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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5 第三届全国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创新挑战赛
“开放场景”专项赛名录

赛道一：打造高端高效智能经济的应用场景专题赛道

1、智能农业场景：面向智能农业生产管理应用需求，构建农田/

土壤/动植物生理自适应感知、病虫害识别预测、无人机植保、农业

物联网监测、农业知识智能问答、大田作物/蔬菜全程无人化作业、

设施农业智能管控、畜禽智能化养殖与行为监测、农产品智能分级、

网约农机社会化服务、群体实时协作、智能农场大脑的规模化作业、

农业地理信息引擎、橡胶树割胶、农产品质量安全管控、全产业链数

字化管理、乡村智慧治理等场景；面向智能网箱、远海无人化基地、

网箱平台机器人、无人值守平台等应用需求，建立智能渔业监测、网

箱清洗、远海安全智能、水下机器人、智能养殖、无人艇、远海无人

化加工等场景。

2、智能金融场景：面向商户信易贷、大数据金融风控等应用需

求，构建信创原生容器云平台、智能防干扰柜台对讲系统、企业智能

征信、虚拟电子货币、智能反欺诈、智能金融营销、智能金融客服、

智能客服、智能辅助审核、营销平台等场景。

3、智能算力场景：面向智能体快速构建、AI 应用高效开发、行

业内容创作、模型部署与优化、数据处理与分析、智能决策支持、自

动化流程优化等应用需求，利用智能算力及算力网应用生态提供的异

构算力整合、国产芯片适配与优化、大模型部署与推理优化、开源模

型应用开发工具链、算网协同、算电协同等能力，在科学研究、金融

科技、文化创意、教育培训、公共服务、工业制造、能源环境等场景，

推动自主芯片、平台、模型等技术体系落地与应用，拓展算力网智能

算力生态协作，助力算力网与各行业的深度融合。

4、智能语言大模型场景：面向提升自然语言处理效率、满足多



2

样化语言交互需求，利用深度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通过大量

文本数据训练而成，构建如智能客服、内容创作、翻译、个性化推荐

等，能够理解和生成语言，与人类进行自然流畅的对话，提供有意义

的回答或建议等广泛应用场景。

5、智能港口场景：面向港口大型码头泊位、岸桥管理以及堆场、

配载调度等应用需求，实现智能码头机械化、数字孪生集成、生产时

空管控、船舶自动配载、自动作业路径规划、集装箱管理及泊位优化、

水平运输车辆、港口无人驾驶运输等场景。

6、智能矿山场景：面向井工矿和露天矿智能化挖掘等应用需求，

运用人工智能、新型地下移动无人平台系统、5G 通信、基础软件、数

字孪生等新一代自主可控信息技术，建成矿山“数字网联、无人操作、

智能巡视、远程干预”的常态化运行采掘等场景。

赛道二：构建安全便捷智能社会的应用场景专题赛道

1、智能教育场景：面向学习认知状态感知、智能评测、无感知

异地授课和学习研讨、自适应学习推荐等应用需求，构建虚实融合与

跨平台支撑的 AR/VR、在线课堂、互动课堂、虚拟课堂、虚拟仿真实

训、虚拟教研室、新型教材、教学资源建设、校园、个性化学习系统、

智能考评应用、考场、智能校园管理、智能课后服务等场景。

2、智能交通场景：面向全息感知的交通智能辅助决策系统以及

公路无人智能维养系统等应用需求，建立城市交通智能管控、城市低

空空中交通管理、无人机飞行控制、智能航运技术、智能摆渡接驳配

送、交通大脑、新能源汽车、智能充电桩、数字孪生交通、交通节能

控制、韧性交通、公交、道路、停车服务、交通基础设施运维、自动

驾驶出行、磁浮交通智能控制、轨道交通智能运维、公路无人化智能

维养数字化平台、公路状态感知、公路清洁、公路巡检、路面快修、

公路标线施划机器人、无人化养护施工装备等场景。

3、智能林草场景：面向森林、草原、湿地、荒漠与野生动物的

智能化保护与管理领域，运用无人机高分辨率影像、无人机激光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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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数据多源融合、卫星高分辨率光学遥感、卫星热红外遥感、合

成孔径雷达（SAR）遥感、卫星多光谱遥感技术、无人机与卫星遥感

融合、物联网与传感器网络、人工智能、边缘计算、5G 通信等前沿技

术，构建森林生态监测、草原生态监测、湿地生态监测、荒漠化监测、

智能环境参数实时监测、森林生态健康评估、草原生态健康评估、湿

地生态健康评估、荒漠生态健康评估、极端天气智能预警、火灾智能

预警、病虫害智能预警、物种多样性变化智能监测、保护区内的野生

动物智能识别与追踪、智能生态修复规划、智能林草湿荒生态数据平

台、自然保护区智能监测系统、国家公园智能监测系统、国家公园智

能导览系统、自然保护区智能导览系统、智能巡护机器人、生态灾害

应急响应系统、沉浸式生态体验、历史生态重建等场景。

4、智能无人系统场景：面向地形勘测、安全巡逻、灾难搜索、

海洋监管、公路缺陷检测、农作物生长状况、地面植被覆盖、沙漠化

治理监控、无人系统虚实融合、两栖无人系统平台等应用需求，利用

智能无人系统（无人机、无人驾驶车、智能无人工业生产机器等）对

目标进行航拍与遥感、管道/线路巡检、物资运输、人员乘载、农作

物播种收割、道路清扫等任务作业，实现智能传感、智能控制、环境

感知、定位导航、无人终端、网络协控与系统、环境地图实时快速构

建、智能集群的协同感知和优化决策，无人系统随机最优控制等智慧

城市、智能建造、智能医疗、智能交通、低空经济领域的场景。

5、智能环保场景：面向生态环境智能监测、“天地一体”生态

环境监测网络、大气污染防治应用等应用需求，打造高密度物联网感

知监测、智能水务传感器、无人机器自主巡检、土地蒸腾率测量、水

质实时监测、水环境污染溯源、垃圾智能分拣、海洋渔区渔情监测、

海洋气象灾害预警等场景。

6、智能司法场景：面向“数字法治、监狱”的应用需求，运用

情感计算、超扫描、心理行为范式测量、深度学习、非结构化文本语

义理解、裁判说理、分析推理、风险智能识别等技术，建立庭审笔录

自动生成、类案智能推送、全案智能量裁辅助、裁判文书自动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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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卷宗自适应巡查、自动化审判质效评价与监督、法律智能、可解

释性深度学习应用、机器阅读理解裁判文书、定量分析案例、法律罪

名预测、可解释性模型设计、法律判决智能化辅助、入监适应性评估、

在监风险性评估（如抑郁、自杀、攻击）、亲情会见、顽危犯管控、

出监再犯风险评估等场景。

7、智能水务场景：面向能源管理、水资源管理、节能减排和可

持续发展等应用需求，利用数字化、网络化、自动化、智能化技术，

以及现代计量技术和信息技术等，构建智能家居中的能源管理、工厂

企业的能耗监测、城市能源和水资源网络监控、环保监测中的空气质

量与水质分析等场景。

赛道三：实现绿色健康智能生活的应用场景专题赛道

1、智能医护康养场景：面向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等

应用需求，针对智能物联网、智能交互、多模态识别、优化决策、风

险预警、健康管理方面的痛点，建立设计包括但不限于体征监测、远

程监控、主动报警、贴心关怀、人体感知、饮食、慢性病辅助治疗、

智能适老类家电、智能适老类家具、智能适老类厨卫等场景；面向运

动功能障碍患者、脑卒中患者、康复病人的大数据生理监测等应用需

求，打造智能康复技术、患者情绪感知、老年人智能陪护、面向残疾

人的智能神经义肢技术、运动意图智能识别等场景。

2、智能家居场景：面向云侧智能决策和主动服务、场景引擎和

自适应感知等应用需求，打造家庭互联、建筑智能监测、产品在线设

计、主动提醒、人形机器人、家庭智能养老设施设备、养老服务机器

人、食品健康管理机器人、智能烹饪机器人、厨房、高品质智能饮水

系统、健康管理、零售操作、全屋一体化智控覆盖、智能家电、智能

厨卫、智能家庭节能低碳能源管理系统等场景。

3、智能社区场景：面向未来社区、乡村治理等应用需求，建设

数字农房、无人配送、社区电商、数字餐厅、智能老年照护、智能家

庭服务、居家智能监测、服务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应用、隐私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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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道四：推进智能产业应用落地的应用场景专题赛道

1、智能合成生物场景：面向医药、健康、农业、林业、能源、

环保、材料等产业的菌种设计、培养基优化、发酵监控、代谢建模、

高通量数据分析、自动化实验、质量控制和知识挖掘等需求，运用机

器学习、深度学习、强化学习、大数据分析、核心算法、图神经网络、

计算机视觉和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构建智能筛选和设计高性能菌

株、生物过程优化与放大、动植物细胞大规模培养技术、生物产品分

离纯化、生物制造智能装备开发、工程设计等应用场景。

算与安全等场景。

4、生成式 AI 场景：创新性构建文本、图像、语音、视频、动画、

软件代码等自动生成和检测识别的模型基础理论、技术、算法、系统

以及创意，服务信息检索、内容推荐、人机交互、文化创意、市场营

销、办公、客服、人力资源、数字内容服务、科学研究、智慧教育等

应用场景。

5、智能安防场景：面向社区、园区、城域等大时空范围的应用

需求，建立重点人员监控、异常行为发现、新冠流调、嫌疑人员/车

辆追踪与线索发现与追踪、走失老人/儿童/失智人员找回、城域治安

态势、生产过程现场安全管控，实现安全高效生产、生产规程监控报

警等场景；面向人工智能视频、图像、音频、文本信息的伪造检测和

抗伪造等应用需求，打造基于人工智能的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系统

安全和供应链安全防护和物理世界应用算法对抗，以及人工智能系统

的脆弱性评估、数据集污染检测、鲁棒性增强、决策解释等场景。

6、智能传媒场景：面向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媒体融合往纵深发展

等应用需求，建立价值观认知计算、内容审核与风控、推荐算法测评、

用户画像挖掘、舆情监测、网络空间治理、社交网络引导语音识别、

智能翻译、自然语言理解、虚拟主播（数字虚拟人）、多模态合成、

智能剪辑、智能内容审核、智能即时新闻生产、智能推荐、沉浸式媒

体、内容深度鉴伪、智能與情分析与挖掘等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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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智能遥感场景：面向基于卫星、无人机或地面移动测量设备

等遥感平台对地物探测与分析的应用需求，利用可见光、红外、SAR、

高光谱与 LiDAR 等传感器数据，实现智能化的多源信息融合、目标检

测识别、地物分类、变化检测和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应用于国土资

源管理、生态环境监测、灾害预警防护、海洋渔业管理和智慧城市建

设等场景。

3、智能能源场景：面向新能源功率预测、电力智能调度、负荷

侧管理、储能等应用需求，构建发、输、变、配、用、储的全流程能

源生态体系，基于智能感知、卫星遥感、能源大模型、人机控制、智

能机器人、元宇宙等技术提供全要素感知、数据分析挖掘、虚实融合

的能源智慧交互等服务，实现源网荷储协同互动、负荷侧需求智能响

应、状态全量感知、新能源功率预测、卫星数据监测、储能调度运行、

智能分析预警、多模态缺陷诊断、辅助决策建议、自适应立体巡检、

生产安全评价、人机交互控制、楼宇与厂矿的能源管控、新型智能能

源、变电充电、低碳出行、家庭用电管理等场景。

4、智能医疗场景：面向人工智能可循证诊疗决策医疗等应用需

求，建立规模化医疗知识图谱、医疗领域数据知识库、多智能体协同

会诊、大规模医疗人工智能模型训练、无创基础体征监测、医院、互

联网医院、医疗设备管理、远程虚拟手术室、生物医药研制及医疗器

械开发、医疗影像、病理图像、智能辅助诊疗、健康管理、医保控费、

用药审核、数字疗法、智能医健、数基生命、细胞图谱、智能药物发

现与设计、人工生命、生物特征识别、分子层面多组学数据等场景。

5、智能制造场景：面向制造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

和产品服务四大核心环节的数据获取及整合困难、场景复杂安全风险

高、组织制度滞后、需求变化快等需求，结合 AI 技术大模型、大数

据分析、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算法理论、智能语音和自然语言处

理等核心技术，构建生成式协同设计平台、AI 驱动的材料逆向设计、

智能质检与零缺陷制造、预测性维护、智能调度、自适应柔性产线、

仓储自主优化、柔性物流运输、智能供应链大脑、碳能效数字孪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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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服务知识引擎、产品全生命周期反馈闭环、5G+边缘计算融合等

应用场景。

6、智能粮食工程场景：面向粮食生产环节的精准种植、智能机

械、灾害预警，收储环节的粮仓监控、数字孪生、腐败预防，加工环

节的智能质检、零缺陷制造，供应链管理的智能调度、需求预测等需

求，结合 AI 技术无人机、卫星遥感、物联网传感器、智能播种机、

收割机器人、机器学习、算法、数据分析、多模态交互、多模态大模

型、边缘计算与 5G 融合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种植与灾害防控、实

时监测粮仓温湿度与数字孪生技术构建虚拟粮库模型、图像识别检测

粮仓作业人员的安全装备、自动检测粮食加工过程中的杂质或破损、

基于大数据的智能调度系统、分析能源消耗数据，优化粮食加工环节

的碳排放等应用场景。

7、智能座舱场景：面向提升驾驶体验、增强行车安全、实现车

内外信息无缝互联等应用需求，利用流媒体后视镜、驾驶员监测系统

（DMS）、多模态交互技术、高精地图等技术或系统，构建车辆信息

显示、语音操控车载功能、手势控制、娱乐内容播放、个性化界面设

置、驾驶员状态监测与疲劳预警、导航信息 AR 投射等场景。

8、智能芯片场景：面向提升计算效率、降低能耗、实现智能化

控制等应用需求，利用集成电路设计、微电子制造、封装测试、人工

智能等技术或系统，构建智能手机的高性能计算、智能家居的远程控

制、自动驾驶的实时数据处理、医疗设备的影像诊断、智能安防的视

频监控、智能穿戴的健康监测等场景。

9、智能终端场景：面向工业核心元器件、零部件、车载视听设

备、智能影像设备、全屋智能产品等领域对智能化、个性化、消费电

子和新型智造的需求，结合大模型、计算机视觉、多模态交互、虚拟

现实等 AI 技术解决特定行业的痛点问题，构建以智能终端设备（如

智能手机、具身智能体、平板电脑、可穿戴设备、传感器等）为端侧

载体，通过硬件-算法-云端深度协同实现自主决策、环境感知与人机

交互，并驱动行业效率跃升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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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道五：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应用场景专题赛道

1、智能企业场景：面向工业生产智能一体化应用、智能制造、

工业大脑等应用需求，实现机器人协助制造、机器视觉工业检测、离

散制造业工厂生产调度、参数控制、控制与决策一体化、设备智能诊

断及系统智能运维、数字孪生、智能控制、智能巡检、智能决策、智

能 RPA（机器人流程自动化）、协同研发设计、远程设备管控、柔性

生产制造、现场辅助装配、生产智能监测、能碳管理与优化、全流程

质量追溯等场景。

2、智能营销场景：运用数据挖掘、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等

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广告投放优化、效果评估、反欺诈、社交媒体营

销、营销内容管理、客户运营管理、消费者洞察研究、消费者隐私保

护与数据应用安全等场景。

3、智能物流场景：面向人机交互、智能感知、智能控制与自动

规划、逻辑推理等应用需求，优化物流流程、实时数据的收集与分析，

提高物流系统的响应速度和决策质量等应用需求，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如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构建无人卡车和车队管理、

场院车辆管理、自主移动机器人应用、设备调度和仓库选址、库存盘

点和需求预测、无人配送、订单分配、智能客服、物流网络优化、仓

库现场运营规划以及仓储安全管理等场景。

4、智能视听场景：面向具身智能、智能制造、视听内容自动生

产、创作、管控等应用需求，实现跨领域视听智能应用、视听内容智

能生成、交互机器人、多模态工业异常检测、实时视频感知与智能决

策、负面信息精准管控与决策支持、原创视听内容创作、视听智能创

作工具、深度合成、视频修复、智能推荐等场景。

5、智能控制场景：面向智能机器人环境感知建模与控制、工业

互联网系统、工业制造过程智能化、工业能源系统、工业装备优化设

计与制造技术等应用需求，构建智能机器人、智能测控装备、智能制

造系统、虚拟现实与数字孪生系统等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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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智能艺术场景：面向写诗、作画、谱曲等文艺创作的应用需

求，建立图像、语音和文本识别和生成、设计，包括但不限于应用人

工智能介入文艺创作活动等场景。主要包括人工智能算法、大数据处

理和深度学习等技术。需要使用人工智能算法对大量图像数据进行学

习和模仿，以生成全新的、真实的、有用的图像数据。大数据处理技

术主要对大量的图像数据进行预处理和后处理，以保证生成图像的质

量和效率。深度学习技术是对生成的图像数据进行优化和调整，以进

一步提高生成图像的质量和艺术价值。此外，还需要使用数字绘画工

具和软件做后期处理，以完成最终的绘画作品。

7、人形机器人场景：面向人形机器人在工业、商业及家庭等场

景的应用需求，构建驱动关节在腰/腿/臂/灵巧手应用，扭矩传感器/

力传感器/触觉传感器等专用传感器应用，高动态行走和灵巧操作的

端到端智能控制系统与仿真平台、步态规划与控制算法、感-规-控一

体化控制架构与算法应用，多模态感知/行为控制/人机交互能力/智

能定位导航的多模态大模型应用，设备操作/产品检测/产品装配/工

具使用/人机协同作业等制造应用，信息问询/迎宾接待/导览服务/导

购营销/娱乐表演等商用服务应用，老人看护陪伴/日常家务操作/家

庭安全监控/全屋互联互通等家庭服务应用。

8、智能电力场景：面向传统电力发展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过程

中，发挥人工智能的核心驱动作用，通过技术融合与场景创新推动能

源体系向清洁低碳、安全高效、智能互动方向转型，围绕发电、输配

电、用电环节、电力服务以及相应支撑保障，在电源及电网规划设计、

工程建设、生产运维、调度运行、用电服务、需求管理、电力市场以

及电力企业经营、电力设备制造等场景，聚焦电力行业高频核心应用，

提升源网荷储协同互动、电力系统安全稳定、电网经济可靠运行水平。

在具身智能方面，装载人工智能算法的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在电

力生产和电力设备制造领域实现无人化、智能化，提升效率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