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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赛项信息

赛项类别

每年赛 隔年赛（单数年/双数年）

赛项组别

中等职业教育 □高等职业教育

学生赛（个人/□团体） 教师赛（试点） □师生同赛（试点）

涉及专业大类、专业类、专业及核心课程

专业大类 专业类 专业名称 核心课程

61 农林牧

渔

6101

农业类

610113 农机设备应

用与维修

农机设备使用与保养

发动机结构与维修

农机底盘结构与维修

农机设备故障诊断与检修

农机电器结构与维修

农机液压技术

610112 设施农业生

产技术
农业设备设施使用与维护

对接产业行业、对应岗位（群）及核心能力

产业行业 岗位（群） 核心能力

农业装备

农机设备使用与

维修

具备农机装备操作与维护能力

具有农机装备常见故障的检测诊断与维修能力

具有现代农业智能化装备使用与维修的能力

具有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农机设备安装与

调试

具有根据农机设备说明书进行操作的能力

具有典型农机装备拆卸、组装、检测、调试的能力

农机设备营销与

售后服务

具有农机装备常见故障的检测诊断与维修排除的能力

具有典型农机装备售后服务的能力

二、竞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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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械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装备保障，没有农业机械化，就

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是时代所需。

随着非道路国四柴油机、自动导航装备、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等农机

新装备的推广应用，农机行业、企业对农机检修从业人员的知识、技

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以技能大赛为平台，力求

通过竞赛引领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促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创

融汇, 培养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的农机技术技能人才。

通过农机检修赛项平台，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按照行

业、企业岗位职业知识、技能、素养能力等要求，检验选手对常见典

型现代农机装备故障检测、诊断、保养及维修能力，为农机设备应用

与维修及涉农类相关专业学生提供技能展示平台，提高学生的知识、

技能及素养水平。按照“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改”的原则，

推进职业学校农机设备应用与维修相关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实

训基地建设，引领专业教育教学改革，加快培养农机检修技术技能型

人才，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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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竞赛内容

本赛项为技能操作竞赛。赛项对接农机修理工、拖拉机及联合收

割机驾驶员、农机机械操作工、植保无人机操作员、农机售后服务工

程师等岗位职业能力要求，围绕生产实际中所遇到的农业动力机械和

典型作业机械的保养、农机零部件和总成拆装及调试、非道路国四柴

油机、自动导航拖拉机、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自走履带式谷物联合

收割机等现代农业智能化装备常见故障诊断、排除与维修等典型工作

任务，参照《农机修理工》（四级）实践操作技能要求标准。竞赛内

容主要包括三个模块，模块一：大型轮式拖拉机悬挂农具作业机组检

修，时间 90分钟，成绩占比 50%；模块二：自走履带式谷物联合收

割机（全喂入）检修，成绩占比 35%；模块三：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

检修，成绩占比 15%，模块二、模块三比赛总计总时长 90分钟。

模块一为大型轮式拖拉机悬挂农具作业机组检修，主要考查三方

面内容，即大型轮式拖拉机悬挂农具作业机组技术维护、大型轮式拖

拉机悬挂农具作业机组综合故障诊断与排除、大型轮式拖拉机悬挂农

具作业机组零件鉴定、部件及总成件的检修。模块二为自走履带式谷

物联合收割机（全喂入）检修，主要考查自走履带式谷物联合收割机

（全喂入）技术维护、自走履带式谷物联合收割机（全喂入）综合故

障诊断与排除、自走履带式谷物联合收割机（全喂入）各系统零件鉴

定、部件及总成件检修等内容。模块三为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检修，

主要涉及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技术维护、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检修等

考核内容。

本赛项综合考查选手具有农机设备操作与维护能力、具有农机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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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常见故障的检测诊断与维修排除的能力、具有现代农业智能化机械

设备使用与维修的能力、具有根据农机设备说明书进行操作的能力、

具有农机设备安全操作及突发事故的常规处理能力，以及可持续发展

能力。

赛项模块、比赛时长及分值配比见下表 1所示。

表 1 赛项主要内容

模块 主要内容
比赛时

长
分值

模

块

一

大型轮式

拖拉机悬

挂农具作

业机组检

修

1.大型轮式拖拉机悬挂农具作业机组技术维护

大型轮式拖拉机悬挂农具作业机组的技术维护及按级

进行保养。

2.大型轮式拖拉机悬挂农具作业机组综合故障诊断与

排除

发动机部分（含高压共轨系统、尾气处理系统），拖

拉机传动系统（含动力换档）、前桥、后桥、行走系

统、制动系统、转向系统（含动力换向）、液压系统、

全车电路及电器、空调、自动导航、液压悬挂系统、

液压输出、动力输出系统、悬挂农机具系统等的技术

状态检查、性能测试及常见典型故障检测、诊断与排

除。

3.大型轮式拖拉机悬挂农具作业机组零件鉴定、部件及

总成件的检修

拖拉机、发动机及配套农具零件的鉴定；部件及总成

件拆卸、检测、装配、调试及检修。启动系统（启动

电机）、国四柴油机尾气排放系统总成检修；传动系

统（离合器、变速器（含动力换档变速器）、中央传

动、最终传动）的测试及检修，前桥、后桥、转向系

统、制动系统检修，电气系统、空调系统检修；悬挂

机构、液压输出系统、动力输出装置、自动导航套件

等的检修，农具部件及总成件的检修

90分
钟

50分
（模块

一为百

分制，折

算为总

成绩

50%）

模

块

二

自走履带

式谷物联

合收割机

（全喂

入）检修

1.自走履带式谷物联合收割机（全喂入）技术维护

自走履带式谷物联合收割机（全喂入）的技术维护及

按级进行保养 。

2.自走履带式谷物联合收割机（全喂入）综合故障诊断

与排除

联合收割机动力传动系统、车架及行走系统、转向系

统、制动系统、全车电路、电气及电控系统及冷却系

统的故障诊断与排除等性能测试及常见典型故障诊断

60分
钟

（为建

议时

长，该

模块与

模块三

总时长

35分
（模块

二为百

分制，折

算为总

成绩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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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排除；作业部分包括割台部、输送部、脱粒清选部、

集粮与卸粮部、切草装置等系统技术状态检查、性能

测试及常见典型故障检测、诊断与排除。

3.自走履带式谷物联合收割机（全喂入）各系统零件鉴

定、部件及总成件检修

联合收割机各系统零件鉴定；部件及总成拆卸、修复、

装配、技术状态检查及性能测试。电气系统检修、变

速器（含液压无级变速器）的检修等；作业部分包括

收割机割台（拨禾轮、切割器、喂入搅龙、过桥等）

部分检修、脱粒清选部分检修、动力传动系统检修、

集粮及卸粮部分检修、切碎部分检修

90分
钟）

模

块

三

植保无人

驾驶航空

器检修

1.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技术维护

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的技术维护及保养。

2.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检修

动力、喷洒、通讯等系统故障诊断与排除，动力、喷

洒系统测试；动力系统、喷洒系统、通信系统等主要

零部件拆装及调试；整机技术状态测试

30分
钟（为

建议时

长，该

模块与

模块二

总时长

90分
钟）

15分
（模块

三为百

分制，折

算为总

成绩

15%）

四、竞赛方式

1.竞赛形式：本赛项为线下比赛，无理论考核，以在实机上技能

操作方式进行考核。

2.组队方式：本赛项个人赛，1人/队，不得跨校组队，同一学校

参赛队不超过 1队，每队限报 1名指导老师，指导教师须为本校专兼

职教师。

3.参赛对象为中等职业学校或五年制高职一至三年级（含三年

级）全日制在籍学生。凡在往届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获一等奖的

选手，不能再参加今年同一专业类赛项的比赛。参赛选手资格具体以

大赛执委会相关报名通知为准。

4.竞赛赛题由公开题和应变题组成。其中公开题从赛题库中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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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总分值不低于 70%。专家组在抽取的赛卷上完善 30%分值的“应

变题”。公开题于赛前（1个月）予以公开，应变题用于考查参赛选

手的临场发挥能力，赛前不予公开。

五、竞赛流程

各参赛队的参赛日程及竞赛顺序由赛前抽签决定，竞赛日程安排

（需根据报名情况）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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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竞赛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工作内容

第 1天

9:00～12:00 参赛代表队报到

14:00～16:00
参赛代表队领队会议抽签

确定组别号参赛代表队熟

悉场地

19：00～19:30 开幕式

第 2天
模块一、

大型轮式拖拉机悬挂农具

作业机组检修

7:30～8:00 故障设置

7:30～8:00 检录抽签

8:00～9:30 第一组比赛

9:30～10:00 设备恢复及故障设置

10:00～11:30 第二组比赛

11:30～12:30 设备恢复及故障设置（含

中午用餐时间）

12:30～14:00 第三组比赛

14:00～14:30 设备恢复及故障设置

14:30～16:00 第四组比赛

第 3天
模块二、自走履带式谷物联

合收割机（全喂入）检修项；

模块三、植保无人驾驶航空

器检修

7:30～8:00 故障设置

8:00～9:30 第一组比赛

9:30～10:00 设备恢复及故障设置

10:00～11:30 第二组比赛

11:30～12:30 设备恢复及故障设置（含

中午用餐时间）

12:30～14:00 第三组比赛

14:00～14:30 设备恢复及故障设置

14:30～16:00 第四组比赛

19:00～20:00 闭幕式暨成绩发布会



8

六、竞赛规则

1.选手和指导教师报名确认后不得随意更换。因故无法参赛的须

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于本赛项开赛 10个工作日之前出具书面说明，

经大赛执委会办公室核实后予以更换。竞赛开始后，参赛队不得更换

参赛队员。

2.比赛前一天安排参赛队熟悉比赛场地，召开领队会，抽签确定

组别。选手出场顺序、位置、比赛所用器材等均由抽签决定，不得擅

自变更、调整。

3.选手提前 30分钟检录进入赛场，按照抽签工位号参加比赛，

竞赛开始后迟到 15分钟以上者取消比赛资格；开赛 30分钟后，方可

离开赛场。

4.选手进入赛场必须听从现场裁判员的统一布置和安排，比赛期

间必须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确保人身和设备安全。

5.赛场提供竞赛指定的专用材料与工具及相关必需用品，选手不

可自带工具。选手应认真阅读竞赛须知，自觉遵守赛场纪律，按竞赛

规则要求进行竞赛，不得携带任何通讯及存储设备、纸质材料等物品

进入赛场。

6.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参赛队及个人信息。

7.竞赛过程中如因材料、设备等原因发生故障，应由项目裁判长

进行评判；若因选手个人原因造成设备故障而无法继续比赛，裁判长

有权决定终止该选手比赛，若非选手原因造成设备故障的，由裁判长

视具体情况做出裁决，确定为设备故障问题的将给选手补足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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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设备故障所耽误的竞赛时间。

8.比赛结束前 10分钟，裁判长提醒一次考生比赛时间，当裁判

长宣布比赛结束后，选手必须马上停止一切操作，按要求等候撤离比

赛现场。

9.选手若提前结束比赛，须向裁判员举手示意，由裁判员记录终

止时间，结束比赛后选手不得再进行任何操作，并按要求撤离比赛现

场。

10.大赛在赛项执委会领导下，裁判组严格按照评分标准负责赛

项成绩评定，确保比赛成绩准确无误。竞赛成绩由裁判长和监督仲裁

长审核签字后方可宣布。

七、技术规范

要求掌握工具的选用与正确使用；量具的选用与正确使用；钳工

装配知识与技能；电子电工知识与技能；维修设备（液压检测仪、故

障诊断仪等）的使用技能。

掌握大型轮式拖拉机悬挂农具作业机组、自走履带式谷物联合收

割机（全喂入）技术维护、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的维护保养的方法及

操作技能。拖拉机悬挂农具作业机组维护保养及按级进行保养的技

能。

掌握大型轮式拖拉机悬挂农具作业机组、自走履带式谷物联合收

割机（全喂入）技术维护、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各系统的技术状态检

查、性能测试及常见典型故障检测、诊断与排除的方法及操作技能。

掌握大型轮式拖拉机悬挂农具作业机组、自走履带式谷物联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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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机（全喂入）技术维护、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各零件的鉴定，部件

及总成件拆卸、装配、调试及检修。

掌握相关技术标准：

（1）农机修理工职业标准（职业编码 5-05-05-02）

（2）农用柴油发动机修理质量 NY/T 2197-2012

（3）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安全技术检验规范 NYI/T 1830-2019

（4）农业机械传动变速箱修理质量 NY/T 2618-2014

（5）内燃机 连杆 技术条件 GB/T 23340-2018

（6）内燃机 主轴瓦及连杆轴瓦 技术条件 GB/T 1151-2012

（7）气缸成品检验及验收 GB/T 21652-2009

（8）普通和窄 V 带传动 第 1 部分：基准宽度制 GB/T

13575.1-2008

（9）普通和窄 V 带传动 第 2 部分：有效宽度制 GB/T

13575.2-2008

（10）液压传动 系统 清洗程序和清洁度检验方法 GB/T

42087-.2023

（11）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 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 5226.1-2019

（12）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GB 20891-2014

（13）非道路用柴油机燃料消耗率限值及试验方法 GB/T

28239-2020

（14）农业机械自动导航辅助驾驶系统质量评价技术规范 NY/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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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4-2018

（15）农业拖拉机和机械 拖拉机和自走式机械的自动导航系统

安全要求 GB/T 39521-2020

（16）农林拖拉机和机械 农用定位与导航系统测试规程 GB/T

39517.2-2020

八、技术环境

（一）竞赛环境

根据报名人数确定参赛工位，预估计为本赛项需要 19个工位，

另再准备 1个备用工位。考虑场地限制，可以采用第一天竞赛结束后，

更换工位设备为第二天比赛做准备。竞赛场地面积和比赛工位设置见

表 3。承办校比赛场地要求空间净高 4.5m 以上，场地面积应达到

1600m2，并配有尾气抽排通风装置，提供稳定的电、气源，场地采

光、照明和通风良好。竞赛工位平面布局图如下图 1所示。

图 1竞赛工位平面布局图

赛场需设有裁判工作区、休息区、监督仲裁室、专家室、医疗室、

选手封闭室、卫生间等区域；裁判工作区、监督仲裁室、选手封闭区

刚性隔离，配备志愿者，严禁与大赛无关人员进入；现场配备音响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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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计时器，实时监控；赛场准备机要室，严禁外人进入，钥匙由裁

判长和监督仲裁长分别掌握。

表 3 竞赛场地面积及工位数

（二）技术平台

1.平台包括大型轮式拖拉机悬挂农具作业机组、自走履带式谷物

联合收割机（全喂入）及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要求用国内市场占有

率高的主流机型，机型列入农机补贴目录产品。

2.配备柴油机故障诊断仪 1套，柴油机故障诊断仪选用国内主流

品牌。

3.竞赛用零、部件及总成件为竞赛所确定轮式拖拉机和自走履带

式谷物联合收割机（全喂入）及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的配套原厂生产

零、部件及总成件。

4.比赛用所有设备和配件均需为按照国家标准要求生产的生产

型产品，有相关产品合格证等品质保证证书，要求设备型号规格一致，

且未经使用过的原厂产品。

5.竞赛每工位所需的设备、器具、材料见表 4。

表 4 竞赛设备、器具、材料

序

号
设备、器具、材料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备注

竞赛模块 工位数
单个工位面积

（㎡）

竞赛场地面积

（㎡）
高度要求

模块一、二、三 20 80 1600 净高大于

4.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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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型轮式拖拉机 功率≥100马力 台 20

要求主流产

品，机型列

入农机补贴

目录

2 拖拉机悬挂作业机

具

配套大型轮式拖拉

机
台 20 配套拖拉机

3
自走履带式谷物联

合收割机（全喂入）

检修

喂入量≥6kg/s 台 20

要求主流产

品，机型列

入农机补贴

目录

4 植保无人驾驶航空

器
作业满载≥40L 台 20

要求主流产

品，机型列

入农机补贴

目录

5 多缸柴油机
与拖拉机或收割机

配套原厂机型
台 22 带翻转台架

6 液压无级变速器

HST 与竞赛机具配套 只 20

7 农机各类总成件 与竞赛机具配套 套 20
8 旧气缸套和旧活塞 成组配套 组 20
9 新气缸、新气缸套 成组配套 组 20
10 柴油机故障诊断仪 配套拖拉机发动机 套 20

11 液压系统检测仪

25Mpa、40Mpa压力

表、三通接头及转换

接头、两通接头、油

管螺栓、垫片、高压

油管

套 20

12 工具车

5-7层，摆放拆装工

具及检测仪器、安全

帽等

台 20

13 数显万用表 只 20
14 指针式万用表 只 20
15 试灯笔 只 20

16 LED强光铝合金手

电筒
只 20

17 不锈钢游标卡尺 0～200mm， 把 20

18 工作台
1350mm*650mm*80

0 张 20

19 桌子 张 若干

20 凳子 张 若干

21 组合工具

配套 2-3种棘轮扳

手、连接杆、多种规

格套筒、一端梅花一

端开口两用扳手

套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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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扭力扳手 把 20
23 活动扳手 10" 只 20
24 活动扳手 18" 只 20

25 全抛光铬钒钢两用

扳手

8 mm、10 mm、12
mm、13mm、14mm、

15mm、16mm、

17mm、18mm、

19mm、21mm、

22mm、24mm、

27mm、16mm

组 20

26 活动扳手 10" 只 20
27 活动扳手 18" 只 20
28 电瓶线 长度 2m,两边带夹子 根 20

29 T型线 1
线径 2.5mm2多股

线，长度 1m，带夹

子

副 20

30 T型线 2 带公、母插头，鲤鱼

夹
副 20

31 内径百分表 配 50-160mm长杆 只 20
32 磁性表座 只 20
33 百分表 内配加长杆 只 20
34 塞尺 把 20
35 卷尺 长度 5m 把 20
36

千分尺

25-50mm 把 20
37 50-75mm 把 20
38 75-100mm 把 20
39

钢直尺
150cm 顶 20

40 300cm 把 20
41

L型水平直角尺

长 300mm 把 20

42 长 600mm，配 150mm
游标卡尺

副 20

43 尖嘴钳 6" 把 20
44 剥线钳 6” 把 20
45 钢丝钳 6" 把 20
46 鲤鱼钳 6" 把 20
47 管子钳 6" 把 20
48 铅锤 个 20
49 圆头锤 把 20
50 橡胶锤 把 20

51 油压千斤顶（配若干

垫木、垫块）
5吨 台 20台

52 三角木
长*宽*高：

(260-300mm)*(10-16 只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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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mm)*180-200mm)

53 一字起
100mm、150mm、

200mm、300mm 把 20

54 十字起
100mm、150mm、

200mm、300mm 把 20

55 轮胎气压表 只 20
56 撬棒 根 20
57 铜棒 根 20

58 笔（石笔、铅笔、记

号笔、签字笔、粉笔）
只 各 20

59 气缸盖垫片 片 20
60 气门室罩垫片 片 20
61 活塞环拆装钳 把 20

62 新活塞环
与新气缸、新气缸套

配套
组 20

63 小桌虎钳 台 20
64 无尘纸 卷 20
65 收割机全车皮带 套 20
66 动刀片 片 3*20
67 护刃器 只 2*20
68 扁錾、冲子、铁砧 套 20
69 铆钉 若干

70 线团
线粗约 0.5mm，长度

大于 5m 卷 20

71 配套拆装工具 套 20
72 配套耗材 若干

73 量杯 只 20
74 防护眼镜 副 20
75 安全帽 把 150
76 油盆 个 200
77 周转箱 个 300
78 维修躺板 台 20
79 轮胎气压表 只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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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竞赛样题

农机检修（中职组）样题

试题一：大型轮式拖拉机悬挂农具作业机组检修

一、大型轮式拖拉机悬挂农具作业机组（出车）前的技术维护

1.操作前准备；

2.完成机组日常班次保养，对作业机组进行检查、润滑、紧固、

调整。

二、大型轮式拖拉机悬挂农具作业机组综合故障诊断与排除

要求选手在固定的工位上操作，拖拉机不允许移动。

竞赛时严禁拆卸燃油高压供给系统。

竞赛选手在固定的工位上独立完成大型拖拉机底盘传动系、制动

系的检查调整；电路故障排除；电控高压共轨系统的测试、诊断与排

除；液压悬挂系统油压测试，并填写记录表。

（一）诊断并排除拖拉机底盘故障

（1）调整主离合器踏板自由行程，符合技术要求，填写记录表

5。
表 5 离合器调整记录表

项 目 调整前（mm） 调整后（mm）

主离合器

踏板自由

行程

（2）调整行车制动器踏板自由行程，符合技术要求，并填写记

录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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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制动器调整记录表

项 目

制动器

制动限位螺钉与制动泵之间间隙 踏板自由行程

左 右 左 右

调整参数值

（mm）

（二）判断排除电路故障

（1）电源电路故障

（2）启动电路故障

（3）照明、仪表、信号及控制电路故障使用诊断仪对电控高压

共轨系统进行测试、诊断，排除故障后发动机应运转正常并填写数据

记录表 7、表 8。
表 7 诊断仪测试数据流记录

测试工况：

序号 监控量名称 监控量值 监控量单位 备注

1 电池电压 v
2 发动机转速 rpm
3 喷油量设定值 mg/stroke
4 当前喷油量 mg/stroke
5 轨压峰值 hpa
6 冷却液温度 degC
7 大气压力 hpa
8 进气压力 hpa
9 进气温度 degC

表 8 电控高压共轨系统检测数据

元件名称 工况
电阻值

(Ω)
数据流读数电压

值(V)
数据流读数

（℃）

水温传感

器

怠速工况

（ ）r/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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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转工况

（ ）r/min

分析结论

3.使用油压表对液压悬挂系统压力进行测试，并填写数据记录表

9。
表 9 液压悬挂系统压力测试

测试工况：

项目

检测值

（MPa）

测试位置

三、拖拉机悬挂农具作业机组零件鉴定、部件及总成件的检修

1.拖拉机总成件（含机构和系统）修理

液压齿轮泵总成全部拆卸解体、测量轴向间隙、密封圈的预压量，

维护后装配。并填写记录表 10。

表 10 液压齿轮泵测量记录表

项 目
轴向

间隙

油泵前盖 油泵后盖

O型密封圈

预压量

E型密封圈预

压量

O型密封圈

预压量

E型密封圈

预压量

测量结果

（mm）

2.电气总成件拆装与检修

对提供的发电机总成进行拆卸，测量硅整流二极管，维护后装配，

并填写记录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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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硅整流二极管测量记录表

项

目

正二极管 负二极管

正向 反向 正向 反向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测

量

结

果

结

论

3.发动机气缸与活塞的鉴定

按两个方向、三个截面的气缸鉴定要求，对 100系列柴油机（活

塞行程为：115mm）的气缸、活塞、活塞环进行以下内容的鉴定，对

已使用过的旧气缸与旧活塞鉴定并填记录表 12。

表 12 旧的气缸与旧活塞鉴定记录表

气缸型号（直径 mm）_________ 活塞行程（mm）_______

A-A：缸径与曲轴平行的方向、B-B：缸径与曲轴垂直的方向

缸 序

项 目

旧气缸
备 注

A-A B-B

旧活塞裙部直径（ ）mm 气缸与活塞修理

参数

气缸内径

测量

（mm）

气缸未磨

损处内径

（ ）

距气缸

上端面

（mm）

S1 标准圆

度
0.005

S2 允许不

修圆度
0.020

S3 极限圆

度
0.050

最大圆度
标准圆

柱度
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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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圆柱度

允许不

修圆柱

度

0.025

最大磨损量
极限圆

柱度
0.100

气缸与活塞最大间隙
标准间

隙
0.15

鉴定结论： 极限值 0.35

4.多缸柴油机拆装与检修

（1）拆卸进、排气歧管；气缸盖出水口节温器座；喷油器等外

部机件。

（2）拆卸气缸盖。（此项经裁判同意可请技术人员协助抬下气

缸盖）。

（3）测量气缸活塞的下陷量，并填写表 13。

表 13 气缸活塞下陷量记录表

测量点

下陷量（mm）

（4）测量进、排气门的下陷量，拆卸进、排气门，检查气门密

封环带的宽度及在锥面上的位置，并填写表 14。

表 14 第一缸气门检查记录表

项 目

进气门 排气门

下陷量（mm）

密封环带宽度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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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5）曲轴与活塞连杆测量

测量主轴颈尺寸并填记录表 15。

表 15 主轴颈测量记录表

位置 （ ）号 （ ）号

主轴颈 A
Ax
Ay

主轴颈 B
Bx
By

主轴颈均值

圆度

圆柱度

鉴定结论：

试题二：自走履带式谷物联合收割机（全喂入）检修

要求选手在固定的工位上操作，收割机不允许移动、不允许传动、

允许升降割台、允许升降拨禾轮。

一、自走履带式谷物联合收割机的维护与保养

（1）检查各部油、水的液面高度并根据结果进行处理。

（2）对整机所有润滑点加注润滑脂。

二、自走履带式谷物联合收割机综合故障诊断与排除

1.割台部分故障诊断与排除



22

检查调整割刀对中性使其符合技术要求，并填写记录表 16。
表 16 割刀对中性的检查记录表

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数值（mm）

2.脱粒清选部分故障诊断与排除

检查脱粒滚筒脱粒齿与凹板筛前、后、左、右四处间隙，并填写

记录表 17。
表 17 脱粒滚筒间隙检查记录表

标准参数值（mm）：

项 目

脱粒滚筒间隙

前 端 后 端

检查参数值

（mm）

结 论

3.动力传动部分故障诊断与排除

更换收割驱动（割台输入）皮带，并填写记录表 18。

表 18 传动皮带张紧度调整记录表

皮带名称 检查部位 挠度（mm）

试题三： 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检修

一、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整机技术状态检查

将运输状态的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转换为调试状态，通过遥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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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整机动力系统、喷洒系统技术状态，并填写记录表 19。

表 19 整机技术状态检查记录表

序号 故障现象 位置

二、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的拆装、零部件鉴定及更换

（1）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的拆装

拆卸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机头左侧水泵，保养后装配。

（2）零部件鉴定及更换

对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机尾喷头支架及机尾位置螺旋桨进行鉴

定并更换。

三、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故障诊断与排除

根据整机技术状态检查情况，对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进行故障诊

断与排除，整机装配完成后进行技术状态测试，并恢复到运输状态。

十、赛项安全

1.赛项执委会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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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必要，也可进行赛场仿真

模拟测试，以发现可能出现的问题。承办单位赛前须按照执委会要求

排除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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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赛场周围要设立警戒线，要求所有参赛人员必须凭赛项执委会

印发的有效证件进入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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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承办单位应提供保证应急预案实施的条件。对于比赛内容涉及

高空作业、可能有坠物、大用电量、易发生火灾等情况的赛项，必须

明确制度和预案，并配备急救人员与设施。

4.严格控制与参赛无关的易燃易爆以及各类危险品进入比赛场

地。

5.在竞赛现场设置有急救站，配备专业医务人员和设备，做好医

疗应急准备。

6.比赛期间裁判员、赛场技术服务人员及选手均不得带通讯设备

进入赛场

7.进入竞赛区域的人员，应严格按照各项目安全、健康规定，做

好安全防护。

十一、成绩评定

（一）赛项评分标准

1.评分原则及实施

（1）采用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式。

（2）认真调试各考核工位车辆、仪器设备，保证考核条件一致。

（3）裁判队伍考前封闭竞赛预演培训，借用视频、图片等载体

掌握操作过程的评判标准，借用诊断报告样品掌握诊断报告的评判标

准，并对裁判的判罚进行分析对比，对不合理的判罚进行纠正，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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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裁判标准一致。

（4）技能竞赛时，设置裁判长助理 1名，协助裁判长工作，每

个工位设 2名工位裁判，具体进行评分工作，独立打分，确保公平公

正。

2.评分标准

模块一、模块二、模块三均采用百分制进行评分，分别占总成绩

50%、35%、15%，各部分评分占比如下表 20所示。

表 20 各模块竞赛内容分值

模块 主要内容
参考分

值

模块一：大型轮式

拖拉机悬挂农具作

业机组检修

1.大型轮式拖拉机悬挂农具作业机组技术维护 20

2.大型轮式拖拉机悬挂农具作业机组综合故障诊

断与排除
50

3.大型轮式拖拉机悬挂农具作业机组零件鉴定、

部件及总成件的检修
30

模块二：自走履带

式谷物联合收割机

（全喂入）检修

1.自走履带式谷物联合收割机（全喂入）技术维

护
20

2.自走履带式谷物联合收割机（全喂入）综合故

障诊断与排除
60

3.自走履带式谷物联合收割机（全喂入）各系统

零件鉴定、部件及总成件检修
20

模块三：植保无人

驾驶航空器检修

1.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技术维护 30
2.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检修 70

（二）模块一： 大型轮式拖拉机悬挂农具作业机组检修

该模块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1.大型轮式拖拉机悬挂农具作业机组技术维护。

2.大型轮式拖拉机悬挂农具作业机组综合故障诊断与排除。

3.大型轮式拖拉机悬挂农具作业机组零件鉴定、部件及总成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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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修。

大型轮式拖拉机悬挂农具作业机组检修评分标准见表 21。

表 21 大型轮式拖拉机悬挂农具作业机组检修评分标准

序

号

考核内

容
考核要点 评分标准

1
准备工

作

1.清洁作业

2.安全防护工作

3.机油、冷却液、制动液、齿

轮油、液压油等检查

4.轮胎气压检查

1.未清洁检查工量具扣 1分，

检查不全扣 0.5分
2.车轮挡块未安装或安装不正

确，扣 0.5分
3.未佩戴安全帽，扣 0.5分
4.未检查机油、冷却液、制动

液扣 1分，检查不全扣 0.5分
5.未检查齿轮油、液压油扣 1
分，检查不全扣 0.5分
6.未检查轮胎气压，扣 1分

2

离合器

踏板自

由行程

的检查

与调整

1.离合器踏板原始高度检查

2.离合器踏板自由行程检查

或调整

3.安全防护工作到位

4.工具、量具使用规范

5.操作规范、安全文明生产

1.离合器踏板原始高度测量不

准确、未记录，扣 2分
2.离合器踏板自由行程测量不

准确、未记录，扣 2分
3.离合器踏板自由行程调整方

法不当，扣 2分
4.调整完毕后没有复检离合器

的工作状况，扣 2分
5.工具、量具使用不规范，扣 1
分

6.操作规范、安全文明生产不

到位，扣 1分

3

制动踏

板自由

行程的

检查与

调整

1.确认制动系统工作状况

2.左、右侧制动踏板高度检查

和调整

3.制动踏板自由行程检查与

调整

4.制动踏板工作状况复检

5.安全防护工作到位

6.工具、量具使用规范

7.操作规范、安全文明生产

1.未检查制动系统使用性能，

扣 2分
2.未松开左、右两侧制动踏板

的连接销，扣 1分
3.未检查自由状态下左、右两

侧踏板高度差，扣 1分
4.未准确测量左、右两侧制动

踏板自由行程，扣 1分
5.自由行程调整方法不当，扣 1
分

6.未连接左、右两侧制动踏板

连接销，扣 1分
7.调整完毕后没有复检制动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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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的工作状况，扣 1分
8.工具、量具使用不规范，扣 1
分

9.操作规范、安全文明生产不

到位，扣 1分

4

进气系

统维护

与检修

1.进气管路密封状况检查

2.废气涡轮增压装置工作状

况检查

3.空气滤芯的保养或更换

4.安全防护工作到位

5.工具、量具使用规范

6.操作规范、安全文明生产

1.未正确检查废气涡轮增压装

置前端进气管路状况，扣 2分
2.未正确检查废气涡轮增压装

置后端进气管路状况，扣 1分
3.未正确检查进气歧管状况，

扣 1分
4.空气滤清器滤芯拆卸方法不

正确，扣 1分
5.空气滤清器保养或更换方法

不得当，扣 2分
6.空气滤清器滤芯安装方法不

正确，扣 1分
7.工具、量具使用不规范，扣 1
分

8.操作规范、安全文明生产不

到位，扣 1分

5

转向传

动机构

维护与

检修

1.直拉杆及球头状况检查

2.横拉杆及球头状况检查

3.转向传动机构润滑脂加注

4.工具、量具使用规范

5.操作规范、安全文明生产

1.未正确检查直拉杆弯曲等损

伤，扣 2分
2.未正确检查横拉杆弯曲等损

害，扣 2分
3.未正确检查球头总成的状

况，扣 2分
4.未正确检查黄油嘴的状况，

扣 1分
5.润滑脂加注量不足，扣 1分
6.工具、量具使用不规范，扣 1
分

7.操作规范、安全文明生产不

到位，扣 1分

6

前轮前

束的检

查与调

整

1.转向传动机构工作状况确

认

2.前轮前束的检查

3.必要时前轮前束的调整

4.工具、量具使用规范

5.操作规范、安全文明生产

1.转向转动机构使用状况未检

查，扣 2分
2.前轮未处于直行位置，扣 1
分

3.前轮前端测量位置不正确，

扣 1分
4.前轮后端测量位置不正确，

扣 1分
5.测量结果未及时记录并分

析，扣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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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前轮前束值调整方法不当，

扣 1分
7.调整完毕后，锁紧螺栓紧固

方法不当，扣 1分
8.工具、量具使用不规范，扣 1
分

9.操作规范、安全文明生产不

到位，扣 1分

7

拖拉机

液压悬

挂系统

的维护

1.液压悬挂装置的检查

2.液压悬挂装置的紧固

3.液压悬挂装置润滑

4.液压悬挂装置两端高度检

查和调整

5.工具、量具使用规范

6.操作规范、安全文明生产

1.未正确检查悬架系统连接部

位是否牢固，扣 1分
2.未正确检查连接球头总成的

使用状况，扣 1分
3.未完成润滑脂加注或加注量

不足，扣 1分
4.相关连接螺栓紧固不到位，

扣 1分
5.未检查液压悬挂装置两端高

度差，扣 2分
6.需调整液压悬挂装置两端高

度时未调整，扣 2分
7.工具、量具使用不规范，扣 1
分

8.操作规范、安全文明生产不

到位，扣 1分

8

自动驾

驶控制

装置使

用

1.考核选手自动驾驶控制装

置使用情况

2.考核选手对新观念、新技术

的接受能力

3.考核选手自我创新突破能

力

4.工具、量具使用规范

5.操作规范、安全文明生产

1.对满足自动驾驶控制的条件

把控不到位，扣 1分
2.自动驾驶模式的转换操作不

规范，扣 2分
3.车辆相关参数输入不到位，

扣 2分
4.未正确验证模式转换是否成

功，扣 2分
5.未将拖拉机从自动驾驶模式

转化为正常驾驶模式，扣 1分
6.工具、量具使用不规范，扣 1
分

7.操作规范、安全文明生产不

到位，扣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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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发动机

不能起

动故障

1.车辆起动前，检查换挡杆是

否处于空档、高低档位置和液

压控制手柄空档位置

2.向裁判示意起动发动机

3.若发动机不能起动，检查电

源管理系统工作状况。

4.根据维修资料和排故思路，

检查起动控制装置工作状况。

5.根据维修资料和排故思路，

检查燃油系统工作状况。

6.工具、量具、仪表使用规范

7.操作规范、安全文明生产

1.蓄电池检查方法不正确，扣 1
分

2.万用表使用前未校验，扣 1
分。

3.蓄电池使用状况检查不正

确，扣 1分
4.起动前未检查变速杆、高低

档杆、液压控制手柄位置，扣

1分
5.起动车辆未主动向裁判示

意，扣 1分（只扣 1次）

6.电源管理系统工作状况检修

不到位，扣 2分
7.起动装置的工作状况检查不

到位，扣 2分
8.燃油供给系统工作状况检查

不到位，扣 2分
9.未展示故障点，扣 2分
10.未简要分析故障原因，扣 3
分

11.未验证故障排除情况，扣 2
分

12.工具、量具使用不规范，扣

1分
13.操作规范、安全文明生产不

到位，扣 1分

10

发动机

电控系

统传感

器或执

行器检

修

1.正确组装故障诊断仪

2.正确将诊断仪与拖拉机诊

断接口连接

3.会用诊断仪读取相关故障

码

4.会用诊断仪读取相关数据

流

5.能够对传感器或执行器进

行关键参数的检测

6.发现并排除故障

7.工具、量具、仪表使用规范

8.操作规范、安全文明生产

1.诊断仪组装不规范，扣 1分
2.诊断仪与拖拉机诊断接口连

接时，未关闭点火开关，扣 1
分

3.未规范读取相关故障码，扣 1
分

4.未规范读取相关数据流，扣 1
分

5.未正确对传感器关键参数检

测，扣 1分
6.作业不规范，未排除故障点，

扣 1分
7.未展示故障点，扣 1分
8.未简要分析故障原因，扣 2
分

9.未验证故障排除情况，扣 1
分

10.工具、量具使用不规范，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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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
11.操作规范、安全文明生产不

到位，扣 1分

11

排除照

明系统

故障

1.小灯工作状况检查

2.大灯近光、远光工作状况检

查

3.根据检查情况，明确照明装

置工作状况

4.对存在问题的部件进行检

修，并恢复至良好工作状态

5.工具、量具、仪表使用规范

6.操作规范、安全文明生产

1.未检查仪表盘上相关指示灯

工作状况，扣 1分
2.前、后小灯检查方法不当，

扣 1分
3.未按规范检查大灯工作状

态，扣 1分
4.大灯近光、远光检查方法不

当，扣 1分
5.未展示故障点，扣 1分
6.未简要分析故障原因，扣 1
分

7.未验证故障排除情况，扣 2
分

8.工具、量具使用不规范，扣 1
分

9.操作规范、安全文明生产不

到位，扣 1分

12
信号系

统检修

1.制动灯工作状况检查

2.左侧转向灯工作状况检查

3.右侧转向灯工作状况检查

4.喇叭工作状况检查

5.工具、量具、仪表使用规范

6.操作规范、安全文明生产

1.制动灯检查方法不当，扣 1
分

2.未检查仪表盘上转向指示灯

工作状况，扣 1分
3.左、右侧转向灯检查方法不

当，扣 1分
4.转向开关自动回位状况未检

查，扣 1分
5.喇叭工作状况检查不到位，

扣 1分
6.未展示故障点，扣 1分
7.未简要分析故障原因，扣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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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未验证故障排除情况，扣 2
分

9.工具、量具使用不规范，扣 1
分

10.操作规范、安全文明生产不

到位，扣 1分

13
空调系

统检修

1.鼓风机转速调节检查

2.温度调节检查

3.吹风位置检查

4.内、外循环检查

5.发现并排除故障点

6.对空调滤芯进行必要保养

或更换

7.工具、量具、仪表使用规范

8.操作规范、安全文明生产

1.鼓风机转速检查方法不当，

扣 0.5分
2.温度调节检查方法不当，扣

0.5分
3.吹风位置检查方法不当，扣

0.5分
4.内、外循环检查方法不当，

扣 0.5分
5.未展示故障点，扣 1分
6.未简要分析故障原因，扣 1
分

7.未验证故障排除情况，扣 1
分

8.未对空调滤芯进行必要保养

或更换，扣 1分
9.工具、量具使用不规范，扣 1
分

10.操作规范、安全文明生产不

到位，扣 1分

14

液压助

力转向

装置压

力的测

试

1.检查液压助力转向系统工

作状况

2.检查压力表及连接管路状

况

3.将压力表及连接管路接入

转向助力系统

4.转向过程中压力的检测

5.转向轮处于极限位置时压

力检测

6.作业后进行液压系统泄漏

检查和气体排放操作

7.工具、量具、仪表使用规范

8.操作规范、安全文明生产

1.未正确检查液压助力转向系

统工作状况，扣 2分
2.未检查压力表及连接管路的

性能，扣 1分
3.压力表及连接管路接入转向

助力系统不正确，扣 1分
4.压力检测方法不正确，扣 2
分

5.作业后未进行液压系统泄漏

检查和气体排放操作，扣 1分
6.未再次确认液压助力转向使

用状况，扣 1分
7.工具、量具使用不规范，扣 1
分

8.操作规范、安全文明生产不

到位，扣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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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拖拉机

液压悬

挂系统

压力测

试

1.检查液压悬挂系统工作状

况

2.检查压力表及连接管路状

况

3.将压力表及连接管路接入

悬挂液压系统

4.测试提升压力

5.测试安全阀开启压力

6.测试完成后进行液压悬挂

系统泄漏检查和性能检查

7.工具、量具、仪表使用规范

8.操作规范、安全文明生产

1.未正确检查液压悬挂系统工

作状况，扣 1分
2.未正确检查压力表及连接管

路状况，扣 1分
3.未正确将压力表及连接管路

接入液压悬挂系统，扣 1分
4.未正确测试并记录提升开始

时的压力，扣 1分
5.未正确测试并记录安全阀开

启压力，扣 1分
6.未正确拆下压力表及连接管

路，扣 1分
7.安装液压悬挂系统管路后，

未进行泄漏检查，扣 2分
8.工具、量具使用不规范，扣 1
分

9.操作规范、安全文明生产不

到位，扣 1分

16

发动机

气缸与

活塞的

检测

（10分）

1.拆下指定气缸的活塞连杆

组

2.拆下活塞环

3.进行必要的清洁和检查作

业

4.测量活塞裙部直径

5.按要求测量气缸三个位置

内径

6.进行气缸、活塞相关数据的

计算

7.判断活塞、气缸的工作状况

8.润滑活塞连杆组件

9.将活塞连杆组装入气缸体。

10.工具、量具、仪表使用规

范

11.操作规范、安全文明生产

1.活塞连杆组拆卸方法不当，

扣 1分
2.未进行必要的清洁和检查作

业，扣 1分
3.量具校验和使用方法不当，

扣 0.5分
4.活塞裙部位置测量不当，扣

0.5分
5.量缸表组装和使用方法不

当，扣 1分
6.气缸内径测量位置不当，记

录数据不准确，扣 1分
7.活塞、气缸的圆度误差、圆

柱度误差、配缸间隙测量不准

确，扣 2分
8.活塞连杆组安装前未进行必

要的润滑，扣 0.5分
9.活塞连杆组未装入气缸体

中，扣 0.5分
10.工具、量具使用不规范，扣

1分
11.操作规范、安全文明生产不

到位，扣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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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发动机

曲轴连

杆轴颈

与轴承

配合间

隙测量

1.拆下指定气缸连杆轴承盖

2.清洁测量部位

3.用塑料线间隙规测量配合

间隙

4.及时记录测量值并做出判

断

5.清洁测量部位，安装连杆轴

承盖

6.工具、量具、仪表使用规范

7.操作规范、安全文明生产

1.未正确拆下指定气缸连杆轴

承盖，扣 1分
2.未清洁测量部位，扣 1分
3.塑料线间隙规放置位置不当

或长度不足，扣 1分
4.测量过程中曲轴转动，测试

结果无效，扣 2分
5.间隙规测量痕迹清洁不到

位，扣 1分
6.轴承盖安装不符合技术要

求，扣 1分
7.未检查活塞连杆组安装情

况，扣 1分
8.工具、量具使用不规范，扣 1
分

9.操作规范、安全文明生产不

到位，扣 1分

18

发动机

气门组

检测

1.拆卸指定气缸的一组进、排

气门

2.拆下并检查气门油封使用

状况

3.对拆下气门进行必要的清

洁和检查

4.对相应的气门座圈进行清

洁和检查

5.测量进气门、排气门气门杆

直径

6.测量气门密封环带的宽度，

并判断其位置是否正确

7.安装气门组

8.工具、量具、仪表使用规范

9.操作规范、安全文明生产

1.未规范拆下指定气缸的气门

组，扣 1分
2.未拆下气门油封并进行相关

检查，扣 1分
3.清洁作业不规范，扣 1分
4.进、排气门杆直径测量不准

确，扣 2分
5.气门头部密封环带宽度测量

不准确，扣 1分
6.未正确对气门杆使用状况作

出判断，扣 1分
7.环带宽度和位置判断不准

确，扣 1分
8.未正确安装气门油封，扣 1
分

9.未正确安装进、排气门，扣 1
分

10.工具、量具使用不规范，扣

1分
11.操作规范、安全文明生产不

到位，扣 1分

19

液压油

泵总成

检测

1.拆卸并分解液压泵总成

2.清洁并检查油泵壳体、油泵

端盖

3.检查主、从动齿轮磨损及疲

劳状况

4.检查主、从动齿轮啮合间隙

1.未正确拆卸、分解油泵总成，

扣 1分
2.未清洁、检查油泵壳体、油

泵端盖、主从动齿轮，扣 1分
3.未检查主、从动齿轮磨损及

疲劳状况，扣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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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检查主动齿轮与侧盖间的

端隙

6.检查端盖两侧密封橡胶垫

圈使用状况

7.组装油泵总成，并检查其性

能

8.工具、量具、仪表使用规范

9.操作规范、安全文明生产

4.主、从动齿轮啮合间隙测量

不正确，扣 1分
5.主动齿轮与侧盖间的间隙测

量不正确，扣 1分
6.两侧橡胶密封垫圈检查不规

范，扣 1分
7.未正确组装液压油泵总成，

扣 1分
8.未进行油泵总成组装后的性

能检查，扣 1分
9.工具、量具使用不规范，扣 1
分

10.操作规范、安全文明生产不

到位，扣 1分

20 安全文

明生产

1.工具、量具清洁归位

2.设备清洁归位

3.场地清洁

4.安全文明生产

1.工具、设备未清洁，未恢复

至原始位置，扣 1分
2.场地未清洁，扣 1分
3.安全文明生产：

（1）无磕碰刮擦、无人员受伤

不扣分，否则扣 2分
（2）无零件、工量具损坏不扣

分，否则扣 1分

21 综合项

扣分

1.因操作失误造成零件及工量具损坏每次扣 5分；

2.因违规操作发生重大人身或设备事故,全题按零分计；

3.上述每个项目配分扣完为止，未完成部分不得分；

4.得分相同者按完成时间排序，用时少者列前

（三）模块二： 自走履带式谷物联合收割机（全喂入）检修

该模块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1.联合收割机技术维护，技术维护主要包含日常的维护保养。

2.联合收割机综合故障诊断与排除，主要包括电路系统故障诊断

与排除、割台部分故障诊断与排除、脱粒清选部分故障诊断与排除、

液压系统故障诊断与排除等。

3.收割机各部分零件的维修及零件鉴定。主要包含易损件的更换

与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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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走履带式谷物联合收割机（全喂入）技术维护评分标准见表

22。

表 22 自走履带式谷物联合收割机（全喂入）技术维护评分标准

序

号

考核内

容
考核要点 评分标准

1 准备工

作

1.收割机维修前安全保障措

施；

2.工量具检查与清洁；

3.收割机状态的检查与巡视；

4.空滤器的检查与清理；

5.润滑油、液压油、冷却液检

查

1.未戴防护用具扣 1分；

2.未清洁工具扣 1分；

3.未检查巡视车辆扣 0.5分；

4.未检查空滤器扣 1分；

5.油水检查漏 1-2项扣 1分；

6.未检查电瓶电量扣 0.5分

2

自走履

带式谷

物联合

收割机

电路系

统故障

诊断与

排除

1.查找故障过程中按操作规

程操作；

2.诊断排除电源电路接触不

良故障；

3.诊断排除电源电路总闸接

触不良故障；

4.诊断排除启动电路钥匙门

故障；

5.诊断排除启动电路总保险

故障；

6.诊断排除启动电路 ECU保

险故障；

7.诊断排除启动电路继电器

故障；

8.诊断排除启动电路离合器

开关故障；

9.诊断排除启动电路起动机

接线断路故障；

10.诊断排除启动电路起动机

励磁线圈故障；

11.诊断排除照明电路保险故

障；

12.诊断排除照明电路前照灯

故障；

13.诊断排除控制电路保险故

障；

14.诊断排除控制电路转向继

电器故障

1.启动前未检查主变速手柄

扣 1分；

2.各手柄等应处于“空挡”或

“分离”位置，漏一项 1分；

3.每次启动前鸣笛，未鸣笛每

次扣 1分；

4.单次启动时间超过 15秒，

扣 1分；

5.两次启动无明显间隔扣 1
分；

6.连续启动超过 3次扣 1分；

7.未检查电瓶电量扣 1分；

8.有从车上跳下动作扣 1分；

9.未排除电源故障扣 1分；

10.未排除电源电路总闸接触

不良故障扣 1分；

11.未检查到钥匙门故障扣 1
分；

12.未检查到总保险故障扣 1
分；

13.总保险拔插未断电扣 1分；

14.未使用万用表测试新的总

保险扣 1分；

15.未检查到 ECU保险故障扣

1分；

16.未排除 ECU保险故障扣 1
分；

17.未检查到启动继电器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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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诊断排除控制电路转向灯

故障故障；

16.诊断排除空调线路故障。

扣 1分；

18.未用万用表测试启动继电

器故障扣 1分；

19.启动继电器拔插未断电扣

1分
20.未检查到离合器开关故障

扣 1分；

21.未用万用表测试离合器开

关故障扣 1分；

22.离合器开关拔插未断电扣

1分；

23.未排除启动电路起动机接

线断路故障扣 1分；

24.未排除启动电路起动机励

磁线圈故障扣 1分；

25.未排除照明电路保险故障

扣 1分；

25.未排除照明电路前照灯故

障扣 1分
26.未排除控制电路保险故障

27.未排除控制电路转向继电

器故障；

28.未排除控制电路转向灯故

障故障；

29.未排除空调线路故障

3

自走履

带式谷

物联合

收割机

割台部

分故障

诊断与

排除

1.检查护刃器直线度；

2.检查割刀行程；

3.检查割刀对中情况；

4.割刀对中调整（划线三处）；

5.拨禾轮收顺倒伏作物调整；

6.拨禾轮收逆倒伏作物调整；

7.拨禾轮收正常作物调整；

8.更换指定护刃器；

9.更换损坏弹齿；

10.更换指定割刀片；

11.喂入搅龙距底板间隙检查

与；调整；

12.伸缩拨齿距底板间隙检查

与调整；

13.喂入链耙距底板间隙检查

与调整

1.未戴防护用具扣 1分；

2.未检查护刃器直线度扣 1
分；

3.护刃器直线度检查数据未

填写扣 1分；

4.未检查割刀行程扣 1分；

5.未划线检查割刀对中情况

（划线三处）扣 1分；

6.割刀对中调整后未校验扣 1
分；7.未调整拨禾轮（顺倒伏）

扣 1分；

8.拨禾轮调整方向错误扣 1
分；

9.未调整拨禾轮（逆倒伏）扣

1分；

10.拨禾轮调整方向错误扣 1
分；

11.未调整拨禾轮（收正常作

物）扣 1分；



37

12.拨禾轮调整方向错误扣 1
分；

13.未更换指定护刃器扣 1分；

14.未更换损坏弹齿扣 1分；

15.未更换割刀动刀片扣 1分；

16.未检查搅龙叶片与底板间

隙并调整（按说明书）扣 1分；

17.检查搅龙叶片与底板间隙

未划线扣 1分；

18.搅龙叶片与底板间隙调整

错误扣 1分；

19.搅龙叶片与底板间隙调整

后未复核扣 1分；

20.未检查伸缩齿与割台底板

间隙并调整扣 3分；

21.检查伸缩齿与割台底板间

隙位置错误扣 1分；

22.伸缩齿与割台底板间隙调

整错误扣 1分；

23.伸缩齿与割台底板间隙调

整后未复核扣 1分；

24.喂入链耙距底板间隙未检

查扣 1分；

25.喂入链耙距底板间隙未调

整扣 1分

4

自走履

带式谷

物联合

收割机

脱粒清

选、传输

集粮部

分故障

诊断与

排除

1.脱粒滚筒间隙检查与调整；

2.针对不同作物收获清选风

量调整；

3.针对不同作物收获上筛角

度调整；

4.针对不同作物收获下筛角

度调整；

5.防尘板调整；

6.二次复脱水平搅龙故障检

查与排除；

7.二次复脱垂直搅龙故障检

查与排除；

8.粮食输送器故障检查与排

除；

9.卸粮搅龙故障检查与排除。

1.工具量具选用或使用错误

扣 1分；

2.检查轴流滚筒凹板间隙错

误扣 1分；

3.调整轴流滚筒凹板间隙错

误扣 1分；

4.风向板调整错误扣 1分；

5.风扇左侧调风板的开度调

整错误扣 1分；

6.风扇右侧调风板的开度调

整错误扣 1分；

7.清选筛调节角度错误扣 1
分；

8.后挡板高度调节错误扣 1
分；

9.未查到水平杂余搅龙堵塞

故障扣 1分；

10.未排除水平杂余搅龙堵塞

故障扣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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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未查到垂直杂余搅龙堵塞

故障扣 1分；

12.未排除垂直杂余搅龙堵塞

故障扣 1分；

13.未查到籽粒搅龙堵塞故障

扣 1分；

14.未排除籽粒搅龙堵塞故障

扣 1分

5

自走履

带式谷

物联合

收割机

传动系

统故障

诊断与

排除

1.更换风扇、清选、卸粮皮带；

2.检查调整风扇、清选、卸粮

皮带张紧度；

3.更换割台传动皮带；

4.更换收割驱动皮带；

5.更换供给装置驱动皮带；

6.更换拨禾轮驱动皮带；

7.检查调整传动链条长度和

张紧度；

8.更换割台传动链条；

9.更换喂入搅龙驱动链条；

10.更换拨禾器副轴链条；

11.更换收割驱动链条；

12.更换供给装置驱动链条；

13.调整安全离合器弹簧；

14.主离合器弹簧长度的检查

与调整。

1.拆装皮带时工具使用错误

扣 1分；

2.拆卸前未检查皮带张紧度

扣 1分；

3.拆卸时未松开张紧轮扣 1
分；

4.更换皮带前未校核型号扣 1
分；

5.更换皮带后未校核张紧度

扣 1分；

6.拆卸前未检查链条张紧度

扣 1分；

7.拆卸链条时未查看旋向扣 1
分；

8.链条节拆卸工具使用错误

扣 1分；

9.链条活接方向安装错误扣 1
分；

10.链条安装方向错误扣 1分；

11.链条更换后未检查张紧度

扣 2分；

12.拆装链条时工具使用错误

扣 1分；

13.未检查安全离合器结合状

态扣 1分；

14.工具及零件脱手落地扣 1
分；

15.安全离合器弹簧调整错误

扣 2分；

16.安全离合器零件鉴定错误

扣 1分；

17.安全离合器分离状态调整

扣 2分；

18.工具量具选用或使用错误

扣 1分；

19.主离合器弹簧长度未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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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 1分；

20.主离合器弹簧长度未调整

扣 1分.

6

自走履

带式谷

物联合

收割机

行走及

转向系

统故障

诊断与

排除

1.检查调整行走履带张紧度；

2.检查行走马达工作压力；

3.检查更换驱动轮；

4.检查更换托链轮；

5.检查更换支重轮；

6.检查测试转向性能；

7.测量转向液压系统工作压

力。

1.未检查履带是否损伤扣 1
分；

2.未对履带张紧度检查扣 2
分；

3.未检查支重轮是否松脱扣 2
分；

4.未对支重轮是否偏离导轨

检查扣 2分；

5.未对驱动轮的检查扣 2分；

6.未检查转向系油路是否有

空气扣 2分；

7.未测量行走马达工作压力

扣 2分；

8.未测量转向液压系统工作

压力扣 2分

7

自走履

带式谷

物联合

收割机

零部件

的拆卸

安装与

鉴定维

修

1.燃油滤清器滤芯更换；

2.机油滤清器滤芯更换；

3.HST液压油滤芯更换；

4.油门钢索的更换；

5.熄火钢索的更换；

6.液压软管的更换；

7.履带支重轮的拆卸与安装；

8.水平搅龙的拆卸与安装；

9.垂直搅龙的拆卸与安装。

1.拆装滤清器时工具使用错

误扣 1分；

2.安装前未检查密封圈扣 1
分；

3.拆装滤清器时工具使用错

误扣 1分；

4.安装滤清器前 O型圈未涂

油扣 1分；

5.拆装滤清器时工具使用错

误扣 1分；

6.安装滤清器前 O型圈未涂

油扣 1分；

7.油门钢索未更换扣 3分；

8.油门钢索更换后不灵活扣 1
分；

9.油门钢索更换后未锁定扣 1
分；

10.熄火钢索未更换扣 3分；

11.熄火钢索更换后不灵活扣

1分；

12.未拆装液压软管扣 1分；

13.未拆装履带支重轮扣 5分；

14.拆装部件有损伤扣 1分；

15.未拆装水平搅龙扣 5分；

16.拆装后不灵活扣 1分；

17.未拆装垂直搅龙 扣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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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拆装后不灵活扣 1分

8 安全文

明生产

1.遵守安全操作规程；

2.整理、清洁作业现场。

1.未清理现场扣 2分；

2.操作过程中有工具及零部

件轻微损坏扣 1分；

3.操作过程中有人员刮擦磕

碰扣 2分

9 综合项

扣分

1.因操作失误造成零件及工量具损坏每次扣 5分；

2.因违规操作发生重大人身或设备事故,全题按零分计；

3.上述每个项目配分扣完为止，未完成部分不得分；

4.得分相同者按完成时间排序，用时少者列前

（四）模块三： 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检修

该模块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1.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技术维护，技术维护主要包含日常的维护

保养。

2.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故障诊断与排除，主要包括动力系统

故障诊断与排除、喷洒系统故障诊断与排除和通信系统故障诊断与排

除等。

3.植保无人机驾驶航空器主要部件的拆装。

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评分标准见表 23。

表 23 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评分标准

序

号

考核内

容
考核要点 评分标准

1 准备工

作

1.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维修

前安全保障措施；

2.工量具检查与清洁；

3.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的检

查；

1.未戴防护用具扣 1分；

2.未清洁工具扣 1分；

3.未检查巡视飞机扣 0.5分；

4.未检查植保无人驾驶航空

器电池电量扣 1分；

5.未检查遥控器电量扣 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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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植保无

人驾驶

航空器

动力系

统检修

1.查找故障过程中按操作规

程操作；

2.诊断排除电源电路接触不

良故障；

3.螺旋桨的检查与更换；

4.动力电机的检查与更换；

5.动力电机怠速测试并填记

录表；

6.电调的检查与更换；

7.电池运转情况并填记录表；

8.不同螺旋桨的正确选取，正

反桨检查；

9.电机正反转调整方法

1.未检查 1个螺旋桨扣 2分，

最多扣 4分；

2.未检查 1个电机扣 2分，最

多扣 4分；

3.电机怠速运转传动测试前

未将所有螺旋桨拆下的扣 4
分；

4.未检查电池电量扣 2分；

5.未完成电机怠速运转传动；

测试并填记录表，填写错误扣

2分，最多扣 4分；

6.电机正负极接线不正确扣 2
分；

7.电机信号线插线不正确扣 2
分；

8.中心盘理线不合理扣 2分；

9.螺旋桨方向不正确每处扣 2
分；

10.螺旋桨松紧不恰当每处扣

2分

3

植保无

人驾驶

航空器

通信系

统检修

1.更改遥控器与无人机对频；

2.检查遥控器电量检查低电

量设置指定值；

3.检查遥控器摇杆模式查看

与调整指定遥控模式；

4.照明灯开关故障诊断与排

除；

5.雷达故障诊断与更换；

6.RTK模块故障诊断与更换；

7.摄像头故障诊断与排除调

整；

8.指南针校准；

9.IMU校准

1.要先打开遥控器，再打开无

人机电源，顺序错误扣 4分。

2.未完成遥控器摇杆模式更

改扣 4分；

3.不能完成遥控器与植保无

人航空器的对频扣 4分；

4.未完成遥控器电量检查低

电量设置扣 4分；

5.RTK天线左右安装错误，扣

4分；

6.未完成照明灯检测与排故，

扣 4分；

7.摄像头通讯异常未排除扣 4
分；

8.雷达故障未排除扣 4分；

9.指南针校准操作错误扣 2
分；

10.IMU校准操作错误扣 2分；

11.万用表使用错误扣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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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植保无

人驾驶

航空器

喷洒系

统检修

1.流量计检查与校准；

2.泵流量检查与校准；

3.泵的检查与更换；

4.喷头的检查与更换；

5.药箱的检查与更换；

6.喷洒管路检查与更换；

7.液位计支架是否断裂损坏；

8.测试植保无人机喷洒系统

1.未对喷头、管路和连接线插

头检查的，每项扣 1.5分，最

多扣 4分；

2.未检查药箱密封圈扣 1分；

3.未检查药箱滤网扣 1分；

4.未拆开水泵，或水泵安装错

误的扣 2分；

5.未摆放量杯或桶，扣 2分；

6.未填写记录表或记录表填

写错误，每空扣 0.5分；

7.加水过程中有水流出，扣 1
分；

8.工具量具选用或使用错误

扣 1分；

9.未完成水泵检查扣 2分；

10.未完成喷洒系统测试，填

表错误每空扣 2分

5

植保无

人驾驶

航空器

整机故

障诊断

与排除

1.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动力；

系统故障诊断与排除；

2.排除喷洒系统故障；

3.排除通信系统故障；

4.复查，填写记录故障表格；

1.未在工作台进行故障诊断

与排除操作的，扣 2分；

2.未断开植保无人驾驶航空

器电池电源线进行排除故障

的，扣 2分；

3.零件或工具脱手落地，每次

扣 1分；

4.未排除动力系统故障的扣 3
分；

5.插接连接电线时，未检查接

头两端技术状态的，每次扣 1
分；

6.未排除喷洒系统故障的扣 3
分；

7.检修后未测试的扣 3分；

8.未在调试区进行调试的，扣

3分；

9.未摆放量杯或桶，每个位置

扣 0.5分；

10.未排空气，扣 3分；

11.零件安装顺序错误，扣 3
分；

12.未复查，扣 1分；

13.填写记录表每空 0.5分，总

分 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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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植保无

人驾驶

航空器

机体零

部件拆

装

拆装机头方向右侧机臂，将植

保无人驾驶航空器恢复到初

始状态。

1.解体机臂上（除下述说明

的）所有相关零部件；

2.机臂连接的喷杆及喷头不

需进一步解体；

3.电调不需进一步解体；

4.电机不需进一步解体；

5.桨叶不需进一步解体；

6.拆解后的所有机臂零部件

必须整齐摆放；

7.拆解后的所有螺丝配件必

须整齐摆放

1.未在工作台进行拆装的，扣

3分；

2.操作顺序错误每次扣 1分；

3.工具选择不正确，每次扣 1
分；

4.零件或工具脱手落地，每次

扣 2分；

5.未安装右侧机臂扣 5分；

6.导线未连接或连接错误每

次扣 1分；

7.桨叶未安装或安装错误，每

处扣 1分；

8.配件摆放杂乱扣 2分；

9.螺丝摆放杂乱扣 2分；

10.未将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

恢复至运输状态扣 2分

7 安全文

明生产

1.遵守安全操作规程；

2.整理、清洁作业现场

1.未清理现场扣 2分；

2.操作过程中有工具及零部

件轻微损坏扣 1分；

3.操作过程中有人员刮擦磕

碰扣 2分

8 综合项

扣分

1.因操作失误造成零件及工量具损坏每次扣 5分；

2.因违规操作发生重大人身或设备事故,全题按零分计；

3.上述每个项目配分扣完为止，未完成部分不得分；

4.得分相同者按完成时间排序，用时少者列前。

（五）评分方式

1.裁判员人数及要求

参考往届报名情况，按 75名选手测算，竞赛拟设置 19个标准工

位，1个备位工位，分 4批次进行比赛，赛项设裁判长 1人，裁判长

助理 1名，按照每个工位评分裁判 2人，评分裁判 38人，技术裁判

5人，加密、解密裁判各 1名，统分、核分裁判各 1人，共需裁判 49

名。其中，技术裁判主要完成故障件制作、故障设置、协助专家组验

证数据，需要扎实的专业技能和组织大赛的丰富经验，由专家组推荐。

最终工位数及裁判人数根据报名情况进行调整。裁判需求表如下表



44

24、表 25所示。

比赛期间，需要厂方技术人员在大赛现场进行技术服务保障，其

中拖拉机厂家技术人员 19名、收割机厂家技术人员 19名（注：如果

拖拉机与联合收割机为同一厂家赞助提供，共需技术人员 20名）、

多缸发动机技术人员 4名、液压部件技术人员 2名、发动机故障诊断

仪厂家技术人员 2名、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厂家技术人员 10名。

表 24 裁判（含裁判长、裁判长助理、评分裁判、技术裁判）要求表

序号 专业技术方向、知识能力要求
执裁、教学、工作

经历

专业技术职称（职业

资格等级）
人数

1

农业机械或机械大类专业方

向，懂农业机械专业知识，会

农机操作与农机修理规程规

范。

10年以上
副高以上（或讲师工

程师 10年以上）
49

表 25 加密、解密裁判要求表

要求 需求人数

具备省级以上竞赛执裁经验 2人

2.裁判评分

每工位两位工位裁判以评分标准为依据，分别对参赛选手操作过

程和结果进行评分，待竞赛结束后，两位工位裁判再进行比对审核，

最终每工位出具一份最终的评分表。

3.成绩产生

三个比赛模块满分均为 100分，其中模块一、模块二、模块三各

占总成绩的 50%、35%、15%。选手竞赛成绩相同时，完成工作任务

所用时间少的名次在前，若使用时间也相同，则参考模块比重占比大

的成绩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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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绩审核

为保障成绩评判的准确性，监督仲裁组将对赛项总成绩排名前

30%的所有参赛选手的成绩进行复核；对其余成绩进行抽检复核，抽

检覆盖率不得低于 15%。如发现成绩错误以书面方式及时告知裁判

长，由裁判长更正成绩并签字确认。复核、抽检错误率超过 5%的，

裁判组将对所有成绩进行复核。

5.成绩公布

选手成绩经复核无误，由裁判长、监督仲裁人员签字确认后，由

裁判长在成绩发布会公布。

十二、奖项设置

各赛项设参赛选手个人一、二、三等奖。以赛项实际参赛选手总

数为基数，一、二、三等奖获奖比例分别为 10%、20%、30%（小数

点后四舍五入）。如因总成绩并列，则先看所有模块操作时间，时间

短者胜出，若时间也一致，则按模块分数占比大小排序，看其模块分

数排名。

十三、赛项预案

（一）成绩异议应急预案

在成绩公示期间，对竞赛成绩有异议，由参赛选手向本参赛队领

队提出异议，领队申请仲裁，经裁判长同意，可对选手的原始成绩进

行查验，由工位裁判负责回复。

（二）竞赛设备移动应急预案

竞赛中由于选手误操作，造成拖拉机或联合收割机移动、植保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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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的状况，裁判或技术人员应立即予以制止，避免发

生安全事故。

（三）设备仪器损坏应急预案。

赛场每个工位安排一名技术人员（由厂方提供），及时解决比赛

中突发的设备故障，若解决不了，启用备用工位，保证竞赛正常进行。

（四）电源保障预案

1.承办单位须保证竞赛当天的正常供电；赛场双路供电，备用

UPS，双保障。

2.竞赛过程中出现设备掉电等意外时，现场裁判需及时确认情

况，安排技术支持人员进行处理，现场裁判登记详细情况，填写补时

登记表，报裁判长批准后，可安排延长补足相应选手的比赛时间。

3.赛场计算机的电源插头须做隐蔽处理，避免选手因不小心而将

电源线踢掉的现象产生。

（五）医疗及安全预案

1.120急救车赛场外等候。

2.赛场内设置医疗救护区，竞赛期间，安排医生随时处理突发的

医疗事件。

3.比赛期间发生大规模意外事故和安全问题，发现者应第一时间

报告赛项执委会，赛项执委会应采取中止比赛、快速疏散人群等措施

避免事态扩大，并第一时间报告赛区执委会。赛项出现重大安全问题

可以停赛，是否停赛由赛区执委会决定。事后，赛区执委会应向大赛

执委会报告详细情况。

十四、竞赛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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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赛队须知

1.参赛队名称统一使用规定的地区代表队名称。

2.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报名获得确认后不得随意更换。如比赛前

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因故无法参赛，须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于本赛项

开赛 10个工作日之前出具书面说明，经大赛执委会办公室核实后予

以更换。竞赛开始后，参赛队不得更换参赛队员。

3.参赛队按照大赛赛程安排，凭参赛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参加比赛

及相关活动。

4.参赛院校须为参赛队员购买保险。

5.参赛院校人员应遵守承办院校发布疫情防控的有关规定。

（二）指导教师须知

1.各参赛代表队要发扬良好道德风尚，听从指挥，服从裁判，不

弄虚作假。如发现弄虚作假者，取消参赛资格，名次无效。

2.各代表队领队要坚决执行竞赛的各项规定，加强对参赛人员的

管理，做好赛前准备工作，督促选手带好证件等竞赛相关材料。

3.竞赛过程中，除参加当场次竞赛的选手、执行裁判员、现场工

作人员和经批准的人员外，领队、指导教师及其他人员一律不得进入

竞赛区域。

4.参赛代表队若对竞赛过程有异议，在规定的时间内由领队向赛

项监督仲裁组提出书面报告。

5.对申诉的仲裁结果，领队、指导教师要带头服从和执行，并做

好选手工作。参赛选手不得因申诉或对处理意见不服而停止竞赛，否

则以弃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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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指导老师应及时查看大赛专用网页有关赛项的通知和内容，认

真研究和掌握本赛项竞赛的规程、技术规范和赛场要求，指导选手做

好赛前的一切技术准备和竞赛准备。

（三）参赛选手须知

1.参赛选手应按有关要求如实填报个人信息，否则取消竞赛资

格。

2.参赛选手凭统一印制的参赛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参加竞赛。

3.参赛选手应认真学习领会本次竞赛相关文件，自觉遵守大赛纪

律，服从指挥，听从安排，文明参赛。

4.参赛选手请勿携带与竞赛无关的电子设备、通讯设备及其他物

品进入赛场。

5.参赛选手应提前 30分钟抵达赛场，凭参赛证、身份证件检录，

按要求入场，不得迟到早退。竞赛开始后迟到 15分钟以上者取消比

赛资格；开赛 30分钟后，选手方可离开赛场。

6.参赛选手应按抽签结果在指定位置进行比赛。

7.竞赛过程中，参赛选手必须严格遵守赛场纪律，不得在赛场内

大声喧哗，不得作弊或弄虚作假；同时，必须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确

保设备和人身安全，并接受裁判员的监督和警示。若因选手因素造成

设备故障或损坏，无法进行比赛，裁判长有权终止该队比赛；若因非

选手个人因素造成设备故障的，由裁判长视具体情况做出裁决。

8.各参赛选手必须按规范要求操作竞赛设备。一旦出现较严重的

安全事故，经裁判长批准后可立即取消其参赛资格。

9.竞赛时间终了，选手应立即结束操作。经现场指挥人员发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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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后，方可离开赛场。

10.在竞赛期间，未经执委会的批准，参赛选手不得接受其他单

位和个人进行的与竞赛内容相关的采访。参赛选手不得将竞赛的相关

信息私自公布。

（四）工作人员须知

1.大赛全体工作人员必须服从执委会统一指挥，认真履行职责，

做好服务工作。

2.工作人员要按分工准时到岗，尽职尽责做好份内各项工作，保

证比赛顺利进行。

3.认真检查、核准证件，非参赛选手不准进入赛场。同时，要安

排好领队、指导教师休息。

4.比赛出现技术问题（包括设备、器材等）时，应及时联系各项

技术负责人，妥善处理；如需重新比赛，须得要得到执委会同意后方

可进行。

5.如遇突发事件，要及时向执委会报告，同时做好疏导工作，避

免重大事故发生，确保大赛圆满成功。

6.认真组织参赛选手的赛前准备工作，遇有重大问题及时与执委

会联系协商解决。

7.各项比赛的技术负责人，一定要坚守岗位，要对比赛技术操作

的全过程负责。

8.工作人员不要在赛场内接听或打电话，负责现场的人员在比赛

期间一律关闭手机。

十五、申诉与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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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赛项在比赛过程中若出现有失公正或有关人员违规等现象，参

赛队领队可在比赛结束后 2小时之内向监督仲裁组提出书面申诉。

书面申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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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领队亲笔签名。非书面申诉不予

受理。

赛项监督仲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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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省（市）领队向赛区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赛区仲裁委员会的仲裁

结果为最终结果。

十六、竞赛观摩

赛场内设定观摩区域，向媒体、企业代表、院校师生及家长等社

会公众开放。

为保证大赛顺利进行，在观摩期间应遵循以下规则：

1.除与竞赛直接有关工作人员、裁判员、参赛选手外，其余人员

均为观摩观众。

2.请勿在选手准备或比赛中交谈或欢呼；请勿对选手打手势，包

括哑语沟通等明示、暗示行为，禁止鼓掌喝彩等发出声音的行为。

3.请勿在观摩赛场地内使用相机、摄影机等一切对比赛正常进行

造成干扰的带有闪光灯及快门音的设备。

4.不得违反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规定的各项纪律。请站在规划

的观摩席或者安全线以外观看比赛，并遵循赛场内工作人员和竞赛裁

判人员的指挥，不得有围攻裁判员、选手或者其他工作人员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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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请务必保持赛场清洁，将饮料食品包装、烟头及其他杂物扔进

垃圾箱。

6.观摩期间，观众席内严禁携带手机及其他任何通讯设备，违者

除本人被逐出观摩赛场地外，还将视情况严重程度对所在代表队的选

手的成绩进行扣分直至取消比赛资格。

7.如果对裁判裁决产生质疑的，请通过各参赛队领队向赛项监督

仲裁组提出，不得在比赛现场发言。

十七、竞赛直播

1.赛场内部署无盲点录像设备，比赛期间能实时录制并播送赛场

情况。

2.赛场外有大屏幕或投影，同步显示赛场内竞赛状况。

3.多机位拍摄开闭幕式，制作优秀选手采访等视频资料，突出赛

项的技能重点与优势特色，为宣传、仲裁、资源转化提供全面的信息

资料。

4.条件允许时，可以进行网上直播。

十八、赛项成果

根据赛项有关精神，按照大赛执委会的要求，对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农机检修赛项资源进行转化并形成相关成果，成果主要以视

频、文本文档、演示文稿的形式展现，内容主要包括编写农机检修赛

项风采展示、技能概要和教学资源，其中风采展示主要包括赛项宣传

片、风采展示片；技能概要主要包括技能介绍及技能要求；教学资源

主要包括技能训练指导书或教材和技能操作规程、素材资源库、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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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优秀选手访谈、优秀指导教师访谈、裁判长技术点评，具体成果

清单详见表 26。
表 26 成果清单

主要内容 成果形式 数量
资源要

求

完成时

间

成

果

清

单

风

采

展

示

赛项宣传片 视频 1 5min 2023.9

风采展示片 视频 3 3min/个 2023.9

技

能

概

要

技能介绍 演示文稿 1 2023.6

技能要点 视频 1 8min 2023.7

教

学

资

源

农机检修课程 课程 1 2023.9
技能训练指导

书
文本文档 1 电子教

材
2023.7

技能操作规程 视频 1 6 min 2023.9

素材资源库
演示文稿、图片、

视频等
40件 2023.9

试题库 文本文档 1 2023.6
优秀选手访谈 视频 3～5 2min 2023.6
优秀指导教师

访谈
视频 3～5 3min 2023.6

裁判长技术点

评
文本文档 1 2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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