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能科学 
JOURNAL OF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SCIENCE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129 

基于人工智能的数字体育仲裁系统设计与实现 

韩 野
1
  宋国帅

1*
  荆 雯

2
  卢 群

1
  邱 玥

1
 

1.大连财经学院体育教学部，辽宁 大连 116600 

2.渤海大学体育学院，辽宁 锦州 116014 

 

[摘要]在当今数字化浪潮汹涌的时代，人工智能（AI）技术已广泛渗透到各个领域中，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体育

领域也不例外，体育领域作为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迎来了 AI 技术的深度融合。特别是在体育仲裁领域，

传统的仲裁方式已逐渐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效率低下、主观因素影响大等问题日益凸显。因此，旨在探讨基于人工智

能的数字体育仲裁系统的设计与实现，以期为解决体育仲裁领域的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设计并实现一个基于人工智能

的数字体育仲裁系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人工智能；数字体育；体育仲裁 

DOI：10.33142/jscs.v4i3.13206  中图分类号：TP18  文献标识码：A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Digital Sports Arbitration System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N Ye 1, SONG Guoshuai 1*, JING Wen 2, LU Qun 1, QIU Yue 1 

1. Phys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Dal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Liaoning, 116600, China 

2.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Bohai University, Jinzhou, Liaoning, 116014, China 

 

Abstract: In today's era of surging digitaliz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has widely penetrated into various fields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driving social progress. The sports field is no exceptio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human social and cultural 

life, the sports field has also ushered in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AI technology.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sports arbitration, traditional 

arbitration methods are gradually unable to meet the growing demand, and problems such as low efficiency and subjective factor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refore, the aim is to explore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n AI based digital sports 

arbitration system, in order to provide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solving problems in the field of sports arbitration. Designing and 

implementing an AI based digital sports arbitration system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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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体育仲裁规则》《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组织规则》

的实施与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体育仲

裁制度正式建立
[1]
。随着体育运动的日益普及和商业化程

度的不断提高，体育纠纷也日益增多。这些纠纷不仅涉及

到运动员的切身利益，还涉及到运动员资格、比赛结果、

违规处罚等多个方面，需要一个公正、高效的仲裁机制来

解决，而且关系到体育比赛的公平性和公正性。确定体育

仲裁
[2]
范围，要紧密围绕体育仲裁制度设立的初衷，抓住

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建立一个高效、公正、透明

的体育仲裁机制显得尤为重要。然而，传统的体育仲裁方

式主要依赖人工判断和决策，存在诸多局限性。仲裁过程

耗时较长，仲裁结果容易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导致仲裁

结果的不公和争议。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为解决这些

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本文将引入人工智能技术，设计并实现一个基于人工

智能的数字体育仲裁系统。该系统能够利用大数据和机器

学习算法对体育仲裁过程中的各种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

为仲裁委员会提供客观、准确的决策支持。同时，该系统

还能实现仲裁流程的数字化管理，提高仲裁效率和透明度。 

1 系统需求分析 

1.1 业务流程需求 

法治的真谛是人权。现代法治社会里，立法的首要目

的是保护公民的权利或者推进公民权利的实现，《体育法》

立法也不例外
[3]
。体育仲裁涉及到申诉提交、证据收集、

案件审理、裁决作出等多个环节。系统需要支持申诉方在

线提交申诉申请，包括基本信息、争议事项、相关证据等。

证据收集环节需要能够对接多种数据源，如比赛视频、裁判

记录、运动员数据等。案件审理过程中，系统应能辅助仲裁

人员进行证据分析、案例对比等工作。裁决作出后，系统要

及时记录并向相关方反馈结果。解决体育纠纷在体育组织内

部与外部各种方式相结合的探讨和运用中，还不断理清着在

内部多类主体和外部多种方式之间的重点分工与关系协调，

以及在内部与外部之间的紧密关联和有序衔接
[4]
。 

1.2 功能需求 

申诉管理功能：提供便捷的申诉提交界面，确保申诉

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证据管理功能：对收集到的证据

进行分类、存储和检索，便于仲裁人员随时调用。智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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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功能：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证据进行分析，如识别关键

信息、判断证据的可信度等。案例对比功能：能够快速检

索历史案例，并与当前案件进行对比，提供参考意见。裁

决辅助功能：根据分析结果和案例对比，为仲裁人员提供

裁决建议。信息通知功能：及时向申诉方、被申诉方、仲

裁人员等发送案件进展信息。 

1.3 性能需求 

响应速度：系统应在短时间内响应用户操作，特别是

在证据分析和案例对比等关键环节，避免长时间等待。数

据处理能力：能够高效处理大量的申诉信息和证据数据，

确保系统的稳定运行。准确性：保证智能分析和裁决辅助

的准确性，减少误判的可能性。可靠性：具备容错机制和

数据备份恢复功能，确保系统在出现故障时能够快速恢复。 

1.4 用户需求 

申诉方需求：申诉方希望系统操作简单，能够清晰了

解申诉流程和进展情况，并且能够及时得到反馈。仲裁人

员需求：需要系统提供强大的分析和辅助功能，帮助他们

更高效地处理案件，同时界面要简洁直观，便于操作。管

理方需求：能够对系统进行有效管理和监控，包括案件统

计、数据分析等。 

1.5 安全需求 

数据安全：确保申诉信息和证据数据的保密性和完整

性，防止数据泄露和篡改。用户权限管理：严格设置不同

用户的权限，保证只有授权人员能够进行相应操作。系统

安全：定期进行安全检测和维护，防范网络攻击和恶意软

件的入侵。 

1.6 接口需求 

（1）与外部数据源接口：如体育赛事数据平台、裁

判系统等，实现数据的无缝对接。 

（2）与其他系统接口：可能需要与体育管理部门的

系统进行交互，共享信息。 

2 系统设计 

2.1 数据采集与整合模块 

数据采集与整合模块是系统的基础，负责收集各种与

体育仲裁相关的数据，包括比赛规则、运动员信息、比赛

记录、裁判判罚等。通过与相关的体育机构和数据库进行

对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同时，利用数据清洗

和预处理技术，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以便后续的分

析和使用。数据采集与整合模块是系统的基础，负责收集

各种与体育仲裁相关的数据。 

在数据采集过程中，需要注意数据的安全性和隐私保

护。对于涉及个人隐私的敏感数据，需要进行脱敏处理或

加密存储。此外，还需要建立完善的数据质量管理体系，

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2.2 智能分析与决策模块 

这是系统的核心模块，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采集到的

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为仲裁决策提供支持。具体来说，

采用机器学习算法对比赛数据进行训练，建立运动员表现

模型和比赛结果预测模型。在仲裁过程中，通过分析相关

数据和模型预测结果，为仲裁委员会提供客观的参考依据，

减少主观因素的影响。 

为了提高智能分析与决策模块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需

要不断对模型进行训练和优化。可以利用历史数据和实时

数据对模型进行迭代更新，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体育环境和

需求。此外，还需要建立完善的模型评估机制，对模型的

性能进行定期评估和调整。 

2.3 仲裁流程管理模块 

该模块负责管理整个体育仲裁流程，包括仲裁申请的

受理、仲裁委员会的组建、证据的收集与审查、仲裁庭审

的组织与管理等。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仲裁流程的规范

化和自动化，提高仲裁效率和透明度。 

在仲裁流程管理模块中，需要建立完善的流程管理制

度和规范。明确各个环节的职责和权限，确保仲裁流程的

顺畅进行。同时，还需要建立完善的证据收集与审查机制，

确保仲裁过程的公正性和客观性。此外，还可以利用数字

化办公技术实现仲裁流程的在线化和移动化，提高仲裁效

率和便捷性。 

2.4 结果公示与反馈模块 

仲裁结果出来后，通过该模块及时向相关各方进行公

示。结果公示与反馈模块负责向相关各方公示仲裁结果，

并收集反馈意见。通过该模块，可以及时向运动员、教练、

俱乐部等相关方公示仲裁结果，并接受他们的反馈和申诉。

同时，利用大数据技术对仲裁结果进行分析和评估，为改

进系统性能和完善仲裁规则提供依据。 

在结果公示与反馈模块中，需要建立完善的公示机制

和反馈渠道。确保公示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同时方便

相关方进行反馈和申诉。此外，还需要对反馈意见进行及

时的处理和回复，以提高系统的公信力和用户满意度。 

3 系统实现 

3.1 技术选型 

在系统实现过程中，选择合适的技术和工具至关重要。

对于数据采集与整合模块，可以采用数据库管理系统和数据

接口技术，如 MySQL、Oracle等关系型数据库和 RESTful API

等技术。对于智能分析与决策模块，可以选用先进的机器学

习框架和算法，如 TensorFlow、PyTorch等深度学习框架和

随机森林、支持向量机等传统机器学习算法。对于仲裁流程

管理模块，可以利用工作流引擎和数字化办公技术，如

Activiti、Camunda等工作流引擎和 BPMN、DMN等业务流程

建模语言。对于结果公示与反馈模块，可以借助互联网技术

和移动应用平台，如 Web前端技术、移动 APP开发技术等。 

3.2 系统架构 

系统采用分层架构设计，包括数据层、业务逻辑层和



体能科学 
JOURNAL OF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SCIENCE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131 

表现层。数据层负责数据的存储和管理，包括数据库管理

系统、数据接口等；业务逻辑层实现系统的各种功能和业务

逻辑，包括智能分析与决策、仲裁流程管理等；表现层则负

责与用户进行交互和展示系统界面，包括 Web前端界面、移

动 APP界面等。通过分层架构设计，可以提高系统的可维护

性和可扩展性，降低系统开发和维护的复杂度和成本。 

3.3 系统安全 

为确保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需要采取一系列安全

措施。首先，需要对数据进行加密存储和传输，确保数据

的安全性和隐私性。其次，需要建立完善的用户认证与授

权机制，对用户进行身份验证和权限控制，防止未经授权

的访问和操作。此外，还需要设置防火墙等安全设备，防

止外部攻击和入侵。同时，建立完善的备份与恢复机制，

防止数据丢失和系统故障。 

4 系统优势 

4.1 提高仲裁效率 

基于人工智能的数字体育仲裁系统能够快速处理大量

数据，并在短时间内提供仲裁决策建议。通过自动化和智能

化的方式，大大缩短了仲裁周期，提高了仲裁效率。这使得

体育仲裁更加高效、便捷地解决纠纷问题，满足各方需求。 

4.2 保证仲裁公正 

系统通过客观的数据分析和模型预测，减少了主观因

素对仲裁结果的影响。通过智能分析与决策模块提供的客

观参考依据，仲裁委员会能够更加公正、客观地做出仲裁

决策。这有助于维护体育比赛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增强公

众对体育仲裁的信任度。 

4.3 提升仲裁透明度 

数字化的仲裁流程和结果公示使得整个仲裁过程更

加透明化。通过结果公示与反馈模块及时向相关各方公示

仲裁结果并收集反馈意见，使得仲裁过程更加公开、透明

地接受社会监督。这有助于增强公众对体育仲裁的信任度

和满意度，提高体育仲裁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4.4 促进体育发展 

高效、公正、透明的体育仲裁系统有助于维护体育秩

序和公平竞争环境。通过及时解决体育纠纷问题，保障运

动员的合法权益和比赛的公平性，有助于推动体育事业的

健康发展。同时，该系统还能够为体育领域提供数据支持

和决策参考，促进体育领域的创新和进步。 

5 案例分析与应用效果 

在体育领域中，纠纷和争议时有发生，而基于人工智

能的数字体育仲裁系统正逐渐发挥出重要作用。以下通过

一个具体案例来分析其应用效果。 

在某次重要的体育赛事中，一支队伍对比赛结果提出

异议，认为裁判在关键判罚上存在失误，影响了比赛的最

终走向。该队伍通过数字体育仲裁系统提交了申诉。 

系统接收到申诉后，迅速启动。首先，利用自然语言

处理技术对申诉内容进行分析和理解，提取出关键信息，

如争议的判罚点、相关证据等。接着，通过智能算法对比

赛视频、裁判记录等多方面的证据进行综合分析。 

在案例对比方面，系统快速检索了大量类似的历史案

例，并进行深入对比，发现了一些以往类似情况下的裁决

依据和处理方式。同时，基于机器学习模型对证据的可信

度进行评估，筛选出最具说服力的证据。 

经过系统的全面分析和辅助决策，仲裁人员得到了详

细且客观的参考意见。最终，仲裁团队依据系统提供的信

息，做出了更为公正、准确的裁决。 

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出该数字体育仲裁系统具有以

下显著的应用效果： 

（1）提高效率：传统的仲裁过程可能需要耗费大量

时间来收集和分析证据，而该系统能够快速处理海量信息，

大大缩短了仲裁周期，使得纠纷能够及时得到解决。 

（2）增强客观性：人工智能的运用减少了人为因素

的干扰，通过客观的数据分析和案例对比，为裁决提供了

更可靠的依据，降低了主观偏见对结果的影响。 

（3）提升准确性：系统能够精准地分析证据，避免

遗漏重要信息，从而提高了裁决的准确性，让申诉方和被

申诉方都更能接受最终结果。 

（4）促进公平性：确保所有参与方都能在公平的环

境下进行申诉和仲裁，相同的标准和流程适用于每一个案

例，维护了体育竞赛的公正性。 

（5）知识积累：随着系统处理的案例不断增加，其

积累的经验和知识也越来越丰富，能够为后续的仲裁提供

更有价值的参考，持续提升系统的性能。 

（6）信息透明：申诉方和相关人员可以随时通过系

统了解案件的进展情况，增强了信息的透明度，减少了不

必要的猜疑和误解。 

（7）标准化流程：系统有助于建立统一的仲裁流程

和标准，使整个体育仲裁工作更加规范化和专业化。 

总之，基于人工智能的数字体育仲裁系统在实际应用

中展现出了巨大的优势和良好的效果。它不仅提高了体育

仲裁的效率和质量，还为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

保障，促进了体育行业的公平、公正、有序发展。随着技

术的不断进步和完善，相信该系统在未来的体育领域中将

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6 结语 

基于人工智能的数字体育仲裁系统的设计与实现为

体育仲裁领域带来了新的变革和发展机遇。通过利用人工

智能技术，提高了仲裁效率和公正性，提升了仲裁透明度，

对推动体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系统的实

际应用过程中，还需要不断优化和完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

体育环境和需求。未来可以进一步加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

研究和应用，提升系统的性能和智能化水平。同时还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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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与其他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共同推动体育仲裁事业的

进步与发展。此外还可以探索将区块链技术引入系统设计

中以提高数据的安全性和可信度等创新方向都值得进一

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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