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首届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大学生实践技能竞赛方案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农业资源与环境学科评议组关于举办全

国首届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大学生实践技能竞赛的通知要求，特制定本方

案。 

一、竞赛名称 

土壤调查与科学施肥实践技能竞赛 

二、竞赛组织 

（一）主办单位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农业资源与环境学科评议组 

（二）竞赛组委会 

邹建文、徐建明、周建斌、陈新平、崔振岭、谭文峰、汪景宽 

张  颖、李永涛、周顺桂、姜培坤、诸葛玉平、石 磊、王 敏 

（三）承办单位 

华中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四）评判组成员 

       根据竞赛需要由相关高校遴选推荐 

（五）赞助商 

XX肥料有限公司 

三、竞赛目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农业生产中科学施肥是保障“绿水青山”

的重要环节。拟通过开展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技能竞赛，增强学生的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培养学生的绿色生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全面提高

人才的综合素质和培养质量。 

四、参赛对象 

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全日制本科生及其他相关专业本科生，参赛选手



以团队的形式参赛，每个团队不超过 3 人。每个单位不超过 2 个团队。 

五、竞赛时间安排 

比赛计划于 2021 年秋季学期进行，分为三个阶段： 

（一）报名阶段：参赛人员自行组队，确定参赛团队和指导老师后，

各参赛队队长将参赛人员姓名、学号、专业、班级和参赛题目、指导老师

等相关信息发送到邮箱 836432978@qq.com 进行报名，报名截止时间 2021

年 7 月 15 日，以收到回复邮件为准。报名结束后组建 QQ 群，以便发送相

关通知。 

（二）初赛阶段：各参赛团队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自行选题，认真完

成竞赛规定的内容，并将参赛作品制作成墙报，以 PPT 格式提交电子稿，

初赛作品收集的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8 月 31 日。 

（三）决赛阶段：根据初赛结果，选拔 14 支队伍参加决赛。决赛于

2021 年 10 月 15-18 日在华中农业大学集中进行。所有参赛队伍需完成指定

内容，并准备 10 分钟的 PPT，陈述竞赛内容、主要结果及结论。竞赛活动

评判组综合决赛过程及现场答辩情况进行评分。 

六、竞赛内容 

（一）初赛：以土壤调查与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科学施肥

实践技能为主，同时考察选手对所学知识综合运用的能力，突出团队协作

精神。要求参赛团队针对当地三大粮食作物上存在的任一典型缺素症状，

选取代表性的样地，挖掘土壤剖面，划分层次并说明依据，采集土壤样品，

对土壤的理化性质进行分析测试。在此基础上，查阅相关文献，依据所选

土壤类型及供肥特性，结合作物的需肥特性，制定科学的施肥方案。 

（二）决赛： 

1. 报到：2021 年 10 月 15 日全天，报到地点：华中农业大学资源与环

境学院主楼 1 楼大厅，报到完成后参观熟悉实验室。 

2. 土壤养分含量的测试分析：10 月 16 日 8：00-18：00，在资环学院



实验教学中心统一进行。土壤样品、实验试剂、仪器设备及其他必备材料

由赛事承办方提供。各参赛队伍以竞赛组委会规定的主要粮食作物为对象，

自行设计、组织、实施供试土壤样品相关养分含量的测定。  

3. 制定施肥方案：10 月 17 日 8：00-18：00，根据土样测试结果，结

合作物营养特性查阅文献、设计施肥方案，制作答辩 ppt。 

4. 答辩汇报：10 月 18 日上午以项目答辩的方式进行评比，汇报内容

包括土样测试过程和结果、作物施肥方案及其科学依据。 

七、评分与评奖 

初评阶段，所有参赛作品在线公开投票，每人限投 5 票。根据投票结

果（占比 40%）及竞赛评判组的评分（占比 60%），得分最高的 14 组队伍

进入决赛。决赛由竞赛评判组进行评分，评判组成员包括专任教师、实验

技术人员、研究生。 

最终评选设一等奖 2 项，奖金 1800 元；二等奖 4 项，奖金 1200 元；

三等奖 8 名，奖金 600 元。 

参赛作品严禁抄袭和剽窃。一经发现，取消参赛资格，已颁奖的，收

回所颁奖项，并报请所在单位进行相关处理处分。 



全国首届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大学生实践技能竞赛 

 

决赛阶段评分标准 

 

评审大项 评审小项 权重 

土壤样品的分析 

分析项目和分析方法的确定 

考察分析项目及分析方法的选择是否合理。 
10% 

实验操作 

考察化学分析和仪器操作的熟练程度。 
20% 

推荐施肥方案 

数据整理 

考察数据整理和分析能力。 
10% 

文献引用 

考察文献引用是否准确、充分。 
10% 

施肥方案 

考察施肥方案的设计是否具有科学性、前瞻性、可操作性。 
20% 

成果展示 

初赛墙报 

考察墙报制作的逻辑性和美观性 
10% 

PPT 汇报 

考察报告的条理性和流畅性、回答问题的准确性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