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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描述

（一）项目概要

家具制作项目是指综合运用家具设计、家具材料、家具结构、

加工工艺、艺术审美和装饰技术等专业知识和家具机械加工与手

工制作的技能，依据比赛现场提供的图纸、材料、设施（专用设

备和自带手工工具）及评价标准，完成读图、识图、测量、画线、

放大样图、开料、制作各种榫卯、企口等结构和表面装饰加工，

通过胶合、装配、砂光和倒角等多种精细加工和后期处理工序，

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一件优质产品的竞赛项目。

（二）基本知识及能力要求

家具制作技术人员能独立和正确识图，并能根据所给的材料

合理使用材料，完成放样、测量、制作、试组、安装和表面装饰

等工作。

表 1-1选手应具备各项能力的主要内容

相关要求 权重比例

(%)

1 工作组织和管理

10

基本知识

（1）健康和安全法规，责任义务，章程和文件；

（2）安全使用电气设备和工具的规则；

（3）对事故，急救和火灾的应急操作步骤和报告流程；

（4）何时必须使用个人保护性设备 (PPE) ；

（5）工具、机器设备和材料的使用，护理、维护和存放；

（6）保持整洁干净工作区域的重要意义；

（7）如何在工作实践中最小化浪费并管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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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可持续性措施：“绿色”材料的使用和回收利用；

（9）工作计划，操作和时间管理的原则；

（10）在实践中预先计划，精确性，检查和注重细节的重要意义。

个人实践能力

（1）依照健康和安全标准，规则和章程；

（2）维持安全工作环境；

（3）识别和使用合适的个人保护设备 (PPE) ，包括安全鞋、 耳

塞、护目镜和防尘设备；

（4）安全地挑选，使用，清理，维护和保存所有手动和电动 工具

设备；

（5）安全地挑选，使用和储存所有材料；

（6）有计划地使用工作区域以使效率最大化，并且严格执行 工作

区域的整洁干净准则；

（7）高效计划和工作，定期检查进展情况和结果以避免不必 要的

花费或其它的处罚；

（8）批判性地评估自己的工作。

2 问题解决、革新和创造性

5

基本知识

个人应知应会：

（1）风格，设计和美学因素的规则；

（2）运用设计和技术对作品的品质进行提升的做法；

（3）在工作过程中通常发生的问题类型；

（4）解决问题的方法；

（5）制作复杂产品的挑战。

个人实践能力

定期检查工作情况，以将工作后期阶段的问题最小化；

通过合适的程序，快速查找，弄清和解决问题；

（3）当开展复杂的项目时，开发出创造性的解决办法来应对挑战；

（4）有积极尝试新工艺新方法的意愿。

3 运用图纸展开工作

20

基本知识

（1）工作图纸中的关键信息；

（2）图纸制作需遵循的 ISO 标准；

（3）几何学和三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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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精确地理解工作图纸是制作高品质产品的基础；

（5）察觉和更正错误和遗漏的重要性；

（6）通过制作风格和技术来增加产品价值的方法。

个人实践能力

（1）创建出产品所需的或合适的材料；

（2）创造出所需产品的尺寸、特性和风格；

（3）比例缩放和真实尺寸绘制图纸；

（4）制作类型清晰的图纸；

（5）理解所给图纸，并发挥最大潜力来制作高质量的产品；

（6）发现并更正缺失的或错误的信息；

（7）确定制作产品所需材料的类型和数量。

4 选择和准备材料

25

基本知识

（1）确保完成制作所需的所有物品就位；

（2）知晓未正确放样可能带来的后果；

（3）准确计算，确保高效、精确利用时间和材料；

（4）阔叶材和针叶材的特点和用途；

（5）板材的特点和用途；

（6）使用推台锯切割板材制作接头；

（7）用于贴面的木皮的特点和用途；

（8）为铰链、锁、拉手，支柱，把手和搁板选择装置的方式方法。

个人实践能力

（1）设想整个项目，确定并解决问题；

（2）选择材料，以便避免缺陷并提高外观质量；

（3）通过放样确定尺寸，截面，角，斜切和接头是正确的；

（4）使用几何方法来确定复杂的角，接头和交叉；

（5）适当地在木料上进行标记；

（6）精确地将各点，测量尺寸和角度从图纸转化到木料上；

（7）可直接在材料上放样。

5 拼接和组装

25

基本知识

实木和板材部分如接合制成各类部件；

如何在接合质量与可用时间之间找到平衡；

（3）胶黏剂和其它固定材料的属性，用途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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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实践能力

（1）使用所准备的实木对拼接所需的类型和尺寸进行放样， 以便

组装；

（2）使用手动工具和/或手用电动工具来切割和准备多样的 接头，

包括榫、卯、指接、斜接、圆棒榫、搭接榫和燕尾榫；

（3）使用木工设备来制作或部分制作接头；

（4）使用木工机械制作槽、裁口和倒角；

（5）在面板上使用木皮饰面的技术。

6 准备表面与最后精细加工

15

基本知识

（1）各种部件的抛光准备；

（2）准备方法和材料的用途和局限性；

（3）将抽屉装入柜体框架的方法；

（4）使用抛光材料和化学剂的局限性。

个人实践能力

（1）定位和安装铰链；

（2）抽屉和其他移动部件融入橱柜，实现滑动配合；

（3）制作无缺陷的表面；

（4）在工件表面无缺陷的情况下，如何完美第完成工件的安装；

（5）为组件或部件倒棱；

（6）抛光部件；

（7）检查工件的是否协调、比例是否合适、配合度和抛光程度。

合计 100

二、试题及评判标准

（一）试题（样题）

本赛题为制作一个柜子，单人参赛，比赛时间为 8小时。总

体上，要求选手展示多种手工和机械使用技能。竞赛命题主要包

含以下三个模块：抽屉、腿架、门。

1.命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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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家具制作项目比赛属于世赛项目，参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竞赛技术规则》（即人社部办公厅印发的

2020 年第 91 号文）和《第一届全国技能大赛家具制作项目技术

工作文件》等材料进行编制。以其技术标准为参照。比赛为实操

考核。赛题采取赛前 30天公布样题，比赛样题由辽宁省第二届职

业技能大赛家具制作项目专家组出题。在赛前 1天，专家组再结

合赛场设施设备、材料等实际，对已公布的试题进行修改，但比

例不超过 30%。

2. 命题方案

竞赛试题必须包括一个抽屉、一个腿架、一扇门；

夹子的最大夹持尺寸不得超过 900mm (2021 年世赛要求)。

竞赛试题最大尺寸为 2500mm (长+高+深)；

竞赛时间控制在 8小时；

图纸：2张图纸。

赛题的电脑图纸形式必须符合 ISO 标准。第一角、第三角

投影法将在零件图、技术细节图上使用，并附有清晰的部件细节。

（二）比赛时间及试题具体内容

1．比赛时间安排：

本项目比赛时长为 8小时。评分时主要以整个作品进行评分，

所以对每个模块加工时间没有具体要求。

2．赛题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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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大赛执委会的要求，样题要反映出赛题考核的模块。本

文件例举的样题（见图 2- 1）就包含了比赛要考核选手的主要模

块，包括尺寸、图纸的一致性、胶合前榫接质量、胶合后榫接质

量、配件和可移动部件、贴木皮、表面处理模块，以及考核中要

涉及的“材料使用”与“健康与安全”两个模块，总共 9个模块。

需要说明的是，赛题是在样题的基础上修改而成。按照组委会的

要求，赛题公布时间为赛前两个月；在赛前 1天，在公布的赛题

上再改变 30%左右作为最后的赛题。

图 2-1 样题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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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判标准

1．分数权重：

具体分数权重分配见下表：

表 2-1 分数权重分配表

部分 标准 分数分配

A 尺寸 16

B 与图纸的一致性 12

C 表面标记及胶合前的榫接质量 20

D 胶合后的榫接质量 20

E 配件和可移动的部件 8

F 贴木皮 8

G 表面处理 10

H 材料的使用 3

J 健康与安全 3

合计： 100

2．评判方法：

评判方式分为两大类：测量（依据客观数据评判）和评价（依

据主观描述评判）。为保证各方面质量，两种评测运用到明确的

标准。

裁判长将依据各裁判员参加执裁经验，将裁判员分成不同的

评分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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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评分小组被分配一个或多个项目方面进行评估所有的

选手。

（1）评价分

评价分（Judgement）打分方式：3 名裁判为一组，3名裁判

单独对每一评分项评分，3 名裁判员的平均分为该评分项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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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裁判长的监督下进行重新评判，直至合规。

表 2-2 评分权重表

权重分值 要求描述

0分 作品低于行业标准

1分 作品符合行业标准

2分 作品符合行业标准，且在某些方面高于行业标准

3分 作品全方位超过行业标准，接近完美

（2）测量分

测量分（Measurement）打分方式：每个评分项的评分将由 3

位裁判共同进行。2 位测量，1 位读数并记录。尺寸测量可以使

用经裁判组检验过的由实施单位提供的模板，模板在比赛前一天

在裁判组的监督下制作，或者用选手使用的测量工具，并结合公

共测量工具一起完成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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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评测方法

序号 模块 评测方法

1 A-尺寸 特定的尺寸要经过测量。所有的尺寸打分将根据测量尺寸

的大小、位置和精度要求等因素，决定用卷尺、直尺或其他测

量工具完成。每个尺寸的测量至少是 2-4 次，全对才得分。尺

寸精度为≦0.5mm，得满分，≦1mm，得 50%分。

2 B-与图纸的一致性
在任何情况下，作品必须与图纸符合，包括在赛中和赛后，

都要保证每个操作与零部件的造型、位置与结构完全与图纸保

持一致。

3 C-表面标记及上胶前

的榫接

表面标记按照赛前培训的要求做；部分主要部件在胶合之

前评分，主要评价表面质量和榫卯的配合度。圆棒榫、饼干榫

和其它外置榫，其配合只在胶合前目视检查其数量、位置和是

否涂胶等，其配合的质量在赛后检查评估。

4 D-上胶后的榫接
胶合后每一处的榫结合处应密实、平整、干净；不应有缝

隙，不能显露出粘合材料和其它加工余物(如胶、木屑、蜡等)。

并且站在消费者使用的角度和看到的顺序进行重要和次要的排

序，并且根据具体情况和出现的位置的重要性综合评价。

5 E-配件和可活动的部

分

主要检查和评判应用于门与抽屉的五金配件的安装质量。

可移动部分的配合度、顺畅度与功能(可移动部分的安装与运

转)。蜡或润滑剂只允许用于移动部件。

6 F-贴木皮
按照给定图案和木材的种类及颜色要求，通过做模板、划

线、裁切、胶贴、固化、打磨等处理工艺，完成木皮的装饰；

要求表面光滑、平整、无缝隙、无毛刺，无胶渍等。木皮的图

案、木纹方向、颜色和木皮种类都要与图纸保持一致。

7 G-表面处理
所有表面(包括家具的外表面和内表面)都应保持光洁和

清洁(所有表面砂光的质量)。例如实木、木皮贴面及边缘应砂

光，不应有毛刺、砂痕、波浪，并且不能显露出胶合材料(胶、

木屑、蜡等)。所有面与面相交形成的棱，都需要倒棱，保证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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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直、顺畅和不割手，同时又保证棱角分明。表面砂光采用 180

和 240 目标号的砂纸，表面应无可见交叉砂痕。

8 H-材料的使用

(因加工失误)使用额外材料将导致扣分，每换一根料扣 1

分，换料至多不能超过 3根。

9

I-工具箱尺寸
选手自带的工具箱(或柜)不超过 3个，以外形尺寸为标准

进行测量，总体体积不超过 1.25m³者为合格，反之为不合格。

不合格的选手，应该把多余的工具拿出工位外，直至体积合格，

而且拿出去的工具等赛后才能取回。

10 J-健康与安全
遵循健康、安全、和环境标准、规则与规章。保持一个安

全的工作环境。识别且使用合适的个人安全防护设备包括安全

鞋、耳塞、护目镜与吸尘设备。根据安全要求，选择、运用、

打扫、保持，且储存(整理好)所有手工、电动工具与设备。

本次比赛主观评价采取过程记录形式，主要针对选手在竞

赛操作过程中的安全、行为规范、职业素养等方面表现由明确

的裁判组对《选手违规行为记录表》 (以下简称《记录表》)

进行填写，最后由裁判对《记录表》进行统计。评价方式：现

场裁判发现选手违规行为需要对选手进行提醒与劝阻，并对《登

记表》进行记录，记录时需 2名以上裁判员达成共识并签字确

认。

(3) 成绩并列

如遇总分最高分并列时，则从 A模块成绩高低进行排序和决

定；如果成绩还是相同，依次再按 B模块至 G模块成绩同理依次

排序决定排名，排名前者为胜者。

（四）公布方式

本项目技术文件在统一竞赛平台公开。评判标准及评分表样

在本技术文件中描述。正式试题及检测评分表赛前保密。试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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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时发放给选手。正式竞赛试题数量 1套，由裁判长对样题内

容进行 30%以内的修改。样题中所包含的加工要素与正式赛题基

本相同，但要素的数量和外形与赛题有可能不同。选手可根据样

题自行准备必要的竞赛量具和工具，类型和数量不限。竞赛赛题

在每场竞赛开始前 15 分钟分发放给选手。

三、竞赛细则

（一）比赛基本流程

表 3-1 比赛总体时间安排表

时间 主要事项

C-1

家具制作项目裁判培训研讨会、选手设备及安全培训、抽签及选手

工具检查。

选手熟悉场地、组织场地、设备、材料等赛前检查

C1 比赛（8h）、选手工具打包、裁判评分汇总

C2

比赛（8h）、选手工具打包、裁判评分汇总（如比赛选手数量高于

场地现场工位数量，需要进行分组分场次比赛，如满足，紧进行一

个场次的比赛）

C+1 项目技术点评会、闭幕式、撤展

（二）评分基本流程

评价组根据裁判长的工作分工，负责评分标准中评价分的执

裁、成绩复核和汇总工作。

测量组根据裁判长的工作分工负责评分标准中测量分的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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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成绩复核和汇总工作。

具体规则

（1）选手通过抽签决定竞赛工位。

（2）选手必须持参赛证，参加比赛。

（3）比赛前必须对选手进行设备安全培训。

（4）比赛前要安排每名选手有不少于 30 分钟熟悉各自比赛

设备的时间。

（5）选手在比赛过程中不得擅自处理比赛设备、修改设备故

障。如遇到相应问题，不论原因如何，应立即向裁判长 报告并按

照规定进行处理。

（6）选手在比赛过程中，由于非本人违规操作等原因造成机

器运转不正常中断比赛的，中断时间不记入选手正式比赛时间。

机器设备恢复正常后，可根据故障或问题处理的具体时间，补足

比赛时间。因个人原因导致机器故障机时造成 的比赛时间延误，

计入选手比赛时间并不予于补偿。

（三）裁判分组与分工

1.预期分组与分工预案

(1) 赛务组

负责竞赛现场的检录、监考工作，主要包括：参与竞赛的抽

签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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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正选手违规行为，并对情节严重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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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向裁判长报告；检验竞赛使用材料、设备。

(2) 评价组

根据工作分工负责评分标准中评判分的执裁、成绩复核和汇

总工作。

(3) 测量组

根据工作分工负责评分标准中评判分的执裁、成绩复核和汇

总工作。

2.裁判违规处罚说明

裁判、选手、赛区工作人员、参赛队领队等人员要严格遵守

竞赛行为规范。裁判出现下列情形，将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比赛期间与本队参赛选手进行交流；

恶意干扰其他选手比赛；

恶意打分或串通其他裁判打分；

恶意干扰比赛或评分进程。

（四）竞赛纪律

1.通用要求

（1）所有参赛人员需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维护公共和职

业道德准则。

（2）赛场内任何人禁止记录与拍照图纸及赛件。任何人不得

将赛场统一提供的 U 盘、图纸等带出比赛场地。

（3）各类赛务人员必须统一佩戴由大赛组委会签发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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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件，着装整齐。

（4）除现场裁判员和参赛选手外，其他人员不得进入比赛区

域。赛场安全员、设备和软件技术支持人员、工作人员必须在指

定区域等待，未经裁判长允许不得进入比赛区域，候场选手不得

进入赛场。

2.裁判员工作内容和要求

（1）裁判员的工作内容

①裁判员赛前培训。裁判员需在赛前参加裁判工作培训，掌

握与执裁工作相关的大赛制度要求和赛项竞赛规则，具体包括：

竞赛技术规则、竞赛技术平台、评分方式、评分标准、成绩管理

流程、安全注意事项和安全应急预案等。

②裁判员分组。在裁判长的安排下，对裁判员进行分组，并

明确组内人员分工及工作职责、工作流程和工作要求等。裁判员

按工作需要，由裁判长将其分成若干小组开展工作。各小组在裁

判长的统一安排下开展相应工作。

③赛前准备。裁判执裁前对赛场设备设施的规范性、完整性

和安全性进行检查，做好执裁的准备工作。

④现场执裁。现场裁判负责引导选手在赛位或等候区域等待

竞赛指令。期间，现场裁判需向选手宣读竞赛须知。提醒选手遵

照安全规定和操作规范进行比赛。竞赛过程中，裁判员不要接近

选手，除非选手举手示意裁判解决比赛中出现的问题，或选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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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违规行为。裁判员无权解释竞赛试题内容。比赛中现场裁判需

做好赛场纪律的维护，对有违规行为的选手提出警告。现场裁判

适时提醒选手比赛剩余时间，负责检查选手携带的物品，违规物

品一律清出赛场。比赛结束后裁判员要命令选手停止加工，监督

选手提交零件、图纸、U盘、草稿纸等一切加工文件。

⑤竞赛材料和作品管理。现场裁判须在规定时间发放试卷等

竞赛材料，于赛后回收所有竞赛作品和资料。

⑥成绩复核及统计。如在成绩复核中发现错误，裁判长须会

同相关评分裁判更正成绩并签字确认。

（2）裁判员在评判工作中的任务

裁判员要根据评判方式进行成绩评定。填写相应的评分表格

后签字确认。记分裁判在监督下负责完成统分工作，填写成绩汇

总表。在正式公布比赛成绩之前，任何人员不得泄露评分结果。

裁判员在评判中的纪律和要求

①裁判员应服从裁判长的管理，裁判员的工作由裁判长指派

或抽签决定。在工作时间内，裁判员不得徇私舞弊、无故迟到、

早退、中途离开工作地或放弃工作，视其影响程度进行相应处理，

直至取消裁判员资格并记录在案。

②裁判员必须服从竞赛规则要求，认真履行相关工作职责和

流程。裁判员在工作期间不得使用手机、照相机、录像机等通信

和数据存储设备。尤其是在选手进行比赛或裁判员进行检测评分



- 16 -

时，不得拍照图纸和工件。

③主观评判裁判评判时不得相互讨论商量，不得引导他人判

断。

④现场裁判不得接近正在比赛的选手，不得在比赛选手附

近评论或讨论任何问题。现场裁判须负责比赛全过程的安全检查。

⑤裁判长有权对评判结果造成不良影响等情况的裁判人员

做出终止其裁判工作的处理。

3. 选手工作内容及纪律

（1）选手的工作内容

①选手通过抽签决定竞赛顺序和比赛用设备。

②赛前安排各参赛队选手统一有序的熟悉操作竞赛场地、设

备等。

③熟悉场地时不发表没有根据以及有损大赛形象的言论。

熟悉场地并严格遵守大赛各种制度，严禁拥挤，喧哗，以免

发生意外事故。

④到比赛结束时间，选手按照裁判员要求停止加工，并提交

作品。

（2）赛场纪律

①选手在比赛期间及工作期间不得使用手机、照相、录像等

通信和数据存储设备，不得携带非大赛提供的 U 盘或数据存储器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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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正式比赛期间，除现场裁判长外任何人员不得主动接近选

手及其工作区域，不许主动与选手接触与交流。

③裁判长在比赛结束前 15 分钟对选手做出提示。裁判长宣

布比赛结束后，选手应立即停止加工。

④未经现场裁判长允许，选手不得延长比赛时间。

（3）选手文明参赛要求

①选手通过抽签决定竞赛工位。

②选手必须持参赛证，参加比赛。

③比赛前必须对选手进行设备安全培训。

④比赛前要安排每名选手有不少于 30 分钟熟悉各自比赛设

备的时间。

⑤选手在比赛过程中不得擅自处理比赛设备、修改设备故

障。如遇到相应问题，不论原因如何，应立即向裁判长报告并按

照规定进行处理。

⑥选手在比赛过程中，由于非本人违规操作等原因造成机器

运转不正常中断比赛的，中断时间不记入选手正式比赛时间。机

器设备恢复正常后，可根据故障或问题处理的具体时间，补足比

赛时间。因个人原因导致机器故障机时造成 的比赛时间延误，计

入选手比赛时间并不予于补偿。

四、竞赛场地、设施设备等安排

（一）赛场监控设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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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场监控：竞赛期间对每位参赛选手竞赛过程达到实时广角

覆盖、高清录制状态，并做好存储备案。可采用固定或可移动监

控设施设备，现场竞赛场面能够实时传输至主赛场，达到同步播

放状态。

（二）赛场规格要求

竞赛场地工位面积不小于 6m×3m；

竞赛场地工位数应按参赛选手人数加 1个备用工位准备。

（三）场地布局图

提供规格（长度、宽度）清晰的布局图。例如：

图 4-1 场地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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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础设施清单

1. 场地设备、工具（每个工位提供的）

每个工位有一个实木工作台；

每人一台斜切锯，并带有高品质横切锯片；

一台移动吸尘，适用于桌铣、斜切锯或其他除尘设备；

比赛组织者将会提供消耗品(胶粘剂、砂纸等)。

表 4-1 比赛现场公共区域和工位的设备与设施清单

序号 名称 品牌/型号 单位 数量 设备属性

1 推台锯（费斯

托 KS70 或者

KS80）

主 锯 片 尺 寸 315/30mm 主 锯 片 转 速

3000/4000/5000rpm槽锯片尺寸120/20mm

槽锯片转速 8000rpm 锯片倾角 0-45°

最大切割厚度@90°95mm 最大切割厚度

@45°67mm 最大纵切宽度 1250mm

滑台尺寸 2600x375mm 最大切割行程

3200mm

工作台尺 800(530+820)mm 吸尘口直径Φ

120/Φ80mm

主电机输出功率5kWS1槽锯电机输出功率

0.75kWS1 电 压 400V/50Hz 净 毛 重

560/680kgs功率 2200W

空转引擎转速 2000-4200min-1 锯片直径

225mm

90 度和 45度的切割高度 0-70/0-48mm

切割长度 X材料厚度 320x16mm

台面尺寸 1260x910mm 工作高度带折叠支

腿 27/36mm375/900mm

集尘接口直径重量 66kg

台 1 公共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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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台锯 形成 2800-3200mm 台 2 公共设备

3 带锯机 细木工小带锯 台 2 公共设备

4 消耗品 胶粘剂、砂纸等 若干 公共设备

5 斜切锯（费斯

托 KS120）

功率 1600W 空转引擎转速 1400-3400min

锯片直径 260mm 切割深度 90°/90°

305x88mm45 度和 90 度角的切割深度

215x88mm

特殊切割深度 45°/90°20x

120mm 边缘型材斜角切割 45°/90°尺寸

713x500

台 1 工位设备

6 移动吸尘器

（费斯托 CT26

或者 CT36）

功率 350-1200W

最大气流量 3900l/min

最大真空度 24000Pa

滤芯表面 6318cm²

绝缘橡胶电线长度7.5m集尘腔/过滤袋容

积 26/24l 尺 寸 ( 长 x 宽 x

高)630x365x540mm

设备插座的最大负荷 2400W 重量 13.9kg

台 1 工位设备

7 木工桌 组装尺寸:

180x100x75cm
张 1 工位设备

2.选手自带工具、材料清单表

比赛使用的全部手工工具由选手自带。电动工具（手电钻、

修边机、电木铣、砂光机可自带）需通过竞赛裁判审核同意后带

入赛场，不允许携带事先预制好的各类各类模具、模板进入赛场。

不允许携带任何木质材料进入赛场，可携带亚克力、多层板作为

夹紧或组装时的垫块，但是需要经过裁判审核通过后方可进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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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组装所用的夹紧工具需自行准备。赛场公共设备提供有限。

五、安全、健康要求

根据国家相关法规要求，结合本项目实际，提出安全、健康

要求及职业操作规范要求，并明确违反后的处理规定。特别是根

据本项目具体情况的诸如人身防护，有毒、有害物品携带、存放，

防火、防爆等措施。

（一）选手安全防护措施要求

参赛选手应携带并穿戴合适的劳保防护用品，主要包括护目

镜，安全鞋、耳塞、口罩等，具体要求见表 5-1；

参赛选手应严格遵守设备安全操作规程；

参赛选手停止操作时，应关闭设备电源；

竞赛组织者必须为所有专家、或者在比赛期间允许在车间出

现的任何人提供耳塞，防护镜和防尘面罩。

表 5-1 家具制作项目使用防护劳保用品要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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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康安全和绿色环保

1、执委会和各参赛代表队要为全体参赛人员提供安全、健康

服务保障，全体参赛人员须遵守竞赛安全、健康有关规定。

2、按照国家相关法规，各竞赛项目提出安全、健康要求，并

于赛前集中培训期间，由裁判长组织全体裁判员及参赛选手学习

掌握。执委会制定参赛选手安全协议，赛前 1天，组织各项目参

赛选手签署。

3、执委会应在竞赛现场设置急救站，配备专业医务人员和设

备，做好医疗应急准备。

4、执委会应确保所提供食品和饮料的安全，任何参赛选手和

其他人员不得私自携带食品和饮料进入竞赛工位。

5、根据项目特点，各参赛代表队应为本参赛代表队裁判人

员、参赛选手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6、进入竞赛区域的人员，应严格按照各项目安全、健康规定，

做好安全防护并按疫情防控要求接受体温检测。

（三）项目特别规定

1. 技能特殊规则

技能特殊规则不能与比赛规则相抵触，或者凌驾于比赛规则

之上。这些规则提供并解释了不同技能竞赛的具体细节和明确的

技能领域。这个包括却不仅限于个人电子设备、数据储存装置、

网络接入、程序与工作流程以及文件管理与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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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技能特殊规则表

主题/任务 技术规则

U盘、数据存储设备 选手、裁判和领队不能携带数据存储设备进入比赛场地

个人手提电脑、平板电

脑和手机

领队及裁判不能携带个人手提电脑、平板电脑或手机进入比赛区域及参

加技术说明会(因工作需要经裁判长审核同意可以携带手机，但手机不能

用于记录赛题变动信息)；选手不能携带手机进入比赛区域。

个人拍照、摄录设备 裁判在比赛期间不允许携带手机在比赛场地；

选手只能在比赛结束后在比赛场地外使用手。

模板、辅助设备等 选手不能携带预制工具、预制夹具、特殊工具或模板。

图纸 选手、裁判及领队不允许将赛题图纸带出比赛场地。

与选手接触 比赛期间，每天上午和下午，均有 15 分钟的休息时间，允许此时教练与

选手可以交流；

其他比赛时间选手与教练不能沟通；参赛队领队及其他人员比赛期间不

得与选手沟通。

选手如有问题询问，则由其他参赛队的裁判或裁判长回答。

裁判与裁判 裁判不得干预其他组的裁判工作，也不予许在其他组工作时，站在附近

观看，或发表意见，一经发现，将严重警告，情节严重者将取消裁判资

格。

健康、安全与环境 参照世界技能组织健康、安全与环境政策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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