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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第三届全国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技能大赛决赛

理论考试竞赛规程

（指导版）

根据《关于举办 2023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三届

全国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技能大赛的通知》（人社部函〔2023〕

103 号）和《关于举办 2023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三

届全国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技能大赛决赛有关事项的通知》人社

职司便函〔2023〕46 号的安排，2023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第三届全国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技能大赛（以下简称：大赛）

组委会技术工作委员会特制定相关系列竞赛规程。

本规程针对大赛汽车整车装调工（新能源汽车轻量化技术方

向）、汽车电气装调工（智能载运技术方向）、机动车检测工（车

路协同技术方向）、汽车电器维修工（新能源汽车电控系统技术

方向）、智能汽车维修工（动力系统节能减排管控方向）五个赛

项的理论知识竞赛而制定。

一、理论知识竞赛的地位与作用

电动化、轻量化和智能化是我国新能源汽车重点专项的战略

目标，其中电动化与能源低碳化、轻量化与制造业生态化、智能

化与网联化将更加紧密地结合。新能源汽车的“三化”发展趋势，将

诸多传统技术与信息通信技术、智能控制技术、互联网技 术等新

技术相融合，对新能源汽车零部件设计、制造、 装配、调试、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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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维修保养、技术管理等相关职业领域（岗位）提出了新的

挑战，对企业职工能力的要求将更加多元化、信息化、专业化，

其技术技能将跨领域、跨专业、跨平台操作。专业操作技能的形

成以掌握理论知识为必要条件，理论知识 的多少决定着技能掌握

的快慢和深浅，掌握的理论知识越巩固， 越有助于技能的形成。

当然，只具备理论知识，而不经过有目的的规范化实操练习，是

不会形成有效的操作技能的。反复地操作练习，细心地积累工作

经验，技能水平就会得到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也会加深对理论知

识的理解，牢固对理论知识的掌握。掌握理论知识不仅要掌握教

材陈述性知识，更要掌握与技术手册（用

户手册）紧密相关的程序性知识。

大赛定位于国家相关职业技能标准、《中国制造2025》以及新

技术、新工艺、新规范、新理念的基础之上。而新技术、新工艺、

新规范、新理念在现有技术平台和量产车型上还未能得到完全体

现，单纯的操作技能竞赛并不能够全面地考查选手在新能源汽车

电动化、轻量化、智能化等跨领域技能或知识，也不能够全面反

映人才综合能力水平。因此，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技能大赛的理

论知识竞赛，重点考查选手对于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技能掌握的

深度与广度，通过理论知识的考核，增强选手技术技能创新发展

的后劲和潜力，培养“深基础、高水平、富创新”的技术技能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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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知识竞赛的内容及方式

（一）理论知识竞赛试题类别

（1）第三届全国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技能大赛五个赛项共

用一个理论知识题库。

（2）理论知识题库包括 5 个赛项的试题，题库共有 1000 道

试题。

（3）每个赛项的职工组（含教师）和学生组的理论竞赛试

题采用同一题库，均按规定从题库中随机抽取。

（4）每支参赛队的 2 名选手均需参加理论知识竞赛，其平

均成绩为该参赛队的理论知识竞赛成绩。

（5）各参赛队的理论知识竞赛成绩按赛项、组别单独排序。

（二）理论知识竞赛方式及时间

（1）竞赛方式：闭卷、机考方式。

（2）分数比例：满分 100 分，占总成绩的 20%。

（3）竞赛时间：60 分钟。

（4）竞赛题型：全部为客观题，题型为单项选择题。

（5）竞赛环境：分赛项集中机考。

（三）理论知识竞赛内容

理论知识竞赛涉及以下十个方面：

（1）安全用电与用电保护技术，包括单相触电方式分析与

急救处理措施，两相触电方式与急救处理措施，跨步电压触电方

式分析与急救处理措施，工作接地保护处理措施，电气设备的保

护接地处理措施，电气设备的保护接零处理措施，正确使用急救

工具和急救方法进行应急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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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子电工技术，包括新能源汽车基本电子电气元器件

性能分析，基本电路图识图、电路功能分析与检测，正确使用电

路图进行整车线束的组装与接插件排线，正确使用验电笔、万用

表、兆欧表、LCR 测试仪（数字电桥）、钳型电流表和示波器等

检测工量具，检测分析电压、电阻、电流、频率、占空比、绝缘

值等电信号，检测分析升压、整流、逆变、放大、滤波、通讯（LIN、

CAN）等组合电路与信号，检测分析二极管、三极管、电阻、电

容器、电感、继电器、连接器等电子电气元器件性能。

（3）汽车电路识读与分析，包括整车控制器 ON 挡唤醒电路

识读与分析，整车控制器快充唤醒电路识读与分析，整车控制器

慢充唤醒电路识读与分析，整车控制器远程唤醒电路识读与分

析，档位控制电路识读与分析，能量回收电路识读与分析，加速

踏板控制电路识读与分析，电机控制器、动力电池管理系统、空

调制冷与暖风系统、高压控制盒电路识读与分析。

（4）驱动电机技术，包括永磁同步电机、交流异步电机、

轮毂电机、开关磁阻电机和直流电机等的装配和调试技术，电机

外观和空载检查，电机内密封性、短路、绝缘、接地、电阻检测

技术，电机控制技术，电机常见故障诊断与维修技术，电机系统

日常维护技术，电动机运动基本法则，电机机械特性，电机减速

器结构组成，电机减速器拆装，电机冷却方式。

（5）动力电池技术，包括根据电池正极和负极材料进行动

力电池分类，电芯制造工序和检测标定，电池单体内阻和容量测

量，电池成组和连接技术，电池分容和分拣技术，电池包绝缘性

和密封性检测，动力电池均衡管理技术，电池热管理技术，动力

第
三
届
全
国
新
能
源
汽
车
关
键
技
术
技
能
大
赛



5

电池充电和放电控制技术，动力电池防撞设计，动力电池装卸与

维护，动力电池快换装置的日常维护和典型故障诊断与排除，电

池回收与利用技术，电动车辆能耗经济性能评价技术，电池系统

与整车匹配技术。

（6）燃料电池技术，包括 AFC、PAFC、MCFC、SOFC、PEFC

等类型燃料电池工作原理与技术特征，燃料电池冷却方式，电堆

的组成及材料，电堆与超级电容或二次电池匹配，电堆与 DC/DC

变换器匹配，电堆特性和工作原理、燃料电池氢气供给技术，燃

料电池空气供给技术，燃料电池汽车能量管理策略，燃料电池汽

车氢气储存技术，氢燃料电池汽车系统结构组成及系统工作原

理，氢燃料电池的装配调试，氢燃料动力系统的维护保养和典型

故障诊断与排除，电堆事故诊断与寿命预测技术。

（7）电控技术，包括电机控制器（MCU）结构组成与工作原

理，电机控制器拆装，IGBT 驱动模块，DC-DC 模块，能量回收模

块，电机控制器过温故障诊断与维修，电机转子位置监测技术，

驱动电机、开关磁阻电机、直流电机调速，电池管理系统（BMS）

工作原理和运行状态监测，电池管理系统参数采集与分析，动力

电池数据通信技术，燃料电池电堆控制技术，燃料电池辅助电源

控制技术、燃料电池电机及控制技术，燃料电池反应速率控制技

术，燃料电池增压器调试技术。

（8）整车电控策略，包括高压、低压配电控制策略，高压

互锁控制策略，电动空调系统控制策略，制动系统控制策略，转

向控制策略，充电系统控制策略与故障诊断排除，电气娱乐系统

控制与故障诊断排除，汽车网关控制与故障诊断排除，整车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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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电故障诊断与排除，整车高压余电电量检测计算与泄放、CAN

数据分析与故障诊断排除，燃料电池汽车整车控制策略。

（9）汽车轻量化，涉及 1）汽车轻量化评价指标，包括轻

量化对车辆操控性和能量经济性的影响，车辆组件装配与调试，

车辆动态性能测试。2）汽车轻量化技术途径，包括动力系统轻

量化（电池、电机、传动系统轻量化），氢燃料技术，车身结构

满强度优化设计方法，应用轻质材料（铝、镁、塑料、玻璃纤维、

碳纤维复合材料等），先进制造工艺和连接工艺，钢铝焊接技术，

热成型技术，激光拼焊板技术，连续变截面板技术，内高压成形

技术。

（10）汽车智能化技术，涉及 1）环境感知技术，涉及车载

先进传感器的识别、雷达探测技术、机器视觉技术、车辆姿态感

知技术、传感器数据对比、信息融合技术（感知融合策略）、目

标检测与分类技术，道路识别技术，车辆识别技术，行人识别技

术，交通信号识别技术。车载先进传感器的选型、安装、调参、

标定和维护维修技术；2）信息交互技术，包括车载无线通讯技

术、运程信息服务平台、车-路协同（V2X，包含车-路、车-车、

车-人通讯）；3）基础支撑技术，包括卫星定位技术（GPS）、惯

性导航与轨迹推算技术、车辆运行轨迹云平台、高精度地图采集

处理技术、智能汽车实验验证技术；4）智能决策技术，包括典

型预测方式、行为决策技术、轨迹规划技术；5）控制执行技术，

包括线控技术，车辆底盘线控技术（驱动、制动、转向、悬架）、

车辆运动控制技术（横向、纵向）、PID 控制技术；6）先进驾驶

辅助系统，包括交通标志识别 TSR，智能限速提醒 ISLI，前向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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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预警 FCW，车道偏离预警 LDW，并线辅助系统，自动紧急制动

AEB，自动紧急转向 AES，车道保持辅助 LKA，自动启停（含红绿

灯识别），自适应巡航系统 ACC，自动泊车辅助系统 APA，主动避

障、驾驶员疲劳驾驶预警系统 BAWS 技术、自适应前照明系统技

术。

三、理论知识竞赛的命题与组卷

（一）理论知识竞赛命题思路

本届大赛理论知识竞赛的命题，围绕五个赛项所涉及的多个

技术领域的基础理论知识，特别是操作技能的专业知识，以实际

应用为重点，突出综合能力的考核。

（1）以新能源汽车电动化、轻量化和智能化等跨领域交叉

学科所涉及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理论知识为核心。

（2）理论知识竞赛与操作技能竞赛紧密联系、相互呼应、

互为补充。

（3）试题以新能源汽车设计、制造、装配、调试、运用、

检测、维修、轻量化和智能化等职业领域所涉及的相关理论知识

为主要考核内容，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应用能力的考核。

（4）试题以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在新能源汽车电动化、轻量

化、智能化方面的应用为重点，适当增加新技术、新工艺、新规

范、新理念等方面的前沿知识内容。

（二）理论知识竞赛试题来源

（1）为进一步体现公平、公正、公开与共同参与原则，本

届大赛的理论知识赛题全部为客观题，理论赛题来源有三种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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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题：从相关大赛理论知识赛题中选取。

2）征题：由技术工作委员会组织专家面向全国参赛队征集

赛题。

3）命题：由理论知识竞赛专家组命题。

（2）通过上述三种方式建立理论知识题库，在赛前一个月，

与实操竞赛样题一起公布。

（三）理论知识竞赛组卷原则

（1）五个赛项的两个组别组卷方式相同。

（2）每个赛项的理论知识赛卷均由 100 道题组成。

四、理论知识竞赛规则

每支参赛队的所有选手应在规定的时间，按要求参加理论知

识竞赛，并遵守以下规则：

（1）参赛选手凭本人身份证和参赛证，在规定的时间和地

点检录后进入考场，正式考试开始后禁止选手再入场。

（2）理论知识竞赛采用机考方式进行，参赛选手不需带任

何物品进入考场，否则理论知识竞赛成绩无效。

（3）参赛选手入座后，先在机考软件规定的位置填写工位

号、选手编号等参赛信息，开始答题的指令发出后才能进入答题

界面，开始 60 分钟倒计时。

（4）考试过程中，参赛选手不允许提前交卷；考试前 10 分

钟，3 分钟，1分钟，系统自动做时间提醒；同时，考试结束前

10 分钟，裁判员口头对现场选手做时间提醒；考试结束后，成

绩将自动从系统后台中导出，裁判员确认成绩并签字后，统一离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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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考试过程中，参赛选手不允许离开考场，不得与其他

选手交流；如遇问题须举手向裁判示意，否则按违规行为处理；

若有特殊原因必须去卫生间者，须由裁判员批准并陪同，所用时

间占用其考试时间。

（6）理论知识竞赛的裁判员负责维护考场秩序，不对试题

做任何解释工作。

五、理论知识竞赛成绩评判规则

理论知识竞赛的成绩评判工作由机考完成，参赛选手在机考

到时系统自动收卷后，此时不要进行任何操作，等待技术人员导

出机考成绩，两名裁判员当面记录成绩，裁判签字确认后选手统

一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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