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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安徽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工业分析检验”项目赛项规程 

一、赛项名称 

赛项名称：工业分析检验 

英语翻译：Industrial Analysis and Testing  

赛项组别：高职组 

赛项归属产业：石油和化工 

二、竞赛目的 

工业分析检验赛项是依据高职教育工业分析技术相关专业教学

改革与发展的需要，培养学生职业能力，提升学生分析岗位实际操

作能力而设置的。通过技能竞赛可以促进学生的学习与企业岗位对

接。通过理论与仿真考核、化学分析操作考核、仪器分析操作考

核，考查学生产品质量监控的意识及现场分析与处理样品的能力；

考查学生工作效率、文明生产、安全生产的职业素养；考查学生执

行国家质量标准规范的能力。通过竞赛实现专业与产业对接、课程

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展示教学“紧跟市场、贴近行业、依托企

业、对接岗位”的教学成果。增强职业教育在社会的影响力，培养

适应产业发展需要的技术技能专门人才，提高毕业学生满意率和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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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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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竞赛内容 

工业分析检验赛项竞赛内容依据企业岗位和职业标准要求进

行，设立理论与仿真考核、化学分析技能考核、仪器分析技能考核

共计三个竞赛单元。理论考核题库参见《化学检验工职业技能鉴定

试题集》，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5年 6月出版，书号 978-7-122-

23572-5，范围为中级篇和高级篇试题，不包含各章节计算题、综合

题以及第四章化学反应与溶液基础知识。其中仿真考核题目：液相

色谱与质谱联用仿真考核—虚拟样品的定性和定量测定；化学分析

考题：高锰酸钾标准滴定溶液的标定和过氧化氢含量的测定；仪器

分析考题：采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UV1800-PC-DS2）测定未知

物浓度。 

理论与仿真考核竞赛时长为 100分钟；化学分析竞赛时长为

210分钟；仪器分析竞赛时长为 210分钟。仿真考核、理论考核平

台、化学分析操作、仪器分析操作以及赛项方案、评分细则、报告

单，参见《全国职业院校技能竞赛“工业分析检验”赛项指导书》，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5年 5月出版，书号 978-7-122-23521-3，书中

配有学习光盘。理论试题在理论及仿真考核抽签完成后由东方仿真

综合考试平台系统 ESRS从《全国职业院校技能竞赛“工业分析检

验”赛项指导书》电子版题库中按考核点分布比例随机抽取试题组

卷，采用东方仿真综合考试平台系统 ESRS机试，考生完成考试后考

核成绩由计算机即时自动阅卷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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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与仿真考核点分布 

项目 序号 知识点 比例 成绩 

1 职业道德 1 

2 化验室基础知识 7 

3 化验室管理与质量控制 5 

4 滴定分析基础知识 9 

5 酸碱滴定知识 9 

6 氧化还原滴定知识 9 

7 配位滴定知识 8 

8 沉淀滴定知识  3 

9 分子吸收光谱法知识 9 

10 原子吸收光谱法知识 8 

11 电化学分析法知识 8 

12 色谱法知识 10 

13 工业分析知识 6 

14 有机分析知识 5 

理论 

15 环境保护基础知识 3 

100 

仿真 16 
液相色谱与质谱联用仿真考核——

虚拟样品的定性和定量测定 
100 100 

理论与仿真成绩=理论成绩×85%+仿真成绩×15% 100 

（二）化学分析考核点分布 

序号 考核点 考核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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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准物及试样的称量 7.5% 

2 定量转移并定容 3% 

3 移取溶液 5% 

4 滴定操作 5.5% 

5 滴定终点 4% 

6 读数 2% 

7 原始数据记录 2% 

8 文明操作 1% 

9 数据记录及处理 5% 

10 标定结果 35% 

11 测定结果 30% 

总计 100% 

（三）仪器分析考核点分布 

序号 考核点 考核权重 

1 仪器准备 2% 

2 溶液的制备 5% 

3 比色皿的使用 3% 

4 分光光度计的操作 3% 

5 原始记录 5% 

6 结束工作 2% 

7 定性测定 9% 

8 定量测定 37% 

9 测定结果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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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100% 

 

 

四、竞赛方式 

（一）竞赛以团队方式进行，统计参赛队的总成绩进行排序。 

（二）参赛队伍组成：每个参赛队由 2名选手组成，男女不

限。每队选手由同一所学校组成，不能跨校组队。所有参赛选手必

须参加理论与仿真考核。化学分析和仪器分析技能操作考核均采取

抽考方式，每队随机抽选一名选手进行仪器分析技能操作考核，另

外一名选手即进行化学分析技能操作考核。竞赛分别计算个人成绩

和团体成绩。 

（三）竞赛采取多场次进行，各队选手参赛场次按参赛队报名

顺序确定。 

（四）赛场的赛位统一编制。参赛队技能操作比赛前 45分钟到

指定地点检录，经加密抽签决定赛位号，抽签结束后，随即按照抽

取的赛位号进场，然后在对应的赛位上完成竞赛规定的工作任务。

赛位号不对外公布，抽签结果密封后统一保管，在评分结束后开封

统计成绩。 

理论与仿真考核，参赛选手开赛前 20分钟凭参赛证、身份证、

登录密码抽签进入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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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竞赛流程 

竞赛时间安排报到时间 1天，比赛时间为 2天。技能操作考核

现场每天安排上午、下午各一场比赛。 

（一）竞赛流程 

每位选手分别完成理论与仿真考核、化学分析和仪器分析考核

项目。化学分析和仪器分析采取抽考方式，即每队一名选手抽考仪

器分析、另外一名选手抽考化学分析。比赛先进行仪器分析考核和

化学分析考核，然后进行理论与仿真考核，实践技能考核的先后次

序由院校报名顺序并经过抽签决定。 

 

（二）具体时间安排 

日期 时间和地点 工作内容 

8:30～14:30 

（环境与化工学院大厅） 
参赛队报到，发放参赛证等材料 

14:30～15:00  

 
领队会议 

第一天 

 

15:00～16:00  

 

参赛队选手抽取仪器分析、化学分析赛

场号及台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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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6:30 

 
选手熟悉比赛赛场 

8:25 第一场参赛选手检录并送放仪器至赛位 

9:00～12:30 

 

仪器分析操作考核 

（抽考第一场仪器分析选手） 

9:00～12:30 

 

化学分析操作考核 

（抽考第一场化学分析选手） 

12:55 第二场参赛选手检录并送放仪器至赛位 

13:30～17:00 

 

仪器分析操作考核 

（抽考第二场仪器分析选手） 

第二天 

 

13:30～17:00 

 

化学分析操作考核 

（抽考第二场化学分析选手） 

8:30～9:00 

 

理论知识考核试题抽签 

参赛选手机位号抽签并检录 

9：00-9：40 

 
仿真考核 

第三天 

 

10:00～11:00 

 
理论考核 

 

六、竞赛规则 

（一）报名资格及参赛队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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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赛队及参赛选手资格：参赛选手须为高等职业学校全日制

在籍学生；本科院校中高职类全日制在籍学生；五年制高职四、五

年级学生可报名参加高职组比赛。参赛选手年龄须为 1994年 5月 1

日后出生。  

2.组队要求：每个学校最多报 2支代表队，参赛选手为同一学

校，不允许跨校组队。 

（二）熟悉场地与抽签 

1.比赛前一天召开领队会议，宣布竞赛纪律和有关事宜。当天

下午安排参赛队熟悉比赛场地。 

2.仿真考核比赛前 20分钟检录抽签确定考核机位号。实操考核

部分每场比赛前 45分钟组织各参赛选手检录抽签，确定当场比赛赛

位。 

（三）赛场要求 

1.参赛选手进入赛场必须听从现场裁判人员的统一布置和安

排，比赛期间必须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确保人身和设备安全。 

2.参赛选手进入赛场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参赛队及个人信息。 

3.竞赛使用的仪器部分（加热装置除外）均可以自带，也可以

使用现场准备的仪器设备。各参赛队选手可以根据竞赛需要自由选

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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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竞赛时选手可以自带不具有工程计算功能的计算器。 

5.参赛选手按照参赛时段进入竞赛场地，自行决定工作程序和

时间安排，化学分析竞赛和仪器分析竞赛在操作竞赛场地完成。 

6.参赛选手须在确认竞赛任务和现场条件无误后开始竞赛。 

7.将已经公开的竞赛方案在参赛选手进入赛场后发放，实际操

作现场提供的测定样品各场次略有差异。 

8.每个代表队由两名选手组成，每名选手都必须参加理论和仿

真考核内容，化学分析和仪器分析采取抽考的方式。领队会时各参

赛队抽取仪器分析和化学分析选手。 

9.化学分析技能操作和仪器分析技能操作的竞赛时间各为 3.5

小时，竞赛过程中，选手休息、饮食或如厕时间均计算在竞赛时间

内。 

10.竞赛过程中，参赛选手须严格遵守操作规程，保证设备及人

身安全，并接受裁判员的监督和警示；确因设备故障导致选手中断

竞赛，由竞赛裁判长视具体情况做出补时或延时的决定；确因设备

终止竞赛，由竞赛裁判长决定选手重做。 

11.在竞赛过程中，参赛选手由于操作失误导致设备不能正常工

作，或造成安全事故不能进行竞赛的，将被终止竞赛。 

12.在竞赛过程中，各参赛选手限定在自己的工作区域内完成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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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任务。 

13.若参赛选手欲提前结束竞赛，应向裁判员举手示意，竞赛终

止时间由裁判员记录，参赛队结束竞赛后不得再进行任何操作。  

14.裁判员根据参赛选手在现场操作的情况给出现场成绩，阅卷

裁判员根据选手的分析结果准确度和精密度通过计算机计算和真值

组给出的结果给出成绩。  

15.竞赛结束后，参赛选手须完成现场清理并将设备恢复到初始

状态，经裁判员确认后方可离开赛场。  

（四）成绩评定 

1.大赛在赛项执委会领导下，裁判组负责赛项成绩评定工作；

参赛队成绩通过裁判长、监督人员、仲裁人员审核，确保比赛成绩

准确无误。 

七、竞赛环境 

根据工业分析检验的技能要求设置竞赛场地，满足理论与仿真

考核、化学分析考核和仪器分析考核要求。竞赛场地设在天津渤海

职业技术学院实训基地。 

（一）赛场设定、赛场面积及场内设施 

1.赛场设理论与仿真考场、化学分析考场和仪器分析考场。 

2.赛场面积共计 960 m2。其中赛场设化学分析竞赛考场 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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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考场面积 240m2；仪器分析竞赛考场 2个，每个考场面积

120m2；天平称量室 1个，面积 120m2。每个赛位按照比赛要求准备

相应的设备。 

3.检录设置隔离区，保证选手抽签后不泄露任何个人信息。 

4.赛场设医疗服务站，比赛时安排救护人员现场服务。 

5.赛场服务区域有的男女卫生间各 1个。 

（二）赛场内仪器设备 

1.关于仪器使用的要求和说明 

（1）化学分析玻璃仪器可自己带，也可使用现场准备的玻璃仪

器，建议使用自己检定或校准过的量具和玻璃仪器。 

（2）仪器分析赛项使用设备：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UV-

1800PC-DS2，上海美谱达仪器有限公司生产。（也可自带其他国产型

号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仪器） 

2.关于分析天平 

赛场使用的分析天平为上海菁海、上海佑科的 FA2004，精度为

0.1mg。 

（三）赛场技术支持 

1.理论知识考试系统、仿真考核系统由北京东方仿真软件技术

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支持，现场有工程师技术培训、维护和技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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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2.仪器分析赛项使用设备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UV-1800PC-

DS2，由上海美谱达仪器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支持。 

八、技术规范 

竞赛项目依据下列行业、职业技术标准：GB/T 10705-2008，二

水合 5-磺基水杨酸；GB 1293-1989，1,10-菲啰啉；HG/T 4018-

2008，化学试剂 1,10-菲啰啉；GB/T 1886.18-2015，糖精钠的检

测；GB1905-2000，食品添加剂-山梨酸；HG/T 3398-2003(2009) 邻

羟基苯甲酸（水杨酸）；GB 12597-2008，工作基准试剂 苯甲酸；

GB/T 15347-2015化学试剂 L(+)-抗坏血酸；GB/T601-2016，化学试

剂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GB/T603-2002，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制

品的制备；GB/T 1616-2014 工业过氧化氢。 

九、技术平台 

（一）技术平台包括比赛软件、比赛的设备 

序

号 
技术平台项目 数量 设计单位或生产单位 

1 液相色谱与质谱联用仿真软件 — 
北京东方仿真软件技术 

有限公司 

2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UV-

1800PC-DS2 
1台 上海美谱达仪器有限公司 

3 分析天平，FA2004 1台  

https://www.baidu.com/link?url=ZtHGXnXJAROLRzLOMpNuwwd-n501xty8HD4LFwqpadFD8OR6_d2mGz54c4-mhwxPYeC4ZoHOOjY1FDqKBYPMn_&wd=&eqid=e734781300097428000000025740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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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容量瓶（250mL） 5个  

5 滴定管（50mL，聚四氟，棕色） 1根  

6 移液管（25mL） 1支  

7 小烧杯（100mL） 5个  

8 锥形瓶（300mL） 9个  

9 电炉 1台  

10 容量瓶（100mL） 15个  

11 移液管（10mL） 5支  

12 小烧杯（100mL） 5个  

（二）软件设计是按照国家对行业的规范和标准设计，使用的

软件是行业多年使用的技术平台和操作规范。 

（三）玻璃量器是按照国家规范和行业标准进行的采购，玻璃

仪器符合 JJG196-2006。其中设备符合国家质量监督局相关仪器检

测标准，各项指标均符合或高于国家标准。 

（四）仪器分析赛项使用设备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UV-

1800PC-DS2。样品称量天平精度为 0.1mg。 

十、成绩评定 

（一）评分标准制订原则 

依据《化学检验工》国家职业标准设定评分和评分细则。 

（二）评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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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论与仿真竞赛试卷由计算机自动阅卷评分，经评审裁判审

核后生效。 

2.技能操作竞赛成绩分两步得出，现场部分由裁判员根据选手

现场实际操作规范程度、操作质量、文明操作情况和现场分析结

果，依据评分细则对每个单元单独评分后得出；分析结果准确性部

分则等所有分析结果数据汇总并经专人按规范进行真值、差异性等

取舍处理后得出。 

3.理论知识（含仿真）考核、化学分析技能操作考核和仪器分

析技能操作考核均以满分 100分计，最后按理论与仿真占 30%，化

学分析技能操作考核占 35%，仪器分析技能操作考核占 35%的比例计

算参赛总分。 

4.竞赛名次按照得分高低排序。当总分相同时，再分别按照完

成的时间排序。 

5.成绩的计算 

个人得分： A×30％＋（B或 C）×70％ 

A—理论与仿真考核得分； 

B—化学分析考核得分； 

C—仪器分析考核得分。 

（以实际抽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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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得分：A均值×30％＋B均值×35％＋C均值×35％ 

A均值 —理论与仿真考核平均得分； 

B均值 —化学分析考核平均得分； 

C均值 —仪器分析考核平均得分。 

（三）成绩公布 

以省教育厅最终公布结果为准。 

（四）评分标准 

1.化学分析评分细则 

 

 

化学分析评分细则表 

序

号 

作业

项目 
考核内容 

配

分 
操作要求 

考核 

记录 

扣分说明 
扣

分 

得

分 

1.检查天平水平  

2.清扫天平  称量操作 1 

3.敲样动作正确  

每错一项扣 0.5

分，扣完为止 
 

1.称量范围不超

过±5% 
 

在规定量±5%～

±10%内每错一个

扣 1分，扣完为

止 

一 

基准

物的 

称量 

（7.5

分） 

基准物及

试样 

称量范围 

6 

2.称量范围最多

不超过±10% 
 

每错一个扣 2

分，扣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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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复原天平  

2.放回凳子  

 

结束工作 
0.

5 
3.填写仪器使用

记录 
 

每错一项扣 0.5

分，扣完为止 

  

容量瓶洗

涤 

0.

5 
洗涤干净  

洗涤不干净，扣

0.5分 
 

容量瓶试

漏 

0.

5 
正确试漏        

不试漏，扣 0.5

分 
 

定量转移 
0.

5 
转移动作规范  

转移动作不规范

扣 0.5分 
 

1.三分之二处水

平摇动 
 

2.准确稀释至刻

线 
 

二 

试液

配制 

（3

分） 

定容 
1.

5 

3.摇匀动作正确  

每错一项扣 0.5

分，扣完为止 
 

 

移液管 

洗涤 

0.

5 
洗涤干净         

洗涤不干净，扣

0.5分 
 

移液管 

润洗 

1 润洗方法正确  

从容量瓶或原瓶

中直接移取溶液

扣 1分 

 

1.不吸空  

吸溶液 1 

2.不重吸  

每错一次扣 1

分，扣完为止 
 

1.调刻线前擦干

外壁 
 

调刻线 1 

2.调节液面操作

熟练 
 

每错一项扣 0.5

分，扣完为止 

 

1.移液管竖直  

三 

移 

取 

溶 

液 

（5

分） 

放溶液 
1.

5 2.移液管尖靠壁  

每错一项扣 0.5

分，扣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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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放液后停留约

15秒 
 

滴定管的

洗涤 

0.

5 
洗涤干净       

洗涤不干净,扣

0.5分 
 

滴定管的

试漏 

0.

5 
正确试漏       

不试漏，扣 0.5

分 
 

 

滴定管的

润洗 

0.

5 
润洗方法正确  

润洗方法不正确

扣 0.5分 
 

1.滴定速度适当   

滴定操作 2 

2.终点控制熟练  

每错一项扣 1

分，扣完为止  

四 

滴 

定 

操 

作 

（5.5

分） 

近终点体

积确定 
2 

近终点体积≤

3mL 
 

每错一个扣 0.5

分，扣完为止 
 

 

（续前表） 

序

号 

作业

项目 
考核内容 

配

分 
操作要求 

考核 

记录 

扣分说明 
扣

分 

得

分 

标

定

终

点 

粉红

色 
终点判断正确    

五 

滴定

终点 

（4

分） 

测

定

终

点 

浅粉

色 

4 

终点判断正确  

每错一个扣 1

分，扣完为止 

  

六 

读数 

（2

分） 

  读数 2 读数正确  

以读数差在±

0.02mL为正确，

每错一个扣 1

分，扣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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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始数据记录

不用其他纸张记

录 

 

  

2.原始数据及时

记录 
 

  

七 

原始

数据

记录

（2

分） 

原始数据

记录 
2 

3.正确进行滴定

管体积校正（现

场裁判应核对校

正体积校正值） 

 

每错一个扣 1

分，扣完为止 

  

1.仪器摆放整齐    

2.废纸/废液不乱

扔乱倒 
 

  

八 

文明

操作

结束

工作 

（1

分） 

物品摆放 

仪器洗涤 

“三废”

处理 

1 

3.结束后清洗仪

器 
 

每错一项扣 0.5

分，扣完为止 

  

玻璃仪器

损坏 
  

 
每次倒扣 2分   

基准物的

称量 
   

称量失败，每重

称一次倒扣 2分 
  

试液配制    

溶液配制失误，

重新配制的，每

次倒扣 5分 

  

移取溶液    

移取溶液后出现

失误，重新移

取，每次倒扣 3

分 

  

滴定操作    
重新滴定，每次

倒扣 5分 
  

九 

重大

失误

（本

项最

多扣

10

分） 

    

篡改（如伪造、

凑数据等）测量

数据的，总分以

零分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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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总时

间 

（0

分） 

210min 0      

 

特别 

说明 

  
打坏仪器照价赔

偿。 
    

（续前表） 

序

号 

作业 

项目 

考核内容 
配

分 
操作要求 

考核 

记录 

扣分说明 
扣

分 

得

分 

1.规范改正数据  

记录 1 

2.不缺项  

每错一个扣 0.5

分，扣完为止 
 

计算 3 

计算过程及结果正

确。（由于第一次

错误影响到其他

不再扣分） 

 
每错一个扣 0.5

分，扣完为止 
 十

一 

数据

记录

及处

理 

（5

分） 
有效数字保

留 
1 

有效数字位数保

留正确或修约正

确 

 
每错一个扣 0.5

分，扣完为止 
 

 

相对极差≤0.10%  扣 0分 

0.10%<相对极差

≤0.20% 
 扣 4分 

0.20%<相对极差

≤0.30% 
 扣 8分 

0.30%<相对极差

≤0.40% 
 扣 12分 

0.40%<相对极差

≤0.50% 
 扣 16分 

十

二 

 

标定

结果 

（35

分） 

精密度 20 

相对极差>0.50%  扣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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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误差∣≤

0.10% 
 扣 0分 

0.10%<∣相对误

差∣≤0.20% 
 扣 3分 

0.20%<∣相对误

差∣≤0.30% 
 扣 6分 

0.30%<∣相对误

差∣≤0.40% 
 扣 9分 

0.40%<∣相对误

差∣≤0.50% 
 扣 12分 

准确度 15 

∣相对误差

∣>0.50% 
 扣 15分 

 

相对极差≤0.10%  扣 0分 

0.10%<相对极差

≤0.20% 
 扣 3分 

0.20%<相对极差

≤0.30% 
 扣 6分 

0.30%<相对极差

≤0.40% 
 扣 9分 

0.40%<相对极差

≤0.50% 
 扣 12分 

精密度 15 

相对极差>0.50%  扣 15分 

 

∣相对误差∣≤

0.10% 
 扣 0分 

0.10%<∣相对误

差∣≤0.20% 
 扣 3分 

十

三 

测定

结果 

（30

分） 

准确度 15 

0.20%<∣相对误

差∣≤0.30% 
 扣 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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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相对误

差∣≤0.40% 
 扣 9分 

0.40%<∣相对误

差∣≤0.50% 
 扣 12分 

∣相对误差

∣>0.50% 
 扣 15分 

 

2.仪器分析评分细则 

仪器分析考核评分细则表 

序

号 
作业项目 考核内容 

配

分 

考核 

记录 

扣分说明 
扣

分 

得

分 

洗净 玻璃仪器的

洗涤 
1 

未洗净 

未洗净，扣 1分，最多扣 1

分 

 

进行 

一 

仪器的准

备（2

分） 仪器连接与

检查 
1 

未进行 

未进行，扣 1分，最多扣 1

分 

 

 

进行 

吸量管润洗 1 

未进行 

吸量管未润洗或用量明显较

多扣 1分 

 

进行 

容量瓶试漏 1 

未进行 

未进行，扣 1分，最多扣 1

分 
 

准确 

二 

溶液的制

备（5

分） 

容量瓶稀释

至刻度 
3 

不准确 

溶液稀释体积不准确，且未

重新配制，扣 1分/个，最

多扣 3分 

 

 

正确 

三 
比色皿的

使用 
比色皿操作 1 

不正确 

手触及比色皿透光面扣 0.5

分，测定时，溶液过少或过

多，扣 0.5分（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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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比色皿配套

性检验 
1 

未进行 

未进行，扣 1分；检验但操

作不正确，扣 1分，最多扣

1分 

 

进行 

（3分） 

测定后，比

色皿洗净，

控干保存 

1 

未进行 

比色皿未清洗或未倒空，扣

1分，最多扣 1分 

 

正确 参比溶液的

正确使用 
1 

不正确 

参比溶液选择错误，扣 1

分，最多扣 1分 

 

进行 

四 

仪器的使

用（3

分） 测量数据保

存和打印 
2 

未进行 

不保存每次扣 1分，最多扣

2分 

 

 

完整 

规范 

原始记录 2 

欠完整

不规范 

原始数据不及时记录每次扣

0.5分；项目不齐全、空项

扣 0.5分/项；最多扣 2

分，更改数值经裁判员认

可，擅自转抄、誊写、涂

改、拼凑数据取消比赛资格 

 

是 是否使用法

定计量单位 
1 

否 

没有使用法定计量单位，扣

1分，最多扣 1分 

 

规范 

五 

原始数据

记录 

（5分） 

报告 

（完整、明

确、清晰） 

2 

不规范 

不规范，扣 2分，最多扣 2

分；无报告、虚假报告者取

消比赛资格 

 

 

进行 关闭电源、

填写仪器使

用记录 

1 

未进行 

未进行，每一项扣 0.5分，

最多扣 1分 

 

进行 

六 

文明操作

结束工作 

（2分） 
台面整理、

废物和废液

处理 

1 

未进行 

未进行，每一项扣 0.5分，

最多扣 1分 

 

 

玻璃仪器 0 损坏 每次倒扣 2分  

七 

重大失误 

（最多扣

20分） 

UV1800光度

计 

0 
损坏 

每次倒扣 20分并赔偿相关

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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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液重配制 0  

试液每重配制一次倒扣 3

分，开始吸光度测量后不允

许重配制溶液。 

 

重新测定 0  

由于仪器本身的原因造成数

据丢失，重新测定不扣分。

其他情况每重新测定一次倒

扣 3分。 

 

 

 

 

八 

总时间 

（0分） 

210分钟完

成 
0  

比赛不延时，到规定时间终

止比赛。 

  

（续上表） 

序

号 
作业项目 考核内容 

配

分 

考核 

记录 

扣分说明 
扣

分 

得

分 

正确 扫描波长范

围选择 
1 

不正确 

未在规定的范围内扣 1分，

最多扣 1分 

 

正确 光谱比对方

法及结果 
3 

不正确 

结果不正确扣 3分，最多扣

3分 

 

正确 

九 

定性测定 

（9分） 

光谱扫描、

绘制吸收曲

线 

5 

不正确 

吸收曲线一个不正确扣 1

分，最多扣 5分 

 

 

正确 测量波长的

选择 
1 

不正确 

最大波长选择不正确扣 1

分，最多扣 1分 

 

正确 正确配制标

准系列溶液

（7个点） 

3 

不正确 

标准系列溶液个数不足 7

个，扣 3分 

 

均匀合

理 

十 

定量测定

（37

分） 

七个点均匀

分布且合理 
3 

不均匀

合理 

不均匀或不合理，均扣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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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 
标准系列溶

液的吸光度 
3 

不正确 

大部分的吸光度在 0.2~0.8

之间（≥4个点），否则扣

3分。 

 

正确 未知溶液的

稀释方法 
4 

不正确 

不正确，扣 4分 

 

正确 试液吸光度

处于工作曲

线范围内 

3 

不正确 

吸光度超出工作曲线范围，

扣 3分，不允许重做。 

 

1档 相关系数≥0.999995 0 

2档 
0.999995＞相关系数≥

0.99999 

4 

3档 
0.99999＞相关系数≥

0.99995 

8 

4档 
0.99995＞相关系数≥

0.9999 

12 

5档 0.9999＞相关系数≥0.9995 16 

工作曲线线

性 
20 

6档 相关系数＜0.9995 20 

全 

图上标注项

目齐全 
1 

不全 

齐全(包括图名，纵、横轴

的名称、数值，作者，制作

日期)每缺 1项，扣 0.5

分，最多扣 1分；在图上标

注考生相关信息的，取消比

赛资格 

 

正确 计算公式 

正确 

1 

不正确 

公式不正确扣 1分，最多扣

1分。 

 

正确 

计算正确 1 

不正确 

计算不正确扣 1分，最多扣

1分 

 

十

一 

测定结果

（34

分） 

有效数字及

单位 
1 

正确 有效数字保留不正确扣 0.5

分，没有单位扣 0.5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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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确 多扣 1分 

1档 A值相差为 0.001 0 

2档 A值相差=0.002 2 

3档 A值相差=0.003 4 

4档 A值相差=0.004 6 

5档 A值相差=0.005 8 

精密度 10 

6档 A值相差>0.005 10 

1档 │RE│≤0.5% 0 

2档 0.5%＜│RE│≤1% 5 

3档 1%＜│RE│≤1.5% 10 

4档 1.5%＜│RE│≤2% 15 

准确度 20 

5档 │RE│＞2% 20 

 

十一、赛项安全 

（一）安全操作 

1.参赛人员必须按规定穿戴好劳动防护服装。 

2.参赛选手在比赛过程中，要注意安全用电，不要用湿手、湿

物接触电源，比赛结束后应关闭电源。 

3.要熟悉掌握实验中的注意事项和化学试剂特性，严禁进行具

有安全风险的操作。 

4.比赛期间，若突遇停电、停水等突发状况，应及时通知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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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冷静处置。 

5. 参赛人员不得将承办单位提供的仪器、工具、材料等物品带

出赛场。 

6.严禁在比赛场地内饮食或把餐具带进比赛场地，更不能把比

赛用器皿当作餐具。 

7.比赛过程中，参赛人员未经批准，不得进入赛场以外的区

域，不准翻阅与比赛无关的资料，不准操作、使用与比赛无关的设

备、仪器和试剂。 

（二）赛场安全保障 

1.领队、裁判、指导教师及参赛选手等所有人员佩戴标志分别

进入指定区域，并主动向安保管理人员出示。 

2.领队、裁判、指导教师及参赛选手等所有人员不准携带液体

饮料、管制器械及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进入指定区域。 

3.领队、裁判、指导教师及参赛选手等所有人员不准在指定区

域和禁烟区吸烟。 

4.听从指挥，在规定区域内活动，不得擅自离开。 

5.参赛人员要妥善保管个人财物。 

6.比赛期间如发生火情等特殊情况，要保持镇静，在第一时间

向现场工作人员报告，并按照现场工作人员的统一指挥，参与扑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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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序撤离。 

7.比赛期间一旦发生人员意外伤害或紧急突发病情，要服从现

场救护人员指挥，医护人员要立即进入紧急施救状态，采取积极有

效的医疗救治措施，对症处理快速解决；遇有病情严重情况时，要

尽快指派专人护送病人到医院进行救治。 

（三）安保工作要求 

1.在发生突发事件时安保工作负责人要掌握信息，统一布置工

作，其他人员不得干扰。 

2.发生突发事件时，全体安全保卫人员必须服从命令、听众指

挥，以大局为重，不得顶撞、拖延或临时逃脱。 

3.突发事件发生时，全体安全保卫人员要坚守岗位、尽职尽

责，在未接到撤岗指令之前，不得离开岗位。 

4.发现安全隐患或突发事件时，现场人员应立即向保卫组汇

报，保卫组接报后要火速到达案发现场，指挥并配合公安干警及安

全保卫人员搞好抢救工作。 

5.视突发事件的具体情况，分别向上级主管部门和相关部门报

告，并立即启动《赛区安全保卫突发事件处理预案》。 

6.发生火警和恶性事件时，现场人员应主动向公安机关报警并

向领导汇报，立即组织抢救，以免贻误时机；启用消防应急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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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疏散路线，稳定人心，避免踩踏伤人。 

7.安全出口执勤人员，接到指令后立即打开出口门，疏导参赛

人员有序撤离现场。 

十二、竞赛须知 

（一）参赛队须知 

1.不接受跨校组队报名。 

2.参赛队选手在报名获得确认后，原则上不再更换，如筹备过

程中，选手因故不能参赛，所在省教育主管部门需出具书面说明并

按相关参赛选手资格补充人员并接受审核；竞赛开始后，参赛队不

得更换参赛选手，允许队员缺席比赛。 

3.参赛队对赛项执委会发布的所有文件要仔细阅读，确切了解

大赛时间安排、评判细节等，以保证顺利参加大赛。 

4.参赛队领队负责本参赛队的参赛组织和与大赛的联络。 

5.比赛前一天，各参赛队按时参加领队会。实操比赛项目在比

赛前45分钟参赛选手在检录处抽取比赛赛位号。 

6.参赛选手须认真填写报名表各项内容，提供个人真实身份证

明，凡弄虚作假者，将取消其比赛资格。 

7.参赛队按照大赛赛程安排和具体时间前往指定地点，各参赛

选手凭大赛组委会颁发的参赛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参加比赛及相关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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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8.参赛选手比赛服装由赛场统一配备，进入赛场领取，比赛结

束交回。 

9.参赛选手应自觉遵守赛场纪律，服从裁判、听从指挥。 

10.参赛选手证件齐全，选手本人的参赛证、身份证（或其他有

效证件）、检录后赛位号严格一致，自行变更参赛选手、参赛赛位的

参赛队按作弊处理，取消该参赛队参赛资格。 

11.比赛过程中，在裁判监督下读取原始数据，经裁判及选手本

人共同确认后，不允许选手擅自修改数据。否则该选手该项成绩为

零。 

（二）指导教师须知 

1.做好本单位比赛选手的业务辅导、心理疏导和思想引导工

作，对参赛选手及比赛过程报以平和、包容的心态，共同维护竞赛

秩序。 

2.自觉遵守竞赛规则，尊重和支持裁判工作，不随意进入比赛

现场及其他禁止入内的区域，确保比赛进程的公平、公正、顺畅、

高效。 

3.当本单位参赛选手对比赛进程中出现异常或疑问，应及时了

解情况，客观做出判断，并做好选手的安抚工作，经内部进行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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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认为有必要时可在规定时限内向大赛仲裁委员会反映情况或提

出书面仲裁申请。 

（三）参赛选手须知 

1.参赛选手要仔细阅读《赛项指南》（比赛前发放）中的比赛时

间，记准自己各场比赛时间。每场比赛前45分钟携带身份证、参赛

证到指定地点检录、抽签，领取赛位牌。 

2.参赛选手在比赛开始前30分钟由工作人员引导进入赛位，在

现场工作人员引导下，进行赛前准备，检查并确认设备及工具等。 

3.比赛方案（公开试题）在比赛前10分钟发放，裁判长宣布比

赛开始，参赛选手方可进行操作，比赛开始计时。 

4.参赛选手须遵守仪器设备安全操作规程，保证人身、设备安

全。 

5.参赛选手必须在确保人身安全和设备安全的前提下开始操

作；开始操作前，对比赛设备及工具进行检查，确定无误后，方可

以进行实际操作。 

6.由于选手的操作不当，出现较严重的安全事故，裁判员有权

立即中止参赛选手的比赛，并取消本场次的比赛资格。 

7.比赛中设备出现故障时，参赛选手应提请裁判员到故障设备

处进行确认；对于确因设备自身故障造成短暂停机和时间损失，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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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裁判长对该参赛选手的比赛时间酌情增补。  

8.比赛结束前15分钟，裁判长提醒比赛即将结束。比赛时间

到，裁判员终止学生比赛。 

9.比赛过程中，参赛选手不能相互借用仪器和量器。 

10.参赛选手应爱护、保养、保管好比赛设施，损坏、丢失须照

价赔偿。 

11.参赛队完成比赛任务时，选手应举手示意提请裁判员到比赛

赛位收取相关文件等。 

12.参赛选手完成提交后，应对比赛赛位进行清理，经裁判员检

查许可后，参赛选手方能离开赛场。 

13.参赛选手比赛结束后，大赛工作人员将到达现场清点工具，

并由参赛选手签字确认。 

14.参赛选手在裁判员记录的竞赛情况记录表上签字确认。裁判

长用密封纸对以上文件进行密封，装入专用密封袋。 

15.竞赛过程中擅自转抄、誊写、涂改、拼凑实验数据，裁判有

权取消比赛资格。 

16.参赛选手在竞赛过程中须主动配合裁判的工作，服从裁判安

排，如果对竞赛的裁决有异议，须通过领队以书面形式向仲裁工作

组提出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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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人员须知 

1.树立服务观念，一切为选手着想，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严肃

认真的态度和严谨细致的作风，积极完成本职任务。 

2.按规定统一着装，注意文明礼貌，保持良好形象，熟悉大赛

指南。 

3.于赛前 45分钟到达赛场或根据岗位要求提前上岗，严守工作

岗位，不迟到，不早退，不无故离岗，特殊情况需向大赛执委会请

假。 

4.熟悉竞赛规程，严格按照工作程序和有关规定办事，遇突发

事件，按照安全工作预案，组织指挥人员疏散，确保人员安全。 

5.保持通信畅通，服从统一领导，严格遵守竞赛纪律，加强协

作配合，提高工作效率。 

（五）裁判员须知 

1.实行回避制度，裁判员不得担任自己所在参赛省（市、自治

区）选手的竞赛裁判工作，不得与参赛选手及相关人员接触联系。 

2.裁判员仪表整洁统一着装，并佩带裁判员的胸卡；语言、举

止文明礼貌，主动接受仲裁组成员、监督组成员和参赛人员的监

督。 

3.按制度和程序领取试卷、文件和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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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裁判员和选手共同进行赛前检查，清点比赛使用仪器设备，

确认设备完好。 

5.裁判员场上应该充分仔细观察尽到裁判员的职责，确保现场

安全、有序。裁判应特别注意涉及安全操作的项目，选手有违反安

全操作规程的应及时提醒选手，并做记录，确保现场操作安全。 

6.裁判员在工作中严肃赛纪，遵守公平、公正的原则。特别注

意参赛选手有作弊行为时，应立即没收相关物品，取消该队的比赛

资格。 

7.裁判员认真填写比赛过程记录表，比赛结束后，裁判员和参

赛选手一同在比赛过程记录表上签字确认。  

8.裁判员未经同意不得擅自发布关于比赛的言论，不得接受记

者的采访；评定分数不得向选手公开。 

9.裁判员执裁期间在能看清现场状况与选手行为的情况下，应

尽量远离选手，不得影响选手的工作，一般情况应与选手保持 1米

以上的距离。 

10.裁判员完整填写现场评分记录表。 

11.本年度竞赛裁判员全部为省内本科和职业院校工业分析相关

专业教师组成。（参赛队指导教师不聘为裁判） 

十三、申诉与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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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赛项在比赛过程中若出现有失公正或有关人员违规等

现象，代表队领队可在比赛结束后2小时之内向仲裁组提出书面申

诉。 

（二）书面申诉应对申诉事件的现象、发生时间、涉及人员、

申诉依据等进行充分、实事求是的叙述，并由领队亲笔签名。非书

面申诉不予受理。 

（三）赛项仲裁工作组在接到申诉后的2小时内组织复议，并及

时反馈复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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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一、抽签办法 

（一）抽签活动工作人员 

由组委会确定 3名工作人员为抽签活动服务。 

（二）抽签顺序确定 

经组委会讨论决定，以参赛队报名顺序（教育厅传达的文件）

作为参赛队的抽签顺序，抽签采用计算机抽签软件现场公开进行。 

（三）抽签程序 

1.抽签本着同校队伍不在同一场次，选手场次随机决定，台位

随机决定的原则。参赛选手在检录处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依次抽签确

定仪器分析或化学分析考核选手（报名表中第一个学校的第一个队

计算机随机抽取仪器分析或化学分析选手，再由选手抽取仪分或化

分赛场赛位号，以此类推，当场记录抽签结果，选手签字并领取盖

有公章的赛位号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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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抽签工作人员将竞赛赛位号登记，并移交成绩登统处。 

二、其他注意事项 

1、我院不安排专车接送，请参赛队自行解决往返交通问题，确

保交通安全（因新站区铜陵路高架、地铁 3号线施工，交通不便，

请安排好时间和行程）。 

2、自带车辆的参赛队，请将车辆停放在我院指定的停放地点。 

3、参赛队在报到时领取竞赛指南、参赛证、胸牌，需在我院就

餐的，请在“报到处”购买餐券或食堂刷支付宝、微信。 

4、关于住宿问题，建议入住学院附近百大商业广场速 8、索菲

亚酒店，如客满可订附近酒店，费用自理，建议提早预订。 

5、未尽事项将通过电子信息平台告诉各个参赛队，请各个参赛

队及时关注我校官网技能大赛专栏：www.uta.edu.cn ，并关注安徽

工业分析检验大赛 QQ交流群：445122142。 

 

http://www.uta.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