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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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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本：V20250301.01） 

一、挑战内容 

（一）赛题背景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逐渐成熟，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新零售、智能制造、智

能家居、智慧农业等边缘智能计算应用场景发展日新月异。 

边缘端设备兼具便携与低功耗的特性，能够适应各类场景并能长时间工作。

但在获得强大的场景应用性的同时，人工智能开发人员不得不面对边缘端设备算

力资源有限的挑战。如何在有限的存储资源与算力条件下，兼顾算法精度与推理

性能是人工智能应用开发人员需要掌握的技能。同时，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行业

如何进行深度融合，尤其是在机器人制造与应用领域，让人工智能成为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是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趋势和挑战。 

（二）任务内容 

任务挑战内容要求选手基于深度学习框架训练模型，并对模型进行量化以适

应边缘端的部署，然后基于工业、商业、交通、农业、家居等领域进行应用作品

设计，要求作品运用边缘人工智能相关技术，解决行业存在的现实问题，完成模

型构建、边缘端模型推理、应用效果可视化开发等任务，并提供相关的技术方案

文档、演示 PPT等内容。 

二、挑战规则 

（一）任务要求 

参赛选手依托人工智能边缘智能计算平台打造边缘人工智能应用。该应用围

绕典型行业业务场景，场景包括但不局限于如交通、农业、家居、商业等，形成

具有人工智能、边缘计算、大模型、智能体等技术属性的业务场景应用。 

作品需能现场展示应用效果，鼓励选手基于人工智能模型，结合相关边缘端

设备，进行应用功能或业务场景上创新。需特别注意的是，为符合本赛项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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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中应当展现基于边缘智能设备或部件实现，否则评审时将视其为无效作品。 

（二）作品提交要求 

须提交的资源须包含以下内容： 

1.数据集 

⚫ 模型构建过程所使用的数据集； 

2.模型构建源码 

⚫ 模型构建源码文件； 

⚫ 实验环境配置: 说明所使用训练平台、硬件主要配置、操作系统等； 

⚫ 模型构建过程: 环境依赖包导入、数据集导入、模型训练、模型评估等； 

3.作品源码 

⚫ 边缘端、PC 端等行业应用作品源码； 

⚫ 详细的运行说明，基于什么操作系统、编程预研版本、依赖环境等； 

4.答辩 ppt 

⚫ 作品设计的答辩 ppt，内容格式等由选手自行设计编写； 

5.录屏文件 

⚫ 方案介绍、作品演示录屏文件（不超过 10分钟）。 

（三）作品评测 

组委会将查看、运行模型构建源码及应用作品源码，同时根据作品演示视频

及作品介绍视频，结合专家答辩环节，按照赛题评测指标进行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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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思颖：15280436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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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持单位设备环境介绍 

（1）平台软硬件环境 

软硬件环境 边缘端 

边缘终端硬件配置 

⚫ AI核心开发板：算力不小于 40TOPS；搭载 32

个 Tensor Core 的 1024核 NVIDIA Ampere 架

构 GPU；GPU 频率：625MHz（Max）；CPU：6

核 Arm® Cortex®-A78AE v8.2 64 位 CPU；运

行内存： 8G；板载存储：128G。 

⚫ 6阵列麦克风设备； 

⚫ USB摄像头； 

⚫ RTSP摄像头； 

⚫ 执行器。 

注：其他环境参数详见附件清单。 

（2）参赛开发平台推荐 

以下是支持单位推荐的参赛开发平台，包括边缘计算终端、视觉模块等组成

的边缘智能计算平台。 

 

边缘智能应用实验平台 

（四）设备要求 

1.本赛事推荐使用支持单位的硬件平台； 

2.参赛设备必须为能够体现边缘端特性的设备，国赛现场测试时，设备必须携

带到现场，并进行现场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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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附加说明 

此部分说明为针对各赛题的统一说明。 

（一）赛程与最终排名 

本节是针对国赛赛程与最终排名的说明，省/区域赛可参考此说明实施，也

可以在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下，结合参赛师生与当地承办单位的实际情况，充

分考虑赛程与选拔的可行性，另行制定。 

1.赛前准备：是指各参赛队在学校或其他地点，在比赛之前进行的各项准备工

作，赛前准备由各参赛队和所在学校自行安排组织； 

2.赛前测试：是指比赛之前，如果该赛项安排了现场测试，那么给予参赛队熟

悉场地、适应场地的测试环节，该环节是否安排，由承办单位视现场条件决

定，并赛前通知；该环节允许指导教师与参赛学生共同参与；在该环节中，

只能尽可能模拟现场正式比赛的状况，不保证与比赛测试当天、当时的现场

各方因素完全相同，这些因素包括：①光照、温湿度等环境的变化，②某些

赛项会在比赛前临时调整赛场布置，随机摆放道具等，③比赛测试场地与赛

前测试场地不是同一块场地，使用的道具不是同一套道具，使用的设备同型

号但不是同一台设备，④其他因素；若比赛没有现场测试环节，则不安排赛

前测试环节； 

3.现场测试：是指正式计入成绩的比赛测试环节；每队进行现场测试占用的时

间由各赛项单独拟定，但一般不超过 20 分钟（需要长时间计算或展示的赛

项除外）；现场测试一般安排在演示答辩之前，但也有可能在演示答辩之后，

以承办单位现场条件与最终安排为准；现场测试环节，参赛队必须服从现场

安排，不舞弊，不破坏现场秩序；指导教师不得参与现场测试，不得在现场

测试时进行场外指导；  

4.演示答辩：是指直接面向评委进行作品展示、宣讲，回答评委提问，并计入

成绩的比赛环节；该环节共 20 分钟，一般 10 分钟用于参赛队的作品演示

与成果汇报，10 分钟用于评委提问与参赛队回答问题，两部分时间均不超

过 10分钟；如该赛项没有现场测试环节，而必须在演示答辩环节演示作品

的，作品演示与成果汇报最多不超过 15 分钟，总时间不超过 20 分钟；该环

节需要参赛学生充分准备，在演示现场遇到任何软硬件问题，其维修处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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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都计入演示汇报时间，不得超时，且不安排再次演示答辩；演示答辩环节，

参赛队必须服从现场安排，不破坏现场秩序；指导教师不得参与演示答辩，

不得在演示答辩时进行场外指导； 

5.有现场测试：最终参赛队排名＝现场测试排名×65%＋演示答辩排名×35%； 

无现场测试：最终参赛队排名＝演示答辩排名×100%。 

（二）参赛队自行保管独立使用设备说明 

1.参赛队和指导教师是所使用设备的共同第一负责人，参赛队或指导教师收

到设备后，必须第一时间检查设备是否完备可用，如有问题，支持单位必须

及时给予支持，协助其进行设备调试； 

2.设备使用过程中的任何故障、损坏，请参赛队直接与支持单位联系，原则上，

人为因素造成的故障损坏，由参赛队负责相关维修费用；由于设计、制造缺

陷导致的损坏、故障，由支持单位负责免费维修； 

3.因设备故障、维修造成对备赛的影响，都视为正常比赛事件，比赛不会因个

别队伍的设备问题进行推迟或调整； 

（以下仅限有现场测试环节的赛项） 

4.支持单位可以提供多套相同的场地、道具同时并行进行现场测试，计分规则

相同，参赛队必须在备赛时就考虑其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差异，在现场测试中

服从现场安排，并不得在正式测试或重测时就不同场地、道具上的差异拒绝

比赛或提出更换场地、道具的要求； 

5.现场测试过程中发生设备故障（支持单位因素造成的，非自行编写的软件、

自行改装、或部分比赛规则中规定的可救援问题，且非 6.所述情况），那

么在测试中，或测试结束后 30分钟内，且在同场地的下一个测试队开始前，

由参赛队向主裁判提出重测申请，由主裁判与设备支持单位确定实属设备

故障，方可进行重新测试； 

6.两队或多队同时参与且相互影响的对抗赛不安排重测，所有故障、意外都视

为正常比赛事件，成绩经裁判确认后有效；参赛队应在备赛时充分考虑可能

出现的各种状况，提前做好应急预案与防范措施； 

7.重测安排在同场地所有队伍测试结束之后，按申请先后依次进行；重测只安

排一次，且必须服从现场场地安排；重测形式与正常现场测试中的形式（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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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测试轮数、计分方式、道具是否随机摆放等）完全相同（光照、温湿度、

时间、必须更换同型号设备等不可抗改变因素除外）；重测必须全部重新进

行，不得对单独环节进行单独重测；重测后，取重测成绩作为最终成绩，除

非 5.所述故障依然存在，取两次最好成绩作为最终成绩。 

（三）大赛统一提供测试设备说明 

（以下仅限有现场测试环节的赛项） 

1.支持单位可以提供多套相同型号的设备、场地、道具同时并行进行现场测试，

计分规则相同，参赛队必须在备赛时就考虑其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差异，在现

场测试中服从现场安排，并不得就不同场地上的差异拒绝比赛或提出更换

设备、场地、道具的要求； 

2.现场测试过程中发生设备故障（支持单位因素造成的，非自行编写的软件、

自行改装、或部分比赛规则中规定的可救援问题，且非 3.所述情况），主

裁判与支持单位确认后，除了当前受影响的队伍可参加重测外，可追溯之前

的使用队伍是否也受到影响，若有，则通知之前已测试的队伍，由之前已测

试的队伍自行决定是否参加重测； 

3.两队或多队同时参与且相互影响的对抗赛，允许参赛队在正式测试前，在不

损坏设备、场地、道具，且不影响其他队伍的前提下，通过运行测试程序等

手段，检查设备的完备性，时间不超过 5分钟，一旦参赛队确认设备可用，

对抗赛开后，所有故障、意外都视为正常比赛事件，且不安排重测，成绩经

裁判确认后有效；参赛队应在备赛时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各种状况，提前做

好应急预案与防范措施； 

4.重测安排在同场地所有队伍测试结束之后；两次以上重测需大赛组委会批

准；重测必须服从场地、设备、道具和测试顺序等现场安排；重测形式与正

常现场测试中的形式（包括测试轮数、计分方式、道具是否随机摆放等）完

全相同（光照、温湿度、时间、必须更换同型号设备等不可抗改变因素除外）；

重测必须全部重新进行，不得对单独环节进行单独重测；重测后，取最后一

次重测成绩作为最终成绩，除非最后一次重测中 2.所述故障依然存在，取

最近两次测试的最好成绩作为最终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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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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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各因素导致的改变与调整，以组委会最后通知或现场安排为准； 

4.本文件由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人工智能挑战赛组织方负责解释。 

五、修订记录 

 V20250301.01：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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