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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4 年上海电力大学大学生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大赛

工程实训赛道规则

上海电力大学大学生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大赛是面向在校大学生的一项综

合性工程能力竞赛，综合体现大学生创新设计能力、制造工艺能力、实际动手能

力、团队合作能力和表达能力等。

工程实训赛道所涉赛项，是我校工训中心贯彻教育教学全过程融入优化创新

创业教育体系的一大举措，将第一课堂、第二课堂紧密结合交叉融合，利用已有

工程实训项目开拓的校赛赛道赛项。为规范校赛工程实训赛道各项工作，遵循“公

平、公正、公开、科学、规范”的原则，特制订本规则。

工程实训赛道包括 3D 打印、激光加工（内雕）、智能制造等三个赛项。

一、3D 打印赛项（工训中心项目指导教师：胡佳祺、王晨晨）

（一）竞赛作品主题及任务

近年来工创大赛市赛、国赛新能源车赛道上，无论是太阳能电动车还是温差

能电动车，都存在一定的动力输出传动设计。我校 2024 年工创大赛校赛工程训

练赛道 3D 打印赛项的创作主题和任务就是模拟这一传动设计，在给定的材料组

件下，完成从主动轮到从动轮的一定减速传动比设计，采用指定的 3D 打印技术

和材料完成零部件的打印制作和组装调试，并最终提交整体设计方案和组装成

品。

1.3D 打印赛项专项集训

报名参赛选手可登录校园网工训中心页面学习我校工程实训 3D 打印相关教

学视频（https://ieetc.shiep.edu.cn/99/df/c5370a235999/page.psp）。组队

报名截止后，需参加由工训中心 3D 打印实训室指导老师开展的专项集训：熟悉

赛项 3D 打印设备的组成、工作原理、加工特点，熟练使用 3D 打印建模编程软件，

并掌握 3D 打印的具体工艺技术。经工程大赛校赛 3D 打印赛项裁判组认定专项集

训合格的小组，才能进入下一环节。

2.随机抽签确定传动比，完成传动齿轮的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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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训合格的小组，由团队负责人参加抽签确定本小组的传动比，进入为期三

天的传动齿轮系统的整体方案设计阶段，需完成以下任务：

（1）给定基础材料

表 1-1 3D 打印给定基础材料

序号 零部件名称、数量及用途 零部件示意图 备注

1

底板 1块，其上主动轮、从动轮安

装开孔位置固定，另预留了一排 3

×4 的孔系，可用于各传动齿轮的

安装定位。

为满足比赛要求

的传动比要求，可

自行设计零件轴

销位置，用于固定

开孔位置

2

主动轮、从动轮一副，可安装于固

定的开孔位置，盘动主动轮可以通

过 3D 打印的传动齿轮驱动从动轮。

3
轴销若干，用于安装主动轮、从动

轮及各传动齿轮

4
3D 打印设备（含已安装有设计软件

的台式电脑、3D 打印机）及耗材

工训中心 3D 打印

实训室

（2）按抽签确定的固定传动比，在给定的基础材料上，完成传动齿轮系统

的设计方案。

图 1-1 固定传动比齿轮系示意图

本次 3D 打印竞赛的传动设计，应在给定的底板结构及开孔列阵（或自行设

计零件轴销位置）上安装主动轮、从动轮及传动齿轮，每个参赛小组应根据抽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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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的总传动比（减速总传动比在 20 左右），设计确定整体传动方案（至少需

要 3对齿轮传动），列表表示各对传动齿轮的传动比及设计特点、绘制传动总图，

撰写完成设计方案。

（3）完成的整体设计方案，需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电子文件，并打印纸质

文件，小组成员签名，最终连同完成的 3D 打印作品一并提交。

（4）传动齿轮的整体设计方案，占总评成绩的 20%。

3.完成零部件的 3D 打印并进行组装调试，提交完工后的传动成品

（1）整体设计方案经审核合格的团队，进入最后的 3D 打印赛段。

（2）由工训中心提供工程训练赛道 3D 打印赛项的场地、设备及耗材，包括

带 3D 打印设计软件系统的电脑，3D 打印设备，打印耗材，连同给定的底板、主

动轮、从动轮、轴销等，分批次组织完成现场 3D 打印赛项。

（3）参赛小组在规定的时间内，每一位选手需合理分工，按各自的角色完

成既定的比赛任务，包括 3D 造型设计、3D 打印、零部件组装配合调试、传动检

验等，并最终提交对应固定传动比的齿轮传动完赛作品，用以本赛项综合成绩评

定。

（4）现场 3D 打印竞赛阶段及完赛作品，占总评成绩的 80%。

（二）参赛要求

1.竞赛须知

（1）参赛对象为上海电力大学本科生，无专业限制。

（2）本赛项实行竞赛制度，各小组根据竞赛组委会发布的竞赛命题和竞赛

规则自主组织我校大学生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大赛对应赛道赛项，按要求完成创

作成品，由赛项组委会完成小组成绩排名。

（3）本赛项竞赛报名以小组为单位，每个参赛队的参赛学生不超过 3人。

（4）参赛队以先后形式获得打印机器号，参赛队比赛的顺序按先后次序号

依次进行。

（5）竞赛中自行熟练方案设计的软件,软件为 SOLIDWORKS，零件材料只能

使用竞赛组委会提供的。

（6）竞赛过程中，参赛学生不得与其他组同学交流，有问题可举手向裁判

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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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命题“要求”中有关规定尺寸、有关量、有关时间等在比赛现场产生。

（8）在竞赛过程中，参赛学生有违规现象，酌情扣分，情节严重者加罚，

直至停止其比赛。作弊的参赛队，取消比赛资格。

2．组装配合要求

（1）比赛中的要求配合的零件，包括给定的底板、主动轮、从动轮、轴销

等，由竞赛组委会统一提供。

（2）组装调试完成后的固定传动比齿轮传动成品，结构稳固，能有效盘动，

并有效显示特定的传动比。

3．现场竞赛要求

（1）任务一、任务二要求参赛队的三位手分别完成，任务三由集体完成。

（2）加工所使用的 3D 打印设备、打印耗材和相关工具等由竞赛组委会统一

提供。

（三）3D 打印现场赛段

1.3D 造型设计

（1）3D 造型设计：在规定时间内，按照命题要求及前期整体传动设计方案，

采用 SOLIDWORKS 软件系统，将各传动齿轮生成三维结构图。

（2）3D 打印数据处理：使用与 3D 打印设备配套的 3D 打印数据处理软件，

结合 3D 打印工艺的特点，对 3D 文件进行数据前处理，主要考虑零件配合、打印

精度、质量、速度、节省材料、方便支撑剥离、容易后处理等因素确定 3D 打印

样件的放置。方案设计与数据处理完成后，保存为 STL 文件格式。

2.3D 打印

进行 3D 打印的工艺参数设置和操作，向 3D 打印设备输入数据，进行 3D 打

印件的制作，制作完成后，从 3D 打印设备上取出作品的样件。

3.3D 打印后处理

进行去支撑、拼接、打磨、表面光整、装配等，保证固定配合时候不破化零

件和底板等。

（四）竞赛评分标准

1.3D 打印赛项传动系统整体设计方案阶段提交的设计材料，占总评成绩的

20%，按表 1-2 进行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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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3D 打印赛项传动系统整体设计方案阶段的成绩分配表

序号 竞赛任务 比赛内容 分数

1
传动方案整体设

计状况

能严格按照参赛小组抽签确定的总传动比，

在给定的底板结构及开孔列阵（或自行设计零件

轴销位置）上安装主动轮、从动轮及各传动齿轮，

设计确定整体传动方案。

对按基本格式要求，能够完成装配图上正确

运行动画，既属于完成设计。

20

2
无法完成电脑上

装配运行情况

对于电脑上无法满足基本装配任务的，则判

定为无法完成后续比赛。
0

成绩小计 20

2.3D 打印现场竞赛阶段，竞赛成绩按照竞赛的四个任务评定，占总评成绩

的 80%，按表 1-3 进行评分。

表 1-3 3D 打印现场赛段的成绩分配

序号 竞赛项目 比赛内容 分数

1 任务一 3D 造型设计以及打印 20

2 任务二 3D 打印创意设计 10

3 任务三 组装配合调试 20

4 任务四 整体牢固，实现既定传动比 30

成绩小计 80

（1）任务一

在规定时间内，按照前期命题及传动整体设计方案，设置各零件的 3D 造型

设计尺寸，并进行 3D 打印前的数据处理，同时要求每个小组需在自主设计任意

零件上刻上自己抽取的组号。

规定时间内完成设计及其打印，超过规定时间还没有完成任务的，为 0分。

（2）任务二

设计创意难度（总分 10 分），提倡自主创新设计，可以不限于基础板上的

定位孔，来完成设计规定的传动比零件。

（3）任务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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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零件的去支撑、表面光整、打磨、拼接、装配等后处理，

满分为 20 分，见表 1-4。装配过程打印件允许用砂纸打磨处理。

表 1-4 3D 打印组装配合调试竞赛项目后处理装配完成后得分表

序号 装配完成度 分数

1 以零件装配完成率打分 20 分总分×安装完成率%

注意:相互配合不得用其他设计外的材料固定,并保证齿轮与轴销联结紧密不会掉下，另

外支撑未处理干净的扣 10 分.

（4）任务四

整体牢固，能正常有效通过盘动主动轮，带动从动轮，并实现既定传动比，

满分为 30 分，详见表 1-5。

表 1-5 3D 打印竞赛项目组装成品传动效果分布

序号 整体传动效果 得分

1
整体结构牢固，能有效传动，且传动比误差 10%

以内
30 分

2
整体结构牢固，能有效传动，且传动比误差在

10～30%范围内
20 分

3
整体结构牢固，能有效传动，且传动比误差超

过 30%以上
10 分

4 整体结构松散，无法有效传动 0 分

最终按既定比例及各部分打分，合成总成绩并进行总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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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激光加工（内雕）赛项（工训中心项目指导教师：俞雳、朱沈骏）

（一）竞赛作品主题及任务

近年来工创大赛市赛、国赛新能源车赛道现场运行模拟红军长征路线主题，

体现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集

中彰显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

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彰显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

我校 2024 年工创大赛校赛工程训练赛道激光加工（内雕）赛项的创作主题

就是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井冈山精神”、“苏区

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红

岩精神”、“西柏坡精神”、“照金精神”、“东北抗联精神”、“南泥湾精神”、

“太行精神（吕梁精神）”、“大别山精神”、“沂蒙精神”、“老区精神”、

“张思德精神”为题材。

参赛学生以报名小组为单位，收集整理体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

人精神谱系为主题的革命史实资料文案，绘制创作形成图片素材，采用激光加工

（内雕）工艺，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激光内雕作品，撰写创意创作说明及感言，

再现中国革命历史经典画面。

1.激光加工（内雕）赛项专项集训

报名参赛选手可登录校园网工训中心页面学习我校工程实训激光加工相关

教学视频（https://ieetc.shiep.edu.cn/99/dc/c5370a235996/page.psp）。组

队报名截止后，需参加由工训中心激光加工（内雕）实训室指导老师开展的专项

集训：熟悉赛项激光加工设备的组成、工作原理、加工特点，熟练使用激光加工

编程软件，并掌握激光加工的具体工艺技术。经工程大赛校赛激光加工（内雕）

赛项裁判组认定专项集训合格的小组，才能进入下一环节。

2.抽签确定创作主题，完成主创文案作品

集训合格的小组，由团队负责人参加抽签确定创作主题，进入为期三天的自

由文案创作阶段，需完成以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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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集整理撰写形成创作主题——体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

人精神谱系的革命史实资料文案，要求至少选取三张经典图片，图文并茂，编辑

成文，限 800 字以内，所引用文字图片，需科学规范注明出处。

（2）以文案为基础，创作绘制形成拟进行激光内雕的图片素材，并撰写创

意创作说明及感言，限 200 字以内。

（3）上述文案及创作说明，需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电子文件，并打印纸质

文件，小组成员签名，最终连同完成的激光内雕作品一并提交。

（4）文创阶段的文案、创意创作说明及感言等，占总评成绩的 20%。

3.完成并提交激光内雕作品

（1）经审核合格的文创作品团队，进入最后的激光加工（内雕）阶段。

（2）由工训中心提供工程训练赛道激光加工（内雕）赛项的场地、设备及

耗材，包括带 PHOTOSHOP 软件系统的电脑，激光内雕设备，规定尺寸材质的玻璃

材料等，分批次组织完成现场激光内雕赛项。

（3）参赛小组在规定的时间内，每一位选手需合理分工，按各自的角色完

成既定的比赛任务，包括图片主体处理设计、图片背景处理设计、激光内雕机操

作等，并最终提交对应主题的激光内雕完赛作品，用以本赛项综合成绩评定。

（4）现场激光内雕竞赛阶段及完赛作品，占总评成绩的 80%。

（二）参赛要求

1.竞赛须知

（1）参赛对象为上海电力大学本科生，无专业限制。

（2）本赛项实行竞赛制度，各小组根据竞赛组委会发布的竞赛命题和竞赛

规则自主组织我校大学生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大赛对应赛道赛项，按要求完成创

作成品，由赛项组委会完成小组成绩排名。

（3）本赛项竞赛报名以小组为单位，每个参赛队的参赛学生不超过 3人。

（4）每组参赛选手需自备一空白 U盘，用以存储创作文案、说明感言、相

关图片素材等，图片大小 800KB 以上，彩色无处理原图。

（5）参赛队以先后形式获得打印机器号，参赛队比赛的顺序按先后次序号

依次进行。

（6）竞赛中自行熟练创意设计的软件,软件为 PHOTO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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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竞赛过程中，参赛学生不得与其他组同学交流，有问题可举手向裁判

示意。

（8）在竞赛过程中，参赛学生有违规现象，酌情扣分，情节严重者加罚，

直至停止其比赛。作弊的参赛队，取消比赛资格。

2．现场竞赛要求

（1）任务一、任务二要求参赛队的两位选手分别完成，任务三由最后剩余

一位选手完成。

（2）加工所使用的激光内雕设备，材料由竞赛组委会统一提供。

（三）竞赛评分标准

1.激光内雕文案创作阶段提交的文案、创意创作说明及感言等材料，占总评

成绩的 20%，按表 2-1 进行评分。

表 2-1 激光内雕文案创作阶段的成绩分配表

序号 竞赛任务 比赛内容 分数

1 主题文案创作

能紧扣赛题收集整理撰写形成主题文案，行

文流畅简洁，能科学规范引用文字图片出处。图

文并茂，真实再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

党人精神谱系经典战斗历程和场面，引导伟大的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在新时代建设中永放光

芒。

对按基本格式要求完成主题文案创作，以 7

分为起评线，视文案特色酌情增减评分。

10

2 图片素材创作

图片素材能真实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时间、地点、人物、场

景、重大事件及精神价值，并能用简洁语言描述

创意创作的主题说明及感言。

对按基本格式要求完成图片素材创作及说

明，以 7 分为起评线，视情况酌情增减评分。

10

成绩小计 20

2.激光内雕现场竞赛阶段，占总评成绩的 80%，按表 2-2 进行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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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激光内雕现场竞赛阶段的成绩分配表

序号 竞赛任务 比赛内容 分数

1 任务一 PS 图片主体处理设计 20

2 任务二 PS 图片背景处理设计 20

3 任务三 激光内雕机操作 20

4 任务四 激光内雕雕刻综合效果评定 20

成绩小计 80

（1）任务一、任务二

在该赛项组委会规定时间内，在指定的电脑上，利用软件系统，完成激光内

雕主体和背景图片的抠图设计。

规定时间内完成：以最短时间完成为满分，如表 2-3 计算方式进行评分。

表 2-3 图片处理涉及时间分布及打分表

序号 时间 分数

1 0-20 分钟 20 分

2 20-40 分钟 10 分

3 延时 10 分钟及以上 0分

（2）任务三

在规定时间内，根据自己的设计完成激光内雕。包括点距、层距、层数的设

置，并将主体图片、背景图片，按设计要求完成雕刻。

表 2-4 竞赛项目的操作设置时间分布

序号 时间 分数

1 0-5 分钟 20 分

2 5-10 分钟 10 分

大于 20 分钟 0 分

以上时间为操作设置时间，不包括机床雕刻加工时间

（3）任务四



11

由本届比赛赛项评委根据参数作品成品的立体效果，作品创意，整体美感等

综合情况评分。

最终按既定比例及各部分打分，合成总成绩并进行总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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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智能制造赛项（工训中心项目指导教师：赵陆斌、宋丽斐）

（一）竞赛作品主题及任务

近年来工创大赛市赛、国赛“智能+”赛道上的智能物流搬运、智能垃圾分

类等赛项，都涉及大量智能机械手的特定操作，而虚拟仿真赛道上的飞行器设计

仿真、智能网联汽车设计、工程场景数字化和企业运营仿真等赛项都是建立在特

定专业学科背景的现代虚拟仿真技术平台上运行的。

我校 2024 年工创大赛校赛工程训练赛道智能制造赛项的竞赛作品主题和任

务就是以我校智能制造实训项目已建成投用的软硬件平台设施为基础，通过专业

仿真软件，构建仿真工业机器人工作站，模拟智能制造过程中工业机器人（机械

手）完成特定零部件的焊接过程：包括对焊接零部件的 3D 建模，焊接机器人系

统的组装，机器人完成特定零部件焊接的系统编程、调试、运行和演示，并最终

提交 3D 建模设计结果、系统编程数据包文件、焊接机器人仿真运行视频文件；

同时利用实训室已有的工业机器人应用开发平台，实现机械手的模拟运行。

1.智能制造赛项专项集训

组队报名截止后，需参加由工训中心智能制造实训室指导老师开展的专项集

训：熟悉智能制造概念及学校智能制造工厂的设备构成、运行流程；掌握工业机

器人技术及工业机器人系统的硬件构成；熟练应用 3D 建模软件 Solidworks，掌

握 ABB 仿真软件 RobotStudio 的软件功能、基础操作及基础编程语言。经工创大

赛校赛智能制造赛项裁判组认定专项集训合格的小组，才能进入下一环节。

2.随机抽签确定焊接零部件，完成焊接零部件的 3D 建模

集训合格的小组，由团队负责人参加抽签确定本小组的焊接零部件对象，进

入为期三天的焊接零部件的 3D 建模设计阶段，需完成以下任务：

（1）焊接对象零部件的基本结构形状

焊接是一种以加热、高温（或者高压）的方式接合金属或其他热塑性材料（如

塑料等），实现材料永久性连接的制造工艺及技术。本赛项通过抽签给定的焊接

对象零部件中存在一定尺寸的直线（或折线）、曲线（或相贯线）的部位，需要

用机械手自动完成焊接形成永久连接的焊缝，如图 3-1 示意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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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焊接零部件基本结构形状示意图

（2）按抽签确定的焊接零部件对象，学生团队采用 3D 建模 Solidworks 软

件系统，完成焊接对象的三维模型。。

图 3-2 焊接零部件三维建模示意图

（3）通过 3D 建模形成的焊接零部件三维模型，应真实体现抽签确定命题的

实际形状和结构尺寸，并可进一步加载到 ABB 仿真软件 RobotStudio 开发的虚拟

仿真焊接。完成的 3D 建模模型，需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电子文件，并打印纸质

文件，小组成员签名，最终连同完成的系统编程数据包文件、焊接机器人仿真运

行视频文件等作品一并提交。

（4）焊接零部件的 3D 建模设计，占总评成绩的 20%。

3.在专业仿真软件平台上，完成焊接机器人仿真运行过程

（1）3D 建模模型经审核合格的团队，进入最后的焊接机器人仿真运行赛段。

（2）由工训中心提供工程训练赛道智能制造赛项的场地、设备，电脑设备

已安装有与我校智能制造实训项目匹配的 ABB 仿真软件 RobotStudio。

（3）参赛小组在规定的时间内，每一位选手需合理分工，按各自的角色完

成既定的比赛任务，包括在 ABB 仿真软件 RobotStudio 上完成机器人焊接系统工

作站的基本布局，焊接对象 3D 建模的导入定位，机器人焊接系统编程、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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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演示和录像，并最终提交统一规则命名（包括文件名、文件格式后缀名）

的 3D 建模设计结果、系统编程数据包文件、焊接机器人仿真运行视频文件，用

以本赛项综合成绩评定。

（4）焊接机器人仿真运行赛段及完赛作品及文件，利用实训室已有的工业

机器人应用开发平台，实现机械手的模拟运行，占总评成绩的 80%。

（二）参赛要求

1.竞赛须知

（1）参赛对象为上海电力大学本科生，相对适合理工类专业学生参加。

（2）本赛项实行竞赛制度，各小组根据竞赛组委会发布的竞赛命题和竞赛

规则自主组织我校大学生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大赛对应赛道赛项，按要求完成创

作成品，由赛项组委会完成小组成绩排名。

（3）本赛项竞赛报名以小组为单位，每个参赛队的参赛学生不超过 3人。

（4）竞赛中自行熟练设计软件,3D 建模软件为 Solidworks。

（5）参赛学生因熟练掌握 ABB 仿真软件 RobotStudio 的软件功能、基础操

作及基础编程语言。

（6）竞赛过程中，参赛学生不得与其他组同学交流，有问题可举手向裁判

示意。

（7）命题“要求”中有关规定尺寸、有关量、有关时间等在比赛现场产生。

（8）在竞赛过程中，参赛学生有违规现象，酌情扣分，情节严重者加罚，

直至停止其比赛。作弊的参赛队，取消比赛资格。

2．现场竞赛要求

（1）任务一、任务二要求参赛队的三位选手分别完成，任务三由集体完成。

（2）现场竞赛所用电脑设备，含 3D 建模软件 Solidworks，ABB 仿真软件

RobotStudio 由竞赛组委会统一提供。

（三）智能制造焊接机器人仿真运行现场赛段

1.布局焊接系统工作站

在 ABB 仿真软件 RobotStudio 上完成机器人焊接系统工作站的基本布局，包

括建立焊接机器人工作站，选择机器人，加载机器人工具，创建机器人工作区域

及周边模型，为后续加载焊接对象做好工作站平台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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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导入定位已经完成的焊接对象 3D 模型

将经过前期 Solidworks 构建的焊接对象 3D 模型，导入摆放到已经建立在

ABB 仿真软件 RobotStudio 上的焊接系统工作站加工平台上，并进行有效基准定

位，明确所有焊接焊缝所在的位置，做好焊接对象工件准备。

然后开始建立机器人焊接系统操作与手动操纵，建立工业机器人工件坐标，

为后续机器人焊接做好准备。

3.机器人焊接系统编程、调试、运行、演示和录像

根据 ABB 仿真软件 RobotStudio 所提供的各类工具，针对焊接对象工件的具

体焊接焊缝特点，进一步开始创建工业机器人焊接运动轨迹程序，完成所有焊缝

焊接的机器人运动轨迹编程。

然后利用该仿真软件平台进行仿真运行机器人焊接轨迹，调试、运行和演示

所有焊缝焊接过程，最终将机器人的焊接仿真录制成视频，并提交系统编程数据

包文件、焊接机器人仿真运行视频文件，利用实训室已有的工业机器人应用开发

平台，实现机械手的模拟运行，用以本赛项综合成绩评定。

（四）竞赛评分标准

1.智能制造赛项焊接机器人焊接零部件的 3D 建模设计，占总评成绩的 20%，

按表 3-1 进行评分。

表 3-1 智能制造赛项焊接机器人焊接零部件的 3D 建模设计的成绩分配表

序号 竞赛任务 比赛内容 分数

1

焊接零部件 3D

建模及焊缝设计

状况

能严格按照参赛小组抽签确定的基本零部

件底板形状，根据部件高度，设计现象焊接对象

的总体 3D 模型结构视图，显示所有焊缝走线的

位置、形状等。

对按基本格式要求完成焊接对象的总体 3D

模型结构视图设计及焊缝走线，以7分为起评线，

视方案总体特色酌情增减评分。

10

2
3D 建模图质量

效果

对按基本格式要求完成 3D 模型结构图，从

成图效果、焊缝位置、顺序等角度，以 7 分为起

评线，视情况酌情增减评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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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小计 20

2.智能制造焊接机器人仿真运行和实操竞赛阶段，竞赛成绩按照竞赛的五个

任务评定，占总评成绩的 80%，按表 3-2 进行评分。

表 3-2 智能制造焊接机器人仿真运行赛段的成绩分配

序号 竞赛项目 比赛内容 分数

1 任务一 焊接系统工作站生成与布局 10

2 任务二 导入定位焊接对象 3D 模型 5

3 任务三
机器人焊接系统编程、调试、运

行、演示
20

4 任务四 机器人焊接系统仿真录像 5

5 任务五
在工业机器人应用开发平台上，

实现机械手模拟操作运行
40

成绩小计 80

（1）任务一

在规定时间内，按照前期命题，在 ABB 仿真软件 RobotStudio 上完成机器人

焊接系统工作站的基本布局。

规定时间内完成：以最短时间完成为满分，计算方式：如下表 3-3 所示。延

时超过规定时间还没有完成任务的，为 0分。

表 3-3 焊接系统工作站生成与布局竞赛项目的设计时间分布

序号 时间 分数

1 0-10 分钟 10 分

2 11-20 分钟 5分

3 21 分钟以上 0分

（2）任务二

在规定时间内，将前期 Solidworks 构建的焊接对象 3D 模型，导入到已建立

在 ABB 仿真软件 RobotStudio 上的焊接系统工作站加工平台上，并建立机器人焊

接系统操作与手动操纵、工件坐标。

规定时间内完成：以最短时间完成为满分，计算方式：如下表 3-4 所示。延

时超过规定时间还没有完成任务的，为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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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焊接系统工作站生成与布局竞赛项目的设计时间分布

序号 时间 分数

1 0-10 分钟 5分

2 11-20 分钟 3分

3 21 分钟以上 0分

（3）任务三

在规定时间内，在 ABB 仿真软件 RobotStudio 中实现机器人焊接系统编程、

调试、运行、演示和录像，并提交过程数据文件和仿真录像。

规定时间内完成：以最短时间完成为满分，计算方式：如下表 3-5 所示。延

时超过规定时间还没有完成任务的，为 0分。

表 3-5 机器人焊接系统编程、调试、运行、演示和录像竞赛项目后处理时间分布

序号 后处理时间 分数

1
1-50 分钟完成机器人焊接系统

编程、调试、运行、演示

20 分

(每超过1分钟扣5分,超过10分钟一律0分).

注意:未提交焊接机器人仿真运行数据文件，扣 10 分；未成功提交机器人仿真运行录像扣

10 分，最低分为 0 分。

（4）任务四

由赛项裁判组组织，对照焊接基本零部件底板形状、学生提交的 3D 建模结

构，观摩机器人焊接系统仿真录像，必要时可复核系统编程数据包文件，进行总

体评分。满分为 5分，详见表 3-6。

表 3-6 智能制造赛项焊接机器人仿真运行录像效果分布

序号 整体焊接走位效果 得分

1

运用 ABB 仿真软件 RobotStudio 完成的焊接机器人

仿真运行中：焊接系统工作站生成与布局合理；能依据

给定的基本零部件底板，建立完整的 3D 模型并导入系

统；仿真焊接焊缝布置完整合理、运行轨迹清晰，焊接

过程中不发生机械手与零部件及周围构建的相互干涉，

整体安全可靠，达到预期仿真效果。

5 分

2 运用 ABB 仿真软件 RobotStudio 完成的焊接机器人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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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运行中：焊接系统工作站生成与布局相对合理；能

依据给定的基本零部件底板，建立相对完整的 3D 模型并

导入系统；仿真焊接焊缝布置相对完整合理、运行轨迹

比较清晰，焊接过程中没有发生严重的机械手与零部件

及周围构建的相互干涉，相对安全可靠，一定程度上达

到预期仿真效果。

3

运用 ABB 仿真软件 RobotStudio 完成的焊接机器人

仿真运行中：焊接系统工作站生成与布局不合理；未能

依据给定的基本零部件底板，建立相对完整的 3D 模型并

导入系统；仿真焊接焊缝布置不合理不完整，运行轨迹

有大量遗漏，焊接过程中机械手与零部件及周围构建的

有严重相互干涉，安全可靠差，完成效果差。没有能整

体完成仿真运行和提交仿真录像。

0 分

（5）任务五

由赛项裁判组组织，对使用示教器、操作面板等人机交互设备完成指定工件

的编程、调试、工艺参数更改、工装夹具更换等，进行总体评分。满分为 40 分，

详见表 3-7。

表 3-7 智能制造赛项机械手模拟操作运行分数分布

序号 机械手模拟操作运行 分数占比

1

接通、切断机器人系统的主电源及电气柜电源，使

机器人上电、复位，进入准备（Ready）状态成单步、连

续等运行操作

10%

2 利用示教器编制机器人基本运动轨迹程序。 30%

3 读取和设置机器人位置数据。 40%

4
启动、暂停、停止机器人运行程序，完成单步、连

续等运行操作
20%

注意：过程中发生碰撞、夹具掉落等问题此项目 0 分。

最终按既定比例及各部分打分，合成总成绩并进行总排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