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第 15 届）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无人驾驶挑战赛预选赛评测方案 

一、第一部分，机器人仿真 

（一）概要 

预选赛考察选手对无人驾驶技术体系中计算机视觉所需的基础知识以及相关算法

的理论学习、软件调试编写能力等。 

 

（二）任务 

选手根据技术组委会提供测试视频数据，完成其中车道线识别、右转直行地标识

别，如图所示： 

 

图 1 车道线识别 

 

图 2 地标识别 



测试时，组委会将提供一段不定长的真实拍摄的视频，参赛者需要标记其中的车道

线与路口方向指示标识，并标记出车道线的颜色（白、黄）和种类（双实线、单实线、

虚线）。视频是连续的，可以利用时间上下文，但只能利用当前帧之前的帧，即 “过去”

的帧，不能利用“未来”的帧。 

本次线上赛添加附加题，组委会将提供一段在相同赛道、昏暗环境下拍摄的视频，

参赛者需要在昏暗环境下完成上述任务。该附加题旨在鼓励参赛者在完成基础题目的前

提上，自行探索人工智能前沿算法，解决昏暗环境下的视觉感知问题。 

 

（三）评判 

1. 基础题目 
 

任务 描述 计分 

 

 

车道线 

车道线位置正确，按车道宽度，每增加 7.5%的误差，扣除

1 分，每条车道线最多扣 8 分 
16 

车道线颜色正确 4 

双实线、单实线、虚线识别正确 4 

 

底面箭

头标识 

是否可以直行 2 

是否可以左拐 2 

是否可以右拐 2 

 
注：以上每项为每帧图像中，求得左右两条车道线远点中心坐标和近点中心坐标 

（由近点指向远点方向即为车辆行驶方向），根据近点与远点检测结果与人工标注结果 

的偏差进行评分。地面箭头标识仅在图像接近且明显时才需要识别。 

最后，将测试视频里所有帧图片识别得分的平均值作为基础分数。 

2. 附加题：昏暗环境检测 

组委会将提供一段在相同赛道、昏暗环境下拍摄的视频，具体任务与评分细则与基础

题目相同。 

3. 总分 

总分 = 0.9 ×基础分数 + 0.1 ×附加题分数 

  



二、文档要求 

各参赛队必须提交说明文档与源代码。说明文档模板与相关要求另行公布。

文档与源代码质量（含风格）皆作为评分要素。具体评分比例为： 

任务 描述 计分 

文档 

任务方案可行，方案完整，流程表达清晰 25% 

任务方案融入了自主算法，或算法优化 30% 

任务方案有实测数据的支撑 30% 

源代码 
工程代码完整 5% 

代码风格良好，注解清晰 10% 

三、综合排序 

1. 最终排名

最终预选赛成绩排名如下： 

(1)第一序：未提供文档的，或文档明显敷衍、不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排名最后。

(2)第二序：任务完全失败（包括未能上传数据，或有效数据率为0），不 参与排序。

(3)第三序：在任务没有完全失败的情况下，任务、文档之排序，按照 65% : 35% 之权

重求和得到新的排序作为预选赛最终排名。若排名遇到相同的，从后往前逐步去掉

一项权重再次排名，直到区分出排名。

(4)若子项目（任务、文档）的单独排名不得不出现并列现象，则按照区间次序之

平均数参与总体排名计算。

2. 排名排除（各项挑战赛统一）

以下情况将导致不参与总体排名，并淘汰： 

（1）源代码无法运行，或运行效果与所提供视频明显不符，该项目视为失败；

（2）文档或源代码涉嫌抄袭、或具有知识产权争议；

（3）报名系统中，说明必须提交的文档、源代码、视频等所有需要提交的内容，有

一项或一项以上缺失，不参与排名，并淘汰；

（4）如需要提交机器人或系统运行实况视频、录屏视频等，那么视频经过编辑（如

中途剪辑、拼接、改变视频播放速度、故意截去屏幕部分区域等）；

（5）仿真/实物机器人运行时，或图像识别过程中，有人为干预或认为控制；

（6）仿真/实物机器人启动时，出现可选择性触发启动（如设置多个机械按钮、或多

个屏幕按钮、或多种触发方式，根据抽签或现场情况则一触发）；

（7）报名网站所要求填写内容与提交文档明显不符；

（8）报名网站填写的参赛人/指导教师与上传盖章的报名表不符合；

（9）其它违反大赛组委会相关规则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