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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芯”科学实验赛——创新应用性科学实验赛规则 

一、比赛背景 

2020 年 7 月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标志着中国北斗“三步走”

发展战略圆满完成，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拥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国

家；2023 年 9 月通过中国自主研制的天通一号卫星移动系统将卫星技术与手

机终端相结合实现了卫星通话，成为全球首款支持卫星通话的智能手机；运载

火箭、载人飞船、空间站、探月探火等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突破及创新成果的

涌现都体现出我国在卫星通信领域的实力和水平。 

通信卫星作为卫星通信系统中的必要设备，在空中起中转站的作用，通过

转发无线电信号，实现卫星通信与地球站之间或地球站与航天器之间的无线

电通信。为加强中小学生对通信卫星技术的了解, 利用实验装置结合物理等

跨学科知识模拟通信卫星的设计原理，将实际问题进行简化，完成卫星角度控

制任务。通过比赛，体验技术与工程的过程，理解科学原理如何转化为实用技

术，激发青少年对未来卫星通信技术的兴趣和热情，培养学生综合运用跨学科

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比赛概要 

（一）分组细则 

1．参赛组别 

小学低龄组（1-3年级）、小学高龄组（4-6年级）、初中组和高中组(含中

专、职高)四个组别。 

2．参赛对象 

参赛选手须为 2025年 9月前各学段在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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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赛方式 

1．比赛形式：个人赛 

2．赛队人数：1人/队 

3．指导老师：每只参赛队可填 1位指导老师 

（三）比赛概述 

要求参赛选手运用国产软硬件制作实验装置、设计实验方案、完成实验任

务。重点考察参赛选手对实验装置的设计与制作，控制与分析能力。 

三、比赛内容及实验要求 

（一）比赛内容 

 卫星在轨道上飞行时，为了保证卫星变轨、交会、对接、返回时的制导

控制顺利实施，需要卫星对自身姿态进行调整。 

为帮助中小学生对通信卫星技术的了解, 利用实验装置模拟通信卫星的

设计原理，要求参赛选手使用华为海思 HI3861 的智慧板设计符合比赛规则要

求的实验装置，在规定的时间内和实验环境下，控制实验装置的姿态，完成模

拟卫星姿态控制实验任务（使实验装置发出的光束照射到角度盘上标注的指

定位置）。 

1.小学低龄组 

参赛选手将自制实验装置放置于实验台的顶座上并使实验装置发出的光

束照射到初始角度在角度盘上的对应位置；在 5 分钟内，参赛选手使用遥控

器控制实验装置进行姿态调整，使实验装置发出的光束依次照射到 3 个目标

角度在角度盘上的对应位置，光束在每个目标角度上需保持 3 秒（初始角度

与目标角度相距不小于 90°）。 

2.小学高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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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选手将自制实验装置放置于实验台的顶座上，使实验装置发出的光

束照射到初始角度在角度盘上的对应位置；编写程序控制实验装置自主进行

姿态调整。在 3 分钟内，使实验装置发出的光束依次照射到 2 个目标角度在

角度盘上的对应位置，光束在每个目标角度上需保持 3 秒。比赛开始前有 30

分钟程序编写和调试时间。 

3.初中组 

参赛选手将自制实验装置放置于实验台的顶座上并使实验装置发出的光

束照射到初始角度在角度盘上的对应位置；在 5 分钟内，参赛选手需通过上

位机软件实时控制实验装置进行姿态调整；实验装置从初始角度顺时针旋转

一周后，使发出的光束调整到第 1 个目标角度在角度盘上的对应位置，然后

再从初始角度逆时针旋转一周，使发出的光束调整到第 2 个目标角度在角度

盘上的对应位置。比赛开始前有 30 分钟程序编写和调试时间。 

4.高中组 

参赛选手将自制实验装置放置于实验台的顶座上并使实验装置发出的光

束照射到初始角度在角度盘上的对应位置；在 5 分钟内，参赛选手在上位机

中设置目标角度并由上位机发出控制指令，实验装置收到指令后自主进行姿

态调整，使发出的光束从初始角度依次调整到 2 个目标角度在角度盘上的对

应位置，光束在每个目标角度上需保持 3 秒。比赛开始前有 30 分钟程序编写

和调试时间。 

（二）参赛要求 

1.小学低龄组 

参赛选手携带 1 台实验装置（可提前制作好）进入比赛现场。 

实验装置要求： 

尺寸：不得超过 300mm×300mm×300mm（即装置的长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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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方式：有线控制或无线遥控； 

控制器：主控芯片采用 HI3861，至少包含 1 个 9 轴传感器、1 个 OLED

屏、2 个全彩 LED； 

陀螺仪：控制主板集成九轴加速度陀螺仪； 

电机数量：不超过 2 个（仅限使用直流电机）； 

电源：自带电源，不可使用外接电源，电源电压合计不超过 10V； 

结构：结构不限，但需方便评委进行现场检验控制主板； 

除以上要求的内容外，不限制其他硬件的使用。 

2.小学高龄组 

参赛选手携带 1 台实验装置（可提前制作好）和电脑进入比赛现场。 

实验装置要求： 

尺寸：不得超过 400mm×400mm×400mm（即装置的长宽高）； 

控制方式：装置自主运行； 

控制器：主控芯片采用 HI3861，至少包含 1 个 9 轴传感器、1 个 OLED

屏、2 个全彩 LED； 

陀螺仪：控制主板集成九轴加速度陀螺仪； 

电机数量：不超过 2 个（仅限使用直流电机）； 

编程要求：基于 OpenHarmony 的图形化或代码编程平台； 

电源：自带电源，不可使用外接电源，电源电压合计不超过 10V； 

结构：结构不限，但需方便评委进行现场检验控制主板； 

除以上要求的内容外，不限制其他硬件的使用。 

3.初中组 

参赛选手携带 1 台实验装置（可提前制作好）和编写好的上位机软件进

入比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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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装置要求： 

尺寸：不得超过 400mm×400mm×400mm（即装置的长宽高）； 

控制方式：上位机发出指令，实时进行控制； 

控制器：主控芯片采用 HI3861，至少包含 1 个 9 轴传感器、1 个 OLED

屏、2 个全彩 LED； 

陀螺仪：控制主板集成九轴加速度陀螺仪； 

电机数量：不超过 2 个（仅限使用直流电机）； 

编程要求：基于 OpenHarmony 的图形化或代码编程平台； 

电源：自带电源，不可使用外接电源，电源电压合计不超过 10V； 

结构：结构不限，但需方便评委进行现场检验控制主板； 

除以上要求的内容外，不限制其他硬件的使用。 

4.高中组 

参赛选手携带 1 台实验装置（可提前制作好）和编写好的上位机软件进

入比赛现场。 

实验装置要求： 

尺寸：不得超过 400mm×400mm×400mm（即装置的长宽高）； 

控制方式：上位机控制； 

控制器：主控芯片采用 HI3861，至少包含 1 个 9 轴传感器、1 个 OLED

屏、2 个全彩 LED； 

陀螺仪：控制主板集成九轴加速度陀螺仪； 

电机数量：不超过 2 个（仅限使用直流电机）； 

编程要求：基于 OpenHarmony 的图形化或代码编程平台； 

电源：自带电源，不可使用外接电源，电源电压合计不超过 10V； 

结构：结构不限，但需方便评委进行现场检验控制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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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要求的内容外，不限制其他硬件的使用。 

四、比赛场地及环境 

1．小学低龄组 

场地说明： 

实验环境包含实验台和角度盘各 1 个。实验台由底座、顶座和连接杆组

成，放置在水平桌面不可转动。角度盘以实验台为圆心放置。实验环境如图 1

所示： 

 

图 1 小学低龄组实验环境 

2．小学高龄组 

场地说明： 

实验环境包含实验台和角度盘各 1 个。实验台由底座、顶座和连接杆组

成，放置在水平桌面，顶座受外力影响时会自由转动。角度盘以实验台为圆心

放置。实验环境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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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小学高龄组实验环境 

3．初中组 

场地说明： 

实验环境包含实验台和角度盘各 1 个。实验台由底座、顶座和连接

杆组成，放置在水平桌面，顶座受外力影响时会转动，但具有一定阻尼。

角度盘以实验台为圆心放置。实验环境如图 3 所示： 

 

图 3 初中组实验环境 

4．高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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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说明： 

实验环境包含实验台和角度盘各 1 个。实验台由底座、顶座和连接

杆组成，放置在水平桌面，顶座受外力影响时会转动，但具有一定阻尼。

角度盘以实验台为圆心放置。实验环境如图 4 所示： 

 

图 4 高中组实验环境 

五、比赛规则 

1．小学低龄组 

（1）赛前准备 

参赛选手携带制作好的实验装置进入比赛现场。裁判宣布调试开始，参赛

选手按要求将实验装置放置在实验台的顶座上，在 2 分钟内完成实验装置调

试，使实验装置发出的光束照射到初始角度在角度盘上对应位置，调试准备完

成后参赛选手向裁判举手示意。 

（2）比赛过程 

裁判检查实验装置的初始位置符合要求后宣布正式比赛开始并开始计时， 

裁判员抽取 3 个实验装置姿态调整任务的目标角度和指定初始角度。参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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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使用遥控器控制实验装置旋转，每次实验装置发出的光束照射到目标角度

在角度盘对应位置后，举手示意裁判完成姿态调整，裁判记录 3 秒钟内实验

装置发出的光束照射到角度盘的最大角度误差。 

3 次装置姿态调整任务完成或 5 分钟计时结束时，裁判宣布比赛结束，参

赛选手应立即停止对实验装置的操作。 

参赛选手须在 5 分钟内完成 3 个实验装置姿态调整任务，如未全部完成，

只记录已完成姿态调整任务的得分。如实验过程中，实验装置掉落、移位导致

无法继续进行，参赛选手可将实验装置放置初始位置重新开始，但是计时不停

止。 

参赛选手确认成绩无误后，在评分表上签字并携带自己的实验装置离开

比赛场地。 

2．小学高龄组 

（1）赛前准备 

参赛选手携带制作好的实验装置进入比赛现场，裁判宣布调试开始，参赛

选手须在 30 分钟内完成实验装置的程序编写及调试，裁判宣布调试结束，参

赛选手立即停止调试并将实验装置放置到设备封存区，实验装置封存后不可

再修改结构和程序。 

参赛选手按照比赛顺序，从设备封存区提取自己的实验装置，裁判员抽取

2 个实验装置姿态调整任务的目标角度和指定初始角度。参赛选手在 2 分钟内

将实验装置放置在实验台的顶座上，并使实验装置发出的光束照射到初始角

度在角度盘上对应位置，完成后参赛选手向裁判举手示意。 

（2）比赛过程 

裁判检查实验装置的初始位置符合要求后宣布正式比赛开始并开始计时。 

参赛选手启动实验装置（启动时参赛选手不可人为改变实验装置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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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装置自主旋转，每次实验装置发出的光束照射到目标角度在角度盘上的

对应位置后，举手示意裁判完成姿态调整，裁判记录 3 秒内实验装置发出的

光束照射到角度盘的最大角度误差。 

2 次装置姿态调整任务完成或 3 分钟计时结束时，裁判宣布比赛结束，参

赛选手应立即关闭实验装置电源或停止转动。 

参赛选手须在 3 分钟内完成 2 个实验装置姿态调整任务，如未全部完成，

只记录已完成姿态调整任务的得分。每次姿态调整开始前或完成时参赛选手

可对设备进行位置调整或重启。3分钟内，如出现实验装置掉落、移位等导致

任务无法继续进行或对当前成绩不满意，参赛选手可将实验装置放置初始位

置重新开始，得分清零后重新记录，但是计时不停止。 

参赛选手确认成绩无误后，在评分表上签字并携带自己的实验装置离开

比赛场地。 

3．初中组 

（1）赛前准备 

参赛选手携带制作好的实验装置和编写好的上位机软件进入比赛现场，

裁判宣布调试开始，参赛选手须在 30 分钟内完成实验装置的程序调整，裁判

宣布调试结束，参赛选手立即停止调试并将实验装置放置到设备封存区，实验

装置封存后不可再修改结构和程序。 

参赛选手按照比赛顺序，从设备封存区提取自己的实验装置，裁判员抽取

2 个实验装置姿态调整任务的目标角度和指定初始角度。参赛选手在 2 分钟内

将实验装置放置在实验台的顶座上，并使实验装置发出的光束照射到初始角

度在角度盘上对应位置，完成后参赛选手向裁判举手示意。 

（2）比赛过程 

裁判检查实验装置的初始位置符合要求后宣布正式比赛开始并开始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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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选手启动实验装置（启动时参赛选手不可人为改变实验装置的位置）。

装置启动后，选手需通过上位机实时控制实验装置，进行角度调整。首先，控

制实验装置按照顺时针旋转一周后，使实验装置发出的光束照射到第一个目

标角度在角度盘上的对应位置；举手示意裁判第一个姿态调整完成；接着，再

次将实验装置放回初始指定角度，并即刻开始以逆时针旋转一周后，使实验装

置发出的光束照射到第二个目标角度在角度盘上的对应位置；举手示意裁判

第二次姿态调整完成，计时结束。若未按照旋转方向进行调整的，成绩计 0 分。

选手每次举手示意后，裁判记录 3 秒钟内实验装置发出的光束照射到角度盘

的最大角度误差。 

2 次装置姿态调整任务完成或 5 分钟计时结束时，裁判宣布比赛结束，参

赛选手应立即关闭实验装置电源或停止转动。 

参赛选手须在 5 分钟内完成 2 个实验装置姿态调整任务，如未全部完成，

只记录已完成姿态调整任务的得分。每次姿态调整开始前或完成时参赛选手

可对设备进行位置调整或重启。5 分钟内，如出现实验装置掉落、移位等导致

任务无法继续进行或对当前成绩不满意，参赛选手可将实验装置放置初始位

置重新开始，得分清零后重新记录，但是计时不停止。 

参赛选手确认成绩无误后，在评分表上签字并携带自己的实验装置离开

比赛场地。 

4．高中组 

（1）赛前准备 

参赛选手携带制作好的实验装置和编写好的上位机软件进入比赛现场，

裁判宣布调试开始，参赛选手须在 30 分钟内完成实验装置的程序调整，裁判

宣布调试结束，参赛选手立即停止调试并将实验装置放置到设备封存区，实验

装置封存后不可再修改结构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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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选手按照比赛顺序，从设备封存区提取自己的实验装置，裁判员抽取

2 个实验装置姿态调整任务的目标角度和指定初始角度。参赛选手在 2 分钟内

将实验装置放置在实验台的顶座上，并使实验装置发出的光束照射到初始角

度在角度盘上对应位置，完成后参赛选手向裁判举手示意。 

（2）比赛过程 

裁判检查实验装置的初始位置符合要求后宣布正式比赛开始并开始计时。 

参赛选手启动实验装置（启动时参赛选手不可人为改变实验装置的位置），

在上位机软件中输入目标角度并由上位机软件向实验装置发出控制指令。实

验装置收到指令后自主进行姿态调整，并将发出的光束从初始角度照射到目

标角度在角度盘上对应位置。每次调整到目标位置时，参赛选手举手示意姿态

调整完成，裁判记录 3 秒钟内实验装置发出的光束照射到角度盘的最大角度

误差。 

2 次装置姿态调整任务完成或 5 分钟计时结束时，裁判宣布比赛结束，参

赛选手应立即关闭实验装置电源或停止转动。 

参赛选手须在 5 分钟内完成 2 个实验装置姿态调整任务，如未全部完成，

只记录已完成姿态调整任务的得分。每次姿态调整开始前或完成时参赛选手

可对设备进行位置调整或重启。3 分钟内，如出现实验装置掉落、移位等导致

任务无法继续进行或对当前成绩不满意，参赛选手可将实验装置放置初始位

置重新开始，得分清零后重新记录，但是计时不停止。 

参赛选手确认成绩无误后，在评分表上签字并携带自己的实验装置离开

比赛场地。 

六、评分维度 

1．小学低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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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小学低龄组评分维度 

项目 分类 评分标准 

实验装置

（20分） 

装置设计 
1、装置外观符合卫星通信主题（0-5分）； 

2、外观体现出卫星相关技术（0-5分）。 

装置制作 
1、重量及尺寸符合要求（0-5分）； 

2、结构合理，可辨别主板（0-5分）。 

比赛实验

操作（80

分） 

实验过程 
1、操作规范合理（0-10分）； 

2、个人素养（0-10分）。 

实验结果 

1、每个角度区间基础分为 20分， 3个角度区间共 60分； 

2、每个角度实验时实验装置得光束照射在角度盘时存在误

差，如误差在±1°内得 20分，如误差在±2°内得 15分，

如误差在±3°内得 10分；如误差大于±3°得 0分。 

2．小学高龄组 

表 2  小学高龄组评分维度 

项目 分类 评分标准 

实验装置

（20分） 

装置设计 
1、装置外观符合卫星通信主题（0-5分）； 

2、外观体现出卫星相关技术（0-5分）。 

装置制作 
1、重量及尺寸符合要求（0-5分）； 

2、结构合理性，可辨别主板（0-5分）。 

比赛实验

操作（80

分） 

实验过程 
1、操作规范合理（0-10分）； 

2、个人素养（0-10分）。 

实验结果 

1、每个角度区间基础分为 30分， 2个角度区间共 60分； 

2、每个角度实验时实验装置得光束照射在角度盘时存在误

差，如误差在±2°内得 30分，如误差在±3°内得 25分，

如误差在±4°内得 20分；如误差在±5°内得 15分；如误

差大于±5°得 0分。 

3．初中组 

表 3  初中组评分维度 

项目 分类 评分标准 

实验装置

（20分） 

装置设计 
1、装置外观符合卫星通信主题（0-5分）； 

2、外观运用到卫星技术（0-5分）。 

装置制作 
1、重量及尺寸符合要求（0-5分）； 

2、结构合理性，可辨别主板（0-5分）； 

比赛实验

操作（80

分） 

实验过程 
1、操作规范合理（0-5分）； 

2、个人素养（0-5分）。 

上位机软件 

1、界面美观布局合理，运行可实时控制实验装置姿态(0-

10)； 

2、能提供源代码并现场编译代码(0-5); 

3、代码设计合理，符合代码规范(0-5)。 



 

14 

项目 分类 评分标准 

实验结果 

1、每个角度区间基础分为 25分， 2个角度区间共 50分； 

2、每个角度实验时实验装置得光束照射在角度盘时存在误

差，如误差在±1°内得 25分，如误差在±2°内得 20分，

如误差在±3°内得 15分；如误差在±4°内得 10分；如误

差在±5°内得 5分；如误差大于±5°得 0分； 

4．高中组 

表 4  高中组评分维度 

项目 分类 评分标准 

实验装置

（30分） 

装置

设计 

1、装置外观符合卫星通信主题（0-5分）； 

2、外观运用到卫星技术（0-10分）。 

装置

制作 

1、重量及尺寸符合要求（0-5分）； 

2、结构合理性，可辨别主板（0-5分）； 

3、采用代码编程，编写规范合理 (0-5分)。 

比赛实验

操作（70

分） 

实验

过程 

1、操作规范合理（0-5分）； 

2、个人素养（0-5分）。 

上位

机软

件 

1、界面美观布局合理，运行可实时控制实验装置姿态(0-10)； 

2、能提供源代码并现场编译代码(0-5); 

3、代码设计合理，符合代码规范(0-5)。 

实验

结果 

1、每个角度区间基础分为 20分， 2个角度区间共 40分； 

2、每个角度实验时实验装置得光束照射在角度盘时存在误差，如误差

在±2°内得 20分，如误差在±3°内得 15分，如误差在±4°内得

10分；如误差在±5°内得 5分；如误差大于±5°得 0分。 

七、特殊说明 

参赛选手身份须真实有效，在赛前需查验有效身份证明（身份证或者户

口本）方能进入比赛现场。 

比赛期间需遵守比赛规则，听从裁判和工作人员指令，如违反比赛要求

和规则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辅导老师需在场外等待，不得进入比赛场地，同时要切实做好参赛队员

安全工作。如有任何问题可与组委会和裁判组沟通，或提出申诉。若违反上

述规定，可取消所带参赛队伍比赛资格和成绩。 

参赛作品的相关知识产权全部归参赛者所有。大赛主办方对所有参赛作

品有宣传、出版、发行、展示、展览、推广等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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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发现一稿多投、剽窃、抄袭他人作品等违规行为，一律取消选手的参赛、

获奖资格，并因此引起的任何法律纠纷，由参赛选手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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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创新应用性科学实验评分表 

创新应用性科学实验评分表 

参赛证号  报名手机号  组别 小学低龄组 

得分情况 

实 验

装置 

装置 

设计 

装置外观符合卫星通信主题（0-5分）  

外观运用到卫星技术（0-5分）  

装置 

制作 

重量尺寸符合要求（0-5分）  

结构合理，可辨别主板（0-5分）  

比 赛

实 验

操作 

实验 

过程 

操作规范合理（0-10分）  

个人素养（0-10分）  

实验 

结果 

项目 抽取角度   实操角度 得分 

初始角度   — 

目标角 1    

目标角 2    

目标角 3    

任务完成总时间  

评分标准 

误差在±1°内得 20分，如误差在±2°内得 15分，

如误差在±3°内得 10分；如误差大于±3°得 0分。

分数相同时，完成时间越短排名靠前。 

总得分 
 

裁判签字：                            选手确认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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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应用性科学实验评分表 

参赛证号  报名手机号  组别 小学高龄组 

得分情况 

实 验

装置 

装置 

设计 

装置外观符合卫星通信主题（0-5 分）  

外观运用到卫星技术（0-5 分）  

装置 

制作 

重量尺寸符合要求（0-5 分）  

结构合理，可辨别主板（0-5 分）  

比 赛

实 验

操作 

实验 

过程 

操作规范合理（0-10 分）  

个人素养（0-10 分）  

实验 

结果 

项目 抽取角度   实操角度 得分 

初始角度   — 

目标角 1    

目标角 2    

任务完成总时间  

评分标准 

误差在±2°内得 30 分，如误差在±3°内得 25 分，

如误差在±4°内得 20 分；如误差在±5°内得 15 分；

如误差大于±5°得 0 分。分数相同时，完成时间越短

排名靠前。 

总得分 
 

裁判签字：                            选手确认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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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应用性科学实验评分表 

参赛证号  报名手机号  组别 初中组 

得分情况 

实 验

装置 

装置 

设计 

装置外观符合卫星通信主题（0-5 分）  

外观运用到卫星技术（0-5 分）  

装置 

制作 

重量尺寸符合要求（0-5 分）  

结构合理，可辨别主板（0-5 分）  

比 赛

实 验

操作 

实验 

过程 

操作规范合理（0-10 分）  

个人素养（0-10 分）  

上 位 机

软件 

界面美观布局合理，运行可实时控制实验装置姿态

(0-10 分)  

提供源代码并现场编译代码(0-5 分)  

代码设计合理，符合代码规范(0-5 分)  

实验 

结果 

项目 抽取角度   实操角度 得分 

初始角度   — 

目标角 1    

目标角 2    

任务完成总时间  

评分标准 

误差在±1°内得 25 分，如误差在±2°内得 20 分，

如误差在±3°内得 15 分；如误差在±4°内得 10 分；

如误差在±5°内得 5 分；如误差大于±5°得 0 分； 

总得分  

裁判签字：                            选手确认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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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应用性科学实验评分表 

参赛证号  报名手机号  组别 高中组 

得分情况 

实 验

装置 

装置 

设计 

装置外观符合卫星通信主题（0-5 分）  

外观运用到卫星技术（0-10 分）  

装置 

制作 

重量尺寸符合要求（0-5 分）  

结构合理，可辨别主板（0-5 分）  

采用代码编程，编写规范合理 (0-5 分)  

比 赛

实 验

操作 

实验 

过程 

操作规范合理（0-5 分）  

个人素养（0-5 分）  

上 位 机

软件 

界面美观布局合理，运行可实时控制实验装置姿态

(0-10 分) 
 

提供源代码并现场编译代码(0-5 分)  

代码设计合理，符合代码规范(0-5 分)  

实验 

结果 

项目 抽取角度   实操角度 得分 

初始角度   — 

目标角 1    

目标角 2    

任务完成总时间  

评分标准 

误差在±2°内得 20 分，如误差在±3°内得 15 分，

如误差在±4°内得 10 分；如误差在±5°内得 5 分；

如误差大于±5°得 0 分。 

总得分  

裁判签字：                            选手确认签字：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