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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技术工作文件（技术描述）是对本竞赛项目内容

的框架性描述，正式比赛内容及要求以竞赛最终公布的赛题

为准。

一、技术描述

（一）项目概要

比赛是选手在同一条件下，利用服装设计、制版、排料、

制作、熨烫等多种技能完成的服装设计制作技能竞赛。

时装技术从业者创造服装。相关技能包括设计、制版、

裁剪及服装制作。 服装从业者可能会在产品研发团队中开

展工作，但是他们也可以从事个体经营; 或为指定项目工

作，或者在制造零售业中从事相关工作，还可以成为样衣师。

时装业具有多样性和广泛性，有些从业者可能是从事不同形

式的工作。

当今的时装业是全球化的行业，因此，从业者的工作也

常常具有国际化的工作特征。例如，服装的设计，样品制作

以及批量生产分别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完成。无论从业者身在

何处，都要求他们具有同样的意识和素质：如对时装行业发

展趋势，最新时装动向的关注和了解；对服装纺织面料的最

新技术发展以及最新机器设备的了解掌握。对时装趋势的忽

视或误解都将带了巨大的商业损失。

（二）基本知识与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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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要求
权重比

例 (%)

1 工作组织和管理

5

基本

知识

服装相关设备、材料、特点、性能及用途

全球的时装行业发展进程

批量生产、小型系列产品、定制及品牌服装的工作流程

行业术语及专业词汇。

持续专业发展的重要性

健康安全规范及最佳操作

维护一个整洁且有安全和组织性工作场所的重要性

有效的工作计划及组织的重要性 准确而仔细地准备生产面料的

重要性

对时装行业所使用的工具及设备的范围使用及保养

与时装产品的生产，经营及销售有关的行业道德问题及可持续性

发展问题

如何评价质量标准

工作

能力

主动发展个人知识及技能

展示一种对当下潮流及服装设计、配饰、颜色、面料等的意识

在工作场地完全遵守并促进健康安全的操作，使工作环境保持安

全、健康

安全使用设备

依据任务和设计选择正确的工具和设备

对工作进行计划及排序

始终保护材料和成品，保证操作环境干净安全

在考虑可持续性及道德规范的情况下,购买体现实际成本的材料

和面料

2 沟通和人际交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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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知识

保护客户隐私

与客户沟通的能力

有效的专业技术交流（包括转包工作的物料订购）

现场设计陈述及销售技巧

工作

能力

与顾客有效交流

和客户交流时举止行为自信得体

为客户提供专业的建议及指导，使其购买时做出明智的决定

依据客户的特定需求，为其提供相关款式、颜色及面料方面的专

业建议

为客户提供服装保养上专业建议和指导

向客户呈现创意设计、视觉及生产制作方案等方面的工作

3 解决问题及创新能力

5

基本

知识

时装行业的独特性及从众性的重要性

创造性在时装行业中的重要性及关联性

工作

能力

展示设计上的创新性和创造力

创造性地设计出创新解决方案

运用创新解决设计方案和制作中的挑战

修改衣服使其有更佳的合身效果，调整更新使衣服更合适

高标准进行服装质量检验，并提供服装质量问题的解决方案

4 服装设计

10基本

知识

设计元素和设计原则

面料和服装材料的特性、用途及保养方式

流行趋势及主题有关的服装材料、面料、颜色、及款式

文化和传统对时装设计的影响

可替代时装面料的设计材料的范围和类型

相同主题下，颜色、款式、材料的搭配设计

面料、服装和配饰之间的互相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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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基本款式的裁剪与制作

人体造型与尺寸对服装合体性及外观的影响

国际潮流对时装设计的影响以及传统民族特色对设计的影响

如何对潜在客户及行业专业人士传递设计理念及想法。

工作

能力

研究时尚趋势并将其合理应用到设计上

设计时装产品时应时锁定目标市场或个人需求

创建主题板/趋势板及效果图去表达观点、观念及视觉效果。

明确面料的不同类型，为特定的用途选择合适的面料

在服装设计中体现服装风格和裁制的规范性要求，但又具创新性，

保持设计创造性与创新性

针对不同时装设计选择合适的面料

选择并使用不同的配件以及各种辅料

将不同的装饰品及配件应用到设计中

运用艺术及创新能力，设计出适合各类场合穿着的多种服装

根据主题或设计任务进行服装创作

依据客户需求进行设计修改

修改旧衣服，创造新设计

5 工艺图/技术图/款式图

10

基本

知识

如何阅读并制作专业的技术图

专业相关的术语及符号

使用 IT 或专门的软件生成图像或设计

工作

能力

解读工艺图

手绘服装款式图

使用电脑及 CAD 专业软件创造 2D 及 3D 图像

清晰标注平面图及图像

用清晰、合理,准确的文字及图表说明设计制作与生产的全部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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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样板结构及立裁

20

基本

知识

使用平面或立体制板方法完成服装结构

为不同服装完成平面样板设计

制作服装时使用人台

不同服装款式的面料选择与制作工艺处理

如何准确标记面料

工作

能力

依据不同类型服装,进行样板设计与修正，如定制西装，连衣裙,

裙子或裤子

依据不同类型服装,进行立体裁剪，如定制的西装、连衣裙,裙子

或裤子

针对不同面料和设计的特点，选择服装制作的最佳方式

坯布制做完整或局部的样衣，进行样品检测

准确测量并标记

服装符合规定尺寸

为样板标注包含尺寸、款式、裁剪等的清晰信息

7 裁剪缝制及熨烫整理

45基本

知识

理解面料裁剪的重要性,将损耗降低至最小化并将服装成品最优

化

准备样板并在面料上正确摆放排料

手工裁剪工具的使用

缝纫机及工具

工业设备的维护及使用

服装制作过程及结构工艺

选择不同类型的缝合方式和整理方式进行工艺应用

各种辅料如线、拉链、嵌条等的使用

不同面料的特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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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能力

根据样板对面料进行准确核算

实现最佳面料使用率的排料

使用合适的工具或设备准确裁剪面料

根据裁剪说明准确裁剪

正确使用时装行业中的各种工业设备，如缝纫机、锁边机、熨斗、

粘合机

为工作任务选择合适的工具及设备

根据生产厂商说明安全操作机器

调试机器设置确保,设备与面料相适用

对服装不同部分进行有效正确粘合

合理使用粘衬及里布

对面料进行处理及操作时,确保不损伤面料并保持面料优质的性

能

根据设计服装的款式,合理制作里布和贴边

通过机器精确缝制各种类型的服装或服装的部件

以专业方式完成时装制作

手缝完成服装的某些部分

有效执行专业缝制技能及技术

有效熨烫

合计 100

本竞赛通过实操检测以上知识与技能。

二、试题与评判标准

（一）试题（样题）

1. 命题方式

本项目竞赛题的命题方式为公开命题，比赛现场抽签决

定部分内容及设计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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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为可以提前公布试题的项目。不晚于赛前 4 周公

布试题（包括赛题、素材、评分标准）。所命竞赛题内容基

于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技术要求，比赛现场裁判长将结

合赛场设备、材料状况，按照本项目试题调整的工作流程和

方法，组织裁判人员对已公布的试题中的抽签部分进行抽

签。然后，由裁判长对最终比赛试题签字确认。本项目样题

及技术标准可参见附件 1。

2.竞赛模块

时装技术比赛通过运用专业平缝机、专业包缝机、熨烫

等设备完成款式设计,立体裁剪,服装制版和制作任务。本次

选拔赛考核分为四个模块：款式设计、半身裙制版排料、立

体裁剪和女装设计制作。

（二）比赛时间及试题具体内容

1.比赛时间安排：

模块

编号
模块名称

竞赛时间

（分钟）

分数

评价分 测量分 合计

1 模块 A 款式设计 60 分钟 7 5 12

2 模块 B 半身裙制版排料 180 分钟 19 19

3 模块 C 立体裁剪 120 分钟 8 7 15

4 模块 D女装设计制作 720 分钟 6 48 54

总计
1080 分钟

18 小时
21 7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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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试题

模块 A：款式设计 1 小时

考核范围：款式系列设计、款式图绘制。

具体要求：选手运用现场抽取的同一面料进行指定同一

市场的系列服装设计.系列服装依据不同市场分为:

 低档市场-快时尚春夏 4 款;

 低档市场-快时尚秋冬 4 款;

 高档市场-礼服 2 款

服装市场由裁判长依据比赛现场抽取的面料，现场指定。

模块 B：半身裙制版排料 3 小时

考核范围: 半身裙的工业制版一套及排料

具体要求: 依据比赛现场抽取的半身裙(正反面)款式

图及号型尺寸要求,完成与款式图一致的女裙制版及排料。

排料时间包括在制版时间内。选手只进行排料，不得裁剪面

料。

模块 C：立体裁剪 2 小时

考核范围: 女式连衣裙的立体造型制作。

具体要求:运用比赛提供的服装图片,应用所提供的坯

布,在人台上完成与服装图片款式一致的立体造型。

模块 D：女装设计制作 12 小时

考核范围: 依据比赛要求，完成女式时装的设计制版与

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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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要求:依据比赛要求的前提下,完成服装的设计,制

版与制作。比赛中，选手应完成服装的款式设计及工艺说明

书的填写,服装制版及排料裁剪、局部制作及整体缝制、局

部手针工艺、整体熨烫和后期整理的工作任务。

3. 命题方案

“模块 A”中的人体模板提前打印（人体模板图参见附

件 3）。

“模块 B”中的 3 款半身裙款式图（正式稿）将随样题

公布后两周内公布,比赛现场抽取其中的一款,并现场指定

服装款式规格尺寸,竞赛选手依据同一款式和同一尺寸,可

以运用立体裁剪或平面裁剪方式完成一套服装工业样板，并

在比赛提供的面料上完成排料，但不进行裁剪。比赛结束后

所有样板上交（包括过程制图，立裁坯布样板，工业制版），

但只针对工业制版和排料进行评分。排料环节包含在制版比

赛时间之内完成,制版比赛结束,选手无论是否完成排料,均

要求离开赛场。比赛不提供基础样板。

比赛时间均在模块内完成作品，未完成也需上缴，比赛模块

时间不互借。

“模块 C”中立体裁剪服装图片由裁判长提供 3 款(不提

前公布)，最终比赛一款在比赛现场抽签获得。

“模块 D”在完成女装作品的同时，需要提交款式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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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书（附件 5），须完成线稿的女装款式图（正背面）作

为评判参考，但工艺说明书本身不评分。本模块的服装制版

不评分，但须与作品一起上交，比赛不提供基础样板。

4.考核次数及地点安排

本项目全国选拔赛只进行一轮次考核，考核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 10 日—12 日

考核地点为： 广州

（三）评判标准

本项目评分标准分为测量和评价两类。凡可采用客观数

据表述的评判称为测量；凡需要采用主观描述进行的评判称

为评价。具体评分标准可参见附件 2。

本次竞赛评分表按照全国选拔赛系统的格式，并使用竞

赛专用评分系统自动计算和汇总分值。

1.分数权重：

评价分（Judgement）打分方式：4 名裁判为一组，其中

一位为轮打裁判,即为同组的裁判选手打分,裁判不能给自

己的选手打分。裁判们各自单独评分，4 名裁判依据评分标

准为一名选手的考核项给出权重分值，评分系统依据三名裁

判平均权重分，计算出实际得分。裁判相互间的权重分值差

异，可以小于或等于 1 分，如果超出 1 分，则需要对该选手

的考核项进行考评理由陈述，在裁判长的审议与监督下，给

出合理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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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分（主观）权重表如下：

权重分值 要求描述

0分 各方面均低于行业标准，包括“未做尝试”

1分 达到行业标准

2分 达到行业标准，且某些方面超过标准

3分 达到行业期待的优秀水平

例：模块 A 款式设计 设计与所选面料的匹配度（对面料

特性的理解）

权重分值 要求描述

0分 设计与面料类型不符，面料无法展示出款式图中款式特征。

1分 设计面料类型不太符合，面料只能展示出款式图中部分款式特征。

2分
设计体现出较好的面料特性，面料符合设计,并能呈现出款式图中

的大部分服装款式特征。

3分
设计体现出非常好的面料特征，面料符合款式图中所有服装设计，

并能恰如其分地表达款式图中的设计。

测量分（客观）

测量分（Measurement）打分方式：按模块设置若干个

评分组，每组由 4 名裁判构成。每个组所有裁判一起商议，

在对该选手在该项中的实际得分达成一致后最终只给出一

个分值。

测量分评分准则样例表：

类型 示例 最高分值 正确分值 不正确分值

满分或零分
设计款式在工业生产中的可实

现性
0.5 0.5 0

从满分中扣除 款式图整体线条顺直，轮廓清 1 1 每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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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画线无过重或过轻表达。 0.25

扣除

2.评判方法：

2.1 裁判长依据裁判的专业背景及特点进行分组，确定

组长+组员的组合，每组 4 名成员（1 名组长+3 名组员），

盲打评分时，客观分小组共同打分，主观分组长不打分。明

打时，小组成员自己的选手不打分，由组长进行轮打。

2.2 在比赛期间完成模块 A，模块 B，模块 C 的打分。

其中模块 A 、C 为盲打。模块 D 在比赛结束后进行打分。

2.3 评分记录为手写，在裁判完成评分后，将手写评分

表格由考务人员录入到考评系统。录入成绩后，由各裁判对

录入结果进行确认签字。

2.4 统分方法:客观分为每个评分组共同得出一个考项得

分。主观评分由三位裁判依据评判标准分别给出评分系数，

裁判长纪录在评分表上，再由考务人员进行录入，得出每个

考项的最终得分。

3.成绩并列：

竞赛中如果出现成绩并列以模块 D 女装设计制作分数高

的选手晋级。

三、竞赛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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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裁判构成和分组

1.裁判长

裁判长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组委会

任命。

2. 裁判组

裁判员由各参赛队推荐选派 1 名具有资格的裁判员，义

务担任选拔赛裁判工作。裁判员可申请不参与裁判工作并放

弃相应权利。在确定担任裁判员工作后，比赛中途不得更换

人选或退出。

3.裁判任职条件

裁判应具有十年以上的服装行业从业经验（企业或教

育），具有较高的职业操守，责任心以及团队精神。裁判将

由各参赛省市推荐报名生成。报名成为裁判的人员必须参加

大赛组织的裁判培训，作为裁判认定资格条件之一。在培训

期间，裁判长将对裁判进行专业背景及水平调查，并依据裁

判的从业经历及特点进行工作分组，对不符合条件的裁判，

将要求所派单位重新推荐。

（二） 决赛选手自备的设备和工具

各参赛选手根据竞赛题目要求必须自带工具箱。工具箱

内可以包括：划粉、铅笔、签字笔、橡皮、剪刀、直尺、软

尺、制板工具、针插、手针、绘图工具、压轮、镇纸、拆线

器、剪口钳，翻带工具、螺丝刀，打孔器，小型熨烫工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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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决赛场地禁止自带使用的设备和材料

序号 设备和材料名称

1 面料

2 辅料

3 比赛之外的服装样板

4 纸/笔记本

5 手机

6 其它加速工具和材料（如卷边器、双面胶等）

（四）项目特别规定

1.比赛期间，将由裁判对选手工具箱进行每日检查。

2.赛题和配套文件为中文。

3.选手不得使用自带的缝纫设备及考评材料，比赛结束

不得将任何比赛材料带出考场。

4.比赛期间任何人员不得在赛场内接打电话，录音，录

像。

5.比赛期间，裁判员不得私自进入选手工作区域，选手

出现问题时，举手示意，由裁判长及非本省队裁判进行处理。

6.本项目模块 A 和模块 C 为盲打，参与盲打加密的裁判

将不参加模块 A 和模块 C 的评分工作。

7.模块 C立体裁剪的人台标识线依据选手对比赛图片理

解，在比赛期间进行粘贴，赛前设备准备时，不允许粘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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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违规处理

比赛期间选手或裁判员如有违规行为，由裁判长仲裁并

记录在案。选手违规情况严重的可以取消选手参赛成绩，裁

判员违规情况严重的可以取消其执裁资格，并通报。

四、赛事日程安排

赛前 2天（C-2）周二 2020.12.08

时间 事项 参与人员 负责人 地点

9：00-11：30
场地、设备、材料准备，评分系

统准备等

裁判长及助理

场地经理及助理

项目联络员

系统录分员

裁判长 各项目竞赛场地

11：30-12：30 午餐 凭票就餐 后勤保障部
广州琶洲

广交会展馆

13：00－15：00
技术会议 裁判长及助理

裁判员
裁判长

各项目竞赛现场

15:-17:00
比赛设备及赛前文件检查确认

封场

场地经理及助理

项目联络员

技术保障人员

裁判长

赛前 1天（C-1）周三 2020.12.09

时间 事项 参与人员 负责人 地点

9：00-10：00 赛务准备会 裁判员 裁判长
项目竞赛场地

10:00-11:30 比赛安全培训/工位抽签 选手/裁判员 裁判长

11:30-12:30 午餐

裁判长及助理

裁判员

选手

技术和赛务保障人员等

各省领队/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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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前 1天（C-1）周三 2020.12.09

时间 事项 参与人员 负责人 地点

12:30-13:00 检录入场
裁判长/裁判长助理

选手/裁判员/考务人员
裁判长 项目竞赛现场

13：00-16：00 选手熟悉场地设备

选手/裁判裁判员

场地经理及助理

考务人员/技术保障人员

裁判长 项目竞赛现场

比赛第 1天（C1）周四 2020.12.10

时间 事项 参与人员 负责人 地点

8:00-9:00 比赛场馆入场/安检 全体人员 组委/各省领队 比赛现场

9:00-9:30 比赛开幕式 全体人员 组委/各省领队 比赛现场

9:30-10:00 检录入场
选手 裁判员 工作人员

赛务保障人员等
裁判长 项目竞赛现场

10:00-10:30
模块 A 款式设计面料抽取，赛前交

流（10 分钟）
选手 裁判员 裁判长 项目竞赛现场

10:30-11:30 模块 A 款式设计竞赛（1 小时） 选手 裁判长 项目竞赛现场

11:30-12:30 午餐（1小时）

裁判长及助理

裁判员

选手

技术支持人员等

各省领队/教练 项目竞赛现场

12:30-12:45 检录入场
选手 裁判员 工作人员

赛务保障人员等
裁判长 项目竞赛现场

12:45-13:00
模块 B半身裙制版排料

款式抽取，赛前交流（15 分钟）
选手 裁判员 裁判长 项目竞赛现场

13:00-16:00
模块 B 半身裙制版排料竞赛（3小

时）
选手 裁判长 项目竞赛现场

16:00-18:00 排料评分 裁判员 裁判长 项目竞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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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第 2天（C2）周五 2020.12.11

时间 事项 参与人员 负责人 地点

8:20-8:30 检录入场
选手/裁判员

考务人员/技术保障人员
裁判长 项目竞赛现场

8:30-9:00
模块 C立体裁剪款式抽取

赛前交流
选手/裁判员 裁判长 项目竞赛现场

09;00-11:00 模块 C 立体裁剪竞赛（2 小时） 选手 裁判长 项目竞赛现场

11：00-12:00 午餐

裁判长及助理

裁判员

选手

技术和赛务保障人员等

后勤保障部

12:00-12:15 检录入场
选手/裁判员

考务人员
考务人员 项目竞赛现场

12:15-12:30
模块 D 女装设计制作抽签

赛前交流
裁判长/裁判员/选手 裁判长 项目竞赛现场

12:30-17:30
模块 D 女装设计制作竞赛

（5/12 小时）
选手

裁判长/裁判员/

选手
项目竞赛现场

比赛第 3天（C3）周六 2020.12.12

时间 事项 参与人员 负责人 地点

8:20-8:30 检录入场
选手/裁判员

考务人员/技术保障人员
裁判长 项目竞赛现场

8:30-12:30 模块 D 女装设计制作竞赛

（4/12 小时）

选手
裁判长/裁判员/

选手
项目竞赛现场

12:30-13:30 午餐

裁判长及助理

裁判员

选手

技术和赛务保障人员等

各省领队/教练

13:30-16:30
模块 D女装设计制作竞赛（3/12

小时）
选手

裁判长/裁判员/

选手
项目竞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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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第 3天（C3）周六 2020.12.12

时间 事项 参与人员 负责人 地点

16:30-17:00 场地整理 考务人员/技术保障人员 裁判长 项目竞赛现场

17:00-21:00 评分及录入
裁判员

考务人员/技术保障人员
裁判长 项目竞赛现场

赛后 1天（C+1）周日 2020.12.13

时间 事项 参与人员 负责人 地点

8:20-8:30 检录入场 选手/裁判员 裁判长/助理 竞赛项目现场

8:30-9:00 集体合影/作品合影 选手/裁判员 裁判长/助理 竞赛项目现场

9：00-11:00 技术点评/宣布成绩

选手

领队及助理

裁判长及助理

裁判员

项目联络员

系统录分员等

裁判长/助理 竞赛项目现场

11:00 返回酒店
选手

领队及助理等
后勤保障部

广州琶洲

广交会展馆

11:30-13:00 午餐
选手

领队及助理等
各省领队/教练 酒店

18:00 出发到闭幕式场地

组委会、执委会

裁判长及助理

裁判员

选手

项目联络员

领队及助理等

后勤保障部 酒店

19：30-21：00 闭幕式 凭票入场 组委/各省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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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竞赛场地、设施设备等安排

（一）赛场规格要求

全国选拔赛在 1224 ㎡的面积上，布置 25 个比赛工位，

每个比赛工位标明编号，设有安全通道和安全出口。另外，

设置裁判会议室 1 间，服装面料、工具、耗材等储藏室 1 间。

环境标准要求保证照明和通风良好；提供稳定的水、电，并

提供应急的备用电源。

（二）场地布局图

场地布局最终以场地实际布局为准。



22

（三）基础设施清单

时装技术项目赛场提供设施、设备清单表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单位 数量

1 打版台

长宽高 2000mm×1200mm×850mm

台 25

2 平缝机

型号：S-7300A-303

长宽高 1000mm×500mm×800mm

电压 220v 功率 550w

台

25

3 熨烫设备

型号：索龙鸬鹚烫床

长宽高 1500mm×800mm×760mm

电压 220v 功率 1kw

只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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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单位 数量

型号：白金龙烫斗

电压：220v 功率：1.2kw

4 服装人台

165/84 建智人台 女体全身半腿

台 50

5 工位椅

长宽高 400mm×300mm×420mm

台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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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单位 数量

6 材料箱

长宽高 600mm×450mm×380mm

个 25

7 包缝机

型号：飞马 MX5214/MX3216

长宽高 1000mm×500mm×800mm

电压 220v 功率 550w

张 2

8 粘衬机

型号：JC-500

长宽高 2700mm×1500mm×1200mm

电压 380v 功率 5kw

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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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单位 数量

9 打孔机

长宽高 130mm×65mm×160mm

个 4

10
服装挂衣架（挂

纸样）

长 250cm 高 160cm

个 2

11
服装挂衣架（挂

服装）

长 150cm 高 160cm

个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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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单位 数量

12 服装衣架（三角） 个 60

13 A3 展示牌 个 50

14
垃圾桶(包缝机

用)
个 25

15
垃圾桶（打板台

用）
个 25

16 扫把及垃圾铲 套 25

17 监考工作台 张 2

18
评委休息室会议

小桌
800cm*120cm 张 1

19 评委休息室椅子 张 32

20
选手休息室会议

小桌
1080cm*200cm 张 1

21 选手休息室椅子 张 60

22 录分室会议小桌 60cm*120cm 张 2

23 录分室椅子 张 4

24
技术支持区会议

小桌
60cm*120cm 张 2

25
技术支持区

椅子
张 8

（四）基础材料清单

（以下每一个选手必须配备）

序号模块名称 名称 用量 单位 描述 其他

1
模块 A

款式设计
人体模板(附件 3) 3 张 A3 赛前发放

2 模块 B

半身裙制

版

白坯布 3 米 幅宽：140CM 赛场备用

3 打板纸 （厚） 2 张 白色 80g 赛前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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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拷贝纸 （薄） 5 张 半透明 40g 赛前发放

5

模块 C

立体裁剪

白坯布 3 米 幅宽：140CM 物料箱

6 标识带 2 盘 宽 0.3cm 物料箱

7 模块 B珠针 1 盒 100 根 物料箱

8

模块 D

女装设计

制作

面料 1（单色） 2.5 米
50%毛+50%聚酯纤维

幅宽：152cm
物料箱

9 面料 2（花色） 2.5 米
100%聚酯纤维 幅宽：

150cm
物料箱

10 打板纸 12 张

薄纸 11 张（白纸 80g 纸 5 张，

半透明拷贝 40g 纸 6 张），实样

纸 1张

物料箱

11 里布 3 米 醋酸绸/幅宽：152cm 物料箱

12 装饰拉链 2 条 黄铜/3#牙齿/开尾 物料箱

13 有纺衬（薄/厚） 各 2．5 米 幅宽：152cm/154cm 物料箱

14 垫肩 2 副 西服袖垫肩/插肩袖垫肩各 1 物料箱

15 袖棉条 1 副 物料箱

16 嵌条 共用 盘 直丝、斜丝、子母 赛场备用

17 装饰扣大 4 粒 直径 2.3cm 物料箱

18 装饰扣小 6 粒 直径 1.8cm 物料箱

19 缝纫线（2种） 2 轴 与面料匹配 物料箱

20 人台假臂 1 对 左右各 1 物料箱

21 画粉 5 块 画粉 2块/蜡粉 3块 物料箱

22 卷尺 1 个 物料箱

23 单边压脚 1 对 左右各 1 物料箱

24 梭壳/梭芯 梭壳 1/梭芯 4 物料箱

备注：赛场提供每位选手 1个梭壳、4个梭芯、缝纫机针，单边压脚，拉链拔牙

钳，样板穿绳，打孔器赛场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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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全、健康要求

1. 安全培训

赛前设备管理人员对选手进行安全操作培训，选手应严

格依照设备安全使用说明进行操作，并签署安全协议书。如

发现选手进行违规设备操作，裁判及考务人员应及时通报裁

判长并中止比赛。如选手发现设备出现操作安全问题，应及

时通报考务人员及裁判长，进行安全处理。

2. 安全设施

赛场必须留有安全通道。比赛前必须明确告诉选手和裁

判员安全通道和安全门位置。赛场必须配备灭火设备，并置

于显著位置。

3. 有毒有害物品的管理和限制

禁止选手及所有参加赛事的人员携带任何有毒有害物

品进入竞赛现场。

4.医疗设备与措施

赛场必须配备相应医疗人员和急救人员，并备有相应急

救设施。

5.其他

比赛过程中使用的面料采用环保材料，并在比赛过程

中，尽量减少纸张的使用并杜绝浪费。对于选手未使用完的

面辅料进行回收。

七、开放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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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于公众开放的要求

比赛在不受干扰的前提下开辟观赛区域。观摩人员在指

定区域内观摩竞赛。观摩人员不得与比赛区域内任何人员交

谈、沟通。

2.对于赞助商的宣传要求

可在大赛指定位置公布赞助商名称、LOGO、相关简介。

3.新闻媒体与摄影录像要求

进入赛场的新闻媒体人员须配有大会同意颁发的记者

工作证件，比赛期间进行录影摄像时，不得使用闪光灯，不

得与选手交谈，不得影响选手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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