复旦大学化学系教授 

王振波 哈尔滨工业大学化工与化学学院教授 

王振华 北京理工大学化工与环境学院教授 

辛  晓 中国化工教育协会秘书长 

杨全红 天津大学化工学院教授 

叶思宇 广州大学黄埔氢能源创新中心教授 

于  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余  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詹东平 厦门大学化工学院教授 

曾  林 南方科技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系教授 

张  生 天津大学化工学院教授 

张  勇 郑州轻工业大学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教授 

 

  



10 
 

附件二： 

第三届全国大学生电化学测量技术竞赛执行委员会名单 

（排序按姓氏拼音） 

主  任： 宋江选 西安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辛  晓 中国化工教育协会秘书长 

副主任： 戴长松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 

李艳东 中国化工教育协会高教发展部主任 

谭  强 西安交通大学副教授 

委  员： 陈元振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刘安敏 大连理工大学副教授 

刘  艳 西安交通大学副教授 

范  豪 西安交通大学副教授 

黄世强 新加坡国立大学助理教授 

魏  磊 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 

薛  琼 深圳市新威尔电子有限公司经理 

徐雅妮 化学工业出版社有限公司副分社长 

张栋铭 中北大学教授 

张锦秋 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教授 

张仕林 阿德莱德大学研究员 

赵  严 弗里堡大学高级研究员 

 

秘书长： 孔凡鹏 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教授 

孙宝玉 西安交通大学助理教授 

 



附件三： 

第三届全国大学生电化学测量技术竞赛规程 

 

一、竞赛名称：第三届全国大学生电化学测量技术竞赛 

二、竞赛内容和完成时间 

1. 初赛 

初赛为开卷笔试，内容为电化学测量基础知识，规定用时为 30 分钟，

每支参赛队伍的成员单独答题，根据参赛队的总分遴选决赛队伍。 

2. 决赛 

决赛为操作比赛，内容为设计测试方案，通过电化学测量方法解决给

定测试样品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决赛中用于准备参赛作品的时间为 4 周。

综合参赛作品决赛评审得分和决赛答辩成绩，评选出获奖队伍。 

三、竞赛场地和仪器设备说明 

1. 初赛 

（1）考试设备：笔记本电脑或台式机一台，能录像的手机一部或录像机一

台，手机架或摄像机三脚架一个。 

（2）入场时间：参赛队员须提前 20 分钟进入竞赛环境（教室、会议室或

寝室），建议单独在一个房间考试，不具备单独一个房间考试的参赛队员，

可以选择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即后面是墙的位置（避免后方有人员走动，

被考试系统判定为作弊）。桌面可放置身份证件、书籍、笔记、答题纸（记



录答案用）、空白纸张（计算用）、笔和格尺，不得放置手机、耳机、电

话手表等具有通讯功能的设备。准备好录像设备，使用电脑登录考试系统

（化工安全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考试系统登录方式及操作说明另行发布）。 

（3）环境录像：开赛前 10 分钟，参赛队员手持录像设备，打开录像功能

（考试结束前保持录像状态，请确保有足够的电量录制，有足够的内存储

存录像，建议提前试一下设备能否持续录 60 分钟以上，有条件的同学可以

用 2 个手机分别录制），将竞赛环境录像（以座位为圆心扫视一圈），然

后，将录像设备放置到参赛队员的左后方或右后方，即侧面机位（见图 1），

保证参赛者面部、双手以及答题桌面完整进入监控范围。如果同一个考场

内有多位参赛队员，互相之间不要说话（其中一人答题结束后说话也不可

以），否则被判为违纪。 

 

图 1 侧面机位 

（4）身份验证：比赛前 5 分钟，参赛队员手持学生证或学生卡面对侧机位

摄像头，将头像和证件同时录制进去。 

（5）发放试题：考试系统按约定的考试时间自动将试题发放给参赛选手。 

（6）开始答题：参赛队员在系统发放试题后开始答题。答题过程中保持摄

像头打开，答题设备在答题过程中只允许显示考试系统界面，不得切换到



其他页面。答题期间，参赛队员可以翻阅书籍和笔记，但是不能用电子设

备查找资料，确保自己的考试过程处于全程录像中。 

（7）记录答案：参赛队员在答题纸上写清姓名和学校，写清题号和答案。

答题纸建议格式如图 2 所示，在官网下载模板打印后填写或全部手写均可。 

 

 

 

 

 

图 2 答题纸建议格式 

（8）提交答案：此处一共有 3 个步骤。①答题完成后，参赛队员通过系统

提交答卷。考试时间到了之后，系统自动收卷。②提交答案后，面对侧机

位摄像头，展示答题纸，确保答题纸上的本人姓名、学校、考试答案等信

息都被清晰录制后，再关闭录像功能。③然后用手机将答题纸拍照（请确

保清晰），按系统操作指南将答题纸照片提交到系统里，视为考试结束。 

（9）其他注意事项：考试过程中应保持网络畅通，如突发网络故障或其他

特殊情况，应迅速排除，并在侧机位摄像头中说明；考试过程网络出现故

障，5 分钟（累积时间）内不能恢复正常的，取消竞赛成绩；原则上答题期

间不允许上厕所，请提前处理好。侧机位录像和答题纸请自行保存，入围

决赛的参赛队伍需提供录像自证考试过程合乎规范，答题纸用于在对考试

姓名:      学校： 

一、1.   2.   3.    

…… 

二、1.   2.   3. 

…… 



结果有异议时核对答案使用。未提供考试过程原始录像的队伍不能入围决

赛。 

（10）志愿者服务：本届竞赛为参赛队员提供志愿者服务，志愿者将通过

参赛队员手机号组建微信服务群，请确保能通过手机号被搜索到。初赛过

程中遇到技术故障请联系平台。 

2. 决赛 

（1）发放题目：由竞赛执行委员会向决赛参赛队伍发放题目。参赛队伍确

认收到题目后，向竞赛执行委员会的 ecmt@xjtu.edu.cn 发信确认。 

（2）设计测量方案：题目为实际需要解决的测量问题，要求参赛队伍设计

测量方案，并在测试报告中写明该方案，要求做出较为详细的说明。 

（3）在进入实验室工作前，请完成电化学实验室安全技能培训和考核（平

台登录方式和操作说明另行发布），并取得合格成绩单。 

（4）拍摄测量过程：参赛队伍在实施测量方案时，对测量过程进行录像，

录像中要包含全部测试步骤、测试人员操作细节和原始测量结果在电脑上

的显示页面。 

（5）处理测量结果：对测量获得的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在测试报告中写

清楚测试细节、测量结果、分析过程和测量结论。 

（6）提交参赛材料：参赛者通过云盘的方式提交电化学实验室安全技能考

核合格成绩单、测量视频和测试报告。视频可提交编辑过的文件，配上文

字或声音说明，视频文件大小不要超过 100M，时间不要超过 10min（编辑



软件使用说明和格式建议另行发布）。测试报告按模板撰写，提交 PDF 版

本，注意报告中需含有参赛队员的学生证（或学生卡）照片和电子签名。 

四、评分标准 

1. 评分标准制定原则 

始终贯彻落实竞赛所坚持的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初赛依据笔试题

答案进行打分，决赛依据测试过程所表现出的设计能力、操作能力、数据

处理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进行综合评定。 

2. 评分方法 

（1）初赛 

     满分 100 分，题型有：判断题、单选题和多选题，由计算机自动阅

卷给分。判断题和单选题部分，每题答对得满分，答错或不答得 0 分；

多选题部分，每题答对得满分，漏选不能得满分，错选和不答得 0 分。 

（2）决赛评审 

     满分 100 分，评分细则如表 1 所示。 

表 1 决赛评审评分细则 

考查点 满分 描述 评分标准 

设计能力 20 

根据测试任务要求，

合理分工，制定测试

方案，并在测试报告

中提交该方案。 

明确所用的测试方法（5 分） 

制定合理的测试步骤（10 分） 

清晰的测试方案报告（5 分） 

操作能力 30 

根据制定的测试方

案对样品进行测试，

获得数据。 

操作流畅，符合标准和安全规

定，采用扣分制，每发现一处错

误扣 3 分。 

数据处理能力 35 

对所获得的实验结

果进行处理，进行合

理分析，并得出有效

数据记录精确（5 分） 

数据处理合理、准确（10 分） 

数据分析合理、深入（10 分） 



结论，并在测试报告
中撰写相关内容 

结论正确（10 分） 

团队协作能力 15 

团队成员通力合作，

高效完成测试任务。

在测试报告中写明

各成员的主要职责。 

合理并完备的任务分配（10 分） 

高效完成测试任务，按提交测

试报告顺序以及测试报告完整

程度给分（5 分） 

（3）决赛答辩 

     满分 100 分，评分细则如表 2 所示。 

表 2 决赛答辩评分细则 

考查点 满分 描述 评分标准 

设计能力 40 

根据测试任务要求，

制定合理的、具有创

新性的测试方案 

方案合理（20 分） 

方案具有创新性（20 分） 

数据分析能力 40 

对所获得的实验结

果进行处理，进行合

理分析，并得出有效

结论 

数据分析合理、深入（20 分） 

结论正确（20 分） 

沟通能力 20 

清晰介绍测试方案

的设计思路和数据

分析的结果 

清晰表达（10 分） 

正确回答提问（10 分） 

 

（4）排序原则 

初赛包含校内遴选，即报名时不限制每所高校的参赛队伍数量，初

赛分数即校内遴选分数。按本科生组和研究生组，分别统计初赛成绩，

按每组 2 人初赛成绩之和排序（当分数相同时，答题时间少的队伍排名

靠前），并确定参加决赛的队伍名单。入选决赛的队伍数量按各赛区实

际参赛队伍数量分配比例，根据考试成绩定分数线，最多前 25%参加决

赛；各组别，每个学校最多入围决赛组数不超过 2 组（实际参赛队伍数

量为 1~4 组时），或入围决赛组数不超过实际参赛队伍数量的 50% （实

际参赛队伍数量大于 4 组时）。 



入围决赛后不分赛区，按本科生组和研究生组比赛。按时提交符合要

求的测试过程视频和测试报告的队伍进入决赛评审，按评审得分高低排序

（当分数相同时，由专家委员会投票排序）。评审得分为前 24 名的队伍

（根据各组别参加决赛队伍数量按比例分配，每个高校每个组别入围队伍

数量不超过 3 支）进入决赛答辩，角逐特等奖和一等奖名额。其余完赛并

达到一定分数线的队伍获得二等奖（分数线由专家委员会确定）。 

角逐特等奖和一等奖名额的队伍，参赛作品决赛评审得分占总成绩

的 40%，决赛答辩成绩占总成绩的 60%，按总成绩得分高低排序，得分

排名前 6 位的队伍获得特等奖（本科生组和研究生组分别排序，按入围

决赛答辩队伍数量的比例确定各组获奖名额，每所高校在每个组里获特

等奖的队伍数不超过 1 支，顺序录取，总数为 6 支队伍），参加决赛答

辩的其他队伍获得一等奖。 

优秀组织奖综合考虑参赛队伍数量（权重 50%）和获奖总数（权重

50%），颁发给 10 所院校。 

五、其他事项 

1. 根据赛事进展，竞赛组织委员会负责修订本规程。 

2. 本竞赛规程的最终解释权归竞赛组织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