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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七届“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网络技术挑战赛” 

“B-EP2 可编程网络的研究与应用实践”赛项说明 

 

一、 赛项来源企业  

江苏省未来网络创新研究院 

二、 赛项名称 

可编程网络的研究与应用实践 

三、 赛项背景 

江苏省未来网络创新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是江苏省属

科研事业单位，由南京市政府、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北京邮

电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电子科学研究院等作为理事单位组建而成，

是国内专门从事未来网络核心技术研发的科研机构，在未来网络、工

业互联网等领域开展了多项深入研究。研究院牵头建设我国信息通信

领域的第一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未来网络试验设施项目，并

且围绕未来网络试验设施项目进行联合攻关和协同创新，持续推动未

来网络技术产业创新。 

互联网已经在消费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进入到面向实体经

济的下半场。随着工业互联网、车联网等业务的发展，对网络提出了

一系列新要求，不仅要求海量连接，也要具备开放、智能、安全、可

差异化服务、可按需定制的能力。传统 IP 网络封闭架构难以满足这

些要求，迫切需要软件定义网络、数据平面可编程、确定性网络等未

来网络创新技术应用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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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定义网络（SDN）创新技术的出现打破了网络的封闭架构，

一方面实现了控制平面与数据平面相分离，另一方面增强了控制平面

的集中可编程能力。协议无关转发 P4 技术可以实现数据转发平面的

可编程能力，让软件能够真正意义上定义网络和网络设备。P4 作为

一种可编程网络设备的高级语言，用户可以直接使用 P4 语言编写网

络应用来完成用户的功能需求，使网络从以协议为中心转为以软件为

中心，更敏捷、更好地支持业务的发展。当前，可编程网络受到了学

术界和业界的极大关注，加速网络控制、管理和服务的创新，促进现

有网络向着可管可控的智能网络迈进。 

四、 赛项形式与内容 

本赛项分资格赛、选拔赛和挑战赛三个阶段，简要说明如下。  

1、资格赛 

本阶段以在线理论测评为主要内容，参赛团队成员自行报名在指

定的统一时间段内完成测试，按参赛团队成绩的排名顺序作为晋级依

据。测试内容以 Linux 基础、Python 编程语言、SDN 基础、可编程网

络等相关理论知识为主，采用客观题（单项选择、多项选择、判断）

在线测试方式，由系统自动进行成绩评定。参赛团队成员以个人形式

参加线上测试，取团队所有成员的平均成绩作为团队成绩。 

2、选拔赛与挑战赛 

该阶段要求基于江苏省未来网络创新研究院研发的虚拟仿真实

验平台搭建环境并开发应用。通过平台使用 OpenDaylight、Open 

vSwitch、Mininet 等开源软件，基于 Python、Java、P4 语言进行编程

开发，实现但不局限于智能路由选择、负载均衡网关、DDoS 防御、

流量工程等场景下的网络应用。例如（但不限于此）： 

1）实现一个基于 SDN 的 DDoS 防御系统。DDoS 主要通过控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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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服务器组成联合攻击平台，对一个或多个目标发动拒绝服务攻击，

使得网络带宽或者平台资源被消耗殆尽，最终造成服务能力失效。基

于 SDN 的 DDoS 防御系统实现高效地网络流量识别、清洗 DDoS 攻击

流量等功能，从而能够降低部署成本和运维难度、提升系统接口开放

与联动能力、快速满足定制化用户需求、有效保障用户服务体验质量。 

2）实现一个基于 P4 的网络智能监控系统。通过带内网络遥测框

架周期性收集网络状态信息实现对网络状态的监控，基于数据平面可

编程特性实现更实时更高效的数据采集能力。同时，通过收集分析数

据报文在网络中转发过程中时延、丢包等详细信息，实现流量转发的

路径可视化和延时可视化。采用基于 P4 的带内网络遥测技术可实现

网络状态精细化监控和秒级响应，从而为网络应用开发和网络智能运

维提供高效的创新方案。 

以上示例或参赛队伍自主选题的实现要求如下： 

1）借助 SDN、NFV、P4 可编程架构思想，并结合人工智能、边

缘计算等新兴技术，开发相应的可编程网络应用，具有灵活、高效、

安全、可靠等方面的优势； 

2）需充分体现软件定义和可编程的架构思想，明确技术选型、

编程框架及业务流程； 

3）注重系统完整性和文档的规范性，具有完整、直观和使用便

捷的图形化界面； 

4）作品须提交设计文档、源代码、系统演示视频或在线演示链

接。 

 

五、 赛项评分标准 

本赛项相关评分标准概要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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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B-EP2 赛项评分标准概要 

竞赛阶段 

评分标准 

创意 
方案 

实现 

技术应

用 

编程 

开发 
设计 效果 

选拔赛 20% 20% 30% 20% 10% —— 

挑战赛 10% 10% 30% 25% 1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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