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19年第十五届“振兴杯”全国青年

职业技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

电工（维修电工）

（学生组/职工组）

技术文件

第十五届“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

广东省选拔赛组委会

2019年9月



2

第十五届“振兴杯”广东省青年职业技能大

赛电工决赛技术纲要

一、竞赛标准

电工竞赛项目的技术标准是以《电工国家职业标准》高级(国家职业资格三

级)为基础，并涵盖国家职业资格三级以下和技师（国家职业资格二级）的部分

内容。

二、命题原则

依据《电工国家职业标准》，注重基本技能和专业化操作，注重操作过程和质

量控制，注重安全生产以及职业道德和标准规范，体现现代技术，结合生产实际，

考核职业综合能力，并对技能人才培养起到示范指导作用。

三、竞赛方式、时间与成绩计算

（一）竞赛方式

竞赛包括理论知识（闭卷机试）和实际操作两部分，均由 1 名选手独立完成。

（二）竞赛时间

1.理论知识竞赛时间 60 分钟。

2.实际操作竞赛总时间 160 分钟。其中模块一操作比赛时间 60 分钟，模块二

操作比赛时间 60 分钟，模块三操作比赛时间 40 分钟。

（三）成绩计算

竞赛总成绩由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比赛两部分成绩组成。竞赛总成绩作为参

赛选手名次排序的依据。参赛选手总成绩相同，实际操作比赛成绩高的选手名次

在前。参赛选手总成绩和实际操作比赛成绩均相同，实际操作模块一得分高的选手

名次在前。参赛选手总成绩、实际操作比赛成绩和实际操作模块一比赛成绩均相同，

实际操作模块二得分高的选手名次在前。如果参赛选手的总成绩和各模块成绩均相

同，名次并列。

1.理论知识竞赛（机试）满分 100 分，占总成绩的 20％（其中时事政治题

占总成绩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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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际操作成绩满分 100 分，占总成绩的 80％。其中模块一满分 40 分，

模块二满分 40 分，模块三满分 20 分。

（四）赛事安排

“振兴杯”省选拔赛时间：2019年9月26日-2019年9月28日举行（26日：理论；27日：

职工组实操；28日：学生组实操）。

四、竞赛范围、比重、类型及其它

（一）理论知识竞赛

1．试题范围

理论竞赛知识以全国总决赛竞赛题库（不含时事政治题）作为参考资料（变

动量不超20%），选拔赛赛前不再另行公布，时事政治题单独命题（占理论分

的5%）。

2．试题题型

竞赛试题包括判断题与单项选择题两种类型。

3.竞赛方式

理论竞赛采用闭卷机试方式进行，竞赛中选手直接通过计算机进行作答，

并由计算机判断得分。

（二）实际操作竞赛

本次实操竞赛以操作技能为主，仪器仪表使用及安全文明生产在实际操作

比赛过程中进行考查，不再单独命题。

1.试题范围

（1）模块一 现代控制技术应用

根据竞赛组委会提供的竞赛平台和有关资料及操作技能要求，参赛的选

手完成下列工作任务：

1）按照任务书要求，完成控制电路的网络组态；

2）完成触摸屏控制与监控界面的设计；

3）为 PLC 编写控制程序；

4）完成竞赛设备的整体系统调试，实现任务书要求的各项功能；

5）操作过程要求按照操作规程、安全文明生产进行。

（2）模块二 工业机器人配线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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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竞赛组委会提供的竞赛平台和有关资料及操作技能要求，参赛的选

手完成下列工作任务：

1）按照工作任务书的要求完成电气电路的接线；

2）按照工作任务书要求，完成系统的安全测试；

3）按照工作任务书要求，完成工业机器人的编程；

4）操作过程要求按照操作规程、安全文明生产进行。

（3）模块三 电气设备故障检查

根据竞赛组委会提供的竞赛平台和有关资料及操作技能要求，参赛的选

手完成下列工作任务：

1）在竞赛组委会提供的竞赛平台上进行电路测试；

2）按照工作任务书要求，利用现场提供的仪器设备对电路进行检测，在电

路原理图纸上标出故障点的位置和类型；

3）操作过程要求按照操作规程、安全文明生产进行。

2.竞赛方式
采用现场实际操作方式

3.赛场提供的设备

维修电工赛项的竞赛设备全部采用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天煌教仪）

的设备并提供技术支持。

1）模块一

现代控制技术应用模块，比赛时使用 THPFSM-2F 型现代控制技术应用实训

装置。（附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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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模块二

工业机器人配线调试模块，比赛时使用 THRBYY-1F 型工业机器人示教编程

与调试平台。（附图二）

3）模块三

电气设备故障检查模块，比赛时使用 THPKTJ-1F 型工业电气调试与维修装

置。（附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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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判标准

（一）评判标准的制订原则

参照《电工国家职业标准》高级(国家职业资格三级)的相关标准、规范要求进

行评判，全面评价参赛选手的职业能力，本着科学严谨、公正公平、可操作性强

的原则制定评判标准。

（二）实际操做比赛评判细则（评判指标）

评判比例如表 1 所示。

表 1. 评判指标

一级指标 比例 二级指标 比例

模块一
40%

监控站（触摸屏）画面设计 5%

控制器控制程序编程与调试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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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控制技术应用 监控站控制程序功能调试 10%

模块二

工业机器人

配线调试

40%

电气控制线路接线工艺 15%

电气设备安全测试 5%

工业机器人调试 20%

模块三

电气设备故障检修
20%

根据电路原理图，利用仪器仪表对

电力电子电路进行检测，并在图纸

上标出电路的故障点和故障类型。

20%

职业素养
在竞赛过

程中考查

职业技能操作规范

着装、安全、职业素养

总分 100%

注：1. 职业素养部分不具体配分，但在工作过程中违反有关规定从参赛选

手实际操作竞赛总得分中扣除 2-10 分，严重违规者以致停止比赛，并取消本竞

赛模块分数。

2. 实际竞赛过程中各指标所占比例可能有所微调。

（三）评判方法

1. 评判原则

评判采取客观评判为主的方式，针对操作过程中在各个关键点所应呈现的技术

指标、系统状态或实现的功能是否符合工作任务书的设计要求，列出各评判项、评判

标准和测试方法以及技术指标进行评判。评分表根据比赛试题制定。

2. 比赛流程

选手需要依据竞赛流转表进行流转，在一天之内完成全部三个模块的比赛。

比赛期间，每一天的比赛赛题难度相当，内容不同。选手完成每一个模块的操作后，

等待裁判员评分结束，代表本模块比赛完成。

3. 评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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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测量及评价方法

对照评判标准，由若干裁判员根据选手完成工作情况，参照评分项，对选手工

作任务完成情况进行独立评测，给出每位被评选手的具体成绩。裁判长汇总各裁判员

的评分结果，根据取平均值的方法，最终确定选手的实际操作竞赛成绩。

六、实际操作竞赛场地与设施

（一）竞赛场地

1. 竞赛工位

单人单工位操作，操作竞赛模块一每人 6 平方米，操作竞赛模块二每人 12

平方米，操作竞赛模块三每人 3 平方米并且相互隔离不可见。

2. 赛场设施

竞赛赛场提供竞赛所需的操作台、椅子、编程计算机等设施，选手不得携带

编程计算机进入竞赛区域。

3. 竞赛设备及技术参数见附件。

4. 竞赛材料及辅助设施详由赛场提供。

5. 竞赛工具由选手自带，选手自带工具清单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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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选手自带工具清单

注：选手可以使用电池驱动电动螺丝刀，但是工作电压不得超过直流 12 伏， 工作噪

声不得超过 60 分贝，并且扭矩可以调节，操作时扭矩不得超过紧固要求限制。

七、竞赛安全

（一）赛场安全

1.赛场所有人员（赛场管理与组织人员、裁判员、参赛人员以及观摩人员）

不得在竞赛现场内外吸烟，不听劝阻者给予通报批评或清退比赛现场，造成严重后

果的将依法处理。

2.未经允许不得使用和移动竞赛场内的任何设施设备（包括消防器材等），

工具使用后放回原处。

3.选手在竞赛中必须遵守赛场的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安全、合理地使

用各种设施设备和工具，出现严重违章操作设备的，裁判视情节轻重进行批评和

终止比赛。

4.选手参加实际操作竞赛前，应认真学习竞赛项目安全操作规程。竞赛中如

发现问题应及时解决，无法解决的问题应及时向裁判员报告，裁判员视情况予以

判定，并协调处理。

5.参赛选手不得触动非竞赛用仪器设备，对竞赛仪器设备造成损坏，由当事

序号 名称 数量 备注

1 万用表 1 型号自定

2 剥线钳 1 剥线线径 0.3~2.0

3 尖嘴钳 2 电工用 1，电子用 1

4 断线钳 2 电工用 1，电子用 1

5 压线钳 1 E系列针式端子压线专用

6 试电笔 2 耐压值不低于 1500V

7 “一”字电工改锥 3 电工用二号，三号，电子用 1

8 “十”字电工改锥 3 电工用二号，三号，电子用 1

9 电烙铁 1 功率 25W~40W，内热式

10 安全保护用品 1 鞋、衣、帽、防护镜等

11 文具 1 含钢笔、铅笔、橡皮、三角板、线号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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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承担赔偿责任（视情节而定），并通报批评；参赛选手若出现恶意破坏仪器设

备等情节严重者将依法处理。

6.比赛期间所有进入赛区车辆、人员需凭证入内，并主动向工作人员出示。

7.赛前，选手要认真阅读竞赛服务指南和程序册。

8.各类人员须严格遵守赛场规则，严禁携带比赛严令禁止的物品入内。

9.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品入内。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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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安保人员发现不安全隐患及时通报赛场负责人员。

12.如遇严重突发事件，在安保人员指挥下，迅速按紧急疏散路线撤离现场。

13.赛场必须配备医护人员和必须的药品。

（二）安全操作规程

1.选手必须身着工作服进行比赛，工作服要求采用纯棉材质，形式为长衣长

裤，上衣采用拉链式，袖口和下摆有收紧功能，比赛全程要求做到“领口紧、袖口

紧、下摆紧”的三紧要求。

2.比赛期间，长发（超过 10cm）选手必须把头发束起（或盘起），并穿戴工

作帽（布质）进行保护，头发不得散落在工作帽之外。

3.选手在进行安装布线操作时，必须穿戴硬壳防护头盔（或塑料安全头盔），

防止高处掉落物品或磕碰导致受伤。

4.选手比赛全程需穿着绝缘鞋，绝缘鞋同时要求具有防砸、防穿刺功能。

5.竞赛过程中，选手需要全程保持竞赛区域的环境整洁有序，防止绊倒，摔倒。

6.选手使用的工具必须符合电气安全要求，不得使用木工改锥进行电气安装

操作。

7.选手必须使用正规，带有安全认证标志的仪表进行测试和测量。

8.选手必须爱护竞赛设备和设施，不得使用不合理的方式对设备和设施进行操

作，不得使用错误的或者不合理的工具对设备设施进行操作。

9.安全测试时，选手必须佩带护目镜和绝缘手套进行操作。

10.对设备进行测试时，选手不得采用人为强制手段对设备和器件操作。

11.在低处操作时，必须采用单腿跪姿进行操作，禁止采用蹲姿，坐姿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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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12.设备进行合闸和按钮操作时，必须使用右手操作，不得双手同时操作设

备。

13.赛场内禁止携带和存放易燃、易爆、挥发性物质和材料。

八、开放赛场

（一）比赛承办方应在不影响选手比赛和裁判员工作的前提下提供开放式场

地供参观者观摩。

（二）比赛承办方应积极做好竞赛的宣传工作。

（三）参观人员需经过登记审核，安检和检查携带的物品后，方可进入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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