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届全国智慧城市与智能建造 

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企业专题竞赛通知
 

鲁班软件数字孪生元校园企业专题竞赛通知 

一、专题竞赛背景 

数字孪生技术是智能建造与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技术之一，其优势主要体现在数据集成，

可视化展示，智能分析、决策与预警等各方面，2017年 12月 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即

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  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的倡议。2021年 12月，国务院发布《“十四

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将数字孪生、城市大脑作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突破的关键技术，赋能新

型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建设工程。推进 CIM平台和数字孪生技术在城市体检、城市安全、智能

建造、智慧市政、智慧消防、智慧园林、智慧工地以及城市综合管理等领域应用，建设城市道

路、建筑、公共设施融合感知体系。实施智能化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对城市供水、排

水、供电、燃气等市政基础设施进行智能化管理等措施。 

数字城市乃至数字中国建设需要大批数字建造和智能建造方面的技术技能人才，建筑相关

专业在校大学生掌握数字孪生建造技术是当务之急。根据教育部和住建部组织的行业资源调查

报告，智能建造技术人才短缺突出表现在智能设计、智能装备与施工、智能运维与服务等专业

领域，今后 10年，建筑业技术与管理人员占比要达到 20%，高等教育每年至少需培养 30万掌握

智能建造和数字孪生等建筑新技术的复合型、技能型人才。为推动高校大学生学习数字孪生建

模技术，为数字中国建设储备人才，第三届全国智慧城市与智能建造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组委

会联合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数字孪生元校园专题竞赛。 

二、专题竞赛价值和目标： 

1、数字中国建设从数字孪生校园建设开始培养行业急需人才； 

2、参赛院校利用 2-3 届大赛建成数字孪生校园 BIM+GIS+IOT数据承载底板，是莘莘学子留给母

校最珍贵的纪念；  

3、参赛院校可以依托“数字孪生校园 BIM+GIS+IOT数据承载底板”，赛后继续开展 BIM、CIM、

智能建造技术教学；智能建筑、智慧城市、智慧基础设施等课题研究；智能建造与管理创新

课题研究；互联网+创新创业竞赛作品设计；BIM毕业设计作品设计等。推进高校依托 CIM平

台和数字孪生技术开展城市体检、城市安全、智能建造、智慧交通、智慧市政、智慧楼宇、

智慧园林、智慧工地以及城市综合管理等领域的研究和应用。 

  



赛道介绍 

基于鲁班工程管理数字化平台（Luban Builder）或鲁班开发者平台（Luban Motor），以

参赛团队所属院校的独立校区或数字园区、数字工厂、数字公路、数字水利、数字市政、数字

工地、数字景区等作为参赛作品范围（包括 GIS 数据、各类建筑 BIM模型及路桥隧、水利设

施、市政设施 BIM模型；地下管网模型、风景园林、围墙大门模型；以及在建项目及临建设施

等）进行数字孪生场景还原，并接入参赛项目场景还原范围内已有物联网（IOT）系统数据或主

办方提供的比赛用物联网（IOT）系统数据，形成数字孪生数据承载底座。在此基础上输出总结

报告、答辩 PPT和支撑材料，支撑材料包括研发的实物、软件、设计图纸、展示视频等。更详

细的内容见附件：数字孪生元校园专题竞赛赛题任务书。 

 

专题竞赛赛程 

以下赛程安排均为北京时间计算 

2022 年 9 月 5 日    2022年 10 月 15 日                    2022 年 11 月 1 日   2022年 11月 19 日 

 

发布赛题（2 号通知） 参赛报名（预报名即可参加赛前培训）           复赛评审          决赛 

 

专题竞赛奖项设置 

类别 奖项名称 获奖比例 奖励 

 

 

团队奖 

企业专题竞赛奖 4 奖金（3K）+奖杯+证书 

一等奖 10% 奖金（1K）+奖杯+证书 

二等奖 20% 奖杯+证书 

三等奖 30% 证书 

优秀奖 若干 证书 

优秀指导教师奖 若干 证书 

1、 企业专题竞赛由企业技术专家及竞赛评审专家共同确定 4份优秀作品获得企业专题竞赛

奖 ，作为第三届全国智慧城市与智能建造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的单项奖。其他奖项

（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若干）奖励由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颁发。所有奖励均在决赛

结束后颁发； 

2、 奖项数量以实际参赛团队总数为基数进行设定，约 10-20%复赛队伍入围决赛答辩； 

3、 鲁班软件为荣获二等奖及以上团队成员提供实习机会。 

 



参赛规则&协议 

参赛人员： 

本次大赛面向全日制高校土木建筑工程相关专业及测绘、计算机等相关专业在校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及硕士研究生）、本科生；以团队为单位参加比赛 

组队要求： 

每所高校限报 2支团队，同一院校有多个团队参赛时，鲁班软件对校内赛评审提供技术支

持。每个参赛队由不超过 5名学生组成，其中组长 1名，组员不超过 4名，应至少包括一名工

程管理、工程造价或智能建造专业的本科生。指导老师 1-2人（3 名及以上署名指导组），指

导教师必须是参赛队所属高校在职教师。报名时所有成员需提供个人基本信息。鼓励引导参赛

团队跨学科、跨专业联合组队参赛，报名截止日期（2022年 10月 15日）之后不可更改参赛人

员。 

作品提交： 

参赛团队在鲁班工程管理数字化平台（Luban Builder）或鲁班开发者平台（Luban 

Motor）比赛系统完成数字校园（园区或基础设施项目）场景搭建并接入 IOT系统数据实现数字

孪生校园数据承载底板的构建，并依据作品制作汇报 PPT和作品介绍视频（6-8分钟）提交至大

赛平台，以校内初赛或复赛评审日期开始前最后提交的内容为准，由专家组在规定时间内统一

评审。参赛作品必须保证原创性，不违反任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法律，不侵犯任何第三方

知识产权或者其他权利，一经发现或经权利人提出并查证而引起的法律纠纷由参赛者承担，组

委会将取消其比赛成绩，如因此给大赛组委会造成损失，则就造成的实际损失进行赔偿。 

公平竞技： 

参赛者禁止在指定考核技术能力的范围外，利用规则漏洞或技术漏洞等不良途径提高成绩

排名，禁止在比赛中抄袭他人作品，一经发现将取消比赛成绩并严肃处理。 

组织声明： 

大赛组委会保留对大赛各项条款的最终解释权。比赛作弊行为的判定权利和处置权利、收

回或拒绝授予影响组织及公平性的参赛团队奖项的权利。 

作品产权： 

所有参赛作品的署名权及相关知识产权归参赛者所有，组委会有权对所有参赛作品在其官

方网站展示，并通过各类媒体进行宣传、出版、发行和展览（含巡展），任何参赛者不得以此

向组委会提出侵权主张。 

 

评审规则 

校内初赛作品评审截止时间：2022年 10月 20日 



复赛评审时间：2022年 11月 1日 

决赛答辩（颁奖仪式）：2022 年 11 月 19 日（具体时间以第三届全国智慧城市与智能建造大学

生创新创业竞赛通知为准），竞赛组委会现场公布获奖名单及颁奖。 

校内初赛和复赛评审：由鲁班软件组织成立评审委员会，对符合要求的作品进行评审，确定名

次及进入复赛和决赛名单。初赛和复赛时参赛团队无需到场。 

决赛答辩：由评审委员会评选出特等奖和一、二等奖并颁奖。 

校内初赛和复赛评审规则（满分 100分） 

评分项 分值 

GIS模型数据或场布模型数据：地形、高程、osbg倾斜摄影数据或校园场布模型

数据精细度、准确度、仿真度，作品核心区整体效果等。 
0-10分 

校园（园区、基础设施）建（构）筑物模型效果评审：作品核心区建（构）筑物

BIM模型精度、材质、色彩，其它区域建筑轮廓掩膜、白膜效果、色彩仿真度等 
0-20分 

道路及园林绿化模型效果评审：作品核心区道路及园林绿化 BIM模型的精度、树

木仿真度；其它区域完整度、远景效果仿真度等； 
0-10分 

水体、掩膜、压平效果应用评审：作品核心区水体效果仿真度、压平效果仿真

度、掩膜效果 
0-10分 

室内装饰 BIM效果评审：至少一栋核心区校园建筑或一个标准层装饰装修、水暖

电设备实现 BIM数字化；评分项为软装、硬装、水暖电设备模型数据是否齐全、

空间位置是否准确合理、仿真效果是否达标等。 

0-10分 

IOT孪生数据应用：在 CIM场景中接入参赛项目场景还原范围内已有 IOT系统数

据或大赛组委会提供的监控、环境、人员、能耗、车辆、基坑监测、高支模监

测、塔吊、升降机、地泵等 IOT系统数据，实现智慧校园（园区、工地、基建）

运营指挥中心数据可视化呈现； 

0-20分 

方案说明文档、汇报 PPT、作品介绍视频等参赛成果评审 0-20分 

其他说明： 

1、项目呈现功能性 BUG较多、无法顺利演示会酌情减分； 

2、各维度分值相加即为最终得分，按得分评定名次，得分相同者由评审委员会合议决定； 

3、根据各参赛团队提交的作品视频、PPT、方案说明文档，并为专家评委开放数字孪生校园

场景还原竞赛平台展示端软件授权，登陆鲁班指挥中心（Lbuilder.cn）客户端，实际查看

参赛作品进行评审； 

决赛评审规则（2022年 11月 19日）： 

评审专家根据参赛团队现场答辩表现进行评审 



决赛评审维度： 

评分项 分值 

数字孪生校园场景还原建模过程汇报：GIS数据来源、处理方式、技巧与心得；

BIM模型来源、数据处理方式、技巧与心得；风景园林模型创建方法及技术路

线；室内装饰装修模型创建方法及技术路线；IOT系统数据与模型对接及数据呈

现的方法及技术路线；多元数据融合应用心得。 

0-40 

团队分工及合作汇报：团队人员专业组成、跨学院跨专业分工协作亮点、指导老

师与参赛队员协调合作、场景还原花絮。数字孪生数据承载底板场景还原计划

（计划用几届学生完整还原全部校园数字承载底板）及后续基于该场景进行教

学、科研、互联网+创新创业竞赛、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研究、智能建造与管

理创新竞赛、BIM/CIM 毕业设计等作品设计的计划。 

0-20 

场景还原过程中的疑难问题解决及团队成员成长和收获；对大赛、比赛系统是否

有建议性意见等。 
0-10 

现场展示端演示：根据现场展示端演示内容流畅度、最终展示的功能和场景应用

的完整度、技术难点亮点和完整度、演讲水平、回答评委提问情况进行打分。 
0-30 

其他说明： 

1、各维度分值相加即为最终得分，按得分评定名次，得分相同者由评审委员会合议决定； 

2、根据各参赛团队提交的作品视频、PPT、方案说明文档及 Luban Go展示端软件现场演示内

容、现场陈述表现、回答评委提问的表现等进行评审； 

3、组委会拥有对本次比赛的最终解释权。 

报名方式及参赛步骤 

1、 参赛队伍填写报名信息表，将报名表发送至大赛组委会报名邮箱：SCSC3_CHD@163.com 

（下划线）并抄送专题竞赛平台技术支持单位报名邮箱（xi.hj@luban.com）。组委会以

短信形式通知队长报名成功并开通专题竞赛平台使用授权； 

2、 大赛的相关通知均以参赛队伍队长为联系人，请务必保证联系方式正确。报名表中关

于队名、队长姓名、手机号、邮箱、学校等信息报名提交后不可修改；在报名截止日前可

以补充完善大赛的队员、项目名称和介绍信息，报名截止后不可修改； 

3、 鲁班软件（专题竞赛平台技术支持单位）计划于 2022年 9月 17日举办竞赛平台（鲁

班工程管理数字化平台【Luban Builder】和鲁班开发者平台【Luban Motor】）在线操作

培训，需要参加竞赛平台培训的参赛团队请在培训开始前提交报名表并加入培训 QQ群（群

号：784030248）； 

mailto:SCSC3_CHD@163.com
mailto:xi.hj@luban.com


4、 参赛团队请于 2022年 10月 15日前登陆专题竞赛平台技术支持单位（鲁班软件）建立

的专题竞赛网站 https://cim.lubanu.com 进行报名信息录入工作。 

5、 参赛团队在竞赛平台完成作品，在校园初赛或复赛评审日期开始前提交作品 PPT、视

频、方案说明文档及源代码等资料提交到专题竞赛网站，由专家组在规定时间内统一评

审。 

参赛流程： 

 

参赛交流群 

 

QQ群号：784030248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教育部工程管理和工程造价专业教学指导分委会 

承办单位：长安大学 

专题竞赛平台技术支持单位：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数字孪生元校园专题竞赛赛题任务书 

 

https://cim.lubanu.com/


附件：数字孪生元校园专题竞赛赛题任务书 

【赛道介绍】 

背景：数字孪生技术是智能建造与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技术之一，其优势主要体现在数据

集成，可视化展示，智能分析、决策与预警等各方面，在国家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大背景下

（见国务院《“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基于 BIM+GIS+IOT（物联网）+AI（人工智

能）的数字孪生城市技术已经开始在规划建筑设计、项目施工管理以及数字园区和数字城市管

理等领域获得广泛应用，随着 5G、物联网、AI、大数据、云平台等技术与 BIM技术的广泛融

合，如何满足建筑相关企业对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技术需求和人才需求越来越紧迫。 

加快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智慧城市的基础操作平台，建设数字孪生城市，推进 

“城市大脑”中枢平台和 CIM基础平台建设，完善 CIM平台体系架构，推进 CIM平台和数字孪

生技术在城市体检、城市安全、智能建造、智慧市政、智慧消防、智慧园林、智慧工地、数字

工厂以及城市综合管理等领域应用，建设城市道路、建筑、公共设施融合感知体系，实施智能

化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对城市供水、排水、供电、燃气等市政基础设施进行智能化管理

等措施，技术人才是落地的关键。根据教育部和住建部组织的行业资源调查报告，智能建造技

术人才短缺突出表现在智能设计、智能装备与施工、智能运维与服务等专业领域，今后 10年，

技术与管理人员占比要达到 20%，高等教育每年至少需培养 30万人左右。 

数字城市（园区、基础设施）场景还原（数据承载底板建模）是依托数字孪生技术进行智

能建造与智慧城市建设管理的基础，也是资产数字化和数字化经济的基础。为推动高校大学生

学习数字孪生建模技术，为数字中国建设储备人才，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在第三届全国智慧

城市与智能建造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设立数字孪生元校园专题竞赛。 

数字中国建设从数字校园（园区、基础设施）数据承载底座场景还原与孪生应用开始！ 

“鲁班开发者平台（Luban Motor）”和“鲁班工程管理数字化平台（Luban Builder）是基

于 BIM+GIS+IOT+AI 技术的轻量化引擎，可以解决数字建筑、数字园区乃至数字城市的三维场景

搭建、大场景模型展示，参赛院校可以基于参赛作品数字孪生校园场景融合物联网（IOT）、云计

算、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仿真等新技术开展 BIM+GIS+IOT+AI创新应用基础上，开展基于数字

孪生技术在城市体检、城市安全、智能建造、智慧市政、智慧消防、智慧园林、智慧工地、数字

工厂以及城市综合管理等领域应用的科研、教学、社会化服务、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智能建造

与管理创新竞赛（解决工程管理大数据分析及应用、基础设施运维、极端环境智能建造、智能交

通建造与运维、新型工业化建造与管理等工程管理领域问题）、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研究项

目（基于 BIM技术智能建造实训基地建设、师资培训、创新创业）等，提升参赛作品的科技含量

和水平。 



任务：基于大赛组织方提供的“鲁班开发者平台（Luban Motor）”或“鲁班工程管理数字化

平台（Luban Builder）”任一 BIM轻量化引擎，以参赛团队所属院校的独立校区、在建或已建成

的各类园区、在建或已建成的各类基础设施项目作为参赛作品场景还原范围建立数字校园（数字

园区、数字基础设施）场景模型，参赛作品中“数字孪生校园（园区、基础设施）场景还原”面

积可以是参赛项目整个面积的一部分，但不小于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其它部分可以用白膜或倾斜

摄影模型，参赛院校可以按照 2-3 届大赛建立起完整的、可以用于教学、科研、创新创业大赛、

智慧校园（园区、基础设施）管理的数字孪生数据承载底板。 

【赛道要求】 

1.总体要求：参赛团队以所属院校独立校区、在建或已建成的各类园区、在建或已建成的各

类基础设施项目作为参赛作品场景还原范围（包括 GIS数据、建筑及基础设施 BIM模型、道路及

地下管网模型、风景园林、围墙大门等）进行数字孪生建模。通过大赛组织方提供的“鲁班开发

者平台（Luban Motor）”或“鲁班工程管理数字化平台（Luban Builder）”任一 BIM轻量化引

擎以及配套的鲁班编辑器（Luban Editor）软件、鲁班万通数据转换软件、鲁班运营指挥中心

（Luban Go）软件、鲁班大师建模软件及主流设计建模平台搭建起数字孪生场景，在此基础上完

成多源异构 BIM模型的数据融合。首届大赛地形、建筑、绿化、道路及管网等全部内容数字化区

域占总面积三分之一以上作为参赛作品的核心区（其它区域可以用倾斜摄影模型）。 

2.GIS 场景搭建：使用地形+卫片或倾斜摄影等 GIS 数据或三维场布 BIM 模型建立参赛作品

的 GSD（地球空间数据）模型。参赛团队可以使用无人机倾斜摄影建立 GIS 模型、也可以通过在

专业网站获取地形和卫片数据建立 GIS模型；地形起伏不大、总体比较平整的校园或园区也可以

通过 Revit、鲁班场布等软件建立总平面图 BIM模型实现 GSD模型的建立。 

3.BIM 模型搭建：参赛作品核心区域建筑或路桥隧、水利设施建筑构筑物、地下管廊、市政

道路等基础设施必须全部使用 BIM模型对倾斜摄影中的建筑轮廓进行替换（其他建筑可以使用倾

斜摄影或白膜显示建筑外轮廓）。参赛团队可以充分利用各种渠道自行收集建筑 BIM模型，各类

高校 BIM大赛或本校学生毕业设计等教学活动中已经建立的校园（园区、基础设施）建筑模型都

可以利用、如果没有任何渠道收集模型，参赛团队需要自己建立作品核心区建筑模型 10栋以上。

所有模型在参赛团队选择的大赛 BIM轻量化引擎上进行 BIM+GIS模型建立，大赛 BIM轻量化引擎

具有掩膜、压平、开洞、模型移动、坐标定位等场景编辑功能助力多源数据融合。大赛 BIM轻量

化引擎支持的 BIM模型数据包括 Revit、Bentley、Tekla、Rhino、IFC、Civil 3D、第三方建模

软件 BIM 模型输出的 fbx 模型等多种数据格式，通过大赛组委会提供的鲁班万通插件转换数据。 

4.道路围墙大门、风景园林、车辆建模：作品核心区部分道路、围墙、大门、数字化模型替

换并达到逼真效果，作品核心区园林、花草、树木、车辆、水体、山体、路灯、卫生设施等景观



和设施模型利用大赛 BIM轻量化引擎的掩膜、压平、开洞、模型移动、坐标定位等编辑功能融入

数字孪生模型。 

5.室内装饰及设备工程：首届大赛参赛作品核心区建筑模型至少选择一栋建筑完成建筑、机

电和装饰装修全专业模型搭建，可以实现室内漫游，为运维应用做好基础准备工作 

6．地下管网、地下建筑等基础设施模型：地下市政管网、地下管廊、校园（园区、基础设施）

周边的地铁车站等基础设施模型融入数字孪生模型。 

7.整体展示界面设计：作品应界面美观，操作顺畅。 

8、物联网（IOT）孪生应用：在完成的数字校园（园区、基础设施）CIM 模型中接入校园（园

区、基础设施）范围内已有物联网（IOT）系统数据或主办方提供的比赛用物联网（IOT）系统数

据，实现校园（园区、基础设施）数字孪生管理应用。 

9、总体效果呈现：基于鲁班工程管理数字化平台或鲁班开发者平台（Luban Motor）提供

的 Luban iWorks、GIS、AI、IoT、数据中台、可视化大屏等技术服务，结合其他必要的软硬件

设备和第三方技术、算法作为补充，充分发挥想象与创造力，实现你心中理想的智慧化园区应

用。 

【作品提交要求】 

1、参赛团队请以“学校名称+团队名称”的形式打包上传作品成果至官网作品提交处

（http://cim.lubanu.com）。 

2、制作作品汇报 PPT、源代码和视频（6-8分钟），包括但不限于院校和团队简介、团队分

工、作品说明（GIS/BIM 模型数据来源，数据处理、融合应用、场景未来应用规划等）、平台演

示等。 

3、汇报 PPT 可插入场景浏览、漫游视频等多媒体提高汇报 PPT 的真实性、准确性，现场答

辩鼓励系统实际演示。 

 

http://cim.lubanu.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