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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启动与推进
为响应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号召，倡导数据驱动的科普教育理念，推进科技资源开放
共享，传播科学知识，现由中国天文学会、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联合发起第五届宇宙漫游
创作大赛，并于2021年10月正式启动。本大赛旨在通过万维望远镜宇宙漫游的设计、制作，
激发参赛者的科学兴趣，提高科技创新和实践能力，培养团队合作精神。

Ø 指导单位：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数据与文献委员会、数据驱动的天文科普教育工作组

Ø 大赛主办：中国天文学会、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Ø 大赛承办：国家天文科学数据中心、中国天文学会信息化工作委员会、上海天文馆
（上海科技馆分馆）

Ø 金牌协办：星空文化传媒、梧台科技、科学星球

Ø 大赛协办（排名不分先后）：《天文爱好者》杂志社、《中国国家天文》编辑部

Ø 华中师范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河北师范大学物理学院、腾讯看点、科学同盟
网、航天文创CASCI

Ø 平台支持：中国虚拟天文台

Ø 大赛口号：魅力宇宙，轻松漫游

Ø 万维望远镜北京社区：https://nadc.china-vo.org/wwt/



        首届国际赛由国际虚拟天文台联盟 (IVOA)、国际天文学联合

会天文学与社会发展办公室(IAU OAD)、美国天文学会 (AAS)、中

国天文学会(CAS) 联合主办，是万维望远镜宇宙漫游创作大赛首次

在国际范围内举行，也是我国天文届牵头发起的第一个国际赛事。

         国际赛将分为地区赛与国际赛两部分进行。选手需首先参加

地区赛的选拔，成绩优异且符合国际赛要求的作品，则将有机会参

加国际赛的比拼。地区赛由各个国家和地区相关组织申请主办，选

手可在国际赛官方网站查看相关信息，并与本地区组委会联系申请

参赛。如当地暂时没有组织者，也可采取就近原则提交作品。来自

全世界的宇宙漫游制作高手将同台竞技，角逐首届国际万维望远镜

宇宙漫游创作大赛的各个奖项。

大赛官网：https://contest.worldwidetelescope.org/

大赛启动与推进：国际赛



大赛启动与推进

Ø 大赛官方网站上线：https://nadc.china-vo.org/events/tours2022/

Ø 发布万维望远镜个人版2.1实现HiPS星表数据可视化、支持导入外部数

据等功能，规范天文学名词中文译名等。



大赛启动与推进：宣传

Ø 《第五届宇宙漫游大赛教学系列专题：巧用3D模型》

Ø 《参加漫游大赛必看：这样做，击破漫游选题、视效两大痛点》作者：凌

源中学 冯宇静

Ø 《夯实专业，提升素养，万维望远镜还能这么“玩”！》作者：河北师范

大学物理学院 李冀

Ø 《漫游大赛必看：外部数据可视化实例》作者：前获奖选手 张磊

Ø 《漫游大赛系列教学：一招解决选题难》

Ø 《漫游大赛系列教学：8分钟带你通关漫游创作全过程》

Ø 《重磅！国家天文科学数据中心 × 航天文创CASCI发布系列3D模型》

Ø 《万维望远镜进阶系列教程：漫游的精细化设置》

Ø 《我与万维望远镜的故事：众里寻他千百度》作者：华中师范大学 干舒扬

微信公众号

虚拟天文台

抖音号

中国虚拟天文台

b站账号

中国虚拟天文台



大赛启动与推进：答疑

时间：2002年3月13日

内容：
Ø 1、第五届漫游大赛及首届国际赛介绍

报告人：崔辰州（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国家天文科学
数据中心常务副主任）

Ø 2、优秀漫游作品赏析
报告人：乔翠兰（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教育博士导
师）

Ø 3、上海天文馆资源与漫游大赛
报告人：施韡（上海天文馆展教中心网络科普部部长）

Ø 4、在线答疑
嘉宾：梁雷（辽宁省凌源市第二高级中学教师、宇宙
漫游创作大赛指导教师）
嘉宾：张磊（宇宙漫游制作大赛获奖者）



大赛启动与推进：区域组织



作品提交情况

第一届 33

第二届 65

第三届 88

第四届 121

第五届 171

漫游大赛历届提交作品数目

本届大赛共计收到

作品171部，为历届大

赛之最。与往年不同

的是，本次参赛作品

中高年组共计提交作

品66部，低年组105部。

低年组作品呈现快速

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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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游大赛历届参赛作者、指导老师及参赛单位数目
第一届 第二届 第三届 第四届 第五届

作品提交情况





作品提交情况

近一半作品使用配音、配乐、字幕、外部图片等基本技巧，使得作品整体水平

较高，具有一定的艺术欣赏性及传播价值。其中34部导入自制或大赛官方提供

的3D模型，12部作品进行了数据可视化尝试，48部作品用到了较为复杂的时

间轴技巧，显示出参赛者对科学数据的使用日渐熟练，对平台了解日渐加深。

技术角度

内容角度

在所有提交作品中有30部作品与航空航天探索有关，84部讲述了天文相关的知

识，11部作品通过幻想畅想或与流行文化结合的形式进行讲述，26部作品从传

统文化中挖掘题材和闪光点。

小衣箱中的大宇宙
冰墩墩带你欣赏太阳系里的冬奥会

Matariki昴星团——中新文化差异下的同一片星空
23°的幸运

寻找“僵尸行星”
河图洛书中的天文学

漫游“三体”世界
星云，宇宙生命的画卷

太阳系家里的争吵
TheLight？TheM78

梦游月球
太空垃圾

火星为什么荧荧似火
最远的游子路——天问一号的机械能探究

探寻银河系中心的神秘黑洞——2020诺奖纪实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北斗三兄弟
千年“奔月”梦

暗静天空
七月流火

天问
贝努小行星



作品提交情况

北京市东城科技馆组织
东城区青少年“宇宙漫游记”天文科普活动

辽宁赛区作品分析会

广州天文学会

新疆兵团第二师八一中学

西华师范大学



作品评审与颁奖

终审

小组复审

初审

对171部有效作品初审并选出120个入围复审作品。

近40名来自各领域专家对作品进行终审，确定一、二等奖和单项奖名单。

其它奖项综合评审老师独立打分结果排序后依次授予。

专业评审老师分小组从创意创新、科学内容、技术技

巧、艺术表现四个维度对作品进行独立评分并给出评

审意见，推选20部作品及单项奖候选作品进入终审。



作品评审与颁奖

单项奖：6名

一等奖：4名
1

2

34

5 二等奖：10名

三等奖：25名优秀奖：50名

优秀组织奖：15名 优秀指导教师奖：24名





作品评审与颁奖

        7月17日，由国家天文科学数据中心承办的第五届宇宙漫游创作大赛颁奖典礼在云端举行。典礼作为上海天文馆周

年庆系列直播活动之一，吸引了大量天文爱好者及公众观看并积极参与互动。

        本届典礼首次尝试走进3D虚拟会场。中国天文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景益鹏，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台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上海科技馆副馆长刘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刘继峰，中国天文学会副秘书长宁宗军，

北京天文馆副馆长齐锐，华中师范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俞云伟，国家天文科学数据中心常务副主任崔辰州等嘉

宾及获奖代表化身虚拟人物，共同见证这场天文与视觉的盛宴。



未来展望

Ø 增加万维望远镜平台数据及模型资源，拓展参赛对象群体（如天文专业学

生、艺术生等大学生群体）；

Ø 进一步调整奖项设置，提高获奖比例，鼓励更多学校单位及个人参赛；

Ø 鼓励并扶持更多区域赛组织者及组织个人；

Ø 优化评审流程、组织流程，及时公开必要信息；

Ø 克服疫情等种种困难，继续推进万维望远镜的线上线下宣传推广；

Ø 联合更多合作伙伴，继续拓展万维望远镜的应用场景，为参赛学生提供更

大更广阔的的展示空间和舞台；

Ø 继续推进国际赛的组织工作。



谢谢聆听！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国家天文科学数据中心

李珊珊 杨涵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