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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第 16 届）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人工智能挑战赛赛题 

边缘智能应用挑战赛 
（高职组，版本：V20230204.06） 

一、挑战内 

（一）赛题背景 

随着边缘智能计算相关技术的日渐成熟，未来边缘智能应用技术人才需求从

中高端人才向应用型人才过渡。边缘智能应用相关技术目前正处在落地应用的重

要阶段，与边缘智能应用技术研发初期需要大量的中高端人才不同，在落地应用

阶段则需要大量的应用型人才，这些应用型人才需要把边缘智能应用技术落地到

众多的传统行业中。 

我国边缘智能应用技术人才目前缺口超过 500万，国内的供求比例为 1：10，

供需比例严重失衡，不断加强人才培养，补齐人才短板，是我国的当务之急。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人工智能挑战赛 - 边缘智能应用赛项考察边缘

智能应用技术基础专业知识、应用技术，重点考核边缘机器人应用技术应用开发、

系统管理与维护等能力。基于机器人技术应用实训平台产品，考核对机器人设备

的控制、语音模块的调用、数据预处理、模型训练与转换、应用开发与部署。通

过竞赛考核，提升学生对服务机器人行业应用综合实践能力。 

（二）具体内容 

竞赛围绕通用技术和应用创新两个层面展开，其中，通用技术重点聚焦具有

国际前瞻性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创新则聚焦具体场景应用。 

竞赛采用“机器人技术应用实训平台”，围绕边缘机器人应用技术的基础知

识、技能、AI 典型行业应用，满足竞赛和教学需要，为竞赛和教学提供应用开

发和创新基础，充分体现机器人应用技术关键技能，考核考生在机器人技术应用

领域掌握的层级及潜质。 

赛项方案的设计、赛项过程的组织、赛项结果的评判都本着“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由赛项专家组、赛项裁判组提前制定详细的赛项组织流程、赛项

评判细则，整个竞赛过程透明公开，实时发布竞赛进程和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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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竞赛实操模块 

 

（2）实操模块简述 

 模块 A：机器人语音控制： 

考核参赛选手编写、执行 Python 脚本，完成通过串口实现机械臂

的基础控制、语音模块的识别与播报以及语音控制机械臂的移动。 

 模块 B：机器人图像识别： 

考核算法模型的微调训练，完成模型的数据集配置文件生成、数据

集转化、模型训练、模型转换、模型测试等内容。 

 模块 C：机器人应用开发： 

考核通过使用计算机视觉与 AI 模型接口服务实现推理结果，结合

机器人、传送带等设备，进行人工智能典型行业应用程序开发。 

二、挑战规则 

（一）竞赛规则 

1.选手须为高职院校在籍学生，不得跨校组队； 

2.竞赛内容为实操考核，实操竞赛时长：3 小时； 

3.每个参赛队由 2 名参赛学生和 1-2 名指导教师组成；参赛学生不得跨校组

队，指导教师须为本校专职教师。 

（二）命题方式 

本项目为赛前需对试题保密的项目。赛前一周公布样题（包括赛题、素材、

评分细则）。赛前，赛区组委会应商本赛区相关项目裁判长，参照本项目世界技

模块 

编号 
模块名称 

竞赛时间 

min 

分数 

评价分 测量分 合计 

A 机器人语音控制 

180 

 40 40 

B 机器人图像识别  30 30 

C 机器人应用开发  30 30 

总计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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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大赛试题命制、公布的方法和程序，结合国内保密工作管理要求，命制和公布

试题，确保比赛公平、公正。 

根据命题规则，竞赛时，同一场比赛选手采用相同赛题，不同比赛日使用不

同赛题。赛题抽取是在大赛组委会办公室监督仲裁组的监督下，由专家组长提供

实际操作赛题系统的赛题。大赛组委会须指定专人负责赛题印刷、加密保管、领

取和回收工作。 

（三）统分方法 

选手完成所有竞赛考核模块后，裁判员对该模块进行评分，取平均分为选手

该模块得分。选手最终得分由比赛两个模块得分累计相加得出。裁判员应根据竞

赛确定的评分标准进行技术评定，评定期间若有争议，应由裁判长裁决。 

评定期间，裁判员应注意区分外观缺陷及细部缺陷，避免对某一缺陷出现重

复扣分。评定结束后，裁判员应在评分表上签字确认。若出现零分或满分，裁判

组应及时上报裁判长进行复核，经裁判长复核确认后方可进入结果统计。 

（四）选手须具备的能力 

模块名称 应知应会要求 

机器人语音控制 

选手需掌握访问硬件设备的能力，能够驱动机器人和使

用语音设备，掌握不同设备之间的联动与协作，实现语音

控制机器人。 

机器人图像识别 

选手需熟悉深度学习框架组件、Jupyter Notebook 的使

用方式，掌握批量处理数据、模型量化、模型优化等能

力。 

机器人应用开发 

选手需具备对项目整体概况的认识，对项目架构与流程

的理解，熟悉对开发系统整体的技术性框架的了解和各

模块相互间的协同合作。 

（五）场地设备 

竞赛场地按照每个工位配置以下竞赛设施： 

 

序号 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1 机器人技术应用实训平台 台 1 

2 PC机 台 2 

 

一般每个比赛区需要 4平方米，每个赛区之间需要一定的间距，预计每天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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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同场竞赛队伍数 25 队，需要 200 平米左右的场地（以承办单位现场实际情况

为准）。 

 

（六）决赛场地禁止自带使用的设备和材料 

序号 设备和材料名称 

1 笔记本电脑、 平板电脑及 IT 类产品 

2 U 盘及可存储设备 

3 通信设备 

4 有毒有害物 

5 易燃、 易爆、 放射及腐蚀性材料 

（七）裁判构成和分组 

赛场实行裁判长负责制，全面负责本赛项的竞赛执裁工作。 

（1）裁判组 

裁判组设裁判长一名，裁判员若干，裁判员由院校、行业、企业人员组成；

裁判员须符合裁判员工作管理规范，赛前由技术工作委员会统一组织裁判员培训。 

（2）裁判任职条件 

裁判原则上应具备以下条件： 

 热爱祖国，遵纪守法，爱岗敬业，思想品德优秀，有较强的团队合作精

神、组织协调能力，处理问题公平、公正； 

 建议由高校、高职院校以及行业、企业专家共同构成裁判组。 

（3） 预期分组与分工方案 

裁判组成员负责各项赛务工作。主要包括参与确定竞赛项目和比赛规则、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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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标准及相关竞赛技术性文件；负责竞赛场地、设备等的检验；负责全过程竞赛

的执裁工作和竞赛成绩的汇总、审核、报批、发布。 

三、设备支持 

（一）支持单位名称 

北京新大陆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二）支持单位联系方式 

林雅萍  13809548680 

（三）支持单位设备环境介绍 

本赛项采用“机器人技术应用实训平台”，平台由机器人底座、嵌入式 AI核

心开发板、桌面级四自由度机械臂、语音采集播放设备、高清显示屏、摄像头、

机械臂端末配件、传送带套件、色块配件等部件组成，其中嵌入式 AI 核心开发

板提供不小于 3.0 Tops 神经网络算力、深度学习算法以及丰富的开发接口，配

套机器人技术应用实训平台、模型接口 SDK、模型训练工具、实验手册，涵盖人

工智能深度学习、计算机视觉等技术内容，满足竞赛和教学需要，为竞赛和教学

提供应用开发和创新基础。 

比赛器材产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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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机器人技术应用实训平台 

设备信息及功能： 

四、其他附加说明 

（一）选手安全防护要求 

1.参赛选手应严格遵守设备安全操作规程； 

2.参赛选手严禁使用有缺陷的人身防护用具； 

3.参赛选手停止操作时，应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比赛结束后，所有设备保持

系统名称 数量 系统模块 描述 

机器人技术 

应用实训平台 
每队1套 

硬件 

机器人底座、嵌入式AI核心开发板、桌面

级四自由度机械臂、语音采集播放设备、

高清显示屏、摄像头、机械臂端末配件、

传送带套件、色块配件。 

软件 

1）果蔬分拣实验案例软件； 

2）颜色识别分拣实验案例软件； 

3）数据标注工具； 

4）模型训练环境； 

客户端 每队2台 PC机 
性能相当于2.0GHZ处理器，16G以上内存，

显示器分辨率要求1024*768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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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状态，不要拆、动硬件连接，确保设备正常运行和正常评分； 

4.参赛选手应保证设备和信息完整及安全。 

（二）赛事安全要求 

1.禁止选手及所有参加赛事的人员携带任何有毒有害物品进入竞赛现场； 

2.赛场必须留有安全通道；必须配备灭火设备；赛场应具备良好的通风、照明

和操作空间要求； 

3.承办单位应设置专门的安全防卫组，负责竞赛期间健康和安全事务，主要包

括检查竞赛场地、与会人员居住地及其周围环境的安全防护；做好大赛安全、 

健康和公共卫生及突发事件预防与应急处理等工作； 

4.赛场必须配备医护人员和必须的药品和救护设备。 

（三）绿色环保 

1.比赛严格遵守我国环境保护法，赛场任何工作都不应该破坏赛场周边环境； 

2.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所有可循环利用的材料都应分类处理和收集。 

（四）开放赛场 

1.赛前安排各参赛队选手统一有序的熟悉竞赛场地和设备，不允许拆装设备、

不允许修改软件、设备参数等； 

2.熟悉场地时，不得携带手机、相机等设备，不得对赛场及赛场设备拍照； 

3.熟悉场地时不发表没有根据以及有损大赛整体形象的言论；熟悉场地时严

格遵守大赛各种制度，严禁拥挤、喧哗，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五）其他说明 

1.比赛中如有现场测试，场地、环境、道具、设备等，以赛场实况为准；现场

测试前，所有参赛队必须对场地、环境进行全面检查，一旦测试开始，不得

以场地、环境、布局、道具等问题提出重测要求； 

2.本文件内容如有更新，以最新发布版本为准； 

3.因疫情等各种因素导致各种情况的改变与调整，以组委会最后通知或现场

安排为准。 



- 8 - 

五、修订记录 

 V20230204.06：本文件2022年11月至2023年1月进行制定、修改、审核，

2023年2月4日发布。 

以下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