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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辐防学发〔2025〕2 号

关于举办第十届高校学生课外“核+X”
创意大赛活动的通知

各理事单位、各区域赛承办单位、各高校相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

“两翼理论”的重要思想，提高公众尤其是广大高校学生的核

科学素养，中国辐射防护学会和教育部高等学校核工程类教学

指导委员会于 2016 年共同发起了全国高校学生课外“核+X”创

意大赛，首次面向高校学生开展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核科普

活动。作为中国核工业“核你在一起”公众科普开放周系列活

动之一，大赛不仅有效激发了在校大学生对核及相关领域研究

与探索的兴趣和潜能，也带动了社会公众客观、理性地认识核、

了解核，拉近了核与公众的距离，取得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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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核科学知识的宣传与推广，鼓励高校学生对

核与关联学科学习探索的兴趣，积极引导社会公众正确理性地

认识核、了解核，第十届高校学生课外“核+X”创意大赛将在

全国高校范围内举办，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高校学生课外“核+X”创意大赛是以“鼓励探索、勇于创

新、全民科普”为活动宗旨，以通俗易懂、生动新颖的现代传

播方式，展现核科技发展在能源、环境、生态、经济、医学、

农学、装备制造、海洋发展、空间动力、辐照加工等相关领域

中的影响与应用以及围绕有关核的热点问题进行答疑解惑等内

容的创意比赛，是面向全国高校学生的一项具有探索性、科普

性、创新性的课外实践活动。

二、活动组织

1、指导单位：国家原子能机构、国家核安全局、国家能源

局、中国科协

2、发起单位：中国辐射防护学会

3、主办单位：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广核集团有

限公司

4、总决赛暨对话交流活动承办单位：苏州大学

5、大赛组委会：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

通大学、吉林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师范

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兰州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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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苏州大学、深圳大学、华北电力大学、成都理工大学、东

北电力大学、三峡大学、南华大学、西南科技大学、东华理工

大学、沈阳工程学院、核工业学院、国防科技大学、烟台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东南大学等。

6、区域赛承办单位：四川省核学会、山东省核学会、湖北

省核学会、陕西省核学会、湖南省核学会、北京核学会、天津

市核学会、山西省核学会、黑龙江省核学会、甘肃省核学会、

江苏省核学会、广东省辐射防护协会、上海市核学会。

三、时间安排

1、参赛报名：1 月 25 日-3 月 31 日

2、大赛启动会：预计 4 月

3、作品准备及区域评审：4 月 1 日-7 月 24 日

4、提交作品：7 月 31 日前

5、全国评审及对话活动：8 月-10 月

6、作品修订：11 月-12 月

四、参赛方式

1、参赛对象：全国高等院校在校本科生、留学生、硕士研

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包含应届毕业生。以组队形式参赛，鼓励

选手跨专业、跨学校组队。

2、组队要求：每组参赛团队由 1-2 名指导老师和 3-4 名学

生组成，团队总人数不超过 5 人。

3、报名方式：

（1）已组建高校组委会（或明确赛事负责老师）的学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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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方式如下：登录 www.csrp.org.cn 网站下载高校报名登记表

（附件 2），填写完毕后发送至所在高校赛事负责老师邮箱（附

件 1）。报名结束后，由赛事负责老师统一汇总发送至大赛秘

书处邮箱：csrp2017@163.com,邮件以“学校名+高校报名表”

命名。

（2）暂未组建高校组委会（或未明确赛事负责老师）的学

校报名方式如下：登录 www.csrp.org.cn 网站下载高校报名登

记表（附件 2），填写完毕后发送至大赛秘书处邮箱：

csrp2017@163.com,邮件以“学校名+高校报名表”命名。

（3）参赛高校所在地已开通区域赛，可以报名至对应的各

省、市核学会参加各区域“核+X”大赛，也可以按上述方式报

名至大赛秘书处，二者须选其一。经区域赛评选出的获奖作品，

可以推荐至大赛秘书处参加全国评审。

五、作品内容及形式要求

1、内容要求：

（1）作品可以展现核科技发展对推动能源、生态、环境、

经济、医学、农学、装备制造、海洋发展、空间动力、辐照加

工等领域的促进作用，展示核技术在健康、粮食、环保、新材

料、安检安保等方面惠及民生的应用，普及辐射安全、核应急、

核燃料循环等核能知识，或结合核能“三步走”战略、“一带

一路”国家倡议、核工业精神、核工业之美、科普调研等题材

进行创作，鼓励从公众的视角，创作公众较为关注且通俗易懂

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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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品也可以聚焦核科技创新，以国家战略发展需求为

导向，演示具有前沿性、开创性的科学实验，阐释核技术应用

的科学原理，展示核科技创新成果，或探索人工智能、数字化

对未来核科学与技术带来的影响等，鼓励高校学生从学术钻研、

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的角度，创作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创新

性的微视频，展现新时代青年创新风采与科研创新精神。

2、形式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动漫、纪录短片、DV 短片、

微电影、微视频及抖音、VR、设计实验等，也可以论文、调研

报告、诗歌、小说、绘本等图文形式传播核知识。

其中，视频作品格式须为 MP4 格式，作品大小一般不超过

600MB，片长不超过 5 分钟，最好为高清视频，包含完整的内容

情节，视频中的文字语言应为简体中文，配音和解说使用普通

话。视频制作提倡小微成本，有效控制制作过程中的财力投入。

图文类作品应符合大赛内容要求，观点正确、论证合理、主题

鲜明、数据翔实可靠，具有一定思想深度和科普价值。作品中

引用、征用数据须在作品最后进行来源说明，保证作品数据的

科学性和严谨性。

3、其他：参赛作品须为原创，保留作品制作的相关素材，

供后期审查后进行修改和完善。凡进入全国评审的作品，将被

收录至大赛秘书处编制的《高校学生课外“核+X”创意大赛作

品索引》；优秀作品将有机会收录至中核集团科普库

https://hkp.zhrmt.com.cn。

六、作品评选环节

https://hkp.zhrmt.com.cn/
https://hkp.zhrm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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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校评审：参赛团队报名后，按规定时间提交参赛作品

至所在高校组委会或赛事负责老师，由所在高校按照评审标准

进行校内作品评选，最终向大赛秘书处或区域赛承办单位推荐

作品参加全国评审，二者须选其一。（其中，高校向大赛秘书

处推荐名额为其征集作品数的 20%，推荐作品信息上传

https://csrpnx.1zp.top/ezp/cn。）

2、区域评审：报名参加区域“核+X”大赛的高校，按照评

审标准进行校内评选后，推荐作品至各区域赛承办单位。经各

区域赛承办单位评选出的获奖作品，最终将被推荐至大赛秘书

处参加全国评审。（各区域赛承办单位推荐名额为其征集作品

数的 20%，推荐作品信息上传后续发布的区域报名系统。）

3、全国评审：大赛评委会按照评审标准对各高校、各区域

赛承办单位推荐的作品进行评审，评选出优秀奖、三等奖和一

二等奖的入围作品（优秀奖若干，前三等奖名额为全国评审作

品数的 30%，一、二等奖名额为全国评审作品数的 10%，一等奖

名额 5 个）。最终评选结果在学会有关媒体进行公示，公示结

束无异议后发布获奖通知。

七、作品评审标准

1、科学性：观点科学，知识准确，内容完整，数据翔实可

靠（探索类作品除外）；

2、通俗性：化繁杂为简明，化高深为浅显，化抽象为具体，

内容表述通俗易懂；

3、创新性：取材独到，设计新颖，角度出奇，令人耳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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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4、艺术性：视频类编排合理，图文并茂，色调和谐，画面

流畅，影音协调，观赏性强且具有艺术感染力；图文类真情实

感，文笔流畅，配图贴切，创作手法和表现形式有独创性，深

入浅出，富有启发性和感染力。

八、奖项设置

奖项以各参赛团队为单位颁发，不针对个人。

一等奖：奖金 7 千元；颁发由中国辐射防护学会盖章的证

书及奖杯；安排参加“核+X”创意大赛对话及参观活动。

二等奖：颁发由中国辐射防护学会盖章的证书。

三等奖：颁发由中国辐射防护学会盖章的证书。

优秀奖：颁发由中国辐射防护学会盖章的证书。

优秀组织奖：颁发由中国辐射防护学会盖章的证书，着重

考虑各高校的活动组织、参赛作品的数量、质量等方面。

优秀科普宣教员：颁发由中国辐射防护学会盖章的证书,

着重考量科普宣教员的专业能力、表达能力、感染力以及个人

风采等方面；表现突出者有机会荣获全国“十佳科普宣教员”

称号，具体评选办法关注后续通知。

九、注意事项

1、参赛作品应是参赛团队的原创作品，未侵犯他人知识产

权；未公开发表；未参加过、未正在参加其他同等级别的比赛。

否则，大赛主办方将取消其参赛、入围与获奖资格，收回奖金、

奖品并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8

2、参赛作品的著作权归参赛团队所有，主办方享有参赛作

品的出版、发行、复制、改编、播映、信息网络传播、展览、

宣传、许可使用等权利。

3、所有参赛作品片头需注明“第十届高校学生课外‘核+X’

创意大赛”字样，并注明参赛高校、参赛作品名称、参赛团队

等信息。除片头外，作品中不得出现以上内容。

4、为及时开展作品宣传工作，所有获奖作品请在收到修订

意见 30 天内完成修改工作。

5、为进一步提高活动的影响力和参与度，提升活动品牌效

应，希望各理事单位、各高校及相关单位充分利用专家资源和

高校联系渠道，以各种有效的方式进行宣传推广，发动更多的

老师和学生积极参与此项活动。

十、大赛联系人

1、中国辐射防护学会秘书处

刘 欢 0351-2202025 18636663618

崔 笛 0351-2202554 15525475369

2、四川省核学会秘书处

邓 丹 13547952574

3、山东省核学会秘书处

杨 磊 15063868727

4、湖北省核学会秘书处

张军良 027-81735134 13517229198

5、陕西省核学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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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军 029-82668648 13629277601

6、湖南省核学会秘书处

张国博 0731-87001432 15874822943

7、北京核学会秘书处

任 研 010-69359002 13810680106

8、天津市核学会秘书处

赵红俊 022-59653035 18702250338

冯子鸥 022-59653035 15620721343

9、山西省核学会秘书处

卫 华 0351-4639352 15935143698

10、黑龙江省核学会秘书处

孙建华 0451-82518466 15776222309

11、甘肃省核学会秘书处

高静一 0931-4969203 18509312950

12、江苏省核学会秘书处

陈飞达 15062230596

13、广东省辐射防护协会科宣部

汪莉丹 020-84213971 13798164293

14、上海市核学会

张有鹏 021-55665659 13127906185

附件 1：各高校赛事负责老师联系方式

附件 2：高校学生课外“核+X”创意大赛高校报名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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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高校学生课外“核+X”创意大赛高校/区域赛作品

征集汇总表

附件 4：历届“核+X”创意大赛参赛作品分类表

中国辐射防护学会

2025 年 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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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各高校赛事负责老师联系方式

序号 姓名 学校 邮箱

1 黄善仿 清华大学 sfhuang@mail.tsinghua.edu.cn

2 刘春立 北京大学 liucl@pku.edu.cn

3 张有鹏 复旦大学 zhangyp@fudan.edu.cn

4 顾卫国 上海交通大学 guweiguo@sjtu.edu.cn

5 陈 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zchen@ustc.edu.cn

6 余亮英 武汉大学 yuliangying@whu.edu.cn

7 陆景彬 吉林大学 ljb@jlu.edu.cn

8 徐乐瑾 华中科技大学 xulejin@hust.edu.cn

9 康明铭 四川大学 kangmm@ihep.ac.cn

10 程 伟 北京师范大学 chengwei@bnu.edu.cn

11 刘凯璇 兰州大学 liukaixuan@lzu.edu.cn

12 王明军 西安交通大学 wangmingjun@mail.xjtu.edu.cn

13 张昊春 哈尔滨工业大学 zhc7@vip.163.com

14 王杨云 苏州大学 yywang578@suda.edu.cn

15 刘 颖 南京理工大学 506515878@qq.com

16 陈飞达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fdchen@nuaa.edu.cn

17 孙建华 哈尔滨工程大学 hpns2022@126.com

http://yuliangying@w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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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庞 波 深圳大学 bo.pang@szu.edu.cn

19 靳 周 华北电力大学 616142564@qq.com

20 魏夕川 成都理工大学 437232915@qq.com

21 侯延栋 东北电力大学 houyandong@neepu.edu.cn

22 周建军 三峡大学 zjj6958@sina.com

23 王 玮 西南科技大学 631258097@qq.com

24 朱菲菲 南华大学 337563121@qq.com

25 杨 磊 烟台大学 y_lei163@163.com

26 欧阳威 东华理工大学 202060048@ecut.edu.cn

27 姜 静 国防科技大学 jiang-jing.68@163.com

28 覃国秀 沈阳工程学院 qinguoxiu198201@163.com

29 林 辉 核工业学院 linh9811@163.com

30 朱 戈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zhuge@ncwu.edu.cn

31 周 涛 东南大学 101012636@seu.edu.cn

32 瞿述根 温州医科大学 shugenju@wmu.edu.cn

33 彭 婧 陆军防化学院 13930944@qq.com

34 焦 玲 北京协和医学院 jiaoling@irm-cams.ac.cn

35 朱隆祥 重庆大学 lxzhu@cqu.edu.cn

36 陈 忠 四川轻化工大学 chenzhong@suse.edu.cn

37 陆克义 山西医科大学 lu-ky@163.com

38 吕金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jinyinl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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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张 彦 西北师范大学 zhangyan@nwnu.edu.cn

40 肖红光 海军工程大学 xiaohg0128@126.com

41 汪志伟 湖北科技学院 847392764@qq.com

42 张喜东 南京工程学院 xdzhang@njit.edu.cn

43 孙艳梅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ymsun@buaa.edu.cn

44 崔建林 南开大学 cuijianlin@nankai.edu.cn

45 申慧芳 山西农业大学 sxndshf@163.com

46 段 炼 长治医学院 lianduan2012@163.com

47 武 军 山西省汾阳医院 wujun426@163.com

48 赵秋月 泰山学院 cnuqyzhao@sina.com

49 刘超卓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czliu@upc.edu.cn

50 原 林 西安工程大学 yuanlin@xpu.edu.cn

51 郦文忠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924753754@qq.com

52 冉新泽 陆军军医大学 ranxinze@163.com

53 蔡幸福 火箭军工程大学 17791477740@sina.cn

注：各校排名不分先后

http://xiaohg0128@126.com
http://847392764@qq.com
http://xdzhang@nji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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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高校学生课外“核+X”创意大赛

高校报名登记表

作品信息

高校名称 作品名称

队长邮箱
团队人数

（最多 5 人）

作品类型 □视频类 □图文类 □其他

作品主题

（选择其一）

□核电 □核燃料后处理 □核技术应用 □核电池 □核聚变

□核医学与放射医学 □核动力 □核基础知识 □核安全与辐射防护

□科技创新 □其他

作品简介
（100 字以内）

团队信息

指导老师 姓名 高校/院系/专业 联系方式 身份证号

第一指导老师

第二指导老师

参赛学生 姓名 高校/院系/专业 联系方式 身份证号

学生一（队长）

学生二

学生三

注：1.每组参赛团队由 1-2 名指导老师和 3-4 名学生组成，总人数不超过 5 人；

2.获奖证书上团队成员顺序以此报名表填报信息为参考。

3.请于 3 月 31 日之前将报名登记表提交至所在高校赛事负责老师邮箱或发送至大赛秘书处邮

箱：csrp2017@163.com，邮件以“学校名+高校报名表”命名。

mailto:csrpcsrp@aliyun.com，邮件以“学校名+报名表”命名,zuo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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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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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首届高校学生课外“核+X”创意大赛参赛作品分类表

第二届高校学生课外“核+X”创意大赛参赛作品分类表

作品分类 核电 核电池
核安全与

辐射防护

核燃料

后处理

核技术

应用

核医学与放

射医学
其他

数量 16 3 4 3 6 16 25

占比 22% 4% 5% 4% 8% 23% 34%

第三届高校学生课外“核+X”创意大赛参赛作品分类表

作品分类 核电
核基础

知识

核安全与辐射

防护

核技术

应用

核医学与放射

医学
其他

数量 11 5 7 24 13 26

占比 13% 6% 8% 28% 15% 30%

作品分类 核电
核基础

知识
核电池 核技术应用

核医学与

放射医学
核动力 其他

数量 39 2 4 10 4 5 27

占比 43% 2% 4% 11% 4% 5%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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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高校学生课外“核+X”创意大赛参赛作品分类表

作品分类 核电
核技术

应用

核燃料

后处理
核动力

核医学与放射

医学
其他

数量 23 10 8 10 26 27

占比 22% 10% 8% 10% 25% 25%

第五届高校学生课外“核+X”创意大赛参赛作品分类表

作品分类 核电
核燃料

后处理

核技术

应用
核电池 核聚变

核医学与

放射医学
核动力 其他

数量 7 6 39 4 9 36 2 64

占比 4% 4% 24% 2% 5% 22% 1% 38%

第六届高校学生课外“核+X”创意大赛参赛作品分类表

作品

分类
核电

核燃料

后处理

核技术

应用
核电池 核聚变

核医学

与放射

医学

核动力
核基础

知识

核安全

与辐射

防护

其他

数量 35 7 57 10 16 36 18 18 24 1

占比 15.6% 3% 25.5% 4.4% 7.1% 16.3% 8% 8% 10.7% 0.4%



18

第七届高校学生课外“核+X”创意大赛参赛作品分类表

作品

分类
核电

核燃料

后处理

核技术

应用
核电池 核聚变

核医学

与放射

医学

核动力
核基础

知识

核安全

与辐射

防护

其他

数量 35 11 71 6 16 45 16 25 15 20

占比 13.5% 4.2% 27.3% 2.3% 6.2% 17.3% 6.2% 9.6% 5.7% 7.7%

第八届高校学生课外“核+X”创意大赛参赛作品分类表

作品

分类
核电

核燃料

后处理

核技术

应用
核电池 核聚变

核医学

与放射

医学

核动力
核基础

知识

核安全

与辐射

防护

其他

数量 20 19 72 10 14 60 14 23 23 21

占比 7% 7% 26% 4% 5% 22% 5% 8% 8% 8%

第九届高校学生课外“核+X”创意大赛参赛作品分类表

作品

分类
核电

核燃料

后处理

核技术

应用
核电池 核聚变

核医学

与放射

医学

核动力
核基础

知识

核安全

与辐射

防护

其他

数量 19 8 90 5 15 58 11 36 28 15

占比 6% 3% 32% 2% 5% 20% 4% 13% 10%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