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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竞赛规程描述是对本竞赛项目内容的框架性描述，正式比赛内容及要求以竞

赛当日公布的赛题为准。

1.项目简介

1.1 项目描述

通过竞赛，考核参赛选手对电子电路的焊接、装配、调试、故障检修、数据采集、可

视化界面制作、印刷线路板绘制、编程和使用电子仪器仪表进行测量的操作技能及电路的

应用能力，通过实施真实、完整的工作任务来考察选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现场处理问

题的综合能力和应变能力，以及规范操作、安全意识、心理素质等职业素养,充分发挥大

赛的树旗、导航、定标、催化作用，展示职教改革成果及师生良好精神面貌。

同时，竞赛基于教学，高于教学，引领教学，一方面将行业新业态、新技术、新工艺、

新规范等纳入比赛内容，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改，引领中职学校的专业建设与课程

建设，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产业发展，对接1+X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推进“岗课赛证”

综合育人；另一方面，达成选手与指导教师教学相长的目的，促进中职学校信息技术类

专业教师队伍建设，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1.2 竞赛目的

借鉴世界技能大赛的先进理念，深化教学改革、推进校企合作，促进专业发展，展示

师生风采。提高学生素养，培育工匠精神。发挥大赛社会效应，展示职业教育成果，服务

上海产业转型发展，增强职业教育影响力和吸引力，迎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沪举办。

1.3 相关文件

1.GB-T 4728 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国家标准汇编

2.IPC-A-610E-2010 电子组件的可接受性

3.GBT 18290-2000 无焊连接

4.GBT 19247-2003 印刷板组装

5.GBT 19405-2003 表面安装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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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GB50611-2010 电子工程防静电设计规范

7. GB/T20438-2006 电气/电子/可编程电子安全相关系统的功能安全规范

8. GB/T9542-1988 程序设计语言规范

职业/工种资格（标准）

职业编码：6-08-04-02 电子设备装接工国家职业标准

职业编码：6-25-01-12 电子产品制版工国家职业标准

职业编码：6-25-02-06 半导体分立器件和集成电路装调工国家

职业标准：6-25-03-00 计算机及外部设备装配调试员国家职业

职业编码：6-26-01-33 电子器件检验工国家职业标准

本项目竞赛规程文件只包含项目技术工作的相关信息。除阅读本文件外，开展本技能

项目竞赛还需配合其他相关文件一同使用：

2.选手应具备的能力

参考世界技能大赛电子技术项目和国赛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项目的文件内容，确定本

次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项目的选手需要具备以下知识点与技能点。

表 2-1选手需要具备的能力一览表

模块 能力描述

A （模块名）线路板焊接与装配及可视化编程控制

基本

知识

选手要具备的知识点：

 具体某个工业中电子技术的不同专业;

 通用国际标准符号;

 电子工业中普通的保养、安装、维修中所需要的材料和工具（电

子电路元件的规格）;

 模拟和数字逻辑电路及传感器电路;

 AC 和 DC 技术;

 电源、连线和电缆、连接器;

 分析电气电路、电子电路、数字逻辑电路和传感器电路;

 感抗和容抗，电容和电感特性，充、放电行为;

 电感的选择，应用适合性;

 无源和有源滤波器;

 振动器（RC、石英、锁相环）;

 基本放大器电路（AC、DC 和电源放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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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运算放大器电路;

 运算放大器实际应用考虑：

 发生器和脉冲整形器;

 脉冲整形器：施密特触发器，微分和积分器;

 基本与、或、非、与非、或非、异或和异或非门的性能;

 用基本门电路替代与“非或”者“与或非”门;

 创造基本的数字逻辑完成某种运算;

 组合和时序逻辑电路;

 防静电的最佳惯例

工作

能力

选手应具备的技能点：

 正确识别和分析适当的原理完成任务；

 将认知技能应用于任务中；

 元件的测试和测量，依据给定规程对电路进行安装等操作；

 电路板和产品机构的控制

 单片机外部设备接口使用；

 读懂并理解工程制图、原理图、技术手册和工程说明书；

 安装设备、电子原件、元器件、升级或翻新设备使之投入运行;

 使用采集卡采集数据及保存数据的能力；

 元件的测试和测量，依据给定规程对电路进行操作；

 电路板和产品机构的控制

 电子电路应用系统功能及通信协议制作可视化控制界面；

 控制界面实现对电子电路应用系统进行控制的能力通讯链接；

 单片机外部设备接口使用。

B （模块名）电子电路故障检修

基本

知识

选手要具备的知识点：

 电子原理的运用

 故障查找，测试，修理和测量的环境。检测设备的限制和使用；

 实施不可靠设备对业务的预防性诊断和维修；

 故障隔离技术；

 实际电路测量技术；

 电压和电流下工作的安全性；

 静电放电影响及静电放电敏感原件的操作安全

工作

能力

选手应具备的技能点：

 设备的功能检查及标定；

 选择合适的仪器进行测量；

 使用能够测量，分析电压、电流和波形的仪器来测试、设置、

调整和测量电子元器件、模块和设备；

 确定运行错误的原因和需要采取的措施；

 将故障隔离到组件级别；

 使用手动工具和烙铁，调整与替换有缺陷、工作不正常的电路

和电子元件；

 使用标准测试设备来测试电子部件或元件；

 分析结果并依据规格进行效果评价，必要时调整；

 维修证据的记录和有效的维修；

 完成维修报告：记录现象、证据、原因和对故障部件采取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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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实施对设备和系统的预防性维护和校准；

 对测量结果有效使用数字文档；

 决定电子元件是否达到规格；

 依据行业标准进行元件替换和修理操作；

 仿真软件的应用

C （模块名）印刷线路板绘制

基本

知识

选手要具备的知识点：

 电子原理的运用；

 专业软件（PCB 设计）；

 满足实际需要的设计；

 将电路变成实际的过程

工作

能力

选手应具备的技能点：

 计算值和选择适合的元器件；

 散热原理的应用；

 为电子基础电子模块做设计修改；

 使用原理图抄绘和 PCB 布局软件规划电路；

 用行业的最佳规范标准对线路板进行布局设计；

 生成电路板制造过程数据

D （模块名）电子电路应用系统调试与控制

基本

知识

选手要具备的知识点：

 具体某个工业中电子技术的不同专业;

 通用国际标准符号;

 模拟和数字逻辑电路及传感器电路;

 电源、连线和电缆、连接器;

 驱动、显示;

 电路设计;

 分析电气电路、电子电路、数字逻辑电路和传感器电路;

 基本运算放大器电路;

 基本与、或、非、与非、或非、异或和异或非门的性能;防静电

的最佳惯例；

 电子电路应用系统功能及通信协议

工作

能力

选手应具备的技能点：

 正确识别和分析适当的原理完成任务；

 将认知技能应用于任务中；

 用电脑工具完成，电路设计和布局；

 使用采集卡采集数据及保存数据的能力；

 元件的测试和测量，依据给定规程对电路进行操作；

 电路板和产品机构的控制

 电子电路应用系统功能及通信协议制作可视化控制界面；

 控制界面实现对电子电路应用系统进行控制的能力通讯链接；

 单片机外部设备接口使用；

 读懂并理解工程制图、接线图、原理图、技术手册和工程说明

书；

 安装设备、电子原件、元器件、升级或翻新设备使之投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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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模块名）职业、素养、工作组织和管理

基本

知识

选手要具备的知识点：

 电路、PCB 布局和程序设计的创造性；

 电路、PCB 故障查找和搭建中的批判性思维；

 诚实与正直、自我激励、问题解决；

 压力下有效的工作、健康与安全法规；

 与技能相关的最佳实践，可持续的个人自我改进；

 企业文化、流程和基于国情的潜在变革

工作

能力

选手应具备的技能点：

 在相关环境和其他因素中专业的工作；

 在工作场所照顾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尽量减少事故及影响；

 与客户有效地沟通；

 训练他人使用设施设备；

 紧跟技术发展步伐。

3.竞赛模块及命题方式

3.1 竞赛模块

如选手决赛成绩出现同分情况的，按照模块 A、模块 B、模块 C、模块 D、模块 E 的

顺序计算排名顺序。

3.2 模块简述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采用理实一体的竞赛方式，设置四个模块：

模块

编号
模块名称

竞赛时间
min

分数

评价分 测量分 合计

A
线路板焊接与装配

240 3 42 45
可视化编程控制

B 电子电路故障检修 120 2 18 20

C 印刷线路板绘制 120 3 17 20

D 电路搭建与应用 180 2 13 15

总计 660 10 90 100

E 职业、素养、工作组织和管理 职业素养评价贯穿竞赛全过程，附加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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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模块 A：线路板焊接、装配与可视化编程控制

工作任务：

用赛场提供的元器件及线路板，根据电路原理图和装配要求，在电子线路板上完成

焊接及装配。根据电路功能和相关接口的连接要求，在 PC 机上编写可视化控制程序，实

现对电路功能控制和相关的采集数据处理。

专业知识、技能、能力及职业素养要求：

(1)线路板焊接与装配：考查选手理解工程制图、接线图、原理图和工程说明书的能

力；焊接、安装电子元器件到线路板以实现电路功能的能力；对电路按实际进行调整和

测试能力。评价选手焊接、装配的操作技能与工艺水平，以及调试电路和使用电子仪器

仪表测量电路参数的操作技能。

(2)可视化界面制作与编程：考查选手根据电路功能和相关接口的连接要求，在 PC

机上编写可视化控制程序，实现对电路功能调试、控制和相关的采集数据处理、存储能

力。

3.2.2 模块 B：电路检测与维护

工作任务：按赛场提供的线路板及电路功能说明，完成电路的检

测与故障修复，恢复电路功能。

专业知识、技能、能力及职业素养要求：考查选手分析电路、故障检测和修复、电

子仪器仪表使用能力和现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评价选手检测、修复、调试电

路的操作技能与工艺水平，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3.2.3 模块 C：印刷线路板绘制

工作任务：根据赛场提供电路原理图的资料，完成指定电子电路印刷线路板绘制。

专业知识、技能、能力及职业素养要求：考查选手使用软件绘制印刷线路板的能力，

能将电子印刷线路板绘制技能应用于真实工作过程的能力，评价选手设计符合实际用途

电路功能的技能，以及使用软件布线规则和布局规则绘制线路板的效果。

3.2.4 模块 D：电路搭建与应用

工作任务：用赛场提供的功能模块，根据任务书要求，搭建功能模块电路，并画出

模块接线图，并根据任务要求编写程序代码，实现对模块的功能控制。

专业知识、技能、能力及职业素养要求：考查选手读懂并理解接线图、原理图和工

程说明书的能力，评价选手选择合适的基础模块完成电路搭建，使用编程语言编程程序

实现搭建电路的功能应用，考核选手的应用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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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命题方式

本项目为须对试题保密的项目。由专家组签署保密责任书后，根据本《赛项规程》

的思路及内容独立负责试题的命制、印刷及保密工作，赛前不再重新公布。赛前 4周公

布部分赛题电路图。

本项目为第三方专家组命题的项目，命题的第三方由竞赛组委会采用遴选方式产生，

试题根据本《赛项规程》要求命制，第三方签字确认后于赛前命题方集中讲解后进行竞

赛。

3.4 命题方案

本次选拔赛命题流程参考世界技能大赛及国赛电子技术项目命题方式进行。完全由

命题专家组组长组织试题的设计和制作，并在比赛时密封带到现场，并在赛前按需要实

时公布相关内容。试题设计必须参照世界技能大赛及国赛 TP16 文件形式，试题的体例、

格式及内容需要符合 WSI 要求。比赛试题必须包含“试题文档”、“评分标准”、“参考答

案”、“配套的硬件设施（线路板、元件及配套器件）”等。

4.评分规则

本次评分规则参照世界技能大赛及国赛评分规则执行。本项目评分标准为测量和评

价两类。凡可采用客观数据表述的评判称为测量；凡需要采用主观描述进行的评判称为

评价。

4.1 评价分（主观）

评价分（Judgement）打分方式：3名裁判为一组，各自单独评分，计算出平均权重

分，除以 3后再乘以该子项的分值计算出实际得分。裁判相互间分差必须小于等于 1分，

否则需要给出确切理由并在小组长或裁判长的监督下进行调分。

权重表如下：

权重分值 要求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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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分 各方面均低于行业标准，包括“未做尝试”或不可接受

1分 达到行业标准

2分 达到行业标准，且某些方面超过标准

3分 达到行业期待的优秀水平平，完美

（样例：电路板焊接质量评价标准（参考）

权重分值 要求描述

0 分
不接受（存在漏焊//大部分元件虚焊//有引脚短路等严重隐

患）

1分
符合行业标准（存在部分元件焊点不规范//焊渣飞溅//线路

板面不美观等）

2分 符合行业标准并略高与行业标准（存在极少的不规范情况）

3分 完美（没有发现任何细小失误）

4.2 测量分（客观）

测量分（Measurement）打分方式：按模块设置若干个评分组，每组由 2名及以上裁

判构成。每个组所有裁判一起商议，在对该选手在该项中的实际得分达成一致后最终只

给出一个分值。若裁判数量较多，也可以另定分组模式。

测量分评分准则样例表：

类型 示例 最高分值 正确分值 不正确分值

满分或零分

从满分中扣除

从零分开始加

案例：电子技术（参考）

类型 示例 最高分值 正确分值 不正确分值

满分或零分 按 K1 键，LED1 闪烁，频率 1Hz 0.50 0.50 0

从满分中扣除
要求无交叉的水平或垂直的跳线,

每处错误扣 0.5 分
2.00 2.00 0–1.5

从零分开始加
要求无交叉的水平或垂直的跳线，

正确得(0.5 分)
1.0 1.0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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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评分流程说明

(1) 裁判员由参赛选手单位选派。裁判员以小组的形式进行评判工作，每小组裁判员数量

要求 3-6 人，裁判员小组的分组和分工由裁判长执行。

(2) 在评判过程中，所有的评判结论必须由评判小组集体决定。

(3) 评判工作分为客观测量评判和主观评价评判两个部分。测量评判：针对比赛结果如选

手的设计图纸、答题纸、作品按《评分表》细则进行测量评价。评价评判：针对选手

比赛作品的主观判断进行评价，由 3名裁判同时对一处指标进行 0-3 等级归类评分，

分数由竞赛管理系统自动得出。

(4) A 对于线路板安装质量评分，裁判员可采用电子放大镜、万用表、示波器等测试仪器

对选手作品进行现场查验，并按《评分表》进行评价评分，必要时使用“盲评法”，

裁判员可以参考第三方 IPC 协会认证人员出具的检查结果；对于原型线路板功能评判

是将选手作品需要选手操作演示，并按《评分表》进行逐条测量评分。分数结果需要

选手签字确认。

(5) B 模块：对于故障记录和证据测量结果，相关裁判组针对选手答题纸并按《评分表》

要求逐条测量评判，必要时需要使用“盲评法”进行；对于维修结果和维修质量，裁

判员针对选手维修后线路板进行评价评判，必要时需要使用“盲评法”进行，仅对题

目设置的故障点维修情况进行评估，对没有维修的故障点裁判员将直接给予 0分。分

数结果需要选手签字确认。

(6) C 模块：对于原理图设计评分，选手递交答题纸打印后由本人签字确认，再由裁判长

统一密封装订，交给相关的裁判组按《评分表》要求进行评分；对于 PCB 设计文件的

评分，选手递交设计工程文件后需要集中确认签字递交文件结果，相关裁判组针对确

认后的工程文件按《评分表》要求进行逐条测量评分，裁判可以参考第三方评分系统

报告；分数结果需要选手签字确认。

(7) D 模块：选手需要根据要求选择模块进行电路搭建，将软件代码下载到 CPU 中，选手

编程下载结果 CPU 板，对系统进行数据测量、采集和存储、波形等，按照要求完成界

面制作，实现控制功能。在比赛结束后相关裁判组将选手作品，根据《评分表》对选

手程序的功能情况使用“盲评法”进行评分，必要时裁判需要重新下载。分数结果需

要选手签字确认。

(8) E 模块：关于职业素养评价：本次选拔赛主观评价采取过程记录形式，主要针对选手

在竞赛操作过程中的安全、行为规范、职业素养等方面表现由裁判组对《选手违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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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记录表》（以下简称《记录表》）进行填写，最后由裁判对《记录表》进行统计。评

价方式：现场裁判发现选手违规行为需要对选手进行提醒与劝阻，并对《登记表》进

行记录，记录时需要 3名以上裁判员达成共识并签字确认，选手所属单位的裁判需要

进行回避，由其他单位裁判进行考评。本表结果不直接计分，在比赛结束后如遇相同

分数情况时做扣分参考。

5.本项目特别规定

5.1 竞赛方式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赛项为个人赛，由参赛选手单独完成书面解答与实际

操作一体的工作任务。

5.2 违规行为

(1) 选手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必须佩戴防护用具，在裁判多次提示无效的情况下，可以通知

裁判长并进行适当强制性处罚；

(2) 选手或裁判在比赛任何环节未经允许使用可存储设备或通讯设备；

(3) 在每个模块题目介绍与交流环节，裁判员禁止与如何选手进行任何形式的交流；

(4) 比赛过程及评分过程中，同单位裁判员未能主动回避本单位选手，并做出交流、提示、

引导或干扰行为；

(5) 比赛时间到选手未能按要求停止操作或从事有利增加得分的行为；

(6) 选手使用未经裁判批准的工具或设备；

(7) 裁判员在比赛过程中未经允许使用手机或拍照；

(8) 裁判员在比赛过程中干扰选手比赛进程。

5.3 赛场纪律

(1) 所有参观人员的活动必须在参观通道内，不得进入竞赛区域；

(2) 现场保持安静，不得大声交谈及喧哗；

(3) 现场参观允许拍照，严禁使用闪光灯，赛场内部禁止拍照（拍照由裁判长指定人员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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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竞赛开始选手有权熟悉自己的比赛工位和设备，并在规定时间内将自带物品（按清单）

经裁判检验后放入工位进行存放，比赛日禁止带任何工具、设备入场；

(5) 在比赛前选手可以在工位内准备自己物品和工具，在裁判宣布开始前禁止触碰竞赛设

备或开启电源，否则做扣分处理；

(6) 竞赛期间选手禁止携带拍照、存储及通信设备，如带到赛场，需要交给本单位场外人

员保管或由赛场工作人员集中保管；

(7) 在赛前选手可以对试题表述方面提问，过程中禁止与裁判员或其他选手进行一切形式

的交流；

(8) 选手必须在任务区内对题目进行仔细审核，如有问题及时向现场裁判反映，由裁判长

决定是否修改或调整题目，如有修改必须对所有参赛队公示说明，比赛开始后选手禁

止提出针对题目的疑义或建议；

(9) 选手上交的电子文档由工作人员用赛场指定 U盘进行拷贝传递或指定网络上传，设计

成果由工作人员打印并由选手确认签字；

(10) 各参赛单位场外人员在竞赛过程中严禁与任何选手交谈或作出任何提示、影响、

干扰行为，如被发现将相应扣除当事人所在参赛队的成绩；

(11) 题目下发后比赛开始前，禁止裁判员与选手做任何形式的交流与沟通，仅限于选

手与裁判长制定人员的公开问答形式；

(12) 竞赛期间，选手需要通过提示牌与现场裁判进行应答或举手交流，本单位裁判需

要回避，由其他单位裁判员前去处理；

(13) 比赛期间，同单位的裁判与选手禁止一切的交流形式；

(14) 场内现场裁判执裁过程中，除选手示意禁止主动进入选手工位内，如需要裁判进

入工位必须 2名以上非选手单位裁判同时前往处理；

(15) 选手如怀疑设备问题，可向裁判示意，并选择两种处理方式，1 技术工作人员检

查设备时同时工作，不予补时，2 离开工位让技术工作人员检查设备，如是设备问题

给予相应补时，如设备无恙则不予补时；

(16) 严禁在竞赛过程中向赛场内传递任何物品，如有需要必须经过现场裁判确认后由

裁判转交；

(17) 在相关操作过程中，选手需要佩戴必要的防护用品,禁止做违规操作；

(18) 竞赛现场发布的试卷禁止带出场外，竞赛结束后由现场裁判统一收回存档；

(19) 竞赛过程中除记者外，禁止定点长期摄像及逗留；

(20) 竞赛现场任何位置严禁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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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未尽事宜，参照世界技能大赛及国赛相关标准要求。

6.竞赛相关设施设备

（编写说明：对本竞赛主体设备、仪器、工具数量、技术参数、品牌要求等进行说

明，若允许自带工具，则应对允许范围进行说明。

应包括以下几方面：选手可以自带的材料和工具；针对裁判员的工具和设备使用上

的规定；场地内禁止使用的材料和设备清单）

6.1 场地设备工具

（以每一个选手必须配备）本赛项使用实训台、电脑桌、计算机、工具柜、电子模块等

工作台及仪器配置要求

序号 部件名称 型号 数量 单位 备注

1

电子产品装调与

智能检测实训考

核工作台

YL-135C 型 1 台

2 踪示波器 YLDS1102D 1 台

3 字毫伏表 DF1931A 1 台

4 数发生器 YL-238A 1 台

5 数据采集卡 myDAQ 1 套

YL-292 单元电子电路模块配置

序号 部件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单位 备注

1 ESP32 主机模块

模块尺寸：88*56mm；ESP32 主机模块板载 microUSB、SD

卡、指示灯、复位和用户按键、40P 扩展接口等资源；

ESP32-WROOM-32 主控芯片；CP2104 串口芯片

1 块

2 AI 主机模块

模块尺寸：72*68mm；AI 主机模块板载 30万像素摄像头，

2.4 寸 TFT 屏幕、神经网络算法处理器(K210)、typeCUSB、

SD卡，3 路按键、600mAH 锂电池，32P 扩展接口等资源；

1 块

3 通用扩展板 1
模块尺寸：74*60mm；板载 9个 4PHY2.0

接口，1个 10P 接口，3.3V，5V 输出
1 块

4 通用扩展板 2
模块尺寸：57*56mm；板载 USB 供电口、

11 个 4PHY2.0 接口，2个 3P 接口
1 块

5 按键模块
模块尺寸：42*28mm；2 路轻触按钮，4PHY2.0 接口，3.3V

工作电平
2 块

6 蜂鸣器模块 模块尺寸：42*28mm；1 个无源蜂鸣器 2 块

7 气压传感器 模块尺寸：42*28mm；1 个 BMP280 传感器； 2 块

8 RGB 彩灯模块 模块尺寸：42*28mm；板载 4 个 WS2812RGB 彩灯，4PHY2.0 2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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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3.3V 工作电平

9 人体感应传感器
模块尺寸：42*28mm；1 个 BM412 传感器，4PHY2.0 接口，

3.3V 工作电平
2 块

10
直流电机驱动模

块

模块尺寸：52*35mm；TB6612 驱动芯片，支持外部电压输

入，支持驱动 2 路直流电机；2路 4PHY2.0 接口，3.3V

工作电平

2 块

11 光敏传感器
模块尺寸：42*28mm；1 个光敏传感器；4PHY2.0 接口，3.3V

工作电平
2 块

12 温度传感器
模块尺寸：42*28mm；1 个 DS18B20；4PHY2.0 接口，3.3V

工作电平
2 块

13 温湿度传感器
模块尺寸：42*28mm；1 个 DHT11 传感器，4PHY2.0 接口，

3.3V 工作电平
2 块

14 烟雾传感器
模块尺寸：42*28mm；探测范围 300-10000ppmm；4PHY2.0

接口，3.3V 工作电平
2 块

15 电压传感器
模块尺寸：42*28mm；电压输出范围：

0-3.3V
2 块

16 OLED 显示模块
模块尺寸：52*35mm；1 个 0.96 英寸 OLED 屏；4PHY2.0

接口，3.3V 工作电平
1 块

17 土壤湿度传感器 模块尺寸：68*20mm；4PHY2.0 接口，模拟量输出 2 块

18 舵机 SG909g 舵机；0-180 度输出，4PHY2.0 接口， 2 块

19 超声波测距模块 模块尺寸：42*28mm；含超声波传感器 3.3V 工作电平 1 块

20 IOdapter 板 模块尺寸：42*28mm；通用接口转换板 4P 转 2路 3P 接口 2 块

21 RFID 读写模块
模块尺寸：70*52mm；4PHY2.0 接口 SPI 总线通讯；板上

集成 RC522 芯片，射频天线以及通讯接口
1 块

22 超声波传感器 HC-SR04 1 个

23 舵机 SG90 2 套

24 4P 连接线 HY2.0 接口 15 条

25 面板 铁质，表面喷塑处理；尺寸：300*220*26.5mm 1 块

26 TF 卡 16g 1 张

软件配置

序号 部件名称 型号 数量 单位 备注

1 软件 立创 EDA 1 套

2 软件 NILabVIEW2018 1 套

3 软件 Thonny 1 套

4 软件 MaixPyIDE 1 套

6.2 材料

（以每一个选手必须配备）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单位 数量

https://click.simba.taobao.com/cc_im?p=%B3%AC%C9%F9%B2%A8%B4%AB%B8%D0%C6%F7&s=1865409034&k=717&e=VC5ggoo4/6CZOrAUYB/gXQK3nlpdG5o95VeZOeh5PSCpd2dJRnfsV1IyOGZguwDMnf26ZqAq1wBOge5PjEAU3OmeuJxFvp9vq0xHOG5ZO0CdTsZksNFrZI/AKzW9qnNAezn3SFgvp0P+RjPQ0EmBxfuM3ePREn052wGjjDZgnx5esJnd3yBolHwOU+UF2HbwAinvUyuzFEHH8W3PIHx4hxOsDVnVpv7Lc5xhm7Rb6cLg6YB3IXsNou6ttu4h/A9vm7kSA6TdYgXDU5BSV8cHDKHVuZPIv/6jJXxzLU/+LfDsEWFVyaVNIM8Qa4L66YmWw8Cueu65rphVu/ym5yk6Sc93VK8b8sdLaREGg0gDyFRxMib+q4luDZ/sHGD8RuJOIJChkXdvEsIEfyRxw3TWqKe6gEHYBQTQ358AqoABBxTFTXgBoyhd/mhGxrKZ4pyJocOxQzphr0iuUjpnPAjt1wXgvoHKkg5HT04ilIf8fa7GQxBQdMBEruW1dEUnLrWqnTT9yJJo5IW4cqqRxgBaaq4HqmLqEMlkOzXg8p7hNOAXXh6wmRf5GPn39wbdZvA/0UOGuNY9P/joMJroun7rKlvgXq++m1PGXi7QH/r5da/5faLM0JsY1ShfSpxROrVlIIyvJ+0Twbnf2h0Qfn5JtKX3I90ihXdSoiuCdQ4chkvQo4FZbtnwrUbL92W0Kl7mk7b7eka7W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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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护目镜
四周防护/可匹配

个人近视镜度数
1 副

2 隔音耳塞 泡沫或塑料 1 副

3

4

5

6.3 决赛选手须自备的设备和工具

序号 设备名称（或图片） 型号（参考） 单位 数量

1 专业电子维修工具包 宝工 Pro'skit PK-2088B 套 1

2 手腕带测试仪 白光 BK498 套 1

3 台式放大镜 白光 LT-86C220V 套 1

4 带表游标卡尺 0-200mm分度值：0.02 套 1

5 智能焊台 MFR-1160-S 套 1

6 无铅环保锡丝
SZL-00A1.0mm 松香含量：

2.8%800G/卷
卷 1

7 吸锡线 宽度 1.5mm、长度 1.5m 卷 1

8 万用表 FLUKE287/EUR 套 1

除以上列表的材料、工具以外的材料、工具需报备裁判长同意后才能带入赛场使用。

6.4 决赛场地禁止自带使用的设备和材料

序号 设备和材料名称

1 任何储存液体、气体的压力容器

2 任何有腐蚀性、放射性的化学物品

3 任何易燃、易爆物品

4 任何有毒、有害物品

5 任何没有生产厂商或达不到国家安全标准的工具及设备

6 任何可能危及安全问题的物品

7.健康和安全

(1) 严格注意赛场用电安全，非赛场管理人员未经允许，不能随意拉接电源以及拔插设备。

(2) 如选手发生紧急的身体状况，由赛场管理人员进行紧急处理。除非有集体性意外事件，

否则本次比赛没有补时和重赛。

(3) 赛场内配备常见的应急药品，比赛期间赛场配备专业医护人员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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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严格遵守组委会、执委会对于裁判、选手等现场人员的防疫要求，一切竞赛活动须在

满足疫情防控规则的前提下进行。

(5) 尽量减少纸张的使用，对垃圾进行分类，所有可反复循环利用的材料都应妥善收纳和

管理。

8.开放赛场

(1)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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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摩赛场时仅限在参观通道内活动，未经大赛组委会同意，禁止使用定点摄像、

禁止使用摄影闪光灯。

(2) 大赛承办方提供开放式的场地，允许参观者咨询检测过程。

(3) 大赛承办方应为赞助商提供宣传其企业和产品的空间和场地。

(4) 大赛承办方应积极做好大赛的宣传工作。

9.绿色环保

(1) 大赛任何工作都不应该破坏赛场周边环境。

(2) 提倡绿色制造的理念。所有可循环利用的材料都应分类处理和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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