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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安徽省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技能大赛

（第十五届全国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安徽省选拔赛）

城市轨道交通信号工赛项（学生组）

技术方案

为科学组织 2024年安徽省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暨第十五届全

国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安徽省选拔赛）城市轨道交通信号工（学生

组）职业技能大赛，保证大赛公开公平公正，维护参赛单位、参赛选手的

合法权益，根据大赛有关规定，制订本方案。

一、竞赛名称

城市轨道交通信号工赛项（学生组）

二、竞赛时间

2024年 9月 29日—30日

三、竞赛形式

竞赛采用团队比赛的形式，分批次进行。

（一）参赛人员

1.参赛选手应为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全日制在校学生，思想品德好，个

人无不良记录。鼓励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铁道信号自动控制、机电一体化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等专业学生参赛。

2.每支参赛队以院校为单位组队参赛，不得跨校，由 2名（性别、年级

不限)在籍学生组成，两人相互配合共同完成竞赛任务。

3.每支参赛队可配 1-2名指导教师，指导教师须为本校专兼职教师，每

所院校可报不多于 2支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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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比赛分批次进行，参赛队比赛的先后顺序由赛前抽签确定。

（二）奖项分配

根据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文件，皖交人

教【2024】131号，赛项设一等奖 1个，二等奖 3个，三等奖 5个，颁发获

奖证书，大赛组委会可根据大赛具体报名情况适当奖励名额，获奖选手比

例控制在全部参赛选手 50%以内。对获得一等奖的选手指导老师颁发“优

秀指导老师”证书。

四、竞赛内容

竞赛内容包括理论知识竞赛和技能操作竞赛两部分。

（一）理论知识竞赛

理论知识题库含标准化试题 900道，题型包括单选题、多选题、判断

题，主要依据《城市轨道交通信号工职业技能标准（2019年版本）》命题。

900 道试题及答案在交通运输部职业资格中心网站（交通职业资格网，

www.jtzyzg.org.cn）上公布。理论知识竞赛满分 100 分，竞赛时由系统随机

自动生成标准化试卷，共 200 道试题，每题 0.5分。其中，单选题 108道，

多选题 54 道，判断题 38道。竞赛时间为 30 分钟，开始考试 20分钟后，

选手方可提交试卷，结束考试。竞赛时间结束或选手交卷后，系统给出得

分及用时。理论知识题库结构及题量题型见表 1。

表 1 理论知识题库结构及题量题型表

序号 理论知识题库结构 题量
题型

单选 多选 判断

1 相关国家法律法规及标准 50 10 30 10

2 职业道德 40 24 8 8

3 基础知识 80 48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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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轨旁信号设备维护 370 192 114 64

5 中央信号设备维护 120 72 24 24

6 车载信号设备维护 120 72 24 24

7 施工作业 120 72 24 24

合计 900 490 240 170

（二）技能操作竞赛

技能操作竞赛包括系统工作情况测试、《行车设备故障及突发事件登记

表》填写、故障处理、信号工程设计 4个项目。技能操作竞赛使用城市轨

道交通信号工技术智能培训考核系统进行。

1.系统工作情况测试部分：

考核选手对道岔控制系统工作情况的掌握程度。测试完成后，填写附

表 1《系统工作情况测试记录表》。

（1）通过操纵竞赛系统车辆段、正线联锁软件，完成相应道岔转辙设

备电气特性测试，测量轨旁道岔转辙设备定转反、反转定动作电压，测量

道岔定表、反表交、直流电压。

（2）通过操纵竞赛系统车辆段、正线联锁软件，完成 LED信号机各

灯位电气特性测试。

（3）通过操纵竞赛系统车辆段联锁软件，完成 50HZ相敏轨道电路不

同状态时的电气参数测试。

2.《行车设备故障及突发事件登记表》填写部分：

当进行技能操作的故障处理部分时，模拟真实现场检修工作流程，填

写附表 2《行车设备故障及突发事件登记表》。

3.故障处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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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选手对运行中的三显示 LED 信号机、三相五线制交流 380V 转辙

机（单机牵引）、计轴设备、站台门设备出现故障时的临场分析、检测与处

理等专业技术能力，这是轨道交通信号设备维护应急处理技能之一。选手

需将每个故障处理情况逐一填写于附表 2《行车设备故障及突发事件登记表》

中。

故障处理作业说明：

（1）选手进场前应穿戴好工装、劳保鞋、反光衣和安全帽。

（2）准备仪表；

（3）作业前，向现场裁判员请点；

现场裁判回复：“同意请点，可以作业。”

（4）登录正线车站和车辆段客户端软件，接受故障与处理试题；

（5）根据车辆段和正线客户端联锁软件所描述的故障现象，对轨道交

通信号设备的故障进行查找与处理；

（6）作业完毕后做好工器具、材料、作业人员的出清工作；

（7）作业后，向现场裁判员销点；

现场裁判回复：“同意销点。”

（8）填写《行车设备故障及突发事件登记表》，完成故障处理记录工作。

备注：

（1）作业中涉及带电测量时，选手必须戴绝缘手套。

（2）不得在断电的情况下使用蜂鸣档或电阻档查故障。

（3）请销点以选手向裁判口头申请的方式进行。

4.信号工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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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轨道交通道岔控制原理图，完成道岔组合内部配线图的设计内容。

选手需依据比赛现场提供的图纸，将设备端子编号写入赛场提供的空白附

表 4《道岔组合配线表》中。

（三）竞赛项目分值分配及比赛时间

竞赛分为理论和技能操作两部分。其中理论考核时间 30分钟，全部选

手统一进行；技能操作时间每组选手为 30 分钟。竞赛分值为理论知识 30

分，技能操作 70分，项目分值分配和比赛时间具体情况见表 2《竞赛项目

分值分配及比赛时间表》。

表 2竞赛项目分值分配及比赛时间表

序

号
项目

分

值
内容

占总分

值比重

比赛时

间

1 理论知识 30 理论题库 30% 30分钟

2

技

能

操

作

系统工作情况测试 10
道岔转辙设备电气特性

信号机电气特性测试

轨道电路参数测试

10%

30分钟

3
《行车设备故障及

突发事件登记表》

填写

5

故障检修登记要点、故

障修复后登记销点、登

记故障现象、故障点具

体位置

5%

4 故障处理 40
从故障库中按故障类型

随机抽取10个故障逐一

排查

40%

5 信号工程设计 15 原理图识图、配线图设

计
15%

合计 100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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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竞赛评分

（一）成绩构成及评定

竞赛团队总成绩由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两部分成绩组成，满分为 100

分。其中理论知识占 30%，技能操作占 70%。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得分均

计算到小数点后 2位。

理论知识成绩为参赛选手理论知识答题考试的成绩，由智能系统软件

自动评分；技能操作成绩为 2名参赛选手共同完成比赛的成绩，由人工评

分与智能系统软件自动评分两部分组成。

所有参赛队名次按总成绩由高到低排序，确定最终名次。若总成绩相

同，则以技能操作成绩高者名次在前；若总成绩和技能操作竞赛成绩均相

同，则以完成技能操作所有项目总时间少者名次在前；如总成绩、技能操

作成绩、完成技能操作所有项目总时间均相同，则依次按照技能操作项目

中故障分析处理、信号工程设计的顺序，成绩高者，名次在前；如以上成

绩均相同，则按照故障分析处理、信号工程设计的顺序，用时短者，名次

在前。

（二）评分方法及标准

1.理论知识：由系统自动评定分数。

2.技能操作：由系统自动评定和裁判组集体评定相结合

技能操作项目配分及评分标准（样表）分别见表 3。

表 3：技能操作项目配分及评分表

序号 项目 分项 配分 评分标准 备注

1 系统工作

情况测试
道岔转辙设备

电气特性测试
4 转辙机工作电压交流 380±20V,

道岔表示电压交流 220±15V，
按要求

填写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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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分项 配分 评分标准 备注

直流电压 24±2V,填错一项扣

0.5分，最多扣 3分。

应 表

格，评

分裁判

评分信号机电气特

性测试
3

红灯、绿灯、黄灯点灯单元一次

侧电压 220±10V，灯盘电压 110
±10V。填错一项扣 0.5分，最

多扣 2分。

轨道电路电气

参数测试
3

轨道电路空闲状态下继电器电

压、受电端轨面电压，占用状态

下继电器电压、送电段轨面电

压。填错一项扣 0.5分，最多扣

2分。

2

《行车设

备故障及

突发事件

登记表》

填写

故障现象 2
行车设备检查登记簿中此项填

写错误或未填写一个故障点扣

0.2分。
按要求

填写相

应表

格，评

分裁判

评分

故障原因 2
行车设备检查登记簿中此项填

写错误或未填写一个故障点扣

0.2分。

登销记内容完

整
1

行车设备检查登记簿中填写不

完整，每项扣 0.1分，最多扣 1
分。

3 故障处理 故障查找 40
作业流程完整、正确排查 10个
故障点得 40分，错、漏查 1个
故障点扣 3分，最多扣 40分。

智能系

统软件

自动评

分 + 评

分裁判

评分

4 信号工程

设计

道岔组合配线

图
15

按道岔控制原理图设计组合配

线表，图表不符出现一处扣 0.5
分，最多扣 15分。

评分裁

判评分

合计 70

六、裁判组成

竞赛裁判组由组委会秘书处负责组建。赛项承办方按照裁判要求完成

赛项检录、加密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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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竞赛设备及场地

(一) 竞赛设备

竞赛设备采用城市轨道交通信号工技术智能培训考核系统，技能操作

竞赛在实训系统上进行。

1.硬件组成

培训考核系统是依照城市轨道交通现场真实的正线和车辆段的信号

设备研发，按设备的组成可分为正线信号设备和车辆段信号设备。同时

按设备摆放位置又分为室内设备和室外设备。正线室内设备由正线联锁

组合架、正线联锁系统控制柜组成。正线联锁组合架包含道岔控制组合、

信号机控制组合、计轴控制组合、屏蔽门控制组合、分线 盘、接口架。

正线联锁系统控制柜包含计算机联锁系统、列控系统、智能故障控 制系

统、电源屏、计轴系统。 正线室外设备由一组道岔转辙机、电缆盒、钢

轨、信号机、点灯单元、计轴、屏蔽门、列车门、转向架等组成。车辆

段室内设备由车辆段联锁组合架、车辆段联锁系统控制柜组成。车辆段

联锁组合架包含道岔控制组合、50Hz微电子相敏轨道电路组合、信号机

控制组合、分线盘、接口架。车辆段联锁系统控制柜包含计算机联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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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列控系统、智能故障控制系统、电源屏。车辆段室外设备由一组道

岔转辙机、电缆盒、钢轨、信号机、点灯单元、50Hz 微电子相敏轨道

电路送电端、受电端信号变压器箱等组成。

计算机联锁系统实现设备联锁控制；电源屏为各系统功能模块提供

必要的工作电压；智能故障控制系统配合培训软件完成故障设置、修复

从而提高培训教学和专业技能考核。

2.继电器组合架

继电器组合架包括：正线联锁组合架、车辆段联锁组合架组成。正线联

锁组合架由零层组合、道岔控制组合、信号机控制组合、计轴系统控 制

组合、屏蔽门系统控制组合、接口架和分线盘组成。车辆段联锁组合架由

零层组合、道岔控制组合、信号机控制组合、50Hz微电子相敏轨道电路

组合、接口架和分线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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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智能故障控制系统

智能故障控制系统配合软件完成对 50Hz微电子相敏轨道电路、道岔

控制电路、信号机点灯电路、计轴电路、屏蔽门电路故障培训，让学生或

现场维护人员熟练掌握系统的工作原理、了解故障情况下系统的状态，并

熟悉各种类型故障的查找及处理方法，增强对信号设备出现故障时的临场

分析、检测与处理等专业技术能力。培训考核系统针对故障的检测与处理

可进行两种方式的培训考核：

第一种：故障的设置及修复通过软件实现，培训考核系统对故障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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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自动评分。所设置的故障点位置为信号设备的线路断线故障，具有效

率高、实训成本低等优点。各电路可设置故障点数（总数为 226个）：

1)信号机点灯电路故障点 57个（正线）；

2)计轴系统控制电路故障点 12个（正线）；

3)屏蔽门系统控制电路故障点 42个（正线）；

4)50Hz 微电子相敏轨道电路故障点 21个（车辆段）；

5)道岔控制电路故障点 94个（车辆段）。

第二种：故障的设置及修复通过人工实现，培训考核系统对故障处理

结果自动评分。所设置的故障点位置为信号设备的线路断线故障和配件损

坏故障，具有培训的故障范围更广、故障处理方式更真实、培训内容更全

面等优点。各电路可设置故障点数（总数为 330个）：

1)信号机点灯电路故障点 82个（正线）；

2)计轴系统控制电路故障点 22个（正线）；

3)屏蔽门系统控制电路故障点 60个（正线）；

4)50Hz 微电子相敏轨道电路故障点 28个（车辆段）；

5)道岔控制电路故障点 138个（车辆段）。

4.点灯单元

点灯单元是具有一体化结构，施工快捷、配线方便。具有软启动性能；

同时还可以通过接线端子的连接，对室外的信号机机构灯座的两端电压进

行调整，以达到信号机显示最佳状态。

1)车辆段点灯单元从上往下依次黄、空、红；

2)正线信号机灯光显示从上往下依次黄、绿、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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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轨道电路变压器箱

轨道电路变压器箱安装有轨道电路送电端、受电端、接续线等，与钢

轨相连接，负责接收处理室内传输的信号，通过这些信号控制轨道电路的

占用。

室外送电端包括轨道变压器、变阻器以及断路器等，安装在室外变压

器箱内。

室外受电端包括中继变压器、变阻器、断路器等，安装在室外的变压

器箱或电缆盒内。

接续线：保持电信息延续。

培训功能如下：

1)监测轨道电路区段空闲与占用情况，配合计算机联锁系统并在软件

中给出相应的显示；

2)调整轨面电压；

3)信号机、转辙机施工配线完成后，配合计算机联锁系统进行导通测

试；

4)配合智能故障控制系统可设置 50Hz微电子相敏轨道电路 21个故障

点，实现轨道电路控制电路故障。

6.屏蔽门系统

屏蔽门系统由门体结构、门机系统、门机控制器(DCU)和电源系统构

成。电机在门机控制下，通过皮带传动来实现滑动门的开关运动。就地控

制盘系统(PSL)为在站台设一个站台端头控制盘。具有与站台单元控制器连

接的硬线接口及电源接口；具有操作状态及操作按钮；显示滑动门/应急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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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关闭且锁定、全打开的状态；以及当信号系统指令开/关门控制失败后，

可用于对屏蔽门进行控制。

培训功能如下：

1)屏蔽门结构组成的认知；

2)了解屏蔽门在联锁关系下的动作过程；

3)掌握屏蔽门系统工作原理；

4)屏蔽门系统的教学演练；

5)实现屏蔽门系统多级控制功能：不同条件下启动不同级别控制。

6)配合智能故障控制系统可设置 42个故障点，实现屏蔽门系统控制电

路故障。

7.人机操作系统控制台

分别由正线MMI控制台、车辆段MMI控制台组成。城市轨道交通信

号工技术智能培训考核系统安装于人机操作系统控制台内，软件的MMI人

机操作界面的联锁功能，根据车站行车安全的需要，在规定的联锁条件和

时序下自动对进路、信号和道岔实行控制。

培训功能如下：

1)进路控制功能：各种进路的办理、锁闭、取消和解锁的功能；

2)信号控制功能：各种信号的开放、关闭和信号表示功能；

3)道岔控制功能：道岔单操、道岔单锁、道岔单解和封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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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竞赛场地

场地满足比赛要求：平整、通风良好，净高不低于 3米，根据需要开

放冷（暖）气。竞赛工位面积需 60㎡，配备交流 220V、50Hz电源插座 1

个和三相交流 380V、50Hz电源 25A插座 1个，供电负荷不小于 2Kw，具

有电源保护装置和安全保护措施。

八、申诉与仲裁

（一）申诉

1.参赛队对不符合竞赛规定的设备、工具、软件，有失公正的评判、奖

励，以及对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等，均可提出申诉。

2.申诉应在竞赛结束后 2小时内提出，超过时效将不予受理。申诉时，

应按照规定的程序由参赛队领队向赛项裁判委员会递交书面申诉报告。报

告应对申诉事件的现象、发生的时间、涉及到的人员、申诉依据与理由等

进行充分、实事求是的叙述。事实依据不充分、仅凭主观臆断的申诉将不

予受理。申诉报告须有申诉的参赛选手、领队签名。



- 16 -

3.赛项裁判委员会收到申诉报告后，应根据申诉事由进行审查，2小时

内书面通知申诉方，告知申诉处理结果。如受理申诉，要通知申诉方举办

听证会的时间和地点；如不受理申诉，要说明理由。

4.申诉人不得无故拒不接受处理结果，不允许采取过激行为刁难、攻击

工作人员，否则视为放弃申诉。申诉人不满意赛项裁委会的处理结果的，

可向大赛高职组赛事仲裁工作组提出复议申请。

（二）仲裁

1.裁判委员会设仲裁工作组，负责受理大赛中出现的申诉复议并进行仲

裁，以保证竞赛的顺利进行和竞赛结果公平、公正。

2.仲裁工作组的裁决为最终裁决，参赛队不得因对仲裁处理意见不服而

停止比赛或滋事，否则按弃权处理。

九、有关事项

（一）承办院校

1.竞赛地点：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新桥校区。

2.地 址：淮南市寿县寿州大道 16号

3.乘车路线:

①合肥市乘坐轨道交通 2号线到“汽车西站”，步行至汽车客运西站西

公交站，乘坐新桥产业园专线至阳光南岸站下车，步行至东北门或东大门。

②学院新桥校区正南门在安康大道，自驾可从南门进入。

（二）承办校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泽军

电话：18158953176
Email：23285517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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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竞赛相关附表（样表）

附表 1：系统工作情况测试记录表（10分）

技能实操抽签号： 评分裁判：

作业

项目
作业检查内容 测试情况记录

系统是

否正常 得分

系统工

作情况

测试

（填写

样表）

道岔转辙

设备电气

特性测试

道岔工作电压

定转反

反转定

道岔表示电压

定表 交流电压： 直流电压：

反表 交流电压： 直流电压：

信号机电

气特性测

试

H灯参数 点灯单元一次侧电压： 发光盘电压：

L灯参数 点灯单元一次侧电压： 发光盘电压：

U灯参数 点灯单元一次侧电压： 发光盘电压：

轨道电路

参数测试

占用参数 继电器电压： 送电端轨面电压：

空闲参数 继电器电压： 受电端轨面电压：

共 计 得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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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行车设备故障及突发事件登记表（填写样表）（5分）

技能实操抽签号： 评分裁判：

序号 行车设备故障及突发事件概况 行车设备故障及突发事件原因
得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共 计 得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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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故障处理评分表：（40分）

技能实操抽签号： 评分裁判：

序号 评分要素 评分标准 分值 得分

1 请点

1、完成请点手续办理。

2、故障处理模块共进行一次请点，处理正线与车辆段故障只请点一次。

未请点或用语错误，扣 2 分。 2

未穿戴反光衣/劳保鞋/工装/安全帽的情况，每项扣5分（最多扣4分）。本

项为额外扣分项。

2 做好安全防护
作业中涉及带电测量时，选手必须戴绝缘手套。

出现一次扣 0.5 分，最多扣 2 分。
2

3 仪器仪表、工器具使用 仪器仪表量程、档位操作错误 1 次扣 0.5 分。最多扣 2 分。 2

4 故障处理
正确排查 10 个故障点得 30 分，错查或放弃 1个故障点扣 3分。智能培训

考核软件自动评分
30

5 三清 人员、工器具已出清，设备复原。出现一处扣 0.5分，最多扣 1 分。 1

6 销点

1、完成销点工作。

2、故障处理模块共进行一次销点，处理完毕正线与车辆段故障时销点一次。

未销点或用语错误，扣 2 分。

2

7 汇报处理结果
完成故障处理汇报工作,填写《行车设备故障及突发事件登记表》。出现故

障位置、继电器接点填写错误或未填写，一处扣 0.1 分。最多扣 1分
1

共计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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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道岔组合配线表（填写样表）（1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