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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题目



增材制造技术完全改变了产品的设计制造过程，被视为诸多领域科技创新的“加速器” 、 支撑制造

业创新发展的关键基础技术 ；进一步改变了产品的生产模式，驱动定制化、个性化、分布式制造； 

通过云制造并与大数据技术结合，加快传统制造升级， 实现制造的个性化、智能化、社会化；对    

制造业起到巨大的推动和颠覆性变革作用，助推航空、航天、 能源、 国防、汽车、 生物医疗等领    

域核心制造技术的突破和跨越式发展 。 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 开展    

质量提升行动等决策部署， 实施新产业标准领航工程，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 

科学技术部、教育部、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中国工程院 6部门联合印发了《增材制造标准领航     

行动计划（2020-2022年）》 ；2022年人社部颁发了《增材设备操作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为了培养更多的增材制造方面的人才 ，本科院校开设了增材制造工程专业、 高职院校开设了增材

制造技术专业、 中职学校开设了增材制造技术应用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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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赛事是在金砖国家 “深化金砖伙伴关系 ， 开辟更加光明未来”的时代背景下

开展的一项大型赛事 ，通过成员国之间的交流合作 ，在金砖五国和一带一路范围  

内促进FDM、 光固化、金属 3D打印技术应用 ， 推动3D打印技术与创新创意结合。 

赛事体现了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的要求 ， 推动赛事成果转化和产学研用紧密结合 ， 

促进教育、科技、人才创新高质量发展。

一、赛项主旨



第六届3D打印造型技术赛项   

                     学生中职组 、 学生高校组 、教师组

选拔赛 、决赛

选拔赛6小时，决赛13小时

国际级竞赛

选拔赛培训或区域选拔，决赛现场操作

二、赛项任务设计

竞赛级别  

竞赛时间

竞赛阶段

选拔方式

赛项组别

队伍组成 教师组为个人赛，学生组为双人团体赛



（二）竞赛内容
        竞赛分选拔赛、决赛两个阶段。
 1.选拔赛阶段
        选拔采用培训考试方式，考试以任务书形式公布，时长为6小时，具体说
明如下：
任务一：产品三维数据采集（1小时）
        利用给定三维扫描设备和相应辅助用品，对指定的外观较为复杂的样品
进行三维数据采集。该模块主要考核选手利用三维扫描设备进行数据采集的能
力。
任务二：产品三维建模（2小时）
        给定产品的三维点云数据，选择合适软件，对给定产品外观面进行三维
数据建模。该模块主要考核选手的三维建模能力，特别是曲面建模的能力。

二、赛项任务设计



任务三：产品优化设计与制作（1小时）
        给定产品的三维模型，要求选手把产品中的几个零件进行一体化设计，
并通过拓扑优化方法对一体化零件进行优化设计（满足在给定的承载力条件
下不改变原来的力学性能进行一定量的减重设计）。该模块主要考核选手一
体化设计和拓扑优化设计的能力。
任务四：产品创新设计与制作（2小时）
        给定产品的三维点云数据模型，要求设计与之配合的另一个产品，使之
满足给定的功能要求，用3D打印机制作另一产品，并完成对打印件后处理。
该模块主要考核选手对新产品的创新设计、利用3D打印机以最佳路径和方法
按时高质量完成指定产品加工任务和对打印模型后期处理等方面的能力。
任务五：职业素养
       主要考核参赛队在本竞赛过程中的以下方面：设备操作的规范性；工具、
量具的使用；现场的安全、文明生产；完成任务的计划性、条理性以及遇到
问题时的应对状况等。

二、赛项任务设计



 2.决赛阶段
        决赛时长为13小时，具体说明如下：
任务一：产品三维数据采集（1小时）
        利用给定三维扫描设备和相应辅助用品，对指定的外观较为复杂的样品
进行三维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该模块主要考核选手利用三维扫描设备进行数
据采集和处理的能力。（关注精细扫描，达到扫描“技术先进水平”）
任务二：产品三维建模（2小时）
        给定产品的三维点云数据，选择合适软件，对给定产品外观面进行三维
数据建模。该模块主要考核选手的三维建模能力，特别是曲面建模的能力。
（要求建模要考虑恢复设计状态）

二、赛项任务设计



 任务三：产品三维数字化检测（1小时）
        给定产品的三维点云数据和该产品的CAD数据和PDF格式的零件图，进行零
件整体外观偏差标注、指定坐标位置点偏差标注、指定的尺寸测量和形位公差检
测，并出具检测报告。本项任务主要考核选手对产品的尺寸测量和几何形位公差
检测，以及出具检测报告的能力。（要求报告里名称与检测要求序号一致，图纸
上有3D尺寸和2D截面尺寸，要统一在一张表格里）
任务四：产品优化设计与制作（3.5小时）
        给定产品的三维模型，要求选手把产品中的几个零件进行一体化设计，并通
过拓扑优化方法对一体化零件进行优化设计（满足在给定的承载力条件下不改变
原来的力学性能进行一定量的减重设计），用金属打印机制作拓扑优化后的一体
化零件，并完成对打印件的后处理。该模块主要考核选手一体化设计和拓扑优化
设计的能力、利用金属打印机以最佳路径和方法按时高质量完成指定产品加工任
务和对打印模型后期处理等方面的能力。（重点关注一体化设计、拓扑优化设计、
减重要求）

二、赛项任务设计



 任务五：产品创新设计与制作（2小时）
        给定产品的三维点云数据模型，要求设计与之配合的另一个产品，使之
满足给定的功能要求，用光固化打印机制作另一产品，并完成对打印件后处理。
该模块主要考核选手对新产品的创新设计、利用光固化打印机以最佳路径和方
法按时高质量完成指定产品加工任务和对打印模型后期处理等方面的能力。
（满足功能要求前提下，找出原产品的不足之处，重点放在外观和结构上创新）
任务六：产品夹具(检具)设计与制作（3.5小时）       
        给定产品的三维数据模型，要求设计该产品用三坐标检测的夹具，或设
计不需要量具或量仪快速检测该产品与另一配合件配合部位是否满足要求(检
具)，用FDM打印机制作及对打印件后处理，并对夹具或检具进行装配，满足
功能要求。该模块主要考核选手夹具或检具的设计能力及FDM打印机操作、
打印件后处理和产品的装配能力。
（夹具设计要避免与量具发生干涉，检具设计重点关注与被测量件配合处部位
的形状，均要保证定位和夹具）

二、赛项任务设计



 任务七：职业素养
    主要考核竞赛队在本竞赛过程中的以下方面：
  （1）设备操作的规范性；
  （2）工具、量具的使用；
  （3）现场的安全、文明生产；
  （4）完成任务的计划性、条理性以及遇到问题时的应对状况等。

二、赛项任务设计



比赛项目的命题紧扣我国企业生产实际 ， 突 
出岗位技能需求 ， 试题源于企业真实工作任 
务和工作要求 ， 比拼的是选手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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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习世赛 ，加强对世赛理念和技术标准的研究 ，推动了金砖赛与世赛接轨。 
参照世赛组织流程 ，借鉴世赛竞赛规则 ， 对接世赛技术标准 ，推广世赛评判方    
式 ，采用“裁教一体化”评判 ， 评分标准做到了尽可能客观量化 ， 同时 ， 注重    
安全、 质量、 过程等因素的评判 ， 促进了金砖赛工作科学化、 规范化、 专业化    
水平的不断提升。

四、成绩评判要点



四、成绩评判要点



四、成绩评判要点



四、成绩评判要点



四、成绩评判要点



四、成绩评判要点



五、 未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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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发布

深圳市创想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中测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的技术平台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