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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企业：上海睿亚训软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一、项目背景 

2017 年 7 月 20 日，中国国务院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指出：接

下来人工智能将成为国家重要发展战略之一，其意义影响到国家的国际竞争能力、

经济发展、社会建设等等大方向。同时，中国的人工智能具有良好基础，但与发

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面对新形势新需求，必须主动求变应变。 

 

根据《规划》指出的战略目标：到 2020 年，中国人工智能总体技术和应用

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人工智能产业成为新的重要经济增长点，人工智能技术应

用成为改善民生的新途径。到 2025 年，中国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实现重大突破，

部分技术与应用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人工智能成为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主

要动力，智能社会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到 2030 年，中国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

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人工智能核心产

业规模超过 10,000 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 100,000 亿元。 

 

目前，国内以国防科技大学，南京大学，重庆邮电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为首的高校已开始建立基于深度学习与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人工智能学院。随

着国内人工智能产业的拓展，可以预见：未来 10-15 年，包括信息技术，互联网

在内的各行业都将对人工智能人才有着强烈的需求。本项目通过将：“基于深度

学习的对象识别”—— 新一代人工智能核心应用，付诸于“安卓系统”移动

App 实现，将：移动互联网开发，图像数据处理，深度学习等先进技术关联在一

起。其实践意义在于： 

 

1. 通过带体验及引导性的 App 程序让学生对人工智能技术及产品有一个

直观的了解与认知，并提高学生对大数据处理，深度学习，对象识别模

型训练，Python 语言的熟练运用，有助于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 

 

2. 通过引导性的深度学习算法模型演示，让学生快速掌握深度学习算法模

型原理，通过模型再训练提升对象识别精确度。 

 

3. 通过完整的深度学习项目开发训练，让学生深刻了解人工智能项目开发

的标准流程，提升项目开发经验。 



 

二、项目要求 

2.1 项目介绍 

本项目主要是通过由命题方预先提供的，基于全球最流行的深度学习开源框

架 TensorFlow 预先训练好的算法模型，通过模型导出，并嵌入安卓系统移动 App。

实现摄像头内镜像的实时对象识别功能。学生可以在自己的安卓移动终端上安装

该 App 程序，一方面体验深度学习对象识别算法的效果，另一方面，了解该预

先训练好的算法模型，仍具备可优化的空间：包括：数据标签语言，对象识别精

确度，所能识别的对象类型数量等 —— 本项目评分核心标准，在于如何重新训

练该预先训练的算法模型，提升安卓 App 的对象识别精确度。 

 

 

出题方提供的对象识别 App，其训练数据集基于 ImageNet 2012 年视觉识

别大赛的数据对深度学习模型进行训练，这是计算机视觉中的一项标准任务，模

型尝试将整个图像分类为 1000 个类，因此当你发现某些物体无法被正确识别的

时候，最大的原因是当时的数据集并未把对象包含在上述的类别中。到了现在，

ImageNet 已经提供了 14,197,122 张图片在 21,841 个分类当中，可以进行二次

算法优化。 



 

2.2 项目流程 

根据项目要求与提供的安卓 App 及算法模型源代码，训练数据集，对移动

App 的深度学习对象识别算法模型进行二次训练。最终，把二次训练后的模型，

通过 TensorFlow 移动 App 接口重新嵌入，结果通过以本参赛队伍的名称/图案

标识作为 App 图标，以.APK 文件格式进行提交，以下是本项目的数据处理流程

图： 

 

3.3 出题方技术支持 

1. 出题方提供 Android 平台的演示 APP 安装包及对应

源代码，供参赛者体验目标程序； 

 

2. 出题方提供 1, 000 个已训练好的分类标签，供选题

使用，参赛者可在汉化分类标签，算法模型优化，以

及新增分类标签等各项目中进行新 APP 功能扩展；

现有标签包括： 

 



 

 

 

3. 出题方提供完整的基于 docker 的 TensorFlow 深度学习训练底层开发环境，

让参赛者专注于深度学习算法的实现与验证，省去环境搭建的全过程； 

 

开发环境包括： 

 

4. 出题方提供开发环境及模型训练算法原理的使用说明； 

 

 

5. 出题方提供模型训练所需的测试集与完整的数据集，为参赛者实现并验证深

度学习算法提供底层数据支撑，其中数据集包含超过 100G 的图像数据（带

英文标签）。 



 

 

三、参赛要求 

1. 每个参赛队的作品必须以光盘形式上交，光盘内需包含以下内容：在根目录

下建立四个文件夹，分别命名为“作品”、“源程序”、“文档”和“演示”，

必要时自己根据情况建立二级文件夹并清晰命名。 

 

1）将作品的发布版（.APK 文件或安装文件）及数据库备份文件放入“作品”

文件夹中； 

2) 将作品的源程序放入“源程序”文件夹中； 

3) 将完整的技术文档、管理文档和系统说明文档（必备软件安装和使用说明

书）都放到“文档”文件夹中。注意在文件中应逐条详细说明体现作品设计特色的

功能； 

4）作品的运行视频及 PPT 介绍文稿放在演示文件夹中。注意运行视频必须

是在软件连续运行状态下抓取的完整视频，不能是个别片段的拼凑，以证明软件

可以完整运行。 

 

2. 每个队的作品一式三份，即刻录三张光盘上交。光盘上做必要不可擦除的标

识以防混乱，如“作品名”、“学校”、“组长姓名”、“小组名称”等； 

 

3. 请将光盘放在档案袋内，袋上注明以下信息：“学校”“作品名称”“小组



 

名称”“组长姓名”“详细联系方式（电话、Email）”等； 

四、评比方式 

1. 最终作品以跟原作品校对优化程度区分优劣，参赛者可通过中文化图像标签

（权重：低），优化对象识别精确度（权重：高），以及增加识别对象类别（权

重：高）等方面对源程序进行优化，评审出题方根据优化权重比对提交作品

进行基础打分。 

2. 提交的材料完整、齐全、可读性好。如果所提交的文档不完整，仍可以参加

评比，但要适当扣分。 

3. 评比首先要看程序是否能正常运行，即运行中出现的错误不能使程序退出、

陷入死循环或造成死机。如果出现上述情况，可以重新运行，但总尝试次数

不能超过三次。 

4. 在正常运行基础上，以功能评比为主，在功能相近的情况下，考察程序的其

他特色，重点看创意，以鼓励学生创新性思维。首先考察程序是否包含指定

的基本功能，其次考察程序的其它创意功能和创意设计。若某项功能运行不

正常，算做无此功能，不影响其他功能评比。 

5. 经过演示、报告、答辩后，给出参赛成绩。 

五、平台说明及支持文档 

本平台利用 Docker 技术封装了一套已经搭建好的基于 TensorFlow 的深度

学习系统，通过运行平台中的训练程序，对用户输入的数据进行处理，生成新的

模型。核心组件包括：NDK，Bazel，Pandas，Numpy，PIL，Matplotlib，Tarfile，

Hashlib，Random，Tensorflow。 

 

数据源下载： https://pan.baidu.com/s/1u3XfGadpvm8tgCJCwkNLcA  

密码：262b 

 

学生将自行准备的扩充数据集保存在本地磁盘，通过平台对已有的模型进行

重新训练，生成新的模型库，并将模型库导入 Android 应用程序安装包中。评委

在手机上安装导出 Android 程序来检验结果。 

 

https://pan.baidu.com/s/1u3XfGadpvm8tgCJCwkNLcA


 

本平台在开赛前将提供一套操作指导手册，包含平台操作步骤、命令及对应

的说明，使用者按指导手册操作即可。 

 

图像识别：https://www.tensorflow.org/tutorials/image_recognition 

模型再训练：https://www.tensorflow.org/tutorials/image_retraining 

卷积神经网络：https://www.tensorflow.org/tutorials/deep_cnn 

 

https://www.tensorflow.org/tutorials/image_recognition
https://www.tensorflow.org/tutorials/image_retraining
https://www.tensorflow.org/tutorials/deep_c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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