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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产线虚拟调试能力赛项 

命题与运行 

一、赛项简介 

（一）赛项主旨及作用 

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推进“十四五”时期新工科领域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

提高智能制造工程实践教学质量。以赛带动教学质量提升，促进智能制造领域人才培

养，进一步改革智能制造实践教学体系和内容，促进制造技术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

促进复合型人才培养。 

大赛的举办将促进智能制造工程技术实训教学和创新实践，促进智能制造工程实

践教学水平提升；促进高等院校智能制造工程实践教学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改革与发

展；促进制造工程技术与信息控制技术的融合；促进工程实践向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

为《中国制造 2025》培育合格的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才，为实现工程训练从传统制造

模式向智能制造模式转型升级发挥积极作用。 

（二）参赛对象 

本赛项面向湖北省各高等院校已完成或正在学习工程训练课程的在校本科学生，

2人为一个比赛队。 

（三）报名方法 

本赛项以学校为参赛单位，每个学校最多选拔两个队参加省赛。比赛队名称为学

校名+阿拉伯数字（例如武汉理工大学 1队，武汉理工大学 2队）。 

报名按照比赛通知所发的报名表认真填写队名、选手学号和身份证号，手机号和

QQ号或微信号；指导教师姓名，手机号等信息。 

（四）赛项对基本知识与能力要求 

表 1 基本知识与能力要求 

相关要求 权重比例 (%) 

1 制造工艺与工艺过程认知 
20 

基本知识 了解零件离散型制造工艺流程；识读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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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产线布局图；识读工艺过程卡、工序卡和

刀具卡；识读工艺流程逻辑框图。 

工作能力 编制数控加工程序。 

2 产线搭建与功能调试 

10 

基本知识 
能够按照布局图要求选择装备；了解各装

备的性能；分析最小工艺路线、防止运动干涉。 

工作能力 

能合理搭建智能制造产线；工业机器人快

换夹具和搬运物料调试；机床开关门调试；物

料进出库调试。 

3 工序调试 

30 

基本知识 数控加工工艺；机器人示教编程 

工作能力 

能进行机器人示教编程实现物料的上下

料工序调试；能够操控数控机床加工实现数控

加工工序调试。 

4 工艺流程调试与 PLC程序调试 

30 

基本知识 

物料放置与配送工艺流程；工业机器人点

位示教；零件加工工艺流程；PLC 逻辑编程；

HMI 界面设计与调试。 

工作能力 

能够完成物料配送流程逻辑编程与调试；

能通过 PLC控制数控机床与工业机器人协同工

作；能够使用 HMI实现生产过程总体联调。 

5 职业素养与安全意识 

10 
基本知识 现场操作安全保护符合安全操作规程 

工作能力 
机器人、机床、刀具等装备不发生碰撞穿

模等现象；团队协作。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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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赛项设计原则 

（一）公开、公平、公正 

赛前公布竞赛软件名称、装备模型参数、工艺规范和要求，并公布样题、配分细

则、生产工艺文件，做到竞赛内容的公开、公平与公正。比赛过程中，由经过专门遴

选和培训过的人员担任竞赛裁判，保证评分的公平和公正性。大赛同时设置监督组和

仲裁工作组；全面保证赛项整个过程的公平、公开与公正性。 

（二）赛项关联教学与人才培养 

主要关联学生量大面广的工程训练实践教学、智能制造技术工程实践教学，促进

教学模式转型升级，着重服务国家制造强国战略。 

目前智能制造相关工程技术人员急缺，很多院校并未设置独立专业，而是在机械

设计制造类、机电设备类、自动化类和电子信息大类等相关专业围绕智能制造工程技

术人员需求优化课程体系，开设了相关课程，培养部分专业方向人才。但总体而言，

相关院校在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培养上定位存在差异，岗位边界模糊，培养内容和

手段与企业生产实际脱节，教学体系和模式处在转型升级中。本赛项涉及的专业包括

机械、材料、机器人、智能制造、电气、自动化、通讯和网络等专业，具有良好的竞

赛基础。本赛项以实际工程中智能制造系统为平台，聚焦智能制造工程实践综合能力

的培养，具有很强的引导性。 

赛项顺应当前智能制造的发展趋势，契合制造业技术升级发展的需求，为培养具

有综合工程实践能力的人才服务。赛项设计将以智能制造系统——离散型智能制造生

产线工艺过程调试为核心，PLC逻辑控制系统为主线，结合先进生产设备、工艺流程、

操作方法等，同时将智能控制技术、工业机器人、机电一体化、计算机与网络、工业

软件技术、数控技术等多学科技术融合。保证赛项能够涉及多技术、多领域，复合型

高水平综合实践能力的培养。 

（三）赛项关联的知识与技能 

竞赛内容对应相关智能制造技术领域，体现智能制造核心能力与核心知识，涵盖

丰富的多学科知识与技能点。 

赛项内容围绕智能加工技术应用展开，结合企业的实际生产案例，内容涵盖了数

控加工、PLC过程监控、工业机器人、电气自动化、电子信息等技能和专业理论知识。

涉及学科面广，工程实践教学需求量大，综合考察和培养了智能制造实训所需的数控

加工的应用能力、PLC 编程能力、信息数据管理能力、系统集成能力、工艺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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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方面的技能。 

三、赛项内容简介 

（一）竞赛方式 

本赛项为团体赛，每个参赛队由 2名选手组成。竞赛分为编程任务和现场实

操比赛任务两个部分。现场实操比赛前一天发布任务书，参数选手根据任务书要

求完成数控程序的编写，并在实操比赛当天提交。现场实操比赛当天在持续不间

断的 2小时内完成任务书中的所有工作任务。 

参赛人员为湖北省范围内修完或正在修读工程训练课程的高等院校在校本

科生。每个参赛队由 2名学生组成，每队可配备 1-2名指导教师，每个学校参赛

队不超过 2个队。 

（二）竞赛内容 

根据给定的任务书，完成 2种不同产品的混流智能制造生产任务。包括数控

编程以及 PLC逻辑编程，并在智能产线数字孪生虚拟调试软件中搭建产线仿真场

景完成工艺调试，然后通过联调自动运行产线，实现在一小时内生产出 2种不同

的零件的产能。 

1、竞赛总任务： 

（1） 2种不同产品的混流智能制造生产线虚拟调试任务，要求产能每小时

生产 A工件 1件（例如阀芯见图 1）、B工件 1件（例如电机前盖见图 2）。 

 

图 1 阀芯零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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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电机前盖零件图 

（2）按照给定的零件加工工艺流程、智能产线加工工艺和自主编制的数控

加工程序，在虚拟饶恕软件中完成工序调试、工艺过程调试。 

（3）使用 PLC 进行总体联调和自动运行控制，实现在一个小时内生产出 2

个不同零件的产能。 

 

2、编程任务 

比赛报到时，参赛队完成签到后，大赛组委会发放比赛任务书，比赛团队按照任

务书中的相关要求，认真分析已知条件和应该完成的任务，提前完成数控编程。在比

赛现场抽签机位时，提交赛场管理员，由管理员将程序文件拷贝到所抽机位的计算机

指定文件夹中，用于实操时的数控加工工序调试。 

3、现场实操比赛任务 

比赛选手根据任务书要求，统一在比赛承办方提供的“智能产线数字孪生虚拟调

试软件”上完成零件智能制造生产线仿真加工联调任务。 

具体要求如下： 

任务一：智能制造产线搭建与仿真，根据提供的布局图进行布局搭建与仿真调试

操作； 

任务二：智能制造产线工序调试，包括调试机器人进行上下料、数控车加工、加

工中心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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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三：智能制造产线工艺过程调试，根据提供的工艺规程和自主编制工艺流程

PLC逻辑控制程序，进行工艺过程调试； 

任务四：智能制造产线零件自动生产，在设计的 HMI界面实现自动运行一个小时

生产出 2个不同零件。 

（三）评判标准 

1.分数权重 

比赛分为 4个任务，总分 100分。根据表 1：任务配分表进行配分，比赛时长 120

分钟，根据选手现场完成的情况采用过程性和结果性相结合的评分方法。 

表 2 任务配分表 

序号 名称 配分 说明 

1 任务 1：智能制造产线搭建与仿真 10  

2 任务 2：智能制造产线工序调试 35  

3 任务 3：智能制造产线工艺过程调试 35  

4 任务 4：智能制造产线零件自动生产 20  

 合计 100  

2.评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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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过程评分的任务，将根据工艺调试时间、任务完成度、操作规范性、操

作步骤等诸方面进行评分。 

采用结果评分的任务，将根据任务书的要求，现场裁判依据现场打分表，对

参赛队的完成任务的数量和质量，效率等进行评分。 

3．成绩并列 

名次的排序根据选手竞赛总分评定结果从高到低依次排定；各组选手如果竞

赛总分相同者，按照任务四自动运行得分高者优先；竞赛成绩、任务四自动运行

得分相同时，按照自动运行完整个生产流程仿真用时少者优先（仿真运行用时是

在 1倍速情况下运行完整个生产流程的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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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分流程及规则 

1.采用裁判评分。 

2.按照任务目标进行分项评分，累计获得总成绩；以保证每完成一项任务都

会获得相应的分数。 

3.评分规则见表 2，详细评分细则待比赛任务书制定后一并提供给裁判委员

会。 

表 3 评分规则 

竞赛内容 评分内容 评分要求 配分 

任务一 智能

制造产线搭

建与仿真 

（10分） 

      

1. 对照提供的 “智能制造产线布局图”，

搭建对应的虚拟平台，确保搭建的各部分

位置与提供的布局图有一定对应关系。 

参照任

务书要

求 

 

6 

2.设置数控车床与加工中心的仿真动作，实

现卡盘的夹紧与松开，防护门的开关。 
4 

任务二 智能

制造产线工

序调试 

（35分） 

1.工业机器人从立体仓库指定位置夹取毛

坯对车床上料调试 
参照任

务书要

求 

 

8 

2.工业机器人从立体仓库指定位置夹具毛

坯对加工中心上料调试 
7 

3.车削零件数控车床仿真加工调试 10 

4.铣削零件加工中心仿真加工调试 10 

任务三 智

能制造产

线工艺过

程调试 

（35分） 

1.编写 PLC控制数控车床卡盘和防护门的

程序，并通过 HMI实时监控数控机床卡盘和

自动门的状态。 
参照任

务书要

求 

8 

2.编写 PLC控制加工中心卡盘和防护门的

程序，并通过 HMI实时监控数控机床卡盘和

自动门的状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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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编写 PLC程序，通过 HMI界面操作启动

机器人完成立体仓库指定仓位取料到数控

车床的调试。 

10 

4.编写 PLC程序，通过 HMI界面操作启动

机器人完成立体仓库指定仓位取料到加工

中心的调试。 

9 

任务四 智

能制造产

线零件自

动生产 

（20分） 

1.设计 HMI生产监控画面，能够实时反馈立

体料仓物料状态、机器人运行状态、数控设

备运行状态等。 

参照规

程和任

务书要

求 

 

8 

2.通过 HMI界面启动自动化生产全过程，中

途不得人工干预。并录屏保存。 
12 

五、竞赛技术平台 

（一）硬件平台 

计算机，参考配置（比赛赛场用机配置）如下： CPU——Intel i7 或六代

以上 i5；内存——16G，储存器容量不小于 50GB；显卡——NVIDIA GTX 1050 及

以上，显存 2GB及以上；显示器——21.7英寸，分辨率 1920×1080。 

（二）软件平台 

智能产线数字孪生虚拟调试软件 

（三）竞赛软件平台介绍 

智能产线数字孪生虚拟调试软件为武汉高德信息产业有限公司推出的一款

既能搭配实体硬件又能独立使用的虚拟调试软件，软件界面见图 3。支持智能产

线运行流程仿真、编程调试和数字双胞胎可视化展示，支持在虚拟环境中进行产

线布局搭建、产线装备与工艺流程的仿真、数控加工仿真调试、PLC 编程仿真调

试、机器人编程仿真调试等技能的训练，实现智能制造综合应用实训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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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智能产线数字孪生虚拟调试软件界面 

六、项目特殊说明 

（一）赛项裁判、监督与仲裁机构 

1.裁判组 

裁判组设裁判长一名，裁判员若干名，在裁判长的统一指挥下，依据评分细

则，进行公正，准确的评分。裁判长负责处理在执裁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裁判员

负责各自评分项目的打分和统计，不得对外透漏有关评分排序任务信息。 

2.监督组 

监督组设组长一名，组员若干名。在组长统一领导下，负责监督赛项的各个

环节，包括赛场准备、比赛抽签、裁判培训、成绩评判和排序、成绩发布、申诉

与仲裁等过程，发现违规及时处理。 

3.仲裁组 

仲裁组设组长一名，组员 2名。在组长统一领导下，负责接收书面申述报告，

申诉报告应在比赛结束后 2小时内提交仲裁组。仲裁组在 5小时内应给出书面仲

裁结果，并送达申诉方，仲裁结果为最终结果。 

（二）实际操作竞赛赛场守则 

1.实际操作竞赛选手的出场场次在报到当天抽签决定。比赛计算机机位号根

据场次在比赛现场抽签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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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赛选手在报到当天，在报道登记处完成报到登记全部手续后，组委会给

每个比赛队发放一份比赛任务书。参赛队应在领取任务书后，自行采用手工编程

或者计算机辅助编程完成数控车铣加工编程任务。 

3.比赛前，参赛选手需提前 30 分钟凭有效身份证和参赛证到比赛组委会指

定地点抽签比赛机位号，并提交数控程序文件。由工作人员统一将数控程序文件

拷贝到相应比赛机位号的计算机中。完成全部程序拷贝后，在比赛规定时间前

10 分钟，由现场工作人员通知参赛队进入比赛场地，进行比赛前的计算机和软

件的准备工作。 

3.开赛迟到 30 分钟以上者，按自动弃权处理。迟到不到 30分钟，比赛队的

程序拷贝用时将不会补时。  

4.参赛队按赛题完成各竞赛任务，由一位团队成员举手示意并主动配合裁判

员评分。裁判评分过程中，未参与评定的选手可继续完成比赛任务。一个团队每

个竞赛任务仅能评定一次，可多个任务同时评定，评分时间计算在总时间内。 

5.参赛选手应严格遵守赛场纪律，所有的通讯工具、摄像工具不得带入竞赛

现场，对竞赛设施设备应爱护，防止丢失和损坏。所有要求拷贝的文件统一保存

在本地计算机的指定文件夹中。 

6.冒名顶替、弄虚作假、作弊者，取消竞赛资格及成绩。 

7.参赛选手须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及劳动保护要求，接受裁判员、现场技

术服务人员的监督和警示，确保设备及人身安全。 

8.在实际操作竞赛过程中，裁判应对每个参赛队所完成任务的情况认真记

录，并填写评分表。 

9.竞赛过程中如果出现安全事故，裁判员应立即中止竞赛。如查实事故责任

属参赛选手，即取消参赛选手竞赛资格。 

（二）赛场规则 

1.赛务人员必须统一佩戴由大赛执委会签发的相应证件，着装整齐。  

2.赛场除现场裁判、赛场配备的工作人员以外，其他人员未经允许不得进入

赛场。  

3.新闻媒体等进入赛场必须经过大赛执委会允许，并且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

安排和管理，不能影响正常竞赛过程。 

4.各参赛队的领队、指导老师以及随行人员一律不得进入赛场。 

5.竞赛期间，参赛选手未经大赛执委会批准，不得接受其他单位和个人对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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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相关内容的采访。 

6.参赛选手不得私自公布竞赛相关资料和情况。 

7.竞赛过程中，参赛选手必须主动配合裁判工作，服从裁判安排，如果对竞

赛的裁决有异议，可按规定以书面形式向仲裁组提出申诉。 

8.竞赛现场必须配备实时监控系统，对现场赛事进行完整的实时监控和录

像，并有专人对竞赛环节进行全程录像。 

（三）赛事安全要求 

1.由于竞赛涉及用电，决赛场地设有安全防卫人员，负责竞赛期间安全事务。

主要包括检查竞赛场地及其周围环境的安全防卫；制定紧急应对方案；督导竞赛

场地用电等相关安全问题；监督参赛人员食品安全与卫生；分析和处理安全突发

事件等工作。赛场配备医务人员及常规药品。 

2.严格按照安全应急预案加强对竞赛全过程的动态管理，确保竞赛活动安全

有序。 

七、安全保障 

为了确保本次大赛的顺利进行，承办方建立大赛期间相应的安全保障制度，

同时由安全保卫、校园环境及卫生医疗保障组执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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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在比赛开始前，选手要认真阅读场地内张贴的《入场须知》和应急疏

散图。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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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品入内。 

（五）安保人员发现不安全隐患及时通报赛场负责人员。 

（六）比赛场馆严禁吸烟，安保人员不得将证件转借他人。 

（七）严禁在安全围栏内有人的时候启动机器人。 

（八）如果出现安全问题，在安保人员指挥下，迅速按紧急疏散路线撤离现

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