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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安徽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赛项规程

一、赛项名称

赛项名称：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英文名称：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pplication

赛项组别：高职组

赛项归属：电子信息大类

二、竞赛目的

（一）人工智能是国家重要发展战略。

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各行各

业，正在对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类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近年来，国务院、中央网信办等五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陆续

颁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标准

体系建设指南》、《新型数据中心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等战略性和指导性文件，共同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及人

才培养。

（二）引领职业院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教学改革。

2018 年 4 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

划》，从人工智能领域学科建设、专业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作

出重点部署。2022 年全国已有 458所高职院校获批开设“人工

智能技术应用（510209）”专业，人工智能技术技能在职业院校

人才培养中有广泛需求。竞赛内容紧密围绕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与

岗位技能要求，结合职业院校相关专业标准，切实落实“以赛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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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以赛促学、以赛促改、以赛促建”，推进人工智能相关专业

建设与职业教育教学改革。

（三）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赛项以典型产业项目案例、生产流程、技术标准为依托，以

产业人才岗位需求为导向，全面考察参赛选手人工智能综合技术

技能、职业素养和团队协作等能力。通过赛项，及时将新技术、

新设备、新工艺、新规范纳入教学标准和教学内容，推动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

三、竞赛内容

赛项以实际工程项目为命题，面向岗位技能，突出项目引领，

体现新技术的应用。竞赛内容对应相关职业岗位或岗位群、体现

专业核心能力与核心知识、涵盖丰富的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点，

旨在考查选手人工智能平台部署与运维、数据建模、人工智能应

用开发等核心技能，涵盖了 Linux系统、人工智能软件的安装与

运维、可视化建模工具的使用、数据预处理、模型训练和测试、

应用案例开发以及工程文档、团队协作和职业素养等多方面的专

业知识与技能点。竞赛具体内容及相应评分分值如下：

（一）需求文档分析（10%）

1.模型应用分析：根据需求文档中的模型介绍，描述模

型的应用场景、模型对应产品定位等。

2.模型构建流程及注意事项：介绍模型构建流程及其注

意事项，模型构建流程包含数据收集、数据处理、模型训练、

模型测试、模型保存等。

（二）数据处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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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图像数据清洗：使用相关数字图像处理库（如PIL、OpenCv、

Numpy 和 Pandas 等）对图像数据集进行清洗，如去除无法加载

的异常图像、删除单通道图像等。

2.图像预处理：使用相关数字图像处理库对图像数据集进行

预处理。图像处理库包含 TensorFlow 中自带的图像处理库、PIL、

OpenCv、Numpy 和 Pandas 等，图像预处理操作包含图像二值化、

灰度化、图像几何操作、图像归一化、图像增强处理、图像降噪

等。

3. 数据可视化：使用可视化库 Matplotlib 对数据集进行分

析和可视化展示，如绘制折线图、柱状图、饼图等。

（三）模型训练及预测（50%）

1.数据集加载及划分：根据任务要求加载数据集并对数据集

进行划分。

2.模型构建及训练：基于 TensorFlow 构建模型，并将训练

数据集输入到模型进行训练，根据训练情况进行参数调优使得模

型效果更优。

3.训练可视化：使用可视化库 Matplotlib 对训练过程进行

可视化展示，如损失值变化、准确率变化等。

4.模型预测：使用训练后的模型对测试数据集进行预测，计

算准确率、精确率、召回率、F1 值等相关指标。

5.模型保存：保存训练好的模型。

（四）职业素养（5%）

操作规范、着装整洁、文明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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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竞赛方式

1.本赛项为单人赛，以院校为单位组队参赛，不得跨校组队，

每所院校最多可报名 2 支参赛队。

2.每支参赛队由 1 名选手和 1 名指导教师组成。

3.现场竞赛总时长为 240 分钟，竞赛形式以实践操作为主，

采用小组合作的形式完成赛项任务，以现场过程评价与完成任务

结果评价为主要考核方式，统计参赛队总成绩进行排名。

五、竞赛流程

（一）竞赛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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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赛项时间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

竞赛前一日

08:00-14:00 参赛队报到、领取资料

13:00-14:00 裁判会议

14:00-15:00 开赛式

15:00-15:30 领队会

15:30-16:00 选手熟悉赛场

17:15 检查封闭赛场

17:30 参赛队返回酒店

竞赛当天

07:30 参赛队到达竞赛场地前集合

07:30-08:20 竞赛赛场检录、加密及入场

08:20-08:30 选手进入赛位、宣布竞赛注意事项、赛题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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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检查赛位设备及耗材

08:30-12:30 参赛选手完成竞赛任务

13:00-16:00 竞赛成绩评定，进行成绩汇总

16:00-16:30 加密信息解密

16:30-17:00 成绩报送与公示

17:00-18:00 闭赛式

六、竞赛赛卷

本赛项由命题专家组负责专项命题工作。

竞赛样卷详见附件一。

七、竞赛规则

1.参赛队及参赛选手资格：参赛选手须为全日制在籍学生，

性别不限，年龄不限。

2.比赛工位通过抽签决定，比赛期间参赛选手原则上不得离

开比赛场地。

3.竞赛所需的硬件、软件和辅助工具统一提供，参赛队不得

使用自带的任何有存储功能的设备，如硬盘、光盘、U盘、手机、

随身听等。

4.参赛队在赛前 10 分钟领取比赛任务并进入比赛工位，比

赛正式开始后方可进行相关操作。参赛队自行决定选手分工、工

作程序。

5.在比赛过程中，参赛选手如有疑问，应举手示意，现场裁

判应按要求及时予以答疑。如遇设备或软件等故障，参赛选手应

举手示意，现场裁判、技术人员等应及时予以解决。确因计算机

软件或硬件故障，致使操作无法继续的，经赛场裁判长确认，予

以启用备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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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比赛时间结束，选手应全体起立，结束操作。经工作人员

查收清点所有文档后方可离开赛场，离开赛场时不得带走任何资

料。

7.赛项裁判应严格遵守赛项各项规章制度，确保比赛公平、

公正、公开。比赛当天 7:30起，赛项裁判应上交所有通信设备，

由赛项执委会统一保管并安排赛项裁判在指定区域休息或工作，

直至赛项成绩评定结束。

8.最终竞赛成绩经复核无误及裁判长、仲裁长签字确认后予

以公示。

八、竞赛环境

竞赛场地每个工位内设有操作平台并配备 220伏电源，工位

内的电缆线应符合安全要求。每间竞赛工位面积 4～6 ㎡ ，以确

保参赛队之间互不干扰。竞赛工位标明工位号，并配备竞赛平台

和技术工作要求的软、硬件。环境标准要求保证赛场采光(大于

500lux)、照明和通风良好，每支参赛队提供笔、纸张等工具，提

供饮用水，提供垃圾箱。

九、技术规范

参赛队在实施竞赛项目过程中要求遵循如下规范：

（一）基础标准：含行业、职业技术标准

序号 标准 内容

1 GB8566-88 计算机软件开发规范

2 SJ/T11291-2003 面向对象的软件系统建模规范

3 GB/T 11457-2006 信息技术、软件工程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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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B/T8567-2006 计算机软件文档编制规范

5 GB/T 35589-2017 信息技术 大数据 技术参考模型

6 GB/T 5271.34-2006
信息技术 词汇 第 34 部分:人工智能 神经网

络

7 GB/T 5271.31-2006
信息技术 词汇 第 31 部分:人工智能 机器学

习

8 GB/T 5271.28-2001
信息技术 词汇 第 28 部分:人工智能 基本概

念与专家系统

9 GB/T 21025-2007 XML 使用指南

10 GB/T 32909-2016 非结构化数据表示规范

11 GB/T 32630-2016 非结构化数据管理系统技术要求

12 LD/T81.1-2006 职业技能实训和鉴定设备技术规范

13 GB/T 35274-2017 信息安全技术 大数据服务安全能力要求

14 GB/T29263-2012
信息技术 面向服务的体系结构（SOA）应用的

总体技术要求

（二）软件开发工程过程标准

序号 标准号 中文标准名称

1 GB/T 15853-1995 软件支持环境

2 GB/T 17544-1998 信息技术 软件包 质量要求和测试

3 GB/T 8566-2001 信息技术 软件生存周期过程

4 GB/Z 31102-2014 软件工程 软件工程知识体系指南

5 GB/T 30999-2014
系统和软件工程 生存周期管理 过程描述指

南

6 GB/T 18726-2011 现代设计工程集成技术的软件接口规范

（三）文档标准

序号 标准号 中文标准名称

1 GB/T 32424-2015 系统与软件工程 用户文档的设计者和开发者

http://www.std.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5DDA8BA03ED318DEE05397BE0A0A95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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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2 GB/T 8567-2006 计算机软件文档编制规范

十、技术平台

每个赛位设有 1 套竞赛器材和技术平台。

（一）赛位硬件设备清单：

序号 设备 规格 数量

1 服务器

通用台式机

处理器：i5 及以上

内存:16G 及以上

硬盘:240G 及以上

1

2 PC 机

通用台式机

处理器：i5及以上

内存:8G 及以上

硬盘:240G 及以上

USB:3.0

1

3 路由交换模块 通用网络设备 1

（二）工具软件

服务器安装以下工具软件：

类别 名称 版本号

选手工位软

件环境

操作系统 Ubuntu 18.04 LTS

PyCharm Community

Edition
V2021+

Python V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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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ome V90+

ChromeDriver V90+（与 Chrome 版本匹配）

LibreOffice V6.0+

Matplotlib V3.3.0+

Numpy V1.16.0+

Pandas V1.1.0+

TensorFlow V2.2.0+

TensorBoard V1.12.0+

Keras-Preprocessing V1.1.0+

SciPy V1.5.0+

Scikit-image V0.17.0+

OpenCv V4.0.0+

Scikit-Learn V0.24.0+

考位 PC 安装以下工具软件：

序号 软件 介绍

1 操作系统 Windows10 操作系统

2 智能实训平台 智能实训平台

3 文档编辑软件 Microsoft Office

4 浏览器 Google Chrome V103+

5 文本编辑器 Notepad++ V8.0+

6 其他软件 中文拼音输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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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压缩软件 7-zip V21.07+

draw.io 桌面版

十一、成绩评定

（一）评分方法

1.竞赛满分为 100 分。

2.竞赛设置裁判 5 人，包括裁判长 1 人，裁判 4 人。

3.竞赛采取两层加密。第一次加密裁判组织参赛队选手第一

次抽签，抽取参赛编号，替代选手参赛证等个人信息；第二次加

密裁判组织参赛选手进行第二次抽签，确定工位号，替换选手参

赛编号；两层加密信息由不同加密裁判密封后保管，在评分结束

后进行解密并统计成绩。

4.裁判长正式提交评分结果并复核无误后，加密裁判在监督

人员监督下进行两层解密：竞赛结果编号到工位号解密；参赛编

号到参赛队名称解密。

5.为保障成绩评判的准确性，监督组对赛项总成绩排名前

30%的所有参赛队伍的成绩进行复核；其余成绩进行抽检复核，

抽检覆盖率不低于 15%。

6.监督组在复检中发现错误，需以书面形式及时告知裁判长，

由裁判长更正成绩并签字确认。如复核、抽检错误率超过 5%，

裁判组需对所有成绩进行复核。

7.竞赛成绩以复核无误后，经裁判长、监督人员审核签字后

确定。竞赛成绩进行实时公布。若有异议，经过规定程序仲裁后，

按照仲裁结果公布比赛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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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竞赛过程中，参赛选手如有不服从裁判裁决、扰乱赛场

秩序、舞弊等行为的，由裁判长按照规定扣减相应分数，情节严

重的将取消比赛资格，比赛成绩计 0 分。

（二）评分细则

模块 权重 考查点

需求文档

分析
10%

根据需求文档中的模型介绍，对模型的应用场景、

模型对应产品定位等进行分析，编写模型构建流程

及其注意事项。

数据处理 35%

使用常见的图像处理库进行图像数据处理操作，包

括数据清洗、数据预处理和数据可视化等。其中图

像处理库包括 PIL、OpenCv、NumPy、Scikit-image、

SciPy 等；数据清洗包括去除异常图像数据、去除

单通道图像数据、去除重复图像数据、去除高相似

度图像数据、去除模糊图像数据等；图像预处理操

作包含图像二值化、图像几何变换、图像增强处理、

图像降噪等；数据可视化使用 Matplotlib 库对数

据集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并进行可视化展示，可视化

图表包括折线图、柱状图、饼图、散点图等。

模型训练

及预测
50%

根据具体项目需求，使用 TensorFlow 加载数据集

并进行数据集划分，设计图像分类模型网络结构、

构建模型，使用训练集进行模型训练及保存，记录

模型训练过程中的损失值、准确率等指标，并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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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指标的变化情况，根据训练情况进行参数调优使

得模型效果更佳，选择合适的模型进行保存操作，

使用测试集数据进行模型预测，打印模型评估指

标。

职业素养 5% 操作规范、着装整洁、文明竞赛。

十二、奖项设定

本赛项设个人一、二、三等奖，以赛项实际参赛队总数为基

数，一、二、三等奖获奖比例分别为 10%、20%、30%（小数点

后四舍五入）。

十三、赛场预案

1.竞赛期间如发生设备断电、故障等意外情况，发现者需第

一时间报告现场裁判，现场裁判需及时确认情况并安排技术支持

人员进行处理，同时登记详细信息，报裁判长批准后，可根据实

际情况安排延长补足相应选手的比赛时间。

2.竞赛现场预留足够的备份设备，当出现设备故障等情况时，

经现场裁判和裁判长确认后由赛场技术支持人员予以及时更换。

3.竞赛期间如发生重大意外伤害、重大疾病等重大事故，裁

判长应立即终止相关人员比赛，第一时间由承办校医疗站校医抢

救，严重时需呼叫 120送往医院。

十四、赛项安全

（一）防疫安全管理

1.全程佩戴口罩。赛场安全责任人需督促赛场所有参赛选手

和工作人员全程佩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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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接受体温检测。对参赛选手和工作人员进行每日体温检测

和记录，同时对进入赛场前的所有人员进行实时体温检测。

3.控制安全距离。竞赛赛位间距尽可能拉开，保持参赛队伍

间的安全距离。用餐采取错峰或分餐制度，需在食堂用餐的应分

桌就坐，保持一定安全距离，也可实行配餐送餐。

4.保持赛场卫生。在赛场及洗手间配备相应的卫生、消毒用

品。对赛场、卫生间、会议室、通勤车等公共区域进行消毒处理。

5.定期通风换气。加强比赛场所通风换气，保持室内空气流

通，在条件允许情况下使用自然风。如使用空调，保证空调系统

供风正常。

（二）比赛环境安全管理

1. 赛场的布置，赛场内的器材、设备符合国家有关安全规

定，竞赛设备和设施安装严格按照安全施工标准施工，电源布线、

电器安装按规范施工。竞赛前进行赛场仿真模拟测试，以发现可

能出现的安全问题。

2.每组竞赛设备使用独立的电源，保障安全。竞赛选手在进

行计算机编程或文档编辑时要及时保存，避免突然停电造成数据

丢失。

3.按防火安全要求配置灭火器，并指定赛场安全责任人在紧

急时候使用。

4.赛场周围设立警戒线，防止无关人员进入，发生意外事件。

5.场地布置划分区域，按安全要求设定疏散通道，并在墙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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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位置张贴安全疏散通道和路线示意图。如果出现安全问题，

在赛场安全负责人的指挥下，迅速按紧急疏散路线撤离现场。

6.比赛期间所有进入赛区的车辆、人员需凭证入内，并主动

向工作人员出示有效证件。

7.赛项组委会在赛场人员密集、车流人流交错的区域，设置

齐全的指示标志、增加引导人员，同时开辟备用通道。

（三）生活条件保障

1.竞赛期间安排的住宿地要求具有宾馆、住宿经营许可资质。

2.竞赛期间参赛选手、专家组、裁判人员、工作人员等需注

意交通安全。

（四）参赛队职责

1.各参赛单位在组织参赛队时，须安排为参赛选手购买大赛

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2.各单位参赛队组成后，须制定相关管理制度，并对所有参

赛选手、专家进行安全教育。

3.各参赛队伍须加强参赛人员的安全管理，并与赛场安全管

理对接。

4.参赛队如有车辆，一律凭相关凭证出入校门，并按指定线

路行驶，按指定地点停放。

十五、竞赛须知

（一）参赛队须知

1.参赛队名称：统一使用学校的名称，不接受跨校组队，同

一学校最多可以报名 2 支队伍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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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赛队组成：每支参赛队由 1 名符合参赛资格的学生组成。

3.指导教师：每支参赛队可配指导教师 1名，指导教师经报

名并通过资格审查后确定。

4.各学校组织代表队时，须安排为参赛选手购买大赛期间的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二）指导教师须知

1.各参赛代表队要发扬良好道德风尚，听从指挥，服从裁判，

不弄虚作假。如发现弄虚作假者，取消参赛资格，名次无效。

2.各代表队领队要坚决执行竞赛的各项规定，加强对参赛人

员的管理，做好赛前准备工作，督促选手带好证件等竞赛相关材

料。

3.竞赛过程中，除参加当场次竞赛的选手、执行裁判员、现

场工作人员和经批准的人员外，领队、指导教师及其他人员一律

不得进入竞赛现场。

4.参赛代表队若对竞赛过程有异议，在规定的时间内由领队

向赛项仲裁工作组提出书面报告。

5.对申诉的仲裁结果，领队要带头服从和执行，并做好选手

工作。参赛选手不得因申诉或对处理意见不服而停止竞赛，否则

以弃权处理。

6.指导老师应及时查看大赛专用网页有关赛项的通知和内

容，认真研究和掌握本赛项竞赛的规程、技术规范和赛场要求，

指导选手做好赛前的一切技术准备和竞赛准备。

（三）参赛选手须知

1.竞赛选手严格遵守赛场规章、操作规程和工艺准则，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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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及设备安全，接受裁判员的监督和警示，文明竞赛。

2.参赛选手在检录时需将身份证、学生证、选手报名表等身

份证件交由检录人员统一保管，不得带入场内。

3.参赛选手进入赛场，不允许携带任何书籍和其他纸质资料，

不允许携带通信工具和存储设备（如 U 盘）。竞赛统一提供计算

机以及应用软件。

4.各参赛队应在竞赛开始前一天规定的时间段进入赛场熟

悉环境，但不得触碰任何比赛设备及材料。

5.竞赛时，在收到开赛信号前不得启动操作，各参赛队自行

决定分工、工作程序和时间安排，在指定赛位上完成竞赛项目，

严禁作弊行为。

6.竞赛过程中，因严重操作失误或安全事故不能进行比赛的，

现场裁判员有权中止该队比赛。

7.在比赛期间，选手的食品、饮水等由赛场统一提供。选手

休息、饮食或如厕时间均计算在比赛时间内。

8.在比赛中如遇非人为因素造成的设备故障，经裁判确认后，

可向裁判长申请补足排除故障的时间。

9.各竞赛队按照大赛要求和赛题要求提交竞赛成果，禁止在

竞赛成果上做任何与竞赛无关的记号。

10.竞赛操作结束后，参赛队要确认成功提交竞赛要求的文

件，裁判员与参赛队一起签字确认。

（四）工作人员须知

1.熟悉竞赛规则，服从管理，严格按照工作程序和有关规定

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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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树立服务观念，本着一切为参赛选手着想的原则，以高度

负责的精神、严肃认真的态度和严谨细致的作风，积极完成大赛

工作任务。

3.坚守工作岗位，不迟到，不早退，不无故离岗，特殊情况

向组长请假。

4.遇安全突发事件，按照工作预案及时组织疏散，确保人员

安全。

5.未经同意不得擅自发布关于比赛的言论，不得私自接受采

访。

十六、申诉与仲裁

本赛项在比赛过程中若出现有失公正或有关人员违规等现

象，参赛队领队可在比赛结束后 2 小时之内向大赛仲裁组提出书

面申诉。

书面申诉应对申诉事件的现象、发生时间、涉及人员、申诉

依据等进行充分、实事求是的叙述，并由领队亲笔签名。非书面

申诉不予受理。

赛项仲裁工作组在接到申诉报告后的 2 小时内组织复议，并

及时将复议结果以书面形式告知申诉方。

赛项仲裁组的仲裁结果为最终结果，申诉方不得以任何理由

拒绝接收仲裁结果，不得以任何理由采取过激行为扰乱赛场秩序。

仲裁结果由申诉人签收，不能代收，如在约定时间和地点申诉人

离开，视为自行放弃申诉。

申诉方可随时提出放弃申诉。

十七、竞赛观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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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了便于媒体、企业代表以及院校师生等社会各界人士了

解大赛，赛场设有开放区，用于大赛观摩。

2.观摩人员可在规定时间、地点集合，以小组为单位，在赛

场引导员引导下按指定路线有序进入赛场观摩，观摩时不得大声

喧哗，以免影响选手竞赛。

3.观摩人员不得进入比赛区域，不可接触设备，不得在赛位

前长时间停留，严禁与选手、场内裁判及工作人员等进行交谈，

服从赛场工作人员的指挥，不得影响竞赛的正常进行。

4.观摩人员不可携带手机、iPad 等通讯工具进入赛场，不得

采录竞赛现场的数据资料，对于违反赛场秩序的各种不文明行为，

工作人员有权予以提醒和制止。

十八、竞赛直播

本赛项竞赛期间采用全过程录像，在不影响比赛的前提下，

对指导教师和社会人员开放比赛观看。视频资料也将作为竞赛成

果提交赛项执委会，作为竞赛材料供后续赛项进行参考，竞赛过

程可作为教学资料进行转换，促进相关专业教学发展。

十九、资源转化

本赛项坚持资源转化与赛项筹办统筹设计、协调实施、相互

驱动的原则，将竞赛内容转化为教学资源，推动大赛成果在专业

教学领域的推广和应用。赛项资源转化于赛后 30 日内向大赛执

委会提交资源转化实施方案，三个月内基本完成资源转化工作。

（一）赛项资源转化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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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项资源转化围绕竞赛全过程的各类资源，包括但不限于：

1.竞赛样题、试题库；

2.竞赛技能考核评分案例；

3.竞赛成果案例；

4.考核环境描述；

5.竞赛过程音视频记录；

6.评委、裁判、专家点评；

7.优秀选手、专家访谈。

（二）赛项资源转化的实施过程

赛后召开赛项资源转化及专业人才培养的研讨交流会，制定

并实施赛项资源转化计划，同时组织行业知名企业、研究机构、

高校等就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岗位技能、专业建设、人才培养、

课程改革等各个方面开展研讨会议，确保大赛资源转化成果能够

有效在高校教学中得以广泛应用。

（三）赛项资源转化的产出成果

赛项资源转化成果包括赛项基础资源（含赛项技能介绍、技

能要点、评价指标等）和赛项教学资源（含课程资源、技能训练

指导书、技能操作规程等），同时围绕赛项构建实训案例库、课

程资源库、赛项成果库等资源。

二十、其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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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竞赛试题（样题）

2022 年安徽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赛项任务书（样题）

模块一：需求文档分析（10 分）

第 1 题：模型应用分析

【功能说明】

根据提供的产品需求分析文档，说明指定模型的作用，补充该模

型的应用场景及实现过程。

【任务要求】

描述模型的应用场景、模型对应的产品定位。

【工程代码】

获取桌面“赛题/01_需求文档分析/”路径下“01_模型应用分析”

文件夹中获取相关资料，结果保存至桌面“ 提交文档/01 ”文件夹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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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题：模型构建流程及注意事项

【功能说明】

有人说，猫与狗上千年历史的敌对状态，主要是由于在长期进化

过程中迫于对生存资源进行争夺而造成的残酷竞争导致的；也有人说，

是他们天生的交流方式不同导致的；为了避免被这些家伙拆家，需要

把猫和狗隔离开，现需要构造一个猫狗二分类模型。

【任务要求】

按照功能说明中的模型介绍，说明模型构建流程及其注意事项，

模型构建流程包含数据收集、数据处理、模型训练、模型测试、模型

保存等。

图 1：猫狗二分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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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代码】

获取桌面“赛题/01_需求文档分析/”路径下“02_模型构建流程

及注意事项”文件夹中获取相关资料，结果保存至桌面“ 提交文档

/01 ”文件夹中。

模块二：数据处理（35 分）

第 3 题：图像数据清洗

【功能说明】

数据的质量很大程度决定了后续模型训练的准确性，对图像数据

集进行清洗，输出清晰完整、符合标签类别的图片。

【任务要求】

读取所需数据集后，去除无法加载的异常图像、模糊图片、相似

图片、删除单通道图像等。

图 2：模糊图片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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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代码】

获取桌面“赛题/02_数据处理/”路径下“03_图像数据清洗”文

件夹中获取相关资料，结果保存至桌面“ 提交文档/02 ”文件夹中。

第 4 题：图像预处理

【功能说明】

对图像数据集进行预处理操作，使得各种类图片数量分布均匀合

理，符合要求。

【任务要求】

读取所需数据集后，对图像进行数据二值化、增强处理等。

【工程代码】

获取桌面“赛题/02 数据处理/”路径下“04_图像预处理”文件

夹中获取相关资料，结果保存至桌面“ 提交文档/02 ”文件夹中。

第 5 题：数据可视化

【功能说明】

根据给定的数据集，通过简单的图表展示数据集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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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要求】

补全代码，展示每个分类数据的分布对比图。

图 3：柱状图示意图

【工程代码】

获取桌面“赛题/02 数据处理/”路径下“05_数据可视化”文件

夹中获取相关资料，结果保存至桌面“ 提交文档/02 ”文件夹中。



26

模块三：模型训练及预测（50 分）

第 6 题：模型构建与训练

【功能说明】

根据提供的数据完成模型的训练。

【任务要求】

1.编写数据加载函数；

2.根据任务要求对数据集进行划分；

3.构建深度学习模型和损失函数；

4.编写模型训练相关代码，完成模型训练

5.使用可视化库 Matplotlib 对训练过程进行可视化展示，如损

失值变化、准确率变化等。

6.将训练好的模型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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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准确率变化示例图

【工程代码】

获取桌面“赛题/03_模型训练及预测/”路径下“06_模型构建与

训练”文件夹中获取相关资料，结果保存至桌面“ 提交文档/03 ”

文件夹中。

第 7 题：模型评估及预测

【功能说明】

构建模型评估函数检验第 6题保存的模型效果，绘制 ROC 曲线。

【任务要求】

1.编写代码，构建模型评估函数，在验证集上评估模型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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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回率和 F1值，将结果保存。

2.构建模型预测函数，输入测试集查看模型的预测结果，将结果

保存。

3.绘制 ROC 曲线，将结果保存。

4.使用训练后的模型对测试数据集进行预测，计算准确率、精确

率、召回率、F1值等相关指标，将结果保存。

【工程代码】

获取桌面“赛题/03_模型训练及预测/”路径下“07_模型评估及

预测”文件夹中获取相关资料，结果保存至桌面“ 提交文档/03 ”

文件夹中。

模块四：职业素养（5 分）

第 8 题：职业素养

【任务要求】

参赛选手操作规范、遵守考场纪律、收纳整理干净整洁、安全意

识良好、文明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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