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eoScience Café 第 242 期】 研究生竞赛那些事 

核心提示：研究生是否需要参加竞赛，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竞赛类型？ 

研究生是否需要参加学科竞赛？从哪些渠道可以获得竞赛信息？面对五花

八门的竞赛，研究生群体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怎么平衡科研与竞赛，将

自己的研究方向落地实践？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快来参加 GeoScience Caf

é与 Intel 联合举办的“研究生竞赛那些事”主题报告吧！ 

主持：杨美娟  摄影：王葭泐  摄像：薛婧雅 文字：杨美娟 

>>>人物名片 

彭程威，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8 级研究生，师从种衍文教

授、潘少明副教授。担任 Intel 学生大使。获得首届研究生人工智能创新大赛一

等奖(4/1217)，CV101-计算机视觉青年开发者 OpenVINO 专项奖(5/946)。报告

将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参赛项目以及探索 AI 算法落地。 

兰猛，计算机学院 2018 级研究生，师从杜博教授和张乐飞教授，获得首届

研究生人工智能创新大赛二等奖，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视觉中的图像检测和

分割。报告将结合自身经历和参赛作品探讨 AI 在多领域的落地应用。 

黄宝金，计算机学院 2019 级研究生，师从王中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行

人检索和图像超分，获得首届研究生人工智能创新大赛三等奖。报告将结合自

身经历分享参赛项目并讨论研究生新生如何更快地参与到学科竞赛中。 

>>>报告现场 

12 月 13 日晚上 7 点，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彭程

威，计算机学院兰猛、黄宝金三位在读硕士和博士做客 GeoScience Café 第 242

期分享活动。三位同学就本次研究生人工智能创新大赛的参赛经历进行了相关

分享，让观众们受益匪浅。 

彭程威同学的分享 

关于研究生竞赛的经验分享 

彭程威，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8 级研究生，获得首届研究

生人工智能创新大赛一等奖(4/1217)，CV101-计算机视觉青年开发者 OpenVINO

专项奖(5/946)。 

本次讲座主要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参赛项目选择以及探索 AI 算法落地。首

先，彭程威同学介绍了在深度学习领域的相关竞赛，并就研究生是否需要参加

学科竞赛，从哪些渠道可以获得竞赛信息，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竞赛类型，如

何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落地实践等多个方面详细讲解了“研究生竞赛的那些



事” 。 

 

 

图 1 彭程威同学做分享 

1. 为何要参加竞赛？ 

在如今竞争激烈的工作环境下，各行业工作岗位对于求职者的学历、论

文、竞赛、实习等各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如何才能在众多人中脱颖而出？毫

无疑问，相关学科领域的重要竞赛上取得的好成绩，会给简历添上辉煌的一

笔，为自身能力增加筹码。 

2. 如何选择合适的竞赛？ 

国际竞赛，国家级竞赛，可发文章的竞赛……面对种类和数量繁多的学科

竞赛，选择合适的竞赛是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根据自身实际能力，相

关专业领域，参加竞赛的需求，该竞赛的竞争激烈程度等来综合选择要参加的

竞赛。 

3. 如何获取研究生竞赛的相关信息？ 

有效获取各类竞赛的信息，仔细阅读大赛指南与比赛规则，留心细节问题

与各个时间节点信息，能够帮助我们选择合适的竞赛。目前，各类竞赛的官网

都会发布竞赛的详细信息，此外，公众号、学校或者实验室官网、相关通知、

论坛等都是获取信息的有效平台，充分利用并选取有效信息。 

4. 竞赛技巧 

平时多积累，多实践，多掌握一些技巧，提高自身能力。选择与自己研究

相近的比赛，选择给力的队友。选定了一个比赛就坚持到最后，不要半途而

废。尽力而为，放平心态。 



参赛作品报告 

此后，彭程威详细介绍了本次研究生人工智能创新大赛的参赛作品“众里

寻 TA 千百度”。 

当今，面对海量监控数据，智能视频分析算法在公共安全领域的重要性日

益凸显，其中人脸识别是落地最成熟与应用最广泛的技术。但是目前人脸识别

一般具有以下难点：当人脸区域分辨率很低时，人脸识别难以获得精度保证；

行人与摄像头的角度关系导致并未出现人脸时无法应用人脸识别。为了满足公

安系统跨摄像头搜索目标人物的需求，填补人脸识别技术的缺失场景，行人重

识别研究应运而生。 

 目前行人重识别面临着无法“一次训练，处处部署”的问题，彭程威团队

就此提出了一种有效的无监督跨域行人重识别算法，解决了目前存在的直接迁

移模型精度差和重新监督训练标注成本巨大的问题。本算法模型仅需要一个有

标注的源域数据集与目标域采集的无标注图像即可学习，在实际操作上以学术

公共数据集为源数据集，以应用场景拍摄的图片作为目标域数据，这样一来既

保证了模型精度又免去了标注工作。该算法在摄像角度不佳和分辨率低的情况

下，仍然能够取得较好的识别效果。 

 在算法落地方面，彭程威团队提出的算法将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相对于

传统耗时耗力的人工肉眼查找，带来了显著的效率提升；同时拥有较低的设备

成本与良好的扩展性。 

 

图 2  获取竞赛信息的各种渠道 

 

 

 



兰猛同学关于人工智能大赛的分享 

兰猛，计算机学院 2018 级研究生，师从杜博教授和张乐飞教授，获得首届

研究生人工智能创新大赛二等奖，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视觉中的图像检测和

分割，报告主要结合自身经历和参赛作品探讨 AI 在多领域的落地应用。 

兰猛同学首先向大家介绍了本次人工智能大赛的参赛作品“基于视觉和知

识引擎的电力设备状态检修系统”，从项目背景，技术方案，成果展示以及市场

价值四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解读。 

 

图 3 兰猛同学做分享 

随着电力系统规模的日益发展，对电力线路的安全运行和供电可靠性的要

求越来越高。输电线路和变电站在电网中起重要的作用，其安全稳定运行对保

证电网结构的完整性，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正常用电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目

前普遍采用“机巡为主，人巡为辅”的巡检模式，但是这种巡检模式目前存在

着以下不足并亟待解决，即“巡检图像数据庞大，人工查看方式耗时耗力”。 

基于目前存在的问题，兰猛的团队提出“目标检测结合知识引擎”的智能

化检修系统，采用二阶段的端到端检测网络和知识引擎技术实现缺陷目标的识

别定位和缺陷检修建议输出。与传统的电力巡检方法相比，兰猛团队提出的基

于视觉和知识引擎的电力设备状态检修系统具有很大的优势和创新，是人工智

能在电力系统领域的应用典范。 



 

图 4  “基于视觉和知识引擎的电力设备状态检修系统”的结构 

1. 特征金字塔结构改善小尺度缺陷检测不佳的问题 

无人机巡检时为确保安全禁止贴近电力设施拍摄，导致拍摄的缺陷目标尺寸

较小，检测网络的深步长造成细小缺陷目标检测效果不佳。多尺度的特征金字

塔结构来构建适合不同尺寸目标检测的特征图，大尺寸特征图小目标信息丢失

少，可以有效提高小目标缺陷检测精度。 

2. 难样本挖掘 

不同类别缺陷的样本数量和检测难度不均衡等情况造成训练过程中易分负样

本的 loss 误导模型的优化方向，导致鲁棒性较差。对不同候选的 loss 进行排

序，选择 loss 高的难分候选区域进行网络的训练。 

3. 项目价值 

带来巨大的市场收益，项目落地后可为电力检修公司提供巡检影像分析服

务，或出售终端处理装置，产生巨大的市场容量；节省人力成本，一台服务器

一小时可以处理接近 10000 张巡检图片，相当于 5 名工人一整天的工作量；减

少电力损失，配合巡检系统及时获取设备状态信息，有效减少停电事故，挽回

高额的停电费用。 

此外，兰猛同学还就本次参加人工智能大赛的相关经历进行了研究生参赛经

验的分享，他大致统计了本次比赛参赛作品的应用领域分布以及相关技术分

布，为观众讲解参赛类别的选择、落地场景、社会效益、市场价值、技术支撑

(论文、专利）等各方面的竞赛经验。 

黄宝金同学关于人工智能大赛的分享 

黄宝金，计算机学院 2019 级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行人检索和图像超分，

获得首届研究生人工智能创新大赛三等奖。 

首先，黄宝金同学向大家介绍了本次人工智能大赛的参赛作品“面向视频监

控场景的行人检索”，从项目背景，技术方案，成果展示以及市场价值四个方面

进行了全面的解读。 



 

图 5  黄宝金同学做分享 

 目前，视频和摄像头资料在刑事侦查方面有着重要的应用，然而传统的视频

侦察需要工作人员查看大量监控视频，耗费人力物力，且很难及时侦破案件。因

此，一个高效的监控视频侦察技术需求迫切。目前已有的行人检索技术仍然面临

着许多挑战。首先是客观监控环境复杂，光照变化造成图片的质量较低，或者由

于遮挡造成的信息缺失，这两种情况都对行人检索精度造成了影响。由此可知，

遮挡和弱光照导致的行人匹配信息量不均是目前许多行人检索算法精度难以提

升的重要原因。 

根据目前行人检索算法所存在的不足，黄宝金团队提出了一个基于部件权重

生成网络的行人检索方法。将待检索的图片输入之后，进行特征提取、池化等一

系列网络后，通过一个基于部件权重生成网络的距离度量方式，最终得到检索的

结果。 

基本的实现方法是利用部件权重生成网络，首先得到行人的分块方式，再通

过后续的网络得到对应块的权重。将这里的部件权重生成网络应用到前面的遮挡

和光照样本中，网络自适应的给予了信息量较小的模块较弱的权重，使它对整体

相似度的影响更小，从而有效的解决了行人信息量不均的问题，获得更高的行人

检索精度。根据在 CUHK 数据集上进行的测试，与其他相似的方法相比，基于

部件权重生成网络的行人检索方法有着更出色的效果。 



 

图 6 在 CUHK 数据集上的测试结果 

而针对蒙面伪装的行人检索问题，黄宝金团队提出了一个基于行人关联的蒙

面伪装身份识别方法。已知现有的伪装行人识别方法需要未遮挡部分的特征来进

行识别，但是随着遮挡程度的加深，识别率会显著下降，直至算法在蒙面情况下

完全失效。利用基于部件权重生成网络的行人检索方法，弱化人脸特征，将蒙面

行人图片与具有可辨识人脸的行人图片进行关联，然后配合人脸识别技术实现基

于行人关联的蒙面伪装身份识别。 

此外，为了更好的让非专业人员使用行人检索技术，团队设计并实现了一个

行人检索系统，包括数据层、业务逻辑层、用户界面层。团队提出的行人检索技

术依托于湖北省技术创新专项重大项目，在 2018 年襄阳国际马拉松比赛、国际

航联世界飞行者大会（武汉）等多个重大社会活动的安保中发挥重要作用。 

作为 2019 级的研一新生，黄宝金谈到之前在做科研时候的思考和选择，做

科研是为了发表高水平论文，还是落地应用呢，为此他结合自身的经历分享了他

的想法。要结合自己的专业领域和特点，自己的优势，以及研究内容能否发表高

水平文章，还是适合投入实际应用。无论最终是怎样的选择，都需要不断积累不

断思考，落地应用是科研成果的出路，而高水平科研是应用的前提。 

>>>互动交流 

提问人一：彭程威师兄好，我想请问对刚才你在报告中提到用神经计算棒，

请问这里计算棒的用途和优势是什么呢？  

彭程威：神经计算棒主要解决的是在运算能力不足的电脑或者是嵌入式设备

上进行深度神经网络推理的需求。比如你可以将你的模型经过配套的软件工具进

行优化以实现高效推理来实现在边缘端上的计算，其低功耗与良好的计算速度支

持无人机或者小的智能终端等场景。 



提问人二：刚才的报告中提到监控摄像头拍摄到的照片和视频，实现对行人

重识别和追踪，我之前了解到对于人脸识别目前产生了一种虹膜识别方法，能够

以较高精度进行识别，请问本项目采用的方法与此对比有什么区别呢？ 

彭程威：是的，诸如虹膜，人脸等生物特征能够取得良好的识别精度，但同

样意味着需要分辨率更高的图片或者视频输入。它们可以满足一些近距离的接触

的场景，就比如我们每天使用的手机解锁。但是道路上的摄像头一般无法拍摄到

近距离高分辨率的照片，而且因行人非主动配合存在拍摄角度偏差等各种实际问

题，所以目前无法在监控摄像方面实现虹膜算法，但是作为门禁系统或者会议签

到系统应该是可行的。 

GeoScience Café 以“谈笑间成就梦想”为目标，于每周五晚 7:00 在实验室四

楼休闲厅，邀请 1-4 位嘉宾，为大家带来学术报告或经验分享。报告内容包括摄

影测量与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导航与定位服务等研究方向，听众可在报告结束

后向嘉宾提问、与嘉宾交流探讨，同时每学期还会举办 2 期人文类讲座和 2 场导

师信息分享会。每期报告会根据嘉宾意愿在 B 站开设直播，使不能来到现场的听

众同步参与。报告 PPT 和视频会在征得嘉宾同意的情况下在 qq 群和 B 站上发

布。 

更多精彩内容（讲座预告、讲座回顾、报告 PPT、报告视频）敬请通过以下

方式获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