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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的主要内容总结的主要内容

一．2016年个人拆装赛项的综述

二．赛项的解读赛项的解读

三．成绩分析

四 选手水平评价四．选手水平评价

五．亮点和存在问题

六．明年比赛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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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综述、综述

1、参赛情况1、参赛情况

比赛时间 2016 5 20 22比赛时间：2016.5.20～22

比赛地点：山东德州比赛地点：山东德州

报名参赛人数：74人，实际参赛人数73

工位：9个（其中备用工位1个）

每轮比赛时间：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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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综述、综述

2、裁判情况2、裁判情况

企业

或培
裁判员 执裁 参赛经历

或培

训机

构

裁判员
过

40%

中高

构
30%

中高

职院

校

70% 未执

裁过
60%

由于采用了更细化的评分表，测量记录部分为单独统
一评分，保证了评分的标准一致性、公平和快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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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赛项解读二、赛项解读

1、总体情况1、总体情况

使用发动机工件：

• 科鲁兹1.6L发动机（LDE），发动机本体无缸盖、活塞连

杆、油底壳等。

比赛时间：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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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赛项解读二、赛项解读
1、总体情况

任务：对发动机曲柄连杆机构的拆解、检查（包括外观检查和尺寸测

量）和组装 按要求填写检查测量记录并根据测量结果进行分析作出零量）和组装；按要求填写检查测量记录并根据测量结果进行分析作出零

件好坏的判断。

• 1)曲轴和曲轴主轴承的拆卸、检查、测量、组装；

• 2)测量检查曲轴轴向间隙；

• 3)测量检查曲轴不圆度；

• 4)测量检查曲轴主轴承间隙（用塑料线间隙规）；• 4)测量检查曲轴主轴承间隙（用塑料线间隙规）；

• 5) 填写《发动机曲柄连杆机构的检查、组装和拆解维修记录表》，

6
计算和确定维修方案。



二、赛项解读二、赛项解读
分类 具体项目 分值 占比%

2、
配

准备工作 准备及辅助 3 3
测量曲轴轴向间隙 8
测量曲轴不圆度 13配

分
项

测量工作 43
测量曲轴不圆度 13
测量曲轴主轴承间隙 13
测量曲轴主轴承轴颈 9

项
情

测 颈

安装工作
检查曲轴主轴承轴颈和
曲轴主轴承 6

18
组装曲轴 12情

况
组装曲轴 12

数据记录 维修工单记录 15 15
维修手册使用 3

规范要求 18作业规范 5
安全和5S 10

结束整理工作 作业后整理 3 3
7

结束整理工作 作业后整理 3 3
合计 100 100%



三、成绩分析三、成绩分析
1、实操成绩

2016年个人拆装实操成绩分析

参赛人数 74人 实际参赛： 73参赛人数 74人 实际参赛： 73

最高分 96

最低分 23最低分 23

成绩分数段 人数 占比

成绩90分以上（含90） 8 11 0%成绩90分以上（含90） 8 11.0%

80--90分含（80分） 26 35.6%

70 80分（含70分） 18 24 7%70-80分（含70分） 18 24.7%

60-70分（含60分） 11 15.1%

60分以下人数 10 13 7%
8

60分以下人数 10 13.7%

合计 73 100.0%



三、成绩分析三、成绩分析

2、实操成绩2、实操成绩

一等奖代表队分差

96
96

实
操

96

76 580

90

100

等奖代表队分差
95
95
91

操
成
绩76.5

60

70

80 91
86.5
76.5

绩

30

40

50

分差非常接近；最多分

76.5

0

10

20 差19.5，主要体现在对
测量数据的准确性。

0
2016

最高分 最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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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绩分析三、成绩分析
2、实操成绩对比

30
2016、2015、2014实操成绩对比图

20

25

10

15

5

10

0
10分 20分 30分 40分 50分 60分 70分 80分 90分 100分

数 数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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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绩分析三、成绩分析
3、实操用时

60
2016、2015、2014年用时情况

40

50

20

30

10

20

0
24min 25min 26min 27min 28min 29min 30min 未完

数 数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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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绩分析三、成绩分析
3、实操用时

• 从大赛完成和用时统计数据看，2014年大从大赛完成和用时统计数据看，2014年大
赛在未完成的选手49人占71%；2015未完
成的选手31人只占44%； 2016未完成的选成的选手31人只占44%； 2016未完成的选
手25人只占34%中。完成赛项的选手从
2014的29%提高到66%这也表明今年选手2014的29%提高到66%这也表明今年选手
水平普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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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绩分析三、成绩分析

4、实操主要失分点4、实操主要失分点

测量数据精准度不高测量数据精准度不高

失
动作规范部分选手稍差

失
分

检查不仔细

分
原
因

选手过于紧张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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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选手的水平评价四、选手的水平评价

与行业要求与行业要求
对比

• 达到或超
过行业平

• 接近行
业水平过行业平

均水平
业水平

动作到位和
操作规范程度

动作到位和

测量准确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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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选手的水平评价四、选手的水平评价

个人拆装项目今年比去年在高分上没有提高，个人拆装项目今年比去年在高分上没有提高，
八十分以上去年达到37人，今年34人，说明选
手比去年的水平变化不大。手比去年的水平变化不大。

完成的人数比例提高较多， 2014的29%，完成的人数比例提高较多， 2014的29%，
2015年的56%，2016年提高到66%，整体水
平在提高。平在提高。

15



五、亮点和问题五、亮点和问题
1、亮点

1. 项目设置了技术专家，在故障设置和客观评分上由技术专家带

队统一把关，减少了评分中的误差，体现更加公正、公平。

2. 技术专家是项目的核心支柱，非常敬业。

3. 比赛全程相对有序、基本按计划进行，未出现严重的操作失

误。误

4. 本次定期维护的场地、设备、工具都比较到位，比赛全过程未

出现设备和工具的本身问题影响比赛的正常运行。出现设备和工具的本身问题影响比赛的正常运行。

5. 现场的技术支持协助及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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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亮点和问题五、亮点和问题
2、问题

人数 占比
延时的情况

人数 占比

8 11.0%

主要原因：操作时手被划伤，进行包扎。

改进的建议：赛前对新缸体的相关部件外部边缘

（锋利处）进行预处理 会减少选手受伤的概率（锋利处）进行预处理，会减少选手受伤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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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亮点和问题五、亮点和问题

2、问题2、问题

裁判培训时间不是很充足 未能达到每名裁裁判培训时间不是很充足，未能达到每名裁

判实际操作一遍全流程；判实际操作 遍全流程；

本次裁判中来自职业院校的较多，占了

70%，对项目的检查动作规范掌握的稍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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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017年个人拆装比赛设想六、2017年个人拆装比赛设想

1.在连续九年的发动机赛项中，发动机的两大机构（曲柄连

杆机构、配气机构），一个机体（缸盖、缸体、油底）

中，只有配气机构中的凸轮轴和进排气门的拆装与测量没

有作业过 基于发动机修理项目的完整性 建议明年采用有作业过。基于发动机修理项目的完整性，建议明年采用

配气机构相关部分的拆装与测量。以便使发动机修理工艺

赛项在十年大赛中有一个完满结题

2 建议对个人拆装项目 可以实际维修中涉及维修频次相对2.建议对个人拆装项目，可以实际维修中涉及维修频次相对

较多的项目开展，可调整为通过发动机漏气量测量，再进

19行拆检，可拆气门、某一单缸活塞等作业。



六、2017年定期维护比赛设想六、2017年定期维护比赛设想

3.对于未来可以采用变速器作为个人拆装赛项内

容，以便与世界技能大赛接轨。

4 个人拆装时间可适当延长 30分钟稍短 通过项4.个人拆装时间可适当延长，30分钟稍短，通过项

目的改变，可调到50—60分钟，使选手操作过程目的改变，可调到50 60分钟，使选手操作过程

延长，能更加综合体现动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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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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