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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学生金相大会组织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全国大学生金相大会 (以下简称金相大会) 为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 (以下简

称大赛) 的第二赛道。 

第二条 金相大会原则上每年举办一届，设团体赛和个人赛两部分。 

第三条 每届金相大会分预赛、复赛和决赛三个阶段依次进行。其中，是否举办复赛由全

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秘书处 (以下简称大赛秘书处) 根据报名情况决定：报名

高校达到或超过 200 所时举办复赛；报名高校不足 200 所时不举办复赛。 

第四条 每届金相大会的比赛内容包括了笔试。金相大会的笔试题库由大赛秘书处依据

《全国大学生金相大会题库建设方法》负责建设。金相大会题库包括 5 个子题库：

材料科学基础题库 (含工程材料基础)、金相实验技术题库、金相组织图谱题库、

金相分析能力题库和工程材料样品题库。 

第五条 本办法中所提及的选手须为所在高校正式注册的在读本科生或专科生，但在往届

金相大会中获得过三等奖及以上个人奖项的选手以及同一年度全国大学生金相技

能大赛正式选手不得参赛。 

第二章 参赛高校及报名办法 

第六条 列在教育部发布的最新版《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名单》中本科类或专科类普通高等

学校均有资格选派选手参赛。 

第七条 与主校区不在同一省 (直辖市、自治区) 的高校分校 (校区) 可视为一所独立高校

选派选手参赛。与主校区在同一省 (直辖市、自治区) 的高校分校 (校区) 不能单

独选派选手参加决赛。 

第八条 计划参赛的高校在大赛参赛通知发布之后，即可在规定时间内填写报名表 (统一

格式)、加盖单位公章提交给大赛秘书处。 

第九条 参赛高校提交报名表即意味着已经认真阅读并完全接受大赛业已颁布的各项规

章制度。 

第十条 参赛高校须在规定时间内向大赛秘书处提交不少于 20 人的参赛选手名单。该名

单一经提交即不得更改。 

第三章 预赛与复赛 

第十一条 预赛采用笔试 (机考) 形式进行。笔试内容为材料科学基础、工程材料应用等

相关基础知识、金相实验及分析技术相关知识、标准金相组织图谱识别 (附件 1)。 

第十二条 各高校预赛成绩列本校前 7 名的选手成为复赛参赛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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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复赛采用笔试 (机考) 形式进行。笔试内容为材料科学基础、工程材料应用等

相关基础知识、金相实验及分析技术相关知识、标准金相组织图谱识别 (附件 1)。 

第十四条 复赛成绩列所有参赛选手前 700 名 (含并列) 的选手成为决赛参赛选手候选

人。 

第十五条 在大赛秘书处根据第二条决定不举办复赛的情况下，由第十二条确定的复赛参

赛选手直接成为决赛参赛选手候选人。 

第四章 决赛个人赛及个人奖奖项评定 

第十六条 参赛高校需在本校决赛参赛选手候选人中选择不超过 3 人作为正式决赛选手，

连同不超过 6 人的指导教师团队名单，于不晚于决赛开赛前 7 天提交给大赛秘书

处。 

第十七条 不晚于决赛开始前 72 小时，每一高校最多可以更换一名决赛参赛选手。更换

后的选手必须是本校的决赛参赛选手候选人。 

第十八条 决赛阶段的个人赛包括两部分内容 

(a) 决赛一 (笔试)：内容为金相分析能力和工程材料组织图谱识别 (总分 50 分) 

(附件 2)； 

(b) 决赛二：实际制样操作及显微组织识别 (总分 50 分，比赛样品不晚于决赛开

始前 30 天公布) (附件 3)。 

第十九条 个人总成绩为两部分比赛成绩之和。 

第二十条 每一届金相大会设个人一等奖、个人二等奖和个人三等奖 3 个奖项。 

第二十一条 决赛参赛高校数不足 200 所时，个人一等奖名额不超过决赛参赛高校数的

30%；决赛参赛高校数达到或超过 200 所时，个人一等奖名额不超过 60 人。 

第二十二条 各高校决赛个人总成绩最高且在所有决赛参赛选手中列前 30% (含并列，下

同) 的 1 位选手为个人一等奖候选人，所有一等奖候选人按成绩从高到低排序确

定个人一等奖获得者。 

第二十三条 决赛总成绩列所有决赛参赛选手前 30%的决赛参赛选手如未能获得个人一

等奖则获得个人二等奖。 

第二十四条 决赛总成绩列所有决赛参赛选手前 70%的决赛参赛选手如未能获得个人一

等奖或个人二等奖则获得个人三等奖。 

第二十五条 个人奖获奖证书上的指导教师必须是指导教师团队成员。 

第五章 团体赛及团体奖奖项评定 

第二十六条 每一届金相大会设团体一等奖 3 名、团体二等奖 5 名、团体三等奖 16 名。 

第二十七条 计划参加团体赛的高校须按附件 4 的要求，于不晚于团体赛开始前 15 天向

大赛秘书处提交本校拟定的决赛考题供专家评审以获得本校的团体附加分。 

第二十八条 每一高校的所有决赛选手的个人总成绩之和加上该高校的团体附加分为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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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的团体总分。 

第二十九条 列团体总分前 16 名的高校进入团体争霸赛 (比赛方法另行制定) 决定团体

一等奖和团体二等奖。 

第三十条 团体总分列 24 名 (含并列) 的高校如果未能获得团体一等奖或团体二等奖则

获得团体三等奖。 

第三十一条 团体奖获奖证书上的选手必须是决赛参赛选手，团体奖获奖证书上的指导教

师必须是指导教师团队成员。 

第六章 冠名赞助商特别奖 

第三十二条 金相大会设冠名赞助商特别奖，包括个人特别奖 1 名和个人优胜奖 3 名。 

第三十三条 冠名赞助商组织评审委员会，对团体争霸赛期间所有选手的表现进行评分，

产生个人特别奖和个人优胜奖。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经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竞赛委员会于 2024 年 1 月 8 日讨论通过。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由竞赛委员会授权大赛秘书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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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预赛和复赛比赛办法 

金相大会的预赛和复赛均采用机考形式进行。 

 

预赛和复赛的考试方式一致： 

(1)  各高校提交参赛选手名单后，系统为每一位选手自动生成一个临时账号。在预赛

之前，选手可以用这一账号进行一次模拟考试。 

(2)  正式考试开始前半小时，考试系统开放，选手登录考试系统准备考试。监考员检

查每一位选手的手机或电脑终端页面，确认该选手已经登录 (系统限制了每个账

号只能同时登录一台终端)。 

(3)  正式考试开始前半小时，系统为每一位选手自动生成试卷： 

 从材料科学基础题库中随机抽取 10 道单选题和 10 道多选题，从金相实验技

术题库中随机抽取 10 道单选题和 10 道多选题，从金相组织图谱题库中随机

抽取 10 道单选题和 10 道多选题。共计 60 题。 

 每一位选手的题目都分别随机抽取，也就是说不同选手的试卷题目都不一样。 

(4)  正式考试时，系统对所抽取的 60 道题随机排序，而后按随机排序顺序显示出题

目供选手作答，选手答完前一题之后方能进入下一题。 

(5)  考试时间均为 45 分钟。系统自动评定选手考试成绩。 

预赛由参赛高校自行组织。大赛秘书处指定若干个考试时间供各高校选择。在选择

的时间内，各高校自行组织本校选手集中参加考试并取得预赛成绩。 

复赛由大赛秘书处统一组织。大赛秘书处将参赛高校分成若干个赛区，为各赛区指

定考试时间。大赛秘书处制定同一赛区内高校之间的线上相互监督机制。在指定的时间

内，各高校自行组织本校复赛参赛选手在其他高校的线上监督下集中参加考试并取得复

赛成绩。  

 

 

附件 2：决赛一比赛办法 

决赛一比赛包括金相分析能力和实际材料组织图谱识别两部分内容的笔试。 

决赛一比赛试题分别从金相分析能力题库和实际材料样品题库中随机抽取。 

决赛一比赛时间 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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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决赛二比赛办法 

决赛二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实际制样操作，第二阶段为显微镜观察答题。 

 

实际制样操作 

大赛秘书处提前准备好样品 (样品详细信息将在决赛开始前公布)。 

选手提前 15 分钟到达检录处检录，随机抽取一个样品，并在耗材区选择砂纸和抛光

布。比赛时间到达后，选手进入赛场，在 25 分钟内完成制样，并进行洛氏硬度测试。 

在比赛结束时，所有选手无论是否完成制样或硬度测试，均需离开比赛场地。 

安排现场评委按照金相技能大赛的现场操作要求对选手的现场操作进行评分 (满分

30 分)。 

 

显微镜观察答题 

选手制备了样品之后进入显微镜观察室签到，进入工位。 

第二阶段比赛开始后，选手在显微镜下对样品进行观察，按要求截取显微组织图像、

标注相关细节，并回答相关问题。 

第二阶段比赛限时 20 分钟，满分 70 分。 

大赛秘书处指定一组评委对选手答题情况进行评分 (评分系统隐去选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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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团体争霸赛比赛办法 

团体总分列前 16 名的高校进入团体争霸赛。 

团体争霸赛分半决赛和决赛两个环节依次进行。 

团体争霸赛采用类似于第一届金相大会半决赛和决赛的形式举行 (大赛秘书处也可

能增加一些新的题型，并提前通知参赛高校)。 

计划参加团体赛的参赛高校须参照第一届金相大会半决赛和决赛期间使用的考题形

式事先拟定至少 5 道综合分析题以及至少 3 道开放分析题，连同标准答案 (客观题) 以及

所涉及的主要知识点 (分析题) 于不晚于开赛前 15 天提交大赛秘书处。 

大赛秘书处组织专家对各高校提交的考题进行审核，并根据考题质量为各高校评定

团体附加分。评分标准为：(1) 每一道满足比赛要求的综合分析题加 2 分；每一道不满足

比赛要求的综合分析题扣 1 分；(2) 每一道满足比赛要求的开放分析题加 3 分；每一道不

满足比赛要求的开放分析题扣 1 分；(3) 每一高校的团体附加分最高不超过 20 分，最低

为 0 分。 

团体争霸赛使用的综合分析题和开放分析题原则上从各参赛高校提供的考题中随机

抽取。在参赛高校提供的考题数量不足的情况下，大赛秘书处有权在团体争霸赛阶段使

用自主拟定的考题。 

 

附：第一届金相大会部分综合分析题和开放分析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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