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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背景 

1.1. 需求现状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专业人才的急缺，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申请建

设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专业，招收和培养相关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2018 年 3月 21

日，教育部公布了《2017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共有 862

所高校新增了 2311 个专业。其中最热门的专业当属“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共有 248所高校申请获批，占新增专业申请的高校数超过 1/3，全国申请获批“数

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高校总数达到 283 所。同样，人工智能也成为了各

大高校竞相追捧的一块“香饽饽”，从 2017 年 5 月中国科学院大学成立人工智能

学院开始，后续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哈

尔滨工业大学等 33所高校建立人工智能学院。 

1.2. 人才需求 

预计 2020年,我国大数据市场规模将超过 8000亿元,有望成世界第一数据资源

大国。但数据开放度低、技术薄弱、人才缺失、行业应用不深入等都是产业发展

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根据领英发布的《2016年中国最热职位人才报告》显示,数据分析人才的供给

指数最低,仅为 0.05,属于高度稀缺。 

《2017中国大数据发展报告》显示，目前中国大数据人才依旧稀缺,尤其是数

据分析、系统研发等技术类人才更甚。智联招聘调查统计显示,短期内中国大数据

人才缺口将超过 130万。 

中国商业联合会数据分析专业委员会资料显示,未来 3至 5年,中国需要 180万

数据人才,但截至目前,中国大数据从业人员只有约 30 万人。同时,大数据行业选

才的标准也在不断变化。 

1.3. 设计目标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实验室是一套完整的面向大数据、人工智能领域的实践教学



 

 2 

平台，内置丰富的课程资源库，针对大数据专业旨在培养具有将领域知识与计算

机技术和大数据技术融合、创新的能力，能够从事大数据研究和开发应用的高层

次人才。能在统计部门、税务海关、公司企业以及金融保险机构等企事业单位从

事大数据分析、大数据应用开发、大数据系统开发、大数据可视化以及大数据决

策等工作。针对人工智能专业旨在培养掌握人工智能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

的专业知识；掌握解决工程问题的先进技术方法和现代技术手段；具有创新意识

和独立担负工程技术或工程管理工作的能力，能够对复杂问题进行抽象建模，然

后针对模型进行算法设计、分析与实现，最后对模型和算法进行不断优化完善。 

1.4. 人才培养前景 

根据 2018 届互联网校招高薪清单显示，众多知名互联网企业技术类岗位的年

薪水平，动辄就是 30 万元以上的出价。互联网企业中涉及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岗

位都非常火热，在他们看来，校招年薪 25 万人民币只是“白菜价”。同时随着人

工智能概念的持续火爆，也使得大批求职者主动向人工智能相关岗位靠近，下图

为大数据、人工智能专业职位搜索趋势图： 

 

 大数据、人工智能专业热门职位技术需求如下： 

 数据科学家 

1、在移动通信和移动互联网领域，利用数据科学专业知识进行通信与互联网

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相关产品的研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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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用量化分析、数据挖掘和数据可视化方面的专业知识，为我们提供超越

数字层面的专业洞察； 

3、运用数据和业务规则解决大规模网络中系统和数据基础架构中潜在的问题； 

4、在跨功能域/跨职能部门的工作中定义问题陈述，收集数据，构建分析模型

并提出建议； 

5、构建和维护数据驱动的优化模型，实验，预测算法和容量约束模型； 

6、建立分析模型来识别和输出推动网络系统关键决策； 

7、能熟练运用 R，Python, Spark, Hadoop 和 SQL, Tableau 等工具来提高分

析效率； 

 AI/机器学习工程师 

1、掌握 LinearRegression、LogisticRegession、SVM、GBDT/RandomForest、

MaximumEntropy、HMM、CRF 等传统机器学习算法的原理以及主流机器学习语言，

拥有实际应用的经验。 

2、熟悉 CNN、RNN，encoder-decoder等深度学习算法的原理和应用。 

3、熟练使用 TenserFlow、PyTorch、Keras、MxNet 等其中一种或多种深度学

习框架。 

4、具有较强的数据建模，数据分析与挖掘能力。 

 算法工程师 

1、负责特定应用场景下机器学习的模型搭建和模型调优。 

2、参与构建与推进相关应用场景下机器学习平台的持续演进和落地。 

3、利用机器学习，数理统计或最优化等技术和方法对实际业务大数据及其应

用场景进行多维度分析和研究，帮助优化实际运营及提供业务决策。 

4、参与数据科学和业务分析相关新技术和应用方案的研究和开发。 

5、熟悉至少一种以上机器学习框架（Caffe/TensorFlow/MlLib 等）。 

6、精通机器学习领域的相关算法； 

7、具备良好的数学基础和编程能力，熟悉 Python、Scala、R等开发语言。 

8、有机器学习产品化应用开发经验和产品化应用设计能力者优先。 

2. 产品概述 

2.1. 产品简介 

大数据人工智能（DSAI）实验室是一套集成了完整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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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课程资源的实践教学系统平台，针对当前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实验

室建设的痛点，采用 Docker容器化技术一站式提供性能可靠、环境完整、界面交

互良好的实验和案例操作环境，容器内置了所有实验和案例的软件开发包和项目

源码，配套详细的实验指导说明书，DSAI 实验室以理论+实践、平台+资源的全新

模式为教师和学生提供立体化、全周期的实践教学环节的支撑和辅助。 

 

2.2. 产品架构 

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方案架构分为 5 个部分，物理层、虚拟化和云平台

管理层、教学管理层、实验实训平台层、产教融合模块。其中物理层有硬件服务

器构成，提供实验室平台的计算、存储、网络等支撑服务；虚拟化和云平台管理

层主要借助虚拟化技术和容器技术提供虚拟资源池和容器资源池；教学管理层则

主要实现教务管理，包括课程管理、班级管理、成绩管理、实验管理等；实验实

训平台层是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的业务核心层，主要包括学生试验机的调度、分

配、监控，课程资源库的管理等；产教融合模块则是基于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实

验室平台提供多种模式的校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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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产品组成 

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包括服硬件部分、平台软件部分、课程资源及行业

案例库部分构成，其中硬件部分有学生用主机和平台服务器组成，平台软件部分

主要是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相关模块构成，课程资源及行业案例库则包含

课程培养方案、大纲、课件、实验文档、案例代码、相关工具等。 

2.3.1. 硬件组成 

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平台部署运行在 DSAI 实验室管理控制及计算单元

设备上，设备以集群的方式提供硬件支持，终端学生用户使用 DSAI 实验室终端用

户设备来访问平台服务，DSAI 实验室平台应用在高校专业机房的硬件拓扑图如下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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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软件组成 

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平台分为实验学习模块、教学管理模块、课程资源

包模块、基础数据平台模块、可视化分析模块，平台功能模块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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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产品优势 

2.4.1. 基于容器集群技术提供高并发、高性能、高可靠的实践环境 

系统底层采用 Docker 容器化技术构建面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相关实

验和案例的试验机资源池，资源池根据实验和案例的复杂程度灵活、动态分配相

应性能的容器资源，保证实验和案例的流畅运行。 

 

2.4.2. 平台集成丰富的课程内容资源包 

系统平台中集成了不同专业类别的课程资源包，其中包括大数据工程类、大

数据分析挖掘类、大数据可视化类、科学科学计算类、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类的

相关行业数据和实验案例资源，累计实验案例 100+，课程课件 300+，实验文档 200+，

行业数据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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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提供边看边做的实验操作体验 

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在提供实验机操作界面的同时，配套展示详细的

实验操作指导说明书，学生可以灵活调整实验操作界面和指导说明书查阅界面的

比例，支持全屏的实验步骤操作、全屏的文档查阅和实验步骤操作与文档查阅同

屏交互三种模式，提供学生极致的实践操作体验。 

 

2.4.4. 提供可视化的教学监控和教学分析，保证实践教学环节的效果 

学生完成实验和案例的过程中，平台实时监控试验机中每一步操作，并将监控

数据发送到任课教师端，教师可以直观地了解学生实操掌握情况。同时，基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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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实验操作数据的分析，平台在不同维度展示教学指标的完成情况，包括学生实

验投入时间、学生实验完成数量、学生平台使用记录、班级成绩分析等，通过可

视化的教学监控和教学分析功能，及时掌握授课过程中的学生完成情况，提升教

学环节的的效果和质量。 

 

2.4.5. 实验室平台降低学习成本 

学习过程系统化、流程化、平台化，无需安装环境，即可直接实验操作，并且

平台可以建立快照保存，实现了学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不间断地进行实验的

功能，大大减少了学习时间，提升学习效率。 

 

3. 产品功能 

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在功能模块上主要分为学生端模块、教师端模块和

管理员端模块，采用 B/S 架构，三端用户通过登录界面进入，访问各自的功能页面，

平台底层使用容器化集群技术来支撑实验机环境的运行，同时平台集成丰富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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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资源库。 

3.1. 学生端 

学生端主要功能包含我的课程、实验成绩、学习资料、个人中心模块。  

（1）我的课程 

我的课程包含教师给学生分配的所有课程，可以展示课程所包含的实验和案例

的个数等基本信息以及学生所完成的进度信息。每门课程包含的实验以及案例按

照时间轴的方式进行展示，对应学生当前完成的进度。学生可进行开始实验，进

入实验操作界面。根据提供的实验指导文档信息，在虚拟机中完成对应的实验操

作，同时编写实验操作文档，最终提交文档完成实验。在实验过程中，系统会对

虚拟机操作界面进行自动截图，会随实验文档提交保存在后台。在实验虚拟机中

提供复制、截图、重置、延时、关闭虚拟机等功能。部分效果图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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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实验成绩 

实验成绩包括学生所完成实验的得分情况，也可以在线查看实验文档信息。部

分效果图如下图所示。 

 

（3）学习资料 

学习资料包含教师在平台上对应不同课程所上传的学习资料，学生可以在线查

看以及下载。部分效果图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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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人中心 

个人中心包括修改密码以及学习记录等信息。可对密码进行修改操作，同时可

对自己学习情况进行统计并以图表形式展示。部分效果图如下图所示。 

 

3.2. 教师端 

教师端主要包括：课程资源库、课程管理、自建实验、班级管理、学生成绩、

学习分析、资料管理，主要功能具体描述如下： 

（1）课程资源库 

课程资源库包含系统内置的所有课程资源。每门课程中都包含多个实验或案例。

部分效果图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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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管理 

课程管理包含我的课程、实验列表以及案例列表。我的课程展示是教师自己创

建的课程，教师可以自己创建课程，可根据内置课程进行创建或者根据所有实验

以及案例来自定义组合来创建课程。部分效果图如下图所示。 

 

实验列表以及案例列表展示的是教师创建课程中的所有实验以及案例，教师也

可以进入虚拟机进行实验。部分效果图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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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建实验 

自建实验模块的主要作用是提供教师进行自创实验或者案例。创建成功的实验

或案例会在自建课程的实验或案例列表中显示，供老师创建课程使用。部分效果

图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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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班级管理 

班级管理包含班级列表以及学生列表。班级列表展示的是教师所教班级的信息，

可以对不同班级课程开课结课时间进行调整。同时可以把自己的课程分配给不同

的班级。部分效果图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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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列表展示教师所教班级的所有学生信息，同时可以对学生信息修改、密码

重置、删除等功能。部分效果图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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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生成绩 

学生成绩展示的是学生实验所得分数情况、可以对实验过程中实操截图进行浏

览以及对学生实验文档进行批改操作。同时支持文档下载。部分效果图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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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学习分析 

学习分析模块是分析统计学生实验完成情况以及学生学习时长并以图表的方

式展现。部分效果图如下图所示。 

 

（7）资料管理 

资料管理提供老师上传学习资料的功能，可以对不同的课程上传对应的学习资

料，供学生补充学习。部分效果图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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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管理员端 

管理员端提供学生、教师、班级基本信息的批量导入、增删改查等基本操作，

同时包含集群镜像管理功能。 

（1）学生管理 

学生管理包含所有学生的基本信息展示，提供批量导入、增删改查等基本功能。

部分效果图如下图所示。 

 

（2）教师管理 

教师管理包含所有教师的基本信息展示，提供批量导入、增删改查等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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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效果图如下图所示。 

 

（3）班级管理 

班级管理包含所有班级的基本信息展示，提供批量导入、增删改查等基本功能。

部分效果图如下图所示。 

 

（4）集群管理 

集群管理模块是展示的系统所有容器的信息，包含名称、端口、使用者、状态

等信息，可对容器进行操作。部分效果图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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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镜像管理 

镜像管理模块是对系统的所有镜像进行统一的管理和监控，可显示容器名称、

版本、大小、创建时间等信息。部分效果图如下图所示。 

 

3.4. 课程资源库 

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不仅提供功能，并且提供给学生和教师足够的实验

案例与实验计划等软性资源。课程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1 《大数据基础》课程简表 

课程内容 教学课件 教学视频 实验案例 

大数据的数据存储 √ √ √ 

HDFS √ √ √ 

Hbas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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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数据存储方式 √ √ √ 

Zookeeper √ √ √ 

MapReduce √ √ √ 

大数据分析及可视化 √ √ √ 

表 2 《Hbase 核心技术》课程简表 

课程内容 教学课件 教学视频 实验案例 

HBase Shell 基础 √ √ √ 

HBase Shell 命令 √ √ √ 

HBase Shell 脚本 √ √ √ 

Hbase 程序设计 √ √ √ 

表 3 《MapReduce 核心技术》课程简表 

课程内容 教学课件 教学视频 实验案例 

MapReduce 入门 √ √ √ 

MapReduce 计算模型 √ √ √ 

MapReduce 编程 √ √ √ 

MapReduce API 详解 √ √ √ 

MapReduce 程序设计 √ √ √ 

MapReduce 作业机制 √ √ √ 

表 4 《大数据综合案例》简表 

课程内容 教学课件 教学视频 案例 

热词分析 √ √ √ 

地区金额的实时统计 √ √ √ 

用户通话记录分析（Hive） √ √ √ 

用户通话记录分析（MapReduce） √ √ √ 

SoGou 用户搜索记录行为分析 √ √ √ 

电影推荐系统 √ √ √ 

实时分布式日志流处理 √ √ √ 

电信用户行为分析 √ √ √ 



 

 23 

上述表中所显示的是奇观技术的简约课程信息，在课程资源中可以根据用户的

实际情况进行定制，遵守高校课程资源制定的标准，满足实验和理论课程的分配。

充分体现的实验课程学时安排，案例标准，核心要点等重要数据，同时体现大数

据实验的核心内容与知识点。 

4. 售前技术服务 

项目实施前，公司售前技术人员会根据用户需求提供一套系统建设方案，并在

与用户分析现有的技术环境及长期建设目标的基础上，为用户设计出最佳解决方

案。 

此外，根据用户的具体情况，售前技术人员必要时可搭建演示环境，提供相关

解决方案产品的演示，以便用户更深了解项目建设情况；同时，售前技术人员还

为用户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方案设计，为用户提供新建系统与已有系统的整合

方案，保护用户已有的投资。售前技术人员作为用户项目团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其掌握的用户信息将一直共享到项目的最终实施，以保障项目的成功。 

 

 

 

4.1. 技术培训 

我们将在建设项目移交给用户运行前对最终用户进行相关的技术培训，此外，

每次的系统升级或者根据用户的要求，我们将提供不定期的技术培训服务。该类

技术培训主要分为以下两部分： 

 用户操作培训 

针对系统日常运行操作进行集中培训，培训对象主要是授课老师，内容为日常

教学操作步骤等。 

 系统管理用户培训 

针对系统日常管理、维护、安装进行培训，培训对象为技术管理人员，内容为

系统常见技术问题处理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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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售后技术服务 

 协助计划 

在项目实施之前，售后（售前）技术服务人员向用户提供项目实施的前提条件，

包含网络环境要求、软硬件要求等。 

对于用户购买的硬件和软件，在设备到达安装现场之后，售后技术人员将协助

用户进行设备的安装、调试及验收。 

 现场服务 

根据用户需求及合同规定的时间，售后技术人员将在用户现场进行项目实施，

包含软硬件设备的安装、调试及验收，帮助用户顺利掌握系统，尽量减少项目实

施周期，实现系统的无缝交接。 

对有效合同内的软件故障，用户应将故障现象及出错信息通过电邮、信件或传

真等通知我们，我方根据故障等级做出不同时间级别的相应，并给予解答。不能

远程解决问题时，我方将派技术人员到达用户现场进行实地解决。 

5. 典型案例 

 

6. 公司简介 

北京奇观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地处北京中关村软件园区，专注于云计算、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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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相关领域技术的研究与发展，具有强大的研发实力和持续的创新能力。奇观技

术于 2015年，获得了深圳时代伯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风险投资，公司业务

获得了爆炸式发展。目前已经为 Oracle、日本理光、赛尔网络和神州数码提供了

专项云计算技术和大数据技术服务，并与上述公司开展了深层次的商业化项目合

作。 

作为桌面云领域的专家，奇观技术推出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Marvel Sky 云

平台，采用自主研发 FTC（Fast Transport Cloud）协议的实现了高效的云桌面数

据传输。同时，基于底层虚拟化技术和容器化技术研发了一系列教育类产品：数

据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在线评测与考试平台和信息安全翻转课堂教学云平台，

并与本科、高职院校开展师资队伍建设、实验室建设、专业共建等合作。  

奇观技术属于技术创新型公司，总部设在北京，以商务运作为主。公司计划

将研发中心与北京分离，充分发挥和高校结合的这一优势，将研发部门逐步在河

南、成都、上海、深圳等地的高校内开设。2016 年至今，公司先后在太原、合肥、

武汉、郑州、石家庄、南阳（北京中关村南阳产业园区）等地陆续建立与高校合

作的研发中心，与高校展开深层次的合作，促进公司研发以及云计算技术和大数

据技术的可持续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