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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第八届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 

大赛赛项选拔赛参考技术规程（参考意见稿） 

一、赛项名称 

赛项名称：工业智能控制系统设计与新能源应用 

英文名称：Design of Industrial Intelligent Control System and 

Application of New Energy 

竞赛级别：国内赛（中职组、高职组两个组别） 

赛项归属产业：智能控制、智能制造、新能源控制 

赛项编号：BRICS2024-ST-132 

二、竞赛目的 

本项赛事是在金砖国家“深化金砖伙伴关系，开辟更加光明未来”

的时代背景下开展的一项大型赛事，通过成员国之间的交流合作，在金

砖国家和一带一路范围内促进工业智能控制系统设计与技术应用、推动

工业智能控制技术技能与时代创新相结合。 

（一）推进院校课程改革  

本赛项将工业自动化、智能制造、新能源风电行业需求和企业人才

需求以及最新的产业技术融入比赛内容，推动院校教学改革和校企合作，

引导自动化、智能制造、机电一体化、风力发电工程技术等专业的课程

设置和教学改革，提高工业智能控制、新能源风电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

质量，促进职业教育与社会实际需求融合，从而提升学生专业能力和职

业素养。 

（二）落实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方针，推动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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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赛项的举办，能进一步发挥行业、企业、学校和社会各方面的积

极主动性，激发职业教育办学活力，推动学校面向社会需求办学，促使

职业教育体系适应行业发展需求。进一步促进校企合作的深入开展，为

工业智能控制、新能源风电相关专业提供教学、实训平台，提升职业教

育的社会服务能力和竞争力，促进师生专业技能水平的整体提高。实现

专业与产业对接、课程内容与企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

使院校所培养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更加符合高速发展的新能源风电行业需

要。 

（三）促进工业智能控制技术应用 

工业智能控制技术，是全球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技术之一，是时代

创新的重要基础点。其应用领域极为广泛，无论是制造业、服务业，还

是新兴产业，几乎在每个行业系统中，都离不开智能控制技术。 

工业智能控制技术需要一定的行业载体才能转化为生产力，进而推

动社会的发展。新能源风电行业中包含大量的工业智能控制技术，例如：

控制 PLC 编程调试，人机交互界面编程调试，电机控制，新能源风机监

控、风机启停、偏航、变桨等。 

本赛项紧紧围绕工业智能控制技术与新能源风电控制应用场景，考

查选手工业智能控制技术与行业应用相关技能。竞赛内容包括硬件系统

设计、系统安装部署与硬件调试、控制器程序设计与调试、人机交互界

面软件设计、行业应用系统集成设计与调试等模块。涉及到专业目录中

的电气类、机电类、电子信息类、物联网技术类、智能制造类、装备制

造类、新能源类、材料与能源动力与材料类等诸多相关专业。 

本项赛事正是体现了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的要求，有利于推动赛事

成果转化和产、学、研、用紧密结合，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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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相关产业发展提供未来技术技能型人才。 

三、对选手的知识和技能要求 

比赛项目涉及到专业目录中的机电设备类、自动化类、电子信息类、

新能源发电工程类、材料与能源动力与材料类等诸多相关专业，限于篇幅，

仅提供高职组“智能控制技术”专业教学要求。 

序号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1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2 460302 智能机电技术 

3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4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5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6 460307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7 460310 工业互联网应用 

8 460201 智能制造装备技术 

9 460202 机电设备技术 

10 460203 电机与电器技术 

11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12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13 510108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14 430302 风力发电工程技术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1.专业名称：智能控制技术 

2.专业代码：460303 

（二）入学要求 

http://www.moe.gov.cn/s78/A07/zcs_ztzl/2017_zt06/17zt06_bznr/bznr_gzjxbz/gzjxbz_zbzzdl/zbzzdl_zdhl/201907/P02019073058422450932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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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中阶段教育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历者。 

（三）修业年限 

修业年限：3 年 

（四）职业面向 

所属专业

大类 

（代码） 

所属专业

类（代码） 

对应行业 

（代码） 

 

主要职业类别 

（代码） 

 

主要岗位群或

技术领域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

或技能等级证

书举例 

装备制造

大类（46） 

自动化类

4603） 

通用设备

制造业

（34）；专

用设备制

造业（35） 

电气工程技术人员

（2-02-11）；可编程序

控制系统设计师 

（2-02-13-10）； 

设备工程技术人员

（2-02-07-04 

智能制造控制系

统的集成应用； 

智能制造控制系

统的装调、维护

维修；智能制造

控制系统的售

前、售后服务 

工业机器人应用 

编程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中

级； 智能制造

生产管理与控

制等级证书，中

级 

（五）培养目标 

本专业坚持立德树人、德技并修、学生全面发展，主要面向自动化设备与系

统、机器人系统、工业网络等智能控制相关的企事业单位，培养具有一定的文化

水平、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能从事智能制造控制系统的集成应用，智能

制造控制系统的装调、维护维修，智能制造控制系统的售前、售后服务等相关工

作，具有职业生涯发展基础的知识型、发展型、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六）培养规格 

本专业毕业生应在素质、知识和能力方面达到以下要求。 

1.素质 

（1）思想政治素质合格。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决拥

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国家认同感、中华民族自豪感；崇尚宪法、遵守法

律、遵规守纪；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 

（2）文化素质：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养，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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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能力，具备跨文化沟通的基本素质。 

（3）职业素养：崇德向善、诚实守信、爱岗敬业，具有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尊重劳动、热爱劳动，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具有质量意识、绿色环保

意识、安全意识、信息素养、创新精神；具有较强的集体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能够进行有效的人际沟通和协作，与社会、自然和谐共处；具有职业生涯规划

意识。 

（4）身心素质：具有健康的体魄和心理、健全的人格，达到《国家学生

体质健康标准》要求；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养；掌握一定的学习方法，具

有良好的生活习惯、行为习惯和自我管理能力。 

（5）劳动精神：具有勤俭、奋斗、创新、奉献的新时代劳动精神，具有

良好的劳动习惯和积极的劳动态度，崇高劳动的品质，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

参与意识。 

2.知识 

（1）掌握必备的思想政治理论、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优秀传统文化知识； 

（2）熟悉与本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环境保护、安全消防等知识； 

（3）掌握机械图、电气图等工程图绘制的基础知识； 

（4）掌握本专业所需的电工电子、电气控制、传感器等专业知识； 

（5）掌握可编程序控制器、工业机器人应用技术的专业知识； 

（6）掌握智能控制系统的安装、调试、运行维护知识； 

（7）掌握智能控制系统的集成应用相关知识； 

（8）掌握软件编程的相关知识； 

（9）掌握工控网络、数据库相关知识。 

3.能力 

（1）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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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3）具有本专业必需的信息技术应用和维护能力； 

（4）能识读机械图、电气图，能进行计算机绘图； 

（5）能进行智能控制系统的安装和调试； 

（6）能对智能控制系统进行故障诊断与维护； 

（7）能运用工业传感与检测系统运维知识进行项目设计与维护； 

（8）能对智能控制系统进行数据管理和处理； 

（9）能对智能控制系统进行简单设计、编程和调试。 

（七）课程设置 

从学生修习课程角度，可分为必修和选修两种。其中选修课又可分为公

共选修课和专业限选课两种方式。 

从学生知识、能力培养的角度看，分为公共基础课程和专业（技能）课程

和拓展课程三类，其中公共基础课程、专业（技能）课程（包括专业基础课和

专业核心课） 为必修课，拓展课程由以职业能力拓展为目标的专业选修课和

以素养拓展为目标的公共选修课组成。 

1.公共基础课程 

突出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及人文艺术素养方面的

教育， 同时注重自主学习、自我管理、信息获取、创意创新及沟通表达、交

往合作、组织协调、应急应变等职业核心能力及素养方面的培养。 

必修部分主要包括入学教育及军训、思想道德与法治、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形势与政策教育和信息技术基础、大学英语、体育、职业生涯规划、心理素

质教育等课程。 

2.专业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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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课程在教学过程中，渗透自主学习、自我管理、信息获取、创意创

新及沟通表达、交往合作、组织协调、应急应变等职业核心能力及素养方面

的培养。包括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 

主要专业基础课：包括电工基础、电子技术基础、电气控制技术、工程

制图、C 语言程序设计、python 程序设计等。 

主要专业核心课程：包括 PLC 应用技术、智能控制系统与工程、工控组

态现场总线技术、传感器与智能检测技术、工业机器人应用、MES 应用系统

等。 

3.拓展课程 

公共基础选修部分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

会主义发展史、应用文写作、计算机英语、职业礼仪教程、普通话等课程。

学生根据自身爱好及条件选修。 

主要的课外实践活动：生涯规划大赛、法律知识竞赛、创新创业大赛、

礼仪大赛、职业技能大赛等等。 

专业选修课有液压与气压传动、C 语言程序设计、数据库基础、工控机

维护、智能控制系统基础与装调等课程作为专业选修课。 

（八）教学课时安排 

总学时为 2504 学时, 公共基础课 628 学时占总学时的 25%上；实践性

教学 1402 学时占总学时的 50%以上，其中，岗位实习累计时间为 6 个月，

可根据实际集中或分阶段安排实习时间；各类选修课程学时累计 293 学时，

占总学时的 10%以上。 

总学分为 137 学分。理论课程 16 学时为 1 学分；集中生产性实习、课程

专用实训周、毕业综合训练（岗位实习）1 周计 1 学分，按每周 24 学时计算。

军事技能每周计 1学分，共计 2 学分。公共选修课每 18 学时计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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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毕业要求 

学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满本专业教育计划规定的必修与选修相关

学分，成绩合格，同时应取得一张专业面向职业岗位需要的中级及以上的职

业资格（技能或专项能力）证书或社会认同度较高的行业资格证书（或对接

职业岗位核心能力标准，为行业、企业认同的职业技能证明），德、智、体、

美、劳均达到毕业要求，准予毕业，发给毕业证书。 

四、竞赛内容 

赛项围绕工业智能控制技术技能进行设计，参赛队利用智能控制技术技能完

成赛题任务。竞赛时间 3 小时，竞赛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一）硬件系统设计 

按照题目要求完成远程I/O、传感器、控制器、网关等设备选型以及功能设

计。选手需要提交任务书答题卡。 

（二）系统安装部署与调试 

1．系统设备安装布线 

按照提供的接线图在规定的设备区域完成设备模块安装以及布线，进行参数

配置及基本测试。要求电气线路连接正确，导线、线号等正确合理。 

2．通信配置及调试 

平台各种网络基本配置，平台指定程序的局域网、RS-485串口等参数设置。

上电前安全检查，上电后初步检测元件工作是否正常，检查局部电路功能；运行

程序。调试、记录数据。 

（三）控制器程序设计与调试 

基于国产自主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以及其他类型控制器完成特定行业

功能的程序设计，并将采集和控制等状态信息进行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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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业控制软件设计 

基于工业组态/设计软件，完成特定场景上位机程序设计，将采集控制信息

进行展示。 

（五）行业应用系统集成设计与调试 

根据项目要求完成硬件系统设计、系统安装部署与硬件调试、控制器程序设

计与调试、软件设计等内容。须考虑行业规范、功能、安装布线工艺、成本、时

间和精度等因素。 

竞赛任务 任务分数占比-中职组 任务分数占比-高职组 

硬件系统设计 10% 10% 

系统安装部署与调试 30% 20% 

控制器程序设计与调试 20% 20% 

工业控制软件设计 20% 20% 

行业应用系统集成设计与调试 20% 30% 

中职组、高职组各任务分数占比一览表 

五、竞赛方式 

本赛项设置中职组，高职组。中职组包括中职、技校在籍学生均可报名；高

职组包括高职、高专、成人高校、技师学院，职业本科在籍学生均可报名。 

采取团队比赛方式，每个参赛队由3名2024年在籍院校学生组成，其中包括

队长1名，性别不限。每校不多于两支参赛队参加省赛/区域选拔赛，每校最多一

只队伍进入全国决赛。每个参赛队可配备指导教师1-2名。 

比赛由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国际联盟、金砖

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组委会统一组织，设立2024年度工业智能控制系统

设计与新能源应用赛项执委会，下设本赛项专家组、裁判组、仲裁组等工作机构。 

本次竞赛各代表队的抽签顺序和竞赛的场次，在领队会议上现场抽签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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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组选手竞赛的赛位号，在竞赛检录时二次加密抽签确定。抽签工作由裁判组主

持，承办单位赛务组负责组织实施，竞赛监督人员现场监督。 

六、竞赛流程 

（一）竞赛流程 

1.参赛队报道 

2.组织参赛队赛前熟悉场地并介绍比赛流程 

3.举办开幕式 

4.正式比赛 

5.竞赛结束 

6.专家评委进行评定 

7.举办颁奖仪式、闭幕式 

（二）时间安排 

比赛时间共3小时，包括系统安装时间、接线时间、编程时间、设计时间、

调试时间及提交成果时间等。具体的竞赛日期，由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

大赛组委会及赛项执委会统一规定，以下所列为预设竞赛期间的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 地点 备注 

 

 

 

正式比赛前

一天 

6：30-7：30 早餐 酒店  

11：00前 各参赛队报到 酒店  

8：30 接送专家组 酒店-学校  

9：00-12：00 专家组工作会 学校  

9：00-12：00 裁判员培训 学校  

12：00 午餐   

13：00 接送参赛队 酒店-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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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4：15 领队会、抽签 学校 场次抽签 

14：30-15：20 开赛式 学校  

15：30-16：30 选手熟悉赛场 学校  

17：00 接送 学校-酒店  

18：00 晚餐 酒店  

正式比赛第

一天 

6：00-7：00 早餐 酒店  

7：00-7：20 接送 酒店-学校  

7：30-7：45 检录加密 学校  

8：00-11：00 比赛 学校  

11：00-17：00 评分 学校  

17：00-17：30 接送 学校-酒店  

17：30 晚餐   

正式比赛第

二天 

6：00-7：00 早餐 酒店  

7：00-7：20 接送 酒店-学校  

7：30-7：45 检录加密 学校  

8：00-11：00 比赛 学校  

12：00 午餐  送餐 

11：00-17：00 评分 学校  

17：00-17：30 接送 学校-酒店  

17：30 晚餐   

大赛流程：参赛队报到-组织参赛选手赛前熟悉场地、介绍比赛规程-举办开

幕式-正式比赛（期间组织观摩、交流活动）-比赛结束-评分裁判进行现场客观

性结果评定--举办颁奖仪式、闭幕式--召开竞赛执行委员会总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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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竞赛试题 

试题均为实践操作题，赛前在大赛信息平台上公开样题。 

八、竞赛规则 

（一）参赛选手报名 

1.报名条件： 

中职组：中职职业院校（含中职、技校）在籍学生，思想品德良好，无不

良记录。 

高职组：高等职业院校（含高职、高专、成人高校、技师学院、职业本科）

在籍学生，思想品德良好，无不良记录。  

2.参赛选手必须为同一单位，不允许跨校组队。 

3.人员变更：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报名获得确认后不得随意更换。如备赛

过程中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因故无法参赛，须向赛项组委会于开赛 10 个工作

日之前出具书面说明，经核实后予以更换。各参赛报名单位负责本单位参赛人

员的资格审查工作，并保存相关证明材料的复印件，以备查阅。 

（二）抽签和熟悉场地 

1.赛项执委会在报到结束后统一安排现场参赛队进行抽签，由抽签决定各

参赛队比赛场地位置。 

2.赛项执委会安排各现场参赛队统一有序的熟悉场地。熟悉场地时，参赛

队限定在观摩区活动，不得进入竞赛区。严禁与现场工作人员进行交流，不发

表没有根据以及有损大赛整体形象的言论。 

3.熟悉场地时应严格遵守大赛相关规定，严禁拥挤、喧哗、打闹，以免发

生意外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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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场比赛选手比赛要求 

1.选手进入赛场必须听从现场裁判员的统一布置和指挥，首先需对比赛设

备、运行环境等进行检查和测试，如有问题及时向裁判员报告。 

2.参赛选手必须在裁判宣布比赛开始后才能进行正式比赛操作。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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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按作弊行为处理。如遇问题时须举手向裁判员示意询问后处理。  

4.在比赛过程中只允许裁判员进入现场，其他赛项无关人员不得进入赛

场。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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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长有权决定终止比赛。因非选手个人因素造成设备故障，由裁

判长视具体情况做出裁决（暂停竞赛计时或调整至最后批次参加竞赛）。如果

确定为设备故障问题，裁判长将酌情给予补时。 

6.参赛选手在竞赛过程中不得擅自离开赛场，如有特殊情况，须经裁判人

员同意。选手休息、饮水、上洗手间等不安排专门用时，统一计在竞赛时间内。

竞赛计时以赛场设置的时钟为准。 

（四）成绩评定及公布 

1.组织分工在赛项执委会的领导下成立由裁判组、仲裁组组成的成绩管理

组织机构。具体要求与分工如下： 

（1）裁判组实行“裁判长负责制”，设裁判长 1 名，全面负责赛项的裁

判与管理工作，并处理竞赛过程中出现的争议问题。 

（2）仲裁组负责对裁判组的工作进行全程监督，并对竞赛成绩抽检复核。

负责接受由参赛队领队提出的对裁判结果的书面申诉，组织复议并及时反馈复

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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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绩评定 

（1）现场评分 

裁判依据打分表，对参赛队的操作规范、表现等进行评分。评分结果由裁

判员、裁判长签字确认。 

（2）结果评分 

根据参赛选手提交的竞赛成果及完成质量等，依据赛项评分标准进行评

分。 

3.成绩公布 

竞赛成绩经复核无误后，由裁判长、仲裁长审核签字后确定。赛项成绩解

密后，在指定地点，以纸质或者电子扫描件形式向全体参赛队进行公示。 

九、技术规范 

比赛项目涉及到专业目录中的机电设备类、自动化类、电子信息类、新能

源发电工程类、材料与能源动力与材料类等诸多相关专业，请参考第三部分中

“智能控制技术”专业教学要求。行业技术标准如下： 

1.ISO/IEC 11801:2002《信息技术用户建筑群的通用布缆》 

2.ISO/IEC 24702: 信息技术-工业楼宇通用布线 

3.GB/T13926 《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装置的电磁兼容性》 

4.GB/T6593-1996   《电子测量仪器质量检测规则》 

5.GB/T 15969-1995 《可编程序控制器》 

6.GB/T 7159-1987 《电气技术中的文字符号制定通则》 

7.GB/T21746—2008《教学仪器设备安全要求总则》 

8.GB/T13423-1992《工业控制用软件评定准则》 

8.GB 14081 《系列国家低压电器标准》 

http://www.moe.gov.cn/s78/A07/zcs_ztzl/2017_zt06/17zt06_bznr/bznr_gzjxbz/gzjxbz_zbzzdl/zbzzdl_zdhl/201907/P02019073058422450932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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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GB/T4728.1-2005《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 

11.GB/T5465.2-1996《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 

12.GB21671-2008 局域网系统验收测评规范 

13.GB50054-2011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14.J-STD-001  电气电子组件焊接技术要求 

15.LD/T81.1-2006 职业技能实训和鉴定设备技术规范 

十、竞赛环境、工具和材料 

（一）竞赛场地 

决赛竞赛场地面积不少于 400 平方米。竞赛区域设有竞赛工位区、裁判区、

服务区、技术支持区、医疗保障区等，同时提供休息室。现场保证良好的采光、

照明和通风，提供稳定的水、电和供电应急设备。赛场提供全方位录像设备，

满足赛场外观摩需求。服务区提供医疗等服务保障。 

（二）竞赛工位 

竞赛工位面积不小于 12 平方米，标明工位号，并配备相应模块的竞赛技

术平台 1套；工位之间间隔不小于 1m，确保参赛队之间互不干扰。 

赛场每工位提供独立控制并带有漏电保护装置的 220V（3A）单相交流电

源，具备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为保证大赛顺利进行，赛场重要计算机可根据

实际情况配备不间断电源系统。 

（三）竞赛设备 

所有竞赛设备由赛项执委会负责协调提供和保障，竞赛区按照参赛队数量

准备比赛所需的软硬件平台。 

（四）赛场开放 

竞赛环境依据竞赛需求设计，在竞赛不被干扰的前提下赛场面向媒体、行

http://www.baidu.com/link?url=mKzkY_ibDPxJq_xNfddRv-jdEZNGSFPduu2gKXVrVSWV4NT3vkBhquzHkGC-rsywFEUr9UlKjsK44lBo_J5l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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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专家开放。现场保证良好的采光、照明和通风，提供稳定的水、电和供电应

急设备。展示场地提供媒体设备布置条件。 

（五）场地消防和逃生要求 

（1）比赛场地内必须悬挂“紧急情况安全疏散图”，并有醒目的“安全

出口”指示牌。竞赛前必须明确告诉选手和裁判员安全通道和安全门位置。 

（2）比赛场地内应留有至少 1 米宽的“安全疏散通道”，地面画有清楚

的“安全通道标工作区具有相应的安全保护围栏标识线”。 

（3）比赛场地内必须配备足够的“灭火器”，保证每一个比赛工位有一

个灭火器。 

（六）照明系统要求 

（1）比赛场地采光良好，能保证白天进行正常比赛。 

（2）比赛场地应安装足够的节能灯，能保证在傍晚或光线暗时也能进行

正常比赛。 

十一、竞赛技术平台介绍 

（一）技术平台概述 

本赛项技术平台为工业智能控制系统设计与应用实训平台。产品紧紧围绕

工业智能控制技术与新能源风电控制应用场景，可实现智能控制、数据采集、

工业互联网以及新能源风力发电控制应用等功能。实现工业控制系统安装部

署、控制程序设计、控制参数配置及调试，故障检测及维修等智能控制技术与

行业应用技能实验实训。支撑电气类、机电类、电子信息类、物联网技术类、

智能制造类、新能源类等诸多相关专业实践教学。 

技术平台可以对接高职《可编程控制器技术》、《工控网络与组态技术》、

《传感器与智能检测技术》、《智能控制系统与工程》、《智能控制系统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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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装调》、《风电场电气设备检修与维护》、《风力发电机组控制技术》等课

程内容。设备平台形态如下图： 

 

工业智能控制系统设计与应用实训平台效果图 

（二）主要组成 

工业智能控制系统设计与应用实训平台主要包含平台机械结构、主控区、机

舱控制区、变桨控制区、执行机构与检测区、扩展模块等。部分区域介绍如下： 

1.主控区 

主控区域是整个实训平台的控制核心。它可以控制平台本体的偏航执行和变

桨执行。具备测量风向和风速的功能。该区域由国产自主控制器 TAC-E300 以及

附属扩展模块、断路器、电能表、熔断器、按钮、指示灯、急停按钮、交换机和

直流开关电源组成。 

主要功能： 

（1）PLC及扩展模块可用来控制及测量各子系统的动作执行情况，实现实训

平台各个模块可靠运行与故障保护功能。 

（2）指示灯可根据实训平台工作状态可靠显示，可以展示故障、待机、运

行等信息。 

（3）操作按钮可实现实训平台的启动、复位、停止、维护及急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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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电能表通过 Modbus RTU 通讯与主控 PLC 可靠连接，能可靠显示电压、

电流数值，根据电能表采集数据实现各种异常故障报警。 

（5）监控界面实现平台的基本信息显示包括电网信息、机舱信息、变桨信

息、安全链信息、故障信息等。可以模拟真实风电机组功能。 

2.机舱控制区 

机舱区域是偏航系统控制的执行区域、测风区域；维护状态下的手动偏航、

变桨控制区域；也是安全链节点最多、风速控制、温度控制的区域。也安装了环

境的检测设备，加热器的散热。 

风扇的控制设备。偏航系统的角度检测直接接入 PLC 模块中。变桨的控制模

块也安装在此区域。 

主要功能： 

（1）偏航控制，根据旋钮选择实现不同装置的偏航动作， 能可靠通过不同

方式的位置采集设备对偏航位置进行角度及速度测量。 

（2）风传感器可以根据不同风速、风向实现偏航控制分为实训平台启动及

停止（切入风速、切除风速）。 

（3）温湿度传感器可根据环境温度可靠实现装置中环控系统的启动及停止，

并将温湿度数值记录。 

（4）安全链是在满足硬件保护节点未断开的情况下实现整个系统正常启动

及控制功能，当其中一处硬件节点断开时，实训平台进入紧急停机。 

3.变桨控制区 

变桨区域可自动控制平台上的模拟变桨模块。也可以在手动状态下控制控制

平台上的模拟变桨模块。手动状态和自动状态通过旋钮开关切换。 

主要功能： 

通过旋钮实现手动或自动的独立变桨调节；能实现对 5°、87°及 92°限

位开关的调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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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执行机构与检测区 

平台还原偏航系统工作原理，采用电动机绕偏航轴承外圈做回转运动，角度

通过两个接近开关测量。平台顶部安装有风向标和风速仪，并且配有电风扇，可

通过电风扇模拟自然风驱动风速仪和风向标工作，完成数据的传输。 

主要功能： 

（1）实现对偏航系统控制策略以及角度采集的验证。 

（2）实现齿形带传动的精确控制，5 度、87 度和 92 度限位开关等传感器

的触发控制以及变桨角度的采集。 

（3）测量风速信号，并将其传送给主控，控制系统启机、停机，通过监控

面板显示。 

（4）测量风向信号，并将其传送给主控，控制系统的偏航，通过监控面板

显示。 

5.扩展模块 

包含照明灯、温湿度传感器、光照传感器、NB-IOT模块、典型智能控制器及

配套触摸屏等，用于功能扩展。 

（三）典型实训目录清单 

1.国产自主可编程逻辑控制器软件开发平台安装 

2.工业触摸屏软件部署 

3.上位机开发环境安装 

4.国产自主 PLC编程软件的使用 

5.国产自主 PLC的基本指令练习 

6.node red软件的安装部署 

7.node red主要组件实践 

8.网络连接实训 

9.传感器系统部署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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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控制系统部署实训 

11.PID 控制设计实训 

12.风机风速控制实训 

13.温度滞回控制设计实训 

14.智能终端进行灯光控制的操作实训 

15.无线信息传输模拟实训 

16.自定义通信协议设计实训 

17.新能源风力发电柜体除湿加热控制。 

18.新能源风力发电偏航控制实训 

19.新能源风力发电变桨控制实训 

20.新能源风力发电人机交互（控制）程序设计实训 

21.新能源风力发电远程监控程序设计实训 

22.新能源风力发电安全链路电路设计实训 

23.新能源风力发电传感器检测程序设计实训 

24.新能源风力发电冷却系统设计实训 

十二、成绩评定原则、方式和细则 

（一）评分标准制定原则 

竞赛成绩评定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评分标准注重对参赛选职业素养、

工业智能控制技术应用能力、团队协作与沟通及组织与管理能力的考察。以技能

考核为主，兼顾团队协作精神和职业道德素养综合评定。 

赛项评分标准力争客观，各评分得分点可量化，评分过程全程可追溯。 

（二）评分方法 

1.评判方式 

本赛项裁判人数计划 13 人，其中裁判长 1 名，加密裁判 2 名，评分裁判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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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考核内容 评分方式 

硬件系统设

计 
- 

按照题目要求完成远程 I/O、传感器、控制器、网

关等设备选型以及功能设计。选手需要提交任务书

答题卡。 

结果评分 

系统安装部

署与调试 

 

系统设备

安装布线 

按照提供的接线图在规定的设备区域完成设备模

块安装以及布线，进行参数配置及基本测试。要求

电气线路连接正确，导线、线号等正确合理。 

结果评分&

过程评分 

通信配置

及调试 

 

平台各种网络基本配置，平台指定程序的局域网、

RS-485串口等参数设置。上电前安全检查，上电

后初步检测元件工作是否正常，检查局部电路功

能；运行程序。调试、记录数据。 

结果评分 

控制器程序

设计与调试 
- 

基于国产自主控制器以及其他类型控制器完成特

定行业功能的程序设计，实现特定场景下远程 IO

控制器功能，并将采集和控制等状态信息进行显

示。 

结果评分 

工业控制软

件设计 
- 

基于工业组态/设计软件，完成特定场景上位机程

序设计，将采集控制信息进行展示。 
结果评分 

行业应用系

统集成设计

与调试 

- 

根据项目要求完成硬件系统设计、系统安装部署与

硬件调试、控制器程序设计与调试、软件设计等内

容。须考虑行业规范、功能、安装布线工艺、成本、

时间和精度等因素。 

结果评分 

2.结果性评分 

通过对实训平台设备的操作，在规定时间内，按任务书要求实现竞赛内容，

并将竞赛结果按照要求放到答题卡内，最后转成 PDF 格式提交，任务结果以竞赛

答题卡结论为准，写在任务书上无效。裁判分组对参赛队的竞赛结果进行评分。

如未写明工位号、答题卡未转为 PDF格式，裁判长可根据具体情况将竞赛作品作

废处理。 

系统设备安装、内部配线等涉及布线或者工艺部分需要现场查看，进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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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评分。 

3.过程性评分 

职业素养中涉及操作规范部分，裁判根据参赛队伍（选手）在分步操作过程

中的规范性、合理性以及完成质量等，依据评分标准评分。 

竞赛过程中，参赛选手要遵守安全操作规程，确保人身及设备安全，并接受

裁判员的监督和警示。竞赛过程中由于参赛选手不规范操作造成的设备模块损

坏、保险丝损坏，裁判员与裁判长商定后，可根据现场情况给予酌情扣分。参赛

选手如有舞弊、不服从裁判判决、扰乱赛场秩序等行为，裁判长按照规定扣减相

应分数。情节严重的取消竞赛资格，竞赛成绩记 为 0 分。 

（三）评分细则 

高职组竞赛考核比例和标准参考如下，中职组的评分标准根据任务配分对应

调整： 

1.模块一至模块五评分标准 

一级目

录 

二级目

录 

三级目

录 
评分标准（示例） 

子项

扣分 

扣分

合计 

模块

一、硬

件系统

设计

（10%） 

采用扣

分制，10

分扣完

为止 

----- 

1.每有一项选型错误扣 2分；总线拓扑绘制

2.未按照要求进行绘制扣 2分； 

3.每一处设备之间连线错误扣 2分； 

4.每一处通信方式没有标注，扣 2分。 

  

模块

二、系

统安装

部署与

调试

（20%

分） 

采用扣

分制，12

分扣完

为止 

----- 

（1）每 1个模块未安装，扣 0.5分，模块数

量未达到一半以上，记为 0分。 

  

（2）每 1个模块安装区域（位置）错误，扣

0.5分；扣完 2分为止； 

 

（3）每 1个模块安装松动（与安装区域相对

位移超过 0.5CM），扣 0.5 分；扣完 2 分为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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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 5 个以下螺母未加平垫片或弹簧垫

片，扣 0.5 分；5 个及以上未加平垫片或弹

簧垫片，扣 1 分； 

 

（5）线槽盖未装，每处扣 0.5分；线槽齿卡

在线槽外，每处扣 0.5 分；由于线槽走线不

当造成线槽盖无法卡在线槽齿上，存在缝隙

超过 0.5CM，以线槽未盖处理，每处扣 0.5

分； 此项扣完 2分为止； 

 

（6）每有一根线漏接、线头悬空或者与图纸

颜色不对应，扣 0.5分；扣完 8分为止； 

 

（7）无线号管、用错线号管、线号管字方向

与接线图不一致，每处扣除 0.5 分；扣完 2

分为止；出现（6）中情况，只扣除（6）中

分数，不重复扣分 

 

（8）冷压端子未压、松动，铜线裸露较多（1mm

以上），每处扣 0.5 分；扣完 2 分为止；出

现（6）中情况，只扣除（6）中分数，不重

复扣分 

 

（9）存在 1处插端子选型错误，扣 0.5分；

扣完 1分为止； 

 

（10）未采用对插端子进行连线，每根线扣

0.5分；扣完 2分为止；出现（6）中情况，

只扣除（6）中分数，不重复扣分 

 

（11）按提供的接线图线色选择线缆接线，

若出现线色与接线图不一致，每处扣 0.5分，

最多扣 1分。 

 

（12）PLC 及电源端子排接线区，相邻两根

线相差 5cm 以上，同一线槽孔超过 4 根线，

每处扣 0.5 分；线槽内走线杂乱、走线冗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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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或其他出现影响走线美观的问题，裁判

酌情扣除相应分数。此项共 2分，扣完为止； 

通信配

置及调

试（8分） 

 
根据表格进行对照，数据每错一处扣除 1分，

扣完 8分为止。 

  

模块

三、控

制器程

序设计

与调试

（20%） 

----- ----- 

包含 PLC时序绘制、PLC程序设计等。 

1.界面设计，有与标准界面不一致每处扣 0.5

分，扣完 5分为止。 

2.每有一处与功能要求不一样，扣除 2 分，

扣完 15分为止。 

  

模 块

五、行

业应用

系统集

成设计

与调试

（30%） 

功能模

块集成

设计与

调试（20

分） 

系统设

计（10） 

根据项目要求完成通信拓扑设计、硬件选型，

线路设计，布线与调试，可视化设计等内容。

提交结果与功能要求不一致者，每项扣对应

比例的分数，扣完为止。 

  

安装布

线（5） 

模块的安装位置正确牢固，螺丝、螺母、垫

片选型正确。线号管与线对应正确。冷压端

子选型合理，压制牢固。正确选择接线端子，

且线序正确，布局合理。在整体上，线束布

局合理牢固、长短适宜、美观大方，线槽盖

好。每处与要求不一致者扣相应的分数，扣

完为止。 

  

过程规

范 性

（3） 

安装过程遵守操作规范。每发现一次违规扣

0.5分，扣完为止。 

  

技术资

料备份

（2） 

技术资料应包含系统拓扑图、硬件选型表、

线路设计图、智能控制终端源代码等。没有

或者不完整，每处扣 0.5分，扣完为止。 

  

成本核

算与时

成本核

算（5） 

竞赛现场提供多种模块供选择，每种模块会

有功能、价格等方面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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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把控

（10分） 

在功能完成的前提下，最终得分= (基准成本

/实际项目成本)×5。基准成本为所有功能完

成的队伍中，使用的最低成本数。功能没完

成者得 0分。 

时间计

量（5） 

在功能完成的前提下，最终得分= (基准时间

/实际完成时间)×5。基准时间为所有功能完

成的队伍中，使用的最短完成时间。功能没

完成者得 0分。 

  

 

同时，竞赛设置职业素养分数，采用扣分制，扣完 5分为止： 

（1）操作安全规范:按照文明安全操作规程比赛，每违反 1 项扣 0.5 分；现

场裁判发现选手有重大用电安全隐患时，可根据情况予以制止。由于选手不规范

操作导致保险丝损坏，每次扣 0.5分，最多扣 1 分。 

（2）文明竞赛，服从管理:顶撞裁判、不服从安排，每次扣 0.5 分；如影响

比赛秩序，裁判长可根据现场情况酌情扣分，严重者可停止选手比赛。 

（3）工位环境整洁、卫生:比赛结束后赛位不做清洁，工位凌乱扣 0.5 分。 

（4）安装模块、拧螺丝时要求绝缘手套（其他操作不限）:安装模块、拧螺

丝不戴绝缘手套扣 1 分。 

（5）工作井然有序、不跨区操作:比赛过程中选手跨区操作、本队物品放置

在操作区域外，扣 0.5 分。 

2.违规违纪评判 

参赛队提交比赛任务结束请求或者在比赛时间终止后，不得再进行任何操

作。否则，视为比赛作弊，给参赛队记警告一次。 

在竞赛过程中，选手如有不服从裁判判决、扰乱赛场秩序、舞弊等不文明行

为，由裁判按照规定扣减相应分数并且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取消竞赛资格，竞

赛成绩记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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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选手提交的答题卡与任务书上只能按要求填写工位号进行识别，不得填

写指定内容之外的任何识别性标记。任务中要求提交的截图/照片、视频资料中

都不允许出现本工位或者其他工位参赛选手图像、选手姓名、校名或者其他任何

识别性的标记。如果出现地区、校名、姓名等其他任何与竞赛队有关的识别信息，

一经发现，竞赛试卷和作品作废，比赛按零分处理。 

竞赛任务书、竞赛答题卡、竞赛工具、竞赛器材及竞赛材料等不得带出竞赛

场地，一经发现，竞赛作品作废，比赛按零分处理。 

正式比赛前，参赛选手需对竞赛平台中的设备工具模块以及物料进行清点确

认，如果发现有缺少、损坏、冗余应立即举手示意，否则造成的后果自负。正式

比赛开始后，参赛选手如测定竞赛技术平台中的设备工具模块有故障可提出更

换，但该工具/模块经现场裁判与技术支持人员测定完好，确属参赛选手误判，

不予任何延时。 

（四）裁判人员具体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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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信息、工业通

信、智能控制、自动

化相关专业 

从事工业通信、电子信息、智

能控制、自动化、计算机应用、

物联网等相关专业或教学 3 年

以上 

执裁 1 年或

者 1 年以上

经验 

副高及以上 12 

合计 12 

十三、奖项设定 

1、以参赛队最终比赛成绩为依据，按照组别，依据四舍五入的原则，设一

等奖（金牌）占比 10 %，分别颁发金牌及证书；二等奖（银牌）占比 20 %，分

别颁发银牌及证书；三等奖（铜牌）占比 30 %，分别颁发铜牌及证书；其它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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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颁发优秀奖证书。 

2、获得一等奖（金牌）、二等奖（银牌）队伍的学生组指导教师颁发优秀

指导教师证书。  

3、获得一等奖（金牌）的参赛单位颁发最佳组织奖证书；获得二等奖（银

牌）的参赛单位颁发优秀组织奖证书。  

4、另设竞赛支持奖、突出贡献奖若干名，颁发给各竞赛平台支持单位、竞

赛承办单位，按类别颁发证书、奖牌。 

5.参赛队比赛总成绩达到 60 分以上的参赛选手，可以自愿申领 C级技能护

照证书。 

十四、竞赛组织、安全和后勤保障 

为确保大赛的安全，本赛项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证大赛期间参赛选手、指导

教师、工作人员及观众的人身安全。赛项根据提出的安全要点，制定相应制度文

件，落实相关责任。 

1.赛区建立与公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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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赛项执委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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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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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员要严防参赛选手出现错误操作。 

4.比赛期间，原则上由赛事承办院校统一安排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食宿，费

用由各参赛队自理。 

5.大赛期间有组织的参观和观摩活动的交通安全由赛区组委会负责。赛项执

委会和承办院校须保证比赛期间参赛选手、工作人员的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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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建议各参赛队安排为参赛选手购买大赛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对所

有参赛选手进行安全教育。各参赛队伍须加强参与比赛人员的安全管理，并与赛

场安全管理对接。 

7.比赛期间发生意外事故时，发现者应第一时间报告赛项执委会，同时采取

措施，避免事态扩大。赛项执委会应立即启动预案予以解决并向组委会报告。出

现重大安全问题的赛项可以停赛，是否停赛由赛项执委会决定。 

8.赛场由裁判员监督完成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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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参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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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赛场提供应急医疗措施和消防措施。 

十五、监督、申诉与仲裁 

1.赛项监督 

（1）仲裁组在大赛执委会领导下，负责对竞赛筹备与组织工作实施全程现

场监督。仲裁组实行组长负责制。 

（2）仲裁组的监督内容包括赛项竞赛场地和设施的部署、参赛选手抽签、

裁判培训、竞赛组织、成绩评判及汇总、成绩发布、申诉仲裁、成绩复核等。 

（3）仲裁组对竞赛过程中明显违规现象，应及时向竞赛组织方提出改正建

议，同时采取必要技术手段，留取监督的过程资料。 

（4）仲裁组不参与具体的赛事组织活动。 

2.申诉与仲裁 

（1）各参赛队对不符合大赛和赛项规程规定的仪器、设备、工装、材料、

物件、计算机软硬件、竞赛使用工具、用品，竞赛执裁、赛场管理、竞赛成绩，

以及工作人员的不规范行为等，可向赛项仲裁组提出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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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诉主体为参赛队领队。 

（3）申诉启动时，参赛队以该队领队亲笔签字同意的书面报告的形式递交

赛项仲裁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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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申诉应在赛项比赛结束后不超过 2 小时内提出，超过时效不予受

理。 

（5）赛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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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区仲裁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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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竞赛观摩 

（1）为了便于媒体、企业代表以及院校师生等社会各界人士了解大赛，赛

场设有开放区，用于大赛观摩和采访。 

（2）参加观摩人员可在规定时间、地点集合，以小组为单位，在赛场引导

员引导下按指定路线有序进入赛场观摩。观摩时不得大声喧哗，并严禁与选手进

行交谈，不得在赛位前长时间停留，以免影响选手竞赛，不准向场内裁判及工作

人员提问，拍照时禁止用闪光灯，凡违反规定者，立即取消其参观资格。 

十七、竞赛视频 

（1）本赛项将指定工作人员进行摄录和后期视频处理工作，摄录内容包括

赛项开闭幕式、竞赛全过程、获奖作品和专家的点评，并适时对参赛人员、裁判

员、获奖参赛队、优秀指导教师、行业和企业专业人员进行采访，采访内容包括

选手参赛情况、裁判和工作人员工作情况、获奖参赛队获奖感言以及赛项与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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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等。 

（2）摄录视频将按内容不同分别在大赛官方、主流视频网站(如优酷)、教

学资源转化的多媒体光盘和网站(空间)上发布和收录供大赛宣传、教师查阅、教

学和学生学习使用。 

十八、竞赛须知 

（一）参赛队须知  

1.参赛选手在报名获得确认后，原则上不再更换。如在筹备过程中，选手因

故不能参赛，参赛代表队需出具书面说明并按相关参赛选手资格补充人员并接受

审核。竞赛开始后，参赛队不得更换参赛选手，允许队员缺席比赛。  

2.参赛队不得携带任何设备、工具（包括通讯工具和存储设备等）、技术资

料。  

3.各参赛队有权在竞赛开始前一天规定的时间段进入赛场熟悉环境，入场

后，参赛队不得触碰竞赛设备，不得破坏竞赛场景，对蓄意破坏者要追究责任，

情节严重者，可取消竞赛资格。  

4.建议各参赛队领队人员及参数选手等购买意外伤害保险。 

（二）领队须知 

1.各个参赛队的领队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在竞赛过程中不得进入比赛现场指

导。 

2．对比赛过程及结果有疑议者，应及时通过领队向仲裁长提出书面反映。 

（三）竞赛选手须知 

1.参赛选手应严格遵守赛场规章、操作规范，保证人身及设备安全，接受裁

判员的监督和警示，文明竞赛。  

2.参赛选手凭赛项执委会颁发的参赛凭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参加竞赛及相关

活动，在赛场内操作期间应当始终佩带参赛凭证以备检查。  



 

31 

 

3.参赛选手按规定时间进入竞赛场地，对现场条件进行确认并签字，按统一

指令开始竞赛，在收到开赛信号前不得启动操作。各参赛队自行决定分工、工作

程序和时间安排，在指定工位上完成竞赛项目。 

4.选手比赛时间内连续工作，食品、饮水等由赛场统一提供。选手休息、饮

食及如厕时间均需计算在比赛时间内。 

5.竞赛期间，选手不得提前离开赛场。如特殊原因（如身体不适等）无法继

续参赛的，需举手请示裁判，经裁判同意后方可离开赛场。选手离开赛场后不得

在场外逗留，也不得再返回赛场。  

6.裁判长宣布竞赛结束后，选手不得再进行任何与竞赛有关的操作。参赛队

若提前结束比赛，应向裁判员举手示意，裁判员记录比赛完成时间，并由参赛队

长签字确认后离场。  

7.参赛选手须按照竞赛要求及规定提交竞赛结果及相关文件，禁止在竞赛成

果上做任何与竞赛无关的标记，如单位名称、参赛者姓名等，否则视为作弊。  

8.参赛选手须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确保人身及设备安全。竞赛期间，若

因选手个人原因出现安全事件或设备故障不能进行竞赛的，由裁判组裁定其竞赛

结束，保留竞赛资格，累计其有效竞赛成绩；非选手个人原因出现的设备故障，

由裁判组做出裁决，可视具体情况给选手补足排除故障耗费时间，并由参赛队长

签字确认。  

9.参赛选手须严格遵守赛场规章制度，服从裁判，文明竞赛。有作弊行为的，

参赛队该项成绩为 0 分；如有不服从裁判、扰乱赛场秩序等不文明行为，按照相

关规定扣减分数，情节严重的取消比赛资格和成绩。  

10.为培养技能型人才的职业素养，在参赛过程中，选手应当注意保持工作

环境整洁及设备摆放整齐，符合企业生产“5S”（即整理、整顿、清扫、清洁和

素养）的原则，对于不符合作业标准的，裁判员有权根据评分规则酌情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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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人员须知  

1.赛场工作人员由赛项执委会统一聘用并进行工作分工。  

2.服从赛项执委会的领导，需遵守职业道德、坚持原则、按章办事，以高度

负责的精神、严肃认真的态度和严谨细致的作风做好工作，为赛场提供有序的服

务。  

3.必须穿着赛项执委会统一提供的服装，佩带工作人员证件，仪表整洁，语

言举止文明礼貌。  

4.熟悉竞赛规程，认真执行竞赛规则，严格按照工作程序和有关规定办事。  

5.坚守岗位，不迟到，不早退，不擅离职守。  

6.赛场工作人员要积极维护好赛场秩序，以利于参赛选手正常发挥水平。  

7.赛场工作人员在比赛中不回答选手提出的任何有关比赛技术问题，如遇争

议问题，需上报执委会。  

8.违反规定，给竞赛带来恶劣影响或造成严重损失的，将给予必要的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