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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的技术描述

1.1 本项目的名称

家具制作

1.2 本项目的技术描述

1.2.1 职业定义

家具制作包括独立的和嵌入式家具产品的制作，主要以实木为主要材料。

家具制作包含家具设计，但也可以是对已经设计好的家具作品进行制作。

1.2.2 职业环境

家具制作技术人员主要就业于中小型订制家具制造企业，这些企业主要

依靠高技能型人才的使用，通过高技艺高水平产品的制造来树立公司的名誉

与获得市场的认可。

1.2.3 职业工作内容

家具制作技术人员能独立识图，发现图纸中的错误并能更正，放样，测

量，制作，试组，安装和表面修饰等。

1.2.4 职业素质及能力

家具制作技术人员的基本素质：

 组织与管理能力；

 人际交流沟通能力；

 解决问题及创新能力；

 工作严谨性；

 生产成本意识。

家具制作专业人才需具备的基础能力：

 木材及其它材料（饰面薄木）的识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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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材及其它材料（饰面薄木）的选用能力；

 正确识图；

 熟练掌握家具的结构与制作工艺，高品质及耐久性家具的制作能

力；

 辅助材料的选择，包括饰面板和其它配件等；

 通过精确测量，制作和组装，使家具各零部件间达到接近完美的

结合；

 所制家具产品的最终外观质量。

1.3 选手的知识要求、能力要求

1.3.1理论知识

1.3.1.1 必须具备基本的理论知识，但不进行理论测试。

1.3.1.2 相关规则和规范不列入考核范围。

1.3.2基础知识和个人能力要求

部分 知识与能力 权重（%）

1 组织与管理 10

基础知识：

 了解家具制作行业健康和安全法规

 掌握电动设备和工具的安全操作规程

 掌握对事故，急救和火灾的应急操作步骤和报告流程

 正确使用个人防护设备（PPE）

 掌握工具、机器设备和材料的使用，维修和保养的方法

 保持工作区卫生

 掌握原材料的利用率及成本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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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环保材料的使用和可持续的回收与利用

 掌握生产组织与生产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方法

 了解个人在成功的商业经营中起到的作用

 掌握专业拓展提升方面的基本知识

个人能力要求：

 应具备依照健康、安全标准与制度进行生产制作的能力

 应具备保持安全工作环境的能力

 应具备识别和使用合适的个人防护设备，包括耳塞、护目镜和灰尘口罩

等防护设备的能力

 应具备合理地挑选、使用、清理、维修和保存所有手动和电动工具及设

备的能力

 应具备合理地挑选、使用和储存所有材料的能力

 应具备合理使用工作区域，并且严格执行工作区域整洁干净准则的能力

 应具备高效计划和工作，定期检查进展情况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或其它

错误发生的能力

 应具备对产品进行精准的评测（如：材料、五金件）的能力

2 人际沟通能力 5

基础知识：

 了解建立和维护客户信任的重要性

 掌握协商的流程及非口头交流的方法

 了解相关行业和相关专业角色的需求

 掌握与不同团体和个人进行有效沟通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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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与同事及领导建立和保持高效工作关系的重要性

 了解快速处理误解和冲突的重要性

 掌握对进展情况进行报告的方法

个人能力要求：

 应具备获得客户信任并积极把控客户期待的能力

 应具备了解客户的愿望并进行解读，给出自己的建议，或者提出多个选

项供客户选择以满足或提高设计效果和预算需求的能力

 应具备联络供应商协商价格并下订单的能力

 应具备为客户估价的能力

 应具备不受外部变化因素影响的能力

 应具备针对图纸，文档内容的差异与他人进行交流的能力

 应具备遵循说明，如期完成任务并以合适的方法对进展进行报告的能力

3 解决问题及创新能力 5

基础知识：

 掌握风格，形式和美学因素的规则

 了解运用风格和技巧对作品的品质进行提高的方法

 掌握在工作过程中发现常见问题的方法

 了解复杂项目的解决方法

 了解行业发展趋势的相关知识

个人能力要求：

 应具备与客户及专家一起发掘和讨论风格，形式和美学因素的能力

 应具备定期检查工作情况，并预防潜在问题发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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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具备通过合适的程序，快速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应具备开展复杂的项目时，开发出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来应对挑战的能力

 应具备通过自主创新来提高产品水平以及客户整体满意度的能力

 应具备紧跟行业的不断发展，提升自身专业水平的能力

 应具备运用创新的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

4 图纸使用及工作开展 15

基础知识：

 了解图纸中需要涵盖的全部产品信息

 了解图纸制作需遵循的ISO标准

 掌握运用几何学和三角法绘图的方法

 了解工作图纸精确度的重要性

 了解识别与更改图纸内错误信息的重要性

 了解提升产品的价值及使用性的方法

个人能力要求：

 应具备依据产品使用环境的特点以及产品的功能性完成制作的能力

 应具备依据产品技术要求准备所需原料的能力

 应具备依据图纸制作出符合尺寸规格、特征及风格要求的产品的能力

 能够按规定比例绘制全尺寸图纸

 掌握绘制图纸中需清晰标注结构类型

 应具备依据所给图纸制作高质量产品的能力

 应具备发现并正确更正图纸中错误信息的能力

 应具备确定制作产品所需材料的种类和数量的能力

5 材料的选择与准备 25

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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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系统全面地考虑每个项目的方法，确保准备工作完善

 掌握项目完成所需材料及时间的估算，并合理利用时间及材料

 了解硬木和软木的特点和用途

 了解人造板素板的特点和用途

 了解饰面板的特点和用途

 掌握识别所选材料缺陷的方法和材料的应用范围

 为铰链、锁、拉手，支柱，把手和搁板选择正确的安装方式

个人能力要求：

 应具备预见项目完成过程中所产生的困难并进行合理解决的能力

 应具备合理选材，避免缺陷并提高外观质量的能力

 应具备合理选配五金件的能力

 应具备放样的能力，以便确定所有尺度，截面，角度，斜切和连接点

 应具备使用几何方法来确定复杂的角度，连接点和交点的能力

 应具备选面及进行基准面标记的能力

 应具备精确地将各点，测量尺寸和角度放样到材料上的能力

 应具备直接在材料上放样的能力

6 连接和组装 25

基础知识：

 了解实木和人造板等各种材质零件的连接及组装

 掌握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高质量产品的方法

 掌握胶粘剂和其它粘合材料(固定材料)的属性，用途和使用范畴

个人能力要求：

 应具备手工工具的刃磨、调整的能力

 应具备手工开料、净料加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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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具备使用实木材料制作不同尺寸和不同类型的连接点的能力

 应具备使用手工工具来制作榫卯，包括榫眼、凸榫、垂直榫结合、斜接、

圆榫接、半接榫、抄手榫、粽角榫和燕尾榫的能力

 应具备使用木工机械来制作榫卯的能力

 应具备使用木工机械制作榫眼、企口和模具的能力

 应具备运用裁板锯切割板料和制作连接点榫头的能力

 应具备贴面及封边的能力

 应具备切削刀具的合理选用能力

 应具备合理选用、调制胶黏剂的能力

7 表面处理 15

基础知识：

 了解零部件的砂光知识

 了解材料的用途及适用范围

 掌握门及抽屉的安装方法

 了解砂光材料和涂料的用途、适用范围和正确的使用方法

 了解客户的要求与期望，并能快速确定合适的物料选择和使用标准

个人能力要求：

 应具备定位和安装铰链的能力

 应具备门缝调整的能力

 应具备抽屉和其他移动部件滑动配合的安装与调整能力

 应具备在完整的组装上制作无缺陷的表面的能力

 应具备为零部件制作倒角，处理边缘砂光的能力

 应具备产品表面装饰的能力，如打蜡、抛光、喷漆、上油等

 应具备审查项目的协调性、比例、配合和表面处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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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裁判员和选手

2.1 裁判员的条件与组成

2.1.1 裁判长的基本条件与职责

（1）裁判长由本项目专家组组长担任，做好与参赛单位的沟通协调工作，

落实赛项各项技术工作。

（2）从事本职业（项目）技术工作15年以上。

（3）具有本职业(项目)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且

在本职业（项目）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4）应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处理问题公平、公正。

（5）带头坚持与维护公平公正的原则，遵守保密纪律，不得透露影响比

赛公平公正的信息。

（6）按照选拔赛的要求，做好本项目裁判员的赛前培训。

（7）采取回避、交叉等措施确保公平公正，组织全体裁判员做好本项目

的评判和相关技术工作。

（8）组织本项目开展技术点评。

2.1.2 裁判员基本条件与职责

（1）由专家组成员和各参赛单位选派最多1名专业技术人员担任。

（2）裁判员应具有团队合作、秉公执裁、公平公正等基本素养。

（3）裁判员应具有本职业（项目）技师以上职业资格或中级以上专业技

术职称，且从事本职业（项目）的工作。

（4）参加赛前培训，了解掌握比赛各项技术规则与要求，做好设备、设

施、场地等方面的检测确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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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服从裁判组技术工作安排，认真做好本职工作。

（6）认真参与各项技术工作，对有争议问题应提出客观、公正、合理的

意见。

（7）坚守岗位、严格遵守执裁时间安排，确保执裁工作正常进行。

2.1.3 监督组及职责

监督组由各单位领队组成，组长由省人社厅领导担任，监督竞赛全过程，

其职责如下：

（1）审核技术文件。

（2）监督竞赛全过程。

（3）接受书面申诉，并作出裁决。

2.2 选手的条件与要求

2.2.1 选手年龄 1997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相关人员。

2.2.2 技能水平 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

2.2.3 选手要求 思想品德优秀，身心健康，且有较强学习领悟能力，良

好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及应变能力。

2.2.4 其它 参赛选手必须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在有效期内，需在比

赛检录时将证明材料提交给裁判长审查留存。

3.竞赛题目

3.1 竞赛项目的组成

3.1.1 项目组成

比赛共分为8个模块，赛程为1.5天，累计比赛时间为14小时。

3.1.2 项目各模块配分比例：见表1

表1：各模块配分及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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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代号 评分项目描述
分数组成

主观评测配分 客观测量配分 合计

1 A 模块一：尺寸 0 18 18

2 B 模块二：与图纸的一致性 0 12 12

3 C 模块三：表面标记和黏合前的拼接质量 6 10 16

4 D 模块四：黏合后的拼接质量 16 0 16

5 E 模块五：配合和可移动部分质量 7 9 16

6 F 模块六：表面质量 6 6 12

7 G 模块七：材料使用 5 0 5

8 H 模块八：安全 5 0 5

合计 45 55 100

3.2 考核模块的内容：见表2.

表2：考核模块的内容

考核模块 考核内容 不包括

模块一

尺寸

1.图纸要求的外观尺寸。

2.重要的零部件尺寸。

3.零部件之间的相对位置尺寸。

模块二

与图纸的一致性

1.作品尺寸与图纸的一致性。

2.作品方向与图纸的一致性。

3.作品图案与图纸的一致性。

4.作品造型与图纸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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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作品技术要求与图纸的一致性。

模块三

表面标记和黏合前的拼

接质量

1.表面评分系统标记。

2.连接处的内部榫头、榫眼在胶粘之前进行评分，包括安装配合和

精准度。

3.圆榫和饼干榫必须以统一的方式插入。

4.选定的榫卯加工只允许手工工具制作（不得使用电动工具）。

模块四

黏合后的拼接质量

要求门板、抽屉、柜体等主要部件的榫结合处严密无缝、牢固、平

齐、正确，不能显露出填充材料（胶、木屑、蜡等）。

模块五

配合和可移动部分质量

根据图纸和料单，对产品可转动和移动部分的结构加工质量和五金

配件装配质量进行评估，如抽屉抽拉流畅自如、门开启顺畅、闭合

后严实、并保证规定的间隙；合页或铰链位置安装正确、准确并与

板件表面平齐。

模块六

表面质量

所有表面都应保持良好的光洁度。例如实木、面板及边角应准备好

抛光，并且不能显露出芯料（胶、木屑、蜡等）。

表面砂光最高用320#砂纸。如需要喷漆或上油，可使用400#砂纸。

表面不可出现横砂。

模块七

材料使用

要求选手正确、合理使用标准配置的材料。

由于选手加工失误，使用额外材料最多可以扣到5 分。

模块八

安全
要求选手在整个比赛过程中必须做到健康、安全和关爱环境。

3.3 实操考核的评分标准

赛题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必须附带评分标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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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评分的打分范围为1-10 分（10 分制）

分值范围：

1）0：无操作

2）1-4：行业标准以下

3）5-8：符合行业标准及以上

4）9-10：优秀

客观评分：最少3名裁判员进行每个方面的评分。

最终的评分标准细则由全体项目组成员讨论通过。

4.命题方式

4.1 命题流程

4.1.1 赛题简介

赛题以一个独立的模块，或一系列独立的模块，或相联系的模块的形式

呈现。赛题设计需满足基础知识和个人能力要求中各部分所包括的要求范畴。

赛题、评分标准、技术说明之间的关系是保证比赛质量的重要要素。

赛题不包括技术说明之外的范畴，赛题只通过具体实际操作来考察基础

知识与个人能力。

4.1.2 赛题设计要求

竞赛试题提议制图必须由AutoCAD 完成，DWG 格式，并且另存为DXF 格式

和PDF 格式，保存每项方式命名时要做说明。图纸的比例必须是1比1，且最

大为A0。正投影图可以确定缩小比例制作。竞赛试题正式比赛时应产生30%

变化。

竞赛试题必须包括一个骨架，一个抽屉和一个使用铰接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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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试题最大尺寸为2500mm（长+高+深）。

竞赛时间控制在14 小时之内。

4.1.3 赛题的开发

时间 任务

赛前45天 成立项目组

赛前1个月 公布赛题样题，并准备赛题的30%变化

比赛时 公布赛题（含30%变化）

4.1.4 赛题的审核

赛题由赛事组委会指定的裁判长审核，他们要确保：

赛题与所规定的时间的可行性

赛题与评分标准细则的匹配性

赛题必须遵从技术文件

赛题必须提供完整的每个阶段所需资料和数据

4.1.5 赛题公布

比赛之前必须严加保密，不公布正式比赛赛题。比赛前一个月公布赛题

样题，同时准备赛题的30%的变化，其中这30%变化的正式赛题必须严加保密，

不得向外透露。正式比赛开始时公布改动了30%后的正式赛题。

4.1.6 比赛中赛题的调整

除非是需要修订赛题中的技术错误，否则不得对赛题做任何更正。

4.2 命题产生的方式

家具制作项目山东选拔赛的竞赛项目本着如下原则确定：以第44 届世界

技能大赛比赛项目为基础，以检验参赛选手的实木家具制作基本功为重点，

竞赛项目涵盖世界技能大赛家具制作项目所涉及加工工艺，以及产品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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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保留世界技能大赛的基本技术难度，竞赛项目应在14 小时内完成。本

次选拔赛仅进行实际操作项目比赛。

竞赛命题有专家组完成，并按规定的时间公布赛题、技术要求及评分标

准。

5.成绩评判方式

5.1 评判的流程

赛前评判培训 — 现场评判记录 — 交接记录、综合评定

5.2 评判的方法

5.2.1 采用现场客观打分；

5.2.2 由2 名裁判为1名选手的每个评分点分别打分，选手得分为2名裁

判评分的平均值；

5.2.3 裁判评分遵循回避制原则，采取交叉评分机制。

5.2.4 各模块按照评分标准进行评分；

5.2.5 综合成绩等于各模块成绩的总和。

6.竞赛规则

6.1 竞赛规则

6.1.1 选手通过抽签决定竞赛工位和顺序。

6.1.2 选手必须持本人身份证、赛事组委会签发的参赛证，参加比赛。

6.1.3 比赛前必须对全体教练和选手进行竞赛规则、流程培训。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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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赛事组委会安排参赛选手学习各设备安全操作规程，不少于50分钟。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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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判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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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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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计入选手比赛时间并不予于补偿。

6.1.7 选手在比赛期间不得使用手机、照相、录像、录音等设备，不得

携带U 盘等存储设备；未经允许不得向他人借用工具以及其他竞赛作弊和影

响赛场秩序的行为，一经发现，依情节轻重酌情扣减分数直至取消比赛资格。

6.1.8 比赛期间，选手及其代表队的其他人员如有违反比赛规则的行为，

并且对选手比赛成绩产生影响，依情节轻重酌情对该队选手予以扣分直至取

消比赛资格。

6.1.9 竞赛开始与结束以裁判长口令为界。每一阶段比赛结束前，选手

应将当前产品放在合理工作区域，并按时离场。

6.1.10 竞赛期间凡参赛选手操作电动设备违反安全操作规程，经裁判长

认定，直接取消其比赛资格。

6.1.11 竞赛期间凡参赛选手操作设备、工具发生事故，造成人身伤害的，

直接取消其比赛资格。

6.2 监督与仲裁

设置相应的监督与仲裁机构，接受选手、参赛队、裁判的质疑，负责监

督竞赛公正、仲裁争议。

6.2.1 赛事组委会要严格按照备案的竞赛实施方案组织竞赛。

6.2.2 出现下列情景之一者，由相应的竞赛管理机构宣布取消竞赛成绩：

未按规定使用竞赛试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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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未经组委会批准备案的人员担任裁判员进行裁判工作的；

未按照备案的时间、地点进行竞赛及评判的。

6.2.3 出现意外的比赛质量问题，按照情节轻重做出处理。

6.2.4 比赛现场必须设置仲裁组接受选手或代表队领队的书面申诉（仲

裁表见附表2）。

6.2.5 比赛中出现争议，应及时上报仲裁组，经仲裁组研究后提出处理

意见，上报赛事组委会，赛事组委会的裁定作为此争议的最终处理意见。

参赛选手对赛场提供的不符合竞赛规定的设备、材料，对有失公正的评

判，以及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等，均可有序地提出申诉。

选手申诉均须通过本代表队的教练，及时向裁判组以书面形式提出。裁

判组要认真负责地受理选手申诉，并将处理意见通知教练或当事人。

参赛选手不得因申诉或对处理意见不服而停止竞赛，否则按弃权处理。

参赛申诉截止时间为规定比赛结束时间1 小时之内，逾期不接受任何申

诉。

6.3 违规处理

比赛期间，选手及其代表队的其他人员如有违反比赛规则的行为，将采

取以下处理措施。

6.3.1 选手本人在比赛中出现了诸如擅自携带未经允许的工具、材料，

未经允许向他人借用比赛工具、材料以及其他竞赛作弊和影响赛场秩序的行

为，一经发现，将由裁判员提出警告，并由裁判员报告裁判长，依情节轻重

酌情扣减分数直至取消比赛资格。

6.3.2 如选手被发现擅自处理比赛设备，故意修改设备正常参数，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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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选手设置故障等问题，则立即取消该选手的比赛资格。

6.3.3 各代表队的其他人员的违规行为如对其选手比赛成绩产生影响，

将由裁判长组织全体裁判员讨论处理意见，根据各项目评判标准及本规则的

基本要求，依情节轻重酌情对该队选手予以扣分直至取消比赛资格。

6.3.4 各代表队的其他人员的违规行为无论对其选手比赛成绩是否产生

影响，该违规人员均不得再进入赛场。同时，由赛事组委会责成其代表队负

责人对其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由赛事组委会在本赛区进行通报批评。

6.4 裁判人员须知

6.4.1 裁判员必须服从裁判长的领导，在裁判长领导下，依据评分标准

和评分细则，公平、公正、真实、准确地完成竞赛评分工作。

6.4.2 开赛前查验参赛选手身份证和参赛证是否与应考人相符，并向选

手宣布考场规则和考场纪律。

6.4.3 裁判员必须佩带裁判员胸牌，仪表整洁，举止文明、礼貌，接受

参赛人员的监督。

6.4.4 遵守职业道德，文明裁判。保守大赛试题秘密，严肃赛场纪律。

6.4.5 严格遵守大赛时间规定，不得擅自提前或延长选手比赛时间。

6.4.6 严格执行大赛规则，除应向参赛选手宣读竞赛须知外，不得向参

赛选手暗示或解答与竞赛有关的内容。

6.4.7 竞赛过程中如出现问题或异议，服从总裁判长的裁决，避免参赛

选手和相关人员发生争执。

6.4.8 大赛组委会正式公布成绩和名次前，裁判员不得私自与参赛选手

或代表队联系，不得透露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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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9 坚守岗位，不迟到、早退，无特殊情况不得在竞赛期间请假。

6.4.10 裁判员自行准备，并穿戴比赛现场相应的安全劳保用品。

6.4.11 裁判员要提醒选手注意操作安全，对选手的违规操作或可能引发

人身伤害、设备损坏等事故的操作应立即制止并向现场负责人报告。

6.5 选手须知

6.5.1 参赛选手按照技术文件和测试项目试题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独立

完成各测试模块。

6.5.2 参赛选手必须佩带参赛证及穿戴比赛规定的参赛服装参赛，务必

按时到达指定竞赛场地参赛，并接受裁判员的检查。

6.5.3 参赛选手进入赛场时，除按大赛技术文件规定携带比赛用品外，

严禁携带其他技术资料、工具书、通讯工具进入竞赛场地。

6.5.4 竞赛过程中如出现设备问题，裁判员暂停比赛计时，并及时报告

裁判长，由裁判长确认原因后做出处理决定。

6.5.5 选手在竞赛过程中不得擅自离开竞赛场地，如遇有特殊情况需经

裁判员同意后特殊处理。

6.5.6 竞赛在规定时间结束时，参赛选手应立即停止操作，不得以任何

理由拖延竞赛时间，随后进行相关的清理工作，经裁判员检查许可后，参赛

选手方可离开竞赛场地。

6.5.7 参赛选手不得损坏竞赛场所的仪器设备，并自觉维护竞赛场所的

环境卫生，操作设备应谨慎，不得使用非竞赛用仪器设备。

6.5.8 竞赛过程中因违反安全操作规程造成设备或人身安全事故者，按

相关规定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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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9 保持考场安静，不得大声喧哗或吸烟。

7.基础设施

7.1 设施要求

7.1.1 比赛场地配有标准的作业车间、发动机机械拆装工位、选手休息

室、裁判工作室、男、女厕所等。并有醒目的工位标识，指示牌等。

7.1.2 比赛场地安装录像监控设备。

7.1.3 比赛场地安装高压气泵、废气抽排系统。

7.1.4 选手休息室配备饮水机等。

7.1.5 裁判工作室配备电脑、打印机、文件柜等办公设备。

7.2 设备及平台

7.2.1 选手必须严格按照维修手册的要求，选择适合的仪器、设备、工

具、量具。并能安全、规范、熟练地操作。

7.2.2 竞赛项目（模块）使用的工具设备要求见下表：

1：公共区域设备

1 木工台锯 CS 70 EB SET CN 德国、费斯托

2 砂带机 CMS-MOD-BS 120 230V 德国、费斯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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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细木工带锯 BS350X 青岛、沃夫特

4 方榫机 719T 扬州、汇川

2：工位区域

1
折叠式组合工作台

铣机
CMS-GE OF 1400 德国、费斯托

2 切割机 KS 120 EB 230V-SET 德国、费斯托

3 切割机支架 KS-UG-L 德国、费斯托

4 定制 切割机安装底座 德国、费斯托

5 开榫机 DF 500 Q-Plus 230V 德国、费斯托

6 多功能工作台 MFT 3 德国、费斯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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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木制多功能工作台 MASTER 1800 扬州、汇川

8 吸尘器系统 CTL 36 E CN 220V 德国、费斯托

9
圆型偏心振动打磨

机
ETS 150/5 E 德国、费斯托

10 小方磨机 RTS 400 REQ 德国、费斯托

11 充电式手电钻 GSB180-LI

12 重型快速夹 IRWIN 450mm（18"） 扬州、汇川

13 重型快速夹 IRWIN 600mm（24"） 扬州、汇川

14 重型快速夹 IRWIN 900mm（36"） 扬州、汇川

15 重型快速夹 IRWIN 1250mm（50"） 扬州、汇川

16 重型F 夹 F800mm 扬州、汇川

17 重型F 夹 F1000mm 扬州、汇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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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参赛者工具箱中所含材料、设备和工具

为保证赛事的公平公正，所有选手所使用的量具均由主办单位统一提供。

所有电动工具均由主办方提供。

选手可携带消耗性材料，如纸、胶带、砂纸等。

一切手工木工工具均由参赛选手自备，其它设备、模具及一切木质材料

18 刀具 待定

19
手工工具、安全防护

用品等
自带

3：办公耗材

序号 名称 数量/人 备注

1 中性笔 1 根

2 铅笔 1 根

3 透明胶带 1 个

4 记号笔 1 根

5 燕尾夹 10 个

6 文件夹 1 个

7 3 米卷尺 1 个

8 游标卡尺 1 个 180mm

9 万能角度组合尺 1 个

10 直角拐尺 250mm

11 砂纸 若干 砂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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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不得带入比赛现场；

选手可携带胶合板垫木，长度小于100mm，宽度小于40mm，数量不多于12

块。

7.2.4 选手自带工具清单（建议）

比赛过程中所需要的以上基础设施列表中未尽的手工工具均由选手自

备。如锯子、刨刀、划线刀、锤子、防护设备（护目镜、耳塞）等。

7.2.5 备注

1.所有工具需经裁判长审核合格后方可带入赛场使用。

2.比赛使用的F型夹、G型夹、快速夹，由参赛选手自备(每个工位将会

提供4个F型夹，500mm 2 个，800mm2 个)。

3.个人防护装备：如护目镜、耳塞、口罩等保护装备由各参赛选手自行

准备。

8.竞赛场地

8.1 场地布置要求

8.1.1 比赛场地的地面应有地平漆，作业工位有醒目的标识线。

竞赛在赛事组委会指定的比赛场地进行，具体场地根据参赛选手人数另

行确定。

8.1.2 具体场地设计中应考虑到每个参赛选手的隐私，但也必须便于裁

判监督。如果参赛选手需要裁判协助，必须很容易找到裁判。两个参赛者之

间的隔离墙高度不高于120 厘米。

8.1.3 竞赛场地应有明确的指示牌和标识，每个比赛工位有醒目的编号，

每个工位提供一套完善的竞赛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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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场地照明要求

8.2.1 比赛场地应采光良好，有玻璃窗，能保证白天进行正常的比赛。

8.2.2 比赛场地应安装足够的节能灯，能保证在傍晚或光线暗时也能进

行正常的比赛。

8.2.3 每个比赛工位应配备照明灯或电筒。

8.3 场地消防和逃生要求

8.3.1 比赛场地内必须悬挂“紧急情况安全疏散图”，并有醒目的“安

全出口”指示牌。

8.3.2 比赛场地内应留有至少1.5 米宽的“安全疏散通道”，地面画有

清楚的“安全通道标识线”。

8.3.3 比赛场地内必须配备足够的“灭火器”，保证每一个比赛工位有

一个灭火器。

8.4 竞赛场地设施设备

8.4.1 环境

保证赛场安全环境。

8.4.2 提供材料

量具（卷尺、游标卡尺）；

所有电动工具；

所有切削刀具；

所有消耗性用品（笔、纸、砂纸、胶水等）。

9.安全要求

9.1 安全规定

9.1.1 安全员负责机器的安全措施，包括使用防护镜、耳塞、口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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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在机器区域及选手工作区域巡视时，专家需使用适当的个人安全

设备；

9.1.3 所有的机器都应妥善保护；

9.1.4 所有的电圆锯必须有分刀和防护；

9.1.5 安全员可以要求关于木材工具安全方面的帮助；

9.1.6 压缩空气不能用于除尘；

9.1.7 安全员检查所有机器的安全性，并做出判断：“安全”或“不安

全”；

9.1.8 每个选手的工作区域为15㎡；

9.1.9 参赛选手应严格遵守设备安全操作规程；

9.1.10 参赛选手停止操作时，需及时关闭电源并整理工位，打扫卫生。

9.2 选手安全防护措施要求

9.2.1 选手在比赛场地内必须一直穿戴工作装。

9.2.2 选手进入车辆底下或操作过程中有可能造成头部伤害时应佩戴工

作帽。

9.2.3 选手在有粉尘、有害液体和气雾的场所，或操作过程中有可能造

成眼睛伤害时应佩戴防护眼镜。

9.2.4 选手在操作过程中有可能造成手部伤害时应佩戴布手套或线手

套，当手接触油污或有害液体时佩戴胶手套。

9.3 场地整洁保持要求（有毒有害物品的管理和限制）

9.3.1 比赛场地内必须配备垃圾分类回收箱，保证及时处理垃圾。

9.3.2 比赛场地内必须配备扫帚、拖把、纸巾等，保证及时清除油污和

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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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 比赛场地应根据需要配备洗件盆、贮件盒、毛刷、毛巾等，并配

备废油回收设备。

9.3.4 比赛场地应根据需要配备高压气源和吹尘枪。

9.4 医疗设备和措施

9.4.1 比赛场地内必须设立医疗救助点，至少配1 名医生，准备必要的

医疗器械。

9.4.2 准备常用的治疗感冒、发烧等疾病的药品。

9.4.3 特别应准备好治疗因机械外伤的止血帖、酒精等。

10.绿色环保

赛场严格遵守我国环境保护法。

使用绿色环保材料。

赛场所有废弃物应有效分类并处理，尽可能地回收利用。

10.1 环境保护

10.1.1 保持现场地面清洁。

10.1.2 防止粉尘污染。

10.1.3 防止噪声污染。

10.1.4 节约使用水、电、气。

10.1.5 废旧物料分类放置。

10.1.6 使用节能设备和电子产品。

10.1.7 使用环保汽车防护用品。

10.2 循环利用

垃圾分类放置。

11.附表

附表：1.第45 届世界技能大赛家具制作项目山东选拔赛裁判员推荐表

2.第45 届世界技能大赛家具制作项目山东选拔赛仲裁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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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家具制作项目山东选拔赛选手违规处理登记表

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山东省选拔赛家具制作项目技术组

2017 年11 月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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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第45 届世界技能大赛家具制作项目

山东选拔赛裁判员推荐表

姓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出生地

政治

面貌
毕业院校 学 历

现工作单位及职务 职称/职业资格

拟参与执裁项目 身份证号

联系

电话
电子邮箱

简

要

经

历

被推荐

人单位

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省人社

（行业

主管）部

门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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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第45 届世界技能大赛家具制作项目

山东选拔赛仲裁记录表

举报（申诉）人姓名 工作单位

举报（申诉）原因

举报（申诉）时间

举报（申诉）

基本

事实

举报（申诉）人签字：

赛事监督仲

裁组处理意

见及依据

处理结果

赛事监督仲

裁组处理结

果
本栏根据情况填写

赛事监督仲裁组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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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第45 届世界技能大赛家具制作项目

山东选拔赛选手违规处理登记表

违规选手姓名 参赛项目

所属代表队

违规时间 当值裁判员姓名

选手违

规行为

当值裁

判员处

理意见
签字：

处理依

据与结

果

裁判长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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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

家具制作项目山东省选拔赛

2017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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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介

此图纸为一个独立的一斗一门地柜，由一个骨架、抽屉和一个门

板组成。

2.选手指南

1. 柜体有一个传统抽屉，连接所使用的榫卯必须由手工加工，其余

部分全部由机械加工制造。

2. 柜体由实木拼板采用多米诺榫连接而成，拼板上方采用 45度斜角

拼接。

3. 多米诺榫连接位置由选手依据结构自行设计，但是所使用榫的数

量与赛事组委会提供的数量必须相等。

4. 门板边框、斗面边框采用直角榫连接，嵌板厚度 10毫米。

5. 为保证赛事的公平公正，所有选手所使用的量具均由主办单位统

一提供。

6. 所有电动工具均由主办方提供。

7. 选手可自带铅笔、钢笔、纸张、橡皮等消耗性材料；

10.一切手工木工工具均由参赛选手自备，其它设备、模具及一切木

质材料均不得带入比赛现场；

11.选手可携带胶合板垫木，长度小于 100mm，宽度小于 40mm，数量

不多于 12块。

12.对于违反安全操作规程的选手，可直接取消其参赛资格；

13.该产品应该以安全的操作方式完成，且最大工作时间为 1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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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赛题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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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料清单

A、柜体部分

序号 零部件名称
毛料尺寸 数

量
材质

长 × 宽 × 厚

1 柜体 1 440 320 18 1 榉木

2 柜体 2 440 320 18 1 榉木

3 柜体 3 780 320 18 2 榉木

4 柜体 4 550 420 10 1 榉木

5 柜体 5 440 320 18 1 榉木

6 柜体 6 400 40 18 1 榉木

B、抽屉部分

序号 零部件名称
毛料尺寸 数

量
材质

长 × 宽 × 厚

1 抽屉 1 410 120 20 1 榉木

2 抽屉 2 300 80 14 2 榉木

3 抽屉 3 400 80 14 1 榉木

4 抽屉 4 400 300 10 1 榉木

5 抽屉 5 300 15 6 2 榉木

D、柜门部分

序号 零部件名称
毛料尺寸 数

量
材质

长 × 宽 × 厚

1 柜门 1 390 320 10 1 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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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柜门 2 500 45 24 2 榉木

3 柜门 3 350 45 24 2 榉木

5.五金清单

序号 名称 规格 数量

1 柜门合页 现场提供 2

2 柜门拉手 圆形 1

3 抽屉拉手 圆形 1

4 多米诺 1 30*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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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手可携带胶合板垫木，长度小于100mm，宽度小于40mm，数量不多于12块。
	7.2.4 选手自带工具清单（建议）
	比赛过程中所需要的以上基础设施列表中未尽的手工工具均由选手自备。如锯子、刨刀、划线刀、锤子、防护设备
	7.2.5 备注
	1.所有工具需经裁判长审核合格后方可带入赛场使用。
	2.比赛使用的F型夹、G型夹、快速夹，由参赛选手自备(每个工位将会提供4个F型夹，500mm 2个，
	3.个人防护装备：如护目镜、耳塞、口罩等保护装备由各参赛选手自行准备。
	8.1 场地布置要求
	8.1.1 比赛场地的地面应有地平漆，作业工位有醒目的标识线。
	竞赛在赛事组委会指定的比赛场地进行，具体场地根据参赛选手人数另行确定。
	8.1.2具体场地设计中应考虑到每个参赛选手的隐私，但也必须便于裁判监督。如果参赛选手需要裁判协助，
	8.1.3 竞赛场地应有明确的指示牌和标识，每个比赛工位有醒目的编号，每个工位提供一套完善的竞赛设备
	8.2 场地照明要求
	8.2.1 比赛场地应采光良好，有玻璃窗，能保证白天进行正常的比赛。
	8.2.2 比赛场地应安装足够的节能灯，能保证在傍晚或光线暗时也能进行正常的比赛。
	8.2.3 每个比赛工位应配备照明灯或电筒。
	8.3 场地消防和逃生要求
	8.3.1 比赛场地内必须悬挂“紧急情况安全疏散图”，并有醒目的“安全出口”指示牌。
	8.3.2 比赛场地内应留有至少1.5米宽的“安全疏散通道”，地面画有清楚的“安全通道标识线”。
	8.3.3 比赛场地内必须配备足够的“灭火器”，保证每一个比赛工位有一个灭火器。
	8.4 竞赛场地设施设备
	8.4.1 环境 
	保证赛场安全环境。
	8.4.2 提供材料
	量具（卷尺、游标卡尺）；
	所有电动工具；
	所有切削刀具；
	所有消耗性用品（笔、纸、砂纸、胶水等）。
	9.1 安全规定
	9.1.1安全员负责机器的安全措施，包括使用防护镜、耳塞、口罩等；
	9.1.2在机器区域及选手工作区域巡视时，专家需使用适当的个人安全设备；
	9.1.3所有的机器都应妥善保护；
	9.1.4所有的电圆锯必须有分刀和防护；
	9.1.5安全员可以要求关于木材工具安全方面的帮助；
	9.1.6压缩空气不能用于除尘；
	9.1.7安全员检查所有机器的安全性，并做出判断：“安全”或“不安全”；
	9.1.8每个选手的工作区域为15㎡；
	9.1.9参赛选手应严格遵守设备安全操作规程；
	9.1.10参赛选手停止操作时，需及时关闭电源并整理工位，打扫卫生。
	9.2 选手安全防护措施要求
	9.2.1 选手在比赛场地内必须一直穿戴工作装。
	9.2.2 选手进入车辆底下或操作过程中有可能造成头部伤害时应佩戴工作帽。
	9.2.3 选手在有粉尘、有害液体和气雾的场所，或操作过程中有可能造成眼睛伤害时应佩戴防护眼镜。
	9.2.4 选手在操作过程中有可能造成手部伤害时应佩戴布手套或线手套，当手接触油污或有害液体时佩戴胶
	9.3 场地整洁保持要求（有毒有害物品的管理和限制）
	9.3.1 比赛场地内必须配备垃圾分类回收箱，保证及时处理垃圾。
	9.3.2 比赛场地内必须配备扫帚、拖把、纸巾等，保证及时清除油污和垃圾。
	9.3.3 比赛场地应根据需要配备洗件盆、贮件盒、毛刷、毛巾等，并配备废油回收设备。
	9.3.4 比赛场地应根据需要配备高压气源和吹尘枪。
	9.4 医疗设备和措施
	9.4.1 比赛场地内必须设立医疗救助点，至少配1名医生，准备必要的医疗器械。
	9.4.2 准备常用的治疗感冒、发烧等疾病的药品。
	9.4.3 特别应准备好治疗因机械外伤的止血帖、酒精等。
	赛场严格遵守我国环境保护法。
	使用绿色环保材料。
	赛场所有废弃物应有效分类并处理，尽可能地回收利用。
	10.1 环境保护
	10.1.1 保持现场地面清洁。
	10.1.2 防止粉尘污染。
	10.1.3 防止噪声污染。
	10.1.4 节约使用水、电、气。
	10.1.5 废旧物料分类放置。
	10.1.6 使用节能设备和电子产品。
	10.1.7 使用环保汽车防护用品。
	10.2 循环利用
	垃圾分类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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