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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观智能”AI 技术赛道承办方案

一、 赛项介绍

（一） 赛项名称

项目一：智慧城市应用赛（高校）

项目二：校园AI实战应用赛（高职）

二、 竞赛内容

（一） 项目一：智慧城市应用赛（高校）

随着AI技术越来越多应用于城市建设和管理，未来城市必将成为“会思考”

的城市，实现智能感知、超前预警、精细治理、实景指挥、科学决策的“一网统

管”模式，有效提升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本项目主要考察人工智能技术在智慧

城市方面的应用实现，要求参赛队伍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竞赛任务。

竞赛内容如下：

1、各参赛队伍围绕智慧城市主题，如智能出行、安全生产、垃圾检测、高

空抛物检测、火焰检测、厨房鼠患检测等，自拟题目，基于人工智能技

术，实现智慧城市方面的软硬件应用设计；

2、参赛队伍自备计算资源，主办方推荐参赛队伍可使用公开数据集、开源

模型和代码完成设计；

（二） 项目二：校园AI实战应用赛（高职）

AI技术已是校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虽然疫情已经缓和，但对进出校园

的人员管控和测温在短期内仍是一个常态化的工作，AI技术可以减少人工测温的

接触、提高测温效率；又如校园“一脸通”系统，为学习和生活提供更多便利。

因此，如何将AI更好地应用到校园中，挖掘更多创新，对学校的教职工和学生是

一个重要课题。 本项目主要考察人工智能技术在校园中的应用实现，要求参赛

队伍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竞赛任务。

竞赛内容如下：

1、结合当前校园情况，利用AI技术进行疫情防控系统研究和设计，包括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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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人脸识别、戴口罩识别、自动测温等，实现智能人员出入管理、高温

自动预警、戴口罩识别和提醒；

2、结合当前校园情况，利用AI技术进行教学辅助系统研究和设计，包括智

能人脸点名、签到打卡、电子课堂、3D教学等，实现便捷高效的课堂管

理，增加教学的趣味性。

3、参赛队伍可自拟题目，自备计算资源，可使用开源代码完成设计。（建

议参与博观AI智能培训课程认证体系，进行人工智能理论和实验教学培

训，包括AI基础技术原理、当前技术落地应用情况、产品解决方案和应

用示例培训）；

三、 参赛要求

1、大赛为团体赛，参赛队由3-5名选手组成，每支参赛队指定1人为队长，

每支参赛队可设置1-2名指导教师。不计选手个人成绩，统计参赛队总

成绩进行排序；

2、大赛面向山东省内本科和高职院校的在校生，各个项目单独接受报名，

单个项目每所院校可报多支参赛队，同一支参赛队不可同时报名两个项

目。不允许跨校组队。不接受在校生个人组队报名，需要所在院校组织

报名并盖学校公章。

3、项目二推荐使用博观智能提供的竞赛器材——AI智能防疫识别套装，由

参赛队伍的院校自愿采购，采购方式详见组委会公布的其他文件，竞赛

器材所有权归采购院校。AI智能防疫识别套装除了可以支撑竞赛所需的

技术和环境以外，还可在赛后直接转化为实训平台，满足人工智能技术

服务、计算机应用技术、软件技术、软件与信息服务、移动应用开发等

相关专业的实训教学需要。该平台已在部分高校推广应用，经过教学实

训反馈，成熟可靠。

4、大赛组委会将组织赛前培训，培训形式、培训时间等信息请参考后续培

训通知。

四、 技术平台和竞赛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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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一：智慧城市应用赛

参赛队伍自行进行开发环境的配置，自备电脑完成比赛任务。

（二） 项目二：校园AI实战应用赛

设备类别 数量 基本配置

PC 机 2台（自备） 用于设备的操作与调试。

配置如下：

性能高于 2.0GHZ 处理器，8G 以上内存，显示器

分辨率要求 1366*768 以上

AI 智能防疫识别套装 1套（推荐） 用于实验操作和外场实验验证，加强巩固理论知

识学习，有利于论文设计方案。

套装： 软件、AI 防疫终端、人脸识别终端

五、 竞赛方式

（一） 项目一：智慧城市应用赛

正赛开始前30天，大赛组委会公布比赛试题，各参赛队伍自行完成试题任务，

并按照规定的方式提交成果（电子版）。正赛阶段，参赛队伍根据各自拟定的题

目进行现场路演、汇报项目，评委组现场评定并决出最终成绩。

（二） 项目二：校园AI实战应用赛

正赛开始前30天，大赛组委会公布比赛试题，各参赛队伍根据选择的课题提

交校园AI设计方案。正赛阶段，参赛队伍现场进行项目汇报，评委组现场评定并

决出最终成绩。

六、 成绩评定方式

（一） 评分标准制定原则

竞赛评分制定严格遵守公平、公正的原则，始终贯彻落实大赛公平、公正和

公开原则。参与大赛赛项成绩管理的组织机构包括评委组、监督组和仲裁组等。

（1）评委组

评委组实行评委组长负责制，设组长1名，全面负责赛项的评分与管理工作。

评委组员设置7名，彼此独立评分。

（2）监督组

监督组对评分组的工作进行全程监督，并对参赛队的现场汇报进行全程摄像

和对相关成绩抽检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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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仲裁组

仲裁组负责接受由参赛队领队提出的对评分结果的申诉，组织复议并及时反

馈复议结果。

（二） 评分方法

采用结果评分方法，结果评分是依据赛项评分标准，对参赛选手提交的竞赛

成果和现场汇报情况进行评分。赛项最终按总评分得分高低，确定奖项归属。

各个项目的评分标准不同。

（1）参赛队成绩采用评委人工评分方式。

（2）根据评分标准设计竞赛成果评分表。

（3）各评委根据参赛队伍的比赛成果、现场汇报情况、应用的设计创新性、

应用开发的功能完善性、应用性能的健壮性、界面的友好性等指标进行百分制评

分，采取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的原则，进行计算平均分，评分并在评分

表上签字确认。成绩汇总表备案以供核查。

（4）在竞赛过程中，选手如有不服从裁判判决、扰乱赛场秩序、舞弊等不

文明行为，由裁判按照规定扣减相应分数并且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取消竞赛资

格，竞赛成绩记0分，队员退出比赛现场。

（5）为保障成绩评判的准确性，监督组将对赛项总成绩排名前30%的所有参

赛队伍（选手）的成绩进行复核；对其余成绩进行抽检复核，抽检覆盖率不得低

于15%。如发现成绩错误以书面方式及时告知评分组长，由评分组长更正成绩并

签字确认。复核、抽检错误率超过5%的，评分组将对所有成绩进行复核。任何组

织和个人，不得擅自对大赛成绩进行涂改、伪造或用于欺诈等违法犯罪活动、如

需使用大赛成绩，应报大赛组委会审批。

（三） 评分细则

（1）项目一：智慧城市应用赛

评委根据项目报告完成度和现场演示汇报进行综合评分：

作品质量评审（50 分） PPT 报告（30 分） 作品演示（20 分）

作品设计完

整度（20 分）

作品设计创新

性（20 分）

作品可应用性

（10 分）

表 达 清 楚

内 容 凝 练

（15 分）

流利准确

回答提问

（15 分）

流利准确

回答提问

（10 分）

效 果 达 到

设 计预 期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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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二：校园AI实战应用赛

根据主办方提供的测试数据对各队调试完成的人员出入管理平台方案进行

评分和现场演示汇报，由评委按规则公正公平评定得分：

作品质量评审（70 分） PPT 报告（30 分）

作品设计完整度（30

分）

作品设计创新性（20

分）

作品可应用性（20

分）

表达清楚内容

凝练（15 分）

流利准确回答

提问（15 分）

七、 竞赛时间安排和流程时间安排

（一） 竞赛流程

（1）参赛队报到

（2）组织参赛队赛前说明会、熟悉场地

（3）举办开幕式

（4）正式竞赛

（5）成绩评定

（6）举办颁奖仪式、闭幕式

（二） 时间安排

竞赛预计时间安排为2天进行，各个项目在不同场地同时进行。

具体安排见表 2。

表2 竞赛时间安排与流程

日期 时间 事项

第一天 8:00-10:00 报到

10:00-12:00 开幕式、赛前说明会及场次抽签

14:00-18:00 项目一参赛队伍现场答辩

第二天 8:00-12:00 项目二参赛队伍现场答辩

14:00-15:00 闭幕式，颁奖

八、 奖项设置

各个项目分开评奖。

以赛项实际参赛队成绩为依据，设一等奖占比10%，二等奖占比20%，三等奖

占比30%，其它选手颁发优秀奖。按获奖等级分别颁发奖杯、奖章及荣誉证书。

获得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队伍的指导教师颁发优秀指导教师证书。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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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院校颁发最佳组织奖证书及奖牌、二等奖院校颁发优秀组织奖证书及奖牌。

九、 筹备工作进度时间

序号 竞赛阶段 工作内容 负责方 时间

1 技术准备

制定竞赛规程 博观 5月

组建大赛组委会 学会、博观 5月

确定承办院校 学会 5月

签署承办、合作协议 学会、组委会、博观 5月

2 组织报名
下发报名预通知 组委会 5月

组织赛项报名 组委会 5月-6 月

3 赛前培训
赛前线上培训 博观 7月-8 月

赛前线下培训 博观、承办校 8月

4 赛前准备
报到通知 组委会 9月

发布大赛试题 组委会 赛前30天

5 正式实施

赛场建设 承办校 赛前20天

设备进场调试 博观、承办校 赛前10天

大赛正式举办 相关方

济南博观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21 年 5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