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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信息通信网络动力机务员 S(节能降碳方向) 

命题范围及评分标准 
 

一、竞赛内容 

竞赛分为技能挑战赛和作品赛。围绕动力系统的节能管理创

新、节能改造、节能调优、安全防护及故障排查处理等工作任务

进行的技能竞赛。旨在考核节能降碳政策与法规、相关标准、节

能降碳知识的掌握情况，对在绿色节能改造和应用中对节能降碳

总体目标制定、技术选择、低能耗高能效设备选型，地域气候等

基础数据分析，降碳方案选择及性能优化、节能降碳改造设备选

择，改造实施中的安全防护等关键能力进行重点考核。 

二、竞赛命题及考核模块 

（一）技能挑战赛 

技能挑战赛分选拔赛、全国总决赛。主要衡量选手对节能降碳

法律法规、节能措施和技术及绿色新管理理念、新技术、新产品的

掌握情况。选拔赛主要通过理论知识进行考核，全国总决赛分理论

知识和实际操作考试，其中占理论知识 20%，实际操作占 80%。模

块名称及考核内容如下： 
阶段 模块 模块名称及考核内容 

选拔赛 A 

理论知识模块 
1. 绿色新技术、新产品在节能降碳改造中的应用等相关基础知识； 
2. 信息通信行业绿色节能降碳目标； 
3. 动力设备节能运维等基础知识； 
4. 其他节能降碳相关基础知识。 

全国 

总决赛 
A 

理论知识模块 

1.“双碳”政策与法规知识； 
2.信息通信行业节能降碳相关标准； 
3.电力、空调设备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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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模块 模块名称及考核内容 

4.电力、空调设备节能运维知识； 
5. 新能源供电系统相关知识； 
6. 消安防及事故防护等知识； 
7. AI在节能降碳的应用； 
8. 其他节能降碳相关知识。 

B 

技术实操模块（数字孪生平台） 

1. 信息通信行业碳排放、碳资产核算； 

2. 动力设备以旧换新中的能效诊断、回收循环利用算法等； 

3. 技术节能、管理节能、政策节能等节能应用； 

4. 节能降碳改造中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应用； 

5. 电气、空调设备等动力系统节能降碳操作； 

6. 电气、空调设备故障处理操作； 

7. 其他降碳相关内容。 

C 

现场实操模块 

1. 电源设备节能运行参数优化操作； 
2. 空调设备节能运行参数优化操作； 
3. 其他设备节能运行参数优化操作。 

（二）作品赛 

作品赛分选拔赛、全国总决赛。聚焦节能降碳绿色技术应用及

改造作品，依托现有“基站、汇聚机房、核心机房、数据中心等通

信基础设施”，利用新管理理念、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等节能

降碳措施实现绿色节能降碳应用和改造，主要考核选手对节能降

碳总目标的理解和认识情况，以及根据本区域地理、气候等因素对

节能降碳技术等节能降碳方式的选择能力。考核模块及评分标准

如下： 

评审要点 评审内容 选拔赛 总决赛 

创新性 

1.在需求分析、解决方案设计及项目开发、测试等环

节取得广度与深度的突破和创新； 

2.针对绿色发展中难点、堵点、痛点等问题，是否提

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创新实践过程中，是否建立

新管理理念，采用新技术、选择新材料、应用新产品

等与众不同方法、技术和手段； 

3.在节能改造及应用方面，能够运用 AI等人工智能

技术，实现对企业数智化领域的技术推进。 

3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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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要点 评审内容 选拔赛 总决赛 

作品演示 

1.作品整体演示完整流畅程度； 

2.作品语言流畅、层次清楚，内容丰富有条理； 

3.作品书面文档规范、条理清晰、文章前后逻辑紧

密；语言流畅、内容全面、系统、科学性强。 

10% 10% 

团队能力 

1.团队成员对绿色低碳总体目标的理解情况； 

2.团队成员对碳足迹、碳金融的掌握情况； 

3.团队成员对节能降碳新技术、新产品的掌握情况； 

4.团队成员的节能创新能力情况； 

5.团队结构、分工协作、能力互补、人员配置。 

40% 50% 

可实施性和

可推广性 

通过项目商用试验、部署实施、应用示范规模、适

用场景范围等综合评定，考察参赛作品卡脖子问题

解决的可行性、部署实施难易程度、可适用的范围

规模（如适用的地域、自然条件、适用哪些应用场

景等），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是否具有可落地、

可复制推广。 

20% 20% 

经济效益 

（附加） 

1. 考察作品所带来的节能降耗、成本降低、效率提

升、效益显著； 

2. 在行业应用的市场空间，相对市场同类节能作品

带来的性价比提升等，并提供当前节能改造带来的

节能降耗/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等收益。 

5% 10% 

社会效益 

（附加） 

1. 考察是否对信息通信行业节能降耗、环保减污、降

碳减排等方面带来的贡献和价值。 

2. 考察绿色用能、碳金融等使用情况 

5% 5% 

三、竞赛考评方式 

竞赛各赛段要求以公平、公开、公正原则开展，综合考虑现场

实操与仿真实操应用要求，各赛段积极采用系统智能评测，竞赛环

节中需实时公开成绩、选手动态、选手排行榜等。参加总决赛相关

人员，须提交选拔赛成绩详情单，详情单需包含每一个理论题目的

答题情况，每一个实际操作任务的答题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