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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22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全国服务型制造应用技术技能大赛

物联网安装调试员（数字中台与远程运维服务）

赛项竞赛要点

一、赛项介绍

（一）赛项名称

物联网安装调试员（数字中台与远程运维服务）。

（二）技术思路

聚焦服务型制造中工业互联网在数字中台与远程运维等智

能服务应用，面向先进制造技术应用技能人才培养需求，本赛项

主要围绕工业互联网设备装调、工业设备数字孪生系统构建、工

业互联网边缘端应用、数字中台搭建与应用、数据上云与工业App

应用、远程运维服务与优化等典型工作场景，基于工业互联网的

智能生产系统、工业互联网场景应用系统、数字中台应用系统、

远程运维服务系统等组成的“数字中台与远程运维服务平台”，

展现边缘计算技术、数字孪生技术、工业APP技术、数字中台与

远程运维技术、工业网络安全技术在服务型制造领域的基础性典

型应用，重点考核选手工业互联网关键设备装调、工业设备数字

孪生、数字中台搭建、工业互联网边缘端应用（数控加工等）、

数据上云与工业App应用、远程运维服务、工业网络安全应用等

能力，推动先进制造领域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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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项选取汽车零部件生产与装配智能化运行为典型应用场景，通

过对数字中台搭建，进行远程运维服务，展现数字中台与远程运

维服务在服务型制造系统中的应用及相应的技术技能。借以促进

高端复合型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加快建设掌握服务型制造领

域相关技术技能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三）竞赛依据

本赛项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等15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促进服务型制造发展

的指导意见》精神和国家、行业有关服务型制造技术标准，参照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物联网安装调试员国家职业技能

标准》等关于高级工及技师部分应知应会的知识与技能，结合行

业企业服务型制造项目案例与人才培养实际，借鉴世界技能大赛

命题、考评方式，进行竞赛技术设计和命题、考核。

（四）竞赛分组

本赛项分为职工组和学生组两个竞赛组别，各组别均为单人

组队参赛。

（五）竞赛用时

本赛项共设置两个环节：理论考试（详见理论考试竞赛规程）

和实操比赛。

理论考试：竞赛时间为60分钟。

实操比赛：竞赛时间为240分钟。

视新冠疫情防控工作需要等情况，竞赛也可能采取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二、赛项技术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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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台技术描述

基于服务型制造中工业互联网在数字中台与远程运维等智

能服务应用需求，搭建的“数字中台与远程运维服务平台”（下

称：竞赛技术平台）主要包括“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智能生产系统”、

“工业互联网场景应用系统”、“数字中台应用系统”、“远程

运维服务系统”等4个功能系统。其中，“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智

能生产系统”主要针对工业现场需求，以生产执行系统为对象，

通过应用互联网关键设备，打通网络数据流，实现设备数据的快

速、精确采集与网络通信，并通过应用数字孪生系统，实现现场

设备与网络的虚拟化和可视化；“工业互联网场景应用系统”主

要针对工业互联网智能加工应用需求，通过为智能生产系统增加

工业互联网边缘端应用装置和软件，进行相关部署和调试，实现

智能加工过程的关键数据采集、监控、分析及优化；“数字中台

应用系统”主要针对智能生产系统数字化技术应用场景的数据采

集需求，通过对工业生产应用场景的数据采集，对设备运载数据、

装配、生产数据进行采集、处理、传输和存储，并通过数字中台

可视化软件与硬件，实现生产场景数据的可视化显示和动态分

析，形成数字中台，进行数据综合有效利用，为决策等生产服务

提供依据和参考；“远程运维服务系统”主要针对智能生产系统

数字化技术应用场景的运维和优化服务需求，通过移动端、远端

APP，对已有平台进行参数调整，对故障数据进行排查处置，对

调整处置后的参数进行分析和评价，提供在线检测、故障预警、

故障诊断与修复、预测性维护、运行优化、远程升级等服务。通

过该平台的系统性、模块化应用，展现其集“产学研创训赛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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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体的服务功能。

本赛项竞赛技术平台主要涉及的技术包括但不限于：信息采

集与分析技术、边缘计算应用技术、数字孪生及可视化数字技术、

数据中台应用技术、工业APP技术、数字中台与远程运维技术、

工业网络安全技术、智能制造系统应用技术等。

（二）竞赛任务描述

任务一：物联网设备及数字系统装调

基于服务型制造理念和相关技术特征，按照给定的任务书要

求和条件，以“数字中台与远程运维”竞赛技术平台为载体，对

智能化生产系统部署的互联网关键设备进行调试；对相应的生产

物流及网络管理设备加装数字边缘装置，形成设备边缘端--“本

地云”端--数据管理终端的产品生产信息交互系统；利用相关的

工业软件技术，安装、调用“数字中台与远程运维”竞赛技术平

台数据管理等单元的模块功能，实现智能加工过程的关键数据采

集、传输及可视化。

任务二：物联网管理与信息安全测试

根据竞赛任务书有关要求，结合服务型制造及工业物联网应

用技术安全规范，对竞赛技术平台上架构的互联网系统进行测

试，对给定的产品制造、物料配送、设备运行、能耗成本等数据

进行标注、分类，构建网络数据流；结合智能生产关键要素相关

数据，对设备边缘端--“本地云”端--数据管理终端的信息安全

部署进行测试和优化；对赛项设置的网络“攻击”行为实施数据

分析、防护处置和网络管控，填写《网络信息安全分析报告》。

任务三：数字中台搭建与功能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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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服务型制造理念和数字赋能应用的需要，根据竞赛任务

书有关要求和给定条件，围绕“数字中台”中间性、支撑性等基

本技术特征，对“数据管理单元”模块的控制台、工业 APP、计

算机和网络系统等进行联调，并加载工业软件对数据流通道进行

测试；调用“数字中台与远程运维”竞赛技术平台相关单元模块

功能，对给定的产品制造、物料配送、设备运行、能耗成本等数

据进行采集、传输、处理，并实现可视化；针对产品制造过程中

加工、物流配置、设备运行、系统管控及网络信息安全等方面的

常见问题，利用“数字中台”基本功能作出相应的判断和处置；

运用远程监控和网络数据管理等模块功能，实现产品智能生产要

素数据的动态监控、分析和管理，体现“数字中台”技术赋能的

基本功效。

任务四：智能生产远程运维与服务

根据竞赛任务书有关要求和给定条件，运用“数字中台与远

程运维”竞赛技术平台，对智能生产的设备边缘端、“本地云”

端、数据中台、远端工业 APP 等远程运维设备、网络数据系统进

行初始状态参数设定和联动调试；利用相关工业控制软件，实现

在线检测、故障预警、故障诊断、设备状态管理等远程运维功能；

对赛项设置的故障进行远程数据分析和排查处置，恢复系统正常

运行状态，填写《故障处置分析报告》；依据远程运维技术规程

和故障处置分析数据，对技术平台相关功能参数进行测评和调

整，并就设备预测性维护、系统弱点修复等提出运行优化、远程

升级等服务措施。

任务五：职业素养与安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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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参赛选手全过程的职业素养及其具备的生产安全、环境保

护知识和操作的规范性、系统性等进行综合评价。

（三）考核要点描述

本赛项任务设置主要考核参赛选手对数字中台应用、远程运

维服务两种服务型制造方式的理解及其相关技术的基础性、集成

性应用能力，任务考核要点参见表1。

表 1 任务考核要点及相关技术要求

序号 考核任务 考核要点与相关技术要求

1

物联网设

备及数字

系统装调

1.能够对智能化生产系统部署的互联网关键设备进行调试。

2.能够对相应的生产物流及网络管理设备加装数字边缘装

置，形成设备边缘端--“本地云”端--数据管理终端的产品

生产信息交互系统。

3.能够利用相关的工业软件技术，安装、调用“数字中台与

远程运维”竞赛技术平台数据管理等单元的模块功能。

4.能够实现智能加工过程的关键数据采集、传输及可视化。

2

物联网管

理与信息

安全测试

1.能够结合服务型制造及工业物联网应用技术安全规范，对

竞赛技术平台上架构的互联网系统进行测试。

2.能够对给定的产品制造、物料配送、设备运行、能耗成本

等数据进行标注、分类，构建网络数据流。

3.能够对设备边缘端--“本地云”端--数据管理终端的信息

安全部署进行测试和优化。

4.能够对赛项设置的网络“攻击”行为实施数据分析、防护

处置和网络管控，并填写《网络信息安全分析报告》。

3

数字中台

搭建与功

能应用

1.能够对“数据管理单元”模块的控制台、工业APP、计算机

和网络系统等进行联调，并加载工业软件对数据流通道进行

测试。

2.能够调用“数字中台与远程运维”竞赛技术平台相关单元

模块功能，对给定的产品制造、物料配送、设备运行、能耗

成本等数据进行采集、传输、处理，并实现可视化。

3.能够利用“数字中台”基本功能，对产品制造过程中加工、

物流配置、设备运行、系统管控及网络信息安全等方面的常

见问题，作出相应的判断和处置。

4.能够运用远程监控和网络数据管理等模块功能，实现产品

智能生产要素数据的动态监控、分析和管理，体现“数字中

台”技术赋能的基本功效。全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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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智能生产

远程运维

与服务

1.能够对智能生产的设备边缘端、“本地云”端、数据中台、

远端工业 APP 等远程运维设备、网络数据系统进行初始状态

参数设定和联动调试。

2.能够利用相关工业控制软件，实现在线检测、故障预警、

故障诊断、设备状态管理等远程运维功能。

3.能够对赛项预设的故障进行远程数据分析和排查处置，恢

复系统正常运行状态，并填写《故障处置分析报告》。

4.能够对技术平台相关功能参数进行测评和调整。

5.能够就设备预测性维护、系统弱点修复等提出运行优化、

远程升级等服务措施。

5

职业素养

与安全规

范

1.具有爱岗敬业、精益求精、讲求科学、遵规守纪的职业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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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沟通与交互协作规程。

3.能够掌握并应用信息安全知识、生产安全知识、环境安全

及绿色制造基本知识。

三、选手具备的能力

本赛项强调服务型制造技术体系中数字中台与远程运维服

务技术在工业生产场景中的典型应用，主要考核选手运用数字孪

生、数字中台、工业互联网、数字化仿真、远程运维等方面的基

本职业能力。参赛选手应具备以下能力：

（一）具备物联网安装调试员职业（工种）要求的相关技能。

（二）具有基于工业生产场景的电子、自动化、物联网等常

规设备的认知能力，能够对智能化生产系统部署的互联网关键设

备进行调试。

（三）能够对相应的生产物流及网络管理设备加装数字边

缘装置，对设备边缘端--“本地云”端--数据管理终端的信息安

全部署进行测试和优化。

（四）能够利用相关的工业软件技术，安装、调用“数字中

台与远程运维”竞赛技术平台数据管理等单元的模块功能，实现

智能加工过程的关键数据采集、传输及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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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能够对竞赛技术平台上架构的互联网系统进行测试，

对给定数据进行采集、标注、分类、传输、处理，并实现可视化。

（六）能够对“数据管理单元”模块的硬件设备进行联调，

并加载工业软件对数据流通道进行测试。

（七）能够调用竞赛技术平台相关单元模块功能，能够利用

“数字中台”基本功能，对常见问题，作出相应的判断和处置。

（八）能够运用远程监控和网络数据管理等模块功能，实现

产品智能生产要素数据的动态监控、分析和管理。

（九）能够利用相关工业控制软件，实现在线检测、故障预

警、故障诊断、设备状态管理等远程运维功能。

（十）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和职业行为习惯。

（十一）能够遵守相关安全防护条例和环境保护要求。

四、竞赛流程

（一）理论考试

参加大赛决赛的选手统一进行理论考试，理论考试成绩以百

分制评定，按20%占比计入选手竞赛总成绩。

（二）实操比赛

各参赛队集中进行比赛，使用大赛组委会技术工作委员会认

定的赛场和竞赛技术平台，依照竞赛规程，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

赛项设定的各项竞赛任务。实操比赛成绩以百分制评定，按80%

占比计入选手竞赛总成绩。实操比赛主要环节及内容安排等见表

2。

表 2 实操比赛环节内容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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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环节 竞赛内容 竞赛时长 分值 评分方法

任务 1 物联网设备及数字系统装调

240 分钟

10
过程、结果

评分

任务 2 物联网管理与信息安全测试 20
过程、结果

评分

任务 3 数字中台搭建与功能应用 30
过程、结果

评分

任务 4 智能生产远程运维与服务 30
过程、结果

评分

任务 5

职业素养 5 过程评分

安全规范 5 过程评分

总计 100
占总成绩

80%

五、其他说明

（一）本赛项基于服务型制造技术的典型应用场景而设计，

虽然力求在数字中台与远程运维服务过程中展现相关新技术融

合应用、新技能复合发展的新趋势、新需求，具有较强的“IT&OT”

融合技术应用引导性和扩展性，但是竞赛中所涉及的相关技术，

主要采用的是在生产和教学中较为成熟的工业软件、系统工具、

物联网关键设备和生产装备、工业物流等。故在此提示参赛选手

重视相关技术技能积累，强化基础性的集成应用能力训练。

（二）本赛项相关技术平台功能和竞赛规程等要求，原则上

不超出本竞赛要点技术范畴。在后期细化、实施过程中，可能会

因未预知或不可抗力因素而作出必要的调整和完善。若遇此情

形，大赛组委会技术工作委员会将及时予以通告。

（三）诚请有关单位和专家、参赛选手、指导教师关注、关

心和支持本赛项，共同围绕促进制造与服务融合发展、体现“设

计数字化、工艺数据化、制造智能化、服务增值化”产业升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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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和“产-学-研-创-训-赛-评”一体化实施要求，为大赛的成功

举办及竞赛成果转化等工作献计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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