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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全国大学生工业化建筑与智慧建造

竞赛赛题

一、竞赛背景

2022年 1月，住建部发布了《“十四五”建筑业发展规划》，阐明“十四

五”时期建筑业发展的战略方向，提出 2035年远景目标以及“十四五”时期发

展目标。本次规划中明确提出“加快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等七

大主要任务，从完善智能建造政策与产业体系、夯实标准化和数字化基础、推广

数字化协同设计、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打造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加快建筑机

器人研发和应用、推广绿色建造方式等七个方面引导建筑行业发展。

为了践行国家《“十四五”建筑业发展规划》的指导精神，全面培养大学生

的创新思维和科研能力，培养团队精神，增强大学生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促进

全国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和相互交流学习，竞赛委员会决定举办“第四届国大学

生智工业化建筑与智慧建造竞赛”。竞赛由中国建筑学会担任指导单位，中国建

筑学会工业化建筑学术委员会、中国建筑学会 BIM分会、东南大学、浙江大学

和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

《“十四五”建筑业发展规划》在研究和应用新技术方面做出了指导：（根

据赛题更新）一是需要加强研究绿色建造相关技术。在提升绿色建筑发展质量、

提高新建建筑节能水平、加强既有建筑节能绿色改造、推动可再生能源应用、推

广新型绿色建造方式、促进绿色建材推广应用、推进区域建筑能源协同等方面做

出探索。二是在发展混凝土装配式建筑的同时，大力发展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工程。

不仅需要积极研究和应用各类装配式建筑技术，也需要强化设计统筹策划能力。

提高装配式建筑设计方案合理性，加大高性能混凝土、高强钢筋和消能减震、预

应力技术集成应用。发展全过程工程咨询，统筹设计、构件生产运输、施工安装

和运营维护管理。三是需要加快推进数字化协同应用。鼓励建立数字化协同平台，

推进建筑、结构、设备管线、装修等一体化集成设计，提高各专业协同能力，研

发利用参数化、生成式设计软件，探索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四是强化施工图审

查作用，全面推广数字化审查。探索推动 BIM 审查和人工智能审查，探索推进

技术审查与行政审批分离，建立勘察设计质量监管信息系统。



全国大学生工业化建筑与智慧建造竞赛正是在《“十四五”建筑业发展规划》

的背景下提出的。竞赛围绕建筑业（根据赛题更新）“绿色低碳、装配式建筑、

协同应用、智能审查”的内容展开，涵盖建筑、结构、暖通、给排水、电气、审

查、算量、造价、生产、施工、管理、自动化、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多个学科方

向。旨在倡导勤奋学习、锐意进取的校园氛围，激发大学生的创新潜力，培养团

队协作和工程实践能力，进一步推进高校实践教育教学改革，增强我国工业化建

筑和智慧建造的研究与交流，推动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搭建新形式的

政产学研合作平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二、竞赛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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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竞赛采用 PPT展示、视频动画与实物展示相结合的作品呈现方式，重

点考察作品在（根据赛题更新）绿色低碳、装配式建筑、协同应用、智能审查等

方面的创新。鼓励虚拟现实、3D打印、智能机器人、大数据分析、物联网、人

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的综合运用，鼓励多学科交叉/多专业协同，鼓励产学

研合作。本次竞赛旨在充分发挥在校大学生的创新潜质，提升学生对工业化建筑

与智能建造的认识水平，优秀作品将为我国住宅产业化、建筑工业化的发展提供

参考。

1.竞赛内容

本次竞赛以“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为主题，参赛者可以设计

/改造一栋建筑物/构筑物，空间形式不限，结构体系不限，（根据赛题更新）探

索在“绿色低碳、装配式建筑、协同应用、智能审查、城市更新、建筑改造”等

领域开展的创新实践,使其能够更好地成为节能环保、绿色智能的建筑。

2.语言及度量单位

作品递交语言为中文（可中英文对照）；度量单位为公制单位。

3.提交文件

方案本册内容需包含设计思路说明、主要图纸、统计清单、计算书、报告书、

模型效果图、应用点截图、渲染漫游动画、实体模型等，图文并茂。具体包括但

不限于：

（1）主要创新点；

（2）建筑物/构筑物方案设计；



（3）结构方案设计；

（4）围护体系有必要的构造和材料说明；

（5）机电方案设计；

（6）装配式方案与深化设计；

（7）生成和施工管理等方案设计。

注：初赛阶段应提交 A3 案本册电子版、A1 电子展板；决赛阶段提交真实

三维模型、AI 电子展板、PPT演示稿等。当决赛采用现场答辩形式时，根据决

赛组别相应规定，还可展示多媒体视频及相关实物模型（材料与形式不限），实

物模型应能充分展示创新点（如建筑标准层、关键连接节点、建造过程模拟演示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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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赛组别及赛道

本次竞赛分为本硕组和高职组，每组各分为三个赛道，作品应根据创新点的

聚焦程度选择以下赛道之一参赛:

A 绿色低碳建筑＆规划设计与应用

B 工业化建筑智能结构设计与应用

C 智能建造全流程设计与应用

5.评价要点

结合参赛组别，重点关注作品在实现“绿色低碳、装配式建筑、协同应用、

智能审查”等领域的创新应用，坚固耐久、安全合规、绿色智能、美观舒适等综

合目标的达成度。具体包括：

（1）建筑物/构筑物设计创意性；

（2）结构体系合理性；

（3）设计对接生产施工管理的流程；

（4）BIM 建模水平、各专业之间的协同工作、BIM综合应用能力等；

（5）体现绿色低碳设计理念；

（6）使用 BIM 智能审查技术；

（7）体现工业化建筑标准化设计理念；

（8）虚拟现实、3D 打印、智能机器人、大数据分析、物联网、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应用水平；



（9）作品提交资料完整性。

三、参赛队伍、竞赛环节和奖项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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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组队和参赛要求

（1）参赛者为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分为本硕组（本科生和研究生）和高职

组（高职生）。每个参赛队由 3-10 名学生组成，其中队长 1 名，组员不超过 9

名。鼓励参赛学生跨校、跨学科、跨专业组队参赛，积极吸引境外高校学生参赛。

每位参赛者只允许参加一个参赛队，各参赛队应独立参赛，指导教师可以指导多

个参赛队伍。

（2）每个参赛队只能提交一份作品，并给作品命名。

（3）本次竞赛免收参赛注册费用，现场答辩相关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各

参赛队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作品，逾期提交或缺席者作为自动弃权处理。

（4）竞赛作品提交之后，原则上参赛学生、指导教师及参赛组别不得任意

更改。如有特殊情况，参赛高校应说明理由，由学校教学管理部门批准同意和盖

章，并将更改申请提交竞赛组委会审批，如通过，上报竞赛委员会备案。

（5）鼓励竞赛准备与毕业设计和课程设计（论文）、学年论文和学位论文

等活动相结合。鼓励多学科交叉/多专业协同、鼓励产学研合作。

2.竞赛组织

大赛组织环节如下：

（1）报名：承办方将在竞赛官方及相关新媒体平台发布大赛通知，欢迎各

高校相关专业院系积极组织申报。每支参赛队伍由指导老师和比赛选手组成。

（2）初赛作品提交：通过报名的参赛队伍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作品。参赛队

伍请及时关注竞赛网站和 QQ群了解最新动态。提交前，指导老师需对作品进行

审查，确保满足参赛要求，并发送至大赛指定邮箱提交符合格式要求的参赛作品。

（3）初赛作品遴选：竞赛委员会将组织专家对参赛作品进行评审，根据评

审成绩遴选优秀作品进入决赛。

（4）终审决赛：入围决赛的作品应在初赛基础上按赛题要求进一步完善提

升。决赛采用汇报+展示（线上或现场）的形式。决赛由竞赛委员会邀请专家评

委，由竞赛组委会组织现场答辩、作品展示、专家评审。根据评审结果，公示获

奖名单并颁发奖项。



3.提交作品要求

参赛队伍提交作品时应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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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初赛作品提交形式为电子版。所有作品均以匿名形式提交，任何参赛者不

得在提交的作品中标注真实姓名或特殊记号，否则视为无效方案。

②入围决赛的作品提交形式为真实三维模型、AI电子展板、PPT演示稿，

其中电子版须在决赛前按规定时间提交给竞赛组委会。

③决赛汇报展示可采用 PPT演示、视频/实物模型展示讲解、软件试运行等

多种形式。

④决赛具体环节（现场）包括报名、报到、提交答辩资料，参加开幕式、队

员陈述答辩和闭幕式、颁奖仪式等，参赛队必须参加，方可取得获奖成绩与评奖

资格。

四、其他事项

本竞赛事项解释权归竞赛秘书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