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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赛名称

2023年全国工业和信息化技术技能大赛数字化解决方案设计师（工

业大数据算法）赛项。

二、大赛意义

本届大赛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重要论述。大赛聚焦工业大数据应

用，重点突出大数据岗位相关性、技术通用性、竞赛支撑强等特点，通

过“比赛即实战”的模式，培育一批支撑科技兴国、人才强国建设的高

技能人才队伍，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

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浓厚社会氛围提供有力支撑。

一是引入大数据算法应用，激发工业数据潜力。本赛项突出工业数

据采集、数据处理、数据应用、工业数据处理等特点，充分挖掘和展现

工业大数据中所蕴含的价值，有效形成数据驱动、快速迭代、持续优化

的工业智能系统。

二是端边云相互协作，打造大数据应用场景。本届赛项打造典型制

造数字化解决方案应用场景，提升设备和云平台交互的效率，展现大数

据模型在工业机加工领域的应用模式，利用云端大数据模型解决智能系

统加工精度稳定性问题。

三是大数据应用多样性，选拔高水平技能人才。本赛项提供多种数

据处理模型和数据分析模型，在算法模型平台开放参数接口,为选手提供

算法调优空间，让选手根据赛题的内容和自身经验，选择最优的模型进

行处理,得到最优的模型结果，反馈给设备加工出最符合实际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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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丰富模型算法，推广工业大数据应用。以竞赛为平台，基于真

实应用衍生的竞赛平台，展示工业大数据对数控加工系统的加工稳定性

提升，建立优秀的算法模型和应用案例，进行推广应用。

三、大赛内容、形式和成绩计算

（一） 竞赛内容

本赛项内容包含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两部分。

（二） 竞赛形式

本赛项为双人团体赛，分为职工组（含教师）和学生组两个组别。

（三） 报名条件

具有工业大数据相关职业工作经历的企业在职人员，从事相关专业

工作的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下同）在职人员，以及高等

院校、职业院校相关专业全日制在籍学生均可报名参赛。

已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称号及在2021年和

2022年各类竞赛中已取得“全国技术能手”申报资格的人员，不得以选

手身份参赛。具有全日制学籍的在校创业学生不得以职工身份参赛。

（四） 成绩计算

理论知识竞赛满分为100分，按20%的比例折算计入竞赛总成绩。赛

题均为客观题，采用机考方式实现。

实际操作竞赛满分为100分，按80%的比例折算计入竞赛总成绩。

折算后的理论知识竞赛成绩与实际操作竞赛成绩相加得出参赛选手

竞赛总成绩，满分为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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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赛命题原则

在命题方向上，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领域，以

解决工业大数据应用实际需求为命题方向，设置算法赛题。

在考核重点上，考核工业大数据算法等基本技能的同时，重点突出

企业所需专业技能及新技术应用。重点考察参赛选手构建大数据算法模

型实现问题解析、数据处理、特征工程、模型构建、训练优化的能力和

技术水平，以及对智能制造系统原理的掌握程度。

五、大赛范围、赛题类型和其他

（一） 理论知识竞赛

1.赛题范围

以工业大数据和工业人工智能算法应用知识为主，智能制造技术、

数据信息安全法律法规等相关知识为辅。

（1）工业大数据

工业大数据平台架构(数据架构、数据技术架构、应用平台架构)、

数据分析概述、数据收集与导入、数据清洗与预处理、数据挖掘基础、

主成分分析、分类器与决策树、 聚类思想与建模、 神经网络思想与建

模、深度学习基础。

（2）工业人工智能算法

神经网络思想与建模、深度学习基础、工业人工智能算法的选择与

应用，机器视觉理论基础与框架、图像分析基础和图像变换、图像预处

理、边缘检测与轮廓表示。

（3）智能制造技术

智能制造技术基础、智能制造典型技术、智能制造技术应用、机电

一体化基础基本认知、可编程控制器（PLC）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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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信息安全法律法规

信息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

护法。

2.赛题类型

赛题分为三种类型：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和判断题。

3.竞赛时间

理论竞赛时间为 1 小时。

4.命题方式

由大赛组委会组织专家组统一命题。

5.考试方式

采用计算机考试。

（二） 实际操作竞赛

本赛项的实际操作竞赛突出工业大数据算法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

针对智能制造系统中的机器视觉识别准确性和数控加工精度稳定性问题，

通过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算法，实现智能加工的误差实时补偿。

实际操作竞赛以考核工业大数据及工业人工智能算法应用技术技能

为主，包括图像数据采集、云平台使用、算法模型训练及优化以及安全

文明竞赛等在实际操作竞赛考查。

1.竞赛范围与内容

为全面考查参赛选手的职业综合素质和技术技能水平，实际技能操

作竞赛分为5个环节：硬件设备搭建、训练数据样本采集、工业视觉模型

训练与部署、误差补偿算法模型训练与部署和模拟生产验证。具体内容

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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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竞赛范围与内容

序号 内容 说明

1 硬件设备搭建

1. 数据采集硬件平台安装与调试。

2. 智能加工设备基准设置

3. 通讯系统建立连接和测试

2
图像训练数据采

集

1. 通过工业视觉进行工件训练样本数据

采集，并进行数据预处理。

2. 采集足够训练使用数量的图片训练集

。

3. 样本数据分类保存、云平台存储。

3
工业视觉模型训

练与部署

1. 模型训练工具设置，将训练集配置为

模型的制定输入参数。

2. 优化模型训练方法，选定恰当的激活

函数，以及训练参数。

3. 在云平台给定环境中进行模型训练，

更新迭代模型，并将训练模型进行固

化。

4. 优化训练算法模型，配置传入参数。

5. 配置结果应用，以接口方式输出给设

备。

4
误差补偿算法模

型训练与部署

1. 设计误差补偿模型，或选定恰当的模

型，以及设定训练参数。

2. 更新迭代模型，将训练完成的模型进

行固化。

3. 完成误差实时补偿模型部署。

4. 验证误差补偿模型部署效果。

5 模拟生产验证

1. 正确进行产线动作测试、加载补偿算

法，通过运动控制单元模拟智能加工

进行加工生产验证。

2. 补偿参数微调。

3. 产线生产效率调整。

4. 正确使用防护用具。

5. 符合安全操作要求。

6. 保持工作区域内场地、材料和设备的

清洁。

7. 良好的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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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操作部分由参赛选手按工作任务书的要求完成。

具体包含以下工作任务：

（1）硬件设备搭建

根据任务书给定的任务要求，选手进行智能加工装置、工业视觉相

关设备测试，包括相机测试、光源环境调试、通讯线路连接、设备基准

点设置等。

（2）图像训练数据采集

根据任务书给定的任务要求，选手使用视觉系统进行若干工件图像

数据采集，以丰富工件样本图像数据库。该环节所采集到的样本图片数

据的数量和质量将会直接影响后续的模型训练环节。

（3）工业视觉模型训练与部署

根据任务书给定的任务要求，选手进行基于数据采集的样本图片进

行视觉模型训练，可选择、调用云端已提供的完整模型框架（基于

TensorFlow），通过设定相应参数进行模型训练；也允许选手自行搭建

视觉模型，上传云端进行训练。训练好的模型能够返回待测工件和标准

件的相似度。模型训练完成之后,参赛选手需要将模型部署在服务器上，

并且在云平台上进行相关适配。

（4）误差补偿算法模型训练与部署

根据任务书给定的任务要求，选手基于组委会提供的工件样本图片

及对应的工件加工工艺参数数据集，进行误差补偿算法模型的构建。选

手需完成数据清洗、模型训练、模型部署等过程。模型训练完成之后，

参赛选手需要将模型部署在服务器上，并且在云平台上进行相关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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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模拟生产验证

根据任务书给定的任务要求，选手根据组委会提供的加工图纸进行

若干个待加工件的生产验证，软件导入加工对象的坐标集，并通过误差

补偿算法使加工出的图形补偿干扰因素造成的误差，使加工图形尽可能

准确。最后通过视觉检测系统进行质量验证。

2.比赛时间

实操比赛时间为 6 小时。

3.命题方式

由大赛组委会组织专家组统一命题。

六、大赛场地与设施

（一） 大赛场地

1. 大赛工位：每个工位占地 10m
2
，标明工位号；

2. 赛场每工位提供独立控制并带有漏电保护装置220V/10A单相三线

交流电，供电系统有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

3. 赛场提供云端算力服务器或本地端服务器，每台设备提供一台服

务器，每台服务器配1张算力显卡。

4. 赛场提供自动评分本地端主机，监控所有比赛平台的操作结果和

比赛进度。

5. 场地提供总带宽的不低于500MB网络（无线），无线信号覆盖比

赛赛场范围。

6. 场地参考布局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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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单工位场地参考布局图

（二） 大赛设施

1．大赛平台（详见技术文件第十条）

本赛项由清华大学大数据系统软件国家工程实验室、工业大数据应

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北京工业大数据创新中心指导，对赛项场景设

置、赛题设计、考核标准等总体技术方案等进行专业评估，并对赛项可

行性进行综合认证。

大赛平台由技术支持单位——易往数字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深

圳市物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负责竞赛数据环境构建、数据验证等

工作，为赛项实际操作竞赛提供软硬件平台环境。

大赛平台支撑实际操作竞赛全流程闭环操作，包括工业大数据的采

集、处理、存储、应用、误差补偿算法和视觉检测算法的构建、训练、

调优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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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耗材

根据大赛需要，赛场提供耗材见表2。

表 2 赛场提供耗材

序号 名称 说明 数量 单位

1 待加工件 210mm×297mm A4硬卡纸 若干 个

3. 工具、仪器

比赛工具（由大赛组委会现场提供）仪器见表3。

表 3 比赛工具、仪器

序号 名称 说明 单位 数量

1 内六角扳手 7 件套 1 套

2 十字螺丝刀 5×75mm 1 把

3 活动扳手 小号 1 把

4 活动扳手 8寸 1 把

5 绘图笔 2 把

4．选手防护装备

参赛选手必须按照规定穿戴防护装备，且只允许选手现场使用表中

所示防护用具，见表4，违规者不得参赛；

表 4 选手必备的防护装备

防护项目 图示 说明

绝缘鞋 绝缘、防滑、防砸、防穿刺

工作服 由组委会统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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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

选手禁止携带易燃易爆品、U 盘、智能电子设备等与比赛无关的物

品，违规者取消比赛资格。

七、大赛关键环节与时间安排

（一） 关键环节

参赛选手报到——参赛选手赛前熟悉场地、领队会——开幕式——

正式比赛——比赛结束（参赛选手上交比赛成果）——成绩评定——大

赛技术点评、颁奖仪式、闭幕式。

（二） 竞赛流程

竞赛管理基本流程如图2所示。参赛选手、裁判、工作人员进入比

赛场地，严禁私自携带通讯、照相摄录设备。

图 2 竞赛管理基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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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时间安排

比赛时间预计为3天，初定安排如表，具体以竞赛指南日程为准。

表 5 比赛时间安排（初定）

日期 时 间 内 容

第一天

8:00-15:00 报到

15:00-16:00 领队会议

16:00-17:00 指纹采集、参观赛场

17:00-18:00 理论考试

19:00-19:30 抽题

19:30-21:00 裁判会议

第二天

9:00-9:40 开幕式

9:40-10:30 检录

10:30-17:00 实操竞赛

17:00-19:00 评分

第三天
9:00-10:00 宣布竞赛成绩、技术点评

10:00-11:00 闭幕式

八、大赛赛题

大赛组委会拟在2023年7月组织技术说明会，并在大赛官方网站上发

布实操比赛样题及大赛所使用软件 (网址为

https://www.miiteec.org.cn/plus/list.php?tid=28)。

由专家组负责建立卷库（每套赛卷考核知识点与样题公布知识点相

同，每套赛卷与样卷存在约30% 变动），比赛时从卷库中随机抽取1份作

为正式比赛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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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赛评分标准制定原则、评分方法、评分细则及技术规范

（一） 评分标准制定原则

本着“科学严谨、公正公平、可操作性强、突出工匠精神”的原则

制定评分标准，围绕技能大赛技术裁判组制定的考核标准，依据参赛选

手完成的情况实施综合评定，全面评价参赛选手职业能力。

（二） 评分方法

1.基本评定方法

裁判组在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科学、规范”的原则下，各负

其责，按照制订的评分细则进行评分。

结果评分：比赛结束后，裁判组根据参赛选手提交的比赛结果进行

评分。

成绩汇总：实操比赛成绩经过加密裁判组解密后与选手理论成绩进

行加权计算，确定最终比赛成绩，经总裁判长审核、仲裁组长复核后签

字确认。

2.相同成绩处理

总成绩相同时，以实操总成绩得分高的名次在前；总成绩和实操比

赛总成绩相同时，模拟加工验证环节得分高的名次在前；总成绩、实操

比赛总成绩和模拟加工验证环节得分相同时，模拟加工验证环节时间短

的名次在前。

（三） 评分细则(评分指标)

1．理论知识部分评分

理论知识部分总分为100分，各题型分值占比分别为单项选择题（30

分）、多项选择题（40分）和判断题（30分）。

2．实际操作部分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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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大赛的实际操作部分以工业大数据算法为主，实际操作部分的评分以各竞赛环节操作完成度、模拟生产

验证的结果、职业素养为评分依据。

（1）竞赛平台操作部分评分

实操评分细则见表6。

表6实操评分细则

序

号
竞赛环节名称

竞赛内容与提交

要求
评分要点和方法 评分标准

1
硬件设备搭建

(5分)

相机安装

(配 1 分)

（1）安装正确且稳固：1分

（2）安装松动摇晃：0分
依据硬件设备情况

镜头安装

(配 1 分)

（1）镜头装在相机上且稳固：1

分

（2）安装松动摇晃：0分

依据硬件设备情况

光源安装

(配 1 分)

（1）安装正确且稳固：1分

（2）未安装或不稳固：0分
依据硬件设备情况

电缆安装

(配 1 分)

（1）小号环形光源连接线、相机

电源线、千兆网线接线正

确：1分

（2）工艺不规范，线缆凌乱：0

分；

依据硬件设备情况

加工夹具安装 （1）加工夹具安装牢固，可以生 依据硬件设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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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1 分) 成画出图像：1 分；

（2）安装不成功或者画出图像不

连续：0 分

2

图像训练数据

采集

(5分)

上传训练样本图

片

(配 1 分)

（1）成功上传：1分

（2）上传不成功：0 分

训练样本图片上传成功标准

采集训练样本图

片

(配 4 分)

（1）采集产品图片≥320 张：得

4 分；

（2）采集产品图片在 200-319 张

之间：得 2 分；

（3）采集产品图片在 1-199 张之

间：得 1 分；

（4）采集产品图片 0 张，不得

分；

图像采集数量参考判断标准

3
工业视觉模型

训练与部署

加载视觉算法训

练数据集

（1）完成数据加载：2分

（2）未完成数据加载：0分
数据集加载成功参考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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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20 分) (配 2 分)

图像预处理

(配 6 分)

（1）进行 5种及以上有效预处理

方式：6 分

（2）进行 4种有效预处理方式：

5 分

（3）进行 3种有效预处理方式：

4 分

（4）进行 2种有效预处理方式：

3 分

（5）进行 1种有效预处理方式：

2 分

（6）没有对图片进行有效预：0

分

选手在程序中对图像样本进行了有效

的预处理，并将处理方法记录在任务

书中指定填框中，阐述图像预处理方

式，并依据其代码进行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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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视觉算法模

型

(配 2 分)

（1）部署完成：2分

（2）部署不完成：0 分

视觉算法模型部署成功参考标准

完成对算法模型的部署，利用打印出

算法模型部署的路径判断。

验证视觉算法模

型

(配 10 分)

（1）识别正确识别率：10分*识

别率

（2）未完成模型验证：0分

*识别率计算法方式：

识别率 = 识别成功样本数量/

测试样本总数

视觉算法识别率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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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误差算法模型

训练与部署

(共 20 分)

加载误差算法训

练数据集

(配 2 分)

（1）完成数据加载：2分

（2）未完成数据加载：0分

数据集加载判断标准

数据预处理

(配 6 分)

（1）进行 5种及以上有效预处理

方式：6 分

（2）进行 4种有效预处理方式：

5 分

（3）进行 3种有效预处理方式：

4 分

（4）进行 2种有效预处理方式：

3 分

（5）进行 1种有效预处理方式：

2 分

（6）没有对数据进行有效预：0

分

选手在代码中对数据进行了有效的预

处理，并将处理方法记录在任务书中

指定填框中，并阐述数据预处理方

式，依据其代码进行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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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误差算法模

型

(配 10 分)

（1）验证模型的 MSE 均方误差

(值的范围为 0-1)：10 分*

（1-MSE）。若得分小于 3

分则为 3 分

（2）仅完成模型验证：3分

（3）未完成模型验证：0分

* MSE 均方误差计算方式：
8/))____((_ 28 

i
itrueyiptedyiMSE

nMSEMSE /)i_( n

i均方误差

其中，

MSE_i 为一个样本的均方误差;

n 表示样本数量；

y_pred_i 表示预测值；

y_true_i 表示真实值；

Σ 表示求和符号。

误差算法模型验证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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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算法模型部

署

(配 2 分)

（1）部署完成：2分

（2）部署不完成：0 分

误差算法模型部署判断标准

完成对算法模型的部署，利用打印出

算法模型部署的路径判断。

5
模拟加工验证

(共 50 分)

按照指定数量加

工工件得分(配 50

分)

裁判程序显示的模拟加工验证分

数（满分 100 分）*50%

输入裁判程序密钥，查看模拟加工验

证的成绩，并按照 50%进行计算。

竞赛平台操作得分 100 分

步骤2、3、4、5采用自动评分的方式，由评分软件根据每个步骤的操作考核评分点完成结果自动评分。

步骤5为模拟加工，自动评分系统依据模拟加工后的工件加工精度评分，与对应工件视觉检测准确性得分加权

相乘，得到单个工件综合得分Si，对所有模拟加工工件的综合得分相加得到的总分，作为最终的模拟加工得分。

模拟加工得分= �
� ���

其中，N为要求加工件总数。最终加工误差由软件自动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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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职业素养评分

表6 职业素养评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安全意识及精神文明等

（在竞赛过程中考核）

5分

防护用具使用

着装规范

精神文明

职业素养为扣分项。

此外，参赛选手如出现严重扰乱赛场秩序、干扰裁判和监考正常工

作等不文明行为的，取消比赛资格，实际操作部分成绩为0分；参赛选手

如有作弊行为的，取消比赛资格，实际操作部分成绩为0分；参赛选手如

有在竞赛结果上标注含有本参赛队信息的，取消奖项评比资格。

十、大赛硬件平台说明

（一）赛项硬件平台

大赛硬件平台采用模块化设计如图3，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智能加

工模块、智能视觉检测模块、工控机及周边设备。涵盖视觉识别、多轴

运动控制系统、PLC控制系统等功能单元，内置图像数据采集单元和插补

运动控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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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工业大数据算法技术技能赛项平台

1. 智能加工模块

智能加工模块是硬件平台最核心的模块，由三轴直线模组、多轴运

动控制系统、绘图笔及夹具台等部件组成。

直线模组

模拟加工装置
模拟加工工件

图4 智能加工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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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轴直线模组为步进控制系统，X、Y轴有效行程为200mm，Z轴

行程为50mm。

（2）多轴运动控制系统，能够接收虚拟系统系统的加工代码，并根

据云端计算的误差分析结果自动进行误差补偿，使智能加工单元能够加

工出合格产品。多轴运控系统可以通过上位机通讯实现精确的运动控制

指令，输出脉冲或模拟量指令，支持点位和连续轨迹,多轴同步,直线、

圆弧、螺旋线、空间直线插补和硬件位置比较等功能。

（3）绘图笔及夹具台主要用于实现加工轨迹，让加工结果可视化。

2. 智能视觉检测模块

智能视觉检测模块主要实现对来料物料的视觉样本采集、视觉检测

识别，使用时固定安装在三坐标模拟加工系统的上部。

工业相机 镜头

图5 智能视觉检测模块

智能视觉检测模块配置如下：

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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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D工业相机一台，分辨率2500x1940像素,滚动快门CMOS芯片，

芯片尺寸1/2.5”,帧率14fps。相机兼容GigE VISION 或 USB3 VISION协

议，并支持GenlCam标准。

（2）镜头一个，最大光圈F2.8，均支持500万像素成像，支持2/3英

寸芯片相机成像。

（3）环形光源一个，环形光源为白色，发光面外径120mm，内径

80mm。

3. 工控机及周边设备

工控机是本地操作台，由工作台、工控机、显示器等部件组成。该

单元主要用于调试模拟加工、运动控制通讯、视觉系统检测、数据显示

与传输、平台数据监控与调度、云平台处理平台交互等。

（二）赛项软件平台

大赛软件平台包含云端算法软件和本地端应用软件，通过赛场提供

的网络为大赛提供平台支撑。

1. 云端算法软件

云端算法软件主要由图像检测人工智能算法、加工误差运算补偿算

法和振动数据处理算法等组成。云端算法平台是本次大赛的考核重点，

基于工业大数据技术，形成工业大数据系统，可应对智能制造背景下海

量工业数据采集、存储、分析、服务、以及可视化展示需求。

该平台由WEB管理端(前端界面)、Jupyter工作台、MongoDB数据库、

RestfulAPI、算法模型服务等部分组成,主要用于云端大数据算法训练、

深度学习、数据处理等，适用于各类工业零件的图像识别分拣、信号特

征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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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云端算法软件平台

（1）WEB管理端是用户接入操作的界面。通过WEB管理端对设备、检

测加工工件、合格不合格分类的配置，可以适配硬件平台，以及后续采

集数据的存储。

图7 WEB管理端用户界面

图8 WEB管理端用户界面

（2）Jupyter工作台是部署在软件平台上的python和TensorFlow的

操作运行环境，集成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工具可直接通过工作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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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和使用无需安装，通过web端即可读取设备上传的数据，并且可以将

上传的数据进行分类、模型训练等,同时可以将训练好的模型进行部署，

通过REST-API的方式进行模型的验证。

图9 jupyter操作台界面

（3）MongoDB数据库是用于硬件平台采集的数据存储的非结构化的

大数据数据库，可以对文件、图片、视频、音频等各种文件结构的数据

进行存储。

（4）深度学习软件TensorFlow Serving（TensorBoard工具套件）

是可以将训练好的模型直接上线并提供服务。

图10 TensorBoard用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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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REST-API是提供给硬件平台进行数据上传、指令下发、数据交

互等使用的API接口。

2. 本地端应用软件

本地端应用软件安装在大赛设备的工控机上，起到连接设备和云平

台的功能，并为大赛的评分和展示提供支撑。本地端应用软件包含图像

采集、设备控制、评分和进度采集等功能。

图11 本地端应用软件界面

本地端应用软件定位为比赛辅助软件，其操作内容不涉及比赛评分

点。其中评分软件为内置软件，不需要选手操作和配置。本地段应用软

件内置功能如下：

（1）图像采集功能包含控制相机采集图像、剪裁预处理图像、图像

上传云平台、反馈平台检测结果。能够配置云端和设备端的地址端口等

信息。

（2）设备控制软件功能用于向运动控制系统下发加工代码，并能够

接收云端误差补偿数据，自动补偿到设备参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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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分和采集功能采集设备进度信号，上传进度展示大屏，监控

各步骤结果，实时评分。

十一、大赛安全保障

为确保大赛赛事的安全，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证大赛期间参赛选

手、工作人员及观众的人身安全。根据提出的安全要点，制定相应制度

文件，落实相关责任。

(一)赛场建立与公安、消防、司法行政、交通、卫生、食品、质检

等相关部门的协调机制，保证比赛安全，制定应急预案，及时处置突发

事件。

(二)大赛办公室在赛前组织专人对比赛现场、住宿场所和交通保障

进行考察，并对安全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赛场的布置，赛场内的器材、

设备， 应符合国家有关安全规定。

（三）赛场周围设立警戒线，防止无关人员进入，发生意外事件。

在具有危险性的操作环节，裁判员要严防选手出现错误操作。

（四）大赛期间组织的参观和观摩活动的交通安全由大赛办公室负

责。大赛办公室和比赛场地方须保证比赛期间选手、工作人员的交通安

全。

（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在组织参赛选手时，须

安排为参赛选手购买大赛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六）比赛期间发生意外事故时，发现者应第一时间报告大赛办公

室，同时采取措施，避免事态扩大。大赛办公室应立即启动预案予以解

决并向大赛组委会报告。出现重大安全问题，比赛可以停赛，是否停赛

由大赛组委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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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赛场由裁判员监督完成比赛设备通电前的检查全过程，对出

现的操作隐患及时提醒和制止。比赛过程中，参赛选手应严格遵守安全

操作规程， 遇有紧急情况，应立即切断电源，在工作人员安排下有序退

场。

（八）工业硬件装备调试时，应将工业硬件装备运行速度设置在 10

～30%之间， 避免速度过快造成安全事故。选手在进行计算机编程时要

及时存盘，避免 突然停电造成数据丢失。

（九）赛场提供应急医疗措施和消防措施。

十二、大赛组织与管理

（一） 大赛设备与设施管理

1．赛场条件

（1）赛场布置

贯彻赛场集中，工位独立的原则。选手大赛单元相对独立，确保选

手独立开展比赛，不受外界影响；工位集中布置，保证大赛氛围。

（2）安全有序

设置安全通道和警戒线，确保进入赛场的大赛参观、采访、视察的

人员限定在安全区域内活动；卫生间、医疗、维修服务、生活补给站和

垃圾分类回收点都在警戒线范围内，以保证大赛安全有序进行。

2．大赛保障

（1）建立完善的大赛保障组织管理机制，各比赛单元均有专人负

责指挥和协调，确保大赛有序进行。

（2）设置生活保障组，为大赛选手与裁判提供相应的生活服务和

后勤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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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置技术保障组，为大赛设备、软件与大赛设施提供保养、

维修等服务，保障设备的完好性和正常使用，保障设备配件与操作工具

的及时供应。

（4）设置医疗保障服务站，提供可能发生的急救、伤口处理等应

急服务。

（5）设置外围安保组，对比赛场地核心区域的外围进行警戒与引

导服务。

3．赛场布置

（1）赛场应进行周密设计，绘制满足赛事管理、引导、指示要求

的平面图。大赛举行期间，应在比赛场所、人员密集的地方张贴。

（2）赛场平面图上应标明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警戒区、紧急事

件发生时的疏散通道。

（3）赛场的标注、标识应进行统一设计,按规定使用大赛的标注、

标识。赛场各功能区域、工位等应具有清晰的标注与标识。

（4）工位上张贴各种设备的安全文明生产操作规程。

4.安全防范措施

（1）根据大赛具体特点做好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2）赛前应组织安保人员进行培训，提前进行安全教育和演习，

使安保人员熟悉大赛的安全预案，明确分工和职责。督促各部门检查消

防设施，做好安全保卫工作，防止火灾、盗窃现象发生,按时关窗锁门，

确保大赛期间赛场财产安全。

（3）比赛过程中如若发生安全事故，应立即报告现场总指挥，同

时启动事故处理应急预案，各类人员按照分工各尽其责，立即展开现场

抢救和组织人员疏散，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害及财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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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比赛结束时，及时进行安全检查，重点做好防火、防盗以及

电气、设备的安全检查，防止因疏忽而发生事故。

（二） 大赛监督与仲裁管理

1.大赛监督

（1）监督组在大赛办公室领导下，负责对大赛筹备与组织工作实

施全程现场监督。

（2）监督组的监督内容包括大赛场地和设施的部署、选手抽签、

裁判培训、大赛组织、成绩评判及汇总、成绩发布、申诉仲裁、成绩复

核等。

（3）监督组对比赛过程中明显违规现象，应及时向大赛办公室提

出改正建议，同时采取必要技术手段，留取监督的过程资料。比赛结束

后， 向大赛组委会提报监督工作报告。

（4）监督组不参与具体的赛事组织活动。

2.申诉与仲裁

（1）各参赛选手对不符合大赛规程规定的仪器、设备、工装、材

料 、物件、计算机软硬件、大赛使用工具用品,大赛执裁、赛场管理、

比赛成绩,以及工作人员的不规范行为等,可向大赛仲裁组提出申诉。

（2）申诉主体为参赛选手。

（3）申诉启动时，参赛选手以亲笔签字的书面报告的形式递交大

赛仲裁组。报告应对申诉事件的现象、发生时间、涉及人员、申诉依据

等进行充分、实事求是的叙述。非书面申诉不予受理。

（4）提出申诉应在比赛结束后不超过2小时内提出。超过时效不予

受理。

（5）大赛仲裁工作组在接到申诉报告后的2小时内组织复议，并及

时将复议结果以书面形式告知申诉方。申诉方对复议结果仍有异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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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赛组委会机构向大赛办公室提出申诉。大赛办公室的仲裁结果为最

终结果。

（6）申诉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接收仲裁结果；不得以任何理由

采取过激行为扰乱赛场秩序；仲裁结果由申诉人签收，不能代收；如在

约定时间和地点申诉人离开，视为自行放弃申诉。

（7）申诉方可随时提出放弃申诉。

十三、裁判人员要求

（一）裁判人员组成

大赛的裁判工作由裁判长、副裁判长、加密裁判、检录裁判、裁判

员组成。

（二）裁判人员要求

1.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心理素质,严守竞赛纪律,服从组织安排，

责任心强。

2.裁判员须从事工业大数据、自动化专业（职业）相关工作 2 年

以上（含2 年），具备深厚的专业理论知识和较高的实践技能水平，具

有省级或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执裁经验。

3.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临场应变能力。

4.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60 周岁，身体健康，无任何违法违纪记录，

且获得工作单位支持，能在规定时间内到岗，并按要求完成指定裁判工

作。

5.加密裁判、检录裁判由大赛办公室指派责任心强的专业人员来担

任。


	一、大赛名称
	二、大赛意义
	三、大赛内容、形式和成绩计算
	（一） 竞赛内容
	（二） 竞赛形式
	（三） 报名条件
	（四） 成绩计算

	四、大赛命题原则
	五、大赛范围、赛题类型和其他
	（一） 理论知识竞赛
	1.赛题范围
	（1）工业大数据
	（2）工业人工智能算法
	（3）智能制造技术
	（4）信息安全法律法规
	2.赛题类型 
	3.竞赛时间 
	4.命题方式 
	5.考试方式
	（二） 实际操作竞赛
	1.竞赛范围与内容
	（1）硬件设备搭建
	（2）图像训练数据采集
	（3）工业视觉模型训练与部署
	（4）误差补偿算法模型训练与部署
	（5）模拟生产验证
	2.比赛时间
	3.命题方式

	六、大赛场地与设施
	（一） 大赛场地
	（二） 大赛设施
	1．大赛平台（详见技术文件第十条）
	2．耗材
	3. 工具、仪器
	4．选手防护装备
	5．其他

	七、大赛关键环节与时间安排
	（一） 关键环节
	（二） 竞赛流程
	（三） 时间安排

	八、大赛赛题
	九、大赛评分标准制定原则、评分方法、评分细则及技术规范
	（一） 评分标准制定原则
	（二） 评分方法
	1.基本评定方法
	2.相同成绩处理
	（三） 评分细则(评分指标)
	1．理论知识部分评分
	2．实际操作部分评分

	十、大赛硬件平台说明
	（一）赛项硬件平台
	1. 智能加工模块
	2. 智能视觉检测模块
	3. 工控机及周边设备
	（二）赛项软件平台
	1. 云端算法软件
	2. 本地端应用软件

	十一、大赛安全保障
	十二、大赛组织与管理
	（一） 大赛设备与设施管理
	1．赛场条件
	2．大赛保障
	3．赛场布置
	4.安全防范措施
	（二） 大赛监督与仲裁管理
	1.大赛监督
	2.申诉与仲裁

	十三、裁判人员要求
	（一）裁判人员组成
	（二）裁判人员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