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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技能

大赛组委会技术工作委员会
汽赛技委函〔2020〕14 号

关于公布 2020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第二届全国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技能大赛决赛

实操样题及相关事项的通知

各省级大赛组织实施机构：

根据《关于 2020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届全国新能源汽

车关键技术技能大赛决赛有关事项的通知》（人社职司便函〔2020〕40

号）的安排，2020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届全国新能源汽车

关键技术技能大赛（以下简称:大赛）全国组委会技术工作委员会组织有

关专家编制了大赛决赛赛项一和赛项三实操样题，详见附件，现予公布。

赛项二没有实操样题，相关任务书详见已发布的竞赛规程。请各参赛单位

根据要求做好大赛准备工作。

若有相关咨询，请给大赛全国组委会技术工作委员会秘书处（机械工

业教育发展中心）发送电子邮件，由秘书处组织相关专家集中解答。

考虑疫情影响，全国组委会技术工作委员会专门制作了线上培训资

源，请登录中国机械工业教育网（www.cmedc.com）“2020 年全国行业职

业技能竞赛线上培训资源”热点专题或登录智造课堂（gaosaiedu.com）

免费观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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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第二届全国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技能大赛

新能源汽车电控技术赛项_选手作业单

任务 1_动力电池系统装调与检测

编写:
新能源汽车电控技术赛项专家组

全国组委会技术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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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手参赛号 工位号 竞赛日期 竞赛用时

分 秒

选手操作任务说明

任务 1_动力电池系统装调与检测

检查工具和仪表完整性 1 分钟

比赛操作时间 60 分钟

任务 1 各项操作内容及分数分布（满分 100，占总分 40%）

工作内容 最高分

1 作业前检查工位内防护用品、工具和仪表，场地隔离。 6.5分

2
通过电池管理系统参数读取及分析诊断、测量并正确处理单

体电池故障。
20分

3
应用工位提供的工具和电池模组装配图，进行线束及元器件

检测、确认系统线束及元器件连接的正确性。
20分

4
应用工位提供的工具，制定分容测试技术方案，正确进行不

合格单体电池的分容测试。
15分

5
应用工位提供的工具和动力电池装配图，在工装调试模式

下，分别吸合预充接触器、主接触器、交流充电接触器，检

测配电箱内线束导通性。

10分

6
应用工位提供的可视化屏幕，检查和标定电池管理系统参

数。
5分

7
应用工位提供的工具，测试动力电池系统的放电和充电性

能。
10分

8 技术平台复位、职业健康和素养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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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报告单

1.驱动系统陷检查与修复（只记录缺陷点）

缺陷点 缺陷描述 修复方法

2.电池单体检测（只记录不合格的电池单体）

电池单体编号 实际测量值（只记录电压值和内阻值）

3.线束及元器检测（只记录不合格线束和器件）

线束/元器件 故障问题描述 处理办法

4.电池分容测试曲线绘制

5.导通性测试

检测项目 检测条件 测试结果

动力电池系统正负极间高压线束
正极接触器和负极接触

同时闭合

配电箱输入座端至配电箱输出座端
预充接触器闭合

主接触器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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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输入至配电箱输入座端 充电接触器闭合

6.动力电池系统功能验证

测量对象 检测条件 数值记录

动力电池系统最大放电电流

动力电池系统最大充电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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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第二届全国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技能大赛

新能源汽车电控技术赛项_选手作业单

任务 2_驱动系统装调与检测

编写:
新能源汽车电控技术赛项专家组

全国组委会技术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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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手参赛号 工位号 竞赛日期 竞赛用时

分 秒

选手操作任务说明

任务 2_驱动系统装调与检测

检查工具和仪表完整性 1 分钟

比赛操作时间 60 分钟

任务 2 各项操作内容及分数分布（满分 100，占总分 20%）

工作内容 最高分

1
应用工位提供的工具和技术资料，互联任务一动力电池技

术平台，运行驱动电机系统，正确记录故障现象并分析原

因。

10 分

2
进行驱动电机运行检查、相电流波形测量、旋转变压器波

形测量，完成驱动系统动态检查，分析测试结果并正确处

理。

20 分

3
应用工位提供的工具和技术资料，进行驱动电机定子绕组

相间电阻测量、绝缘性检测，旋转变压器绕组阻值测量，

绕组温度传感器测量，完成驱动系统静态检查。

20 分

4
应用工位提供的工具和技术资料，分离减速器前后箱体，

取下各组件，对各组件和前后箱体进行清洁，按照技术资

料完成减速器装配。

20 分

5
应用工位提供的工具和技术资料，对减速器各组件进行磨

损度检查，测量并计算差速器垫片厚度。
10 分

6 职业健康和素养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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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报告单

1.驱动系统缺陷检查与修复（只记录缺陷点）

缺陷点 缺陷描述 修复方法

2.三轴数据测量和调整垫片厚度计算

测量对象 测量数据 1 测量数据 2 测量数据 3 平均值 测量模式

差速器组

件 H
高度

后箱体轴

承孔底 D
深度

三轴调整

垫片厚度 f

3.驱动静态测试数据记录

序号 测试项目 技术要求 测量数值

1

电机定子绕组对

壳体冷态绝缘电

阻测试

U-壳

V-壳

W-壳

2
电机定子绕组相

间电阻测试

U-V

V-W

W-U

3
旋转变压器绕组

阻值检查

正弦

余弦

励磁

4
电机绕组温度传

感器阻值检查
常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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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第二届全国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技能大赛

新能源汽车电控技术赛项_选手作业单

任务 3_电控系统综合故障诊断

（职工组）

编写:
新能源汽车电控技术赛项专家组

全国组委会技术工作委员会



2 of 6

选手参赛号 工位号 竞赛日期 竞赛用时

2020 年 月 日 分 秒

选手操作任务说明

任务 3_电控系统综合故障诊断

检查工具和仪表完整性 1分钟

比赛操作时间 90 分钟

任务 3 各项操作内容及分数分布（满分 100，占总分 40%）

工作内容 最高分

1
职业素养和规范（作业前检查工位内防护用品、工具和仪表，

场地隔离；团队协作、现场恢复等）
20 分

2
正确应用工位提供的设备仪器、工具量具，进行新能源汽车的

PDI（详见“车辆 PDI 检查任务列表”），规范填写“车辆 PDI（测

量）结果记录表”。

10 分

3 故障现象分析与排故思路 10 分

4
正确应用工位提供的设备仪器、工具量具，确认故障现象、检

测故障原因、记录诊断过程。
30 分

5
确定故障点、结合维修手册向裁判报告故障部位、按照裁判要

求排除故障。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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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I 任务列表

序号 作业内容

1 检查智能钥匙外观及指示灯情况，用智能钥匙控制开、闭车门是否正常。

2 记录车辆型号、车辆识别码、电机型号、SOC、工作电压。

3
检查制动液液位、电机（电控）系统冷却液液位、PTC 加热补偿水桶液位、

雨刮液位是否正常或液体是否变质。

4 检查前舱热管理系统各软管的安装、连接情况及有无裂纹、损伤和泄漏。

5 检查充配电总成外观是否变形。

6 检查前舱各高低压线束或插接件是否松动。

7 测量并记录低压电源系统电压（静态、上电后）。

8
检查充电系统接地线束紧固情况；充电口是否有异物、烧蚀等；充电座机械

锁功能是否正常；车辆能否正常充电及充电时仪表显示是否正常。

9

启动车辆，打开鼓风机，按下并检查 AC 开关指示灯的工作情况，检查鼓风机

的风速调节和通风装置的风向切换功能，检查空调制冷时冷却风扇的运转情

况，检查完毕后关闭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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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配分 实际得分

2 作业过程和记录 40

现场裁判

（签字）

统分裁判

（签字）

核分裁判

（签字）

裁 判 长

（签字）

选手操作任务说明
选手根据大赛组委会提供的纯电动汽车整车及故障诊断台架等，在规定

时间完成以下工作：

（1）正确应用工位提供的设备仪器、工具量具，进行新能源汽车的 PDI，
规范填写“车辆 PDI（测量）结果记录表”。

（2）正确应用工位提供的设备仪器、工具量具，确认故障现象、检测

故障原因、记录诊断过程、确定故障点、结合维修手册向裁判报告故障部位、

按照裁判要求排除故障。

（3）完成《任务 3：电控系统综合故障诊断选手作业记录单》的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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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报告单

1、车辆 PDI（测量）结果记录表（只记录指定项目数据及异常数据）

检测（检查）项目 检测（数据记录）结果 得分 判罚依据

2、规划排故思路（配分 10 分）

说明：1）分析的故障范围符合控制逻辑和电路原理，且后续诊断出的故障点在故障范围内，每一个

得 2 分。

本部分累计得分：

作业项目 作业内容 配分 得分 判罚依据

故障现象确认

故障范围及判

断依据

结合故障现象，依据电控系统控制逻辑和电路原理简单描

述：

1、

2、

3、

4、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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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故障点 1 故障诊断与排除（5 个故障点，配分 30 分）

故障点 1：

故障现象确

认

配分 扣分 判罚依据

1

部件 / 电路

测试

部件/线路范围
检查或测试后的结

果判断

配分 扣分 判罚依据

□正常 □不正常
3

□正常 □不正常

□正常 □不正常

□正常 □不正常

□正常 □不正常

□正常 □不正常

□正常 □不正常

□正常 □不正常

波形采集（不用者不填） □正常 □不正常

※注明测试条件、插件代码和编号，控制单元针脚代号以及测量结果

故障点和故

障类型确认

（同时需要

在维修手册

上指出故障

位置）

※电路图上指出最小故障线路范围或故障部件 配分 扣分 判罚依

据

2

本部分累计得分：



2020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第二届全国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技能大赛

新能源汽车_电控技术赛项

任务1：动力电池系统装调与检测

评分表
 选手参赛号：      比赛工位：
 车辆VIN/设备
号：

       VIN/EN：
 比赛用时：          成绩：
 裁判签字：

 审核签字：

一、作业前准备

序号 作业内容 评分标准

1 作业前准备

检查设置隔离栏；
设置安全警示牌；
检查灭火器压力值，确认是否满足要求；
检查绝缘手套；
检查护目镜；
检查安全帽；
检查劳保手套；
佩戴绝缘手套，进行数字绝缘测试仪短路测试；
检查绝缘垫是否有裂纹，选择四点检测绝缘垫绝缘性；
向裁判展示仪表测试值，并确认是否满足要求；
检查数字万用表短路测试电阻值；
向裁判展示仪表测试值，确认是否满足要求；
正确组装电池内阻测试仪测试笔和电源线；
开机并确认内阻测试仪是否正常。

二、动力电池管理系统参数读取

2
动力电池管
理系统参数

读取

启动技术平台，正确进入电池管理系统参数读取界面；
完成电池管理系统参数读取及缺陷分析；
根据分析结果完成电池性能测试；
完成电池模组中单体电池的更换；
确认电池管理系统和技术平台处于断电状态；
完成电池模组的安装。

三、单体电池分容测试

3
单体电池分

容测试

将不符合要求电池正确安装至电池分容测试设备上；
绘制分容测试参数曲线；
在分容设备上正确设置测试条件参数；
开始测试，并确认电池分容测试正常进行。

四、动力电池系统内线束及元器件检测

4

动力电池系
统内线束及
元器件件检

测

启动技术平台；
完成动力电池系统线束检测；
根据现场提供的装配图，确认线束连接是否正确；
检测预充接触器；
检测预充电阻；
检测主接触器；
检测交流充电接触器；
根据检查结果进行正确处理。



五、工装调试

5 工装调试

使用主动测试功能，控制吸合预充接触器，测量配电箱输入座端至输出座端导通
性；使用主动测试功能，控制吸合主接触器，测量配电箱输入座端至输出座端导通
性；使用主动测试功能，控制吸合交流充电接触器，测量充电输入正极至配电箱输入
正极座端导通性；
正确安装配电箱密封盖。

六、电池管理系统参数检查

6
电池管理系
统参数检查

确认技术平台满足通电要求，台架通电，电池管理系统通电；
检查电池管理系统是否显示告警信息，并排除告警故障；
检查电池管理系统各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七、充放电测试

7 充放电测试

系统软件选择对内放电；
动力电池系统实现放电功能；
正确连接充电枪；
系统软件选择充电；
动力电池系统实现充电功能。

八、职业健康和素养

8
职业健康和

素养

选手操作中仪器、工具、零件未跌落；每出现一次扣0.5分，最多扣2分；
选手操作中仪表使用正确、工具使用正确；每出现一次扣0.5分，最多扣2分；
选手未粗暴操作导致线束和插头损坏；每出现一次扣0.5分，最多扣2分；
选手未粗暴操作导致安装螺纹滑丝；每出现一次扣0.5分，最多扣2分；
高压带电操作时，采取防护措施，并遵守一人操作，一人监督得原则；每出现一
次扣2分，职业素养分扣完为止；
仪器复位、防护用品复位、工具复位、清洁整理场地；
选手任务书交到现场裁判指定处。

九、追加处罚

9 扣分项

选手未按正确安全操作程序，损伤、损毁竞赛设备，视情节扣2~10分，在扣分栏
记负分，特别严重安全事故的终止比赛，本任务总分记0分；
未按正确安全操作程序，造成人员伤害，视情节扣2~10分，在扣分栏记负分，特
别严重安全事故的终止比赛，本任务总分记0 分；
两名选手不可以同时操作任务一和任务二，否则任务一和任务二分别记0分；
选手未提前穿好绝缘鞋，比赛中佩戴金属饰品，女选手未盘发，视情节扣
2~10分，在扣分栏记负分。



2020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第二届全国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技能大赛

新能源汽车_电控技术赛项

任务2：驱动系统装调与检测

评分表
 选手参赛号：      比赛工位：
 车辆VIN/设备号：        VIN/EN：
 比赛用时：          成绩：
 裁判签字：
 审核签字：
序号 作业内容 评分标准

一、驱动系统通电运行

1
驱动系统通

电运行

使用动力电池技术平台供电；
正确连接各技术平台间各高低压线束；
通电检查驱动系统运行状况；
记录并分析故障原因。

二、驱动系统动态检测

2
驱动系统动

态检测

测量U相电流波形；
测量V相电流波形；
测量W相电流波形；
在相电流波形测量中示波器使用方法正确；
测量旋转变压器励磁绕组波形；
测量旋转变压器余弦绕组波形；
测量旋转变压器正弦绕组波形；
旋转变压器绕组波形测量中示波器使用方法正确；
电机系统正常运行情况下，测量动力电池平台对电机系统的输出电压。

三、驱动系统静态检测

3
驱动系统静

态检测

测量旋转变压器励磁信号绕组间阻值；
测量旋转变压器正旋信号绕组间阻值；
测量旋转变压器余旋信号绕组间阻值；
测量定子绕组温度传感器阻值；
取下电机三相线束固定盖板；
测量驱动电机U相与壳体的绝缘性；
测量驱动电机V相与壳体的绝缘性；
测量驱动电机W相与壳体的绝缘性；
绝缘性测量完毕后执行放电操作；
正确组装毫欧表，并校零；
测量电机U-V相间电阻；
测量电机V-W相间电阻；
测量电机U-W相间电阻。

四、减速器总成拆装

4
减速器总成

拆装

取下放油螺塞组件,检查放油塞组件和O型密封圈是否完好，按规定力矩紧固放油
螺塞组件；
分离减速器与驱动电机，并水平横置减速器(技术平台电机与变速器固定螺栓已
取下）；
交错拧开用于连接固定减速器前后箱体的螺栓,将后箱体与前箱体分离，拆分过
程中对箱体接合面进行防护；
拆分箱体时取出并放置好前箱体磁铁槽中的磁铁；



4
减速器总成

拆装

拆卸差速器组件固定螺栓；
使用专用工具取下差速器轴组件并规范放置；
拆卸副轴组件固定螺栓；
取下副轴组件并规范放置；
使用卡簧钳取下副轴轴承卡簧；
使用专用工具将副轴轴承从箱体中取出；
拆卸主轴组件固定螺栓；
取下主轴组件并规范放置；
正确取下减速器箱体3个油封；
对各组件和箱体进行清洁；
检查各齿轮磨损度、各轴承转动情况；
使用油封工装，将3个油封装入减速器箱体；
润滑轴承，安装主轴组件；
润滑副轴轴承，使用工装安装副轴轴承；
安装副轴轴承卡簧；
安装副轴组件；
安装差速器轴组件；
安装期间微调或转动各组件，以便安装过程顺畅；
在合箱前检查磁铁、合箱定位销安装情况；
安装前后箱体总成，并在合箱时用橡皮锤轻轻敲打箱体外壁；
使用专用工具紧固前后箱体总成；
组装减速器与驱动电机。

五、齿轮组检测与调整垫片计算

5
齿轮组检测
与调整垫片

计算

清洁游标卡尺，并校零；
清洁垫板，在三个不同位置处测量垫板厚度值；
正确组装高度尺；
清洁高度尺，并校零；
使用高度尺在三个不同位置处测量差速器高度值，并在任务书上记录实际高度
值；清洁深度尺，并校零；
使用深度尺在三个不同位置测量后箱体轴承孔底深度D值，并在任务书上记录实
际深度值；
正确计算出调整垫片厚度f值，并向裁判提出申请。

六、职业健康及素养

5
职业健康及

素养

两名选手作业时互相配合，分工合理；
选手操作中仪器、工具、零件未跌落；每出现一次扣0.5分，最多扣2分；
选手操作中仪表使用正确、工具使用正确；每出现一次不正确扣0.5分，最多扣2
分；选手作业中仪器、工具未随意放置；每出现一次扣0.5分，最多扣2分；
选手未粗暴操作导致线束和插头损坏；每出现一次扣0.5分，最多扣2分；
选手未粗暴操作导致安装螺纹滑丝；每出现一次扣0.5分，最多扣2分；
高压带电操作时，采取防护措施，并遵守一人操作，一人监督得原则；每出现一
次扣2分，职业素养分扣完为止；
仪器复位、防护用品复位、工具复位、清洁整理场地；
选手任务书交到现场裁判指定处；
工作台或地面有油污及时擦掉；
做好废物环保处理。

七、追加处罚

6 扣分项

选手未按正确安全操作程序，损伤、损毁竞赛设备，视情节扣2~10分，在扣分栏
记负分，特别严重安全事故的终止比赛，本任务总分记0 分；

未按正确安全操作程序，造成人员伤害，视情节扣2~10分，在扣分栏记负分，特
别严重安全事故的终止比赛，本任务总分记0分；

两名选手不可以同时操作任务一和任务二，否则任务一和任务二分别记0分；



6 扣分项

选手未提前穿好绝缘鞋，比赛中佩戴金属饰品，女选手未盘发，视情节扣
2~10分，在扣分栏记负分。



2020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第二届全国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技能大赛

新能源汽车_电控技术赛项

任务3：电控系统综合故障诊断

评分表
 选手参赛号：      比赛工位：
 车辆VIN/设备号：        VIN/EN：
 比赛用时：          成绩：
 裁判签字：
 审核签字：

序号 作业内容 评分标准

一、职业素养和规范（配分20分）

1 人身安全

检查设置隔离栏；
设置安全警示牌；
检查灭火器压力值（水基、干粉）；
安装车辆挡块；
完全落下驾驶员侧车窗；
检查绝缘手套耐压等级，采用正确方式检查密封性，口述结果；
检查劳保手套外观损伤；
检查护目镜外观损伤；
检查安全帽外观损伤；
选择四点检测绝缘垫绝缘性且佩戴绝缘手套与护目镜；
检查确认电子手刹和档位；
上高压电时向裁判报告。

2 仪器使用

进行数字绝缘测试仪开路检测确认电阻无穷大，并进行数字绝缘测试仪短路检测
确认电阻＜1Ω，确认数字绝缘测试仪上“TEST”功能是否正常；
初次使用万用表前检查数字万用表的电阻量程（校零）；
关点火开关，连接诊断仪与车辆诊断口；
正确组装诊断仪，诊断仪诊断时选择比亚迪e5出行版；
没有跨接测量电信号，或有但未造成跨接线损坏的。

3 团队协作

作业时两名选手互相配合，分工合理，未出现2条主线（各做各的）；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全部作业；
选手配合时身体发生碰撞，语言发生争执；
选手全程有交流。

4 作业要求
断开连接器插头前，先关闭点火开关，断开蓄电池负极，并对蓄电池负极进行防
护；使用保险丝专用夹子取保险丝，并且取继电器做防护未造成继电器损坏。

5 现场恢复

关闭驾驶员侧车窗；
拆卸翼子板布、格栅布，并且操作中翼子板布、格栅布没有自行脱落；
拆卸车内三件套并丢弃到垃圾桶；
移除高压警示标识等到指定位置；
恢复工位到原标准工位布置状态；
将钥匙、诊断报告放至指定位置（裁判处）。

6 设备安全
规范操作未造成车辆保险丝烧掉；
仪器、工具、零件未跌落；
工具零件放置在有防护的仪表台及座椅上。

二、整车PDI检测（配分10）

7

检查智能钥匙外观及指示灯情况，用智能钥匙控制开、闭车门是否正常；
记录车辆型号、车辆识别码、电机型号、SOC、工作电压；
检查制动液液位是否正常或液体是否变质；



7

检查电机（电控）系统冷却液液位是否正常或液体是否变质；
检查PTC加热补偿水桶液位是否正常或液体是否变质；
检查雨刮液位是否正常或液体是否变质；
检查前舱热管理系统各软管的安装、连接情况及有无裂纹、损伤和泄漏；
检查充配电总成外观是否变形；
检查前舱动力电池插头是否存在松动、破损情况；
检查前舱充电口插头是否存在松动、破损情况；
检查前舱低压控制插接件是否松动；
测量并记录低压电源系统静态电压；
上电后，测量并记录低压电源系统电压；
检查快速充电系统接地线束紧固情况；
检查慢速充电系统接地线束紧固情况；
检查充电口是否有异物、烧蚀等；
检查充电座机械锁功能是否正常；
检查车辆能否正常充电及充电时仪表显示是否正常；
启动车辆，打开鼓风机，按下并检查AC开关指示灯的工作情况；
检查鼓风机的风速调节和通风装置的风向切换功能；
检查空调制冷时冷却风扇的运转情况；
检查完毕后车辆下电。

说明：选手在PDI过程中发现故障，可以向裁判提出中断PDI进行故障诊断与排除，结束后继续完成PDI。

三、电控系统综合故障诊断（配分30分）

8 故障点1
故障排除结果正确；
结合维修手册正确向裁判报告故障点，并请求恢复故障。

9 故障点2
故障排除结果正确；
结合维修手册正确向裁判报告故障点，并请求恢复故障。

10 故障点3
故障排除结果正确；
结合维修手册正确向裁判报告故障点，并请求恢复故障。

11 故障点4
故障排除结果正确；
结合维修手册正确向裁判报告故障点，并请求恢复故障。

12 故障点5
故障排除结果正确；
结合维修手册正确向裁判报告故障点，并请求恢复故障。

四、追加处罚

13 扣分项
未按正确安全操作程序，损伤、损毁车辆或竞赛设备；
未按正确安全操作程序，造成人员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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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电控技术赛项_选手作业单

任务 1_动力电池系统装调与检测

编写:
新能源汽车电控技术赛项专家组

全国组委会技术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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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手参赛号 工位号 竞赛日期 竞赛用时

分 秒

选手操作任务说明

任务 1_动力电池系统装调与检测

检查工具和仪表完整性 1 分钟

比赛操作时间 60 分钟

任务 1 各项操作内容及分数分布（满分 100，占总分 40%）

工作内容 最高分

1 作业前检查工位内防护用品、工具和仪表，场地隔离。 6.5分

2
通过电池管理系统参数读取及分析诊断、测量并正确处理单

体电池故障。
20分

3
应用工位提供的工具和电池模组装配图，进行线束及元器件

检测、确认系统线束及元器件连接的正确性。
20分

4
应用工位提供的工具，制定分容测试技术方案，正确进行不

合格单体电池的分容测试。
15分

5
应用工位提供的工具和动力电池装配图，在工装调试模式

下，分别吸合预充接触器、主接触器、交流充电接触器，检

测配电箱内线束导通性。

10分

6
应用工位提供的可视化屏幕，检查和标定电池管理系统参

数。
5分

7
应用工位提供的工具，测试动力电池系统的放电和充电性

能。
10分

8 技术平台复位、职业健康和素养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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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报告单

1.驱动系统陷检查与修复（只记录缺陷点）

缺陷点 缺陷描述 修复方法

2.电池单体检测（只记录不合格的电池单体）

电池单体编号 实际测量值（只记录电压值和内阻值）

3.线束及元器检测（只记录不合格线束和器件）

线束/元器件 故障问题描述 处理办法

4.电池分容测试曲线绘制

5.导通性测试

检测项目 检测条件 测试结果

动力电池系统正负极间高压线束
正极接触器和负极接触

同时闭合

配电箱输入座端至配电箱输出座端
预充接触器闭合

主接触器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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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输入至配电箱输入座端 充电接触器闭合

6.动力电池系统功能验证

测量对象 检测条件 数值记录

动力电池系统最大放电电流

动力电池系统最大充电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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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手参赛号 工位号 竞赛日期 竞赛用时

分 秒

选手操作任务说明

任务 2_驱动系统装调与检测

检查工具和仪表完整性 1 分钟

比赛操作时间 60 分钟

任务 2 各项操作内容及分数分布（满分 100，占总分 20%）

工作内容 最高分

1
应用工位提供的工具和技术资料，互联任务一动力电池技

术平台，运行驱动电机系统，正确记录故障现象并分析原

因。

10 分

2
进行驱动电机运行检查、相电流波形测量、旋转变压器波

形测量，完成驱动系统动态检查，分析测试结果并正确处

理。

20 分

3
应用工位提供的工具和技术资料，进行驱动电机定子绕组

相间电阻测量、绝缘性检测，旋转变压器绕组阻值测量，

绕组温度传感器测量，完成驱动系统静态检查。

20 分

4
应用工位提供的工具和技术资料，分离减速器前后箱体，

取下各组件，对各组件和前后箱体进行清洁，按照技术资

料完成减速器装配。

20 分

5
应用工位提供的工具和技术资料，对减速器各组件进行磨

损度检查，测量并计算差速器垫片厚度。
10 分

6 职业健康和素养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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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报告单

1.驱动系统缺陷检查与修复（只记录缺陷点）

缺陷点 缺陷描述 修复方法

2.三轴数据测量和调整垫片厚度计算

测量对象 测量数据 1 测量数据 2 测量数据 3 平均值 测量模式

差速器组

件 H
高度

后箱体轴

承孔底 D
深度

三轴调整

垫片厚度 f

3.驱动静态测试数据记录

序号 测试项目 技术要求 测量数值

1

电机定子绕组对

壳体冷态绝缘电

阻测试

U-壳

V-壳

W-壳

2
电机定子绕组相

间电阻测试

U-V

V-W

W-U

3
旋转变压器绕组

阻值检查

正弦

余弦

励磁

4
电机绕组温度传

感器阻值检查
常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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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手参赛号 工位号 竞赛日期 竞赛用时

2020 年 月 日 分 秒

选手操作任务说明

任务 3_电控系统综合故障诊断

检查工具和仪表完整性 1分钟

比赛操作时间 90 分钟

任务 3 各项操作内容及分数分布（满分 100，占总分 40%）

工作内容 最高分

1 职业素养和规范（作业前检查工位内防护用品、工具和仪表，

场地隔离；团队协作、现场恢复等）
20分

2
正确应用工位提供的设备仪器、工具量具，进行新能源汽车的

PDI（详见“车辆 PDI检查任务列表”），规范填写“车辆 PDI（测

量）结果记录表”。

10分

3 故障现象分析与排故思路 10分

4 正确应用工位提供的设备仪器、工具量具，确认故障现象、检

测故障原因、记录诊断过程。
30分

5 确定故障点、结合维修手册向裁判报告故障部位、按照裁判要

求排除故障。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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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I 任务列表

序号 作业内容

1 检查智能钥匙外观及指示灯情况，用智能钥匙控制开、闭车门是否正常。

2 记录车辆型号、车辆识别码、电机型号、SOC、工作电压。

3
检查制动液液位、电机（电控）系统冷却液液位、PTC 加热补偿水桶液位、

雨刮液位是否正常或液体是否变质。

4 检查前舱热管理系统各软管的安装、连接情况及有无裂纹、损伤和泄漏。

5 检查充配电总成外观是否变形。

6 检查前舱各高低压线束或插接件是否松动。

7 测量并记录低压电源系统电压（静态、上电后）。

8
检查充电系统接地线束紧固情况；充电口是否有异物、烧蚀等；充电座机械

锁功能是否正常；车辆能否正常充电及充电时仪表显示是否正常。

9

启动车辆，打开鼓风机，按下并检查 AC 开关指示灯的工作情况，检查鼓风机

的风速调节和通风装置的风向切换功能，检查空调制冷时冷却风扇的运转情

况，检查完毕后关闭车辆。



4 of 6

序号 项目 配分 实际得分

2 作业过程和记录 40

现场裁判

（签字）

统分裁判

（签字）

核分裁判

（签字）

裁 判 长

（签字）

选手操作任务说明
选手根据大赛组委会提供的纯电动汽车整车及故障诊断台架等，在规定

时间完成以下工作：

（1）正确应用工位提供的设备仪器、工具量具，进行新能源汽车的 PDI，
规范填写“车辆 PDI（测量）结果记录表”。

（2）正确应用工位提供的设备仪器、工具量具，确认故障现象、检测

故障原因、记录诊断过程、确定故障点、结合维修手册向裁判报告故障部位、

按照裁判要求排除故障。

（3）完成《任务 3：电控系统综合故障诊断选手作业记录单》的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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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报告单

1、车辆 PDI（测量）结果记录表（只记录指定项目数据及异常数据）

检测（检查）项目 检测（数据记录）结果 得分 判罚依据

2、规划排故思路（配分 10 分）

说明：1）分析的故障范围符合控制逻辑和电路原理，且后续诊断出的故障点在故障范围内，每一个

得 2 分。

本部分累计得分：

作业项目 作业内容 配分 得分 判罚依据

故障现象确认

故障码 使用故障诊断仪读取故障码并记录：

故障范围及判

断依据

结合故障现象、故障码，依据电控系统控制逻辑和电路原理

简单描述：

1、

2、

3、

4、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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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故障点 1 故障诊断与排除（5 个故障点，配分 30 分）

故障点 1：

故障现象确

认

配分 扣分 判罚依据

1

部件 / 电路

测试

部件/线路范围
检查或测试后的结

果判断

配分 扣分 判罚依据

□正常 □不正常
3

□正常 □不正常

□正常 □不正常

□正常 □不正常

□正常 □不正常

□正常 □不正常

□正常 □不正常

□正常 □不正常

波形采集（不用者不填） □正常 □不正常

※注明测试条件、插件代码和编号，控制单元针脚代号以及测量结果

故障点和故

障类型确认

（同时需要

在维修手册

上指出故障

位置）

※电路图上指出最小故障线路范围或故障部件 配分 扣分 判罚依

据

2

本部分累计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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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1：动力电池系统装调与检测

评分表
 选手参赛号：      比赛工位：
 车辆VIN/设备
号：

       VIN/EN：
 比赛用时：          成绩：
 裁判签字：

 审核签字：

一、作业前准备

序号 作业内容 评分标准

1 作业前准备

检查设置隔离栏；
设置安全警示牌；
检查灭火器压力值，确认是否满足要求；
检查绝缘手套；
检查护目镜；
检查安全帽；
检查劳保手套；
佩戴绝缘手套，进行数字绝缘测试仪短路测试；
检查绝缘垫是否有裂纹，选择四点检测绝缘垫绝缘性；
向裁判展示仪表测试值，并确认是否满足要求；
检查数字万用表短路测试电阻值；
向裁判展示仪表测试值，确认是否满足要求；
正确组装电池内阻测试仪测试笔和电源线；
开机并确认内阻测试仪是否正常。

二、动力电池管理系统参数读取

2
动力电池管
理系统参数

读取

启动技术平台，正确进入电池管理系统参数读取界面；
完成电池管理系统参数读取及缺陷分析；
根据分析结果完成电池性能测试；
完成电池模组中单体电池的更换；
确认电池管理系统和技术平台处于断电状态；
完成电池模组的安装。

三、单体电池分容测试

3
单体电池分

容测试

将不符合要求电池正确安装至电池分容测试设备上；
绘制分容测试参数曲线；
在分容设备上正确设置测试条件参数；
开始测试，并确认电池分容测试正常进行。

四、动力电池系统内线束及元器件检测

4

动力电池系
统内线束及
元器件件检

测

启动技术平台；
完成动力电池系统线束检测；
根据现场提供的装配图，确认线束连接是否正确；
检测预充接触器；
检测预充电阻；
检测主接触器；
检测交流充电接触器；
根据检查结果进行正确处理。



五、工装调试

5 工装调试

使用主动测试功能，控制吸合预充接触器，测量配电箱输入座端至输出座端导通
性；使用主动测试功能，控制吸合主接触器，测量配电箱输入座端至输出座端导通
性；使用主动测试功能，控制吸合交流充电接触器，测量充电输入正极至配电箱输入
正极座端导通性；
正确安装配电箱密封盖。

六、电池管理系统参数检查

6
电池管理系
统参数检查

确认技术平台满足通电要求，台架通电，电池管理系统通电；
检查电池管理系统是否显示告警信息，并排除告警故障；
检查电池管理系统各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七、充放电测试

7 充放电测试

系统软件选择对内放电；
动力电池系统实现放电功能；
正确连接充电枪；
系统软件选择充电；
动力电池系统实现充电功能。

八、职业健康和素养

8
职业健康和

素养

选手操作中仪器、工具、零件未跌落；每出现一次扣0.5分，最多扣2分；
选手操作中仪表使用正确、工具使用正确；每出现一次扣0.5分，最多扣2分；
选手未粗暴操作导致线束和插头损坏；每出现一次扣0.5分，最多扣2分；
选手未粗暴操作导致安装螺纹滑丝；每出现一次扣0.5分，最多扣2分；
高压带电操作时，采取防护措施，并遵守一人操作，一人监督得原则；每出现一
次扣2分，职业素养分扣完为止；
仪器复位、防护用品复位、工具复位、清洁整理场地；
选手任务书交到现场裁判指定处。

九、追加处罚

9 扣分项

选手未按正确安全操作程序，损伤、损毁竞赛设备，视情节扣2~10分，在扣分栏
记负分，特别严重安全事故的终止比赛，本任务总分记0分；
未按正确安全操作程序，造成人员伤害，视情节扣2~10分，在扣分栏记负分，特
别严重安全事故的终止比赛，本任务总分记0 分；
两名选手不可以同时操作任务一和任务二，否则任务一和任务二分别记0分；
选手未提前穿好绝缘鞋，比赛中佩戴金属饰品，女选手未盘发，视情节扣
2~10分，在扣分栏记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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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2：驱动系统装调与检测

评分表
 选手参赛号：      比赛工位：
 车辆VIN/设备号：        VIN/EN：
 比赛用时：          成绩：
 裁判签字：
 审核签字：
序号 作业内容 评分标准

一、驱动系统通电运行

1
驱动系统通

电运行

使用动力电池技术平台供电；
正确连接各技术平台间各高低压线束；
通电检查驱动系统运行状况；
记录并分析故障原因。

二、驱动系统动态检测

2
驱动系统动

态检测

测量U相电流波形；
测量V相电流波形；
测量W相电流波形；
在相电流波形测量中示波器使用方法正确；
测量旋转变压器励磁绕组波形；
测量旋转变压器余弦绕组波形；
测量旋转变压器正弦绕组波形；
旋转变压器绕组波形测量中示波器使用方法正确；
电机系统正常运行情况下，测量动力电池平台对电机系统的输出电压。

三、驱动系统静态检测

3
驱动系统静

态检测

测量旋转变压器励磁信号绕组间阻值；
测量旋转变压器正旋信号绕组间阻值；
测量旋转变压器余旋信号绕组间阻值；
测量定子绕组温度传感器阻值；
取下电机三相线束固定盖板；
测量驱动电机U相与壳体的绝缘性；
测量驱动电机V相与壳体的绝缘性；
测量驱动电机W相与壳体的绝缘性；
绝缘性测量完毕后执行放电操作；
正确组装毫欧表，并校零；
测量电机U-V相间电阻；
测量电机V-W相间电阻；
测量电机U-W相间电阻。

四、减速器总成拆装

4
减速器总成

拆装

取下放油螺塞组件,检查放油塞组件和O型密封圈是否完好，按规定力矩紧固放油
螺塞组件；
分离减速器与驱动电机，并水平横置减速器(技术平台电机与变速器固定螺栓已
取下）；
交错拧开用于连接固定减速器前后箱体的螺栓,将后箱体与前箱体分离，拆分过
程中对箱体接合面进行防护；
拆分箱体时取出并放置好前箱体磁铁槽中的磁铁；



4
减速器总成

拆装

拆卸差速器组件固定螺栓；
使用专用工具取下差速器轴组件并规范放置；
拆卸副轴组件固定螺栓；
取下副轴组件并规范放置；
使用卡簧钳取下副轴轴承卡簧；
使用专用工具将副轴轴承从箱体中取出；
拆卸主轴组件固定螺栓；
取下主轴组件并规范放置；
正确取下减速器箱体3个油封；
对各组件和箱体进行清洁；
检查各齿轮磨损度、各轴承转动情况；
使用油封工装，将3个油封装入减速器箱体；
润滑轴承，安装主轴组件；
润滑副轴轴承，使用工装安装副轴轴承；
安装副轴轴承卡簧；
安装副轴组件；
安装差速器轴组件；
安装期间微调或转动各组件，以便安装过程顺畅；
在合箱前检查磁铁、合箱定位销安装情况；
安装前后箱体总成，并在合箱时用橡皮锤轻轻敲打箱体外壁；
使用专用工具紧固前后箱体总成；
组装减速器与驱动电机。

五、齿轮组检测与调整垫片计算

5
齿轮组检测
与调整垫片

计算

清洁游标卡尺，并校零；
清洁垫板，在三个不同位置处测量垫板厚度值；
正确组装高度尺；
清洁高度尺，并校零；
使用高度尺在三个不同位置处测量差速器高度值，并在任务书上记录实际高度
值；清洁深度尺，并校零；
使用深度尺在三个不同位置测量后箱体轴承孔底深度D值，并在任务书上记录实
际深度值；
正确计算出调整垫片厚度f值，并向裁判提出申请。

六、职业健康及素养

5
职业健康及

素养

两名选手作业时互相配合，分工合理；
选手操作中仪器、工具、零件未跌落；每出现一次扣0.5分，最多扣2分；
选手操作中仪表使用正确、工具使用正确；每出现一次不正确扣0.5分，最多扣2
分；选手作业中仪器、工具未随意放置；每出现一次扣0.5分，最多扣2分；
选手未粗暴操作导致线束和插头损坏；每出现一次扣0.5分，最多扣2分；
选手未粗暴操作导致安装螺纹滑丝；每出现一次扣0.5分，最多扣2分；
高压带电操作时，采取防护措施，并遵守一人操作，一人监督得原则；每出现一
次扣2分，职业素养分扣完为止；
仪器复位、防护用品复位、工具复位、清洁整理场地；
选手任务书交到现场裁判指定处；
工作台或地面有油污及时擦掉；
做好废物环保处理。

七、追加处罚

6 扣分项

选手未按正确安全操作程序，损伤、损毁竞赛设备，视情节扣2~10分，在扣分栏
记负分，特别严重安全事故的终止比赛，本任务总分记0 分；

未按正确安全操作程序，造成人员伤害，视情节扣2~10分，在扣分栏记负分，特
别严重安全事故的终止比赛，本任务总分记0分；

两名选手不可以同时操作任务一和任务二，否则任务一和任务二分别记0分；



6 扣分项

选手未提前穿好绝缘鞋，比赛中佩戴金属饰品，女选手未盘发，视情节扣
2~10分，在扣分栏记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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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3：电控系统综合故障诊断

评分表
 选手参赛号：      比赛工位：
 车辆VIN/设备号：        VIN/EN：
 比赛用时：          成绩：
 裁判签字：
 审核签字：

序号 作业内容 评分标准

一、职业素养和规范（配分20分）

1 人身安全

检查设置隔离栏；
设置安全警示牌；
检查灭火器压力值（水基、干粉）；
安装车辆挡块；
完全落下驾驶员侧车窗；
检查绝缘手套耐压等级，采用正确方式检查密封性，口述结果；
检查劳保手套外观损伤；
检查护目镜外观损伤；
检查安全帽外观损伤；
选择四点检测绝缘垫绝缘性且佩戴绝缘手套与护目镜；
检查确认电子手刹和档位；
上高压电时向裁判报告。

2 仪器使用

进行数字绝缘测试仪开路检测确认电阻无穷大，并进行数字绝缘测试仪短路检测
确认电阻＜1Ω，确认数字绝缘测试仪上“TEST”功能是否正常；
初次使用万用表前检查数字万用表的电阻量程（校零）；
关点火开关，连接诊断仪与车辆诊断口；
正确组装诊断仪，诊断仪诊断时选择比亚迪e5出行版；
没有跨接测量电信号，或有但未造成跨接线损坏的。

3 团队协作

作业时两名选手互相配合，分工合理，未出现2条主线（各做各的）；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全部作业；
选手配合时身体发生碰撞，语言发生争执；
选手全程有交流。

4 作业要求
断开连接器插头前，先关闭点火开关，断开蓄电池负极，并对蓄电池负极进行防
护；使用保险丝专用夹子取保险丝，并且取继电器做防护未造成继电器损坏。

5 现场恢复

关闭驾驶员侧车窗；
拆卸翼子板布、格栅布，并且操作中翼子板布、格栅布没有自行脱落；
拆卸车内三件套并丢弃到垃圾桶；
移除高压警示标识等到指定位置；
恢复工位到原标准工位布置状态；
将钥匙、诊断报告放至指定位置（裁判处）。

6 设备安全
规范操作未造成车辆保险丝烧掉；
仪器、工具、零件未跌落；
工具零件放置在有防护的仪表台及座椅上。

二、整车PDI检测（配分10）

7

检查智能钥匙外观及指示灯情况，用智能钥匙控制开、闭车门是否正常；
记录车辆型号、车辆识别码、电机型号、SOC、工作电压；
检查制动液液位是否正常或液体是否变质；



7

检查电机（电控）系统冷却液液位是否正常或液体是否变质；
检查PTC加热补偿水桶液位是否正常或液体是否变质；
检查雨刮液位是否正常或液体是否变质；
检查前舱热管理系统各软管的安装、连接情况及有无裂纹、损伤和泄漏；
检查充配电总成外观是否变形；
检查前舱动力电池插头是否存在松动、破损情况；
检查前舱充电口插头是否存在松动、破损情况；
检查前舱低压控制插接件是否松动；
测量并记录低压电源系统静态电压；
上电后，测量并记录低压电源系统电压；
检查快速充电系统接地线束紧固情况；
检查慢速充电系统接地线束紧固情况；
检查充电口是否有异物、烧蚀等；
检查充电座机械锁功能是否正常；
检查车辆能否正常充电及充电时仪表显示是否正常；
启动车辆，打开鼓风机，按下并检查AC开关指示灯的工作情况；
检查鼓风机的风速调节和通风装置的风向切换功能；
检查空调制冷时冷却风扇的运转情况；
检查完毕后车辆下电。

说明：选手在PDI过程中发现故障，可以向裁判提出中断PDI进行故障诊断与排除，结束后继续完成PDI。

三、电控系统综合故障诊断（配分30分）

8 故障点1
故障排除结果正确；
结合维修手册正确向裁判报告故障点，并请求恢复故障。

9 故障点2
故障排除结果正确；
结合维修手册正确向裁判报告故障点，并请求恢复故障。

10 故障点3
故障排除结果正确；
结合维修手册正确向裁判报告故障点，并请求恢复故障。

11 故障点4
故障排除结果正确；
结合维修手册正确向裁判报告故障点，并请求恢复故障。

12 故障点5
故障排除结果正确；
结合维修手册正确向裁判报告故障点，并请求恢复故障。

四、追加处罚

13 扣分项
未按正确安全操作程序，损伤、损毁车辆或竞赛设备；
未按正确安全操作程序，造成人员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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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1 智能化感知设备装调

选手操作任务书

比赛操作时间 120分钟

任务 1 各项操作内容及分数分布（满分 100，占总分 50%）

工作内容 最高分

下列各项工作所需工具、检测软件、仪器、标定软件和操控装置均已放置于工位。

1
使用安全防护用具；工具、设备齐备和外观检查；电源

开关和应急开关检测；底盘线控系统有效性检测；检测

数据写入表 1。
11

2
安装调试智能化装备，包括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双

目相机、GPS/惯导、超声波雷达等；

将确定的参数写入表 2。
10.5

3
线束连接和布置，包括自动驾驶处理器（AGX）线束、

4G路由器线束、组合导航系统线束、激光雷达线束、毫

米波雷达线束、GPS/惯导线束、工业显示屏线束等。

14

4 智能化装备和线束故障检测；向裁判报告故障部位，进

行故障排除；将故障点排查过程与结果写入表 3。 40

5 给定目标转向值，根据线控底盘开放的部分 can协议进

行报文命令控制，保持转向角 3s以上.结果写入表 4 6

6 激光雷达、组合导航系统参数设置和标定；将标定的参

数写入表 5。 10

7
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GPS/惯导、双目相机外参配

置。

将测量的参数配置到相应的配置文件路径并且写入表 6
3.5

8
安全规范及职业素养：操作符合安全规范；举止文明；

设备上电、举升等具有危险性操作之前需先向同伴和裁

判示意；不损坏现场设施；保持现场整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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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数据表

表 1 安装调试智能化装备测量数据

评分项 作业记录

车辆外观

是否正常
是 否

胎压检测

记录
胎压（BAR） 左前： 右前： 左后： 右后：

表 2 安装调试智能化装备测量数据

设备的刻

度值记录

双目相机

（mm）

左相机据地面：

左相机距车辆左边缘：

左相机距车辆右边缘：

左相机距车辆前保险杠：

车头距地面距离：

车辆两个前轮外边缘的间距：

GNSS 主

天线杆壁

值

（m）

X： Y： Z：

表 3 故障检测与排除

评分项 作业记录 分值

故障点

1

故障点确认:

故障原因分析:

检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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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项 作业记录 分值

机理分析：

故障点

2

故障点确认:

故障原因分析:

检测流程：

机理分析：

故障点

3

故障点确认:

故障原因分析:

检测流程：

机理分析：

故障点

4

故障点确认:

故障原因分析:

检测流程：

机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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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项 作业记录 分值

故障点

5

故障点确认:

故障原因分析:

检测流程：

机理分析：

故障点

6

故障点确认:

故障原因分析:

检测流程：

机理分析：

故障点

7

故障点确认:

故障原因分析:

检测流程：

机理分析：

故障点 故障点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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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项 作业记录 分值

8 故障原因分析:

检测流程：

机理分析：

表 4 线控地盘调试

评分项 作业记录

目标转向值

目标 ID

数据帧

表 5 传感器参数设置与标定

评分项 作业记录

组合导航

的标定
参数

RTK 基站地址

RTK 基站端口

RTK 基站用户名

RTK 基站密码

RTK 基站挂载点

接收机 IP 地址

接收机 IP 网关

接收机 IP 子网掩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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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项 作业记录

HeadOffset

组合导航到 GNSS 定位天线杆臂

激光雷达

的标定
参数

激光雷达欧拉角： x

激光雷达欧拉角： y

激光雷达欧拉角： z

激光雷达四元数： qx

激光雷达四元数： qy

激光雷达四元数： qz

激光雷达四元数： qw

表 6 外参记录表

评分项 作业记录

激光雷达

translation x

translation y

translation z

rotation x

rotation y

rotation z

rotation w

毫米波雷达

translation x

translation y

translation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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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项 作业记录

rotation x

rotation y

rotation z

rotation w

双目相机

translation x

translation y

translation z

rotation x

rotation y

rotation z

rotation w

GPS/惯导模块

translation x

translation y

translation z

rotation x

rotation y

rotation z

rotation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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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设备、工具清单

竞赛平台所用设备、工具清单

序号 名称 数量 核对

1 线控车辆 1台

2 线控底盘车遥控器 1个

3 毫米波雷达及其连接线束 1 台

4 激光雷达及其连接线束 1 台

5 双目相机及其连接线束

6 AGX 及其连接线束 1 台

7 超声波雷达及其连接线束 1 台

8 车载显示器及其连接线束 1 台

9 惯导主机及其连接线束 1 台

10 GNSS 天线 2 台

11 4G 路由器及其连接线束 1 台

12 IMU 及其连接线束 1 台

13 Type-c HUB 2 个

14 HUB 转接线 1个

15 无线鼠标套装 1套

16
双目相机内参标定板 1个

17 千斤顶 1台

18 工具箱套装 1套

19 工位笔记本电脑 1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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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数据备份，任务 1 结束后此页不提交，任务 3 使用。

表 2 安装调试智能化装备测量数据

设备的

刻度值

记录

双目相机

（mm）

左相机据地面：

左相机距车辆左边缘：

左相机距车辆右边缘：

左相机距车辆前保险杠：

车头距地面距离：

车辆两个前轮外边缘的间距：

GNSS 主

天线

（m）

X： Y：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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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2 汽车智能网联功能验证

选手操作任务说明

比赛操作时间 30 分钟

任务 2 各项操作内容及分数分布（满分 100，占总分 20%）

工作内容 最高分

1 车辆与仿真测试平台连接，并导入相关车辆参数 5

2 进行用例测试：ACC、AEB、LKA。 30

3 智能驾驶仿真排故测试 55

4 导出任务评分表 5

5 职业素养及安全规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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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3 智能网联汽车综合道路测试

选手操作任务说明

比赛操作时间 60 分钟

任务 3 各项操作内容及分数分布（满分 100，占总分 30%）

工作内容 最高分

1 按照任务 1 的留存数据进行双目相机标定。 12

2 在指定场地进行组合导航系统测试。 7

3
录制车道线地图；读取车辆起点、终点和红绿灯坐

标、停止线坐标点；将坐标值写入表 1。 26

4 交通灯与车辆信息配置并且正确联通。 18

5 进行红绿灯识别、自动紧急制动和自动连续避障功

能综合道路测试。
32

6
职业素养及安全防范；操作符合安全规范；举止文

明；启动车辆等具有危险性操作之前需先向同伴和

裁判示意；不得损坏现场设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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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数据表

表 1 录制地图

评分项 作业记录

坐标信息的确定

1. 起点坐标（1 个）

2. 终点坐标（1 个）

3. 交通信号灯坐标（1
个）

4. 停止线坐标（3 个）



2020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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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_传感与网联技术赛项（职工组）

任务1：智能化感知设备装调

裁判评分表

选手参赛号：    比赛工位：

车辆VIN：

比赛用时：    成绩：

裁判签字：
   一、 安全防护、设备和工具检查             
序号 作业项目 评分标准

1
检查并穿戴个人安

全防护用品

检查并佩带安全帽。
对耐磨手套进行检查。

2 工具、设备检查
是否对照附录1设备工具清
单，核对设备、工具、仪器齐
全有效。

选手需要在附录1上逐一勾选确认
注意：选手检查出设备、工具、线束
等遗漏或损坏，可要求更换，不得分
也不扣分。

3 整车环绕检查
环绕车身一周做外观检查，报告检查结果：车辆损坏/车辆正常。
使用胎压监测仪，检查4个轮胎气压。

4 车辆自检检查 观察车轮转向是否自检，制动是否听到自检声音，完成后告知裁判
5 电源开关检查 逐一检查车身上9个电源开关和车内电源灯是否正常；检查不全或不

6 急停开关检查

检查前需要用千斤顶支起车辆离开地面，支撑点在后悬架上，线控
系统检查之后，降下车辆
检查遥控器急停开关是否有效。（检查方式是：先拨到急停档，再
操控遥控器遥杆，车轮不转动；解除急停档待车辆自检通过后，再
操控遥控器遥杆，可以驱动车轮；即为急停开关有效。）检查前防撞急停是否有效。 检查方式是：先拨到急停档，再操控

遥控器遥杆，车轮不转动；解除急停
档后，待车辆自检通过后再操控遥控
器遥杆，可以驱动车轮；即为急停开

检查左急停开关是否有效。
检查右急停开关是否有效。
检查后急停开关是否有效。

7 线控系统检查
是否进行车辆驱动检查。（操控遥控器使后驱动轮向前或向后转动
是否进行车辆制动检查。（在后轮保持转动的状态下，操控遥控器
是否进行车辆转向检查。（操控遥控器使前转向轮向左或向右转动

8 表1 正确测量胎压并记录
二 、智能化装备装调

序号 作业项目 评分标准

1
GNSS天线的安装与

调试

GNSS天线（主）是否固定在支架上。

GNSS天线（负）是否固定在支架上。
主、副两个GNSS天线Z方向是否在同一高度。

2
毫米波雷达的安装

与调试
是否将毫米波雷达安装固定在支架上。

连接螺栓不漏装

3
组合导航主机的安

装
按照正确方向安装组合导航主机。
组合导航水平安装，4个固定点接插到位

4
自动驾驶处理器
（AGX）的安装

自动驾驶处理器（AGX）安装到位

5 4G路由器的安装 4G路由器安装到位

6
激光雷达电源盒的

安装
激光雷达电源盒安装到位



7 HUB安装 HUB安装到位。
8 双目相机的安装 双目相机稳定固定

9 激光雷达的调整
使用水平仪对激光雷达进行调整，将激光雷达调至水平。
用顶丝进行预紧

10
表2 安装调试智能化装备测量数据

评分项 作业记录
检测记录 正确记录测量数值

三、 线束连接与布置（此项裁判可以结果打分）

序号 作业项目 评分标准

1 线束连接前准备 确认线束连接前总电源开关处于关闭状态；

2
自动驾驶处理器
AGX的线束安装

有效连接自动驾驶处理器AGX的网线

正确有效连接自动驾驶处理器AGX的电源线

3 GNSS天线的连接

有效连接主GNSS天线信号线；

有效连接副GNSS天线信号线；

正确连接前GNSS天线信号线与组合导航主机。（正确区分主负天线
连接位置的得分）

4 组合导航的连线

有效连接组合导航USB数据线到HUB；

有效连接USB转RS232串口线到HUB；

有效连接USB转RS232串口线到组合导航；

有效连接组合导航与路由器

有效连接组合导航电源线到车辆组合导航电源口；

5 激光雷达的连线

有效连接激光雷达主机与激光雷达电源盒；

有效连接激光雷达电源盒与车辆激光雷达电源口

有效连接激光雷达电源盒与路由器

6 显示屏的连线
有效连接显示屏与显示屏电源口

有效连接显示屏与AGX；
7 IMU的线束安装 有效连接IMU与HUB

8
双目相机的线束安

装
正确有效连接双目相机的电源线
有效连接双目相机的网线

9 HUB的连线 有效通过转接线连接HUB与AGX；



10 毫米波雷达的连接
有效连接毫米波雷达电源线到指定电源口

有效连接毫米波雷达信号线；

11 超声波雷达的连接

正确有效超声波雷达控制器电源线；

正确有效超声波雷达控制器数据线

正确有效超声波雷达控制器与探头

12
线束整体布置（可
以在故障检测后确
认）

布置完成后外观不整齐，不成束配置不得分；

线束未通过卡口固定的不得分；

布置完成后有任何1条出现线束与车身锐边接触的不得分；

四、毫米波雷达故障检测与验证（故障点1）
序号 作业项目 评分标准

1 设备检查
检测毫米波雷达正常：通过车载软件查看毫米波雷达数据传输是否
正常。

2 线束检查
检查电压是否正常；
检查CAN总线电阻是否正常；（在下电状态下测试）

五、激光雷达故障检测与验证（故障点2）
序号 作业项目 评分标准

1 设备检查
检测或验证激光雷达数据正常；

检查点云界面正常

2 线束检查
检查供电电压正常

使用指令测试网线是否联通

六、双目相机故障检测与验证（故障点3）
序号 作业项目 评分标准

1 设备检查 使用终端指令测试IP是否联通

2 线束检查 检查双目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七、超声波故障检测与验证（故障点4）
1 设备检查 检查软件是否有超声波雷达数据输出

1 线束检查
检查电压是否正常；
检查CAN总线电阻是否正常；（在下电状态下测试）

八、组合导航故障检测与验证（故障点5）

序号 作业项目 评分标准

1 线束检查 检查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九、自动驾驶处理器故障检测与验证（故障点6）

序号 作业项目 评分标准

1 电源故障 测试电压是否正常

2 网线故障 使用指令测试网线是否联通

十、网络故障检测与验证（故障点7）

序号 作业项目 评分标准

1 网络检查 使用linux终端测试网络是否通畅
十一、线控车辆是否正常联通与调测（故障点8）
序号 作业项目 评分标准

1 线束检查 检查CAN总线电阻是否正常；（在下电状态下测试）

2 设备检查 使用终端指令检查数据是否正常；

3

表3 故障检测与排除
正确排除故障点1
正确排除故障点2
正确排除故障点3
正确排除故障点4
正确排除故障点5
正确排除故障点6
正确排除故障点7
正确排除故障点8

十二、线控底盘调测

3 表4
目标ID是否正确
数据帧是否正确

转向角度保持3s以上
十三、传感器参数设置与标定
序号 作业项目 评分标准

1 组合导航配置 正确配置组合导航参数

2 激光雷达标定
测量激光雷达偏转角度并记录
进行激光雷达四元数计算并配置

3
表5 传感器参数设置与标定

组合导航的标定 正确配置参数
激光雷达标定 正确测量欧拉角，计算四元数

4 表6 正确配置相应零部件得外参并且记录



十四、职业素养及安全规范
序号 作业项目 评分标准

1 安全和职业素养

着装规范，谈吐文明

未示意裁判和同伴，就直接上电的此项不得分

未示意裁判和同伴驱动车辆的此项不得分； 

工具仪器选择不合理或使用不规范的此项不得分

设备、工具、仪器跌落或放置凌乱的此项不得分

工具、仪器现场整理，回复现场状态

因安全问题裁判按下急停开关的不得分

检查过程中损伤设备、工具、仪器的不得分



2020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第二届全国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技能大赛

新能源汽车_传感与网联技术赛项（职工组）

任务2：汽车智能网联功能验证
裁判评分表

选手参赛号：    比赛工位：

车辆VIN：

比赛用时：    成绩：

裁判签字：

   一、 实车与仿真测试平台联通

序号 作业项目 评分标准

1 连接车辆平台与仿
真平台

仿真电脑与车辆网络进行连接
仿真平台与车辆平台连接
导入车辆相关参数

二、 智能驾驶仿真排故测试
序号 作业项目 评分标准

1
按照要求开启自动
按驾驶

车辆自动驾驶，非手动干预

2
出现故障后进入修
理车间检测维修

正确进入维修场景

3
根据故障现象完成
故障排除

正确完成城市场景自动驾驶

三、 智能化功能测试

序号 作业项目 评分标准

1 自适应巡航
实现自适应巡航功能，跟车距离稳定，无前车自动加速
（系统有非预期操作扣分项）

2 自动紧急制动
实现紧急制动功能，不发生非预期动作（如碰撞等）
（系统有非预期操作扣分项）

3 车道保持
实现单车道保持，不出现压线、摆动等非预期动作
（系统有非预期操作扣分项）

四、导出仿真测试报告
序号 作业项目 评分标准
1 导出报告 导出仿真报告并保存至桌面，以选手的比赛序号命名

五、职业素养及安全规范
序号 作业项目 评分标准

1 职业素养和安全
着装规范，谈吐文明
不暴力操作破坏比赛用品



2020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第二届全国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技能大赛

新能源汽车_传感与网联技术赛项（职工组）

任务3：智能网联汽车综合道路测试
裁判评分表

选手参赛号：    比赛工位：

车辆VIN：

比赛用时：    成绩：

裁判签字：
一、 双目相机的标定        
序号 作业项目 评分标准

1 双目相机的标定

标定前进行车辆各个电源检查
标定前进行车身检查
车辆标定位置是否符合手册标准
正确完成标定过程

二、 组合导航的标定        
序号 作业项目 评分标准

1 组合导航的测试

标定前进行电源检查
标定前进行车身检查
在指定空旷场地对车辆进行测试
正确测试GPS信号质量

三、地图的录制
序号 作业项目 评分标准

1 场景设置
正确启动GPS、IMU、激光雷达、激光雷达定位模块；
判别激光雷达定位正常

2 地图录制
正确进行完整地图录制
成功加载录制地图

3

表1 录制地图

坐标信息记录

起点坐标按照实际进行记录
终点坐标按照实际进行记录
交通信号灯坐标按照实际进行记录
停止线坐标按照实际进行记录
小计

四、 交通灯与车辆信息配置      
序号 作业项目 评分标准

1 交通灯与车辆信息配置     

正确配置交通灯ID与坐标（是否成功可在地图检查）
正确配置停止线坐标（是否成功可在地图检查）
正确配置停止距离与交通灯距离
正确配置车辆ID
小计

四、综合道路测试
序号 作业项目 评分标准

1 道路测试

车辆行驶过程中，完成避撞功能
车辆行驶过程中，完成连续避障功能
车辆行驶过程中，完成红绿灯停/驶功能
车辆行驶过程中，车辆不闯入非功能测试区
小计



五、职业素养及安全规范
序号 作业项目 评分标准

1 安全和职业素养

着装规范，谈吐文明
上电前示意裁判和同伴
车辆启动前示意裁判和同伴
工具仪器规范使用
设备、工具跌落或损坏
因安全问题裁判按下急停开关此项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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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1 智能化感知设备装调

选手操作任务书

比赛操作时间 120分钟

任务 1 各项操作内容及分数分布（满分 100，占总分 50%）

工作内容 最高分

下列各项工作所需工具、检测软件、仪器、标定软件和操控装置均已放置于工位。

1 工具和设备检查，安全防护和卫生环保检查， 检测数据

写入表 1。 8

2

进行线控底盘 CAN通讯数据读取与调测，包括 CAN数

据的读取和解析、速度与转向等参数的数据发送；控制

执行机构驱动、转向、制动相关参数的调试设定，并将

解析数据写入表 2。

10

3 对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和摄像头进行筛选 6

4 安装调试智能化装备，包括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摄

像头、GPS/惯导等，并将确定的装备坐标写入表 3。 6

5

进行线束连接和布置，包括控制器线束、自动驾驶处理

器（AGX）线束、交换机线束、4G路由器线束、组合

导航系统线束、激光雷达线束、毫米波雷达线束、GPS/
惯导线束、工业显示屏线束等。

5

6 故障检测与排除，检测故障原因，向裁判报告故障部

位，进行故障排除，并将故障点确认结果写入表 4。 40

7 对激光雷达、摄像头和组合导航系统进行参数设置和标

定，并将测量的参数写入表 5。 5

8 对激光雷达、摄像头和毫米波雷达进行联合标定 8

9 基于摄像头内参标定结果，调节车道线检测参数，实现

车道线检测，并将调节参数写入表 6。 10

10 静态验证车辆的避撞和避障功能。 3

11 职业素养及安全规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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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数据表

表 1 安装调试智能化装备测量数据

评分项 作业记录

检测记录 胎压（BAR） 左前： 右前： 左后： 右后：

表 2 线控底盘数据

评分项 作业记录

车辆数据

车辆速度 km/h

车辆转角 °

车辆档位 km/h

车辆档位和速度

控制报文

车辆档位和转向

控制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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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安装调试智能化装备测量数据

评分项 作业记录

设备的刻度

值记录

（mm）

前摄像头 X： Y： Z：

后摄像头 X： Y： Z：

左摄像头 X： Y： Z：

右摄像头 X： Y： Z：

激光雷达 X： Y： Z：

GNSS 天线（前） X： Y： Z：

GNSS 天线（后） X： Y： Z：

毫米波雷达 X： Y： Z：

注意：表 3 数据用于任务二使用。任务一结束后，此页不提交，任务二

结束后一并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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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故障检测与排除

裁判签字： 总分：

评分项 作业记录 分值

故障点

1

故障点确认:

故障原因分析:

检测流程：

机理分析：

故障点

2

故障点确认:

故障原因分析:

检测流程：

机理分析：

故障点

3

故障点确认:

故障原因分析:

检测流程：

机理分析：

故障点 故障点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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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项 作业记录 分值

4 故障原因分析:

检测流程：

机理分析：

故障点

5

故障点确认:

故障原因分析:

检测流程：

机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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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传感器参数设置与标定

评分项 作业记录

组合导航

的标定
参数

工作模式

惯导到车辆坐标系夹角(°)

定位天线到后轮中心杆臂（后轴中心）

的距离（m）

GNSS 定向基线与车辆坐标系夹角(°)

惯导到 GNSS 定位天线杆臂的距离（m）

轮距（m）

激光雷达

的标定
参数 激光雷达矫正角度(°)

表 6 车道线检测参数设置

评分项 作业记录

变换前坐标

变换后坐标

单位像素距离 米/像素



8 of 9

附录 1 设备、工具清单

竞赛平台所用设备、工具清单

序号 名称 数量 核对 序号 名称 数量 核对

1 线控车辆 1 辆 33 手电筒 1个

2 线控底盘车遥控器 1 个 34 绝缘胶带 1卷

3 线控底盘急停遥控器 1个 35 扎带 1袋

4 毫米波雷达 1台 36 夹线器 1袋

5 激光雷达 1台 37 防静电手环 2个

6 AGX 1台 38 防静电耐磨手套 2个

7 控制器 1台 39 安全头盔 2个

8 车载显示器 1台 40 灭火器 1个

9 鱼眼摄像头 4台 41 A 字警示牌 1 个

10 组合导航接收机 1台 42
工位电脑（显示

器、主机、鼠标

键盘）

1套

11 GNSS 天线 2台 43 胎压检测仪 1 台

12 4G 天线 1个 44
清洁工具（扫

把、除胶剂、抹

布等）

1套

13 4G 路由器 1台

14 交换机 1台

15 报警灯 1个

16 Type-c HUB 2 个

17 USB 标准口 HUB 1 个

18 数传电台 2个

19 无线鼠标套装 1套

20 螺丝刀套装 1套

21 棘轮扳手 1把

22 剪刀 1把

23 卷尺 1个

24 内六角扳手 1套

25 水平测量仪 1个

26 偏口钳 1把

27
万用表（配极细探

针）
1台

28 标定板 1个

29 角度测量仪 1个

30 千斤顶 1台

31 CAN 卡 1 套

32 美工刀 1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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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连接线束清单

序号 编号 名称 数量 核对

1 C01 A 总线（1拖 5线） 1

2 C02 1 拖 2 线 1

3 C03 1 拖 2 线 1

4 C04 AGX-控制器连线 1

5 C05 连接线（软排线，AGX 和控制器之间） 1

6 C06 B-报警灯总线 1

7 C07 报警灯线束 1

8 C08 控制器电源线 1

9 C09 AGX 仿真线 1

10 C10 网线 0.5m 1

11 C11 AGX 电源线 1

12 N01 交换机电源线 1

13 N02 网线 0.5m 1

14 N03 4G 路由器电源线 1

15 R01 组合导航 19Pin 航空接插件 1

16 R02 GNSS 天线连接线 1

17 R03 GNSS 天线连接线 1

18 R04 USB 转 RS232 串口线（惯导用） 1

19 R05 组合导航电源线 1

20 R06 网线 0.5m 1

21 R07 激光雷达电源线 1

22 R08 毫米波雷达信号线 1

23 R09 毫米波雷达仿真线 1

24 R10 毫米波雷达电源线 1

25 I01 HDMI 高清线 （1.5 米,显示器用） 1

26 I02 显示屏电源线 1

27 I03 网线 3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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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2 汽车智能网联功能验证

选手操作任务说明

比赛操作时间 30 分钟

任务 2 各项操作内容及分数分布（满分 100，占总分 20%）

工作内容 最高分

1 车辆与仿真测试平台连接。 6

2

综合题目测试，进行自适应前照明系统（晴天-乡村

道路-平路直行）、自适应前照明系统（晴天-城镇道

路-平路直行）和车道保持辅助系统的调试，并将选

择的自适应前照明系统的参数填入表 1。

30

3 ADAS 测试用例的创建和导入，包括车辆类型、车

辆动力学参数、传感器安装参数、测试场景选择。
25

4
ADAS 测试，设置算法参数，并将设置的参数写入

表 2，进行智能化功能仿真验证，包括自适应巡

航、自动泊车、主动避障。

33

5 下载测试报告。 1

6 职业素养及安全规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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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数据表

表 1 自适应前照明系统参数记录

评分项 作业记录

综合题目

自适应前照明系

统（晴天-乡村

道路-平路直

行）

左前灯是否开启

左前灯水平偏转角度（°）

左前灯竖直偏转角度（°）

右前灯是否开启

右前灯水平偏转角度（°）

右前灯竖直偏转角度（°）

示廓灯是否开启

示廓灯水平偏转角度（°）

示廓灯竖直偏转角度（°）

自适应前照明系

统（晴天-城镇

道路-平路直

行）

左前灯是否开启

左前灯水平偏转角度（°）

左前灯竖直偏转角度（°）

右前灯是否开启

右前灯水平偏转角度（°）

右前灯竖直偏转角度（°）

示廓灯是否开启

示廓灯水平偏转角度（°）

示廓灯竖直偏转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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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智能化功能验证参数

评分项 作业记录

自适应巡航 参数设置

最大制动碰撞时间（ttc，s）

最大制动强度（%）

中等制动碰撞时间（ttc，s）

中等制动强度（%）

一般制动碰撞时间（ttc，s）

一般制动强度（%）

自动紧急制

动
参数设置

最大制动碰撞时间（ttc，s）

最大制动强度（%）

中等制动碰撞时间（ttc，s）

中等制动强度（%）

一般制动碰撞时间（ttc，s）

一般制动强度（%）

主动避障 参数设置

避障连检次数

避障触发距离(m)

横向偏移距离（m）

车道保持辅

助
参数设置

预瞄距离系数

转向灵敏度

自动泊车 参数设置 转弯半径（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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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第二届全国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技能大赛

新能源汽车_传感与网联技术赛项_选手作业单

任务 3_智能网联汽车综合道路测试

（学生组）

编写:
新能源汽车传感与网联技术赛项专家组

全国组委会技术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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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3 智能网联汽车综合道路测试

选手操作任务说明

比赛操作时间 60分钟

任务 3 各项操作内容及分数分布（满分 100，占总分 30%）

工作内容 最高分

1 编译网联许可报文，并将结果填入表 1。 16

2 在指定道路地进行组合导航系统标定。 8

3 录制并存储导航地图，读取车辆起点和终点坐标，

并写入表 2。 22

4
登陆智能网联汽车监控云平台，提交网联许可报

文，设置测试条件参数，连通监控云平台与红绿灯

数据通讯。

6

5
应用智能网联汽车监控云平台，对车辆进行远程控

制，进行红绿灯识别、自动紧急制动和自动避障功

能综合道路测试。

26

6 车道保持功能测试，调节车道保持功能参数，运行

车道保持功能程序，车辆不压线行驶完 S弯道
15

7 职业素养及安全防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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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数据表

表 1 网联许可报文

评分项 作业记录

网联许

可报文

1. 起始符

2. 命令单元

3. VIN码

4. 数据加密方

式

5. 数据单元长

度

6. 数据单元

7. 校验码

表 2 录制地图

评分项 作业记录

坐标信息的确定

1. 起点坐标（°） 经度 纬度

2. 终点坐标（°） 经度 纬度

3. 交通信号灯坐标（°） 经度 纬度



2020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第二届全国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技能大赛

新能源汽车_传感与网联技术赛项（学生组）

任务1：智能化感知设备装调
裁判评分表

选手参赛号：    比赛工位：

车辆VIN：

比赛用时：    成绩：

裁判签字：

一、 安全防护、卫生环保、设备和工具检查             
序号 作业项目 评分标准

1
检查并穿戴个人安全防
护用品

检查并佩带安全帽
对耐磨手套进行检查
穿戴除静电手环

2 工具、设备检查
对照附录1设备工具清单，核对设备、工具、仪器齐全有效
对照附录2连接线束清单，核对线束齐全无损

3 摆放警示牌 摆放警示牌

4 整车环绕检查
环绕车身一周做外观检查，报告检查结果：车辆无损坏/车辆正常

使用胎压监测仪，检查4个轮胎气压

5 电源开关检查 逐一检查车身上9个电源开关和车头电源灯是否正常

6
急停开关和车辆动力检

查

检查前需要用千斤顶支起车辆离开地面（车轮离地间隙不超过5cm），使用举升设备举升
后轮时支撑点是否在指定位置（车身的承重架上）

检查遥控器急停开关是否有效。（检查方式是：先拨到急停档，再操控遥控器遥杆，车
轮不转动；解除急停档后，再操控遥控器遥杆，可以驱动车轮；即为急停开关有效。
如果在驱动车轮转动后将急停拨到急停档下让车突然抱闸，此项得0分。）

检查左前急停开关有效 检查方式：先按下急停，再操控遥控
器遥杆，车轮不转动；松开急停后，
重启车辆，再操控遥控器遥杆，可以
驱动车轮，即为急停开关有效。若在
驱动车轮转动后突然拍下急停让车突
然抱闸，此项得0分。

检查左后急停开关有效

检查右前急停开关有效

检查右后急停开关有效

进行车辆驱动检查

进行车辆制动检查

进行车辆转向检查

整车检查完后关闭9个电源开关

小计

7

表1 检测记录
评分项 作业记录

检测记录 胎压检测，正常值为2-3BAR

小计

二 、车辆底盘CAN通讯调试
序号 作业项目 评分标准

1 支起车辆
调测前需要用千斤顶支起车辆离开地面（车轮离地间隙不超过5cm），若选手没有使用千
斤顶将车辆举升，裁判应及时制止，本项目不得分

2
线路连接

连接车辆底盘CAN线和对接线
3 连接车辆底盘CAN线对接线与CAN卡
4 连接CAN卡与仿真主机
5 数据解析 打开软件，正确调试参数，并读取车辆数据，编译出车辆档位、速度、转矩和转角信息

6 车辆速度控制
根据指定车辆档位和速度值，进行报文编译并成功驱动车辆转动，调试结束后读取车辆速
度，看是否满足要求

7 车辆转向控制
根据指定车辆档位和转向值，进行报文编译并成功驱动车辆转向，调试结束后读取车辆转
向角，看是否满足要求

8 车辆复位 关闭电源，将千斤顶移出，车辆复位



小计

9

表2 车辆底盘调试数据
评分项 作业记录

设备的刻度值记录
（mm）

车辆数据记录

未按照实际数据记录的或解析错误，不
得分

车辆速度解析
车辆转角解析
车辆档位解析
车辆档位和速度控制报文
车辆档位和转向控制报文

小计
三 、智能化装备筛选

1 激光雷达筛选

正确连接激光雷达线束
正确进行TPC通讯协议设置
正确进行配置参数导入
对激光雷达状态进行确认

2 毫米波雷达筛选
正确连接毫米波雷达线束
正确调节软件参数
对毫米波雷达状态进行确认

3 摄像头筛选
正确连接摄像头线束

对四个摄像头状态进行确认

小计
四 、智能化装备装调
序号 作业项目 评分标准
1 支撑架的使用 正确支撑安装平台（未支撑的裁判给与提示，此项不得分）

2 GNSS天线的安装与调试
GNSS天线（前）固定在支架上

GNSS天线（后）固定在支架上

3
毫米波雷达的安装与调
试

将毫米波雷达安装固定在支架上

毫米波雷达X方向在刻度尺的中间刻度

毫米波雷达Z方向保持毫米波雷达上下边缘不能与保险杠框架接触，并保持一定距离

各连接螺栓漏装或少装

对顶丝进行预紧

4 组合导航主机的安装

按照正确方向安装组合导航主机
（组合导航主机Y方向指向车辆正前方，X方向位于中间位置，并保持与前后天线在同
一直线上为有效安装，否则安装无效。）

使用4个固定销将组合导航固定（缺少固定或未固定成功的，不得分）

5 控制器的安装 将控制器安装并固定在操作平台上

缺少固定或未固定成功的，不得分

6 AGX的安装 将AGX安装并固定在操作平台上
7 交换机的安装 将交换机安装并固定在操作平台上
8 4G路由器的安装 将4G路由器安装并固定在操作平台上
9 激光雷达电源盒的安装 将激光雷达电源盒安装并固定在操作平台上

10 HUB的安装
将USB接头的HUB安装并固定在操作平台上
将type-c接头的HUB1安装并固定在操作平台上
将type-c接头的HUB2安装并固定在操作平台上

11 摄像头的安装与调试 将四个摄像头摄像头通过安装孔固定在支架（未通过连接螺栓进行固定的不得分）

12 激光雷达的调整

将激光雷达X方向调至刻度中间

将激光雷达Y方向调至刻度中间

使用水平仪对激光雷达进行调整，将激光雷达调至水平

用顶丝进行预紧
小计

13

表3 安装调试智能化装备测量数据
评分项 作业记录
设备的刻度值记录 按照实际刻度记录,任一个未记录或不按实际记录的不得分。

小计
五、 线束连接与布置（此项裁判可以结果打分）
序号 作业项目 评分标准

1
GNSS天线、4G天线的连
接

有效连接前、后GNSS天线信号线

有效连接前、后GNSS天线信号线与组合导航主机（前GNSS天线连接在主机左侧第二个接
头，接错位置不得分)
有效连接4G天线与组合导航主机

2 组合导航的连线
有效连接组合导航主机与组合导航19Pin航空接插件

有效连接USB转RS232串口线



3 激光雷达的连线 有效连接激光雷达主机与激光雷达电源盒

4 HUB的连线
有效连接HUB（type-c）与AGX，HUB1和HUB2位置可以互换

有效连接HUB（USB口）与AGX

5 网线的连接

有效连接交换机与4G路由器

有效连接交换机与激光雷达电源盒

有效连接交换机与AGX

6 毫米波雷达的连接 有效连接毫米波雷达信号线

7 摄像头的连接
有效连接四个摄像头与HUB（type-c）（漏连、少连，一个HUB连接超过两个摄像头均不
得分）

8 控制器的连接

有效排线连接控制器与AGX

连接一拖一航空线与控制器（接在控制器左侧第1个安装端子上）

连接一拖五航空线与控制器（接在控制器左侧第2个安装端子上）

连接一拖五航空线与底盘控制器CAN线

连接一拖五航空线AGX端与控制器端

9 报警灯连接 有效连接报警灯转接器与总线

10 电源线连接 有效连接电源线

11 线束整体布置 布置完成后外观不整齐，线束有任何1条无固定的不得分
小计

六、故障检测与排除
1 确认故障点1 正确向裁判报告故障点，并请求恢复故障。
2 确认故障点2 正确向裁判报告故障点，并请求恢复故障。
3 确认故障点3 正确向裁判报告故障点，并请求恢复故障。
4 确认故障点4 正确向裁判报告故障点，并请求恢复故障。
5 确认故障点5 正确向裁判报告故障点，并请求恢复故障。

小计
七、传感器参数设置与标定
序号 作业项目 评分标准

1 摄像头的内参标定

正确进行前摄像头的标定

出现Success字样则表明标定成功
正确进行后摄像头的标定
正确进行左摄像头的标定
正确进行右摄像头的标定

将前摄像头标定文件重命名为front.xml

将后摄像头标定文件重命名为back.xml

将左摄像头标定文件重命名为left.xml

将右摄像头标定文件重命名为right.xml

2 激光雷达的标定

使用自动驾驶软件对激光雷达进行标定

测量激光雷达偏转角度并记录

进行激光雷达标定的验证
小计

3

表5 传感器参数设置与标定

组合导航的标定

工作模式   低速车载 未按照实际记录的，此项不得分；

惯导到车辆坐标系夹角(°)  

未按照给定值记录的，此项不得分。

定位天线到后轮中心杆臂的距离（m） 
X:  Y:    Z: 
GNSS定向基线与车辆坐标系夹角(°)
惯导到GNSS定位天线杆臂的距离（m）X:    Y:   
Z: 
轮距（m）  ，轴距（m） 

小计
八、传感器联合标定

1 启动软件 命令行启动标定软件

2 传感器位置和角度测量

激光雷达空间位置
激光雷达角度测量
毫米波雷达空间位置
毫米波雷达角度测量
摄像头空间位置
摄像头角度测量

3 旋转和平移矩阵输入
激光雷达平移矩阵和旋转矩阵输入并记录
毫米波雷达平移矩阵和旋转矩阵输入并记录



3 旋转和平移矩阵输入
摄像头平移矩阵和旋转矩阵输入并记录

4 标定结果显示与验证 正确进行标定结果显示与验证
小计

九、车道线检测参数调试

1 车道线检测

正确显示前摄像头的去畸变图像 可多次操作，以过程评分
根据图像调整相机位置，使其视角摆正 可多次操作，以过程评分
获取变换前坐标 可多次操作，以过程评分
获取变换后坐标 可多次操作，以过程评分
修改程序中的对应坐标 可多次操作，以过程评分
获取单位像素表示距离 可多次操作，以过程评分
修改程序中的对应参数 可多次操作，以过程评分

运行车道保持程序，查看车道线检测效果
以结果评分，红色方框在完全在车道线
内给分

小计
表6 车道线检测参数设置

2 车道线检测
变换前坐标 未按照实际记录的，此项不得分；
变换后坐标 未按照实际记录的，此项不得分；
单位像素距离 未按照实际记录的，此项不得分；

小计
十、静态验证
序号 作业项目 评分标准

1 停障/避障验证

检查前需要用千斤顶支起车辆离开地面（车轮离地间隙不超过5cm），使用举升设备举升
后轮时支撑点是否在指定位置（车身的承重架上，支撑点处有箭头）

有效停障验证
有效避障验证

小计
十一、职业素养及安全规范
序号 作业项目 评分标准

1 职业素养和安全

着装规范，谈吐文明

未示意裁判，就直接上电的此项不得分

未示意裁判驱动车辆的此项不得分； 

工具仪器选择不合理或使用不规范的此项不得分

设备、工具、仪器跌落或放置凌乱的此项不得分

工具、仪器现场整理，回复现场状态

因安全问题裁判按下急停开关的每次扣0.25分；

检查过程中损伤设备、工具、仪器的每件次0.25分
小计

总分 #REF!



2020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大赛
第二届全国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技能大赛

新能源汽车_传感与网联技术赛项（学生组）
任务2：汽车智能网联功能验证

裁判评分表

选手参赛号：    比赛工位：

车辆VIN：

比赛用时：    成绩：

裁判签字：

   一、 实车与仿真测试平台联通

序号 作业项目 评分标准

1 摆放警示牌 摆放警示牌

2 电源开关检查 检查车辆开关是否处于关闭状态

3 线路连接

连接AGX与电脑之间网线

连接AGX仿真线与一拖二线

连接毫米波雷达仿真线与一拖二线

正确连接CAN卡和仿真测试主机

  二、 综合题目测试

序号 作业项目 评分标准

1 自适应前照明系统 进行自适应前照明系统的场景选择与调试

2 车道保持辅助系统 进行车道线识别流程调试

表1 自适应前照明系统场景选择与调试

自适应前照明系统-场景1

左前灯是否开启

在每个场景中要做参
数调整并记录，未做

记录的不得分

左前灯水平偏转角度（°）
左前灯竖直偏转角度（°）
右前灯是否开启

右前灯水平偏转角度（°）
右前灯竖直偏转角度（°）
示廓灯是否开启

示廓灯水平偏转角度（°）
示廓灯竖直偏转角度（°）

自适应前照明系统-场景2

左前灯是否开启

左前灯水平偏转角度（°）
左前灯竖直偏转角度（°）
右前灯是否开启

右前灯水平偏转角度（°）
右前灯竖直偏转角度（°）
示廓灯是否开启

示廓灯水平偏转角度（°）
示廓灯竖直偏转角度（°）

三、 ADAS功能测试

序号 作业项目 评分标准

1 自适应巡航

调整最大制动碰撞时间

在每个场景中要做参
数调整，未做调整的
不得分；晴天、雨天
和雪天所调参数相同

调整最大制动强度

调整中等制动碰撞时间

调整中等制动强度数



1 自适应巡航

调整一般制动碰撞时间

在每个场景中要做参
数调整，未做调整的
不得分；晴天、雨天
和雪天所调参数相同

调整一般制动强度

2 自动紧急制动

调整最大制动碰撞时间

调整最大制动强度

调整中等制动碰撞时间

调整中等制动强度数

调整一般制动碰撞时间

调整一般制动强度

3 主动避障

调整避障连检次数

调整避障触发距离

调整横向偏移距离

4 车道保持
调整预瞄距离系数

调整方向转角系数

5 自动泊车 调整转弯半径

四、下载测试报告

序号 作业项目 评分标准

1 下载报告
勾选测试项目，并下载测试报告并保存至桌面，以选手的比
赛序号命名

2 报告实际得分

报告实际得分=（报告得分-x-y）╳80%，x为综合题目测试场
景对应分值，所选场景与规定场景不匹配则扣除全部分值，y
为智能化功能测试各场景对应分值，所选场景与规定场景不
匹配则扣除该场景分值

五、职业素养及安全规范

序号 作业项目 评分标准

1 职业素养和安全

着装规范，谈吐文明

未示意裁判，就直接上电的此项不得分

工具仪器选择不合理或使用不规范的此项不得分

设备、工具、仪器跌落或放置凌乱的此项不得分

工具、仪器现场整理，恢复现场状态

检查过程中不损伤设备、工具、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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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3：智能网联汽车综合道路测试
裁判评分表

选手参赛号：    比赛工位：

车辆VIN：

比赛用时：    成绩：

裁判签字：

一、编译网联许可报文

序号 作业项目 评分标准

1 编译网联许可报文

正确编译起始符

正确编译命令单元

正确编译VIN码

正确编译数据加密方式

正确编译数据单元长度

正确编译数据单元长度

正确编译校验码

二、 组合导航的标定        

序号 作业项目 评分标准

1 组合导航的标定

标定前进行车身检查；

标定前进行电源检查；

在空旷场地对小车进行操作；

标定后组合导航信号灯常亮；

三、地图的录制

序号 作业项目 评分标准

1 场景设置
正确选择车道数量为双车道；

正确选择车辆所在车道为车道0；

2 地图录制
进行完整地图录制；

将地图文件的重命名为map.txt；

3

表2 录制地图

坐标信息确定

起点坐标:  经度，维度；
未按照实际进行记录的，此项不得分，少记录1项
扣2分。
终点标:  经度，维度：
未按照实际进行记录的，此项不得分，少记录1项
扣2分。

交通信号灯停止坐标:  经度，维度；



四、综合道路测试

序号 作业项目 评分标准

1 平台连通

正确进行红绿灯连接

设定速度为5km/h

设定安全距离为10m

2 综合道路测试

车辆行驶过程中除转弯时，不压车道线，

车辆行驶过程中，完成避撞功能；

车辆行驶过程中，完成避障功能；

车辆行驶过程中，完成红绿灯停/驶功能；

车辆行驶过程中，在非功能测试区，不发生避撞、
避障、红绿灯停/驱功能
车道保持功能，车辆正常启动
车道保持功能，车辆沿S弯不压线行驶

五、职业素养及安全规范

序号 作业项目 评分标准

1 职业素养和安全

着装规范，谈吐文明

未示意裁判，就直接上电的此项不得分

车辆启动前未告知裁判的此项不得分； 

工具仪器规范使用

设备、工具跌落或损坏

因安全问题裁判按下急停开关此项不得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