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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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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协会课题与赛事部全体成员心血作品，仅供

口腔医学院全体同学参考使用，请勿随意更改或是上

传至网络。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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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晨辉 19 级

邹雨希 19 级

会 长：马铭（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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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三项主体赛事：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创业实践挑战赛、公益创业赛

其中，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面向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以商业计划书评审、现

场答辩等作为参赛项目的主要评价内容。

创业实践挑战赛面向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或毕业未满 5 年的高校毕业生，且已

投入实际创业 3 个月以上，以经营状况、发展前景等作为参赛项目的主要评价内

容。

公益创业赛面向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以创办非盈利性质社会组织的计划和实

践等作为参赛项目的主要评价内容。

以上 3 项主体赛事需通过组织省级预赛或评审后进行选拔报送。项目申报标

准等详见 1.5。有关具体安排将另行通过书面通知、官方网站等形式和渠道进行

公布。

1.3 MBA、移动互联网创业等专项竞赛（此项目与口腔专业无关不与介绍）

1.4 组织机构及其职责

第六条 大赛设立领导小组，由主办单位、承办单位的有关领导组成。

第七条 大赛设立全国组织委员会，由主办单位、支持单位、承办单位的

有关负责人组成。全国组织委员会设主任、副主任若干名。

第八条 全国组织委员会的职责如下：

1. 审议、修改大赛章程；

2. 确定大赛承办单位；

3. 筹集大赛组织、评审、奖励所需的经费；

4. 议决其它应由全国组织委员会议决的事项。

第九条 全国组织委员会下设秘书处，负责按照全国组织委员会通过的章

程组织大赛活动并向全国组织委员会报告工作。秘书处设秘书长、副秘书长若干

名，由主办单位、承办单位有关负责人担任。

第十条 竞赛设立全国指导委员会，由全国组织委员会邀请享有较高知名

度并关注青年创业的经济学家、企业家、风险投资界和新闻媒体界等人士担任成

员。全国指导委员会设主任一名，副主任和委员若干名。

第十一条 全国指导委员会的职责为：对大赛的组织工作及高校学生创业

就业工作给予宏观性、战略性指导。

第十二条 大赛设立全国评审委员会，由全国组织委员会聘请非高校的各

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企业家、风险投资界人士、青年创业典型等组成。全国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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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设主任、副主任和评审委员若干名。

国评审委员会经全国组织委员会批准成立，有权在本章程和评审规则所规

定的原则下，独立开展评审工作。

第十三条 全国评审委员会职责如下：

1. 在本章程和评审规则基础上制定评审实施细则；

2. 接受对参赛项目资格的质疑投诉并进行判定；

3. 审看参赛项目，与作者进行问辩；

4. 确定参赛项目获奖等次。

第十四条 大赛设立全国监督委员会，由主办单位代表、承办单位代表、

举办地学生代表、新闻媒体单位代表等共同组成。全国监督委员会设主任、副主

任和成员若干名。

第十五条 全国监督委员会职责如下：

1. 对评审过程和评审纪律进行监督，确保公平公正；

2. 协调处理对竞赛作品资格和评审结果的质询，其中，对竞赛评审结果

的质询需由省级团委提出。

第十六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高校须根据自身实际，逐步举办

与全国大赛接轨的届次化的大学生创业大赛。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团委、教

育部门、人社部门、科协、学联联合设立省级组织协调委员会和评审委员会，负

责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竞赛的组织协调、参赛项目资格审查和初评等有关工

作。

1.5 参赛资格与项目申报

第十七条 凡在举办大赛终审决赛的当年 7 月 1 日以前正式注册的全日制非

成人教育的各类高等院校在校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均不

含在职研究生）可参加全部 3 项主体赛事；毕业 3 年以内（时间截至举办大赛终

审决赛的当年 7 月 1 日）的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可代表原

所在高校参加创业实践挑战赛（需提供毕业证证明，仅可代表最终学历颁发高校

参赛）。

第十八条 参赛项目的申报条件。

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参加竞赛项目分为已创业与未创业两类；分为农林、

畜牧、食品及相关产业，生物医药，化工技术和环境科学，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

材料，机械能源，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等 7 个组别。实行分类、分组申报。

拥有或授权拥有产品或服务，并已在工商、民政等政府部门注册登记为企

业、个体工商户、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形式，且法人代表或经营者为符合第十

七条规定的在校学生、运营时间在 3 个月以上（以预赛网络报备时间为截止日期）

的项目，可申报已创业类。拥有或授权拥有产品或服务，具有核心团队，具备实

施创业的基本条件，但尚未在工商、民政等政府部门注册登记或注册登记时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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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月以下的项目，可申报未创业类。

创业实践挑战赛。拥有或授权拥有产品或服务，并已在工商、民政等政府部

门注册登记为企业、个体工商户、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形式，且法人代表或经

营者符合第十七条规定、运营时间在 3 个月以上（以预赛网络报备时间为截止日

期）的项目，可申报该赛事。申报不区分具体类别、组别。

公益创业赛。拥有较强的公益特征（有效解决社会问题，项目收益主要用于

进一步扩大项目的范围、规模或水平）、创业特征（通过商业运作的方式，运用

前期的少量资源撬动外界更广大的资源来解决社会问题，并形成可自身维持的商

业模式）、实践特征（团队须实践其公益创业计划，形成可衡量的项目成果，部

分或完全实现其计划的目标成果）的项目，且参赛学生符合第十七条规定，可申

报该赛事。申报不区分具体类别、组别 。

第十八条 参赛形式。以学校为单位统一申报，以创业团队形式参赛，原则

上每个团队人数不超过 10 人。网络初评开始后，只可进行人员删减，不可进行

人员顺序调整及人员添加。

第十九条 对于跨校组队参赛的项目，各成员须事先协商明确项目的申报，

对于经授权的发明创造或专利技术，在报名时需提交具有法律效力的发明创造或

专利技术所有人的书面授权许可、项目鉴定证书、专利证书等。对于已注册运营

项目的，在报名时需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含单位概况、法定代表人情况、营业执

照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复印件等材料）。

第二十条 参赛项目涉及下列内容时，必须由申报者提供有关部门材料，

否则不予评动植物新品种的发现或培育，须有省级以上农科部门或科研院所开具

证明。

对国家保护动植物的研究，须有省级以上林业部门开具证明，证明该项研究

的过程中未产生对所研究的动植物繁衍、生长不利的影响。

新药物的研究须有卫生行政部门授权机构或具有同等资质机构的鉴定证明。

医疗卫生研究须通过专家鉴定，并最好附有在公开发行的专业性杂志上发表

过的文章。 涉及燃气用具等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有关用具的研究，须有国家相

应行政部门授权机构的认定证明。

第二十一条 每个学校选送参加全国大赛的项目总数不超过 6 件。其中，参

加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的项目总数不超过 3 件，参加创业实践挑战赛的项目总数

不超过 2 件，参加公益创业赛的项目总数不超过 1 件，每人（每个团队）限报 1
件；每个参赛项目只可选择参加一项主体赛事，不得兼报。

参赛项目须经过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协调委员会进行资格及形式审

查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评审委员会初步评定，方可上报全国组织委员会办

公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选送全国大赛的项目数额由主办单位统一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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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展览交流与孵化

第二十二条 全国组织委员会将在大赛举办期间组织多种形式的交流、展示

活动和其它活动，丰富大赛内容。

第二十三条 全国组织委员会拥有组织转让及孵化获奖项目的优先权。成果

产权及利益分配由学校和作者协商确定。全国组织委员会可结集出版大赛获奖项

目及评委评语。

第二十四条 在每次大赛举办期间，全国组织委员会将联合地方政府、园区

及风险投资机构举办项目对接和孵化活动，对大赛中涌现出的优秀项目优先转

化。

第二十五条 全国组织委员会将设立大学生创业基金，加强与有关方面特别

是金融机构、风险投资机构和创业投资机构等方面的合作，并通过成立大学生创

业联盟等，为高校学生通过参与大赛实现创业提供支持。

1.7 奖励

第二十六条 全国评审委员会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报送的 3 项主体赛

事的参赛项目进行复审，分别评出参赛项目的 90%左右进入决赛。3 项主体赛事

的奖项统一设置为金奖、银奖、铜奖，分别约占进入决赛项目总数的 10%、20%
和 70%。

其中，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实行分类、分组申报，针对已创业与未创业两类

项目实行相同的评审规则，各组参赛项目获奖比例原则上相同；计算总分时，将

视已创业项目实际运营情况，在其实得总分基础上给予 1%至 5%的加分。创业实

践挑战赛、公益创业赛等 2 项主体赛事实行统一申报，决赛实行抽签分组，各组

参赛项目获奖比例原则上相同。

专项赛事单独设置奖项，不计入所在学校得分。

第二十七条 参加全国终审决赛的项目，确认资格有效的，由全国组织委员

会向作者颁发证书，并视情况给予创业资金、专业指导、出国培训等奖励。参加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预赛的项目，确认资格有效而又未进入全国大赛的，由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协调委员会向作者颁发证书。

第二十八条 大赛以学校为单位计算参赛得分并排序。各等次奖计分方法如

下。

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的金奖项目每件计 100 分，银奖项目每件计 70 分，铜

奖项目每件计 30 分，上报至全国组委会但未通过复赛的项目每件计 10 分。

创业实践挑战赛的金奖项目每件计 120 分，银奖项目每件计 90 分，铜奖项

目每件计 50 分，上报至全国组委会但未通过复赛的项目每件计 10 分。

公益创业赛的金奖项目每件计 100 分，银奖项目每件计 70 分，铜奖项目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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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计 30 分，上报至全国组委会但未通过复赛的项目每件计 10 分。

如遇总积分相等，则以获金奖的个数决定同一名次内的排序，以此类推至铜

奖。

1.8 常见问题

1．“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与“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有

什么区别？

答：“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是在“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

赛基础上进行全面改革和提升的赛事。2014 年大赛由共青团中央、教育部、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协、全国学联和湖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工业和信

息化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支持举办，华

中科技大学、共青团湖北省委、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联合承办。

2014 年大赛下设第九届“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创业实践挑战赛、

公益创业赛等 3 项主体赛事，以及 MBA、移动互联网创业等 2 项专项赛。原有的

“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将作为 2014 年“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

中的一项主体赛事继续开展。

2．如果错过了本学校本地区本地预赛的时间，能否以个人或学校名义直接向

全国组委会报名？

答：按照大赛章程规定，参赛项目须经过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协调

委员会进行资格及形式审查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评审委员会初步评定，方

可上报全国组织委员会办公室。因此，个人或学校不能够越过校或省一级的评审

选拔，直接报名参加全国比赛。刚才，在上述第 3 题中也已作具体回答。所以，

请有参赛意愿的学校和同学通过各种信息渠道，及时关注本地区本学校组织开展

大赛的进展情况。

3．如果项目已报名参加 3 项主体赛事中的一项，是否可以报名参加其它 2 项

主体赛事？

答：按照大赛章程规定，每人（每个团队）最多只能申报 1 个项目参赛；

每个参赛项目只可选择参加一项主体赛事，不能够兼报。

4．参加该赛事的已创业项目和未创业项目有何区别？

答：从项目评审的角度，已创业和未创业两类项目有 1 个“相同”、1 个

“不同”。1 个相同就是针对这两类项目的评审规则是相同的，没有任何区别。

1 个不同就是计分方式有所不同，即在计算总分时，将由评委会视已创业项目的

实际运营情况，在其实得总分基础上给予 1%至 5%的加分。（举例说明：假设 1

个项目的实得总分为 100 分，那么它将至少获得 1 分的加分，最多可获得 5 分的

加分，最终总分将在 101 分至 105 分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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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何界定项目是否为已创业项目？

按照大赛章程规定，界定已创业项目的标准主要有 4 点：（1）拥有或授权

拥有产品或服务；（2）已在工商、民政等政府部门注册登记为企业、个体工商

户、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形式；（3）法人代表或经营者为符合大赛章程第十

五条规定的在校学生；（4）运营时间在 3 个月以上（以预赛网络报备时间为截

止日期）。

6．在淘宝等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上“开店”经营的项目是否可申报已创业项目？

答：因在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上“开设店铺”等进行经营，没有在政府相关部

门进行注册登记这一环节，与大赛章程第十六条不符，故不能认定为已创业项目，

但可申报未创业项目，且提交经营实效的证明材料，连同已在

3，

上报
）⌀

上ɢ䁥为ᡗ怀在政府相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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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财务管理：股本结构与规模、资金来源与运用；盈利能力分析；风险

资金退出策略等。

6．决赛期间的评审环节、评审规则，将结合电视媒体录播等因素，于复赛

后公布。

7．参加创业实践挑战赛的项目：（1）最高可获得 20 万元现金奖励，获金

奖项目可获得至少 1 万元现金奖励；（2）有机会获得专业领域知名人士的直接

创业指导及支持；（3）有机会获得大赛设立的大学生创业基金委员会及社会风

投创投机构的投融资、天使投资等方面支持；（4）有机会得到各类媒体等渠道

的专门推广传播。

2 选题基本原则与方向建议

2.1 大学生科技创新作品选题的基本原则

①价值性原则

科技作品竞赛选题应遵循价值性原则。 科技作品竞赛除培养学生的创新

实践能力外，还旨在通过竞赛解决一定的实际问题，使科研成果服务于人类和

社会发展，因此竞赛课题必然要求有一定价值性。纵观历届“挑战杯”全国大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各参赛作品无不遵循这一原则。每年众多突发事件

在引起人们关注的同时 ，也为科技作品竞赛的选题预留了机会，关键要有一

颗善于发现的眼睛。科技作品竞赛选题要结合时下热点 ，因为热点问题更容

易受到人们的关注。 预测社会未来需求，解决实际问题是科技作品竞赛的基

本目的。

②科学性原则

科学性原则，是指所选课题必须有事实依据或科学理论根据。由于所学知

识有限，很多大学生在选题时没有遵循科学性原则 ，对于模棱两可的问题采

取想当然的态度 ，直接导致其采用的技术超出当前科技水平或没有理论依据。

如第十二届“挑战杯”参赛作品“电磁加速式打桩机”，使用电容瞬时充放电

为电磁炮供能实现打桩，该想法很新颖，但专家指出，在现在甚至未来很长一



第 13 页 共 24 页

段时间人类无法研制出功率足够的电容。

③有利性原则

有利性原则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所选课题应该是自己感兴趣的。科技作品竞

赛一般历时较长，除非有强烈的兴趣做依托，否则很难做到善始善终。 二是

应选择具有优势的课题。 优势课题也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所选课题紧密结合

自己所学专业，在自己擅长的知识领域里进行选题，才能够扬长避短，有希望

出成果；二是所选课题尽量发挥学校的学科优势。

2.2 徐州医科大学选题方向建议

科研创新项目具有自主性、综合性、创新性、实践性和应用性等特点，又受

到学生专业基础薄、实践经验少、实施期限短等限制。因此，项目选题既要有相

对独立、完整的研究链条，又要难易适中、切实可行、行之有效。这就要求项目

选题要少些“纯理论研究”，多些深入实践的自主性、调研性、对策性、应用性

研究或创业活动。

1.选题应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贴近现实、贴近生活，特别是当前社会生活中

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社会、生态领域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体现较

强的问题意识和现实价值。

2.选题应以学生兴趣为出发点，适合本科生开展，难度适中，可行性强，有

利于项目按期顺利完成，有利于实现资金的最佳效益。

3.选题应紧密结合学科专业知识，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以科学研究、社

会调研或创业实践为主要方式，形成相对独立、完整的研究链条，有利于取得突

破性创新成果或创业成果。

而对于医学创新方向可有人工智能方向,医工结合，改良一些传统诊疗设备，书

中尚待研究的机制。

2.3 口腔方向选题讨论结果

自 14 年以来，口腔类参赛作品每年都会有作品获奖，但获奖数量较少（具

体原因分析参见 4.2）。获奖单位多为医学院校附属医院的口腔门诊部，获奖作

品多为近几年研发的新型产品。

作为医学类的参赛作品，口腔医学由于其学科的独特性，有天然的创业优势，

尤其是在创立口腔诊所等方面可以看出，如 14，16 年海南医学院都是靠着口腔

门诊部取得了银奖和铜奖的出色表现，作为附属医院的门诊部可以为参赛团队提

供了资金上的援助，学生们可以利用门诊部丰富的医疗器械以及现实诊治案例进

行实践，临床医生可以通过其丰富的诊治经验指导学生的研究。总的来说，在口

腔诊所，学生可以得到更多学习与实践的机会。诚然根据往年的出色表现，口腔

诊所的建立是个非常不错的选题，虽然每年都有以门诊部为单位的团队参赛，但

保持创新性和特色性是取得成功的关键。

新型产品的成功意味着创业思路的拓展，像 18 年的人工智能牙刷就是个不

错的选题，既源于生活中最普遍存在的牙刷，又联系了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源



第 14 页 共 24 页

于生活又保持创新性。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科技产品的创新普遍受到人们的重视，从获奖作品

的类型也可以看出这点。3d 打印，人工智能，创新型诊所都是非常不错的创业

方向，也非常符合当今社会的主旋律，相信这对大家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3 历届医学类获奖作品分析

表 1 历年各项奖项数量统计

金奖 银奖 铜奖 总计

2014 8 12 17 37
2016 8 18 39 65
2018 14 22 40 76

2014 创业计划竞赛 4 6 9 19
2014 创业实践挑战赛 2 1 1 4
2014 公益创业赛 2 5 7 14
2016 创业计划竞赛 5 11 24 40
2016 创业实践挑战赛 2 3 1 6
2016 公益创业赛 1 4 14 19
2018 创业计划竞赛 7 14 26 47
2018 创业实践挑战赛 3 3 4 10
2018 公益创业赛 4 5 10 19

分析：

其中，医学类参赛项目的发展呈上升趋势。由表 1 可见，医学类项目数量持

续上升，占各类奖项的比重基本呈上升趋势，且铜奖所占比提升最快，且在 18

年时占总获奖类的 52.6%，可见医学相关项目在质与量上皆有较显著的提升。

首先，历届以来在创业计划竞赛中，相关项目所涉及领域愈发多样。往届参

赛项目已涉及包括医用材料开发；医疗器械、产品的发明与优化在内的多个领域；

药物、营养品开发；医疗新技术研发；医药服务咨询平台、医学教育学习平台软

件等的互联网相关项目开发，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以成立早期的公司形式逐步向推

出新型科技，新型产品的方向转型，比如在 14 年中大部分以有限公司为主而到

了 16，18 年逐渐有了新的技术产品以及互联网时代中的健康服务咨询平台等，

体现了时代的转变，越来越倾向于科技的创新。由数据分析可知医学类获奖作品

也在此呈显著的增加趋势，并且铜奖上升明显，我校也在 18 年时取得了突破性

的成果，医学影像学院的益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获得了全国金奖也创了我校历

史。

而创业实践挑战赛中，医学类获奖作品也呈上升趋势但不明显，且以医疗健

康有限公司为主，而生物科技类的公司也有一部分。总的来说，医学类项目在此

项中获奖较少，处于劣势，但呈上升态势，可以预见之后医学类在此方面有较大

的上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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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益创业赛中，也呈现上升态势，除了扶贫等热门板块，帮助自闭症以及

残疾人的公益计划也占很大部分比例，可以预见，随着时代的进步，医学在对于

公益方面提供的帮助可能会越来越大。

总的来说，对于医学类作品，新型科技的应用，新型产品的开发以及推广都

会是今后非常有前景的项目，在创新的同时也要与生活中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因

为传统的医用有限公司依旧会非常热门，或可以加入人工智能以及 3d 打印等热

点，可能对今后参赛或创业都会有很大帮助。

4 口腔类获奖作品分析

4.1 口腔类作品一览

2014 届

铜奖

创业实践挑战赛：

海南医学院：琼海尚海医口腔门诊部

2016 届

银奖

创业实践挑战赛：

海南医学院：海口光华海医口腔门诊部

2018 届

铜奖

创业计划竞赛：

华中农业大学：电刷刷-人工智能口腔开拓者



第 16 页 共 24 页

4.2 口腔类作品获奖年份分析

分析：自 14 届以来，口腔类参赛作品每年都会有作品获奖。口腔类参赛作

品获奖作品数较少，变化不大。

在获奖作品中，主要获奖的作品为创业实践大赛的参赛作品。此类作品多为

与诊所及门诊部的创业实践。从每年参赛作品的获奖分布来看，创业实践大赛相

较于另外两个大赛的获奖数较少。18 届参赛作品《电刷刷-人工智能口腔开拓

者》，属于新型产品类参赛作品，同时也与人工智能的潮流吻合。而对于口腔专

业本身而言，材料学新型产品始终是受到青睐的研究方向，与此同时，与人工智

能类似的辅助类技术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口腔类参赛作品获奖数目较少，原因如下：

1.大赛性质不是简单测试大学生知识水平。创青春大赛目的是要提升大学

生创新实践的能力，而口腔医学生所学内容主要为专业知识。不将所学知识与创

新实践结合很难获得奖项。

2.口腔医学发展需求的研究对口腔医学生要求较高。当前口腔医学所需要

的研究为材料学研究和新型产品研发。这两者对于口腔医学专业学生的要求较

高，研究过程也会相对困难。

虽然存在困难，但口腔类作品在与诊所及门诊合作（即创业实践）的策划相

较其他医学类专业而言，存在一定优势。同时，这类策划与创青春大赛的目的吻

合度较高。对于新型材料与产品的研究，成果容易在口腔专业领域内脱颖而出。

如加入了人工智能的新型产品，便于实践、可复制的口腔门诊创业模式，与 3d

打印等新型技术有关的医学手段，可能会成为未来获奖作品的研究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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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近三届创青春医学类项目汇总

2018 届

金奖

创业计划竞赛：

华东师范大学:全球糖尿病诊疗革新者

华南理工大学:脑控智能护理床

南京大学:“隽”——基于菌群的皮肤护理品牌

山东大学:基于 microRNA 的阿尔茨海默症的快速早期检测仪（壹康医学科技有限

公司）

四川大学:BonChina 未来骨芯——智能骨缺损可降解修复专家

徐州医科大学：益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浙江师范大学：瑞谱生物——国产血液细菌培养检测设备的领航者

创业实践挑战赛：

清华大学：北京艺妙神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理工大学:纳威尔科技——医药智能检测行业的领跑者

南京理工大学：南京森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益创业赛：

温州医科大学：星海护航——孤独症家庭赋能计划

华南理工大学：音书——助力听障人士无障碍沟通

江西师范大学：明眸灵犀智能盲人眼镜

鲁东大学：“兰桂枝”言语矫治与语言康复服务基地

银奖

创业计划竞赛：

南方医科大学：广州南大菲特营养健康咨询有限公司

温州医科大学:温州益生益世微生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理工大学：甄材科技——系列化抗菌止血新材料

中国药科大学：南京瑞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业计划书

南京医科大学：南京爱母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业计划

中山大学：医智云糖尿病预防科技管理项目服务

福州大学：美她司酮：预防肿瘤扩散与转移

湖北大学：结核菌素衍生物微针皮试技术

武汉大学：手持式超声诊断仪撬动基层医疗实装

复旦大学：复生：消化系统医疗影像智能诊断领跑者

南方科大学：宫颈癌细胞学病理智能阅片系统

南京中医药大学：知国医——基于国医大师理论体系的定制化健康咨迅平台

南京医科大学：“实验小白”生物医学科研资源分享服务平台

成都中医药大学：岐伯曰——中医人专属的网络平台

创业实践挑战赛：

河南科技大学——洛阳亚辉外骨骼助力技术有限公司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杨凌华翼纳米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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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包头医学院：爱德康理

四川大学：解花语——藏族病患专属翻译陪同就医服务

南宁学院：e+sos 公益急救平台

天津中医药大学：乐寿御生武医堂

长春大学：天使之声公益助残

河南中医药大学：爱成长“艾”教育——“五色花”公益创业项目

电子科技大学：思达沃克先进医疗康复外骨骼机器人

香港大学：源一堂——运动队医

2016 届

金奖

创业计划竞赛：

浙江大学：基于脑电检测的可穿戴设备

东南大学：博恒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创业计划

上海交通大学：新型磁共振造影剂——超羧化氧化铁注射液

南方医科大学：术中微创实时在体组织良恶性检测设备系统

南京中医药大学：利普生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公益类

创业实践挑战赛：

四川大学：成都医云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医科大学：温州友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益创业赛：

温州医科大学：温州市搏时急救护理公益中心

银奖

创业计划竞赛：

山东大学：山东智舒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大学：斐乐恩（Philein）生殖健康促进与精子唾液酸酶检测试剂项目创业

计划书

河南大学：医爱互联网分级诊疗平台

香港浸会大学：宏燾医疗有限公司

北京化工大学：精准医疗 3D 制造

西北大学：“智阅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语音交互式智能手术辅助系统

皖南医学院：1+1 户外救护体验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医科大学：馨生康复中心

南京中医药大学：阳明坊 CM-EAp 心理减压有限责任公司

石河子大学：掌控高血压

创业实践挑战赛：

海南医学院：海口光华海医口腔门诊部

澳门城市大学：广东薇蔓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大学：厦门弧形世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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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创业赛：

天津中医药大学：医览华夏——中医药文化传播项目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血缘公益组织（BBCn）——病友——医院——志工（PHS）

共赢创新型医疗服务模式

湖北中医药大学：两岸爱暖“慢飞天使”康复成长帮扶行动

铜奖

创业计划竞赛：

山东大学（威海）毒胶囊的终结者——“芯衣”多功能新型海藻胶

华侨大学：“舒愈”液体创可贴

西北大学：西安康乐流感易感检测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中山大学：中大普仁健康产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医科大学：术后管家结合项目

温州医科大学：温州市怡康细胞移植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北华大学：参类系列 DNA 鉴定试剂盒产业化

华东师范大学：樱桃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计划书

山西医科大学：永久性膀胱造痿便器市场应用及推广

沈阳药科大学：3DP 药物快速打印机

重庆医科大学：爱生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创业计划——可拆卸、智能化便携式

担架

昆明医科大学：昆明医嘉有限责任公司

玉林师范学院：“一种无创超声肿瘤治疗方法”的研究与推广项目

哈尔滨工程大学：柔性外骨骼

河南工业大学:郑州莱托医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西藏藏医学院：“啊塔”藏医药养生保健产品研发文化有限公司

新疆医科大学：医源杏林

江西中医药大学：江西心呼吸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工业大学：云疗——基于体感和云计算的智能康复平台

广州中医药大学：粤医行健康保健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广东省中医药健康旅游

项目创业计划

湖南中医药大学：中药到家——中药综合服务提供商创业计划

长春中医药大学：源生堂——移动医疗社区养生服务 App 研发公司

长春中医药大学：孝至于此——“互联网+”医疗时代背景下中医特色居家养老

服务机构

温州医科大学：温州瓯普特疾病预测服务有限公司

创业实践挑战赛：

南方医科大学：广州南大菲特营养健康咨询有限公司

公益创业赛：

哈尔滨工程大学：海亿智慧自闭症儿童爱心援助计划

大连理工大学：“心方向”眼控计划

长沙医学院：早点到——阳光行动

中南大学：雅医公益创业项目

内蒙古医科大学：Doctor M 蒙医药健康网络平台

江西中医药大学：青囊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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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奖

创业计划竞赛：

中国药科大学：南京小青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苏蜗牛时代新传媒有限公司

温州医科大学：温州德馨园失能老人护理服务中心

中原工学院：云太医健康监测系统

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医海”app

昆明医科大学：“云医生”医疗网站企划案

西安交通大学：“哪不舒服”--移动互联网医疗软件

辽宁工程学院：智能医护系统

福建师范大学：友爱电子家用医疗保健有限公司

创业实践挑战赛：

海南医学院：琼海尚海医口腔门诊部

公益创业赛：

苏州大学：星儿计划，爱上来自星星的你——自闭症儿童教育支持与服务

长春中医药大学：幸福安康健康服务中心

上海外国语大学：“星语星愿”关爱自闭症儿童公益店

皖南医学院：仁爱关怀服务有限公司

成都中医药大学：农村残疾人中医定向特色医疗服务中心

昆明医科大学：绿洁废旧电池回收有限公司

新疆医科大学：新疆 PubTrans 医学翻译公司

附件 2 徐州医科大学“创青春”国赛获奖情况

徐州医科大学“创青春”国赛获奖情况一览表（2012-2016）

年度 奖项
获奖

情况
作品名称 参赛团队成员

指导教师

团队

2018
2018 年“创青春”全国

大学生创业大赛
金奖

益安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

费杰、郭小榕、冒

祖明、鲁博洋、沈

江燕、黄俊、陈冰、

罗江、郝琪、林李

芃

郭开今、彭

波、袁子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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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2018 年“创青春”全国

大学生创业大赛
银奖

法尔莫斯医

药科技有限

公司

药学院

2018
2018 年“创青春”全国

大学生创业大赛
银奖

秸秆—工程

蝇生物堆肥
生物科学系

2018
2018 年“创青春”全国

大学生创业大赛
铜奖

e 康饮食信息

科技有限公

司

医学信息学院

2018
2018 年“创青春”全国

大学生创业大赛
铜奖

守望晨曦心

理呵护公益

平台

医学影像学院

2016

2016 年“创青春”速度

中国杯江苏省大学生

创业大赛

银奖

江苏省鹰翔

科教设备有

限公司

毛广玮、彭晓波、

许冲、王海容、郭

小榕、唐雪、邱红

星、彭海明、王格

格

胡俊峰、

彭波、韩

鲲

2016

2016 年“创青春”速度

中国杯江苏省大学生

创业大赛

铜奖
3D 筑梦公益

中心

黄俊、刘正立、陆

振南、李杭、王帅、

刘星杏

唐鹤云

2016

2016 年“创青春”速度

中国杯江苏省大学生

创业大赛

铜奖

江苏柏康科

技有限责任

公司

徐新、刘馨聪、何

颖、周凌芸、ᕜ㠀ઐ01司

小ᓠ苏、有康科

技有厀ད江苏搀苏柏康康有、周柏康康颖

速`创、俊速

创业创

新颖�9

8ÿ�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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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创青春”江苏省大学

生创业大赛公益创业

赛

铜奖

益缕阳光慈

善手工艺品

营销中心

曹楠、殷钰、张嵇

婕、卢硕、孙旭、

索璐、张敏、时想

2014

“创青春”江苏省大学

生创业大赛创业计划

竞赛

铜奖

江苏淮海医

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14 年“创青春”

江苏省大学生创

业大赛——创业

计划竞赛铜奖

附件 3 口腔类获奖作品

2014 届

铜奖

创业实践挑战赛：

海南医学院：琼海尚海医口腔门诊部

2016 届

银奖

创业实践挑战赛：

海南医学院：海口光华海医口腔门诊部

2018 届

铜奖

创业计划竞赛：

华中农业大学：电刷刷-人工智能口腔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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