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武威市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
交通运输类新能源汽车维修赛项竞赛规程

三、竞赛内

一、赛项名称

赛项名称：新能源汽车维修

赛项组别：中职教师组

赛项归属产业：交通运输类

二、竞赛目的

赛项以“中国制造 2025”规划为背景，紧跟国家新能源汽车

发展战略，服务新能源汽车产业领域人才培养的需求，引领职业

院校相关专业和课程建设，实现以赛促教、以赛促改，推动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对接岗位核心技能培养双师团队，提高职业院

校人才培养质量。赛项对接纯电动汽车企业先进技术和行业标准，

把真实工作过程、任务和要求融入比赛环节，注重团队合作，注

重德技并修，能全面展示学生新能源汽车技术与服务的综合职业

能力。使中职学生能熟练新能源汽车技术，促进新能源汽车技术

专业建设与教学改革；为新能源汽车产业行业培养高素质的技能

型人才；为后续的国赛选拔优秀团队。

容

新能源汽车维修赛项为实操比赛，由两人一组组队完成，在

规定时间40分钟内,完成新能源汽车故障诊断与排除，设分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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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 比赛时间 比赛项目 评分方式

第一天

（学生组）
8：00-19：00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现场评分

第二天

（学生组）
8：00-19:00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现场评分

第三天

（教师组）
8：00-19：00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现场评分

五、比赛设备及工具清单

新能源汽车维修赛项比赛设备，工具、耗材统一提供。

表1《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赛项设备及工具清单

序号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车辆 比亚迪e5(2019) 2

2 万用表 INW-XG-03等 6

3 绝缘测试仪 INW-XG-04等 6

4 接地电阻测试仪 INW-ZZ-09等 6

5 万用接线盒 INW-XG-01等 6

6 故障诊断仪 QRXK-I 6

7 绝缘手套 12

8 耐磨手套 12

9 护目镜 8

10 安全帽 8



11 灭火器 干粉 3

12 灭火器 水基 3

13 电脑 3

14 警示牌 3

15 隔离带套 18

六、技术规范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赛项以教育部颁布的职业学校相关

专业教学指导方案和国家职业标准规定的技能要求为标准。

本次竞赛技术规范主要参考下列国家标准及维修手册等资料:

（一）竞赛车型维修手册和电路图（电子版）。

（二）GB-T18384.1-2015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第1部分：车载可充

电储能系统。

（三）GB-T18384.2-2015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第2部分：操作安全

和故障防护。

（四）GB-T18384.3-2015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第3部分：人员触电

防护。

（五）GB-T20234.1-2015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第 1部

分：通用要求。

（六）GB-T20234.1-2015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第2部分：

交流充电接口。

（七）GB-T27930-2015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充电机与电池管理

系统之间的通信协议。

（八）GB-T28382-2012纯电动乘用车技术条件。



（九）DB11/Z878-2012电动汽车电能供给与保障技术规范动力

蓄电池系统维护。

（十）GBT-18488.1-2015-电动汽车用驱动电机系统-第1部分：

技术条件。

（十一）GBT18488.2-2015电动汽车用驱动电机系统第2部分：

试验方法。

（十二）《汽车维护、检测、诊断技术规范》（GB/T18344）。

（十三）《纯电动汽车维护、检测、诊断技术规范》（JT2018

-42）。

（十四）《新能源汽车维护技术标准》（试行）。



2024年武威市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

新能源汽车维修赛项

选手作业表

竞赛模块：新能源汽车故障诊断与排除

选手参赛号 工位 竞赛日期 竞赛用时

检查工具和仪表完整性 1分钟

比赛操作时间 40分钟

1、填写车辆信息本部分

作业项目 作业内容

整车型号

工作电压

电池容量

车辆识别代码

电机型号

里程表读数



2.故障点1诊断与排除过程

作业项目 作业内容 备注

故障现象确认

※确认故障症状并记录

症状现象

模块通讯状态

及故障码检查

正确读取数据

项目 数值 单位 判断 ※如果无相关数据则无

需填写

清除故障码并

再次读取

确认故障码是否再次出现，并填写结果

□无DTC

□有DTC ：

确定故障范围

结合仪表现象、诊断数据和电路图分析，最有可能的

故障范围：

基本检查

线路连接器外观及连接情况

□正常 □ 不正常

零件安装等□ 正常 □ 不正常

※不拆装

部件/电路

测试

部件/线路范围 检查或测试后的判断结果

□ 正常 □ 不正常

□ 正常 □ 不正常

□ 正常 □ 不正常

□ 正常 □ 不正常

波形采集（不用者不

填）

□ 正常 □ 不正常

※注明测试条件、插件

代码和编号，控制单元

针脚代号及测量结果

故障部位确认

和排除

故障类型 确认的故障位置 排除处理说明

□线路故障 更换维修调整

□ 元件故

障
更换维修调整



3.故障点2诊断与排除过程

作业项目 作业内容 备注

故障现象确认

※确认故障症状并记录

症状现象

模块通讯状态

及故障码检查

正确读取数据

项目 数值 单位 判断 ※如果无相关数据则无

需填写

清除故障码并

再次读取

确认故障码是否再次出现，并填写结果

□无DTC

□有DTC ：

确定故障范围

结合仪表现象、诊断数据和电路图分析，最有可能

的故障范围：

部件/电路

测试

部件/线路范围 检查或测试后的判断结果

□ 正常 □ 不正常

□ 正常 □ 不正常

□ 正常 □ 不正常

□ 正常 □ 不正常

波形采集（不用者不填

）

□ 正常 □ 不正常

※注明测试条件、插件

代码和编号，控制单元

针脚代号及测量结果

故障部位确认

和排除

故障类型 确认的故障位置 排除处理说明

线路故障 更换维修调整

元件故障 更换维修调整



4.故障点3诊断与排除过程

作业项目 作业内容 备注

故障现象确认

※确认故障症状并记录

症状现象

模块通讯状态

及故障码检查

正确读取数据

项目 数值 单位 判断 ※如果无相关数据则无

需填写

清除故障码并

再次读取

确认故障码是否再次出现，并填写结果

□无DTC

□有DTC ：

确定故障范围

结合仪表现象、诊断数据和电路图分析，最有可能

的故障范围：

部件/电路

测试

部件/线路范围 检查或测试后的判断结果

□ 正常 □ 不正常

□ 正常 □ 不正常

□ 正常 □ 不正常

□ 正常 □ 不正常

波形采集（不用者不 不

波形采 常波形采 常ᴌ�¼��G�] �Ê� �Ê�é�G�.¤ �Ð �{ .¤ AÚ



5.故障点4诊断与排除过程

作业项目 作业内容 备注

故障现象确认

※确认故障症状并记录

症状现象

模块通讯状态

及故障码检查

正确读取数据

项目 数值 单位 判断 ※如果无相关数据则无

需填写

清除故障码并

再次读取

确认故障码是否再次出现，并填写结果

□无DTC

□有DTC ：

确定故障范围

结合仪表现象、诊断数据和电路图分析，最有可能

的故障范围：

部件/电路

测试

部件/线路范围 检查或测试后的判断结果

□ 正常 □ 不正常

□ 正常 □ 不正常

□ 正常 □ 不正常

□ 正常 □ 不正常

波形采集（不用者不填

）

□ 正常 □ 不正常

※注明测试条件、插件

代码和编号，控制单元

针脚代号及测量结果

故障部位确认

和排除

故障类型 确认的故障位置 排除处理说明

线路故障 更换维修调整

元件故障 更换维修调整



6.故障点5诊断与排除过程

作业项目 作业内容 备注

故障现象确认

※确认故障症状并记录

症状现象

模块通讯状态

及故障码检查

正确读取数据

项目 数值 单位 判断



7.最终维修结果确认本部分累计得分

作业项目 作业内容 备注

维修后故障代

码读取，并填

写读取结果

※表中项目检查有内容

时填写检查结果，如果

没有时填写"无"。

与原故障相关

数据检查结果

项目 数值 单位 判断

维修后的功能

操作确认并填

写结果

裁判员签字: 时间: 2024 年 月 日


	五、比赛设备及工具清单
	六、技术规范
	（十四）《新能源汽车维护技术标准》（试行）。
	裁判员签字:                           时间: 2024 年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