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全国工业设计大赛

无损检测员（逆向设计与三维检测）赛项竞赛要点

一、赛项介绍

（一）赛项名称

无损检测员（逆向设计与三维检测）

（二）技术思路

根据工业设计与服务型制造相融合的发展趋势，本赛项

聚焦工业设计共性技术应用，进行赛项技术设计，旨在以工

业产品创新设计为重要桥梁，讲好中国故事做好世界产品，

促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本赛项以智能创意产品为载

体，结合工业设计共性技术与流程，综合运用工业设计协同

创新平台、三维设计软件和产品设计与制造领域专业知识。

本赛项重点体现数字化工业设计和工业设计共性技术应用，

包括数字化协同创新设计、数字化快速成型、数字化数据采

集检测、数字化产品可视化与展示、数字化与实物相结合的

装配验证。借以展示工业设计共性技术应用态势和发展需

求，促进参赛选手在工业设计领域综合职业能力的提升。

（三）赛项分组

赛项分职工组和学生组，均为单人参赛。两个组别在竞

赛内容上略有区别，在竞赛难度和广度上各有侧重。每省限



报 6支参赛队（其中，职工组 3支、学生组 3支），同一单

位各组别限报 1支参赛队。

（四）竞赛形式

竞赛设理论竞赛和实操竞赛两个环节，各组别总成绩中

理论考试成绩占 20%、实际操作成绩占 80%。

（五）竞赛用时

各组别理论竞赛时间 1小时，实操竞赛时间 11 小时。

二、赛项技术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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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设计协同创新平台中接受工作任务，根据任务要

求，应用设计知识库进行参考选型，并进行相应概念设计，

应用手绘板完成产品概念设计的手绘表达，把成果上传到工

业设计协同创新平台中。

模块二：产品设计与数据管理（占分比例 38%）

任务 1 产品数据管理

根据任务书要求在工业设计协同创新平台进行项目立

项、工作流程定义、制订零件编码规则、创建零部件库，完

成指定的工作任务。

任务 2 产品正向设计建模

根据任务书要求和手绘完成的创意草图，结合工业设计

协同创新平台提供的工业设计资源数据库，进行零部件选

型，产品 BOM 设计与明细表输出，运用三维 CAD 软件进行产

品创新设计建模，并对三维模型进行着色，要求轮廓形状、

颜色和模块一产品概念设计图一致。

任务 3 产品逆向设计建模

应用数据采集检测设备扫描指定零件得到三维数据并

进行适当处理，根据三维数据进行逆向设计，建立三维数字

模型，并根据任务书要求和产品概念设计图进行修改匹配，

生成新的三维数字模型，把成果上传到工业设计协同创新平

台中。

任务 4 产品装配与输出



结合工业设计协同创新平台提供的工业设计资源数据

库，完成产品三维装配并提交符合 GB/ISO 标准的三维装配

模型、零件工程图、零件渲染图、



结合设计资源数据库进行零件选型、借用、BOM 设计，完成

产品设计与数据管理。

2．产品概念设计能力：能使用手绘板完成工业产品概

念设计及设计手绘表达。

3．产品创新设计能力：能使用三维 CAD 设计软件进行

工业产品创新设计。

4．数据采集处理能力：能应用数据采集检测设备完成

产品数据的采集与处理。

5．三维逆向设计能力：能使用三维 CAD 软件完成产品

逆向设计。

6．工程出图能力：能使用三维 CAD 软件输出零件图、

装配图、爆炸图、渲染图、动画等。输出的工程图样要符合

最新的 GB 或 ISO 标准。

7．快速成型操作：能正确操作快速成型设备；能根据

产品使用性能和功能要求，确定三维打印件层厚、支撑方式、

放置角度、后处理工艺等工艺参数。

8. 产品可视化制作能力：能使用图像和视频制作软件

等进行产品设计展版与展示动画制作。

9．装配装饰验证能力：能够使用工具完成产品的装配

调试、功能验证等操作。

10．安全文明要求：遵守相关安全防护和环境保护要求。



四、竞赛实操流程

各参赛队集中比赛，使用赛场提供的相关设备平台，完

成比赛任务。竞赛内容安排如下（见表 1）：

表 1 竞赛内容安排

序

号
竞赛内容

时长 分



五、赛项创新点

（一）本赛项总体设计思路体现工业设计与服务型制

造相融合的理念，重点体现数字化工业设计和工业设

计共性技术的应用。

（二）本赛项通过完整的赛项任务设计，涵盖了重要

的工业设计共性技术要素的应用，既考察了工业设计

技术基础应用，又引领了工业设计专业的建设方向，

能够有效促进院校相关课程的创新建设。

（三）本赛项所选用竞赛载体可较好体现产品工业设

计特点，同时兼顾竞赛载体功能验证任务的可观赏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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