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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描述

（一）项目概要

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是用于在整个建筑项目生命周期中创建和管理建筑

项目信息的技术，通过对建筑的数据化、信息化模型整合，实现项目设计、建造和

运营全生命周期过程中的信息共享和传递，在提高生产效率、节约成本和缩短工期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根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关于颁布网约配送员等 18个国家

职业技能标准的通知》(人社厅发〔2021〕92号）、自治区住建厅《关于推进自治区

建筑信息模型（BIM）应用工作的实施意见》相关要求和精神，自治区将逐步实施

BIM施工图审查，对 BIM 人才的需求将进一步加大，对个人 BIM 技术应用能力的

要求将会更高，本次比赛参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职业编

码 4-04-05-04，2021版）四级至一级中建筑工程、机电工程及装饰装修工程相关要

求，聚焦建筑信息模型（BIM）从业人员已具备的必要知识和技能，参赛选手应熟

悉并能运用国内相关 BIM标准，从工作组织管理、计算机软硬件使用、建筑信息模

型各专业建模及模型应用等方面进行比赛。

（二）考核目的

一是为建筑信息化技术发展选拔合格的专业技能人才，提高建筑业从业人员信

息技术的应用水平，推动技术创新，满足建筑业转型升级需求。

二是充分利用现代信息化技术，提高建筑业生产效率、节约成本、保证质量,高

效应对在工程项目策划与设计、施工管理、材料采购、运行和维护等全生命周期内

进行信息共享、传递、协同、决策等任务。

（三）选手应具备的能力

相关要求 权重比例（%）

1 工作组织和管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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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人

需

知

建筑信息建模的目的和用途；

现行或认可的国际和行业标准；

建筑信息模型用途与为准确、清晰地传递设计意图所需

的信息详细等级之间的相关性；

紧跟和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的重要性；

面对技术和设计问题或挑战时需要提供创新解决方案的

责任；

按时完成BIM工作计划确定的交付成果的重要性；

按客户需求进行工作的重要性。

个

人

应

能

在准备和演示信息模型时使用并解释建筑和结构设计图

中的技术术语和符号；

创建与原设计参数一致的准确、清晰的建筑信息模型并

向潜在用户展示可视化的设计信息；

能够规划项目设计阶段、施工阶段 BIM 目标和范围；

为职业发展维持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的主动性；

为遇到的技术和设计问题或挑战提供创新解决方案；

使用多种可视化技术以准确完成客户需求。

2 硬件和软件

10

个

人

需

知

计算机操作系统及其文件和软件的正确使用方法和管

理；

现行 BIM 建模和深化分析软件；

各类 BIM 软件的功能侧重点；

BIM 项目的建模深化流程；

BIM软件格式和精细度。

个

人

应

能

连接并检查外围设备，例如键盘和鼠标；

使用计算机操作系统和专业软件在本地以及公共数据环

境BIM项目中熟练地创建、管理和存储文件；

使用各种技术来访问和使用BIM软件，例如鼠标，菜单或

工具；

配置相关BIM软件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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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模型创建

25

个

人

需

知

BIM 建模和协作过程中使用的程序；

计算机操作系统，以便使用和管理计算机文件和软件；

将BIM对象按专业分组以便可视化管理的重要性；

结构/建筑专业识图能力；

如何访问和使用BIM项目中的文档；

如何将BIM模型设置为可协作的文件；

如何设置项目位置。

个

人

应

能

能根据专业需求，创建符合要求的标高、轴网等空间定
位图元；

能根据创建自定义构件库需求，熟练创建参照点、参照

线、参照平面等参照图元；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建模软件创建结构/建筑专业构件；

能根据参数化构件用途选择和定义图元的类型；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建模软件保存或另存成果文件；

能够根据所给的信息赋予构件属性；

能够将模型设置为协作文件。

4 模型协同与出图

25

个

人

需

知

如何把不同专业的信息模型按相同的模型格式进行链
接；

如何基于模型进行碰撞检查；

结构/建筑专业制图原则；

如何基于模型生成结构/建筑专业图纸。

个

人

应

能

生成包含结构、建筑和其它专业模型的整合模型；

区分模型构件碰撞的合理性；

能基于模型输出工程量清单；

能定义不同的标注、标记与注释类型；

能定义项目中所使用的视图样板；

能设置平立剖视图的显示样式及相关参数。



— 4 —

5 可视化

30

个

人

需

知

为客户生成的模型渲染达到一定质量的重要性；

如何生成模型完整的渲染动画；

在模型可视化中使用合成、背景和其他元素为客户提供

展示；

如何创建一天中不同时间段日照下模型的动态效果演

示。

个

人

应

能

能够基于装饰装修要求进行相应构件布置及参数设置；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建模软件对模型进行精细化渲染及

漫游；

能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建模软件输出精细化渲染及漫游成

果。

合计 100

二、竞赛项目

本次竞赛仅包括实际操作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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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设单独理论考试。

（一）竞赛内容

竞赛以实际项目需求为依托，分多个模块来考核，具体由四大模块组成，分别

为结构建模、建筑建模、机电建模及可视化，分三个专业和一个应用过程，每个专

业满分 30分，应用过程满分 10分。

模块 子模块 内容 分值

模块 1：

结构模型
结构模型

创建轴网标高；

创建结构柱样式和模型；

创建结构楼板样式和模型；

创建结构框架样式和模型；

创建结构基础样式和模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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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模型
创建钢筋样式和模型；

创建明细表。
10

结构应用
创建明细表；

创建结构图纸。
10

模块 2：

建筑模型

建筑模型

创建轴网标高；

创建建筑墙体样式和模型；

创建建筑楼板样式和模型；

创建屋顶样式和模型。

10

构件模型

创建门样式和模型；

创建窗样式和模型；

创建楼梯样式和模型；

创建栏杆扶手样式和模型。

10

建筑应用
创建明细表；

创建建筑图纸。
10

模块 3：

机电模型

给排水模型
创建给排水管道样式和模型；

创建明细表。
10

暖通模型
创建暖通管道样式和模型；

创建明细表。
10

模块 4：

可视化

碰撞协调 生成结构、建筑的综合模型；

综合模型的碰撞检查和问题报告。
10

漫游模拟 综合模型的效果渲染图；

内外场景动画。
10

（二）竞赛时长

项目比赛总时长为 10 小时，其中模块 1 时间为 3 小时，模块 2 时间为 3小

时，模块 3时间为 3 小时，模块 4为 1小时，计划一天半的时间完成竞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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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竞赛流程

每个模块比赛开始前 20 分钟，选手开始入场，由 4-8 名当值裁判负责检入。模

块 1开始前，选手抽签选取工位。10:00-18:00 为统一比赛时间段。裁判长宣布比赛

开始后，开始比赛。裁判长宣布比赛停止后，比赛停止。

具体安排如下：

时间 科目

第一天

10:30--13:30 模块一

13:30--15:30 午饭、午休

15:30--18:30 模块二

第二天

10:30--13:30 模块三

10:30--14:30 模块四

14:30 比赛结束，进行评分

备注：比赛过程中进食、上卫生间等消耗时间计入比赛时间，不延时。

比赛期间，裁判长安排 12-18 名当值裁判负责执裁工作。午餐在场地进行。每

个模块结束后，使用移动硬盘备份选手答题并进行二次加密。比赛结束后，裁判员

开始评分，当天在场地内完成对应模块的评分。

所有竞赛模块评分结束后，由录分员将成绩录入系统，裁判长锁定成绩。

比赛前各竞赛选手需充分熟悉设备，若发现设备、软件问题可要求更换调整。

比赛期间，由于停电、计算机硬件故障导致选手比赛中断的损失时间，当值裁

判员经裁判长同意后给选手延长相应的比赛时间。由于软件问题（比如电脑死机）

以及因选手原因导致的硬件故障问题而造成的时间损失则不予以补偿。

三、评判标准

（一）分数和成绩统计方法

1.分数分配

本项目分成结构建模、建筑建模、机电建模及可视化 4 个模块，作为竞赛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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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每个模块可包含上述多项技能，但测试的能力方向有所不同。

模块编号 模块名称
竞赛时间

（小时）
分值

1 结构模型 3 30

2 建筑模型 3 30

3 机电模型 3 20

4 可视化 1 20

总计 10 100

注：各模块的竞赛时间可以由选手自已控制，但总竞赛时间不得超过 10

个小时，且必须按照 1、2、3、4的顺序依次完成 4个模块的内容。

2.选手成绩统计方法

在评分开始前，由裁判经过抽签组建成 4组模块评分裁判组，分别负责 4个模

块的试题评分。每个模块评分裁判组至少由 13名裁判组成，负责各模块评分的裁判

经过抽签进一步分成每组至少 3 名的 3个子模块评分小组，负责模块中各板块的试

题评分。各子模块评分小组裁判单独评分，汇总计算出平均值为参赛选手该子模块

的实际得分。

各子模块评分小组裁判相互间分差必须小于等于 1分（“漫游动画效果”为小于

等于 2分）才能成为合法成绩。当各子模块评分小组裁判间分差大于 1分时，需按

评分小组为单位给出确切理由并在裁判长监督下进行调分，然后计算统计裁判的成

绩。

各模块比赛结束后，经过技术锁定，保护文件不受编辑。原始评分表由各组裁

判员进行复核签字后，经裁判长确认后交相应工作人员录入系统。录入完毕后，经

裁判长确认后，锁定成绩。

所有原始评分表和纸质文件均交由裁判长妥善保存。

3.成绩并列

当选手最终比赛总分出现相同时，按下列顺序先后决定排名，直至决出先后：

1）根据第 2模块的得分高低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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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第 3模块的得分高低排名；

3）根据第 1模块的得分高低排名；

4）根据第 4模块“碰撞协调”的得分高低排名；

5）由裁判投票表决，得票数最多胜出。如果因发生弃权票而出现并列，裁判长

应组织除投弃权票外的所有裁判员重新投票。新一轮投票时，裁判长根据参加投票

人数的奇偶数决定所涉及选手所在市/自治州/地区的裁判员是否回避，以确保参加投

票人数为奇数。当多个选手并列时，可以采用上述投票方法，逐步选出名次。

（二）评分标准

比赛过程中，要求参赛选手在竞赛现场通过抽签确定的计算机上，应用指定的

BIM软件，独立完成某工程项目的建模、应用和渲染等工作。

评分标准及比赛试题样例在竞赛前 15天公开，组委会会在竞赛前完成竞赛试题

的制作，并结合公开的评分标准组成竞赛试卷，竞赛成绩总分为 100分。

各模块竞赛评分标准见下表，其中，不同类型构件之间的重叠扣减不作为评判

标准；《评分项复核卡》仅作为选手复核参赛作品与评分项是否匹配的工具，实际

评分以选手提交模型、成果反映的信息为准：

模块 子模块 评分项 满分 评分标准

模块1：

结 构 建

模

（30分）

结构

模型

轴网

标高 2

轴网标高与图纸一致得满分。

轴线、轴间距、编号每缺少或错误一处扣最多

累计扣0.5分，最多累计扣1.5分。

未绘制轴网标高此项不得分。

结构柱 3

结构柱尺寸、定位、标高与图纸一致得满分。

尺寸、定位、标高每缺少或错误一处扣0.5分，

多累计扣2.5分。

未绘制结构柱此项不得分。

结构

楼板
3

结构楼板厚度、边界线、定位、标高与图纸一

致得满分。

厚度、标高每缺少或错误一处扣0.5分，界线、

定位每错误一处扣0.2分，述两项最多累计扣

2.5分。

未绘制结构楼板此项不得分。

结构 3
结构框架尺寸、定位、标高与图纸一致得满分。

尺寸、定位、标高每缺少或错误一处扣0.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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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 多累计扣2.5分。

未绘制结构框架此项不得分。

结构

基础
3

结构基础尺寸、定位、标高与图纸一致得满分。

尺寸、定位、标高每缺少或错误一处扣0.5分，

多累计扣2.5分。

未绘制结构框架此项不得分。

钢筋模

型

钢筋 4

钢筋尺寸、数量、间距、保护层厚度与图纸一

致得满分。

尺寸、数量、间距每缺少或错误一处扣0.5分，

保护层厚度每错误一处扣1分，上述两项最多累

计扣3.5分。

未绘制钢筋此项不得分。

钢筋

明细表
2

钢筋明细表正确创建，包含题干中的参数字段

得满分。

参数字段每缺少或错误一个扣0.5分，最多累计

扣1.5分。

未创建钢筋明细表此项不得分。

结构应

用

混凝土

明细表
4

混凝土明细表正确创建，包含题干中的参数字

段得满分。

未按楼层统计扣1分，参数字段每缺少或错误一

个扣0.5分，上述两项最多累计扣3.5分。

未创建混凝土明细表此项不得分。

出图 6

正确创建题干中的图纸，图纸命名、编号、标

注、视图设置正确得满分。

图纸命名、视图设置每错误一个扣0.5分，图纸

编号、标注每缺少或错误一处扣0.2分，上述两

项最多累计扣5分。

未创建图纸此项不得分。

模块 2：

建 筑 建

模

（30 分）

建筑模

型

建筑

墙体
4

建筑墙体尺寸、定位、标高与图纸一致得满分。

尺寸、定位、标高每缺少或错误一处扣0.5 分，

最多累计扣 3.5 分。

未绘制建筑墙体此项不得分。

建筑

楼板
4

建筑楼板厚度、边界线、定位、标高与图纸一

致得满分。厚度、标高每缺少或错误一处扣 0.5

分，边界线、定位每错误一处扣 0.2 分，上述

两项最多累计扣 3.5 分。

未绘制建筑楼板此项不得分。

屋顶 4

屋顶厚度、边界线、定位、形状、坡度与图纸

一致得满分。

坡度每错误一处扣 1 分，厚度、形状每缺少或

错误一处扣 0.5 分，边界线、定位每错误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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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 0.2 分，上述三项最多累计扣 3.5 分。

未绘制屋顶此项不得分。

构件模

型

门窗族 3

门窗族类型命名、族数量、族尺寸与门窗表、

设计说明一致得满分。族类型命名、族数量每

缺少或错误一处扣 0.2 分，族尺寸每错误一处

扣 0.5 分，上述两项最多累计扣 2.5 分。

未绘制门窗族此项不得分。

门窗模

型
3

门窗定位、标高与图纸一致得满分。定位、标

高每缺少或错误一处扣 0.5 分，最多累计扣

2.5分。

未绘制门窗此项不得分。

楼梯 4

楼梯定位、标高、踏步数、休息平台尺寸与图

纸一致得满分。定位、标高、踏步数、休息平

台每缺少或错误一处扣0.5 分，最多累计扣3.5

分。

未绘制楼梯此项不得分。

栏杆

扶手
2

栏杆扶手定位、标高、样式与图纸一致得满分。

定位、标高、样式每缺少或错误一处扣0.5 分，

最多累计扣1.5分。

未绘制栏杆扶手此项不得分。

建筑应

用

门窗

明细表
2

门、窗明细表正确创建，包含题干中的参数字

段，合计总数正确得满分。参数字段每缺少一

个扣1分，合计总数每计算错误一个扣 0.5 分，

上述两项最多累计扣1.5分。

未创建门、窗明细表此项不得分。

出图 4

正确创建题干中的图纸，图纸命名、标注、视

图设置正确得满分。图纸命名、视图设置每错

误一个扣 0.5分，图纸标注每缺少或错误一处

扣 0.2分，上述两项最多累计扣3.5分。

未创建图纸此项不得分。

模块 3：

机电 建

模 （ 20

分）

给排水

模型

给排水

系统管

道

10

给排水管道类型、标高、定位与图纸一致，每

缺少或错误一处扣0.5分，最多累计扣1.5分。

所对应的基础族设备，每缺少或错误一处扣

0.5 分，最多累计扣 9 分。

未绘制给排管此项不得分。

暖通系

统模型
10

供暖给排水管道类型、标高、定位与图纸一致，

每缺少或错误一处扣 0.5 分，最多累计扣 1.5

分。所对应的基础族设备，每缺少或错误一处

扣 0.5 分，最多累计扣9分。

未绘制给排管此项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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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4：

可 视 化

（20 分）

碰撞协

调 （ 7

分）

融合 2

按照结构、建筑图纸的轴网标高定位正确完成

综合协调模型得1分。正确输出综合协调模型得

1分，上述两项最多累计扣1.5分。

未整合模型此项不得分。

分析 5

每发现一处设计问题并记录问题清单，所发现

设计问题准确得1分，最高不超过4分。设计问

题清单编号与综合协调模型中的视点编号均一

致得1分。

未创建分析报告此项不得分。

漫游模

拟（13

分）

渲染

效果图
5

效果渲染图分辨率准确得 1 分。效果渲染图选

取方向、角度准确得 1 分。根据渲染效果图的

场景图元、材质赋予、整体观感进行 0-3 分的

评价：

（1）场景图元丰富、材质赋予合理，整体观感

舒适美观得 3 分；

（2）场景图元、材质赋予、整体观感有一项有

待改善，其余两项合理得 2 分；

（3）场景图元、材质赋予、整体观感有两项有

待改善，其余一项合理得 1 分；

（4）场景图元、材质赋予、整体观感均有待改

善得 0 分。

未创建渲染效果图此项不得分。

漫游动

画设置
2

漫游动画时长、场景满足题干要求得 2分。时

长、场景每错误一处扣 1 分。

未制作动画此项不得分。

漫游动

画效果
6

输出漫游动画得 1 分。

根据漫游动画的场景图元、材质赋予、灯光布

置、整体观感、动画分辨率进行0-5 分的评价：

（1）场景图元丰富、材质赋予合理、灯光布置

效果好、整体观感舒适美观、动画分辨率清晰

得 5 分；

（2）场景图元、材质赋予、灯光布置、整体观

感、动画分辨率有一项有待改善，其余四项合

理得 4 分；

（3）场景图元、材质赋予、灯光布置、整体观

感、动画分辨率有两项有待改善，其余三项合

理得 3 分；

（4）场景图元、材质赋予、灯光布置、整体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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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画分辨率有三项有待改善，其余两项合

理得 2 分；

（5）场景图元、材质赋予、灯光布置、整体观

感、动画分辨率有四项有待改善，其余一项合

理得 1 分；

（6）场景图元、材质赋予、灯光布置、整体观

感、动画分辨率均有待改善得 0分。

（三）裁判构成和分组

裁判长由组委会遴选确定，同时设裁判长助理。裁判员由各参赛代表团推荐，

每代表团 1人，经审核后确定。裁判员应具备以下条件：（1）具有省级（含）以上

BIM技能竞赛技术工作经验或具有国家级一类、二类职业技能竞赛执裁经验。（2）

具有高级工（含）以上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或中级（含）以上专业技术职

称。（3）具有高级建模师岗位证书或 BIM 经理岗位证书或其他同级别 BIM 岗位证

书。（4）同等条件下，近三年担任过省级（含）以上建筑协会担任 BIM 专家顾问

或在协会中从事 BIM相关工作者优先选用。.裁判员应服从裁判长的管理，裁判员的

工作安排由裁判长指派或抽签决定。若裁判员不熟悉专业软件，不能满足裁判等技

术工作需要，裁判长可指定技术保障人员辅助其技术工作。在工作时间内，裁判员

不得无故迟到、早退、中途离开工作地或放弃工作，否则将取消执裁资格；裁判员

的工作分为现场执裁、检入监督、安全管理、试题评分等。每个模块比赛前，裁判

长指派 12-18名裁判员为当值裁判员，负责各竞赛分区的现场制裁，其他裁判员在裁

判区，对竞赛期间遇到需要讨论的问题进行讨论和投票，在竞赛开始后未经裁判长

允许不得进入选手操作区域。评分工作按模块分小组开展，评分前应由裁判长统一

评判标准。每个模块入场前，裁判长另指派 4-8 名裁判员为检入裁判员，负责选手

赛前检入和赛后检出；裁判员在工作期间不得使用手机、照相机、录像机及 U盘等

存储设备；裁判员应按竞赛行为规范行使职权，不因任何机构和个人而影响本人履

行职责，若有违规行为将按相关违规处理办法处理；当值裁判员负责各竞赛分区的

现场制裁，解答和处理选手提出的不涉及赛题的问题，对于不确定的问题，提交裁

判长处理；裁判员回避原则：试机和比赛过程中裁判不能和自己所带的选手有任何

交流；争议处理：评分过程中遇到争议，由裁判长负责裁决。如不同意裁判长的裁

决，可向组委会申诉。裁判组下设 3个工作组，各组的职责如下:



— 13 —

1.赛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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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监考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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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要求检查与协助考核人员文件保存工作；核查实际操作竞赛使用软

件、设备；监督试卷发放；参与竞赛的抽签工作。

3.评分组

负责竞赛作品的主、客观评判、成绩复核和汇总工作。

（四）试题样式

根据下列图纸以及给定配套文件创建模型，未注明尺寸自定。每个模块完成后

以“别墅+模块号+准考证号”为文件名保存在考生文件夹中。

1.结构建模：

（1）根据提供的技术文件，创建标高轴网；创建结构柱样式和模型；创建结构

楼板样式和模型；创建结构框架样式和模型；创建结构基础样式和模型。

（2）创建柱、梁、板钢筋样式、模型及明细表。

（3）创建柱、梁、板、基础模型土方量明细表。

（4）创建柱、梁、板、基础图纸，将各构件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及结构模

型三维图根据合适的比例插入 A1图纸中。

2.建筑建模：

（1）创建建筑墙体样式和模型；创建建筑楼板样式和模型；创建屋顶样式和模

型。

（2）创建门窗样式和模型；创建楼梯样式和模型；创建栏杆扶手样式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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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创建墙、楼板、屋顶、门窗、其他建筑模型明细表。

（4）创建墙、楼板、屋顶、门窗、其他建筑模型的图纸，将各构件平面图、立

面图、剖面图及建筑模型三维图根据合适的比例插入 A1图纸中。

3.机电建模：

（1）创建给排水管道样式、系统、连接设备和模型。

（2）创建暖通管道样式、系统、连接设备和模型。

（3）创建所有管道明细表。

4.可视化：

（1）生成结构、建筑的综合模型，输出综合模型的碰撞检查报告，并编制协调

分析报告。

（2）渲染两张综合模型的效果图，制作 3min长的漫游模拟动画与内外场景动

画。

（五）公布方式

本项目采用部分公开试题的命题形式进行本次竞赛，其中评分标准及比赛试题

样例在竞赛前 15天公开，比赛试题不提前公开。各模块试题由裁判员在相应比赛时

间开始前向选手公布，比赛试题相较技术文件中的试题样例，将替换样例建模所需

的 CAD图纸及对应的《评分项复核卡》，但保持同样评分点的建模、分析题目。

四、竞赛相关设施设备

（一）赛场设备

说明主办方统一提供，供选手使用的设备。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位 备注

1 图形工作站 图站 60 台

2 电脑桌椅 60 张/把
3 电子监控设备 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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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赛场软件

建模软件（Revit2021），协调分析软件（NavisworksManage2021），漫游渲染软

件（Navisworks Manage2021），AutoCAD2021，CAD看图软件，WPS。

（三）选手自备的设备和工具

序号 名称

1 备用笔记本

2 白纸、笔

3 插线板

（四）禁止使用的工具材料

除了上述工具与软件以外，不得使用其他软件、构建集及族库。

（五）裁判员使用的设备和工具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1 图站

具有Autodesk系列软件、

office、WPS基本办公软

件的电脑

套 4

五、赛场布局要求

（一）赛场面积和基础设施要求

1.赛场面积要求

考场区大小共 576m2，同时设有 90 m2的裁判员、裁判长会议区，95 m2的录分

储存区和 77 m2的集中会议室，竞赛的每个选手满足 3 m2的工作空间，同时配 1.2m

×0.6m的办工作桌、椅子、电源及工作照明。

2.赛场基础设施要求

本次竞赛考场设在乌鲁木齐市红光山六馆一心中心，实则为乌鲁木齐文化中心，

有大剧院、音乐厅、图书城、博物馆、规划馆、科技馆、中心文化塔，整个建筑群

的总建筑面积约 24.8万平方米，建筑为“雪莲”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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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场基础设施：场地墙面黑色吸音板，地面复合地板，有活动拼装地板、拼装观

众席及附属护栏踏步，TRUSS灯光析架 168套，灯架升降控制系统 42套，会议桌椅

100把，场地水、电、气、压缩空气、照明采光通风、监控、办公条件、电子监控系

统及供配电系统均符合考试要求。

（二）场地布局示意图

每个竞赛工位布置 1 台工作站。候场区设置裁判员室、裁判长室、录分室及服

务器存储室。裁判员室布置 4台工作站、1张会议桌及带锁的柜子，用于裁判员评分。

裁判长室布置 1台电脑供裁判长使用。录分室布置 1台电脑供录分员使用。服务器

储存区布置 1台服务器和 1台激光打印机。休息区设置赛前选手讲解区及饮品区配

置椅子和垃圾桶，供应瓶装饮用水和咖啡。通常情况下：未明确在选手携带工具清

单中的，一律不得带入赛场。另外，赛场配发的各类材料，选手一律不得带出赛场。

六、项目特别规定

1.比赛前根据组委会安排，熟悉比赛场地和设备；

2.各模块比赛开始前检入，并抽签决定竞赛工位，比赛期间选手间不得进行任何

关于赛题方面问题的交流。

3.选手在熟悉赛场及比赛期间不得使用手机、照相机、录像机等设备。除规定可

自带的设备外，不得携带任何存储设备或其它设备入场，否则将取消竞赛成绩。

4.选手在比赛期间，未经当值裁判员同意不得站立，不得将食物带入工位，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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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问题可举手向当值裁判员反映。

5.选手中途自行放弃比赛的，应向当值裁判提出，并经裁判长允许，由选手本人

签字确认后，方可离开赛场。

6.裁判长宣布竞赛开始后方可开始答题，裁判长宣布比赛暂停或发出结束比赛的

讯号后，选手应立即停止答题，否则做违规处理。

7.比赛作品上不得有任何暗示选手身份的记号、符号等，否则取消比赛成绩。

8.竞赛开始后 15分钟，对还未到达赛场的选手，自动取消其参赛资格。

9.参赛选手不能载入和应用新的构件集或族文件，均以官方提供的基础文件来完

成。

10.参赛选手须严格按照题目规定的路径及名称保存文件，并在比赛过程中及时

保存文件。

（一）赛前规定

1.参赛选手应在竞赛前 45分钟，凭竞赛抽签单和身份证进入考场。

2.参赛选手不得携带除竞赛抽签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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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位，并检查下列事项:

（1）设备是否完好；（2）软件是否可以正常使用；（3）检查无误后，与监考裁判

共同签字确认。

4.参赛选手应准时参赛，迟到 30分钟以上时，按自动弃权处理。

5.参赛选手在竞赛期间可上洗手间，但其耗时一律计入竞赛时间。

6.裁判长发出开始竞赛的时间信号后，参赛选手方可进行操作。

（二）赛中规定

1.参赛选手应严格遵守考场规则，接受裁判员、现场技术服务人员的监督和警示。

2.每个模块结束完毕，参赛选手应将文件提交至规定的位置，让监考员核实，并

在竞赛监考记录表上签字确认。

3.裁判长发出结束竞赛的时间信号后，参赛选手应立即停止答题，依次有序地离

开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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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赛后规定

1.最后一个模块考试完成后，参赛选手应携带随身物品和笔记本，有序离开考场；

2.使用台式电脑的考生，最后一个模块结束后切断电源，整理桌面，有序离开考

场；

3. 最后一个模块考试完毕，参赛选手应将所有文件按要求保存完毕，会同监考

裁判、工作人员确认，并在竞赛监考记录表上签字确认后离开。

七、健康、安全和环保要求

（一）参赛选手安全措施要求

竞赛过程中，参赛选手须严格遵守考场规则，接受裁判员、现场服务人员的监

督和警示，确保人身安全。

（二）疫情防控

1.所有参赛人员按照疫情防控常态化要求，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比赛期间坚持科

学佩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保持安全社交距离。中高风险地区或 14天内到过中

高风险地区人员不得参加比赛。

2.比赛期间，所有参赛人员与工作人员应统一在指定酒店安排食宿，减少外出走

动，尽量避免与赛会之外其他人员发生近距离接触。如参赛人员出现感冒、发热、

咳嗽、乏力等状况，尤其是体温超过 37.3度者，应及时向组委会报告。

3.赛场和房间要确保通风条件良好，在自然通风的同时，有条件的可以开启排风

扇等抽气装置以加强室内空气流动。

4.赛场入口处设立体温检测岗，对进入人员进行体温测量，必要时进行复测。如

发现有发热、干咳等症状的人员，应及时登记，与相关疫情防控单位联系。出入口

明显位置摆设免洗洗手液，赛前进入时全部进行免洗手消毒，赛后出场也进行一次

免洗手消毒。

5.比赛工作人员实行每日健康监测制度，体温低于 37.3度者方可上岗工作。

6.赛场应做好日常健康防护工作。保持环境卫生清洁，及时清理垃圾。洗手间应

保持清洁和干爽，保证水龙头等设施正常使用。公用物品及公共接触物品或部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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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清洗和消毒。

（三）医疗设备和措施

赛场配备医护人员和必须的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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