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南大学第十九届结构创新竞赛暨第九届南京高校邀请赛

模型展示组竞赛题目及细则

一、题目要求

建筑作为构成城市的基本“细胞”,在降低建筑能源消耗、构建绿色生态街区、深

化绿色城市等层面具有重要意义。本届竞赛推荐主题“可持续的建筑（结构）设计”(但

不完全限于本主题)。设计方向包括：外部自然资源高效利用的设计；节能的建筑体型设

计；可持续的良好构造设计。可持续性是指一个社会在环境质量、社会进步和社会福利

等方面得到的利益.要超过人们为获得这三大利益时所付出的成本和努力。可持续发展相

适应的设计理念是以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为前提，设计出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兼

顾保障子孙后代永续发展需要的产品、服务或系统。

可持续建筑（结构）设计应该尽可能多的减少能耗，增大空间使用的灵活性，以

便减少建筑体量，将建设所需的资源降至最少；针对当地的气候条件，采用被动式能源

策略，尽量应用可再生能源；树立建筑材料蕴藏能量和循环使用的意识，减少建造过程

中对环境的损害，避免破坏环境、资源浪费及建材浪费；建筑应对其物质环境产生积极

的长期的美学影响，空间和形式应表达有最大程度的关联性，具有文化和物质文脉的相

互呼应。鼓励将机械工程、电子信息、自动化、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新技术融入

结构创新，解决土木(建筑)工程领域的关键问题或重点难点；鼓励切实务实，从小做

起，着眼点可以是局部节点、构架方式；鼓励跨专业组队。

由于今年特殊情况，初评设置为线上提交作品介绍的电子文件（包括设计方案说

明、作品电子模型），经过网评胜出的队伍继续比赛，终评通过模型实体建造和答辩来确定

得奖项目。（如遇校方特殊安排，终评将改为线上答辩形式，具体安排详情后续公布）。

终评参赛作品表现形式为实体结构模型，其结构形式、材料不限，但每件结构模型

的尺度限定为：最大单向尺寸不得大于 800 毫米。竞赛模型作品应以展示同学们的结构概

念、力学概念、创新思维为主，不宜耗费过多的材料和经费。

每一个队伍在正式比赛时，还须提供关于作品说明的简报 ( 宜图文并茂，尽量简

洁)，描述该队结构模型的设计理念，包括方案构思、方案生成、和方案创新点。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5%84%E6%BA%90%E6%B5%AA%E8%B4%B9/2930728


二、评分细则

依据模型的结构构思与功能、结构造型与体系、方案说明书、模型制作和答辩叙

述结果五个方面进行综合评分：

（一）结构构思与功能(30 分)

包含结构使用功能，外观、创新性说明。如果结构的构思功能考虑运用到建筑（或

土木）工程设计、施工中，必有加分。

（二）结构造型与体系（20 分）

按模型结构的构思、造型和结构体系的合理性、实用性和创新性评分。应重点突出

结构特性介绍（结合力学原理，利用结构知识，提供创新性的结构设计，包含结构部件

介绍及其运用的结构和力学原理）。

（三）方案说明书（10 分）

方案的详细说明、相关图纸及传力路径，应重点强调方案的创新之处。

（四）模型制作（30 分）

按模型制作工艺情况和模型外观及造型综合评分。

（五）答辩叙述(10 分)

按现场叙述和答辩情况，由评委当场给分。



三、奖项设置

本届结构竞赛校内设一等奖 2~3%、二等奖 4~ 6%、三等奖 6~9%，优秀奖 10~12%。

外校作品单独评奖.

四、提交时间：

初评方案提交时间暂定：2020 年 7 月 20 日。

统一提交至 jgjsmxzsz2020@163.com 邮箱。

提交文件统一命名：作品名+组长学号+组长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