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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

“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赛项竞赛规程

一、竞赛项目

赛项编号：BRICS2023-ST-046

赛项名称：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

组 别：学生组（含中职、高职、本科）

赛项级别：中国赛区总决赛

竞赛归属专业大类：交通运输大类/铁道运输类

二、竞赛目的

交通强国，铁路先行。铁路是国家战略性、先导性、关键性重大

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大动脉、重大民生工程和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骨

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2020 年，国家

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出台《新时代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规划纲要》，指明

到 2035 年，将率先建成服务安全优质、保障坚强有力、实力国际领

先的现代化铁路强国；到 2050 年，全面建成更高水平的现代化铁路

强国，全面服务和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要突出精良专业的

人才队伍建设，建设高技能产业大军。

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

伍建设的意见》及金砖国家《厦门宣言》《约翰内斯堡宣言》《巴西

利亚宣言》《莫斯科宣言》《新德里宣言》和《北京宣言》中均强调

了关于技能发展工作的相关内容。

作为人才选拔的重要方式，技能竞赛在推动职业教育与社会需

求、行业发展水平相衔接，进一步提升学生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建

设高技能产业大军，弘扬新时代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培养更多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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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铁路大国工匠和能工巧匠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铁路不断走出国门，在

国际舞台大放异彩，为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沿线地区经济发展

提供坚实保障。开放性竞赛平台性质，推动技能人才的国际化水平，

提升职业教育国际化标准建设水平，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及金砖国家技

能交流。

竞赛活动是推动铁道机车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通过技能

竞赛，积极推进职业院校人才培养与企业岗位的深度融合，赛项设计

涉及机车牵引控制系统设计与调试、机车乘务员一次乘务作业、动车

组司机一次乘务作业，展示铁道机车相关专业教学改革和实践成果，

激发学生学技术、比技能、勇于拼搏的精神，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

识、尊重技术、崇尚技能的社会风气，弘扬新时代劳模精神和工匠精

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推动铁路建设领先化提供更有力的

人才支撑。

通过赛课融通、以赛促教及成果转化，促进铁道类相关院校教师

队伍建设、教学模式创新和教学资源丰富与升级，更为有效的衔接产

业岗位需求，提高院校产业贡献率和社会吸引力。

通过创新性技能竞赛，激发铁道机车领域学习研究兴趣，为铁路

产业发展输送更多复合型人才，推动铁路行业平稳健康发展。

本赛项围绕铁路行业核心岗位群涉及到的知识、能力、素质要求，

考虑未来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新技术、新标准、新规范，设计竞赛内

容。

三、赛项内容

本赛项面向轨道交通领域，主要考察选手对铁道机车运用与规

章、机车牵引与控制、行车安全与设备、机车检修与整备等知识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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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运用能力，以及电路设计、PLC 编程、机车故障排查、作业安全防

护等技术技能掌握情况。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赛项主要包括三个子赛

项，具体赛项设置及内容如下：

赛项设置 赛项名称 赛项内容 时长

子赛项一 机车牵引控制系统设计与调试
理论测试 30 分钟

机车牵引控制系统设计与调试 90 分钟

子赛项二 机车乘务员一次乘务作业
理论测试 30 分钟

机车乘务员一次乘务作业 90 分钟

子赛项三 动车组司机一次乘务作业
理论测试 30 分钟

动车组司机一次乘务作业 90 分钟

（一）理论测试

1.竞赛内容：

根据本赛项规则，所有参赛院校参赛队员均需参加理论测试模

块，理论测试成绩按照相应比例计入赛项总成绩。

系统从理论题库中随机生成竞赛试题，选手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该

模块内容，内容范围包括《铁路技术管理规程》、《铁路机车运用管

理规则》、《铁路机车操作规则》、《铁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规则》、

《机车乘务员通用知识》及对应专业知识。理论测试时间 30分钟，

满分 100 分。

2.设备要求：

设备 配置 说明

电脑

CPU I3 及以上

保证电脑网络流畅性和

稳定性

内存 8G 及以上

硬盘 40GB 以上空闲

系统
Windows 7 以上操作系

统，安装浏览器。

显示器尺寸 不低于 19 英寸

显示器分辨率 不低于 16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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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分标准：

选手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该模块内容，测试时间 30分钟，满分 100

分，评分由计算机评判系统自动完成评判。

（二）机车牵引控制系统设计与调试

1.竞赛内容：

根据本赛项规则，该竞赛内容为机车牵引控制系统设计与调试子

赛项实操部分，竞赛时间为 90 分钟，满分 100 分，超过规定时间系

统自动终止竞赛。竞赛主要涉及机车受电弓升/降弓控制电路、主断

路器手动合闸控制电路、主变流器牵引控制电路等控制电路，竞赛选

手根据任务书要求，按控制原理设计电路图，进行设备的布线、控制

逻辑编程与调试验证以及机车起车电路故障处置。

具体竞赛实操内容如下：

竞赛项目 任务编号 竞赛任务 任务说明

机车牵引控

制系统设计

与调试

A 电路设计与仿真

根据任务书要求，设计控制电路

的电路原理图；利用调试界面进

行电路仿真调试。

B 电路布线
根据电路原理图，完成设计电路

布线安装。

C
控制逻辑编程与验

证

根据任务书要求，进行逻辑控制

电路编程、整机联调、通过系统

检验。

D 机车起车故障处置

系统自动设置故障，选手根据给

定的起车控制电路、气路和机车

控制原理，分析原因并进行故障

处置，完成起车操作。

2.设备要求：

列车牵引控制台，其集成 CCBII 空气制动控制仿真单元、低压电、

气控制仿真单元，内置 PLC 编程单元和相关信息系统。

通过该设备，可以完成电、气路图编辑设计，练习设备安装与布

线。设备能够采集各种传感器和操作单元的信号，通过 PLC 模块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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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锻炼选手的 PLC 编程能力。通过其集成的控制仿真单元、低压电、

气控制仿真单元，系统自动设置故障，选手根据故障现象检测控制电

路、判断故障位置，分析原因并进行故障排除。

列车牵引控制台如下图所示：

3.评分标准：

计算方式：

比赛总成绩 = 理论测试实际成绩×25% + 实操实际成绩×75%。

实操成绩 = A×20% + B×15% + C×35% + D×30%

A 成绩：电路设计和仿真，计算机评判（满分 100 分）；

B 成绩：电路布线，人工评判（满分 100 分）；

C 成绩：控制逻辑编程与验证，计算机评判（满分 100 分）；

D 成绩：机车起车故障处置，计算机评判（满分 100 分）。

（三）机车乘务员一次乘务作业

1.竞赛内容：

根据本赛项规则，该竞赛内容为机车乘务员一次乘务作业子赛项

实操部分，竞赛时间为 90分钟，满分 100 分。其中：乘务员出/退勤

作业办理过程为 15分钟；途中运行作业竞赛时间为 45分钟，从竞赛

选手操纵模拟实训台开始自动计时；机车运行记录数据分析时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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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分钟，从登录运行分析软件开始自动计时。

参赛队由 1 个机班 2名选手（双司机配置）组成，比赛模拟线路

为 40 公里的区段（五站 4 区间），中间站停车换班，完成一次客运

乘务作业过程，途中设置 4 至 5个非正常行车或机车故障处置考点，

最后一个区间进行控速区间运行早、晚点考评，赛项时间 90分钟。

具体竞赛内容如下：

竞赛项目 任务编号 竞赛任务 任务说明

机车乘务员一

次乘务作业

A

一次乘务作业标

准实践操纵及非

正常行车和机车

故障处置

1) 一次乘务作业标准实践操纵：对选手

的标准化作业、操纵作业、运行早晚点、

制动机操作、停车对标等技能进行评判

2) 非正常行车和机车故障处置：操作的

规范性、准确性、时效性进行评判

B
机车乘务员确认

呼唤（应答）

对选手确认呼唤（应答）的规范性和准

确性进行评判

C
机车运行记录数

据分析

对选手的机车运行记录数据分析违规项

点的分析准确性和分析速度进行评判

2.设备要求：

2.1．乘务员出/退勤实训台

乘务员出/退勤实训台集成 LKJ 运行记录文件转储装置、揭示验

卡装置、饮酒检测仪、指纹仪等设备，考查选手出退勤作业规范。乘

务员出/退勤实训台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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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HXD3C 机车司机室模拟实训台以“和谐型”大功率交流传

动机车为原型，集成列车运行监控装置（LKJ）、列车控制监视系统

（TCMS）、机车车载安全防护系统（6A 系统）、机车综合无线通信

设备（CIR）等仿真设备，考查选手一次标准化乘务作业过程及列车

操纵技能。HXD3C 机车司机室模拟实训台如下图所示：

3.评分标准：

计算方式：

比赛总成绩 = 理论测试实际成绩×25% + 实操实际成绩×75%。

实操成绩 = A×50% + B×20% + C×30%

A 成绩：一次乘务作业标准实践操纵及非正常行车和机车故障处置，

计算机评判（满分 100 分）；

B 成绩：机车乘务员确认呼唤（应答），人工评判（满分 100 分）；

C 成绩：机车运行记录数据分析，计算机评判（满分 100 分）。

（四）动车组司机一次乘务作业

1.竞赛内容：

根据本赛项规则，该竞赛内容为动车组司机一次乘务作业子赛项

实操部分，竞赛时间为 90分钟，满分 100 分。参赛队由 2 名选手一

组，按动力分散型动车组司机、副司机配班方式，比赛模拟线路为

http://www.trainnets.com/archives/29312
http://www.baidu.com/link?url=obuk4lBQSBrpnZ8fQq3yfbU1k9JnF_F7JPLleJgrGfFp47ZpG4_zFjhrmY6dRG7wOE_TlPvfqxPNNwxQLK7UMDAYpA7sqpgJhEAyfDvK3Vl0aLopBh4MpXQGYBya8pnm
http://www.baidu.com/link?url=_RzxwX8Etjm8_9cIoe4SyoZ2agl9Dx_FEx0oZmC1S4ULGuiO4FgHw7Z3GHSXyS76MTfKEvTG6QAUzllbNWquUjVwy0yTzZFOI2fp1E2OmSo-BMQinuMkXo-BLCWOH9m5GTyxBgctntnLmDJLRnUaprAXdrQ9A_VufWl9p50OZNG5Y6ca7P95fRN7w9heWiDdYzIfzp28--W5DAluw4MZjxlX5lXJ6MOdnAEasrJuMu0Vc7qACPf7JAUItReEbnhA-pRbHr2fC_X9p4CEC_83Jx8IWtoaZRUZLzvqr-hjHOIOEMyqIzD4qG48mjxWj9Eb0wkQE8mjsFyrsh6XtpglBq00_9IgMfvPo6Ut9ZIAKWG4BGfkc94bQf0OK1nGXs8N1fEksVhoYzVxdY35YnmXOSeNxJ1h-weEIAMZjZpKu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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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公里的区段（4 站 3 区间涵盖 C2、C3 区段），依次完成出勤、动

车组司机检查与试验、发车、途中作业、退勤等作业过程。途中部分

区段设置非正常行车处置或故障处置考点，最后一个区间进行控速区

间运行早、晚点考评。

具体竞赛内容如下：

竞赛项目 任务编号 竞赛任务 任务说明

动车组司机一

次乘务作业

A

一次乘务作业标

准实践操纵及非

正常行车和机车

故障处置

1) 一次乘务作业标准实践操纵：对选手

的标准化作业、操纵作业、运行早晚点、

制动机操作、停车对标等技能进行评判

2) 非正常行车和机车故障处置：对选手

的故障和非正常处置能力进行评判

B
动车组司机检查

作业

动车组司机检查标准化作业程序，进行

牵引、制动试验，并在检查过程中发现

预设故障

C
动车组司机确认

呼唤（应答）

对选手确认呼唤（应答）的规范性和准

确性进行评判

2.设备要求：

2.1．出/退勤乘务一体机

乘务员出/退勤乘务一体机集成 IC卡读卡器、动车组数据转储装

置、饮酒检测仪、指纹仪等设备，竞赛选手通过该设备自助进行出勤、

退勤作业办理，系统自动对作业的标准化进行评判，考查选手出退勤

作业是否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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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CR400BF“复兴号”动车组司机模拟实训台

以 CR400BF 型中国标准动车组为原型，集成 CIR 显示器及话

筒 、TCMS 显示器、ATP 显示器、紧急断电按钮、拾音器、制动按钮

区、主操纵手柄、DSD 脚踏开关、风笛脚踏开关等仿真设备，CR400BF

型动车组司机室模拟实训台如下图所示：

选手通过模拟驾驶实训台按系统要求，进行动车组司机检查和一

次乘务作业，系统自动对其作业情况进行评判。

3.评分标准

计算方式：

比赛总成绩 = 理论测试实际成绩×25% + 实操实际成绩×75%。

实操成绩 = A×50% + B×30% + C×20%。

A 成绩：一次乘务作业标准实践操纵及非正常行车和机车故障处

置，计算机评判（满分 100 分）；

B 成绩：动车组司机检查作业，计算机评判（满分 100 分）；

C 成绩：动车组司机确认呼唤（应答），人工评判（满分 100 分）。

四、竞赛方式

1、本赛项采用团体赛方式组队，共有三个子赛项，参赛学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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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参加 1-3 个子赛项，每个子赛项由 2 名选手和 1-2 名指导教师组

成；每个参赛学校可有 1 名领队，领队及指导教师须为本校专兼职教

师，不得跨校组队。

2、报名资格：本赛项不设组别，参赛选手报名及竞赛时须是中

职、高职或本科院校全日制在校学生，性别、年龄不限。

3、赛项采用统一竞赛平台，包括硬件、软件和辅助工具；赛项

拟邀请境外代表队参赛及现场观摩。

五、竞赛举办地点、大赛时间、比赛流程时间安排

竞赛时间：2023 年 9月（具体时间见后续通知）

竞赛地点：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竞赛相关信息请及时关注大赛官网 www.brskills.com 及赛项承

办单位官方发布信息。

竞赛日程安排（具体日程安排见后续通知）。

六、竞赛规则

（一）参赛队报名

各参赛队通过大赛信息服务平台官网报名，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相

应资料提交（具体参照大赛官方报名操作手册第三版）。提交材料由

竞赛组委会统一审核后通知公示。

（二）场地规章

1、参赛选手和指导老师按赛区规定的时间准时到达赛场集合。

按领队抽取的抽签顺序号抽取工位号。抽得工位号的选手，在指定区

域等待；所有选手抽取工位号后，统一时间进入赛场，按抽取的工位

依次进行比赛。

2、现场检录人员将对各参赛选手的身份进行核对。参赛选手提

供身份证、经学校注册的学生证，指导老师提供身份证、学校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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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赛开始 10分钟后不得入场，迟到的选手必须在赛场记录表相关

栏目中说明到场时间、迟到原因并签工位号确认。禁止携带通讯及存

储设备、纸质材料等进入赛场。

3、参赛选手在竞赛过程中若违反赛场纪律、有舞弊行为等其它

严重违反比赛规定者，根据裁判管理规定及场地规章，判定选手成绩

失格。

（三）组织机构

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组委会指导下的

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赛项执行委员会，为该赛项最高领导决策机构，

下设专家组、裁判组、仲裁组、技术保障组和综合服务组等 5 个专责

工作小组，具体职责如下；

1、专家组：负责制订竞赛技术文件，确定评分标准，按规定要

求对赛场设备工具等准备工作进行检验，指导协调解决比赛过程中的

专业性、技术性问题。

2、裁判组：负责竞赛评判工作，对参赛选手现场操作情况进行

评分，汇总、复核并确认参赛选手最终成绩。

3、仲裁组：负责监督赛项规程的实施，受理竞赛申诉，对赛项

争议进行裁定，对裁判评分工作进行监督。

4、技术保障组：负责竞赛场地、设备、工具等技术保障和维护

工作。

5、综合服务组：负责竞赛安排及场地布置、抽签、选手检录等，

并组织实施。

（四）成绩评定

本赛项评判方式分为裁判评分与计算机评分相结合的方式：

1、计算机评分：根据相关作业标准及评分细则，竞赛技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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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评判系统对选手竞赛操作、步骤、成绩等进行自动评判。

2、裁判评分：依据相关作业标准及评分细则，裁判对选手竞赛

作业过程、作业标准等进行裁判评分。

（五）成绩复核与公布

1.竞赛成绩经复核无误后，由裁判长、监督人员审核签字后确定。

2.竞赛成绩及选手相关信息经确定后，由赛项执委会报送大赛组

委会，在闭幕式公布比赛成绩并颁发奖牌证书。

七、竞赛环境

1、单个竞赛台位：16 平方米，用电额定功率：1000W，无噪音

干扰、通风良好、照明正常，配备工具箱、工具台、打印机、耗材等，

配备视频摄像装置（2个摄像头），全程记录整个竞赛过程。

2、每个赛项工位上标明赛位编号，同时配备 1 个台位。

3、赛项场地应为通风、明亮的室内场地，场地净高不低于 3 米，

应保证赛场采光(大于 500lux)、照明和通风良好。

4、竞赛场地每个工位内设有操作平台并配备 220 伏电源 ，工位

内的电缆线应符合安全要求。

5、竞赛场地设置医疗站、灭火器设备。

6、竞赛场地设置服务区，提供维修服务、医疗、生活补给等服务

保障。

八、成绩评定

（一）评分方式

本赛项评判方式分为裁判评分与计算机评分相结合的方式。

1、计算机评分：根据相关作业标准及评分细则，竞赛技术平台

智能评判系统对选手竞赛操作、步骤、成绩等进行自动评判。

2、裁判评分：依据相关作业标准及评分细则，裁判对选手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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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过程、作业标准等进行裁判评分。

3、在竞赛时段，参赛选手有不服从裁判评判与管理、扰乱赛场

秩序等行为，情节严重的，取消参赛队评奖资格。有作弊行为的，取

消参赛队评奖资格。裁判宣布竞赛时间到，选手仍强行操作的，取消

参赛队奖项评比资格。

4、按比赛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列参赛队的名次。如果出现成绩

分数相同的情况，按选手完成比赛总用时进行排名，用时短者胜出。

5、裁判组实行“裁判长负责制”，设裁判长 1 名，全面负责赛

项的裁判管理工作并处理比赛中出现的争议问题。

（二）裁判工作要求

1、裁判组由竞赛执委会外聘专家和院校推荐教师共同组成，在

竞赛执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主要任务：竞赛现场监督、执裁评分、

评审竞赛结果。

2、权力与义务：裁判人员具有独立实施考评的权利，裁判人员

的人身及名誉受法律保护、不可侵犯。具有客观、公正执裁的义务，

真实反映裁判工作情况的义务。

3、纪律与违纪：服从竞赛执委会及裁判组织机构的安排，主动

接受监督和批评。

4、执裁过程中，行为规范、举止文明；除了执裁环境以外，不

发表影响选手成绩的言论；如发生违纪，主动接受竞赛执委会根据违

纪情况给予的警告处分，不争辩、不抗议；主动接受竞赛执委会根据

违纪情况给予的停职处分，不争辩、不抗议；对于情节恶劣并造成严

重影响的，送交司法机关处理，追究其相关责任。

九、奖项设置

1.本赛项设三个奖项。每个奖项设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一



16

等奖占比 10%，分别颁发金牌及证书；二等奖占比 20%，分别颁发银

牌及证书；三等奖占比 30%，分别颁发铜牌及证书；其它选手颁发优

秀奖证书。具体奖项名称为：

（1）机车牵引控制系统设计与调试赛项奖；

（2）机车乘务员一次乘务作业赛项奖；

（3）动车组司机一次乘务作业赛项奖。

2.获得一等奖、二等奖队伍的学生组指导教师颁发优秀指导教师

证书。

3.获得一等奖的参赛单位颁发最佳组织奖证书；获得二等奖的参

赛单位颁发优秀组织奖证书。

4.参与本赛项的所有境外代表队颁发优秀团体证书。

5.另设竞赛支持奖、突出贡献奖、优秀组织奖若干名，颁发给各

竞赛平台支持单位、竞赛承办单位，按类别颁发证书、奖牌。

十、安全保障

赛项执委会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证大赛期间参赛选手、领队人

员、裁判员、工作人员及观众的人身安全。

（一）比赛环境：

1、赛场设置消防通道，通道宽度不小于 1 米。

2、赛场需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

3、赛场出入口的设置符合消防疏散要求。

4、赛场各出入口，配备安保人员，确保竞赛过程平稳、有序。

5、赛场需配备医疗急救措施，院校医务室专职医生值班。

（二）应急安全：

1、赛区建立与公安、消防部门的协调机制，保证比赛安全，制

定应急预案，及时处置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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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赛场平面图上应标明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警戒区、紧急事

件发生时的疏散通道。现场需提供有效的消防设置。

3、竞赛执委会负责竞赛期间安全预案制定、监督、措施与处置。

（三）供电安全：

1.竞赛技术保障组设专人负责安全用电保障工作，负责与电力部

门沟通事宜，保证比赛期间电力供应正常，及出现异常情况时及时解

决问题。

十一、申诉与仲裁

1、各参赛队对不符合大赛和赛项规程规定的仪器、设备、工装、

材料、物件、计算机软硬件、竞赛使用工具、用品，竞赛执裁、赛场

管理以及工作人员的不规范行为等，可向赛项仲裁组提出申诉，申诉

主体为参赛队领队。参赛选手、指导老师不能代表领队申诉。

2、申诉须在比赛结束后 40分钟内提出，超过 40分钟诉讼无效，

申诉须提供书面申诉，材料应对申诉事件的现象、发生时间、涉及人

员、申诉依据等进行充分、实事求是的叙述，并由领队亲笔签名。非

书面申诉不予受理。

3、赛项仲裁组在接到申诉报告后须组织复议，并及时将复议结

果以书面形式告知申诉方。申诉方对复议结果仍有异议，可向竞赛执

委会提出申诉。竞赛执委会的仲裁结果为最终结果。

4、仲裁结果由申诉人签收，不能代收，如在约定时间和地点申

诉人离开，视为自行放弃申诉。

5、申诉方可随时提出放弃申诉。

十二、竞赛观摩

1、竞赛设置观摩区域和参观路线，向媒体、企业代表、院校师

生等社会公众开放，不允许有大声喧哗等影响参赛选手竞赛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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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不能进入赛场内指导。为保证大赛顺利进行，在观摩期间应

遵循相关规则。

2、观摩人员应佩戴赛场相关证件（媒体、嘉宾、合作企业等），

方可进入赛场；

3、观摩人员应服从赛场工作人员组织，赛场内不得大声喧哗，

扰乱赛场秩序；

4、观摩人员不得与赛场裁判员和参赛选手交流，不准在工位前

长时间逗留，拍照、录像，影响选手比赛。

5、参加观摩的媒体记者应向执委会办公室提出申请，经赛项执

委会同意后方可进行拍照和录像。

十三、大赛须知

（一）参赛队须知：

1、参赛队名称统一使用学校名称；不接受跨校组队报名。参赛

队自行购买人身保险。

2、参赛队员在报名获得审核确认后，原则上不再更换，如筹备

过程中，队员因故不能参赛，所在学校需出具书面说明并按相关规定

补充人员并接受审核；大赛开始后，参赛队不得更换参赛队员，允许

队员缺席比赛。

3、参赛队按照大赛赛程安排，凭大赛组委会颁发的参赛证和有

效身份证件参加比赛及相关活动。

4、参赛队员统一着装，须符合安全生产及大赛要求。

5、参赛队员应自觉遵守赛场纪律，服从裁判、听从指挥、文明

大赛；持证进入赛场，禁止将通讯工具、电子或文字资料带入赛场。

6、比赛过程中，参赛选手须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和相关准则，保

证设备及人身安全，并接受裁判员的监督和警示；若因设备故障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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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手中断或终止比赛，由赛项裁判长视具体情况做出裁决。

7、本规则没有规定的行为，裁判组有权做出裁决。在有争议的

情况下，仲裁工作组的裁决是最终裁决，任何媒体资料都不做参考。

（二）指导教师须知：

1、指导教师经报名、审核后确定，一经确定不得更换。

2、大赛过程中，不允许指导教师进场指导。

3、指导教师应在指定区域休息，不得在赛场外徘徊，不得干扰

比赛。

4、领队老师做好本队参赛选手的思想工作，树立良好赛风，确

保参赛选手遵守大赛各项规定，保证大赛顺利进行。

5、领队老师按要求参与领队会，及时将抽签结果告知参赛选手。

组织好本队参赛工作，确保参赛选手准时参加各项比赛。组织参加开

闭幕式。做好参赛选手日常生活及安全管理工作。

6、比赛期间，请各代表队领队及指导老师确保信息畅通。

7、各代表队如对比赛过程有异议，应在赛项比赛结束后 40分钟

内向赛项仲裁组提出，并提交领队亲笔签字同意的书面报告，超过时

效不予受理。

（三）参赛选手须知：

1、参赛选手须持身份证和参赛证进入赛场，不准携带任何通讯

工具和其它未经允许的资料、物品进入比赛场地。选手迟到 15 分钟

取消比赛资格。

2、参赛选手在赛场上如遇任何情况，应先举手示意，将所遇问

题报告给现场监督人员，经现场监督人员同意后，手持身份证面对现

场监控设备向线上监督裁判报告所遇情况，经线上监督裁判准许后按

答复要求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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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比赛时间到，选手必须停止所有操作，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

比赛时间，若超出规定竞赛时间，评分裁判将对超出比赛时间部分的

任何操作内容不予计算分数。

4、参赛选手要自觉遵守赛场纪律，服从指挥，凡违反赛场纪律

的选手不得参加评奖，性质严重者执委会有权取消选手比赛资格，并

对参赛队通报批评。

（四）工作人员须知：

1、服从组委会统一指挥，认真履行职责，做好比赛服务工作。

2、准时到岗，认真检查、核实证件（身份证、学生证、教师资

格证、参赛证、场次签）。

3、如遇突发事件，及时向组委会报告，避免重大事故发生。

4、各比赛项目技术负责人对比赛全过程的技术支持负总责。

十四、竞赛直播

1、直播内容：包括比赛现场、开闭幕式、颁奖典礼等重要环节。

同时，在观摩区邀请各院校领队以访谈和点评对话的形式，直播介绍

参赛院校情况、参赛准备等情况。

2、直播组织：综合服务组设有专业宣传策划团队 2 人，对竞赛

现场直播布置、直播开场、赛项讲解、助播配合、直播互动及直播内

容、直播脚本预案等进行策划。

十五、教学资源转化

围绕大赛目标，发挥以赛促融、促教、促改、促学、促建的风向

标作用，以提升职业院校学生技能水平、引领职业学校专业建设和教

学改革为宗旨，形成满足职业教育教学需求、体现先进教学模式、反

映职业教育先进水平的共享性资源成果，形成“成果清单”，包括赛

课融通教材和在线课程资源、学术交流资料、教学改革模式成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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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赛项教学资源转化工作要求，制定赛项赛后成果转化方案。

在大赛执委会的领导与监督下，于赛后 30日内向大赛执委会办公室

提交资源转化实施方案，并于三个月内基本完成资源转化工作。

（一）成果主要内容：

1、竞赛样题、试题库；

2、竞赛技能考核评分规则；

3、竞赛过程视频记录；

4、裁判、专家点评；

5、优秀选手、指导教师访谈；

6、竞赛设备相关技术资料；

7、竞赛教学用手册、课件等资源。

（二）赛项资源转化实施过程：

赛后召开赛项资源转化及专业人才培养的研讨交流会，制定并实

施赛项资源转化计划，同时组织行业知名企业、研究机构、高校等就

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产业发展、岗位技能、专业建设、人才培养、课

程改革等各个方面开展研讨会议，确保大赛资源转化成果能够有效在

高校教学中得以广泛应用。

（三）赛项资源转化产出成果：

赛项资源转化成果包括：赛项基础资源（含赛项技能介绍、技能

要点、评价指标等）和赛项教学资源（含课程资源、技能训练指导书、

技能操作规程等），同时围绕赛项构建实训案例库、课程资源库、赛

项成果库、试题库、素材库等资源。

（四）赛项资源转化成果使用：

赛项资源转化成果将通过云平台进行共享展示，同时为未来技能

国际训练基地、国际训练营和技能护照培训考试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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