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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具设计师项目技术描述

（一）赛项名称
家具设计师

（二）项目描述

本赛项以椅类家具为设计对象，综合运用国际和国内自

主研发的工业设计软件和家具设计与制造领域的专业知识

与技能，完成家具产品概念设计图纸与制作使用的工艺技术

图纸，并借助手工工具、公共设备等加工设施条件完成选手

自己设计的家具作品。竞赛任务包括家具设计相关理论测

试、作品方案设计，根据设计方案现场完成作品制作。

（三）竞赛目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

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家

具作为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器具之一，与人类的生活质量和

幸福感息息相关，家具设计和制造是实现家具产品价值和质

量的重要手段和保障。因此，培养优秀的家具设计师就是实

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任务。

本赛项旨在改变过去家具设计师的培养重方案轻制造，

重外形轻结构，重好看轻好用，重结果轻过程，重效果轻价

值等方面的不良观念。长期以来，这种观念严重阻碍了中国

设计走向世界，严重阻碍了中国设计师走向世界的设计高

地，阻碍了中国设计师实现成为世界级设计师的梦想；引导

新生代家具设计师树立正确的设计观，培养符合世界标准的

设计类人才。通过对家具设计师从创意到使用 CAD、酷家乐

等国内外著名的工业设计软件完成自己的创意，使它们变成

可以生产的工艺技术图纸，再到通过手工、机械设备把方案

从图纸变成作品，实现自己的创意。这种对设计工作进行一

个完整过程的考核，是国内外对设计人才培养目标和方法的

重大创新，是提升中国工业设计师软实力与硬实力兼具的综

合能力的重要体现，是实现中国从制造大国向中国创造升级

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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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手应具备的能力

表 1的内容参考 2021年世界技能大赛家具制作项目《技

术说明》（TechnicalDescription）中的“世赛技能标准规

范”（WSSS）表的内容编写。
表 1 选手应具备各项能力的主要内容

部

分
主要内容

权重

（%）

1 工作组织和管理 10

个人应知应会：

 健康和安全法规，责任义务，章程和文件；

 安全使用电气设备和工具的规则；

 对事故，急救和火灾的应急操作步骤和报告

流程；

 何时必须使用个人保护性设备（PPE）；

 工具、机器设备和材料的使用，护理，维护

和存放；

 保持整洁干净工作区域的重要意义；

 如何在工作实践中最小化浪费并管控成本；

 可持续性措施：“绿色”材料的使用和回收

利用；

 工作计划，操作和时间管理的原则；

 在任何工作实践中，预先计划，精确性，检

查和注重细节的重要意义。

个人实践能力：

 依照健康和安全标准，规则和章程；

 维持安全工作环境；

 识别和使用合适的个人保护设备（PPE），包

括安全鞋、耳塞、护目镜和防尘设备；

 安全地挑选，使用，清理，维护和保存所有

手动和电动工具设备；

 安全地挑选，使用和储存所有材料；

 有计划地使用工作区域以使效率最大化，并

且严格执行工作区域的整洁干净准则；

 高效计划和工作，定期检查进展情况和结果

以避免不必要的花费或其它的处罚；

 批判性地评估自己的工作。

2 问题解决，革新和创造性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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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应知应会：

 风格，设计和美学因素的规则；

 运用设计和技术对作品的品质进行提升的做

法；

 在工作过程中通常发生的问题类型；

 解决问题的方法；

 制作复杂产品的挑战。

个人实践能力：

 定期检查工作情况，以将工作后期阶段的问

题最小化；

 通过合适的程序，快速查找，弄清和解决问

题；

 当开展复杂的项目时，开发出创造性的解决

办法来应对挑战；

 有积极尝试新工艺新方法的意愿。

3 运用图纸展开工作 20

个人需知道和理解：

 工作图纸中的关键信息；

 图纸制作需遵循的 ISO 标准；

 几何学和三角法；

 精确地理解工作图纸是制作高品质产品的基

础；

 察觉和更正错误和遗漏的重要性；

 通过制作风格和技术来增加产品价值的方

法。

个人实践能力：

 创建出产品所需的或合适的材料；

 创造出所需产品的尺寸、特性和风格；

 比例缩放和真实尺寸绘制图纸；

 制作类型清晰的图纸；

 理解所给图纸，并发挥最大潜力来制作高质

量的产品；

 发现并更正缺失的或错误的信息；

 确定制作产品所需材料的类型和数量。

4 选择和准备材料 20

个人需知道和理解：

 确保完成制作所需的所有物品就位；

 知晓未正确放样可能带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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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计算，确保高效、精确利用时间和材料；

 阔叶材和针叶材的特点和用途；

 板材的特点和用途；

 使用推台锯切割板材制作接头；

 用于贴面的木皮的特点和用途；

 为铰链、锁、拉手，气杆，把手和搁板选择

装置的方式方法。

个人需能够：

 设计整个项目，确定并解决问题；

 选择材料，以便避免缺陷并提高外观质量；

 通过放样确定所有测量尺寸，截面，角，斜

切和接口是正确的；

 使用几何方法来确定复杂的角，接口和交叉；

 适当地在木料上进行标记；

 精确地将各点，测量尺寸和角度从图纸转化

到工件上；

 可直接在材料上放样。

5 拼接和组装 20

个人需知道和理解：

 实木和板材部分如何结合，制成各类部件；

 如何在结合质量与可用时间之间找到平衡；

 了解胶黏剂和其它固定材料的属性，用途和

限制。

个人实践能力：

 使用所准备的材料对一些异形零部件的加

工，能够放样，并能够方便加工和组装；

 使用手工工具或手持电动工具来切割和准备

多样的接口，包括榫、卯、指接、斜接、圆

棒榫、搭接榫、拉米诺榫，多米诺榫和燕尾

榫；

 使用木工设备制作各种榫；

 使用木工机械制作槽、裁口和倒角；

 掌握在面板上使用木皮饰面的技术。

6 准备表面与最后精细加工 15

个人需知道和理解：

 各种部件的砂光准备；

准备打磨方法和打磨材料与设备，并考虑到各自

的用途和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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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具设计师试题及评判标准

（一）竞赛形式及命题标准

1、竞赛形式

竞赛设理论竞赛和实操竞赛两个环节，各组别理论竞赛

时间为 1 小时，作品设计时间 3 小时，作品制作时间 8 小时，

三模块总计 12 小时。

各组别总成绩中理论考试成绩占 10%，作品设计成绩占

40%，作品制作成绩占 50%。

2、命题标准

家具设计师项目实操竞赛为单人赛，按照第三届全国工

业设计职业技能大赛竞赛要点的主题要求，应用工业设计软

件完成产品创新设计和图纸输出，并按照自己设计方案的技

术文件，在规定的时间内，在给定的材料和公共设备设施条

件下，使用自带的手工工具和设备设施，完成作品制作。

3、竞赛命题方案

(1) 设计竞赛的任务主要是一件椅类家具。

(2) 设计方案（长+高+宽）的最大尺寸不大于

个人实践能力：

 定位和安装铰链；

 抽屉和其他移动部件融入橱柜，实现滑动配

合；

 制作无缺陷的表面；

 在工件表面无缺陷的情况下，如何完美第完

成工件的安装；

 为组件或部件倒棱；

 抛光部件；

 检查工件的是否协调、比例是否合适、配合

度和抛光程度。

总

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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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0mm，不小于 1200mm。

(3) 结合已给定的赛题材料清单，现场进行产品方案

设计与制作，必须包括一个椅面、一对腿架、一对腿枨，

以及必须在椅子面板或靠背部件上进行木皮装饰。

(4) 腿架与腿枨之一必须包含榫卯结构，而且必须是

贯通榫，保证在胶合后能看到榫结构；至少 4 个可见的榫。

(5) 夹子的最大夹持尺寸不得超过 900mm。

(6) 设计方案包含 CAD 图、效果图、爆炸图和全角度

效果展示。

1) CAD 图纸设置为 PDF 格式，要求 2 张 A3 幅面 420

×297mm，并提交 CAD 源文件备查。

2) 效果图（含爆炸图）设置为 JPG 格式图片，要求

1 张 A3 幅面 420×297mm，分辨率 150dpi，不

超过 8M，并提供源文件备查。

3) 全角度效果应用展示。

（二）命题内容与权重及各模块时间分配
比赛基本考核模块及其分值权重、总的比赛时间见表 2

所示。

1、模块一—理论考试

2、模块二—现场完成设计方案和技术文件的输出：设

计创意、绘图技能和最终方案等进行现场竞赛

3、模块三—作品制作

表 2：比赛基本考核模块及其分值权重、总的比赛时间

序号 模块 模块内容
时间分配

（建议）
权重（%）

1
理论

考试
关于家具设计的相关知识 1 小时 10

2
作品图

纸设计

在同一的硬件和软件条件

下，在统一的材料和设备

条件下，完成自己的设计

方案。

3 小时 40

3

作

品

制

A 尺寸
8 小时

8%
50

B 与图纸的一致性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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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配分权重以实际评分表为准。

（三）样题

1、样题说明

本文件例举的样题（见图 1、2、3）包含了比赛要考核

选手的主要模块，包括现场给定的材料清单、自行设计的赛

题尺寸、与图纸的一致性、胶合后榫接质量、贴木皮、表面

处理模块，材料使用、健康与安全，总共 7 个竞赛模块。

需要说明的是，赛题是自行设计，只是在图形表达、要

求和数量上参考样题。

图 1样题的三视图

作 C 胶合后的榫接质量 9%

D 贴木皮 11%

E 表面处理 10%

F 材料的使用 2%

G 健康与安全 2%

比赛总用时 12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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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样题的剖视图和节点图

图 3样题的效果图及爆炸图（仅作为参考）

2、赛题材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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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赛题的材料清单

3、各组别命题要求

职工组、学生组的工作量、难度要求和评价标准一致，

竞赛的硬件条件都是一致的，体现出的设计特色和产品造型

按选手个人设计有所区别。

4、最终赛题产生的方式

理论试题，赛前一天裁判长随机抽取试题组成 A、B 卷，

比赛当天现场抽取最终试卷，现场复印。

实操题，职工组、学生组主要设计对象和要求不变，对

图纸的要求与公开的样题要求一致。

本赛项赛题在比赛中不存在保密、保管之类的工作，根

据主题要求进行创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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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分规则

选拔赛评分流程参考世界技能大赛的评分方法进行。

（一）评价分
评价分（Judgement）打分方式：4 名裁判为一组，其中

一位记分，其他三位各自单独对每一评分项评分，3 名裁判

员的平均分为该评分项的实际得分。裁判相互间分差必须小

于等于 1 分，否则需要给出确切理由，并在小组长或裁判长

的监督下进行重新评判，直至合规。裁判对本参赛队伍选手

采取回避制度，由第 4 位裁判打分。

表 3：评价分的权重分值与说明

权重

分值
要求描述

0 分 作品低于行业标准

1 分 作品符合行业标准

2 分 作品符合行业标准，且在某些方面高于行业标准

3 分 作品全方位超过行业标准，接近完美

（二）测量分
测量分（Measurement）打分方式：每个评分项的评分

将由 3 位裁判共同进行。两位测量，一位读数并记录。使用

选手使用的测量工具，并结合公共测量工具一起完成测量。

（三）理论考试的评价方法

笔试结束后由录分员按照标准答案打分。

（四）设计阶段的评价方法
设计阶段模块的评价方法见表 4 所示。

表4：设计阶段各个评分模块的评价方法

序号 模块 评价方法

1
制图标准

和规范

线型的使用：外轮廓的线型为粗实线，内部结构

线型为细实线，隐藏部件线型为虚线，中轴线使

用点划线；

标注：主尺寸，细节尺寸，局部放样等尺寸标注

合理清晰。注释符号要准确，剖切符号，剖切面

表达合理，引线标注、索引等使用合理；

图纸布局合理性：三视图和局部放样图的合理布

局，视图的合理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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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品制作部分的评测方法
各个模块的评测方法见表 5所示。

表 5：各个评分模块的评测方法

视图表达合理性：除三视图以外的详图或大样图

等，可以表达清楚产品每个部件的加工尺寸；

箭头、字体大小：尺寸标注，注释说明文字要求

统一高度 2.5 仿宋字体、箭头大小 2.5，尺寸界

限固定长度为 6。规定需要测量的尺寸需要用方

框将标注框起来；

其他未尽事项，可参考家具制图标准

《QB/T1338-2012》。

2
方案设计

合理性

功能尺寸：从产品使用的角度必须符合人体工程

学，能突出解决某个问题；

生产工艺：加工工艺的合理性和可实现性，加工

的安全性，结构合理易于安装，材料的合理利用；

产品包装：产品包装合理性，方便运输。

商业性：产品尺寸结构合理，符合工业化和批量

化生产，作品与市场发展需求的结合程度，可产

业化程度及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

3
创新与创

意

创新型：作品寓意；作品在功能、结构、技术、

形态、材料、工艺、环保等方面的创新程度；

产品造型：比例合理，造型美观，作品与竞赛主

题的契合度和理解程度，参赛者对事物的洞察

力、想象力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作品方案的原创

性，突出新的连接方式和加工工艺；

材料搭配：体现设计的思想，表达出设计主题，

体现出时尚感；

资源利用：创新新工艺和新材料混搭设计，实现

材料的可持续利用，体现绿色环保；

文化因素：符合当代中国人民生活方式，承载中

国文化。对文化内涵和表达形式进行综合评判。

序号 模块 评测方法

1 A-尺寸

特定的尺寸要经过测量。所有的尺寸打分将

根据测量尺寸的大小、位置和精度要求等因

素，决定用卷尺、直尺或其他测量工具完成。

每个尺寸的测量至少是 2～4 次，全对才得分。

单一零件的尺寸精度为正负 0.8mm，2 个及 2

个以上零件组合到一起的尺寸精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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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mm。

2
B-与图纸的一

致性

在任何情况下，作品必须与选手自行设计的

图纸符合，包括在赛中和赛后，都要保证每

个操作与零部件的造型、位置与结构与图纸

完全保持一致。

3
C-上胶后的榫

接

胶合后每一处的榫结合处应密实、平整、干

净；不应有缝隙，不能显露出粘合材料和其

它加工余物（如胶、木屑、蜡等）。并且站

在消费者使用的角度和看到的顺序进行重要

和次要的排序，并且根据具体情况和出现的

位置的重要性综合评价。

4 D-贴木皮

自行设计图案，图案要切合大赛给定的设计

主题。

选手根据给定木皮的种类及颜色要求，通过

做模板、划线、裁切、胶合、固化、打磨等

处理工艺，完成木皮的装饰；要求表面光滑、

平整、无缝隙、无毛刺，无胶渍等。木皮的

图案、木纹方向、颜色和木皮种类都要与自

己设计的图纸保持一致。

5 E-表面处理

所有表面（包括家具的外表面和内表面）都

应保持光洁和清洁（所有表面砂光的质量）。

例如实木、木皮贴面及边缘应砂光，不应有

毛刺、砂痕、波浪，并且不能显露出胶合材

料（胶、木屑、蜡等）。

所有面与面相交形成的棱，都需要倒棱，保

证棱笔直、顺畅和不割手，同时又保证棱角

分明。

表面砂光只允许采用 180 和 240 目标号的砂

纸，表面应无可见交叉砂痕。

6 F-材料的使用
（因加工失误）使用额外材料将导致扣分，

每换一根料扣 1 分，换料至多不能超过 2 根。

7 G-健康与安全

遵循健康、安全、和环境标准、规则与规章，

保持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识别且使用合适

的个人安全防护设备，包括安全鞋、耳塞、

护目镜与吸尘设备。根据安全要求，选择、

运用、打扫、保持，且储存（整理好）所有

手工、电动工具与设备。

主观评价采取过程记录形式，主要针对选手在竞赛操作过程中的

安全、行为规范、职业素养等方面表现由明确的裁判组对《选手违规

行为记录表》（以下简称《记录表》）进行填写，最后由裁判对《记

录表》进行统计。评价方式：现场裁判发现选手违规行为需要对选手

进行提醒与劝阻，并在《登记表》上进行记录，记录时需 2 名以上裁

判员达成共识并签字确认，选手所属单位的裁判要进行回避，由其他

单位裁判进行考评。



13

（六）成绩并列

选手总成绩出现并列的情况，则按模块权重优先的方式

排名，首先按模块三分数进行排名；如模块三分数并列，则

按模块三中的模块 A分数进行排名；如模块 A分数并列，则

按模块 B分数进行排名。

五、竞赛细则

（一）场次安排

职工组和学生组同时进行各个模块的比赛，详见竞赛日

程安排。

（二）场次抽签

赛前由裁判长负责，由选手通过抽签决定竞赛工位。

（三）竞赛日程
表 6：竞赛日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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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裁判构成和分组

（一）裁判组

建立以由裁判长负责制，各参赛单位指定一名教练作为

现场裁判员的大赛裁判体系。全体裁判接受组委会的领导，

并负责考核所有技术事项，裁判长组织裁判员和选手开展大

赛技术工作的实施。裁判长不参与选手评判工作。裁判员参

与竞赛准备、现场执裁、作品检测、评分以及监督检测过程

等技术工作。

（二）裁判任职条件

裁判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

1、热爱祖国，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具有良好的职业

道德，身体健康。

2、裁判员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60 岁，其政治思想、个人

品质、身心素质、专业工作年限及专业技术职务（职业资格）

等符合《世界技能大赛参赛管理暂行办法》（人社部发〔2013〕

28 号）相关规定。

3、裁判长应有参与省级（行业）以上职业技能竞赛技

术工作或担任国家级职业技能竞赛技术专家或裁判员的经

历。在本项目相关领域企业生产一线从事技术技能工作 5 年

及以上；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称

号；在国际或国家级职业技能竞赛中担任裁判长；在本项目

从事 2 届及以上世赛相关技术工作（包括在全国选拔赛、集

训、参赛等工作中担任技术指导专家、教练、翻译等工作）；

具有世界技能大赛执裁经验的，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可优先考

虑。

4、裁判员应具有团队合作、秉公执裁等基本素养，具

有本职业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或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有省级以上职业技能竞赛技术工作经历且在省级选拔活动

中担任技术专家，或具备国家职业技能竞赛裁判员资格者优

先。

（三）裁判预期分组

裁判组下设 3 个工作组，各组的职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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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赛务组

负责竞赛现场的检录、监考工作，主要包括：参与竞赛

的抽签工作，核对选手证件；维护赛场纪律；控制竞赛时间；

记录赛场情况，做好监考记录；纠正选手违规行为，并对情

节严重者及时向裁判长报告；检查竞赛使用材料、设备。

2、评价组

根据裁判长的工作分工，负责评分标准中评价分的执

裁、成绩复核和汇总工作。

3、测量组

根据裁判长的工作分工负责评分标准中测量分的执裁、

成绩复核和汇总工作。

赛务组也主要由裁判员组成，在赛前被分成不同的工作

小组，负责竞赛现场的各种工作；另外，为保证公平和评判

质量，本赛项对评价组和测量组的人员安排，根据每个人的

专业特长、技术水平等级、组织管理能力等，再根据模块的

分值、技术要求和评判的时间长短等因素，由裁判长进行评

分小组的设置，并决定裁判分组的数量和构成。原则上，一

个评分小组，应对某一个模块的评分贯穿所有选手和整个比

赛过程，保证评分的一致性，从评价标准和实施过程保证公

平和公正。

七、竞赛须知

（一）裁判员须知

1、裁判员执裁期间佩戴裁判员标识，举止文明礼貌，

接受参赛人员的监督。

2、严守竞赛纪律，执行竞赛规则，服从赛项组委会和

裁判长的领导。按照分工开展工作，始终坚守工作岗位，不

得擅自离岗。

3、裁判员在工作期间严禁使用各种器材进行摄像或拍

照。

4、严格执行赛场纪律，不得向参赛选手暗示或解答与

竞赛有关的内容。及时制止选手的违纪行为。对裁判工作中

有争议的技术问题、突发事件要及时处理、妥善解决，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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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向裁判长汇报。

5、要提醒选手注意操作安全，对于选手的违规操作或

有可能引发人生伤害、设备损坏等事故的行为，应立即制止

并向现场负责人报告。

6、严格遵守保密纪律。裁判员不得私自与参赛选手或

代表队联系，不得透露竞赛的有关情况。

7、竞赛期间，因裁判人员工作不负责任，造成竞赛程

序无法继续进行或评判结果不真实的情况，由赛项组委会视

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或停止裁判资格，并通知其所在单

位做出相应处理。

（二）参赛选手须知

1、参赛选手应严格遵守竞赛规则和竞赛纪律，服从裁

判员和竞赛工作人员的统一指挥安排，自觉维护赛场秩序，

不得因申诉或对处理意见不服而停止比赛，否则以弃权处

理。

2、参赛选手在赛前熟悉设备和竞赛时间内，应该严格

遵守赛场安全操作规程，杜绝出现安全事故。

3、参赛选手不得将通讯工具、任何技术资料、工具书、

自编电子或文字资料、笔记本电脑、通讯工具、摄像工具以

及其他即插即用的硬件设备带入比赛现场，否则取消选手比

赛资格。

4、参赛选手应严格按竞赛流程进行比赛。

5、参赛选手必须持身份证、并佩戴参赛证件，按比赛

规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场地参赛。

6、参赛选手须按照赛程时间要求到达赛场进行检录、

抽取赛位号，进行赛前准备，统一入场，等候比赛开始指令。

迟到 15 分钟者，不得参加比赛。已检录入场的参赛选手未

经允许，不得擅自离开。

7、参赛选手按规定进入比赛赛位，在现场工作人员引

导下，进行赛前准备，检查计算机、软件、打印机和配套的

工具等，并签字确认。

8、裁判长宣布比赛开始，参赛选手方可进行设备操作。

9、参赛选手必须将全部数据文件存储至计算机指定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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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下，不按要求存储数据，导致数据丢失者，责任自负。

10、比赛过程中，选手若需休息、饮水或去洗手间，一

律计算在比赛时间内，食品和饮水由赛场统一提供。

11、比赛过程中，参赛选手须严格遵守相关操作规程，

确保人身及设备安全，并接受裁判员的监督，若因选手个人

因素造成人身安全事故和设备故障，不予延时，情节特别严

重者，由大赛裁判组视具体情况作出处理决定（最高至终止

比赛）并由裁判长上报竞赛监督仲裁组；若因非选手个人因

素造成设备故障，由大赛裁判组视具体情况作出延时处理并

由裁判长上报竞赛监督仲裁组。

12、参赛选手在比赛过程中，如遇问题，需举手向裁判

人员提问；选手之间不得发生任何交流，否则，按作弊处理。

13、每名选手的每张图纸需要打印 2 份，选手自己留一

份，需要在图纸上签名，在作品制作中使用；另一份图纸上

交裁判，上交的图纸须有选手签名，收件裁判员要在登记簿

上签字确认。

14、比赛结束，选手应立即清理现场（包括设备和工作

台及周边卫生等），经裁判员和现场工作人员确认后方可离

开赛场。

15、参赛选手在竞赛期间未经组委会的批准，不得接受

其他单位和个人进行的与竞赛内容相关的采访；参赛选手不

得私自公开比赛相关资料。

（三）申诉与仲裁

本赛项在比赛过程中若出现有失公正或有关人员违规

等现象，参赛队领队可在比赛结束后 2 小时之内向监督仲裁

组提出书面申诉。大赛组委会选派人员参加监督仲裁工作，

监督仲裁工作组在接到申诉后的 2 小时内组织复议，并及时

反馈仲裁结果，仲裁结果为最终结果。没有书面申诉或超过

2 小时进行申诉的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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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家具设计师赛场、设施设备等安排

（一）设计方案需要的设备设施
设计方案需要的设备与设施清单具体见表 7所示。

表 7：设计方案需要的设备与设施清单

序号 设备和设施名称 数量 主要参数和要求

1

1

选手设计方案比

赛模块用计算机

6

15

1.不能为无盘工作站、云机房、云桌面等任

何“云”运行管理模式的计算机；

2.操作系统：Windows10，64 位；

3.必须有 D盘；

4.CPU:≥i5-7500；

5.内存：≥16GB；

6.显卡：显存≥GTX1060(6GB)；

7.硬盘：≥1TB；

8.显示器：≥19 寸（不限缩放比）；

9.固定 IP 地址。

2

2
比赛用相关软件 15

一、计算机操作系统

计算机操作系统为 Windows10；wps

二、竞赛软件

1.模块一家具设计师设计方案施工图设计：

AutoCAD2022 绘图软件等；

2.模块二家具设计师设计方案效果图设计：

3dmax（2022 中文版本）、酷家乐、sketchup

（2020 版）、Photoshop（2020 版）等；

3 工程打印机 1 满足比赛现场 A3CAD 设计图纸快速打印

4 彩色激光打印机 1 满足比赛现场 A3 彩色效果图快速打印

（二）选手工具箱的材料、设备和工具
1、选手工具箱的制作材料，不允许使用任何跟比赛一

致的材料。在工具箱检查的时候，一旦发现与比赛材料相同

的部分，则要求拆除，或者做好标示，用颜色或其他涂装方

式，以别于比赛材料。

2、含除尘设备的电动工具都必须包含集尘设备，且只

允许使用一个集尘设备。选手需携带备用的吸尘管、配件及

转换插头来适配不同品牌的吸尘器。

3、选手允许携带两台小型落地设备，如斜切锯（自带



20

高品质横切锯片）、铣机倒装台（一套铣刀和钻头）；一台

移动除尘器及管线（适用于桌铣、斜切锯或其他产尘设备）。

4、选手可以携带任何手工工具。

5、选手可以携带任何内净尺寸不超过 900mm 的夹具，

比赛现场不再提供夹具。

6、实木和测试用材将由比赛组织者提供。

7、选手不允许携带任何与比赛相关的实木、胶合板或

中纤板，也不允许携带使用夹具时用于保护工件的专门定制

的保护垫板。但可以携带打磨用垫块、切木皮的镇尺（砝码

等用于压住木皮的重物）、铣机桌用挡块等，以上这些材料

都不能与赛题使用一样的材料，如果发现使用，必须做好明

显标记方可使用。

8、另外，每个选手最多可以携带五种（个）便携式电

动工具，如手电钻、多米诺开榫机、电熨斗等，都属于电动

手工工具）。

9、工具箱外部尺寸不得超过 1.25 立方米，所有工具必

须在最多允许的三个运输箱内装运，一旦工具箱开箱后，只

有经过裁判长批准，才允许将替换工具带入工位。

（三）赛场给选手提供的工具和设备清单

类别 名称 型号 品牌 备注

工位

区域

木制多功能工作台 每个工位 1张

吸尘器系统 CTL26ECN220V 费斯托 每个工位 1台

公共区

域

木工台锯 CS70EBSETCN 费斯托 1台

砂带机 CMS-MOD-BS120230V 费斯托 1台

细木工带锯 BS3500、BS600 沃富特 3台

推台锯 PS315A 沃富特 1台

平刨 PT400 沃富特 1台

压刨 TH630 沃富特 1台

方榫机 719T 其他 1台

切割锯 KS120EB230V-SET 费斯托 4台（可自带）

铣机工作站 OF1400 费斯托 4台（可自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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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赛场工位和面积要求
本项目场地总体面积约 800㎡。工位数量 10个，每个

工位的面积 15㎡，长度 3m，宽度 5m。竞赛工位配有相应

的电源。

九、项目特别规定

在整个比赛过程中，对于各类人员的一些特殊规定如表

多米诺榫机 DF500Q-PlusCN 费斯托 1台

拉米诺榫机 PJ700 牧田 3台

真空吸附泵 其他 其他 1台

榫片
多米诺榫、,圆棒榫、拉

米诺
自取

砂纸
费斯托 180 目、240 目各

两张
自取

手工工具及铣刀
凿、锯、划线工具等，铣

机用刀具
自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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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所示。

表 8：项目比赛中的一些特殊规定

规定的对象 技术规定

U 盘、数据存储设备
选手、裁判和领队不能携带数据存储设备进入

比赛场地。

个人手提电脑、平板

电脑和手机

领队及裁判不能携带个人手提电脑、平板电脑

或手机进入比赛区域及参加技术说明会（因工

作需要经裁判长审核同意可以携带手机，但手

机不能用于记录赛题变动信息）；

选手不能携带手机进入比赛区域。

个人拍照、摄录设备

裁判在比赛期间，根据工作需要，经裁判长允

许，才能使用手机。

选手只能在比赛结束后在比赛场地外使用手

机。

模板、辅助设备等
选手不能携带预制工具、预制夹具、特殊工具

或模板进比赛场地。

图纸
选手、裁判及领队不允许将赛题图纸带出比赛

场地。

与选手接触

比赛时间选手与教练不能沟通；参赛队领队及

其他人员比赛期间不得与选手沟通。

选手如有问题询问，则由其他参赛队的裁判或

裁判长回答。

裁判与裁判

裁判不得干预其他组的裁判工作，也不予许在

其他组工作时，站在附近观看，或发表意见，

一经发现，将严重警告，情节严重者将取消裁

判资格。

健康、安全与环境
参照世界技能组织健康、安全与环境政策和规

定。

以上规定若有违反者，则按严重程度分别给予严重警告

或取消裁判资格，参赛选手将受到被驱逐出场或取消选手比

赛资格的处罚。

十、安全和健康

（一）选手安全防护要求
1、参赛选手应携带并穿戴合适的劳保防护用品，主要

包括护目镜，安全鞋、耳塞、口罩等，具体要求见表 9；

2、参赛选手应严格遵守设备安全操作规程；

3、参赛选手停止操作时，应关闭设备电源；

4、竞赛组织者必须为所有专家、或者在比赛期间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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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赛场出现的任何人提供耳塞，防护镜和口罩。
表 9：选手正确使用各种劳保防护用品的具体要求

在决赛时，裁判员可对违反安全与健康条例、违反操作

规程的选手和现象提出警告并进行纠正。不听警告，不进行

纠正的参赛选手会受到罚分、停止加工、直至取消竞赛资格

等不同程度的惩罚。

参赛选手必须凭有效期内的人身意外险证明（无人身意

外险不得比赛）参赛。

十一、绿色环保

（一）赛场严格遵守我国环境保护法；

（二）使用绿色环保材料；

（三）赛场所有废弃物应有效分类并处理，尽可能地回

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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