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一、技术描述

汽车维修项目是指通过使用工量具、仪器仪表及检修设备进行汽车的维护、修

理和调试，诊断并修复车辆故障的竞赛项目。本项目旨在考核汽车维修企业汽车机

电维修高级工及以上岗位的职业能力。汽车维修项目选手应能掌握应用汽车机械、

电气、 电控以及各系统集成的知识， 以及对各种车型熟练操作的技能，并具有良好

的体能和心理素质。

汽车维修项目以汽车维修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高级工以上) 为依据，参照世

界技能大赛和第一届全国技能大赛相关竞赛内容与方式，适当增加新知识、新技术、

新技能等，选取“发动机管理系统故障诊断与维修” 、“发动机机械系统故障诊断

与维修”及“车身电气系统故障诊断与维修”3 个典型实操模块作为竞赛考核内容，

以此检验参赛选手的汽车检测与维修基本功。

汽车维修技术人员应该具备良好的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熟练掌握和应用汽车

构造和工作原理、 电气电控系统以及各系统集成的知识，具备多种车型机械部件维

护和检修、 电气电控系统维护和检修、综合故障诊断与排除等专业能力，并具备工

作组织和管理、沟通和交流、解决问题的能力。

汽车维修项目选手理论知识、工作能力的要求以及各项要求及权重比例见下表。

选手需了

解和理解

选手需要知道和理解：

所有设备的功能、使用、保养以及安全事项

所用材料和化学品的用途、使用、保管以及潜在风险

相关操作的困难和风险，及其产生的原因和预防措施

可用的时间以及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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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计划时需考量的参数

任何时间都应遵守的健康和安全标准

环保和安全准则，及其工作环境整洁的保持

选手应具

备的能力

选手应当能够：

准备并维护一个安全、整洁和高效的工作台

准备好个人健康和安全相关的工作

计划、准备并按时完成每一项任务

计划好工作，高效实施，避免中断

遵循厂家要求选择使用设备和材料，确保安全

遵循厂家要求清洁、储存和测试设备和材料，确保安全

遵循或超过有关环保、设备和材料的健康和安全标准

将工作场地和车辆恢复到良好的状态和条件

选手需了

解和理解

选手需要知道和理解：

纸质或电子形式技术文件的范围和内容

与技能有关的专业语言 (术语)

以口头、书写或电子形式汇报交流的规范

测量仪器输出结果和结论的本质含义

客户服务和沟通的规范

选手应具

备的能力

选手应该能够：

从各种形式的维修资料中读取中英文技术数据和相关说

明

在工作场所， 以规范的书写或电子的方式进行沟通

在工作场所，以口头、书写或电子的方式沟通，确保清晰、

有效、高效

使用一些规范的沟通技巧

填写报告单，对出现的事件和问题做出回应

直接或间接地对客户的需求做出回应

选手需了

解和理解

选手需要知道和理解：

火花点火式和压燃式发动机管理系统

发动机机械系统

混合/电动车辆系统

进气增压和排气系统

车身电气和电子系统

各个系统之间的关联性及相互影响

不同管理系统之间传感器和信息的互通

选手应具

备的能力

选手应该能够：

使用测试仪器测量、检查和诊断机械故障和/或电子故障

通过测试辨别和隔离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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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手需了

解和理解

选手需要知道和理解：

正确使用和理解相关测量装置和设备

所有相关数值和数学计算的原理和应用

专业诊断程序、工具和设备的原理和应用

选手应具

备的能力

选手应当能够：

校准和使用所有测量装置和设备 (机械的和电子的) 并将

其用于诊断

精确定位轻型车零件故障

选择和应用恰当的装置和设备检验和诊断如下系统的缺

陷和故障：

· 火花点火系统

· 压燃系统

· 进气增压和排气系统

· 车身电气/电子系统

按要求计算、检查和理解操作结果

仔细考虑选择维修或选择替换操作

选手需了

解和理解

选手需要知道和理解：

选择维修或替换

维修方法/程序、专用工具要求

其他车辆系统和相关维修工作能达到的效果

选手应具

备的能力

选手应该能够：

按要求使用制造商和零件提供商的规格

针对维修或替换操作构建并提出可行的建议和决定

采用正确的程序安装替换零件

维修车辆电气系统和电路，维修/检修充电和起动系统

移除/检修传动零部件

维修/检修 4 冲程发动机和相关发动机零部件

二、竞赛项目

汽车维修项目赛项来源为国赛精选项目在汽车维修项目中，有关该项技能的知

识和理解将通过选手的技能表现予以考核，不设单独的理论考试。

汽车维修项目设置 3 个考核模块：模块 A—发动机管理系统故障诊断与维修；

模块 B—发动机机械系统故障诊断与维修； 模块 C—车身电气系统故障诊断与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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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模块具体竞赛内容如下：

(1) 模块 A-发动机管理系统故障诊断与维修

发动机管理系统故障诊断与维修包括：发动机不能起动故障的诊断与排除；发

动机运行不良故障的诊断与排除；示波器动态数据测量与分析。

不包括：燃油箱，喷油器维修；需要燃油系统暴露在外的操作；涉及冷却液的

操作。

(2) 模块 B-发动机机械系统故障诊断与维修

发动机机械系统故障诊断与维修包括：发动机机械检查和诊断测试；发动机分

解；发动机零部件测量、判断可用性；故障排除及维修方式选择；发动机装配和调

试。

不包括：活塞和连杆的加热装配；进排气管及附件的拆装。

(3) 模块 C-车身电气系统故障诊断与维修

车身电气系统故障诊断与维修包括：充电系统、 电源管理系统；防盗系统；仪

表与警告装置；灯光系统；车门、中控门锁、 电动车窗、雨刮、喇叭；车载网络系

统。

不包括：安全气囊和安全带系统；涉及制冷剂的操作；涉及冷却液的操作。

(1) 试题命制办法

由裁判长负责命题原则、 内容、范围、程度及其评分标准要求，赛前组织专家

组集中命制比赛试题并验题。试题与评分标准对应考核模块的故障点或规范操作要

点，评分标准的模式、框架、理念、要求等参照世界技能大赛和全国行业技能大赛

的评分标准执行。

(2) 试题命制基本流程

裁判长组建命题专家组，命题专家组在赛前开始驻场封闭，直到比赛结束。完

成比赛试题的具体命制与验证，包括根据比赛车型和机型，确定故障现象，设置具

体故障点并予以验证、准确的电器和机械参数测量、完成评分细则，同时验证各套

比赛试题作业的难易程度和需要的标准工作时间等，最终确定每套题的比赛作业单、

作业记录单、评分关键步骤等文档资料。命题专家全程参加比赛，在比赛中将作为



— 5 —

比赛模块的技术支持专家，不参加现场裁判，负责每天赛前模块故障设置、试题验

题、裁判培训、执裁指导、以及协助裁判长做好技术管理工作。

(3) 样题

模块 A-发动机管理系统故障诊断与维修和模块 C-车身电气系统故障诊断与维

修样题相同，如下：

模块 B-发动机机械系统故障诊断与维修

活塞直径 YES□ NO□

气缸孔径

A1 ( )

A2 ( )

B1 ( )

B2 ( )

C1 ( )

C2 ( )

圆度 ( )

圆柱度 ( ) YES□ NO□

第一道压缩环端隙 YES□ NO□

第二道压缩环端隙 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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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道压缩环侧隙 YES□ NO□

第二道压缩环侧隙 YES□ NO□

连杆轴颈直径 YES□ NO□

缸体平面度 YES□ NO□

汽车维修项目比赛总时间为 90 分钟，在 2 天内完成。各模块比赛时间和分数见

下表：

A 发动机管理系统故障诊断与维修 30 分钟 35

B 发动机机械系统故障诊断与维修 30 分钟 30

C 车身电气系统故障诊断与维修 30 分钟 35

合计 90 分钟 100

三、评判标准

1. 各项目模块配分说明。汽车维修项目项目评分标准分为测量和评价两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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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各模块配分如下表：

A 发动机管理系统故障诊断与维修 5 30 35

B 发动机机械系统故障诊断与维修 5 25 30

C 车身电气系统故障诊断与维修 5 30 35

总计 15 8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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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手成绩统计方法。各组裁判员对各自评判结果进行合适确认，并由裁判长

进行明码成绩录入，每轮比赛结束后，裁判长审核裁判打分结果，如有异议应及时

核实，如需改正需裁判、裁判长签字并注明原因。待所有项目评判完成后，在裁判

长的组织下，裁判员对试件进行解密、对违规选手进行扣分后， 由裁判长组织将成

绩录入汇总表。

3. 总分相同时的分数和排名处理。当出现选手总成绩并列时， 以比赛 A 模块

与 C 模块的成绩之和分数高的选手名次居前；若 A 模块和 C 模块的成绩和仍然相

同，以 A 模块的成绩分数高的选手名次居前。若以上成绩均相同，以完成三个模块

的总时间最短的选手名次居前。

模块 A-发动机管理系统故障诊断与维修评分标准如下：

序号 项目 评分点 说明 配分 得分

1. 健

康 、

安 全

与 环

保

健康、安

全 与 环

保

穿安全鞋，未佩戴金属首饰 0.5
安装车内三件套、车外三件套、车轮档块 0.5
发动机起动前检查蓄电池电压 0.5
发动机起动前检查机油、冷却液液位 0.5
发动机起动前插好尾气抽排管 0.5
正确选择和使用仪器设备 0.5
正确选择和使用测量装置 0.5
车内外护具、挡块和工具清洁归位 0.5
无工具、零件掉落 0.5
整个工作区域保持干净、整洁 0.5

2. 故

障 现

象一

起 动 机

不 能 正

常运转

正确指出故障现象并报告

科学合理检测确定故障部位

指出故障在电路图中位置并记录正确

修复故障，验证功能

……

3. 故

障 现

象二

机

常

但

机

起

动

正

，转

动

法

起

能

运

发

无

正确指出故障现象并报告

科学合理检测确定故障部位

指出故障在电路图中位置并记录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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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修复故障，验证功能

……

……

合计 35

模块 B-发动机机械系统故障诊断与维修评分标准如下：

序号 项目 评分点 说明 配分 得分

1
工作组

织管理

穿安全鞋 0.5
安全检查 0.5
清洁工作案、工具桌 0.5
准备工具、量具 0.5
专用工具选用正确 选错 1次不得分 0.5
量具安装准确并使用正确 1
无工具、零件掉落 0.5
所有工量具清洁复位 0.5
整个工作区域保持干净、整洁 0.5

……

2
曲柄连

杆组拆

解

前期检查

检查或作出活塞顶部装配标记

将相应活塞转至下止点

拆下连杆轴承盖、轴瓦

推出活塞连杆组

装回连杆轴承盖

检查或做出连杆装配标记 方向和缸号缺一不可

拆下所有活塞环

检查活塞环安装标记

规范清洁

3
部件检

测

量具准备

测量活塞直径

数据记录与分析

量具准备

测量气缸孔径

数据记录与分析

量具准备

测量活塞环端隙

数据记录与分析

测量活塞环侧隙

数据记录与分析

量具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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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连杆轴颈直径

数据记录与分析

4
曲柄连

杆组装

复

清洁润滑

安装组合活塞环 完成且位置正确

调整活塞环开口方向 开口方向正确

安装上轴瓦

将相应活塞转至下止点

收紧活塞环

按标记将活塞连杆装入气缸

按装配标记装复连杆轴承盖

交替拧紧连杆螺母

n ……

合计 30

模块 C-车身电气系统故障诊断与维修评分标准如下：

序号 项目 评分点 说明 配分 得分

1. 健

康 、

安 全

与 环

保

健康、安

全 与 环

保

穿安全鞋，未佩戴金属首饰 0.5
安装车内三件套、车外三件套、车轮档块 0.5
发动机起动前检查蓄电池电压 0.5
发动机起动前检查机油、冷却液液位 0.5
发动机起动前插好尾气抽排管 0.5
正确选择和使用仪器设备 0.5
正确选择和使用测量装置 0.5
车内外护具、挡块和工具清洁归位 0.5
无工具、零件掉落 0.5
整个工作区域保持干净、整洁 0.5

2. 故

障 现

象一

右 前 车

门 不 能

解 锁 故

障

正确指出故障现象并报告

科学合理检测确定故障部位

指出故障在电路图中位置并记录正确

修复故障，验证功能

……

3. 故

障 现

象 n

车 身 高

音 喇 叭

不 工 作

故障

正确指出故障现象并报告

科学合理检测确定故障部位

指出故障在电路图中位置并记录正确



— 10 —

修复故障，验证功能

……

……

合计 35

1.

评价分分为四个等级，裁判根据选手完成情况进行打分，权

重见下表。每位选手由 2 名裁判各自单独评分，计算出平均权重分，除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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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分 未做尝试

2 分 各方面均低于行业标准

3 分 达到行业标准

4 分 达到行业标准，且某些方面超出标准

5 分 达到并超出行业期待的优秀水平

2.

:测量分只能选择得分或不得分，裁判根据选手完成情况和评分

标准进行判定打分。样表如下 (样例：测量起动继电器好坏) ：

满分或零分 正确测量 EFI 继电器 0.3 0.3 0 0.1/0.2

裁判组组长由组委会遴选确定。裁判员由各参赛代表队或行业企业推荐，每代

表队 1 人，经组委会审核后确定。裁判组下设 3 个工作组，各组的职责如下:

负责有关赛务工作安排。主要包括负责竞赛场次安排及选手抽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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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源

负责竞赛现场的检录、监考工作，主要包括：核对选手证件；维护赛场纪律；

控制竞赛时间；记录赛场情况，做好监考记录；纠正违规选手，情节严重者及时向

裁判长报告；核查实际操作竞赛使用材料、设备；参与竞赛的抽签工作。

负责竞赛试件的主、客观评判、成绩复核和汇总工作。

四、竞赛相关设施设备

汽车维修项目所有设备设施、工具量具等均由赛场提供，无需选手自带。不允

许选手自带设备设施、工具量具入场。

汽车维修项目赛场提供主要设施设备工具清单表

1 翼子板罩布、前罩布 1 套/工位 通用

2 座垫套布、方向盘套、脚垫 1 套/工位 通用

3 车轮挡块 1 套/工位 通用

4 工作台 1 个/工位 通用

5 集中式供给装置 1 套/工位 包含电源、灯光、

6 尾气抽排系统 1 套/工位 通用

7 充电机 1 套/工位 通用

8 备用蓄电池 1 套/工位 通用

9 启动连接线 1 套/工位 通用

10 零件盒 1 套/工位 通用

11 手电筒 1 个/工位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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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柔性磁力吸取器 1 个/工位 通用

13 环保分类垃圾桶 1 套/工位 通用

14 灭火器 1 个/工位 通用

15 护目镜/手套/口罩 1 套/工位 通用

16 毛巾/吸油纸 2 张/工位 通用

1 整车 1 台/工位 朗逸

2 汽车故障电脑诊断仪 1 个/工位 X431

3 维修资料 (便携计算机) 1 套/工位 建议用电子版资料

4 工具车 1 套/工位 通用

5 零件车 1 套/工位 通用

6 专用拆装工具 1 套/工位 具体型号参考车型

7 万用表 1 个/工位 数字式

8 线束维修工具 1 套/工位 通用

9 T 型测量连接线线 1 套/工位 通用

10 LED 试灯 1 套/工位 通用

11 扭力扳手 1 套/工位 数字式

12 常用工具 (包括扳手、套筒、起

子、尖嘴钳等)

1 套/工位 通用

13
内饰件撬板 1 套/工位 通用

1 发动机台架 1 台/工位 EA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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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动机拆装专用工具 1 套/工位 具体型号参考机型

3 维修资料 (便携计算机) 1 套/工位 建议用电子版资料

4 工具车 1 套/工位 通用

5 零件车 1 套/工位 通用

6 工作台 (带台虎钳) 1 张/工位 通用

7

常用工具 (包括扳手、套筒、起

子、钳子、锤子、铲刀、吹枪等)
1 套/工位 通用

8
扭力扳手 1 套/工位 数字式

9 扭力扳手 1 套/工位 指针式

10 角度规 1 套/工位 通用

11 外径千分尺 1 套/工位 通用

12 刀口平尺 1 套/工位 通用

13 游标卡尺 1 套/工位 通用

14 带磁体的支架 1 套/工位 通用型

25 量缸表
1 套/工位

通用型

26 百分表 1 套/工位 通用型

27 厚薄规 1 套/工位 通用型

28 塑料间隙规 1 套/工位 通用型

29 辅料 (密封胶、机油等) 1 套/工位 和机型相匹配

30 机油 1 套/工位

1 整车 1 台/工位 朗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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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示波器 1 套/工位 OTC3840C

3 维修资料 (便携计算机) 1 套/工位 建议用电子版资料

4 工具车 1 台/工位 通用

5 零件车 1 台/工位 通用

6 专用拆装工具 1 套/工位 具体型号参考车型

7 万用表 1 个/工位 数字式

8 线束维修工具 1 套/工位 通用

9 T 型测量连接线线 1 套/工位 通用

10 LED 试灯 1 套/工位 通用

11 扭力扳手 1 套/工位 数字式

12 常用工具 (包括扳手、套筒、起

子、尖嘴钳等)
1 套/工位 通用

13
内饰件撬板 1 套/工位 通用

1 计算机 具有 office、CAD、PDF 基本办公软件 1 套/工位

2 计算器 通用 1 台/工位

3 计时器/秒表 通用 1 台/工位

五、赛场布局要求

(一) 赛场面积和基础设施

(1) 竞赛场地设在承办单位汽车基础教学实训中心，总面积 1200 平方米。

(2) 模块 A和 C工位，工位尺寸 4*7m。

(3) 模块 B 工位，工位尺寸 4*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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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竞赛场地设置隔离带，非裁判员、参赛选手、工作人员不得进入比赛场地；

竞赛场地设置检录区、竞赛操作区、裁判评判区、选手休息 (候赛) 区、观摩通道

等区域。场地内设置明显的标志，用于指示各比赛和工作区域。

(2) 竞赛场地配有整车作业工位、选手休息室，并有醒目的工位标识。

(3) 比赛场地安装录像监控设备。

(4) 比赛场地配有供电、高压气泵、废气抽排系统。

(5) 选手封闭室配备桌椅、饮水机等。

(6) 模块 A 和C 工位配备相同，每个工位配备比赛用车 1 台，工具车 1 个，零

件车 1 个，裁判桌椅 1 套，选手桌椅 1 套，配齐相应的仪器设备、工具、量具等。

(7) 模块 B工位，每个工位配备比赛发动机配翻转架 1 套，工具车 1 个，裁判

桌椅 1 套，选手桌椅 1 套，配齐相应的仪器设备、工具、量具和辅助用品等。

(8) 比赛场地应采光良好，每个比赛工位应配备照明灯或电筒。

1



— 16 —

2 A C B

六、项目特别规定

1.参赛选手应在当日竞赛前 30 分钟，凭身份证进入考场。

2.参赛选手不得携带除身份证及规定的必备物品以外的任何物品进入考场。

3.进入考场后，参赛选手应按照抽签单进入指定工位，并检查下列事项:

(1) 设备是否完好； (2) 水电气是否完好； (3) 工机具材料是否齐全；

4.参赛选手应准时参赛，迟到 10 分钟以上时，按自动弃权处理。

5.监考裁判发出开始竞赛的时间信号后，参赛选手方可进行操作。

1.参赛选手应严格按照劳动保护规定穿戴工作服、手套、工作鞋、护目镜等

劳保防护用品，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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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监考裁判发出结束竞赛的时间信号后，参赛选手应立即停止操作，依次有序

地离开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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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操作完毕，参赛选手应将工单交监考裁判，会同监考裁判、工作人员在工位

内将工单封号，并在竞赛监考记录表上签字确认后离开；

2.赛后，选手离开后， 由场地技术服务人员负责负责场地工位、设施设备的恢

复工作。

1.比赛期间，选手应按技术要求、技术规范实施操作，裁判员应监督和警示选

手的违规操作，确保参赛的人身及设备安全。

2.选手在竞赛过程中因违反安全操作规程造成设备或人身安全事故者，按相关

规定追究责任。

3.裁判员要提醒选手注意操作安全，对选手的违规操作或可能引发人身伤害、

设备损坏等事故的操作应立即制止并向现场负责人报告。

4.裁判员有违反比赛纪律， 由裁判长确定立即停职工作， 由候补裁判替代。

七、健康、安全和环保要求

1.参赛选手必须按照规定穿戴防护装备。

眼睛的防护

1.防溅入

2.带近视镜也必须佩戴

3.赛场有提供，也可自带

足部的防护
1. 防滑、防砸、防穿刺

2.

工作服

1、必须是长裤

2、防护服必须紧身不松垮，达到三紧要求

3、女生必须带工作帽、长发不得外露

4、 不准出现学校或者

企业名称或者标识

手套
根据操作项目视情选择并佩戴，赛场有提

供，也可自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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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赛选手禁止携带易燃、易爆、有毒物品。

3.起动发动机前必须先开启废气抽排系统，并插好汽车废气抽排管。

赛场必须留有安全通道，必须配备灭火设备。赛场应具备良好的通风、照明和

操作空间的条件。做好竞赛安全、健康和公共卫生及突发事件预防与应急处理等工

作。

选手应完成三针疫苗接种，遵守竞赛场地疫情防控要求，按要求做好测体温、

消杀工作，在赛场保持人员间距，无特殊情况时规范佩戴口罩。

不破坏赛场周边环境。垃圾分类放置；废旧金属、塑料分类收集处理；废旧蓄

电池必须回收处理，不得混入普通生活垃圾。所有可循环利用的材料都应分类处理

和收集。


	(一) 项 目概要
	(二) 考核目的
	(三) 选手应具备的能力

	二、竞赛项目
	(一) 竞赛内容
	(二) 竞赛时长
	三、评判标准
	(一) 分数和成绩统计方法
	(二) 评分标准
	(三) 评价分和测量分
	(四) 裁判构成和分组
	(一) 赛场设备、工具及材料
	(二) 场地布局示意图
	(一) 赛前
	(二) 赛中
	(四) 违规情形
	七、健康、安全和环保要求
	(一) 人员安全、健康要求
	(二) 场地安全、健康安排
	(三) 疫情防控
	(四) 环境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