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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中国技能大赛

——全国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技能大赛决赛

汽车装调工（新能源汽车轻量化技术）赛项

竞赛规程

1.项目描述

1.1 技术基本描述

赛项以《中国制造 2025》规划为背景，紧跟国家《汽车产业中长

期发展规划》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的需要，服务新能源汽车产业领域

人才培养的需求，提升新能源汽车企业生产、服务能力，引领职业院

校相关专业人才培养和课程建设，实现以赛促教、以赛促改，推动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对接岗位核心技能培养双师团队，提高职业院校

人才培养质量,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赛项对接纯电动汽车企业先

进技术和行业标准，把真实工作过程、任务和要求融入比赛环节，注

重团队合作，注重德技并修，能全面展示职工（含教师）、学生新能

源汽车轻量化技术的职业综合能力。赛项分为职工组和学生组，要求

一致。

本次竞赛由大赛全国组委会合作企业有偿提供标准底盘、驱动电

机、动力电池及整车控制系统，在此基础上，选手选择轻量化材料、

利用轻量化制造工艺对铝合金、高强度钢或碳纤维进行加工，制作出

防滚架、车身及覆盖件等部件；选择或制作具有轻量化意义的座椅、

转向、制动、行驶、传动、电池防撞箱等部件，通过轻量化结构设计

和加工，基于车架设计连接和固定件，以安装各个总成或装置，最终

制造出可以运行的场地汽车，利用技术方案展示、车辆装配与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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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轻量化效果的测评来综合评判车辆的轻量化水平，以此检验选手

的相关技能。

任务 1.轻量化技术方案设计与展示

选手结合本队的设计、制造、组装、调试过程，围绕在保证安全

的前提下如何实现车辆轻量化，在规定的 25 分钟时间内用视频、图片、

文字的形式做相关内容的陈述，之后 20 分钟时间内回答裁判提出的六

个问题，主要内容包括：

（1）竞赛车辆上哪些部件采用了轻量化设计、结构或工艺；

（2）竞赛车辆的车架、车身采用了哪些轻量化材料；

（3）竞赛车辆所用轻量化材料的加工工艺（含连接工艺）；

（4）所采用的轻量化部件在哪些工况下可以体现轻量化的优势；

（5）如何确保竞赛车辆及电池的安全性。

本赛项主要考核选手新能源汽车轻量化相关知识的掌握和理解，

以及轻量化材料选择、材料加工和产品调试的能力。

任务 2.车辆装配与调试

本任务分车辆解体、零部件间的连接或粘接、关键系统的组装与

调试三部分内容。

选手根据大赛全国组委会提供的任务书，在规定的 210 分钟时间

内，按要求解体车辆；利用现场提供的加工设备，对统一提供的钢材、

铝合金、镁合金、碳纤维进行不同材料的加工和连接；对关键系统和

零部件进行装配与调试。

本任务重点考核选手对汽车常用的轻量化材料的认知程度；对轻

量化材料进行切割、打磨、连接等加工能力；选手正确阅读相关技术

资料，使用各种工量具对车辆进行装调的能力；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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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好的车辆进行简单试验的能力。

任务 3.车辆安全性能测试

任务 2测试合格的车辆可以进行该项测试，主要包括车辆静态检

查（包括绝缘检查）、逃生测试、车辆转向及制动性能测试，分别在

三个场地依次进行。

首先检查车辆在翻车、四周碰撞的情况下能否保护车手的安全；

测试合格的车辆可以进行逃生测试，所有车手按要求身穿赛车服、戴

好安全带和头盔，双手紧握方向盘，在 5秒内成功逃离车辆；逃生测

试合格的参赛队可以进行转向和制动性能测试，要求车辆在进行 8字

环绕两圈后直线加速，在 80 米的距离内加速到不低于 40 公里/小时的

车速，然后紧急制动，车辆须在长 20 米、宽 3 米的赛道内平稳停下。

本任务重点考核选手设计和制作的车辆所具备的科学性、合理性、

安全性，检查车手能否驾驶车辆、车辆能否正常运行。

任务 4.车辆综合性能测试

任务 3 测试合格的车辆可以进行该项测试，车辆综合性能测试分

为排位赛和决赛两个阶段。

排位赛包括自重测量和动态性能测试。动态测试时采用间隔发车

的方式，每辆车在专用的测试赛道上运行约 10 公里，通过测量车辆自

重、运行时间、所耗电量，以及车辆赛后状态检查，来判定车辆的综

合性能。赛道包括平直、坑洼、陡坡、S 弯、路障等。跑完全程的车

辆须进入终检区进行车辆赛后状态评价。该项测试前，需测量车手体

重，根据车手的体重测试结果决定配重质量，使车手的体重+配重=统

一值，配重用沙袋完成，放置在车手座椅的前端并紧挨座椅固定。

根据排位赛成绩，前 20 名的车队进行决赛，决赛采用集体发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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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每辆车在排位赛的赛道上运行约 10 公里，通过统计运行时间进

行评判。

本任务重点考核所制作车辆的动力性、经济性、操控性能，同时

考核车辆在连续高强度运行的情况下车辆结构的可靠性、稳定性和车

辆的续航能力，以此考核选手对车辆进行轻量化设计、加工和装调的

能力。

1.2 基本知识要求

参赛选手需要掌握以下相关知识：

（1）汽车结构设计与制造：新能源汽车的结构和工作原理；新材

料及其加工工艺。

（2）使用轻量化材料进行汽车总成的装配与调试：对铝合金、镁

合金、高强度钢的切割下料工艺；对铝合金、镁合金、高强度钢等典

型材料的连接工艺；汽车能耗管理，新能源汽车动力性、操控性优化

设计。

（3）汽车检测与试验：汽车轻量化设计要求；汽车总成件选用与

调试；汽车动态检测方法；汽车动力性评价指标及其影响因素；汽车

动态性能评价方法等。

1.3 技能要求

参赛选手应该具备以下技术能力：

（1）识图及绘图的技能；

（2）制定车辆装配工艺的技能；

（3）对铝合金、镁合金、高强度钢等典型同种材料之间进行焊接

的技能；

（4）对于碳纤维材料、塑料、金属件等异种材料之间进行连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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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

（5）车辆的装配与调试技能；

（6）汽车结构测量技能；

（7）汽车检测技术操作技能；

（8）汽车试验技术操作技能；

（9）安全驾驶能力；

（10）安全防护能力。

1.4 职业素养与安全要求

参赛选手应严格遵循相关职业素养要求及安全规范，安全文明参

赛，操作规范，工具摆放整齐，着装规范，资料归档完整等；严格防

止因设备、车辆运行造成人身伤害。

2.竞赛题目

2.1 竞赛形式

本赛项由理论知识竞赛和实际操作竞赛两部分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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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知识竞赛的竞赛规程另行制订，本竞赛规程主要对实际操作

竞赛做出技术工作规范。

2.2 命题标准

竞赛项目的命题结合企业职业岗位对新能源汽车轻量化技术相关

人才培养需求，并参照相关国家职业标准及相关技术标准要求制定。

1.相关职业标准

（1）汽车工程运用技术人员国家职业标准（职业编码 2-02-18-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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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汽车装调工国家职业标准（职业编码 6-05-07-01）；

（3）汽车修理工国家职业标准（职业编码 6-06-01-02）；

（4）汽车生产线操作调整工国家职业标准（职业编码 X6-06-01-

04）；

（5）汽车检测员国家职业标准（职业编码 6-26-01-26）；

（6）汽车维修检验员国家职业标准（职业编码 6-26-01-26）。

2.相关技术标准

（1）GB/T18384.1-2015 电动汽车安全要求 第 1 部分：车载可充

电储能系统(REESS)；

（2）GB/T18384.2-2015 电动汽车安全要求 第 2 部分：操作安全

和故障防护；

（3）GB/T18384.3-2015 电动汽车安全要求 第 3 部分：人员触电

防护；

（4）GB/T28382-2012 纯电动乘用车技术条件；

（5）GB/T18385-2005 电动汽车动力性能试验方法；

（6）GB/T18487.1-2015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 第 1部分通用要

求；

（7）GB/T20234.1-2015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 第 1部分

通用要求；

（8）GB/T20234.2-2015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 第 2部分

交流充电接口；

（9）GB/T19596-2017 电动汽车术语

（10）德国新能源汽车高压系统操作技能培训及资质认证标准（D

GUV2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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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命题内容与竞赛时间

根据大赛全国组会技术工作委员会赛前发布的任务书，完成场地

汽车赛前的设计和初步制作，现场根据全国组委会的要求，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轻量化技术方案设计与展示、车辆装配与调试、车辆安全性

能测试、车辆综合性能测试四项任务，竞赛任务设计见表 1。

表 1 竞赛各项任务时长、分值及相应权重

竞赛任务 竞赛内容及时间分配 分值 权重 总时间

任务一

轻量化技术方案设

计与展示

1.技术方案展示

2.关键技术答辩
100 20% 45 分钟

任务二

车辆装配与调试

1.轻量化材料的选择和加工

2.轻量化零部件间的连接（含粘

接）

3.关键系统的装配与调试

100 40%
210 分

钟

任务三

车辆安全性能测试

1.车辆静态检查

2.车辆高压系统绝缘检测

3.逃生测试

4.转向、制动性能测试

100

10%

（含否

决项）

40 分钟

任务四

车辆综合性能测试

1.车辆称重测量

2.动态性能测试

3.可靠性检查

4.追逐赛

100 30% 30 分钟

特别说明：竞赛车辆进入赛场后接受统一管理，原则上直至比赛

结束不允许充电或更换电池。特殊情况由裁判长判定。

3.命题方式

参赛队应根据本规程及车辆设计、制造的任务书完成车辆的赛前

制作；根据赛场提供的竞赛任务书完成相关竞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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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判方式

4.1 评判流程

实操竞赛评分由过程评分、结果评分、违规扣分三部分组成。所

有评分均至少由 2-3 名裁判根据评分细则、共同对选手的操作或作品

进行评分；评分裁判对选手的操作或作品判罚有分歧时，由裁判长裁

决。

任务 1.轻量化技术方案设计与展示

该任务采用过程评分方式，裁判根据选手讲解的效果和回答问题

的质量，根据评分表给出相应的判罚,轻量化技术方案设计与展示主要

评判内容和分值分配见表 2。

表 2 轻量化技术方案设计与展示主要评判内容和分值分配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配分

基本素养 仪态、语言、板书 20

方案展示

文档结构、逻辑、过渡 10

内容的容量、难度、技术水平 20

体现的知识、技能 20

技术答疑 符合度、准确度 30

总计 100 分

任务 2.车辆装配与调试

轻量化零部件间的连接（粘接）：该任务采用过程评分和结果评

分相结合的方式，裁判根据操作过程、现场 5S、轻量化零部件连接后

的外观、尺寸、质量进行综合评判。

关键系统的组装与调试：该任务采用过程评分的方式，如果选手

事前解体的状态不符合要求，则在竞赛时间内继续完成解体，直到满

足要求为止；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完成车辆组装，或者组装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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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无法自主行驶，则该参赛队自动退出后续比赛。车辆装配与调试

主要评判内容和分值分配见表 3。

表 3 车辆装配与调试主要评判内容和分值分配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配分

职业素养

劳动防护

10安全操作

文明生产

轻量化零部件间的加工和连接

（粘接）

美观性 15

连接可靠性 15

工艺合理性 15

关键系统的组装与调试

系统安全性 15

系统可靠性 15

工艺合理性 15

总计 100 分

任务 3.车辆安全性能测试

车辆防滚架安全检查：该任务采用过程评分的方式，如果防滚架

安全检查没有完全通过的，可以在特定的区域内进行改进，但不得动

用焊接设备，更改完成后可以申请复检，复检时间安排在当天所有车

辆初检完成后依次进行；当天竞赛结束时间之前没有完成防滚架安全

检查的，则该参赛队自动退出后续比赛。

高压系统绝缘检查：该任务采用过程评分的方式，如果绝缘检查

没有完全通过的，可以在特定的区域内进行改进，更改完成后可以申

请复检，复检时间安排在当天所有车辆初检完成后依次进行；当天竞

赛结束时间之前没有完成绝缘检查的，则该参赛队自动退出后续比赛。

逃生测试：通过车辆防滚架安全和高压系统绝缘检查的参赛队可

以进行逃生测试。所有驾驶员按要求在 5秒内成功逃离车辆，否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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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驾驶员不合格，每个驾驶员有连续三次测试机会，如果三次测试均

没有通过，则失去参赛资格，如果整个参赛队所有驾驶员均没有获得

驾车资格，则参赛队自动退出后续比赛。

转向和制动性能测试：通过逃生测试的参赛队可以进行该项测试。

整个测试过程中车辆任何部位不得触碰或跃过车道两边放置的锥桶，

否则视为测试不合格，每个参赛队最多三次机会，三次不合格，则参

赛队失去后续比赛资格。

任务 4.车辆综合性能测试

任何参赛队应保证自己车辆运行良好，在车辆运行过程中，由于

配件问题导致竞赛成绩不理想，参赛队自行承担责任；在竞赛过程中

由于“三电”问题，导致车辆中途停赛，参赛队可以对车辆进行维修，

在该赛项所有车队竞赛完成后，可安排重赛，每个车队仅有一次重赛

机会，重赛依然没有完成的视为退赛；竞赛过程中，出现车辆机械损

坏、亏电、倾覆等造成车辆无法自主行驶的，视为退出比赛；在竞赛

过程中由于其他慢车、坏车影响参赛队通行速度的，不安排补时或重

赛；在竞赛过程中有违规驾驶行为，执行罚分处理；该项测试中所有

动态测试退赛的，仅计自重测量成绩。

排位赛分值分配见表 4，分数按照下列公式进行计算。

表 4 排位赛主要评判内容及分值分配表

一级指标 配分

车辆自重检查 30

加速能力测试 30

能耗测试 30

可靠性检查 10

车辆自重检查：根据某参赛队车辆自重 A、所有车辆中最小自重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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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最大自重 C，按照“30×（C-A）/（C-B）”的公式计算减重所得成

绩；

加速能力测试：根据某参赛队跑完全程所需时间 D、所有参赛队

中最短用时 E 和最长用时 F，按照“30×（F-D）/（F-E）”的公式计

算竞速所得成绩；

能耗测试：根据某参赛队跑完全程所耗电量 G、所有参赛队中最

少耗电 H和最多耗电 I，按照“30×（I-G）/（I-H）”的公式计算节

能所得成绩；

可靠性检查：裁判根据车检表内容进行评判，该检查内容满分 10

分。

选手竞赛中有下列情形者将予以扣分：

（1）在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中，因操作不当导致人身或设备安全

事故，按评分表扣分，情况严重者（例如选手受伤出血、灼伤、设备

无法正常使用等）取消比赛资格。

（2）竞赛过程中存在污染赛场环境等不符合职业规范的行为，视

情节扣分。

（3）在竞赛期间，参赛选手有不服从裁判、扰乱赛场秩序等行为

情节严重的，取消参赛队当场评奖资格；有作弊行为的，取消参赛队

评奖资格；裁判宣布竞赛时间到，选手仍强行操作的，取消参赛队奖

项评比资格。

（4）在动态竞赛过程中，如果选手驾驶的车辆在运行过程中出现

以下违规事件，则进行必要的处罚：

1）未按发车秩序安排发车的，扣 10 分。

2）赛道外上电行驶的，每次扣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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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车步行时没有携带灭火器的，扣 10 分。

4）黄旗下超车的，每次扣 10 分。

5）离开赛道未到指定位置的，扣 10 分。

6）不正确使用护目镜的，每次扣 10 分。

7）攻击性驾驶行为（恶意阻挡、别车、冲撞等）的，每次扣 30

分。

8）示意黑旗未停止的，每次扣 20 分。

9）在赛道上电池电量耗尽，取消单项竞赛成绩。

10）在赛道上更换电池或维修车辆，取消所有竞赛成绩。

说明：以上处罚从排位赛成绩中扣除，扣完为止。

决赛成绩计算方法：根据某参赛队跑完全程所需时间 J、所有参

赛队中最短用时 K 和最长用时 L，按照“100×（L-J）/（L-K）”的

公式计算竞速所得成绩；

车辆综合性能测试总成绩权重分配见表 5，未参加决赛的决赛成

绩按照 0分计算。

表 5 车辆综合性能测试总成绩权重分配表

一级指标 比重

排位赛 70%

决赛 30%

4.2 评判方法

4.2.1 采用过程评分的任务，将根据工具、量具、仪器的选择和

使用、操作步骤、操作方法、操作规范性、操作结果等诸方面进行评

分。

4.2.2 采用结果评分的任务，按照车辆结构设计的合理性、与竞

赛要求的合规性、典型材料的连接质量、车辆动态测试的各项表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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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评定。

4.2.3 测量方法规范、统一、标准，保证对所有选手一致。

4.3 评判设备要求

评判设备配置清单详见表 6。

表 6 现场评判所需评判设备

序号 赛项任务 名称 数量

1 任务一 电脑、投影仪 6+1

2

任务三

卡尺、钢板尺、卷尺 30

3 超声波测厚仪 30

4 绝缘电阻测试仪 30

5 计时器、影像记录仪 5

6 锥桶 300

7 影像记录仪 3

8 信号旗（红、黄、绿、黑、方格） 3

9

任务四

地磅 2

10 耗电量测试仪 10

11 带身份识别的计时系统 100

12 监控摄像系统 1

13 成绩统计系统 1

14 LED 大屏幕 1

15 沙袋 100

16 电子称重仪 5

17 隔离带 若干

18 减速带 若干

19 信号旗（红、黄、绿、黑、方格） 20

4.4 成绩复核

为保障成绩评判的准确性，监督仲裁组将对赛项总成绩排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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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的所有参赛选手的成绩进行复核；对其余成绩进行抽检复核，抽检

覆盖率不得低于 15%。如发现成绩错误以书面方式及时告知裁判长，

由裁判长更正成绩并签字确认。复核、抽检错误率超过 5%的，裁判组

将对所有成绩进行复核。

4.5 最终成绩

赛项最终得分按 100 分制计分。最终成绩经复核无误，由裁判长、

监督组长签字确认后公布。实际操作竞赛全部结束后 24 小时内公布最

终成绩。

4.6 成绩排序和奖项设定

4.6.1 名次排序方法

比赛成绩按照总得分从高到低排列，竞赛成绩相同时，按照任务

二成绩排序；如果任务二成绩也相同，按照任务四成绩排序；如果任

务四成绩也相同，按照任务三成绩排序。

4.6.2 奖项设定

奖项设定遵照人社部函〔2019〕41 号文相关规定。

5.大赛基础设施

5.1 竞赛平台要求

新能源汽车轻量化技术竞赛技术平台应满足汽车使用技术规范、

安全性和成本控制等条件，选手根据提供的部分系统总成、零部件或

具体制作技术要求，综合运用多种轻量化材料及加工工艺，在限定条

件的合理范围内制造出结构合理、运行性能满足竞赛要求的轻量化纯

电动新能源单座场地汽车。

本次竞赛采用的竞赛平台示意图见图1，所有设计和制作应以此为

基础，大赛合作企业应该在此基础上设计出标准底盘（图中蓝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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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CAD图纸，编写出所有提供备选件的明细和技术参数，经技术工作委

员会审核后进行试制，验收通过后方可确定最终的技术文本。

本次竞赛由大赛合作企业提供标准底盘及各种备选部件，选手赛

前制作连接件、防滚架、车身及底盘覆盖件，将所有部件合理装配成

一个可以运行的车辆，完成相关竞赛项目。

图 1 新能源汽车轻量化技术竞赛技术平台示意图（覆盖件未全）

竞赛车辆必须能够承载一名身高180cm、体重100kg的车手，并可

以应对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碰撞、翻滚；能够在包括凹坑、陡坡、

石块、滚木、湿滑等路面上行驶。

整车驱动电池输出电压（标称）不得超过直流 60V，控制系统工

作电压为直流 12V；动力系统必须保证足够安全，要求与底盘及任何

导电部件彻底绝缘隔离。

5.2 竞赛平台配置清单

轻量化小车的主要部件要求参赛队严格按照技术平台中指定配置



16

清单进行采购，不得进行改装、替换，详见表 7；部分部件由大赛合

作企业提供可选范围，参赛队根据需要进行选择购置，不得选用指定

范围之外的部件，详见表 8。
表 7 技术平台中指定配置清单

序号 名称 主要技术参数

1 电池及管理系统

一、动力电池总成参数

1.标称电压：60V

2.额定电流：80A

3.额定功率：3kW

4.标称电量：1.924kWh

5.电池箱箱体的防水等级≥IP67，箱体防火等级为

UL94V-0,耐高温为 115℃的绝缘材料

6.电池组装载维修开关与正负极继电器

7.持续最大放电倍率不小于 3C

8.瞬间最大放电倍率不小于 6C

二、电池单体参数

1.额定容量：20Ah

2.额定电压：3.2V

3.持续最大放电倍率：3C

4.瞬间最大放电倍率：6C

三、BMS 参数

1.实时监测电池单体的电压，异常则停止工作

2.实时监测电池单体的温度，异常则停止工作

3.实时监测电池箱内烟雾状态，并及时报警

4.实时显示 SOC 数值

5.绝缘阻值：正极与壳体绝缘阻值＞100Ω/V

注意：具体制作技术要求见后文。

2 电机及控制系统

一、电机

1.额定电压：60V

2.额定功率：3kW

3.额定转速：3000r/min

4.额定扭矩：9.5Nm

5.额定电流：80A

6.防护等级：IP67

二、控制器

1.额定电压：60V

2.额定电流：80A

3.额定功率：3kW

4.转换效率：98％

5.冷却方式：自然冷却

6.与外界通讯方式：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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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工作温度：-20～55℃

3 车辆控制系统

主要配件包括加速踏板、制动开关、灯光组合开关、

前照灯、前/后转向灯、后制动灯、后倒车灯、喇叭、低

压保险盒、档位开关、点火开关、显示仪表、低压蓄电

池、全车低压线束、全车低压线束接插件、电流传感器、

分流器、剩余电量表、电机控制继电器、放电电阻，主

要功能如下：

1.车辆点火开关控制

2.动力电池上、下电控制

3.车辆行驶方向（前进、倒退）控制

4.车辆速度和功率控制

5.CAN 总线数据通信控制

6.车辆充电控制

7.车辆 DC-DC 变换器控制

8.耗电量显示

9.远程数据传输

4 标准底盘框架
1.用强度不低于 6063 无缝铝合金管件焊接而成

2.尺寸、重量、结构符合组委会要求

5 轮胎 10 英寸，场地赛车专用

6 安全带 至少 5点式安全带

表 8 技术平台可选配置清单

序号 名称 技术参数

1 行驶系统部件

1.轮辋和轮胎相匹配，并且前后一致

2.提供纯钢、铝合金、碳纤维三种材质的轮辋供院校选

择

3.前后悬架均为不等长双横臂式

2 转向系统部件

1.转弯半径≤3米

2.提供骨架为纯钢、铝合金、碳纤维三种材质的方向盘

供院校选择

3.提供外壳为纯钢、铝合金、碳纤维三种材质的方向机

供院校选择

3 制动系统部件

1.采用双主缸设计

2.对置双活塞卡钳

3.采用固定盘式制动

4 传动系统部件

1.提供壳体为纯钢、铝合金两种材质的、带差速器的减

速器供院校选择

2.减速器采用单级减速，变速比不小于 12:1

5 座椅 提供赛车座椅、普通汽车座椅、碳纤维座椅供院校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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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防滚架材料

以 4130 为基准，主要构件用管材为∮25×1.6，次要构

件管材为∮20×1.2；提供 4130、SAPH440、DP980、CP780、

TWIP780 等钢材供参赛队选择

7 碳纤维板

1.厚度：1.5-3 毫米

2.材料：预浸料

3.弯曲载荷大于 12000N

8 千斤顶 赛车用千斤顶，可以快速举升车辆

5.3 赛场提供的仪器和设备
表 9 现场需要提供的仪器和设备

序号 赛项任务 名称 数量

1 任务一 电脑、投影仪 7+1

2 任务二 工作台、夹具 30+3

5.4 选手自带的仪器和设备

选手自带车辆到现场完成系列竞赛；自带个人安全防护装备（包

括焊接任务与道路测试任务所需安全穿戴装备）；自带移动车辆和重

型物件需要的推车，见表 10。
表 10 选手自带的仪器和设备

序号 名称

1 通用工具及自制工具等

2 赛车用千斤顶、马凳

6.大赛竞赛流程

6.1 场次安排

本赛项竞赛时间 5天，其中正式比赛日 3天，其竞赛日程安排详

见表 11。
表 11 赛事时间安排表

日期 时间 内 容 备注

实际操 08:00-12:00
轻量化技术方案设计与展示（1）

车辆装配与调试（1）
两个相邻的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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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竞赛

第 1天

同时进行，抽签

决定顺序13:00-17:00

轻量化技术方案设计与展示（2）

车辆装配与调试（2）

车辆安全性能测试（1）

实际操

作竞赛

第 2天

08:00-12:00

轻量化技术方案设计与展示（3）

车辆装配与调试（3）

车辆安全性能测试（2）
两个相邻的场地

同时进行，抽签

决定顺序
13:00-17:00

轻量化技术方案设计与展示（4）

车辆安全性能测试（3）

实际操

作竞赛

第 3天

08:00-12:00 车辆综合性能测试（1） 抽签决定顺序，

间歇发车13:00-17:00 车辆综合性能测试（2）

注：竞赛日程安排，以比赛实际为准。

6.2 场次和工位抽签

竞赛前，由技术工作委员会统筹考虑参赛人数和设备台套数，确

定竞赛场次，工位或出场顺序抽签在赛前 30 分钟进行。

6.3 日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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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裁判员条件和工作内容

7.1 裁判长

赛场实行裁判长负责制，全面负责本赛项的竞赛执裁工作。裁判

长和副裁判长由全国组委会技术工作委员会通过遴选审核确定。

7.2 裁判员的条件和组成

7.2.1 裁判员须符合裁判员工作管理规范，赛前由技术工作委员

会统一组织裁判员培训。决赛参加执裁的裁判员由大赛执委会抽取和

推荐。被抽取或推荐的裁判员在大赛前可申请不参加裁判工作并放弃

相应权利。一旦确认担任裁判员工作后，比赛中途不得更换人选。若

裁判员不能满足裁判等技术工作需要，由裁判长按照大赛全国组委会

相关要求处理。



20

7.2.2 裁判员应服从裁判长的管理，裁判员的工作由裁判长指派

或抽签决定。在工作时间内，裁判员不得徇私舞弊、无故迟到、早退、

中途离开工作地或放弃工作，否则将视其影响程度进行相应处理，直

至取消裁判员资格并记录在案。

7.2.3 裁判员按工作需要，由裁判长将其分成加密裁判组、现场

裁判组、结果评分组等若干小组开展工作。其中加密裁判组 2人/组，

轻量化技术方案设计与展示任务评判 5人/组，车辆装配与调试任务 3

人/组，车辆安全性能检查 3 人/组。车辆综合性能测试与附加赛供需

裁判 30 人。各小组在裁判长的统一安排下开展相应工作。

7.3 裁判员的工作内容

7.3.1 裁判员赛前培训

裁判员需在赛前参加裁判工作培训，掌握与执裁工作相关的大赛

制度要求和赛项竞赛规则，具体包括：竞赛技术规则、竞赛技术平台、

评分方式、评分标准、成绩管理流程、安全注意事项和安全应急预案

等。

7.3.2裁判员分组

在裁判长的安排下，对裁判员进行分组，并明确组内人员分工及

工作职责、工作流程和工作要求等。

7.3.3赛前准备

裁判执裁前对赛场设备设施的规范性、完整性和安全性进行检查，

做好执裁的准备工作。

7.3.4现场执裁

现场裁判负责引导选手在赛位或等候区域等待竞赛指令。期间，

现场裁判需向选手宣读竞赛须知，提醒选手遵照安全规定和操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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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竞赛。竞赛过程中，裁判员不得单独接近选手，除非选手举手示

意裁判长解决竞赛中出现的问题，或选手出现严重违规行为，裁判员

无权解释竞赛试题内容。竞赛中现场裁判需严格赛场纪律，维护赛场

秩序，对有违规行为的选手提出警告，对严重违规选手，应按竞赛规

程予以停赛或取消竞赛资格等处理，并记录在《赛场情况记录表》。

在具有危险性的作业环节，裁判员要严防选手出现错误操作。现场裁

判适时提醒选手竞赛剩余时间，到竞赛结束时，选手仍未停止作业，

现场裁判在确保安全前提下有权强制终止选手作业。加密裁判和现场

裁判负责检查选手携带的物品，违规物品一律清出赛场。竞赛结束后

裁判员要命令选手停止竞赛，监督选手提交成果、图纸、电子存储设

备、草稿纸等一切竞赛文件。竞赛换场期间，现场裁判须做好选手的

隔离工作。

7.3.5竞赛作品加密和解密

加密由加密裁判员负责；评分结果得出后，加密裁判在监督人员

监督下对加密结果进行解密，并形成最终成绩单。

7.3.6竞赛材料和作品管理

现场裁判须在规定时间发放赛题等竞赛材料，于赛后回收、密封

所有竞赛作品和资料并将其交给承办单位就地保存。

7.3.7成绩复核及数据录入、统计

如在成绩复核中发现错误，裁判长须会同相关裁判更正成绩并签

字确认。

7.4 裁判员在评判工作中的任务

值场裁判根据裁判长的安排，在竞赛过程中进行执裁，根据参赛

选手的现场表现，依据赛题要求、评分细则完成过程记录和评分，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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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记录评分表并签字确认；结果评分裁判根据参赛选手提交的竞赛成

果，依据评分细则进行评分；统分裁判负责在监督人员监督下完成统

分工作，统分表须由统分裁判、裁判长、监督仲裁组成员共同签字确

认。各模块统分结束后，统分裁判在监督仲裁人员监督下完成汇总计

分工作，填写成绩汇总表。在正式公布竞赛成绩之前，任何人员不得

泄露评分结果。

7.5 裁判员在评判中的纪律和要求

7.5.1 裁判员必须服从竞赛规则要求，认真履行相关工作职责。

裁判员在工作期间不得使用手机、照相机、录像机等通信和数据存储

设备。在竞赛、评分过程中，不得拍照赛题、图纸、竞赛作品。

7.5.2 监督仲裁人员不得干扰裁判人员工作，对于执裁评分的质

疑应向裁判长提出，并由裁判长视相关问题做出解释和解决。

7.5.3 现场裁判应及时响应参赛选手提出的问题和合理要求。

7.5.4 现场裁判发现选手不当操作可能产生安全问题，应及时提

醒，并做好记录。

7.5.5 现场裁判不得在竞赛选手附近评论或讨论任何问题。

7.5.6 职业素养评判时不得相互讨论，不得引导他人判断。

7.5.7 裁判长有权对评判不当造成不良影响等情况的裁判人员做

出终止其裁判工作的处理。

8.选手的条件和工作内容

8.1 选手的条件和要求

凡从事相关专业或职业的企业职工、院校教师、职业院校（含技

工院校）在籍学生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比赛。参赛队应自带竞赛用车辆，

否则仅限参加任务一及部分任务二内容，参加具体报名通知另行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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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选手的工作内容

8.2.1 熟悉场地和设备

（1）赛前安排各参赛队选手统一有序的熟悉竞赛场地和设备，允

许接触设备，但不允许拆装设备、不允许修改软件、设备参数等。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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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熟悉场地时不发表没有根据以及有损大赛整体形象的言论。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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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2 检录时选手抽签确定赛位。

8.2.3 竞赛过程中，选手应遵守竞赛纪律，服从赛场规范，按照

赛题要求完成竞赛。选手在竞赛结束前应对场地、设备进行 5S 处理；

竞赛过程中需要用电的设备，须关闭电源。

8.2.4 竞赛结束时，选手须按照裁判员要求停止操作，并提交作

品。

8.3 赛场纪律

8.3.1 选手在竞赛期间不得携带、使用手机、照相机、录像机等

通讯设备，不得携带非大赛提供的电子存储设备、资料。

8.3.2 比赛期间，选手有问题应及时向裁判员反映；选手正常比

赛时，裁判员不得主动接近或干涉选手；若选手需要技术支持，裁判

员应及时通知相关人员前来解决；若需作出判决，则应报告裁判长，

由裁判长决定。

8.3.3 竞赛结束铃声响起以后，选手应立即停止操作。选手应及

时把作品、赛题、图纸、电子存储设备、草稿纸等所有相关文件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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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现场裁判，并确认。由加密裁判做好加密和保存工作；最终统一提

交给裁判长。

8.3.4 未经裁判长允许，不得延长竞赛时间。

8.3.5 未经裁判长允许，竞赛结束后，选手不能离开赛场。

8.3.6 参赛选手不得损坏竞赛设备和影响下一场竞赛的行为。

8.3.7 参赛选手如果违反前述相关规定和全国组委会印发的竞赛

技术规则，视违规程度，受到“总分扣除 10-20 分、不得进入前 8 名、

取消竞赛资格”等不同处罚。

8.3.8 选手文明参赛要求

（1）竞赛现场提供竞赛设备、计算机及相关软件、相关技术资料、

工具、仪器等，选手不得自带任何纸质资料和存储工具，如出现严重

的违规、违纪、舞弊等现象，经裁判组裁定取消竞赛成绩。

（2）参赛队的竞赛场次和工位号采取抽签的方式确定，竞赛场次

签在赛前领队会上抽取，工位签在赛前检录时抽取。

（3）参赛队按照参赛场次进入竞赛场地，利用现场提供的所有条

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竞赛任务。

（4）操作技能竞赛，参赛选手在赛前 60 分钟（以竞赛日程为准），

凭参赛证和身份证进入赛场检录。检录工作由检录裁判负责，检录后

进行工位抽签。

（5）工位抽签工作由加密裁判负责，选手工位抽签后，选手参赛

证更换成参赛工位号，选手在竞赛工位抽签记录表上签字确认后，凭

参赛工位号统一进入竞赛工位准备竞赛。竞赛场次和竞赛工位号抽签

确定后，选手不准随意调换。

（6）工位抽签后，由裁判长进行安全教育，确认现场条件，赛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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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钟领取赛题，裁判长宣布竞赛开始后才可开始操作。

（7）竞赛过程中，选手若需休息、进食、饮水或去洗手间，一律

计算在竞赛时间内。

（8）竞赛过程中，参赛选手须严格遵守相关安全操作规程，禁止

不安全操作和野蛮操作,确保人身及设备安全，并接受裁判员的监督和

警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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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处理决定（最高至终

止竞赛），并由裁判长上报大赛监督仲裁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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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延时处理或重赛，并由裁

判长上报大赛监督仲裁组。

（9）如果选手提前结束竞赛，应报现场裁判员批准，竞赛终止时

间由裁判员记录在案，选手提前结束竞赛后不得再进行任何竞赛相关

工作。选手提前结束竞赛后，需原地等待，不得离开赛场，直至本场

竞赛结束。

（10）裁判长在竞赛结束前 15 分钟对选手做出提示。裁判长宣布

竞赛结束后，选手应立即停止操作。

（11）竞赛结束后，由现场裁判员和选手检查确认提交的内容，

现场裁判员当选手面封装上交赛件作品，选手在收件表上确认，现场

裁判员签字确认。

（12）竞赛结束前，选手应立即清理现场，包括设备及周边卫生

并恢复设备原始状态等。经现场裁判员和现场工作人员确认后方可离

开工位。经裁判长统一确认后，选手统一离开赛场。

（13）为保证大赛的公平、公正，加密裁判将对选手上交的文档

和作品进行加密，然后交给评分裁判进行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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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参赛选手在焊接、连接过程中，必须带安全帽（女选手长

发不得外露），穿工作服、防砸防刺穿劳保工作鞋，佩戴护目镜。

（15）参赛选手在竞赛过程中，要求操作安全规范，工具、量具

等摆放整齐。

（16）选手离开竞赛场地时，不得将草稿纸等与竞赛相关的物品

带离竞赛现场，同时也不得将赛场提供的其他物品带离赛场。

（17）各类赛务人员必须统一佩戴由大赛全国组委会签发的相关

证件，着装整齐。

（18）除现场裁判员和参赛选手外，其他人员不得进入比赛区域。

9.竞赛场地要求

9.1 场地面积要求
表 12 场地及工位要求

序号 赛项名称 工位面积 工位数 赛项面积 备注

1
任务一：轻量化技术方案设

计与展示
20 平米 7 280 平米 含通道

2 任务二：车辆的装配与调试 50 平米 30 3000 平米 含通道

3

任务三：车辆安全性能测试

（车辆的静态检查）
25 平米 3 150 平米 含通道

任务三：车辆安全性能测试

（逃生测试）
25 平米 3 150 平米 含通道

任务三：车辆安全性能测试

（转向、制动性能测试）
20×100=2000 平米 铺装路面

4 任务四：车辆综合性能测试 8×800=6400 平米（赛道面积） 环形赛道

注意：任务一、二在可封闭的室内场地进行；任务三、四在可封

闭的室外场地进行。赛场要为选手留有集合准备的室内空间，要为裁

判员留有执裁空间；赛场必须备有通风设备，保证赛场内空气流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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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

9.2 场地照明要求

竞赛场地照明应充足、柔和。

9.3 场地消防和逃生要求

赛场必须留有安全通道。竞赛前必须明确告诉选手和裁判员安全

通道和安全门位置。赛场必须配备灭火设备，并置于显著位置。赛场

组织人员要做好竞赛安全、健康和公共卫生及突发事件预防与应急处

理等工作。

10.竞赛安全要求

10.1 选手安全防护措施要求

选手安全防护措施要求见表 13。
表 13 选手安全防护装备

防护项目 图示 说明

护目镜
1.防溅入

2.带近视镜也必须佩戴

焊接防护服
1.防溅入

2.防止烫伤

绝缘鞋

1.防滑、防砸、防穿刺、绝缘

2.试车队员不得穿此绝缘鞋，应穿着适合驾

驶操作的鞋靴

安全帽

1.用来保护头顶的钢制或类似原料制的浅

圆顶帽子，防止冲击物伤害头部

2.比赛全程选手必须佩带安全帽

工作服

1.必须是长裤

2.防护服必须紧身不松垮，达到三紧要求

3.操作机床时不允许戴手套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8%BD%E5%AD%90/995404


28

头盔

1.试车队员佩戴

2.保护头部与脖颈的安全并且不会造成二

次损伤

颈托

1.试车队员佩戴

2.保护头部与脖颈的安全并且不会造成二

次损伤

赛车服
1.试车队员穿着

2.确保绝缘、阻燃

大赛时，裁判员对违反安全与健康条例、违反操作规程的选手和

现象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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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不允许进入竞赛现场、罚去安全分、停止实操、取消竞赛资格等不

同程度的惩罚。选手防护装备佩带要求见表 14。
表 14 选手防护装备佩带要求

时段 要求 备注

焊接操作时

综合性能动态

测试试车操作

10.2 有毒有害物品的管理和限制

选手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见表 15。
表 15 选手禁带的物品

有害物品 图示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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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锈清洗剂

禁止携带

酒精、汽油
严禁携带

有毒有害物
严禁携带

期间产生的废料必须分类收集和回收。

10.3 医疗设备和措施

赛场必须配备医护人员和必须的药品。

11.竞赛须知

11.1 参赛队须知

11.1.1 参赛队名称统一使用规定的地区代表队名称，不使用学校

或其他组织、团体名称。本赛项为团体赛，每支参赛队由 3 名选手组

成，其分工自行决定。

11.1.2 参赛队员在报名获得审核确认后，原则上不再更换，如筹

备过程中，队员因故不能参赛，须由各省人社行政部门于相应赛项开

赛 10 个工作日之前出具书面说明并按相关规定补充人员并接受审核。

11.1.3 参赛队按照大赛赛程安排，凭大赛全国组委会颁发的参赛

证，以及工作证、学生证、身份证等参加竞赛及相关活动。

11.1.4 各参赛队按竞赛全国组委会统一安排参加竞赛前熟悉场

地环境的活动，未按时参加视同放弃熟悉场地。

11.1.5 各参赛队按全国组委会统一要求，准时参加赛前领队会。

11.1.6 各参赛队在竞赛期间要注意饮食卫生，防止食物中毒。

11.1.7 各参赛队在竞赛期间，应保证所有人员的安全，防止交通

事故和其它意外事故的发生，为领队、教练（指导教师）和参赛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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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人身意外保险。

11.1.8 选手的穿戴装备、车辆、工具等不得出现参赛单位等信息，

否则将受到不允许进入竞赛现场、罚去安全分、停止实操、取消竞赛

资格等不同程度的惩罚。

11.1.9 各参赛队要发扬良好道德风尚，听从指挥，服从裁判，不

弄虚作假。

11.2 教练（指导教师）须知

11.2.1 一支参赛队只能配备一名教练（指导教师），一名教练（指

导教师）可指导多名选手。教练经报名、审核后确定，一经确定不得

更换，如需更换，须由各省人社行政部门于相应赛项开赛 10 个工作日

之前出具书面说明并按相关规定补充人员并接受审核。如发现弄虚作

假者，取消评定优秀教练（指导教师）资格。

11.2.2 对申诉的仲裁结果，领队和教练（指导教师）应带头服从

和执行，还应说服选手服从和执行。凡恶意申诉，一经查实，全国组

委会将追查相关人员责任。

11.2.3 教练（指导教师）应认真研究和掌握本赛项竞赛的技术规

则和赛场要求，指导选手做好赛前的一切准备工作。

11.2.4 领队和教练（指导教师）应在赛后做好技术总结和工作总

结。

11.3 参赛选手须知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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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否则以弃权处理。

11.3.2 参赛选手在赛前熟悉竞赛设备和竞赛时间内，应该严格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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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竞赛设备工艺守则和竞赛设备安全操作规程，杜绝出现安全事故。

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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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4 参赛选手应严格按竞赛流程进行竞赛。

11.3.5 参赛选手必须持本人身份证、并佩戴全国组委会签发的参

赛证件，按竞赛规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场地参赛。

11.3.6 选手需要严格遵守比赛时间限制，按照裁判长指令开始、

结束竞赛。

11.3.7 参赛选手须在赛前 60 分钟到达赛场进行检录、抽取赛位

号，在赛前 30 分钟统一入场，进行赛前准备，等候比赛开始指令。正

式竞赛开始尚未检录的选手，不得参加竞赛。已检录入场的参赛选手

未经允许，不得擅自离开。

11.3.8 参赛选手按规定进入竞赛工位，在现场工作人员引导下，

进行赛前准备，检查并确认竞赛设备、竞赛工位计算机、配套的工量

刃具、相关软件等，并签字确认。

11.3.9 裁判长宣布比赛开始，参赛选手方可进行竞赛操作。

11.3.10 参赛选手必须及时备份竞赛中自己的竞赛数据，防止意

外断电及其它情况造成程序或资料的丢失。并将全部数据文件存储至

计算机指定盘符下，不按要求存储数据，导致数据丢失者，责任自负。

11.3.11 竞赛过程中，选手若需休息、进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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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2 竞赛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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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警示，若因选手个人因素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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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身安全事故和设备故障，不予延时，情节严重者，由裁判长视具

体情况作出处理决定（最高至终止比赛）并由裁判长上报大赛监督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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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3 参赛选手在竞赛过程中不得擅自离开赛场，如有特殊情

况，需经裁判员同意后，特殊处理。

11.3.14 参赛选手在竞赛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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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5 参赛选手在操作竞赛过程中须穿戴与实操任务相匹配的

防护装备，包括戴安全帽（女选手长发不得外露）、穿工作服、防砸

防刺穿劳保工作鞋、护目镜，赛车服、安全头盔等。

11.3.16 裁判长在比赛结束前 15 分钟对选手做出提示。裁判长宣

布比赛结束后，选手应立即停止竞赛操作，现场裁判员监督竞赛设备

的停止，在规定时间内必须把竞赛作品、赛题、图纸、草稿纸等所有

相关内容上交至现场裁判员，或者按照裁判要求将车辆停放至指定位

置，如选手未按规定执行，裁判有权终止比赛，要求选手至指定位置。

11.3.18 比赛结束后，经现场裁判员和现场工作人员确认后离开

工位。经裁判长统一确认后，选手统一离开赛场。

11.3.19 参赛选手在竞赛期间未经全国组委会的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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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工作人员须知

11.4.1 工作人员必须服从赛项全国组委会统一指挥，佩戴工作人

员标识，认真履行职责，做好竞赛服务工作。



33

11.4.2 工作人员按照分工准时上岗，不得擅自离岗，应认真履行

各自的工作职责，保证竞赛工作的顺利进行。

11.4.3 工作人员应在规定的区域内工作，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进

入竞赛场地。如需进场，需经过裁判长同意，核准证件，有裁判跟随

入场。

11.4.4 如遇突发事件，须及时向裁判员报告，同时做好疏导工作，

避免重大事故发生。

11.4.5 竞赛期间，工作人员不得干涉及个人工作职责之外的事

宜，不得利用工作之便，弄虚作假、徇私舞弊。如有上述现象或因工

作不负责任的情况，造成竞赛程序无法继续进行，由赛项全国组委会

视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或停止工作，并通知其所在单位做出相应

处理。

11.4.6 各类赛务人员必须统一佩戴由大赛全国组委会签发的相

关证件，着装整齐。

11.4.7 除现场裁判员和参赛选手外，其他人员不得进入竞赛区

域。赛场安全员、设备和软件技术支持人员、工作人员必须在指定区

域等待，未经裁判长允许不得进入竞赛区域，候场选手不得进入赛场。

11.5 裁判员须知

11.5.1 裁判员须佩带裁判员标识上岗。执裁期间，统一着装，举

止文明礼貌，接受参赛人员的监督。

11.5.2 严守竞赛纪律，执行竞赛规则，服从赛项全国组委会和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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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3 裁判员的工作分为加密裁判、现场执裁、评判裁判等。

11.5.4 裁判员在工作期间严禁使用各种器材进行摄像或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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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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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操作。

11.5.6 竞赛中所有裁判员不得影响选手正常竞赛。

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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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及时向裁判长汇报。

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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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9 严格执行竞赛项目评分标准，做到公平、公正、真实、准

确，杜绝随意打分；严禁利用工作之便，弄虚作假、徇私舞弊。

1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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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11 裁判员必须参加赛前培训，否则取消竞赛裁判资格。

11.5.12 竞赛过程中如出现问题或异议，服从裁判长的裁决。

1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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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赛项全国组委会视情节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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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申诉与仲裁

本赛项在竞赛过程中若出现有失公正或有关人员违规等现象，各

省级代表队领队可在当日竞赛结束后 2 小时之内向监督仲裁组提出书

面申诉。大赛全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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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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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开放现场的要求

13.1 对于公众开放的要求

赛场开放，公众可在赛场开放区域自由观摩，但不能妨碍选手比

赛，不得进入竞赛区域。

13.2 关于赞助商和宣传的要求

经大赛全国组委会允许的赞助商和负责宣传的媒体记者，按竞赛

规则的要求进入赛场相关区域。上述相关人员不得妨碍、干扰选手竞

赛，不得有任何影响竞赛公平、公正的行为。

14.绿色环保

14.1 环境保护

全国大赛应注重环境保护，绝不允许破坏环境。

14.2 循环利用

全国大赛期间产生的废料必须分类收集和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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