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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描述

（一）项目概要

本赛项聚焦智能制造技术应用和高技能人才培养需求，选取

生产单元运行调试、生产物流系统安装调试、智能制造系统运行

维护及分析等智能生产车间典型场景，基于智能制造系统平台，

运用智能制造基础关键技术（数控加工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

工业工程技术、物联网技术、生产运维技术等），围绕安装调试、

运行分析、故障处理、效率监测等任务，进行批量产品智能加工

和生产运维管理，聚焦“设备自动化、生产精益化、管理信息化、

系统稳定化”的先进制造理念。进而促进智能制造生产运维领域

复合型技能人才培养，加快先进制造业技术技能积累和高素质人

才队伍建设，助推工业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发展。本赛项要求完

成智能制造单元主要硬件设备和控制系统的安装与调试，并实现

智能制造单元的安全高效运行。

竞赛内容主要包含：智能制造设备的安装与调试、三维检测

单元的操作、工业机器人的安装调试和编程、智能制造单元控制

系统的安装与调试、智能制造单元的切削试运行、切削加工智能

制造单元虚拟仿真共 6 类主要竞赛任务。

（二）能力要求

本赛项强调利用智能制造单元进行智能化加工与生产管控

的技术应用能力和职业素养。参赛选手应具备以下技术能力：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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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选手应具备以下技术能力：

1. 识图技能；

2. 工艺制定技能；

3. 数字化设计技能；

4. 数控加工中心操作技能；

5. 三维检测操作技能；

6. 工业机器人编程能力；

7. 总线通信技术和工业网络应用技能；

8. PLC 技术应用技能；

9. MES 管控软件使用技能；

10. RFID 系统应用技能；

11. 智能制造单元内设备的应用与管控技能，包括数控机床、

工业机器人、立体仓库、RFID 装置、主要机械部件、电气系统、

PLC 控制系统及传感器的调试、运维等。安全防护能力。

（三）基本知识

本赛项旨在考核、培养多技能、多用途、多就业面的复合型

高层次技能人才，需要掌握以下相关知识：

1. 数控机床装调维修：机械加工基础、数控机床及其工作

原理、数控机床的电气控制、数控机床机械装配与调试、数控机

床的性能与精度检验、数控机床的故障诊断与维修知识等知识。

2. 数控机床操作：数控车床加工工艺、加工中心加工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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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编程技术、零件检验与质量控制、加工新技术等知识。

3. 智能制造单元技术相关知识：

（1）机械部分：包括气动液压系统知识、标准及机器人快

换夹具、机床夹具组装及调试、零点夹具组装及调试，利用三坐

标测量仪、三维扫描仪进行机械零部件的检测等。

（2）电路部分：包括相关标准及规范、RFID 系统基本原理

以及使用、总线及工业网络相关知识，利用 PLC 进行电气控制系

统的设计及进行工业网路构架的相关知识等。

（3）生产物流：包括生产物流流程、设施设备和技术等相

关知识，利用自动化立体仓库、工业机器人及仓储管理系统进行

原材料及产成品的物流管理操作。

（4）软件编程：包括应用软件编写程序，通过软件展现设

备的动作流程及运行状态的知识等。

（5）工业机器人，包括工业机器人的发展概况、工业机器

人的结构、工业机器人的运动学及动力学、交流伺服电机驱动、

工业机器人的控制、工业机器人的操作与编程、机器人视觉传感

系统等基本知识。

（6）管理系统软件应用与维护：包括 MES 软件功能与应用，

数据库系统架构、大数据应用管理等相关软件知识。

（7）工业工程技术：包括工业工程基本知识、人机工程学

基本知识、生产计划与控制基本知识、物流工程基本知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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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基本知识、生产效能管理与优化知识等。

（8）工业数字仿真与可视化知识，其他相关新技术、新工

艺、新设备知识等。

（9）安全文明生产与环境保护知识、职业道德基本知识。

二、试题与评判标准

（一）试题

理论知识竞赛和实际操作竞赛的总成绩为 100 分，其中理论

知识竞赛占总成绩的 20%，实际操作竞赛占总成绩的 80%。

理论知识题库提前发布，职工组和学生组的理论赛题分别从

题库中随机抽取。每支参赛队的所有选手均需参加理论知识竞赛，

成绩分别计算；其加权平均成绩为该参赛队的理论知识竞赛成绩。

实操试题为任务书，共分 5 个任务。包括：智能制造单元功

能调试、智能生产物流系统调试、智能生产运行与维护、智能设

备运行状况分析、职业素养与安全规范。

（二）比赛时间及试题具体内容

1. 比赛时间安排：实际操作竞赛连续进行，总长 180 分钟

（含现场评分时间）。理论竞赛，总长 60 分钟。

2. 试题：根据任务书给定的任务要求和现场提供的智能制

造单元部件，要求选手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智能制造单元功能调试、

智能生产物流系统调试、智能生产运行与维护、智能设备运行状

况分析以及职业素养与安全操作等内容。竞赛任务设计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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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任务 竞赛内容 分值 备注

任务一

智能制造单元

功能调试

1.对数控车床与加工中心进行基础精度检

测

25
2.完成数控系统、网络摄像头与外部系统

的互联互通，实现摄像画面显示。

3.三维扫描设备的校准与调试。

4.刀具安装及对刀调试

任务二

智能生产物流

系统调试

1. 工业机器人快换装置、气动部件等外部

设备的安装与调试。

252. 通过HMI界面实现通过指令调用完成入

库、出库及定点搬运等动作运行。

3. 工件的三维扫描。

任务三

智能生产

运行与维护

1. 针对赛项设置的相关故障，对智能生产

系统软硬件进行排查与处置。

25

2. 通过 MES 管控软件手动排程，实现产线

自动化运行。

3. 利用 MES 管控软件，实现在线检测、故

障预警、故障诊断、设备状态管理等远程

运行功能。

任务四

智能设备运行

状况分析

1. 通过 MES 管控软件、实现智能产线自动

化运行。

20
2. 操作管控软件进行自动排产，工单下

发、自动连续加工多组零件并三维扫描。

3. 通过 MES 管控软件实现生产数据分析、

设备运行状态分析、生产质量分析等任务。

职业素养

1. 具备爱岗敬业、精益求精、讲求科学、

遵规守纪的职业精神
5

2. 能够做到产品设计规范、工业软件应

用、编程及设备操作规范与交互协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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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能够掌握并应用信息安全知识、生产安

全知识、环境安全及服务型制造基本知识。

（三）评判标准

1. 评判方法：实际操作竞赛评分由过程结果评分、违规扣

分二部分组成。过程结果评分由 2 名现场评分裁判根据评分细则，

共同对选手的操作进行现场客观评分，并记录评分结果；若现场

评分裁判对选手的评分有分歧时，由现场裁判长裁决。

2. 成绩并列：名次的排序根据选手竞赛总分评定结果从高

到低依次排定。竞赛总分相同者，实际操作竞赛用时少的优先。

若实际操作竞赛用时相同，“任务 2：智能生产物流系统调试”

得分高者优先。若得分再相同，“任务 3：智能生产运行与维护”

得分高者优先。

三、竞赛细则

（一）竞赛时间

竞赛前将根据参赛人数、竞赛批次等做出详细日程表，日程

安排另行公布。

（二）裁判员的工作内容

1. 裁判员应服从裁判长的管理，裁判员的工作由裁判长指

派决定。

2. 裁判员在工作期间不得使用手机、照相机、录像机等设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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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场执裁的裁判员负责检查选手携带的物品。违规物品

一律清出赛场。比赛结束后裁判员要命令选手停止操作。监督选

手交回试题等其他需要上交的资料。

4. 比赛期间，除裁判长外任何人员不得主动接近选手及其

工作区域，不许主动与选手接触与交流，除非选手举手示意裁判

长解决比赛中出现的问题。

5. 检查选手所带工具：按照比赛携带工具要求严格执行，

仔细检查每一个参赛队所带工具是否符合要求。

6. 记录选手比赛时间：包括记录选手比赛期间发生的事件，

如：元件损坏等。

7. 现场成绩评判,在评分工作期间，除当值裁判员和被测

选手在比赛工位内，随队教练应回避，其他选手和人员也不得围

观。

8. 裁判应遵守竞赛行为规范，公平公正，不徇私舞弊。

9. 在比赛结束前 15min，裁判长提示一次比赛剩余时间。

10. 裁判如果违反约定将取消裁判资格（裁判长允许的除

外）。

（三）选手的条件和要求

1. 参赛选手在竞赛期间不得携带、使用手机、照相机、录

像机等通信设备，不得携带非大赛提供的电子存储设备、资料。

2. 参赛选手不能携带自带工具清单以外的任何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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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比赛试题和现场使用的纸张均不能带到赛场区域外。

4. 选手自带的物品及手机比赛前一律放到赛场为选手准

备的储物箱内。

5. 比赛期间因为断电导致程序丢失，不会另外加时。

6. 在竞赛过程中如发现问题（设备故障等），选手应立即

向裁判反映。得到同意后，选手退出到工作区外等候，等待故障

处理完后方可继续比赛。如属于设备故障，补时时间为从选手示

意到故障处理结束这段时间。若不属于设备问题，则不补时。

7. 比赛结束是指当天比赛任务及评分完成，裁判长宣布选

手可以离开赛场。

8. 选手如果违反有关约定，比赛成绩将以零分计算（裁判

长允许的例外）。

（四）选手的工作内容

1. 各参赛队在竞赛期间，应保证参赛选手的安全，防止交

通事故和其它意外事故的发生，必须为参赛选手购买人身意外保

险。

2. 赛前安排各参赛队选手统一有序的熟悉竞赛场地和设

备，不允许拆装设备、不允许修改软件、设备参数等。

3. 熟悉场地时，不得携带手机、相机等设备，不得对赛场

及赛场设备拍照。

4. 熟悉场地时不发表没有根据以及有损大赛整体形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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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5. 熟悉场地时严格遵守大赛各种制度，严禁拥挤、喧哗，

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6. 选手遵守竞赛纪律，服从赛场规范，按照赛题要求完成

竞赛。

7. 选手按照裁判员要求停止操作，并提交电子存储设备、

作品、赛题、图纸、草稿纸等所有相关内容。

四、竞赛场地、设施设备等安排

（一）场地布局图

赛项平台采用江苏汇博机器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业机

器人应用编程与智能制造一体化教学创新平台。设备占地长 3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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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 2 米。主要设备技术标准见附件。

（二）基础设施清单

赛场提供设施清单表

序号 名称 数量 技术规格

1 安全帽 1个/选手

2 卫生工具 1套/工位

3 计时秒表 1块/工位

4 毛坯 若干

5 常用急救药盒 1套

6 抽号箱 1个

7 打印纸 1箱

8 订书机及钉 2套

9 文件柜 1套

10 移动式多媒体 1套

11 音响及扩音器 1套

12 U盘 1个/工位

建议选手自带工具、材料清单表

序号 名称 建议型号 数量

1 记号笔 0.3mm-0.8mm 1-2支

2 百分表 杠杆式 1

3 百分表表架 磁性 1

4 内六角扳手 7 件套 1套

5 活动扳手 6 时 1把

6 十字螺丝刀 3×75 1-2把

7 十字螺丝刀 5×150 1-2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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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一字螺丝刀 3×75 1-2把

9 一字螺丝刀 5×150 1-2把

10 游标卡尺 0-150mm 1把

11
外径千分尺

0-25mm 1把

12 25-50mm 1把

13
内径千分尺（两爪）

10-25mm 1把

14 25-50mm 1把

除上表中建议自带工具外，选手自带工量具清单可能根据样题

需求增减。选手不允许携带自制工装、芯轴、半成品、通讯存储介

质以及危险物品。严禁选手自带WD-40防锈清洗剂等易燃易爆化学

品。

五、安全、健康要求

根据国家相关法规要求，结合本项目实际，提出安全、健康要

求及职业操作规范要求，并明确违反后的处理规定。特别是根据本

项目具体情况的诸如人身防护，有毒、有害物品携带、存放，防火、

防爆等措施。

（一）安全防护措施要求

1. 禁止使用刀具及剪刀以免受伤，禁止使用电动工具。

2. 专家在审视、检查或参与竞赛时应有适当的个人安全防护

装备。

3. 裁判和参赛者入赛场必须穿防护(防砸、防扎、绝缘)鞋。

4. 所有选手必须确保自己的操作不会影响到其他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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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毒有害物品的管理和限制

禁止携带的有毒有害物品见下表所示：

有害物品 图示 说明

防锈清洗剂 禁止携带，赛场统一提供

酒精

严禁携带

汽油

严禁携带

有毒有害物
严禁携带

（三）医疗设备和措施

配备一名医务人员随时准备处理现场突发伤害事故。常规医疗

物品见表所示。

序号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酒精棉 1盒

2 纱布 1卷

3 创可贴 1盒

4 医用剪刀 1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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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技术平台主要设备技术参数

（一）数控机床及数控系统

数控加工模块主要包括一套桌面式数控加工机床与工作台。

可通过工业机器人自动上下料，实现对塑料、铝、铸铁等材质工

件的数控加工作业。工作台由铝型材搭建而成，四周安装钣金封

板与可视开关门，结构稳定牢固。数控系统为 FANUC 0i-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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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业机器人

由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底座、机器人控制柜和示教盒等组成。

ABB 工业机器人可配套 RobotStudio 离线编程仿真软件，在虚

拟环境中对工业机器人的各种典型应用进行仿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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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快换工具模块

主要由固定底板、快换支架、检测传感器、快换盘（1 套主

盘，7 套工具盘）等组成。根据不同的实训目标和操作对象，提

供多种不同的快换工具。快换工具放置在带有定位和检测功能工

具支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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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皮带运输模块

输送机上安装光电传感器与阻挡装置，用以检测与阻挡工件。

调速电机驱动皮带，运输多种零件，传送带可实现启停及调速控

制。

（五）外围控制器套件

平台采用西门子 S7-1200 PLC 及西门子 TP700 人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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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仓储模块

库位均配有检测传感器，通过以太网 I/O 采集模块，将信

号传输给工业机器人，并可通过示教盒进行监控。工业机器人根

据库位信息，通过快换工具，进行样件的出库入库。模块通过快

插线缆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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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RFID 模块

由 RFID 读写器、RFID 电子标签、固定底板、不锈钢拉手

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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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三维扫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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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设备监控摄像头

每套设备配套 1 个监控摄像头，通过伸缩 U 型吊装铝合金

支架对应安装在设备上，用于对设备的操作与运行进行监控。

（十）智能制造 MES 生产管理软件

1.MES 生产管理软件系统具有如下功能：

（1）加工任务创建、加工任务管理；

（2）立体仓库管理和监控；

（3）机床启停、初始化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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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工程序管理和上传；

（5）在线检测实时显示和刀具补偿修正；

（6）智能看板功能：实时监控设备、立体仓库信息以及机

床刀具监控等；

（7）工单下达、排程、生产数据管理、报表管理等；

（十一）CAD/CAM 软件

CAD/CAM 软件具有常用三维 CAD 建模和 CAM 功能，支持常用

格式数据导入与编程。

（十二）智能制造仿真软件

1.可以搭建包含工业机器人、数控机床、滑轨、传送带等智

能生产线虚拟仿真布局方案。

2.具备碰撞检测、坐标锁定、限位停止等功能，便于优化智

能产线虚拟仿真布局。

（十三）编程和设计工位计算机

1.计算机配置如下

（1）21.5 寸显示器；

（2）处理器：Intel i5 或同等以上处理器；

（3）内存：≥8GB；

（4）硬盘：≥500GB 可用空间；

（5）显卡：独立显卡，显存≥2GB；

（6）系统为 windows10 以上，64 位版本，能流畅使用相关

工程软件。

2.配置两个工位电脑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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