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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尚能杯”院级职业技能大赛

“工业设计技术”赛项规程

一、项目名称

赛项名称：工业设计技术

英语翻译：Industrial Design Technology

赛项组别：高职组

赛项归属产业：装备制造大类

二、竞赛目的

本项竞赛考核机电与汽车系的各专业学生，联合组队完成三维逆

向扫描数据处理、逆向建模设计、正向建模创新设计、数控编程与加

工等方面的能力，充分体现产业转型升级对技术技能人才能力的新需

求，展现参赛队的先进技术应用水平、创新意识与设计表现、产品设

计工艺性分析与实践、跨专业团队协作、现场问题的分析与处理、安

全及文明生产等方面的能力和职业素养，引领职业院校专业创新建

设，促进专业教学内容更新与教学方法改革，促使现代企业的新技术、

新工艺、新方法应用于教学，不断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以适

应我国制造业更新换代快速发展的趋势和要求。

本赛项着眼《中国制造 2025》，利用三维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技术，

针对复杂曲面的工业产品及零部件，进行数字化建模、创新设计和制

造过程，融合高职机械大类专业的核心技能与核心知识，重点考核实

际动手能力、规范操作和创新创意实践三个方面，提升人才培养规格

和质量，提倡和发扬“工匠精神”，以适应我国制造业快速发展，对

技能人才的需求。本赛项着力推动专业间知识、技能交叉，引导高职

院校，按职业岗位需求，培养具有创造思维、创新技能和团队协作意

愿的复合型人才。让学生通过竞赛，体验数字化、智能化的产品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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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创新设计的完整岗位工作过程，激发学生对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的

学习兴趣和热情。引领系部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创新，促进专业教学

内容更新与融合，开拓学生视野和知识面，鼓励专业间教学协作，选

择现代先进企业成熟应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引进职业教育

课堂，培养创新精神、团队协作意识，提升人才培养规格和质量，以

适应我国制造业快速发展的趋势和需求。

三、竞赛内容

竞赛总时间为 3.5 小时，分批次进行。竞赛内容为“数据采集、

建模与创新设计、创新产品加工、装配验证”，含 6 个竞赛任务，不

限制每个阶段内各项任务的完成时间。

竞赛内容详见表 1。

表 1 竞赛内容、分值与时间

竞赛

内容

任务

名称
描述 分值 时间

数据采集

任务 1

实物三维

数据采集

调整给定三维扫描设备至工作状态，并

对指定的实物进行三维数据采集。 20 分

3.5 小

时

建模与创新

设计

任务 2

三维建模

利用任务 1 所采集的数据，选择赛项给

定软件的其中一种，对实物外观面进行

三维数字化建模。

25 分

任务 3

结构创新

优化设计

根据现场提供的数字化模型，结合机械

设计与制造知识，按任务书给定的要求

进行结构创新优化设计。

15 分

创新产品加

工

任务 4：

数控编程

与加工

（编程）

根据任务2和任务3建立的结构创新优

化数字模型和赛题任务书所提供的机

床类型、毛坯规格和刀具清单进行工艺

设计，并选择合适的软件对产品进行数

控编程，生成加工程序，并编制加工工

艺卡（或工序卡）。利用加工程序，在

赛场给定的数控加工中心上，加工样

件。

25 分

任务 5

文明生产

本项任务是竞赛全过程的隐形任务，选

手竞赛全过程都必须熟悉所接触设备

的安全操作规程，安全、合理的使用赛

场设施、设备和工具，确保人身和设备

安全。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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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验证 任务 6

样件装配

验证

将任务 4 加工部分得到的样件，与实物

机构装配为一个整体，验证样件与实物

的吻合度，验证创新设计的效果。

10 分

四、竞赛方式和内容

（一）竞赛采用团体赛方式。

（二）竞赛队伍组成。每队由 2 名选手组成。团体赛每队限报 1

名指导教师。

（三）竞赛需采取多场次进行，由参赛队报名的自然顺序作为抽

签顺序进行抽签，参赛队按照抽签确定的参赛时段分批次进入比赛场

地参赛。

五、竞赛流程

竞赛时间安排：2022 年 5 月 28 日比赛。具体安排如下：

竞赛日会宣布竞赛纪律和有关规定。宣布有关规定，抽签决定比

赛批次。

赛场的赛位统一编制赛位号，参赛队比赛前 15 分钟抽签决定赛

位号，抽签结束后，随即按照抽取的赛位号进场，然后在对应的赛位

上完成竞赛规定的工作任务。

六、竞赛规则

（一）报名要求

1.组队要求：本赛项以组队方式比赛。每队由 2 名同学组成，每

支参赛队限报 1名指导教师。

2.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报名获得确认后原则上不得更换。参赛队

可缺员比赛。

（二）赛前准备

参赛队员入场：参赛选手凭学生证在正式比赛开始前 30 分钟到

指定地点进行检录，现场裁判将对参赛选手的身份信息进行核对。赛

前 15 分钟抽取工位号，选手按工位号顺序依次进场，进行各项准备

工作。选手在正式比赛开始 15 分钟后不得入场，比赛结束前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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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离场。

（三）比赛期间

1.选手进入赛场必须听从现场裁判人员的统一布置和指挥，首先

需对比赛设备、选配部件、工量具等物品进行检查和测试，如有问题

及时举手向裁判人员示意处理。

2.参赛选手必须在裁判宣布比赛开始后才能进行比赛。

3.现场裁判员有权对参赛选手携带的物品进行检验和核准。

4.比赛过程中选手不得随意离开工位范围，不得与其它选手交流

或擅自离开赛场。如遇问题时须举手向现场裁判员示意询问后处理，

否则按作弊行为处理。

5.选手必须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确保人身和设备安全，并接

受现场裁判和技术人员的监督和警示。因选手造成设备故障或损坏，

无法继续比赛，裁判有权决定终止比赛。

七、竞赛环境

1、每个赛位内布置电脑席 2 个，配置三维扫描仪数据采集装置

1 套，配置数控铣床 1台，现场保证良好的采光、照明和通风，配有

压缩空气气源及气枪；配有设备所需电源。赛位间进行隔离、互不干

扰。

2.赛场主通道宽 3m。设有安全通道、采访人员在安全通道内活

动。

3.赛场提供稳定的水、电、气源和供电应急设备。

八、职业与教学标准

1.职业标准

国家职业标准《数控铣工》（国家职业资格三级)

国家职业标准《加工中心操作工》（国家职业资格三级)

2.教学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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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教育 数控技术应用专业教学标准

高等职业教育 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教学标准

高等职业教育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教学标准

高等职业教育 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造专业教学标准

3.操作规程

三维扫描仪（设备）使用操作说明书

数控机床（设备）使用操作说明书

九、技术规范

本赛项要求具有的知识点、基础技术要求和技能要求为机械设计

基础、数控加工编程、数控加工设备与应用、刀具与金属切削加工、

三维软件应用、数控加工实训、常用工程材料的应用等课程实训所涵

盖的内容。

1.操作规程

数控机床（设备）使用操作说明书

2.职业标准

国家职业标准《数控铣工》（国家职业资格三级)

国家职业标准《加工中心操作工》（国家职业资格三级)

3.教学标准

高等职业教育 数控技术专业教学标准

高等职业教育 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教学标准

高等职业教育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教学标准

高等职业教育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专业教学标准

4.竞赛技术平台

赛场提供统一品牌计算机，MS-Windows 7 操作系统。

数控铣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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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成绩评定

（一） 评分标准

1.本赛项成绩满分 100 分。按竞赛内容配分见下表。

竞赛任务配分

比赛内容 考核一级指标 得分

数据采集

建模与创新设计

实物三维数据采集 满分 20 分

三维建模 满分 25 分

结构创新优化设计 满分 15 分

创新产品加工
数控编程与加工 满分 25 分

文明生产 满分 5分

装配验证 样件装配验证 满分 10 分

2.竞赛任务考核要点见下表。

表 竞赛任务考核要点

任务
任务名称

(一级指标)
评分标准(二级指标) 得分

任务1
实物三维数据采集

配分 20 分

正面主体完整性、处理效果 满分 5 分

正面局部特征完整性、处理效果 满分 4 分

背面主体完整性、处理效果 满分 4 分

背面局部特征完整性、处理效果 满分 3 分

转（圆）角特征完整性、处理效果 满分 4 分

任务2
三维建模

配分 25 分

数据定位合理性 满分 2 分

数模整体完整性 满分 5 分

分型线合理性 满分 2 分

曲面拆分合理性 满分 5 分

曲面光顺度 满分 3 分

局部特征精度 满分 5 分

装配特征选取 满分 3 分

任务3
结构创新优化设计

配分 15 分

外观创新设计 满分 3 分

局部特征创新设计 满分 3 分

人性化创新设计 满分 3 分

数字模型对比（报告） 满分 3 分

创新设计说明 满分 3 分

任务4 数控编程与加工 曲面尺寸精度 满分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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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分 25 分 曲面加工粗糙度 满分10分

配合及尺寸公差 满分 5 分

任务5
文明生产

配分 5分

操作设备规范性 满分 1 分

工量具使用规范性 满分 1 分

现场安全 满分 2 分

文明生产 满分 1 分

任务6
样件装配验证

配分 10 分

装配互换性验证 满分 6 分

运行验证 满分 4 分

特别说明：不得破坏实物原型，否则酌情在总分中扣 1-3 分；任

务 2 不得使用整体点云拟合的建模方式，否则任务 2 记零分；不得利

用建模结果反向推导形成 stl 和 txt 文件，否则任务 1 记零分。

（二） 评分方法

现场裁判：按规定做好赛场记录，维护赛场纪律，评定参赛队的

现场得分；

评分裁判：负责对参赛队伍（选手）的比赛作品、比赛表现按赛

项评分标准进行评定。

采取分步得分、累计总分的计分方式。只计团体竞赛成绩，不计

参赛选手个人成绩。按成绩总分进行排名。

（6）奖项设定

奖项设置依据《池职院〔2020〕117 号》文件的有关规定执行。

十一、竞赛规则

各参赛队完成竞赛任务，并严格遵守以下事项：

1.零件逆向建模与正向创新设计均以实现产品整体功能性为目

标，优化设计方案。

2.设计任务是选用竞赛软件使用计算机完成各项设计、各种程序

编制及编写设计文件。包含设计依据、设计过程、优化设计方案、决

策依据、产品设计理念与工作原理等内容，按照赛题要求保存。

3.设备操作技能：根据赛题要求，直接使用各竞赛队编制的程序

及制订的工艺，进行零件的制作。

4.各竞赛队按照试题要求保存竞赛成果，如果保存位置不对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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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无法阅卷，后果自负。

5.选手进入赛场必须听从现场裁判人员的统一布置和指挥，首先

需对比赛设备具等物品进行检查和测试，如有问题及时向裁判人员报

告。

8.参赛选手必须在裁判宣布比赛开始后才能进行比赛。

9.比赛进行过程中，参赛队不可以更换参赛选手。不允许增补新

队员参赛，允许队员缺席比赛。

10.比赛过程中选手不得随意离开工位范围，不得与其它选手交

流或擅自离开赛场。如遇问题时须举手向裁判员示意询问后处理，否

则按作弊行为处理。

11.比赛过程中，选手必须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确保人身和

设备安全，并接受现场裁判和技术人员的监督和警示。因选手造成设

备故障或损坏，无法继续比赛，裁判有权决定终止比赛。

12.竞赛队欲提前结束或放弃比赛，应向裁判员举手示意，比赛

终止时间由裁判员记录，结束比赛后参赛队不能进行任何与竞赛相关

的操作；在裁判监督下完成成果提交、设备复原、现场清理等相关收

尾工作后离开赛位。

13.比赛过程中由于选手操作不当而造成的计算机“死机”、“重

新启动”、“关闭”等一切问题，责任自负。

14.按照程序提交比赛结果，并与裁判一起签字确认。

十二、赛项安全

参赛人员应注意和做好的安全事项：

1.场内不得大声喧哗，说笑打逗，遇紧急情况发生，服从工作

人员指挥，跟随引导员迅速撤离赛场。

2.比赛场馆严禁吸烟。

3.按照竞赛设备相关操作规范正确、规范、安全操作竞赛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