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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8：

“海洋生态环境的遥感大数据智能预报”

比赛方案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

一、组织单位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

二、题目名称

海洋生态环境的遥感大数据智能预报

三、题目介绍

海洋生态系统受物理、化学、生物等多过程及环境要素的

共同调控，传统的数值模式预报难以对这些非线性复杂过程进

行准确模拟，导致预报精度受限。近四十年来，随着海洋卫星

观测技术的快速发展，已经积累了海量的全球海洋环境要素观

测资料，如海表温度、叶绿素浓度、初级生产力、风场、有效

波高、地转流等。这些卫星观测资料不仅具有高时空分辨率、

长时序的优势，更为关键的是能够指示海洋生态系统内多种过

程的动态变化特征。因此，如何基于海洋遥感大数据进行时空

数据挖掘、知识发现以及智能预报，已成为当前遥感领域的前

沿热点。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其展现的强大非线性学习和拟

合能力可以有效地利用海洋大数据中固有的时空属性，提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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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态环境变化预报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基于遥感大数据，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可从海量观测数据中提取特征，捕捉海洋

生态系统内多元变量之间的非线性耦合关系，从而实现对关键

生态环境参数的精准预报。总之，将人工智能技术与海洋遥感

大数据相结合，不仅可以优化数据处理流程，提高预报准确性，

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深入认识海洋生态环境变化，从而为解决海

洋科学中的关键问题和推动该领域发展提供重要机遇。

本题目要求围绕基于卫星遥感大数据的海洋生态资源与环

境要素智能预测预报这一主题，选择典型预报参数和应用场景，

利用多源卫星遥感数据，构建基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海

洋生态环境要素智能预报模型，并研发相应的演示软件。

（一）需要设定具体应用场景和预报目标参数。

（二）预报模型必须以长时序遥感大数据输入为核心。可

结合现场观测资料、再分析资料、气象或海洋预报数据等多源

数据，但辅助数据不是比赛评比中必需的。

四、参赛对象

2024年 6月 1日以前正式注册的全日制非成人教育的各

类高等院校在校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不含在职研

究生）均可申报作品参赛，以个人或团队形式参赛均可，每

个团队不超过 10 人（含作品申报者），每件作品可由不超

过 3 名教师指导完成。可以跨专业、跨校、跨地域组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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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硕博连读生（直博生）若在 2024 年 6 月 1 日以前

未通过博士资格考试的，可以按研究生学历申报作品。没有

实行资格考试制度的学校，前两年可以按硕士学历申报作品。

本硕博连读生，按照四年、两年分别对应本、硕申报，后续

则不可申报。

毕业设计和课程设计（论文）、学年论文和学位论文、

国际竞赛中获奖的作品、获国家级奖励成果（含本竞赛主办

单位参与举办的其他全国性竞赛的获奖作品）等均不在申报

范围之列。

每件作品仅可由 1 所高校推报，高校在推报前要对参赛

团队成员及作品进行相关资格审查。

每所学校选送参加专项赛的作品数量不设限制，但同一

作品不得同时参加第十九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主体赛事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哲学社会科学

类调查报告、科技发明制作作品评比。

五、答题要求

各参赛队伍需以材料文档、演示系统形式提交作品。

1. 材料文档：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预报模型设计报告、验证

报告、软件代码等。

2. 演示系统：需要有可安装运行的执行程序，覆盖验证报

告中涉及的全部样例的输入数据和输出结果，以及操作说明文

档。操作说明文档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演示系统所需的软件、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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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以及安装方法说明，典型样例详细操作说明等，以确保作品

评审时能够顺利完成部署且程序可运行、可检验。

3. 根据大赛整体时间安排并结合科研攻关的科学规律，8

月 10 日前，各参赛团队提交作品。

六、作品评选标准

1. 作品完成度（30分）

完成海洋生态环境遥感大数据智能预报模型构建，针对特

定场景，实现海洋生态参数的预报；提交材料文档完整清晰。

2. 作品创新性（40分）

选择的应用场景需要具有创新性和可行性。

3. 预报精度（30 分）

具备完整的预报精度评价报告，根据相比常规预报的精度

提升进行对比评分。

七、作品提交时间

2024 年 4 月-2024 年 8 月，各参赛团队选择榜单中的题目

开展科研攻关。各高校“挑战杯”竞赛组织协调机构要积极组

织学生参赛，安排有关老师给予指导，为参赛团队提供支持保

障。

2024 年 8 月 10 日前，各参赛团队提交作品，具体提交要求

详见作品提交方式。

2024 年 8 月，组委会和本单位共同开展初审，确定入围终

审的晋级作品和团队。



5

2024 年 9 月，晋级团队完善作品，冲刺攻关参加终审和“擂

台赛”。终审环节分别评出特、一、二、三等奖若干。获得特

等奖的团队晋级最终“擂台赛”，并进行现场展示和答辩，评

出“擂主”1 个。

八、参赛报名及作品提交方式

1. 网上报名方式

（ 1 ） 请 参 赛 同 学 通 过 PC 电 脑 端 登 录 报 名 网 站

（https://fxyh-t.bocmartech.com/jbgs/#/login），在线填写报名信

息。

（2）报名信息提交后，请将系统生成报名表下载打印，根

据提示，由申报人所在学校的学籍管理部门、院系、团委等部

门分别进行审核（需严格按要求在指定位置完成签字和盖章）。

（3）将审核通过的报名表扫描件上传系统，等待所在学校

及发榜单位审核。

（4）请参赛同学注意查看审核状态，如审核不通过，需重

新提交。具体操作流程详见报名网站《操作手册》。

2. 具体作品提交方式

请将作品文档及程序以压缩包格式上传至网站指定路径

（https://challenge.dtxiaotangren.com），文件夹或压缩包请以

“xxx 大学-xxx 团队 xxx 作品”格式命名。提交具体作品时，

务必一并提交 1 份报名系统中审核通过的参赛报名表（所有信

息与系统中填报信息保持严格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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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请将上述材料打包通过邮件发送一份到以下本

单位指定邮箱：tiaozhanbei@sio.org.cn，并在邮件及压缩包中提

供团队成员信息及联系方式。

九、赛事保障

赛事办公室设在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研究生教育中

心，在项目科研攻关期间，本单位接收参赛团队来所参观访问，

与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相关专家开展交流答疑，

每个团队可通过电话或邮件提前预约后安排半天参观访问，预

约电话为：0571-81963017（林老师），预约邮箱：yzb@sio.org.cn。

十、设奖情况及奖励措施

1. 设奖情况

根据评分规则，综合评定参赛队伍。比赛根据参赛队伍数

量，原则上设“擂主”1 个，特等奖（含“擂主”）5 个，一等

奖、二等奖、三等奖各不少于 5 个。

2. 奖励措施

（1） 本单位将结合项目实际，拟奖励“擂主”每支队伍 1

万元；奖励特等奖（不含“擂主”）每支队伍 5000 元；奖励一

等奖每支队伍 3000 元；奖励二等奖每支队伍 2000 元；奖励三

等奖每支队伍 1000 元。

（2）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为获奖参赛队伍设立实

习实践机会，获奖本科生在不影响学业基础上可申请来我所开

展实习实践，研究生可申请来我所开展研究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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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获奖优秀本科生如获得本校研究生保送资格后，可

免试推荐至我所录取为相关专业研究生。获奖团队成员如报考

我所硕士研究生，同等条件下可优先录取。

3. 奖金发放方式

所有现金奖励将在比赛结束后 1 个季度内，发放至各获奖

团队成员账户。

十一、比赛专班联系方式

1. 专家指导团队

联络专员：竺老师，联系方式：0571-81963561

负责比赛进行期间联系技术指导保障。

2. 赛事服务团队

联络专员：林老师，联系方式：0571-81963017

薛老师，联系方式：18268095873

负责比赛进行期间组织服务及后期相关赛务协调联络。

3. 联系时间

比赛进行期间工作日（8:30-11:30，14:00-17:30）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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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选题申报单位简介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创建于 1966 年，是一座学科齐

全、科技力量雄厚、设备先进的综合型公益性海洋研究机构，

隶属于自然资源部。主要从事中国海、大洋和极地海洋科学研

究；海洋环境与资源探测、勘查的高新技术研发与应用。

海洋二所建有自然资源部系统内唯一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三个自然资源部重

点实验室，与浙江省共建有浙江省海洋科学院。卫星海洋环境

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以维护海洋权益与防灾减灾等国家重大

需求为牵引，以建立海洋环境立体观测和预测的技术和理论体

系为目标，开展以应用基础研究为主的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研

究，打造特色鲜明的、具有显著国际影响力的海洋科技基地。

此外，二所还建有海洋检测中心、海洋标准物质中心等技术服

务机构和技术支撑体系，在浙江临安建有科技研发基地。

全所现有在职职工 400 余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 2 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 3 人，浙江省特级专家 4 人，正高级专业技术

人员 93 人，副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177 人，形成了一支院士领衔，

杰青、优青、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等国家级人才领军

的高素质科技人才队伍，并入选国家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全所现有卫星海洋学与海洋遥感、海洋动力过程与数值模拟技

术、海洋生态系统与生物地球化学、海底科学与深海勘测技术、

工程海洋学 5 个重大研究领域和 19 个重点研究方向，基本形成

了适应国家需求和立足海洋科技发展前沿的科技创新体系和科

研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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