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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第三届全国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技能大赛

理论知识竞赛规程

（指导版）

根据《关于举办 2024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三届

全国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技能大赛的通知》（机械培〔2024〕239

号）和《关于举办 2024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三届全

国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技能大赛决赛有关事项的通知》（机械培函

〔2024〕16 号）的安排，2024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

三届全国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技能大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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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规程是根据智能硬件装调员（智能传感器与边缘计算方

向）、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 S（人工智能视觉技术应用方向）、

人工智能训练师 S（人工智能工业应用场景搭建方向）、工业机

器人系统运维员 S（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方向）、无人

机装调检修工（飞行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方向）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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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

融合，贯穿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一门综合应用技术，集人工智能

技术、多传感器融合技术、运动控制系统、工业机器人、服务机

器人技术、边缘计算技术、智能检测系统、飞行器智能控制技术、

可视化系统和计算机网络于一体，涉及智能控制技术、运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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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机器人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软件技术、

自动化技术、工业工程技术、测量技术、环境感知技术、人机交

互技术等专业的知识和技能。

大赛面向新质生产力，定位于国家相关职业技能标准、以制

造为根基的技术创新以及“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的新技术、

新规范、新理念基础之上。而“人工智能+”新技术、新规范、

新理念在现有技术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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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的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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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技能大赛的理论知识竞赛，重点考查选手对于

人工智能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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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技能型工匠人才。

因此，大赛要求从业人员不仅要有高超的操作技能，还须具

备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相关专业理论基础，才能适应先进制造业对

高技能应用人才的需求。在大赛中，开展理论知识竞赛是选拔人

才的重要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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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全国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技能大赛五个赛项共用一

个理论知识题库。

2.理论知识题库有六个模块组织，1 个公共基础知识模块和

5 个赛项专业知识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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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个模块包括 100 道单项选择题、40 道多项选择题、60

道判断题，即每个模块 200 道题，理论题库共有 1200 道题，题

库全部公布。

4.每个赛项的职工组和学生组的理论赛题均按规定的模块、

比例从题库中随机抽取。

5.每支参赛队的所有选手均需参加理论知识竞赛，分别核计

成绩，其加权平均成绩为该参赛队的理论知识竞赛成绩。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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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选择

题和判断题。

5.题型比例：单项选择题占 50%，多项选择题占 20%，判断

题占 30%。

6.竞赛环境：分赛项集中机考

（三）理论知识竞赛内容

1.公共部分知识模块

（1）人工智能导论，包括人工智能基本概念与结构、人工

智能主流框架、人工智能发展史、智能计算及其应用基本概念、

人工神经网络及其应用基础知识、专家系统与机器学习基础知

识、自然语言处理及其应用基本概念等。

（2）数据采集原理，包括数据采集安全法规、义务基本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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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数据清洗安全法则、数据安全的原则、数据采集工具与设备

基础知识、数据标注工具使用、数据清洗与处理基础知识等。

（3）数据标注工程基础，包括图片数据清洗、文字数据清

洗、语音数据清洗、图片数据标注、文字数据标注、语音数据标

注。

（4）模型训练基础，包括专业领域特征提取基础理论及方

法、数据预处理、样本评估、算法参数调优、算法模型训练、算

法模型验证及评测等。

（5）模型部署应用基础，包括人工智能产品交互流程设计

的基础理论及方法、人工智能产品应用解决方案设计的基础理论

及方法、人工智能产品应用数据监控及分析基础理论、人工智能

产品应用数据管理基础理论等。

（6）编程基础，包括应用 C++或 Python 编程技术等。

2.智能硬件装调员（智能传感器与边缘计算方向）知识模块

（1）检测技术基础，包括传感器基本概念、测量误差分析

基础知识、检测数据处理基础知识等。

（2）智能传感器技术，包括传感器选型与规范、传感器的

装调、传感器的数据采集技术、传感器数据应用技术等。

（3）传感器原理，包括温度传感器原理、应变式电阻传感

器原理、电感式传感器原理、超声波传感器原理、激光传感器原

理、红外传感器原理、气体传感器原理、视觉传感器原理、无线

传感器原理、振动传感器原理等。

（4）边缘计算技术，边缘端设备的安装调试知识，边缘计

算技术的基础知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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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安全文明生产与环境保护知识、职业道德基本知识。

3.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 S（人工智能视觉技术应用方向）知

识模块

（1）工业视觉软硬件基础知识：工业机器视觉系统组成和

应用、工业机器视觉成像系统工作原理、工业相机的种类和特点、

镜头的结构和原理以及光源和光源控制器等基础知识；

（2）工业视觉图像处理基础知识：图像处理的基本方法和

原理、图像特征与提取、图像模式识别等基础知识；

（3）工业视觉相关硬件选型：相机、镜头、光源及光源控

制器等的选型、安装与调试的基础知识；

（4）常用工业视觉软件及其工具相关知识；

（5）工业视觉系统操作与编程基础知识：包括相机的标定

原理等；

（6）工业视觉人工智能应用技术：工业视觉图像数据预处

理、图像标注、模型训练、模型推理、模型部署等基础知识；

（7）安全文明生产与环境保护知识、职业道德基本知识。

4.人工智能训练师 S（人工智能工业应用场景搭建方向）知

识模块

（1）服务机器人操作基础，包括服务机器人安装、调试规

范、传感器技术基础知识、工具使用规范、服务场景应用模块集

成基础、ROS 机器人操作系统基础、Linux 基础等。

（2）人机交互技术，包括语音唤醒基础知识、语音识别基

础知识、语音合成基础知识、语义理解基础知识、语音交互应用

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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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图构建与自主导航技术，包括激光雷达原理、相机

测距原理、任务规划基础知识、环境地图创建与自定位、路径规

划基础理论、实时导航基础理论等。

（4）移动机构控制基础，包括轮式底盘控制基础、电机运

动基础、电工电子技术基础、模拟电子技术、数字逻辑电路、自

动控制原理、单片机原理及应用等。

（5）智能感知技术，包括机器视觉基础知识、姿态识别基

础知识、碰撞检测原理、跌落检测原理、身份验证技术等。

（6）服务机器人场景应用基础，包括服务机器人（含特种

机器人）公共服务应用基础知识、智能配送应用基础知识、智能

巡检应用基础知识、物联网技术基础、服务场景维护和管理的理

论及方法。

（7）安全文明生产与环境保护知识、职业道德基本知识，

尤其要突出服务机器人应用环境下的安全。

5.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 S（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方向）知识模块

（1）工业机器人基础，包括工业机器人的组成与工作原理、

机器人的基本术语与图形符号、工业机器人的坐标系等。

（2）工业机器人编程基础，包括机器人编程语言的类型、

机器人语言系统的结构、工业机器人程序设计过程、示教编程器、

离线编程方式、工业机器人编程指令等。

（3）AGV 机器人编程与调试基础，包括轮式底盘运动学基

础、自主路径规划技术、多传感器融合导航技术等。

（4）协作机械臂控制基础，包括拖动示教基础、多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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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控制基础、机器人运动学基础、机器人动力学基础、坐标

变换基础知识、机器人位置控制基础、机器人轨迹规划基础等。

（5）人机交互技术，包括语音唤醒基础知识、语音识别基

础知识、语音合成基础知识、语义理解基础知识、离线命令词识

别、语音交互应用理论等。

（6）智能视觉基础，包括机器视觉系统组成基本概念、图

像操作分析基础知识、3D 相机的检测原理、自动目标识别基础

理论、手眼标定原理、相机标定原理、手眼协同基本概念等。

（7）工业工程与计算机应用基础，包括工业互联网技术、

信息交互技术、信息融合技术、工业工程技术、管理系统软件应

用与维护、软件编程、工业控制与计算机应用等。

（8）安全文明生产与环境保护知识、职业道德基本知识。

6.无人机装调检修工（飞行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方向）知识

模块

（1）无人机基础，包括无人机基本概念、无人机发展史、

无人机种类等。

（2）无人机系统基础，包括飞行器平台基础、无人机动力

系统基础、无人机控制系统基础、无人机传感器技术、无人机通

信链路基础、无人机地面控制系统理论知识等。

（3）无人机飞行原理，包括空气动力学基础、动态飞行动

力学原理、飞行运动方式和姿态理论、飞行性能分析基础等。

（4）无人机管理基础，包括航空管理基本概要、飞行管制

政策、空域管理政策等。

（5）智能飞行器、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的相关知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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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电子技术基础、无人机装配与维修、单片机技术、传感器与

检测技术、空气动力学等。

（6）安全文明生产与环境保护知识、职业道德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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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五个赛项高级工、技师

国家职业标准的知识要求，围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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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工智能单元应用所涉及的相关基础理论知识为核心。

2.理论知识竞赛与实际操作竞赛紧密联系、相互呼应、互为

补充，如操作技能竞赛中无法进行考核的知识点。

3.试题以工作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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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以基础理论知识的应用为重点，适当增加新技术、新

工艺和新理念等前沿知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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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选题：从往届大赛理论知识赛题中选取。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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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天左右，

与实操竞赛样题一起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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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论知识竞赛组卷原则

1.五个赛项两个组别组卷方式相同。

2.每名选手的理论赛题均是从理论题库中随机抽取（组合比

例分别是 6 个模块，第一个模块占 25%，其他模块各占 15%），

即每名选手的理论赛题内容不同。

3.每个赛项的理论知识赛卷都由 200 道题组成，其中单项选

择题 100 道、多项选择题 40 道、判断题 60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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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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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理论知识竞赛采用机考方式进行，参赛选手除本人身

份证和参赛证外不得携带其它物品进入考场，否则理论知识竞赛

成绩无效。

（三）参赛选手入座后，先在机考软件规定的位置填写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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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考试过程中，参赛选手不允许提前交卷；考试结束前

10 分钟，口头对选手做时间提醒；考试结束后，成绩立刻显示

在屏幕上，此时不要进行任何操作，等裁判员记录成绩后统一离

场。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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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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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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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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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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