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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描述 

（一）项目概要 

本项目考核汽车维修企业汽车机电维修岗位的职业能

力。汽车维修技术人员一般会受雇于一家品牌汽车服务4S店

或综合维修厂，要求能快速准确地诊断故障并完成维修工

作。汽车维修技术人员的主要工作为检测、诊断、维护、修

理及更换零部件。汽车技术项目选手应能掌握应用汽车机

械、电气、电控以及各系统集成的知识，具有对各种车型熟

练操作的技能，并具有良好的体能和心理素质。 

（二）基本知识与能力要求 

本项目以全国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赛汽车技术项目的

知识能力要求为依据。汽车维修技术人员应该具备良好的职

业技能和职业素养，熟练掌握和应用汽车构造和工作原理、

电气电控系统以及各系统集成的知识，具备多种车型机械部

件维护和检修、电气电控系统维护和检修、综合故障诊断与

排除等专业能力，并具备工作组织和管理、沟通和交流、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项目不设单独的理论考试，有关技能的知识和理解将

通过选手的技能表现予以考核。 

本项目选手理论知识、工作能力的要求以及各项要求的

权重比例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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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竞赛能力要求 

相关要求 
权重比例

（%） 

1 工作组织和管理 

10 

基本知识 

- 所有设备的功能、使用、保养以及安全事项 

- 所用材料和化学品的用途、使用、保管以及潜在风险 

- 相关操作的危险，及其产生的原因和预防措施 

- 可用的时间以及任务工作量 

- 工作计划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 任何时间都应遵守健康和安全标准 

- 遵守环保规定，保持工作环境整洁 

工作能力 

- 准备并保持工作台安全、整洁和高效 

- 准备好个人健康和安全相关的工作 

- 计划、准备并按时完成各项任务 

- 计划好工作，高效实施 

- 遵循厂家要求选择使用设备和材料 

- 遵循厂家要求清洁、储存和检查设备和材料 

- 遵循有关环保、设备和材料的健康和安全标准 

- 将工作场地和车辆恢复到良好的状态和条件 

2 沟通和交流 

10 

基本知识 

- 相关的纸质或电子形式技术文件及其内容 

- 与技能有关的专业术语 

- 以口头、书写或电子形式汇报交流的规范 

- 测量仪器输出结果和含义 

- 客户服务和沟通的规范 

工作能力 

- 从各种形式的维修资料中读取技术数据和相关说明 

- 以规范的书写或电子的方式进行记录 

- 以口头、书写或电子的方式沟通，确保清晰、高效 

- 使用规范的沟通技巧 

- 填写报告单，对出现的事件和问题做出回应 

- 直接或间接地对客户的需求做出回应 

3 机械和电气系统 

25 

基本知识 

- 发动机机械系统 

- 火花点火式和压燃式发动机管理系统 

- 混动/电动车辆系统 

- 进气增压和排气系统 

- 车身电气和电子系统 

- 制动和稳定控制系统 

- 悬架和转向系统 

- 传动系统 

- 采暖通风和空调系统 

- 安全气囊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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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载电子产品（娱乐系统） 

- 各个系统之间的关联性及相互影响 

- 各个系统之间信息的联通 

工作能力 
- 使用测试仪器检测和诊断机械/电气故障 

- 通过测试判断故障 

4 检查和诊断 

35 

基本知识 

- 正确使用检测诊断设备 

- 检测数据和数学计算的原理和应用 

- 专业诊断程序、工具和设备的原理和应用 

工作能力 

- 校准和使用所有检测诊断设备 

- 准确判断汽车零部件故障 

- 选择和应用检测设备诊断以下系统故障： 

· 发动机管理系统 

· 进气增压和排气系统 

· 车身电气/电子系统 

· 制动和稳定控制系统 

· 悬架和转向系统 

· 传动系统 

- 按要求计算、检查检测结果 

- 选择维修或更换操作 

5 维护、修理和大修 

20 

基本知识 

- 选择维修或替换 

- 维修方法/程序、专用工具要求 

- 相关维修工作能达到的效果 

工作能力 

- 按要求使用制造商对零部件的规格要求 

- 针对维修或替换操作提出可行的建议和决定 

- 采用正确的程序拆装、更换零件 

- 检查/维修发动机和相关发动机零部件 

- 检查/维修汽油燃油供给系统 

- 维修车辆电气系统和电路（包括充电和起动系统） 

- 检查/维修液压制动系统（包括盘式和鼓式），维修驻车制

动（包括机械式和电子式） 

- 维修电控防抱死制动和稳定控制系统 

- 检查/维修传动零部件 

- 检查/维修手动/自动变速驱动桥/变速箱和零部件 

- 检查/维修转向系统/零部件，包括机械、电气和液压动力辅

助转向系统 

- 维修悬架系统和相关零部件 

- 执行四轮定位操作、轮胎维修操作 

合计 100 

 

 



 

 4 

二、试题与评判标准 

（一）试题（样题） 

1．考核模块 

汽车技术项目设置 4 个考核模块：A 发动机管理、B 发

动机机械、C车身电气、D 底盘系统。 

2．试题命制的办法、基本流程及公布方式 

（1）试题命制办法 

由裁判长负责命题原则、内容、范围、程度及其评分标

准要求，赛前集中命制比赛试题并验题。试题与评分标准对

应考核模块的故障点或规范操作要点，评分标准的模式、框

架、理念、要求等参照全国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赛的评分

标准执行。 

（2）试题命制基本流程 

裁判长负责组织完成比赛试题的具体命制与验证，包括

根据比赛车型和设备确定故障现象、设置并验证故障点、测

定电气和机械参数标准、完成评分细则，同时验证各模块比

赛试题作业的难易程度和需要的标准工作时间等，最终确定

试题的考核要求、作业单、故障点、评分细则等文档资料。 

（3）试题公布方式 

试题范围与类型及其评分标准在比赛前 30 天内公布。

公布的试题与评分标准仅包含作业内容范围、作业记录单模

式、故障范围等，不包含故障点、测量数值、波形等带有答

案性质的具体内容。 

汽车技术项目比赛样题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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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赛时间及试题具体内容 

1.比赛时间安排 

汽车技术项目比赛总时间为 4小时，在两天内完成。各

模块比赛时间和分值见表 2。 

表2 各模块比赛时间和分数 

模块编号 模块名称 时间安排 
比赛时长 

（小时） 
分值 

A 发动机管理 第 1天 1 25 

B 发动机机械 第 2天 1 25 

C 车身电气 第 1天 1 25 

D 底盘系统 第 2天 1 25 

合计 4 100 

2．考核范围 

汽车技术项目考核范围见表 3。 

表3 汽车技术项目考核范围 

考核模块 考核范围 不包括 

A发动机管理 

发动机不能起动故障的诊断与排除 

发动机运行不良故障的诊断与排除 

示波器动态数据测量与分析 

发动机尾气检测 

燃油箱，喷油器维

修，需要燃油系统

暴露在外的操作，

涉及冷却液的操作 

B发动机机械 

发动机机械检查和诊断测试 

根据测量需要分解发动机 

发动机零部件测量、判断可用性 

故障排除及维修方式选择 

发动机装配调试 

活塞连杆的加热装

配，进排气管及附

件的拆装 

C车身电气 

充电系统、电源管理系统 

仪表与警告装置 

车载网络系统 

灯光系统、雨刮、喇叭等基本配置 

车窗、门锁、后视镜等便捷系统 

汽车空调系统 

安全气囊和安全

带，警报和防盗系

统，涉及制冷剂的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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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汽车底盘 

制动系统检修 

悬架系统检修 

转向系统检修 

四轮定位操作 

轮胎维修操作 

气压制动、空气悬

架、防滑控制系统 

（三）评判标准 

1.分数权重 

本次竞赛总分 100 分，每个模块 25 分，本次竞赛评分

表按照 CIS（竞赛信息系统）格式计算和汇总分值。各模块

测量及评价的分数权重见表 4。 

表4 各模块测量及评价的分数权重 

模块编号 模块名称 
分数 

评价分 测量分 合计 

A 发动机管理 3 22 25 

B 发动机机械 3 22 25 

C 车身电气 3 22 25 

D 底盘系统 3 22 25 

合计 12 88 100 

（1）评价分（主观） 

评价分分为四个等级，裁判根据选手完成情况进行打

分，权重分值见表 5。 

表5 评价分权重分值 
权重分值 要求描述 

0分 各方面均低于行业标准，包括“未做尝试” 

1分 达到行业标准 

2分 达到行业标准，且某些方面超出标准 

3分 达到并超出行业期待的优秀水平 

样例：准备和清洁场地，见表 6。 

表6 评价分样例（准备和清洁场地） 
权重分值 要求描述 

0分 未进行准备，未清洁工作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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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 检查工具和设备，工作场地脏污 

2分 检查工具和设备，清洁工作场地 

3分 检查工具和设备，随时清洁工作场地以及工具、设备 

（2）测量分（客观） 

测量分只能选择得分或不得分，裁判根据选手完成情况

和评分标准进行判定打分。 

样例：测量 EFI继电器好坏，见表 7。 

表7 测量分样例（测量EFI继电器好坏） 

类型 示例 配分 
正确完成 

得分 

未完成或不

正确得分 

满分或零分 正确测量 EFI继电器 0.3 0.3 0 

2.评判方法 

汽车技术项目采用现场主、客观评分的评判方法。每个

工位两名裁判员现场独立进行裁判，并接受裁判长、裁判长

助理、模块裁判组负责人的管理与监督。每轮比赛结束后，

模块裁判组负责人审核裁判打分结果，核实有异议的事项，

如需改正需裁判员、模块裁判组负责人签字并注明原因。 

3.成绩并列 

当出现选手总成绩并列时，参考 A、C 模块成绩之和，

分数高的选手名次居前。若 A、C 模块成绩和相同，参考 A

模块成绩，分数高的选手名次居前。若 A、C 模块成绩均相

同，参考 A、C模块完成总时间，用时最短的选手名次居前。

若 A、C 模块完成总时间相同，参考 D 模块成绩。若 D 模块

成绩相同，参考 D 模块完成时间。 

三、竞赛细则 

（一）比赛日程安排 



 

 8 

比赛日程共 5天，具体安排和工作流程见表 8。 

表8 汽车技术赛项具体安排和工作流程 
竞赛日程 内容 地点 

C-4 全天 赛场搭建和设施设备进场 赛场 

C-3 全天 裁判长及助理、裁判员、领队及助理、选手报到 酒店 

C-2 
8:00～12:00 裁判员培训研讨会、裁判人员临赛前技术工作对接 赛场 

14:00～17:00 全体人员赛前培训 赛场 

C-1 

8:00～12:00 赛前设备及选手工具箱检查 赛场 

14:00～15:30 选手熟悉场地 赛场 

15:30～17:00 赛前检查场地、设备，封场 赛场 

C1 

07:00～08:00 

检录和抽取场次与工位号（选手须携带身份证，按照

检录顺序检录入场） 

赛场 

专家组设置当天上午比赛试题故障 

08:00～09:00 C模块第 1轮竞赛 

09:00～09:30 裁判员评判汇总成绩，恢复场地设备 

09:30～10:30 C模块第 2轮竞赛 

10:30～11:00 裁判员评判汇总成绩，恢复场地设备 

11:00～12:00 C模块第 3轮竞赛 

12:00～14:00 

裁判员评判汇总成绩，恢复场地设备，现场午餐 

选手返回隔离室，抽取下一模块次序，现场午餐 

专家组设置当天下午比赛试题故障 

14:00～15:00 A模块第 1轮竞赛 

15:00～15:30 裁判员评判汇总成绩，恢复场地设备 

15:30～16:30 A模块第 2轮竞赛 

16:30～17:00 裁判员评判汇总成绩，恢复场地设备 

17:00～18:00 A模块第 3轮竞赛 

18:00～18:30 
裁判员评判汇总成绩，恢复场地设备 

选手、裁判离场，回驻地 

18:30～19:30 专家组做好下一天比赛准备 

C2 

07:00～08:00 

检录和抽取场次与工位号（选手须携带身份证，按照

检录顺序检录入场） 

赛场 

专家组设置当天上午比赛试题故障 

08:00～09:00 D模块第 1轮竞赛 

09:00～09:30 裁判员评判汇总成绩，恢复场地设备 

09:30～10:30 D模块第 2轮竞赛 

10:30～11:00 裁判员评判汇总成绩，恢复场地设备 

11:00～12:00 D模块第 3轮竞赛 

12:00～14:00 

裁判员评判汇总成绩，恢复场地设备，现场午餐 

选手返回隔离室，抽取下一模块次序，现场午餐 

专家组设置当天下午比赛试题故障 

14:00～15:00 B模块第 1轮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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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5:30 裁判员评判汇总成绩，恢复场地设备 

15:30～16:30 B模块第 2轮竞赛 

16:30～17:00 裁判员评判汇总成绩，恢复场地设备 

17:00～18:00 B模块第 3轮竞赛 

18:00～18:30 
裁判员评判汇总成绩，恢复场地设备 

选手、裁判离场，回驻地 

C+1 
09:00～10:00 项目技术点评会  

19;30～21:00 闭赛式  

（二）工作要求 

1．选手工作内容 

（1）赛前熟悉比赛各项技术规则，进行有针对性的训

练准备，积极锻炼身体，调整好心态。 

（2）提前报到，熟悉适应赛场所在地气候、住宿、饮

食和交通等环境状况。 

（3）比赛期间封闭管理，接受工作人员的安全检查和

行动指引。 

（4）比赛前一天，到赛场熟悉场地、设备。 

（5）全身心投入比赛，展现最好的竞技水平和职业风

范。 

（6）参加赛后的技术点评会和闭幕式。 

2．裁判员工作内容 

（1）参加赛前裁判培训，掌握执裁模块各项技术要求，

做到标准统一、公平公正。 

（2）比赛前两天，参加裁判员培训研讨会。比赛前一

天，到赛场熟悉场地和设备。 

（3）比赛期间在赛场执裁评分，恢复车辆、设备和现

场，设置并验证故障。 

（4）比赛期间监督和警示选手的违规操作，确保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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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手人身安全以及设备安全。 

（5）参加赛后的技术点评会，提出有益于比赛改进的

意见和建议。 

（6）参加闭幕式。 

3．裁判员分工 

本项目由裁判长通过征求裁判员执裁模块意愿并参考

裁判员擅长的技术领域进行模块分工。裁判长根据各模块裁

判员资历和技能水平情况选拔任命模块裁判组负责人。 

（三）纪律要求 

1．选手赛场纪律 

（1）参赛选手应按照技术文件和考核模块试题要求，

在规定的时间内独立完成任务。 

（2）参赛选手务必按时到达指定比赛场地选手休息室

集合，并接受监督人员和裁判员的检查。 

（3）参赛选手进入赛场选手休息室时，除按大赛技术

文件规定携带比赛用品和相关技术资料外，严禁携带通讯工

具进入比赛场地。带入休息室内的个人用品，不能带入赛场

工位。 

（4）选手进入比赛场地后全程接受监督人员与裁判员

的监督管理。参赛选手在比赛过程中不得擅自离开比赛场地

或休息室，如遇有特殊情况需经裁判员和监督人员同意，并

由监督人员陪伴离开比赛场地。 

（5）比赛过程中，选手应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接

受裁判员的监督和警示，确保人身及设备安全。选手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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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操作造成人身安全事故和设备故障时，裁判长有权中止该

选手比赛。如非选手个人因素出现设备故障而无法比赛，由

裁判长视具体情况做出裁决。如裁判长确定设备故障可由技

术支持人员排除故障后继续比赛，将给参赛队补足所耽误的

比赛时间。 

（6）裁判长发布比赛结束指令后，参赛选手应立即停

止操作，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比赛时间，经裁判员检查许可

后，参赛选手方可离开比赛场地，车辆和设备由裁判员恢复。 

2．裁判员纪律要求 

（1）裁判员在比赛前按时参加培训，并签署《河北省

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竞赛行为规范承诺书》。 

（2）裁判员应服从裁判长和模块裁判组长的领导，依

据评分标准和评分细则，公平、公正、真实、准确地完成执

裁评分工作。 

（3）裁判员比赛日早上开始工作后当天封闭管理，进

入或离开场地不得携带任何纸质文档或电子存储设备。比赛

封闭期间不得与所属代表队选手进行口头或书面交流。执裁

期间不得离开本工位，如需离开工位，须向裁判长（助理）

报告。 

（4）裁判员如遇到执裁所属代表队选手、直系亲属等

影响比赛公平公正的情况，应主动向裁判长（助理）报告，

由裁判长（助理）调整执裁工位。 

（5）裁判员应佩带胸牌，仪表整洁，举止文明、礼貌，

接受督察人员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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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裁判员应严格遵守比赛时间规定，不得擅自提前

或延长选手比赛时间。 

（7）裁判员应严格执行比赛规则，除应向参赛选手宣

读比赛须知外，不得向参赛选手暗示或解答与比赛有关的内

容。 

（8）比赛过程中出现问题或异议，裁判员应服从裁判

长裁决，避免参赛选手和相关人员发生争执。 

（9）正式公布成绩和名次前，裁判员不得私自与参赛

选手或选手派出单位联系，不得透露有关情况。 

（10）裁判员要提醒选手注意操作安全，对选手的违规

操作或可能引发人身伤害、设备损坏等事故的操作应立即制

止并向现场负责人报告。 

3．违规处理 

（1）比赛过程中因违反安全操作规程而造成设备或人

身安全事故者，视情追究选手和裁判员责任。 

（2）裁判员如有违反比赛纪律，由裁判长确定立即停

止其执裁工作，并即时上报组委会。 

（3）裁判员执裁过程中如有恶意打分行为，造成选手

比赛分数与真实表现有偏离的，一经查实，除按照相关规定

处罚外，还要扣除违规裁判员所属代表队选手相应模块的相

应偏离分数值。例如，某裁判员故意少给某选手10分，查实

后其所属代表队选手将被扣除10分。 

四、竞赛场地、设施设备等安排 

（一）赛场规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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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场地面积和布置要求 

（1）比赛场地内设置明显的标志指示各区域。比赛区

域面积不低于3000平米、选手休息室面积不低于90平米、裁

判员工作室面积不低于90平米。参观通道宽度不低于2米，

参观者活动休息区域面积不低于200平米。 

（2）用到整车的底盘系统模块，应设置4个比赛工位，

1个备用工位。工位面积至少：5米×8米。每个工位配备比

赛用车1台，剪式举升机1台，工具车1个，零件车1个，裁判

桌椅1套，选手桌椅1套，配齐相应的仪器设备和辅助用品。

赛场内各赛项工位采用隔断间隔，避免工位之间相互影响。

车身电气模块与底盘系统模块竞赛工位布置图如图1所示。 

 

图1底盘系统模块竞赛工位布置图 

（3）用到台架的发动机管理模块、发动机机械模块、

车身电气模块，应设置4个比赛工位，1个备用工位。工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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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至少：4米×5米。每个工位配备比赛台架1台，工作台1-2

个，工具车1个，零件车1个，裁判桌椅1套，选手桌椅1套，

配齐相应的仪器设备、专用工具、量具和辅助用品。 

2．场地设施 

（1）比赛场地配有标准的整车作业工位、台架作业工

位、选手休息室、裁判工作室、男女厕所等。比赛场地内区

域、工位等设置明显醒目的工位标识、指示牌等。比赛场地

各竞赛模块作业工位须用隔断隔开，避免工位之间相互影

响。 

（2）比赛场地安装录像监控系统设备。 

（3）比赛场地内必须配备足够的灭火器。 

（4）比赛场地应安装汽车尾气抽排系统，配有工作灯

及电源插座（灯鼓）、高压气管（气鼓）。 

（5）选手休息室配备桌椅、饮水机等。 

（6）裁判工作室配备桌椅、电脑、投影仪、打印机、

文件柜等办公设备。 

3．场地照明要求 

（1）比赛场地应采光良好，有玻璃窗，能保证白天进

行正常的比赛。 

（2）比赛场地应安装足够的节能灯，能保证在傍晚或

光线暗时也能进行正常的比赛。 

（3）每个比赛工位应配备工作照明灯或电筒。 

4．场地消防和逃生要求 

（1）比赛场地内必须悬挂“紧急情况安全疏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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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有醒目的“安全出口”指示牌。 

（2）比赛场地内应留有至少1.5米宽的“安全疏散通

道”，地面画有清楚的“安全通道标识线”。 

（3）比赛场地内必须配备足够的灭火器，每一个比赛

工位须配置灭火器1个。 

（二）场地布局图 

汽车技术项目一层场地布局图如图2所示，一层夹层场

地布局图如图3所示。 

 

图2 一层场地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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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一层夹层场地布局图 

（最终以场地实际布局为准） 

（三）基础设施清单 

汽车技术项目所有设备设施、工具量具等均由赛场提

供，无需选手自带。不允许选手自带设备设施、工量具入场。 

汽车技术项目设施设备工具清单见附件 2。 

五、安全、健康要求 

（一）疫情防控要求 

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严格执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

施的相关要求。在比赛前如有发热、咳嗽等疑似新冠肺炎症

状时要及时送定点医院排查、诊治，经指定医院检查排除新

冠病毒感染或治愈后方可恢复比赛工作。 

（二）选手需使用防护装备 

参赛选手必须按照规定穿戴防护装备，见表 9。 

表 9 防护装备 
防护项目 图示 说明 

头部的防护 

 

防护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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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防护 

 

（1）必须是长裤 

（2）防护服必须松紧合适，达

到三紧要求 

足部的防护 

 

（1）防滑、防砸、防穿刺 

（2）要求自备 

眼睛的防护 

 

（1）防溅入 

（2）近视镜可替代 

呼吸道的防护 

 

防止吸入金属粉尘 

耳部的防护 

 

避免听力造成损害 

（三）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 

参赛选手禁止携带易燃、易爆、有毒物品，见表 10。 

表 10 参赛选手禁止携带易燃、易爆、有毒物品 
有害物品 图示 说明 

防锈清洗剂 

 

禁止携带 

酒精 

 

禁止携带 

汽油 

 

禁止携带 

有毒有害物 

 

禁止携带 

（四）健康和安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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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严禁使用压缩空气吹出离合器、制动器周边粉尘，

这些粉尘具有致癌作用。 

（2）更换后的制动液、冷却液、废旧机油等液体必须

分类单独存放，并集中统一按照环保要求处理，不得随意倾

倒。 

（3）维修车间内起动发动机前必须先开启尾气抽排系

统，并插好汽车尾气抽排管。 

（五）赛场通道 

赛场必须留有安全通道，必须配备灭火设备。赛场应具

备良好的通风、照明和操作空间的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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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赛场医药配备 

赛场必须配备医护人员和必须的药品。 

（七）环境保护 

不破坏赛场周边环境。垃圾分类放置；废旧金属、塑料

分类收集处理；废旧蓄电池必须回收处理，不得混入普通生

活垃圾。所有可循环利用的材料都应分类处理和收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