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第十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江苏赛区 

创意作品单元大学组——人机协作初赛规则 

一、命题背景 

人类正快速迈入人工智能时代。在未来人-机-物混合的大环境下，

人机协作可充分融合人类智能和机器智能的不同特点，实现优势互补，

更好地执行协同感知、决策与执行等任务。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人

工智能发展规划》指出“混合增强智能理论重点突破人机协同共融的

情境理解与决策学习、直觉推理与因果模型、记忆与知识演化等理论，

实现学习与思考接近或超过人类智能水平的混合增强智能。”“重点

突破人机协同的感知与执行一体化模型、智能计算前移的新型传感器

件、通用混合计算架构等核心技术，构建自主适应环境的混合增强智

能系统、人机群组混合增强智能系统及支撑环境。”“人机协同将成

为主流生产和服务方式。”人机协作系统在公共安全、生产制造、交

通运输、家居生活等领域均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 

本项目以“人机协作”为主题，旨在引导青年学生关注国计民生、

前沿技术，鼓励学生通过调查研究，发现真实场景中的问题，积极投

入到未来人机协作系统创意、设计与实现中，提高社会公共安全水平、

促进智能制造技术发展、满足特定人群情感需求等，推动“人机协作”

前沿技术在未来生产生活中的应用。 

二、命题内容 

新一代信息技术、机器人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未来人-机-物深

度混合环境的形成。请同学们畅想未来“人机协作”会是什么样子的？

如何实现？请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大胆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从科



学、技术、工程、人文和艺术的角度综合考虑，设计智慧、安全、环

保的人机协作设备、装置或系统。相关作品内容可以包括（但不限于）

以下场景，同时鼓励基于对实际生产生活的观察和思考，创新场景应

用： 

场景 1：面向公共安全的人机协作。公共安全事关每一个人的生

活福祉，涉及生产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如交通出行、安防巡逻、抢险

救灾、应急避险等。人机协作系统在排查安全隐患、处置安全事故方

面具有人性化、高效率等优势。通过创意设计相关作品，如何面向某

一具体公共安全问题提供有效解决方案？ 

场景 2：面向智能制造的人机协作。智能制造通过精益生产、科

学调度，应用少量专业人员与智能化产线的协作即可显著提升系统可

靠性和制造效率，且具有满足客户个性化制造需求等优势。智能制造

过程中存在广泛的人机协作加工、装配、检测、搬运、分拣、物流配

送等任务。通过创意设计相关作品，如何面向智能制造的某一具体环

节提供有效解决方案？ 

场景 3：面向情感关怀的人机协作。随着社会压力、生活方式和

社交关系发生改变，部分人群出现孤独、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通

过人与特定设备或机器进行交互或协作参与相关娱乐休闲、家务劳作

等活动，人们可获取一定的情感支持。通过创意设计相关作品，如何

面向空巢老人、留守儿童、残障人士或其他有需求的人群，提供情感

关怀解决方案？ 

场景 4：鼓励基于对实际生产生活的观察和思考，创新场景应用。 

    三、考查目标 

参赛队伍面对国计民生和科技发展的正确价值观和主观能动性； 



参赛队伍发现与定义问题的洞察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参赛队伍提出科学系统解决方案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 

参赛队伍多学科知识交叉学习与应用的能力； 

参赛队伍动手实践、团队协作的能力； 

参赛队伍的文字和语言表达以及作品呈现、展示等能力。 

四、初赛材料 

本命题面向大学组开展。每支参赛队伍由 3-5名参赛选手（建议

包括不少于 1 名女性选手）和 1-2 名学校指导老师组成。同一选手不

得跨队参赛。作品文件中涉及团队人员的内容须和网站报名填报信息

一致。鼓励省内跨校、跨专业组队。 

初赛为作品评审，各参赛队伍须按照以下要求在大赛网站提交作

品文件： 

1.项目总结报告 

项目总结报告必须包含但不限于以下方面：（1）场景分析（2）

作品方案（3）主要创新点（4）作品实现过程（5）作品成果（6）作

品测试情况（7）总结与展望（8）团队成员介绍和工作分工说明（9）

附录 

项目总结报告模板见附件 5。 

2.作品视频 

该项内容可选择性提交，包括但不限于重要制作过程、作品操作

和演示过程等，鼓励呈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迭代更新等过程。 

要求时长 2-5 分钟，MP4 格式，横屏录制,分辨率 1920*1080,大

小 100M 以内。 

3.参赛承诺 



参赛队伍填写参赛承诺和声明，模板见附件 5。打印签字后扫描

上传，要求 PDF格式，大小 10M 以内。  

五、其他要求 

（一）参赛作品要求 

1.提交作品不得为本大赛往届全国总决赛获得一、二、三等奖的

作品。 

2.提交作品不得为教育部公布的全国性竞赛活动获得一、二、三

等奖的作品。 

（二）复赛 

复赛拟采用答辩、现场演示等方式进行。复赛参赛选手和学校指

导老师须与初赛一致。复赛需提交材料等要求将于复赛通知发布。 

（三）参赛队伍责任及义务 

1.入围作品的队伍有义务参加大赛举办的相关展示和交流活动。 

2.参赛队伍须承诺作品为团队原创研究成果，大赛主办方享有对

其提交作品的无偿的永久的公益性宣传、展出、出版及其他使用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