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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为规范从业者的从业行为，引导职业教育培训的方向，为职业技能鉴定提供

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客观需

要，立足培育工匠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有关专

家，制定了《工业气体生产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19 年版）》(以下简称《标

准》)。

一、本《标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 年版）》为依据，

严格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编制技术规程（2018 年版）》有关要求，以“职业

活动为导向、职业技能为核心”为指导思想，对工业气体生产工从业人员的职业

活动内容进行规范细致描述，对各等级从业者的技能水平和理论知识水平进行了

明确规定。

二、本《标准》依据有关规定将本职业分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

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五个等级，包括职业概况、基本要求、

工作要求和权重表四个方面的内容。本次修订内容主要有以下变化：

——充分考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对本职业的影响，完善了技能要求和

相关知识要求。

——具有根据科技发展进行调整的灵活性和实用性，符合培训、鉴定和就业

工作的需要。

——顺应时代和社会要求，强化化工安全及环境保护的技能要求和相关知识

要求。

三、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为中国工业气体工业协会。主要起草人为王忠

建。参与起草单位：中国工业气体工业协会医用气体及工程分会、中国工业气体

工业协会氢气专业委员会、中国工业气体工业协会焊割气专业委员会、中国工业

气体工业协会二氧化碳专业委员会、苏州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华特气体

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天一科技有限公司、南通天源气体有限公司。参与起草人员：

漆家学、周振芳、朱贤富、张润江、廖恒易、刘志军、吴巍、张树银、胡代慧。

四、本《标准》主要审定单位有：中国工业气体工业协会、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北京中医医院、北京东方医用气体有限公司、中国工业气体工业协会医用气体



及工程分会、北京燃气绿源达清洁燃料有限公司、天津永利食用添加剂有限公司、

北京顺安奇特气体有限公司、盈德气体集团有限公司、天津永熙气体有限公司、

化学工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主要审定人员有：洑春干、李国平、马占军、

吴春生、康瑞、孙磊、赵强、赵晓玮、张强、刘腊梅、沈磊、刘东方、刘佩田、

张璇、张晨光。

五、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得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化学工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中国工业气体工业协会、中国工业气体工业协

会医用气体及工程分会、中国工业气体工业协会液化天然气分会、中国工业气体

工业协会氢气专业委员会、中国工业气体工业协会焊割气专业委员会、中国工业

气体工业协会二氧化碳专业委员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北京东方

医用气体有限公司、中国工业气体工业协会医用气体及工程分会、北京燃气绿源

达清洁燃料有限公司、天津永利食用添加剂有限公司、北京顺安奇特气体有限公

司、盈德气体集团有限公司、天津永熙气体有限公司、苏州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

司、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天一科技有限公司、南通天源气体有限公

司、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及荣庆华、葛恒双、王

小兵、张晓燕、许可等专家的指导和大力支持，在此一并感谢。

六、本《标准》也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自公布之日①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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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气体生产工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2019 年版）

1 .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工业气体生产工
①

1.2 职业编码

6-28-02-03

1.3 职业定义

操作气体发生、集收、机泵等设备，制备或集收气体，进行加压、净化、溶

解、充装、输送、供气等作业的人员。

1.4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共设五个等级，分别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

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

其中，气瓶充装专业、气瓶检验专业、医用供气专业均共设四个等级，分别

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

1.5 职业环境条件

室内、外，常温且部分在高温、低温或高处作业，存在一定的烟尘、粉尘、

噪声及化学品。

1.6 职业能力特征

具有一定的学习、理解、判断、计算及表达能力，空间感强、四肢灵活，动

作协调，听觉、嗅觉较灵敏，视力、色觉良好。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初中毕业（或相当文化程度）。

1.8 职业技能鉴定要求

1.8.1 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① 本职业包含但不限于下列工种：制氢工、特种气体生产工、气体净化工、溶解乙炔生产工、

混合气体生产工、气体充装工、气瓶检验工、医用供气工、工业供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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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①工作 1年（含）以上。

（2）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学徒期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6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②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

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

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5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

生）；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

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

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

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

工作 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的

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年（含）以

上；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

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含）以上。

①相关职业：化工总控工、气体深冷分离工、工业气体液化工等，下同。
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能源与动力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化工工艺、化学工程与工

艺、应用化工技术、精细化工等，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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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1.8.2 鉴定方式

分为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以及综合评审。理论知识考试以闭卷笔试、机

考等方式为主，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掌握的基本要求和相关知识要

求；技能考核主要采用现场操作、模拟操作、口试、闭卷笔试或几种方式的组合

进行，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具备的技能水平；综合评审主要针对技师

和高级技师，通常采取审阅申报材料、答辩等方式进行全面评议和审查。

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和综合评审均实行百分制，成绩皆达 60 分（含）

以上者为合格。

1.8.3 监考人员、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理论知识考试中的监考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15，且每个考场不少于 2

名监考人员；技能考核中的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5，且考评人员为 3

人（含）以上单数；综合评审委员为 3人（含）以上单数。

1.8.4 鉴定时间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90min；技能考核时间不少于 40 分钟 min；综合评

审时间不少于 20min。

1.8.5 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进行；技能考核可在生产装置、模拟操作室或标准

教室进行，应具有满足本职业鉴定所需的装备、工具、劳保用具和安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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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基本要求

2.1 职业道德

2.1.1 职业道德基本知识

2.1.2 职业守则

（1）爱岗敬业，忠于职守。

（2）按章操作，确保安全。

（3）认真负责，诚实守信。

（4）遵规守纪，着装规范。

（5）团结协作，相互尊重。

（6）节约成本，降耗增效。

（7）保护环境，文明生产。

（8）不断学习，努力创新。

（9）弘扬工匠精神，精益求精。

2.2 基础知识

2.2.1 化学基础知识

（1）无机化学基础知识。

（2）有机化学基础知识。

（3）物理化学基础知识。

（4）分析化学基础知识。

2.2.2 化工基础知识

（1）流体力学基础知识。

（2）热力学基础知识。

（3）传热学基础知识。

（4）传质基础知识。

（5）压缩、制冷、深冷基础知识。

（6）干燥知识。

（7）精馏知识。

（8）气体吸收基础知识。

（9）气体吸附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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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气体催化基础知识。

2.2.3 识图知识

（1）投影基础知识。

（2）三视图知识。

2.2.4 机器与设备知识

（1）机器与设备工作原理。

（2）机器与设备结构。

（3）机器与设备安全使用知识。

（4）材料学基础知识。

2.2.5 电工基础知识

（1）电工学基础知识。

（2）安全用电常识。

2.2.6 仪表自动化基础知识

（1）常用测量仪表及基本原理。

（2）误差的基础知识。

（3）常规仪表、智能仪表和自动控制系统基础知识。

2.2.7 计量知识

（1）单位制。

（2）单位换算。

2.2.8 安全、环保及消防知识

（1）防火、防爆、防腐蚀、防雷、防静电、防中毒的基础知识。

（2）职业卫生基础知识。

（3）环保基础知识，废水、废气、废渣的性质、处理方法和排放标准。

2.2.9 记录填写知识

（1）运行记录。

（2）交接班记录。

（3）设备维护保养记录。

（4）安全生产记录。

2.2.10 清洁生产及职业健康安全管理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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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洁生产相关知识。

（2）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相关知识。

2.2.11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知识。

（4）《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相关知识。

（5）《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相关知识。

（6）《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相关知识。

（7）《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相关知识。

（8）《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相关知识。

（9）《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相关知识。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相关知识。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相关知识。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相关知识。

（13）《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相关知识。

（14）《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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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工作要求

本标准对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

级技师的技能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的要求。

根据实际情况，本职业鉴定分为五个专业方向：气体分离、液化气体生产、

气瓶充装、气瓶检验、医用供气。

3.1 五级/初级工

本等级职业功能第 1、7、8 项为共同考核项，气体分离专业还需考核第 2

项，液化气体生产专业还需考核第 3项，气瓶充装专业还需考核第 4项，气瓶检

验专业还需考核第 5项，医用供气专业还需考核第 6项。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生

产

准

备

1.1 工艺

文件准备

1.1.1 能识读工艺流程简图

1.1.2 能识读设备结构简图

1.1.3 能识读操作规程

1.1.4 能识读仪表、电器、计量器具

等的使用说明书

1.1.5 能识读安全技术说明书

1.1.6 能识记岗位巡检路线

1.1.7 能识别安全、环保风险

1.1.8 能识记危险源（点）

1.1.9 能识记应急撤离路线图

1.1.1 工艺流程简图识读知识

1.1.2 设备结构简图识读知识

1.1.3 操作规程

1.1.4 仪表、电器、计量器具

使用知识

1.1.5 安全、环保风险辨识知

识

1.1.6 安全应急预案

1.2 防护

用品准备

1.2.1 能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1.2.2 能使用急救药品

1.2.3 能识读安全防护器具说明书

1.2.1 劳动防护用品的使用和

保养知识

1.2.2 急救药品使用知识

1.2.3 高、低温伤害的防护与

紧急处理知识

1.2.4 机械伤害防护知识

1.2.5 劳动防护用品有效期限

1.3 设

备、物料与

动力准备

1.3.1 能确认阀门的灵活性及开、关

状态

1.3.2 能确认物料、公用工程状态正

常

1.3.3 能完成设备开车前的准备工

作

1.3.4 能确认现场仪表、安全阀及附

件处于检定有效期和正常状态

1.3.5 能使用消防、安全设施

1.3.1 阀门种类及使用知识

1.3.2 操作现场要求和安全生

产知识

1.3.3 设备性能参数及含义

1.3.4 设备和管线开车前的检

查准备要求及注意事项

1.3.5 计量器具、现场仪表正

常的标准

1.3.6 供电、照明、通信知识

1.3.7 消防、安全设施使用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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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气

体

分

离

2.1 开、

停车操作

2.1.1 能按指令进行机泵的开、停车

2.1.2 能建立循环水系统

2.1.3 能按指令操作冷冻机组、预冷

系统

2.1.4 能按指令操作分子筛纯化系

统

2.1.1 机泵操作知识

2.1.2 冷冻机组、预冷系统操

作要点

2.1.3 分子筛纯化系统操作要

点

2.2 分离

操作

2.2.1 能根据指令调节工艺参数

2.2.2 能根据指令完成设备切换

2.2.3 能进行气体压缩机、冷冻机等

设备油、水等系统的监测

2.2.4 能完成不凝气和冷凝液的排

放

2.2.5 能完成巡检

2.2.1 设备运行周期及切换知

识

2.2.2 压缩机、冷冻机等设备

的种类

2.2.3 设备不凝气和冷凝液排

放等知识

2.2.4 巡检知识

3.

液

化

气

体

生

产

3.1 开、

停车操作

3.1.1 能按指令建立冷却系统循环

3.1.2 能按指令完成机泵开、停车

3.1.3 能按指令对净化、干燥、液化

及提纯等系统开、停车

3.1.1 冷却系统投用注意事项

3.1.2 机泵操作方法及注意事

项

3.1.3 净化、干燥、液化及提

纯等的操作知识及注意事项

3.2 液化

运行操作

3.2.1 能根据指令调节工艺参数

3.2.2 能根据指令完成设备切换

3.2.3 能识读原料气、中间产品气及

成品检测数据

3.2.4 能使用气体检测仪器查找泄

漏点

3.2.5 能识读故障报警信息

3.2.6 能完成巡检

3.2.1 工艺参数调节要点

3.2.2 设备切换要点

3.2.3 原料气、中间产品气及

成品指标要求

3.2.4 设备、管路检漏知识

3.2.5 故障报警信息的内容

3.2.6 巡检知识

4.

气

瓶

充

装

4.1 充装

前后检查

4.1.1 能检查并确认充装前后气瓶

外观、钢印标志、颜色标志及标签符

合要求

4.1.2 能检查并确认气瓶瓶阀螺纹

连接型式

4.1.3 能检测待充气瓶余气、余压

4.1.4 能确认供气容器连接管完好

4.1.5 能粘贴气瓶标签

4.1.6 能读取气瓶电子标识信息

4.1.1 气瓶外观检查知识

4.1.2 气瓶颜色标志规定

4.1.3 气瓶螺纹连接型式规定

4.1.4 气瓶余气、余压检测规

程

4.2 充装

操作

4.2.1 能连接、拆卸气瓶与充装导管

4.2.2 能对气瓶进行抽真空、烘干操

作

4.2.3 能对充装系统进行抽真空

4.2.4 能按要求进行气瓶的充装

4.2.5 能对充装中的气瓶进行测温

4.2.1 气瓶抽真空、烘干操作

注意事项

4.2.2 充装系统抽真空操作要

求

4.2.3 气体充装注意事项

5.

气

瓶

5.1 受检

瓶准备

5.1.1 能登记受检气瓶

5.1.2 能分类摆放受检气瓶

5.1.3 能对高位水箱加水

5.1.1 气瓶登记、分类知识

5.1.2 检验用水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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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验

5.1.4 能对受检气瓶注水

5.2 检验

操作

5.2.1 能操作气瓶装卸瓶阀机

5.2.2 能操作自动倒水机

5.2.3 能装卸防震圈

5.2.4 能检查受检气瓶外观缺陷

5.2.5 能检查受检气瓶瓶色、字色、

色环、钢印标志等

5.2.6 能检查受检气瓶的瓶口螺纹

5.2.1 气瓶装卸瓶阀机使用方

法

5.2.2 自动倒水机使用方法

5.2.3 防震圈装卸方法

5.2.4 气瓶外观检查内容

5.2.5 瓶口螺纹检查及修复方

法

6.

医

用

供

气

6.1 医用

气体供应

6.1.1 能确认医用液氧储罐压力、液

位正常

6.1.2 能操作汽化器和减压装置，能

判断汽化器工作正常

6.1.3 能检查确认医用气瓶外观、钢

印标志、气瓶颜色标志

6.1.4 能对医用气瓶进行搬运、连

接、拆卸

6.1.5 能操作医用气体汇流排

6.1.6 能操作气源动力及附属设备

6.1.7 能确认医用气体管道的流向、

标识

6.1.1 医用液氧储罐压力、液

位要求

6.1.2 医用液氧汽化、减压操

作知识

6.1.3 汽化器工作异常的表观

现象

6.1.4 医用气瓶检查内容

6.1.5 医用气体汇流排操作知

识

6.1.6 气源动力及附属设备操

作知识

6.1.7 医用气体管道标识

6.2 报警

与 终 端 设

备操作

6.2.1 能识别医用供气系统报警信

息

6.2.2 能识别医用供气系统终端的

类型、制式及插接方式

6.2.3 能连接医用供气系统终端和

医疗设备

6.2.4 能检查医用供气系统终端、设

备带

6.2.1 医用供气系统报警信息

识读知识

6.2.2 医用供气系统终端的类

型、制式及插接方式

6.2.3 医用供气系统终端、设

备带检查的内容

7.

故

障

判

断

与

处

理

7.1 故障

判断

7.1.1 能发现温度、压力、液位、流

量等工艺参数异常

7.1.2 能发现跑、冒、滴、漏及异响

7.1.3 能发现转动设备温度、密封、

振动等异常

7.1.4 能发现仪表、电器运行异常

7.1.1 设备的工艺参数异常判

断知识

7.1.2 仪表、电器分类及性能

要求

7.1.3 设备、阀门、管线运行

异常表征

7.2 故障

处理

7.2.1 能按指令处理工艺和设备异

常

7.2.2 能按指令切断事故物料

7.2.3 能识记安全警示标志并能扑

救初期火灾

7.2.4 能处置高低温伤害、化学灼

伤、物体打击等事故

7.2.5 能发出故障信号

7.2.1 人身自救和紧急救护知

识

7.2.2 安全、消防设施的适用

范围

8.

设

8.1 设备

维护

8.1.1 能完成设备检修时的监火、监

护

8.1.1 检修作业管理规定

8.1.2 维修工具种类和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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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维

护

与

保

养

8.1.2 能完成阀门盘根、密封垫、软

管等的更换

8.1.3 能进行冷冻剂添加和更换

8.1.3 设备维护知识

8.1.4 检修监护人员工作要求

8.2 设备

保养

8.2.1 能对设备、仪表、电器进行日

常保养

8.2.2 能完成机泵盘车、添加润滑油

（脂）等工作

8.2.3 能完成备用机泵的防冻检查

8.2.4 能完成润滑油过滤

8.2.1 润滑油（脂）的分类、

性能和作用

8.2.2 设备盘车知识

8.2.3 设备、仪表、电器保养

知识

8.2.4 设备保养和清洁的安全

知识

8.2.5 备用机泵防冻检查的内

容

8.2.6 润滑油过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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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四级/中级工

本等级职业功能第 1、7、8 项为共同考核项，气体分离专业还需考核第 2

项，液化气体生产专业还需考核第 3项，气瓶充装专业还需考核第 4项，气瓶检

验专业还需考核第 5项，医用供气专业还需考核第 6项。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生

产

准

备

1.1 工艺

文件准备

1.1.1 能绘制工艺流程简图

1.1.2 能识读带控制点的工艺流程

图

1.1.3 能识记设备结构简图和操作

规程

1.1.4 能识记温度、压力、流量等工

艺参数

1.1.5 能识读仪表联锁逻辑图

1.1.6 能识记应急处置方案

1.1.1 工艺流程简图绘制知识

1.1.2 带控制点的工艺流程图

识读知识

1.1.3 温度、压力、流量等工

艺参数对生产的影响

1.1.4 危险源、污染源控制知

识

1.1.5 应急处置方案

1.2 防护

用品准备

1.2.1 能选用劳动防护用品

1.2.2 能选用急救药品并能提出补

给药品

1.2.3 能识别劳动防护用品的有效

性

1.2.4 能使用安全防护测试仪器

1.2.5 能使用应急救援器材

1.2.1 劳动防护用品、急救药

品选用知识

1.2.2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1.2.3 职业病危害知识

1.2.4 安全防护测试仪器使用

知识

1.3 设

备、物料与

动力准备

1.3.1 能投用物料及公用工程

1.3.2 能完成设备单机试车

1.3.3 能确认与氧化性气体接触的

阀门、管道、容器、气瓶等无油脂

1.3.4 能完成设备和管线开车前的

加温、吹扫、置换等准备工作

1.3.5 能完成吸附、吸收、净化等系

统的工艺准备

1.3.6 能检查确认联锁状态

1.3.7 能检查确认自动控制系统状

态正常

1.3.8 能确认消防、安全设施正常

1.3.1 物料及公用工程的特性

与指标要求

1.3.2 单机试车知识

1.3.3 氧化性气体危害特性

1.3.4 脱油脂技术要求

1.3.5 设备和管线加温、吹扫、

置换等的知识

1.3.6 吸附、吸收、净化等系

统的工艺知识

1.3.7 自动控制系统操作知识

1.3.8 消防、安全设施正常的

确认方法

2.

气

体

分

离

2.1 开、

停车操作

2.1.1 能完成机泵的开、停车

2.1.2 能投运分子筛纯化系统

2.1.3 能完成气体分离装置开、停车

2.1.4 能调节开、停车过程中温度、

压力、液位、流量等工艺参数

2.1.1 分子筛纯化系统投运知

识

2.1.2 气体分离装置开、停车

的影响因素及注意事项

2.1.3 开、停车过程中工艺参

数与控制调节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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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分离

操作

2.2.1 能调节温度、压力、液位、流

量等工艺参数

2.2.2 能按防喘振曲线调整气体压

缩机的运行工况

2.2.3 能根据分子筛纯化器出口露

点和二氧化碳含量调整分子筛系统的

运行参数

2.2.1 工艺参数调节方法

2.2.2 压缩机构成和工作原理

2.2.3 离心式压缩机喘振曲线

2.2.4 分子筛纯化系统操作要

点

2.2.5 生产过程及成品中有害

杂质对设备长周期运行的影响

3.

液

化

气

体

生

产

3.1 开、

停车操作

3.1.1 能完成机泵开、停车

3.1.2 能完成净化、干燥、液化及提

纯等系统开车

3.1.3 能按照开车进度调整装置工

艺参数

3.1.4 能完成计划停车及紧急停车

3.1.1 液化气体生产装置开、

停车的影响因素及注意事项

3.1.2 计划停车及紧急停车的

知识

3.2 液化

运行操作

3.2.1 能调节工艺参数

3.2.2 能投用气体报警、仪表系统的

联锁

3.2.3 能按指令调节净化、提纯等系

统工况

3.2.4 能辨识故障报警信息并处置

3.2.1 联锁投用程序及注意事

项

3.2.2 净化、提纯的调节方法

3.2.3 故障报警信息辨识及处

置知识

4.

气

瓶

充

装

4.1 充装

前后检查

4.1.1 能检查并确认汽化器状态正

常

4.1.2 能检查并确认低温储罐的绝

热状态

4.1.3 能检查并确认供气设备接地

状态完好

4.1.4 能检查并确认环境气体浓度

报警设施状态完好

4.1.5 能对充装后气瓶的充装量进

行复检

4.1.6 能对溶解乙炔气瓶中丙酮量

进行核查

4.1.7能更新气瓶电子标识充装前后检

查信息

4.1.1 汽化器运行知识

4.1.2 低温储罐使用知识

4.1.3 供气设备接地知识

4.1.4 环境气体浓度报警设置

知识

4.1.5 气瓶充装量的规定

4.2 充装

操作

4.2.1 能调节气体压缩机排气量

4.2.2 能调节低温液体泵流量

4.2.3 能调节烘干装置参数

4.2.4 能对充装过程中气瓶外观、泄

漏等情况进行检查

4.2.5 能添加溶解乙炔气瓶中的丙

酮

4.2.6 能更新气瓶电子标识充装信息

4.2.1 气体压缩机排气量调节

方法

4.2.2 低温液体泵流量调节方

法

4.2.3 烘干装置参数调节方法

5.

气

瓶

5.1 受检

瓶准备

5.1.1 能对受检气瓶外表面进行除

锈

5.1.2 能对受检气瓶进行称重

5.1.1 气瓶除锈方法

5.1.2 气瓶称重要求

5.1.3 气瓶安全附件检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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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验

5.1.3 能检查受检气瓶安全附件

5.1.4 能确认打钢印设备完好

5.1.5 能操作气瓶加热烘干装置

5.1.4 气瓶加热烘干装置使用

知识

5.2 检验

操作

5.2.1 能确认气瓶外观缺陷程度

5.2.2 能进行气瓶音响检查

5.2.3 能进行气瓶内部检查

5.2.4 能操作气瓶报废设备

5.2.1 气瓶外观缺陷测定方法

5.2.2 气瓶音响检查知识

5.2.3 气瓶内部检查方法

5.2.4 气瓶报废知识

6.

医

用

供

气

6.1 医用

气体供应

6.1.1 能进行医用液氧储罐的置换、

充装等操作

6.1.2 能提出医用液氧储罐中乙炔

含量检测要求

6.1.3 能调节汽化器运行负荷

6.1.4 能确认供气储备量符合要求

6.1.5 能确认供气系统流量、压力符

合要求

6.1.6 能进行供气管网巡检

6.1.7 能完成医用供气方式切换

6.1.1 医用液氧储罐置换、充

装等操作知识

6.1.2 供气储备量要求

6.1.3 供气系统流量、压力指

标要求

6.1.4 供气管网巡检知识

6.1.5 医用供气方式切换知识

6.2 报警

与 终 端 设

备操作

6.2.1 能根据报警指示确认故障点

6.2.2 能处置医用供气设备报警

6.2.3 能更换医用供气系统终端、设

备带

6.2.1 医用供气系统故障判断

知识

6.2.2 医用供气设备报警处置

知识

6.2.3 医用供气系统终端、设

备带更换知识

7.

故

障

判

断

与

处

理

7.1 故障

判断

7.1.1 能判断温度、压力、液位、流

量等工艺参数异常

7.1.2 能判断跑、冒、滴、漏及异响

的原因

7.1.3 能判断转动设备温度、密封、

振动等异常

7.1.4 能判断仪表、电器异常的原因

7.1.5 能判断吸附、吸收、净化等系

统异常

7.1.6 能分析原料、产品质量异常的

原因

7.1.1 转动设备温度、密封、

振动等异常的分析知识

7.1.2 设备、仪表、电器异常

判断知识

7.2 故障

处理

7.2.1 能处理温度、压力、液位、流

量等工艺参数异常

7.2.2 能处理物料中断事故

7.2.3 能处理跑、冒、滴、漏、异响

等故障

7.2.4 能处理转动设备温度、密封、

振动等异常

7.2.5 能监护设备、仪表、电器故障

处理

7.2.6 能处理吸附、吸收、净化等系

7.2.1 工艺事故处理知识

7.2.2 转动设备故障处理知识

7.2.3 设备、仪表、电器故障

处理监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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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异常

7.2.7 能处理原料、产品质量异常

8.

设

备

维

护

与

保

养

8.1 设备

维护

8.1.1 能监护完成设备、管线、阀门

等的检修

8.1.2 能更换就地压力表、温度计和

液位计等部件

8.1.3 能发现并处理设备维护中存

在的问题

8.1.4 能进行洗涤塔、预冷塔等设备

内的填料清洗、更换

8.1.1 设备检修知识

8.1.2 管线、阀门、法兰、管

件及垫片的类型、材质、规格等

知识

8.1.3 特殊作业知识

8.2 设备

保养

8.2.1 能完成设备润滑

8.2.2 能检查设备、管线的保温、防

冻、防凝、防腐等工作

8.2.3 能检查识别设备、储罐的压力

表、调节阀、安全阀、真空表和爆破

片的安全状态

8.2.4 能完成机泵的放油和清洗

8.2.5 能更换催化剂、吸附剂、吸收

剂、干燥剂等

8.2.1 润滑油（脂）规格

8.2.2 设备润滑管理规定及润

滑方法

8.2.3 设备、管线的保温、防

冻、防凝、防腐管理要求

8.2.4 压力表、调节阀、安全

阀、真空表和爆破片使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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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三级/高级工

本等级职业功能第 1、7、8、9、10 项为共同考核项，气体分离专业还需考

核第 2项，液化气体生产专业还需考核第 3项，气瓶充装专业还需考核第 4项，

气瓶检验专业还需考核第 5项，医用供气专业还需考核第 6项。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生

产

准

备

1.1 工艺

文件准备

1.1.1 能绘制带控制点的工艺流程

图

1.1.2 能绘制设备结构简图

1.1.3 能识记仪表联锁逻辑图

1.1.4 能识读工艺、设备等的标准和

规范

1.1.5 能对开车前准备工作进行检

查

1.1.1 带控制点的工艺流程图

绘制知识

1.1.2 设备结构简图绘制知识

1.1.3 仪表联锁控制知识

1.1.4 工艺、设备等的标准和

规范

1.1.5 开车前装置系统检查和

验收知识

1.2 防护

用品准备

1.2.1 能对劳动防护用品的配置提

出建议

1.2.2 能监督指导劳动防护用品佩

戴和使用

1.2.3 能指导使用应急物品

1.2.4 能选用安全防护测试仪器

1.2.1 尘毒、噪声危害及防护

知识

1.2.2 气体危险特性及防护知

识

1.2.3 应急物品使用知识

1.2.4 安全防护测试仪器选用

知识

1.3 设

备、物料与

动力准备

1.3.1 能完成设备联动试车

1.3.2 能投用、解除联锁

1.3.3 能进行系统气密性试验及设

备和管线的加温、吹扫、置换等工作

1.3.1 设备联动试车知识

1.3.2 设备、仪表、电器的投

用条件

1.3.3 联锁投用、解除的条件

2.

气

体

分

离

2.1 开、

停车操作

2.1.1 能完成压缩机组的开、停车

2.1.2 能监护设置、设定仪表参数

2.1.3 能完成紧急停车及后续处置

2.1.1 压缩机组操作知识

2.1.2 仪表参数设置、设定内

容

2.1.3 紧急停车方案

2.2 分离

操作

2.2.1 能调整气体分离装置生产负

荷

2.2.2 能根据纯度、杂质等分析结果

调整工况

2.2.3 能进行稀有气体提取操作

2.2.4 能计算装置加工气量、产品产

量、提取率等

2.2.5 能进行热负荷计算

2.2.6 能按要求活化和更换催化剂、

吸附剂

2.2.1 生产负荷的影响因素及

调节方法

2.2.2 稀有气体提取操作知识

2.2.3 纯化系统周期切换操作

要点

2.2.4 装置加工气量、产品产

量、提取率计算知识

2.2.5 热负荷计算知识

3. 3.1 开、 3.1.1 能完成制冷机、膨胀机、压缩 3.1.1 制冷机、膨胀机、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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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

化

气

体

生

产

停车操作 机等机组开、停车

3.1.2 能监护设置、设定仪表参数

3.1.3 能确认液化气体生产装置开、

停车条件

3.1.4 能确认开、停车过程中盲板抽

堵状态

机等机组开、停车知识

3.1.2 仪表参数设置、设定内

容

3.1.3 液化气体生产装置开、

停车确认的内容

3.1.4 开、停车操作中管线、

流路盲板抽堵要求

3.2 液化

运行操作

3.2.1 能根据上下游工艺要求调整

生产负荷

3.2.2 能根据总硫、苯、氮氧化物等

分析结果调节生产工况

3.2.3 能进行不同工况下的冷量分

配操作

3.2.4 能计算液化天然气、二氧化碳

等储罐蒸发率

3.2.5 能按要求活化和更换催化剂、

吸附剂

3.2.1 装置特性与生产负荷调

节的关系

3.2.2 冷量分配原则及方法

3.2.3 总硫、苯、氮氧化物等

杂质对生产工艺的影响及调节方

法

3.2.4 液化天然气、二氧化碳

等储罐蒸发率计算方法

4.

气

瓶

充

装

4.1 充装

前后检查

4.1.1 能检查并确认充装衡器等计

量设备完好

4.1.2 能检查并确认低温储罐远程

监控正常

4.1.3 能检查并确认充装系统流速、

压力符合规范

4.1.4 能根据分析结果确认原料、产

品质量

4.1.5 能投用充装系统联锁

4.1.6 能确定气瓶充装量

4.1.1 计量设备使用说明

4.1.2 低温储罐远程监控知识

4.1.3 气瓶充装规范

4.1.4 气体纯度标准

4.2 充装

操作

4.2.1 能完成充装系统试车

4.2.2 能完成充装系统停车后的保

压封存和置换

4.2.3 能完成充装设备长期停车后

的开车

4.2.4 能进行气瓶充装量的计算

4.2.1 充装系统试车知识

4.2.2 充装系统停车后保压封

存和置换知识

4.2.3 充装设备长期停车后的

开车知识

4.2.4 气瓶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5.

气

瓶

检

验

5.1 受检

瓶准备

5.1.1 能测定、处置受检瓶内残余气

体

5.1.2 能确认加热烘干装置参数

5.1.3 能测量受检气瓶壁厚和硬度

5.1.1 气瓶残余气体检测知识

5.1.2 气瓶残余气体处置方法

5.1.3 测厚仪、硬度仪使用知

识

5.2 检验

操作

5.2.1 能修复气瓶外部缠绕纤维

5.2.2 能测量填料气瓶的间隙

5.2.3 能添加填料气瓶内的填料

5.2.4 能检测低温绝热气瓶蒸发率

5.2.5 能校验气瓶瓶阀

5.2.6 能选择并使用气瓶水压、气压

试验设备

5.2.1 气瓶外部缠绕纤维修复

方法

5.2.2 填料气瓶间隙测量知识

5.2.3 填料气瓶内填料添加方

法

5.2.4 低温绝热气瓶蒸发率检

测方法



17

5.2.7 能对气瓶进行气密试验

5.2.8 能更新检验气瓶的电子档案

5.2.9 能进行内测法的 B值
①
计算

5.2.5 气瓶瓶阀校验规程

5.2.6 气瓶气密试验规定

5.2.7 内测法 B值计算知识

6.

医

用

供

气

6.1 医用

气体供应

6.1.1 能确认医用液氧储罐绝热状

况，并提出处置建议

6.1.2 能确认医用气体品质符合要

求

6.1.3 能根据需求设置供气端压力

6.1.4 能调节医用供气设备运行参

数

6.1.5 能实施医用供气系统优化方

案

6.1.6 能计算医用气体用量和流量

6.1.7 能提出压力容器检测要求

6.1.1 医用液氧储罐绝热保温

知识

6.1.2 医用气体质量标准

6.1.3 医用供气端压力设置知

识

6.1.4 医用供气设备运行参数

调节知识

6.1.5 医用气体用量和流量计

算知识

6.1.6 压力容器使用管理要求

6.2 报警

与 终 端 设

备操作

6.2.1 能使用医用供气报警系统

6.2.2 能确认医用供气系统报警设

备性能

6.2.3 能确认医用供气系统终端的

安全性能

6.2.1 医用供气报警系统操作

知识

6.2.2 医用供气系统报警设备

技术要求

6.2.3 医用供气系统终端技术

要求

7.

故

障

判

断

与

处

理

7.1 故障

判断

7.1.1 能确认工艺参数异常，并分析

原因

7.1.2 能确认设备运行异常并分析

原因

7.1.3 能确认停水、电、汽、气等突

发情况，并分析原因

7.1.4 能确认自动控制系统故障

7.1.1 工艺参数异常分析方法

7.1.2 压缩机组、制冷机组、

换热器、精馏塔等设备异常判断

知识

7.1.3 水、电、汽、气异常的

判断知识

7.1.4 自动控制系统异常表征

7.2 故障

处理

7.2.1 能处理产品质量事故

7.2.2 能处理气体泄漏、高串低等工

艺事故

7.2.3 能处理停水、电、汽、气等突

发事故

7.2.4 能处理联锁跳车

7.2.5 能进行人员救护

7.2.6 能实施现场处置方案

7.2.1 产品质量事故处理方法

7.2.2 现场处置方案的内容

8.

设

备

维

护

与

保

养

8.1 设备

维护

8.1.1 能提出设备小修项目和计划

8.1.2 能完成设备检修前后的清理、

吹扫、试压、查漏、置换及安全设施

的检查

8.1.3 能进行检修后设备检查确认

8.1.4 能提出设备备品、备件需求

8.1.1 设备试压、置换和安全

设施检修确认知识

8.1.2 备品、备件知识

8.2 设备 8.2.1 能进行设备和管线交付检修 8.2.1 设备和管线交付检修前

① B值是指气瓶内测法水压试验装置的承压管道在受检气瓶试验压力下压入的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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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养 前的安全确认

8.2.2 能确认更换润滑油（脂）的时

机

8.2.3 能确认催化剂、吸附剂、吸收

剂、干燥剂等更换时间

安全确认的内容

8.2.2 润滑油（脂）更换的表

观指标

8.2.3 催化剂、吸附剂、吸收

剂、干燥剂等的性能与使用知识

9.

生

产

与

质

量

管

理

9.1 生产

管理

9.1.1 能进行生产工艺、设备和安全

管理

9.1.2 能按规范管理生产现场的标

识、标签

9.1.1 工艺、设备、安全管理

的内容

9.1.2 生产现场标识知识

9.2 质量

管理

9.2.1 能按质量管理体系要求指导

生产

9.2.2 能分析生产中的质量问题，提

出预防措施

9.2.1 质量管理要求

9.2.2 质量问题分析方法

10.

培

训

与

指

导

10.1 培

训

10.1.1 能培训五级/初级工、四级/

中级工

10.1.2 能进行有效交流和沟通

10.1.1 传授技艺、技能的方法

10.1.2 交流沟通的技巧

10.2 指

导

10.2.1 能指导生产操作

10.2.2 能传授关键操作经验

10.2.1 生产操作的要点

10.2.2关键操作经验的传授技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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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二级/技师

本等级职业功能第 1、7、8、9、10 项为共同考核项，气体分离专业还需考

核第 2项，液化气体生产专业还需考核第 3项，气瓶充装专业还需考核第 4项，

气瓶检验专业还需考核第 5项，医用供气专业还需考核第 6项。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生

产

准

备

1.1 工艺

文件准备

1.1.1 能对装置、设备、管道的试压、

检漏、加温、吹扫、置换等操作方案

提出建议

1.1.2 能对操作规程提出建议

1.1.3 能对设备安装、改造的验收方

案提出建议

1.1.4 能对应急处置方案提出建议

1.1.1 试压、检漏、加温、吹

扫、置换等知识

1.1.2 设备安装、改造的验收

知识

1.2 设

备、物料与

动力准备

1.2.1 能完成装置联动试车

1.2.2 能进行联锁保护系统检查和

确认

1.2.3 能监护完成自动化控制系统

组态及调试

1.2.1 装置联动试车知识

1.2.2 联锁保护系统检查和确

认知识

1.2.3 自动化控制系统组态及

调试知识

2.

气

体

分

离

2.1 开、

停车操作

2.1.1 能实施系统调试方案

2.1.2 能对装置开、停车方案提出建

议

2.1.3 能根据进度协调前后工序的

开、停车

2.1.4 能进行装置的原始开车

2.1.1 装置开、停调试方案

2.1.2 装置原始开车方案

2.2 分离

操作

2.2.1 能根据工艺参数变化趋势预

判工况

2.2.2 能分析装置运行状况并提出

改进措施

2.2.3 能进行设备改造、大修后的试

车与验收

2.2.4 能进行单体设备的物料衡算

和热量衡算

2.2.1 生产运行数据统计分析

方法

2.2.2 生产装置运行指标影响

因素及分析方法

2.2.3 设备改造、大修后的试

车与验收知识

2.2.4 物料衡算和热量衡算知

识

3.

液

化

气

体

生

产

3.1 开、

停车操作

3.1.1 能完成装置的原始开车

3.1.2 能确认开、停车操作程序

3.1.3 能根据上下游状态完成液化

气体生产装置的开、停车

3.1.4 能对开、停车方案提出建议并

实施

3.1.1 装置原始开车方案及注

意事项

3.1.2 上下游工艺参数变化对

装置开、停车的影响

3.2 液化

运行操作

3.2.1 能通过现场观察、仪表数据和

分析结果判断液化气体生产工况

3.2.2 能根据液化气体产品工艺条

件和冷量负荷变化提出处理方案

3.2.1 装置运行指标影响因素

及分析方法

3.2.2 安全、环保优化改造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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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能提出安全、环保的改进措施

3.2.4 能进行单体设备物料衡算

3.2.5 能计算产品收率

3.2.3 物料衡算知识

3.2.4 产品收率计算知识

4.

气

瓶

充

装

4.1 充装

前后检查

4.1.1 能确认联锁系统状态

4.1.2 能完成充装系统的吹扫、置换

和废气处置

4.1.1 充装系统联锁要求

4.1.2 吹扫、置换和废气处置

方案

4.2 充装

操作

4.2.1 能分析充装系统运行状况，提

出改进措施

4.2.2 能制定充装计划，协调充装工

作

4.2.3 能实施充装系统应急处置方

案

4.2.4 能计算并分析充装损耗

4.2.1 充装系统运行数据分析

方法

4.2.2 充装设备运行情况分析

知识

4.2.3 充装系统应急处置知识

4.2.4 充装损耗计算分析知识

5.

气

瓶

检

验

5.1 受检

瓶准备

5.1.1 能确认缠绕气瓶的纤维及粘

结剂种类

5.1.2 能选择气瓶焊缝的检测工器

具

5.1.3 能确认气瓶焊缝符合要求

5.1.4 能对检验设备整体设置提出

建议

5.1.5 能制定气瓶检验计划

5.1.1 缠绕气瓶的知识

5.1.2 焊缝检测知识

5.1.3 气瓶无损检测知识

5.1.4 气瓶定期检验规定

5.2 检验

操作

5.2.1 能确认标准瓶完好

5.2.2 能选择气瓶检验方法

5.2.3 能对气瓶检验结果作出评价

5.2.4 能分析气瓶爆炸事故原因

5.2.5 能对气瓶进行容积残余变形率

的计算

5.2.1 气瓶检验要求

5.2.2 检验结果评价标准

5.2.3 气瓶爆炸事故原因分析

方法

5.2.4 气瓶容积残余变形率计

算知识

6.

医

用

供

气

6.1 医用

气体供应

6.1.1 能进行医用供气系统的测试

6.1.2 能进行医用供气系统新建及

改扩建后的验收

6.1.3 能分析医用供气系统运行数

据

6.1.4 能提出医用供气系统优化方

案

6.1.5 能选用医用供气管道管径

6.1.6 能编制安全应急预案，组织应

急演练

6.1.1 医用供气系统测试和验

收知识

6.1.2 医用供气系统运行评价

知识

6.1.3 医用供气系统应急处置

知识

6.1.4 气体管道管径计算知识

6.2 报警

与 终 端 设

备操作

6.2.1 能设置医用供气报警系统参

数

6.2.2 能提出医用供气报警系统的

改进方案

6.2.3 能选用医用供气系统终端

6.2.1 医用供气报警系统参数

设置知识

6.2.2 医用供气系统终端选用

知识

7.

故

7.1 故障

判断

7.1.1 能对工艺操作事故处置方案

提出建议

7.1.1 事故处置方案的内容

7.1.2 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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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

判

断

与

处

理

7.1.2 能对设备、仪表、电器事故处

置方案提出建议

7.1.3 能对安全、环保事故处置和救

援方案提出建议

容

7.2 故障

处理

7.2.1 能完成事故处置后的生产恢

复

7.2.2 能根据事故情况提出装置开、

停车等建议

7.2.3 能分析事故原因，并提出预防

措施

7.2.1 事故处理程序

7.2.2 事故处置后恢复生产的

知识

8.

设

备

维

护

与

保

养

8.1 设备

维护

8.1.1 能完成设备交付检修前的自

检

8.1.2 能提出设备中修项目和计划

8.1.1 设备检修验收知识

8.1.2 影响设备使用周期的因

素

8.1.3 设备检修概算知识

8.2 设备

保养

8.2.1 能选用润滑油（脂）

8.2.2 能对保养后的设备进行确认

8.2.1 润滑油（脂）的选用知

识

8.2.2 设备保养方案制定依据

8.2.3 设备保养后确认知识

9.

生

产

与

质

量

管

理

9.1 生产

管理

9.1.1 能指导班组成本核算，分析经

济运行效果

9.1.2 能应用统计方法分析生产工

况

9.1.3 能撰写生产技术总结或论文

9.1.4 能实施技术改进措施

9.1.5 能实施安全标准化工作

9.1.1 工作报告撰写知识

9.1.2 生产成本分析方法

9.1.3 技术总结、论文编写知

识

9.1.4 同行业装置使用性能的

信息

9.1.5 安全标准化工作知识

9.2 质量

管理

9.2.1 能开展质量攻关活动

9.2.2 能提出产品质量改进方案

9.2.1 质量攻关活动开展方法

9.2.2 产品质量优化知识

10.

培

训

与

指

导

10.1 培

训

10.1.1 能培训三级/高级工

10.1.2 能制定专项培训方案

10.1.1 授课及培训方法

10.1.2 教案的编写方法

10.2 指

导

10.2.1 能总结特有的操作经验和技

能

10.2.2 能传授特有的操作经验和技

能

10.2.1操作经验和技能总结方

法

10.2.2 教学组织实施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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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一级/高级技师

本等级仅涉及气体分离和液化气体生产两个专业，职业功能第 1、4、5、6、

7项为共同考核项，气体分离专业还需考核第 2项，液化气体生产专业还需考核

第 3项。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生

产

准

备

1.1 工艺

文件准备

1.1.1 能识读配管图

1.1.2 能对技措、技改方案提出建议

1.1.3 能对质量控制体系文件提出

建议

1.1.4 能对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提

出建议

1.1.1 配管图识读知识

1.1.2 节能降耗知识

1.1.3 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的

知识

1.2 设

备、物料与

动力准备

1.2.1 能确认装置开车条件

1.2.2 能对装置运行计划提出调整

建议

1.2.3 能完成新建、改扩建项目的验

收

1.2.1 装置开车条件确认知识

1.2.2 新建、改扩建项目的验

收知识

2.

气

体

分

离

2.1 开、

停车操作

2.1.1 能制定开车网络计划

2.1.2 能完成同类装置开、停车

2.1.3 能完成新建、改扩建装置开、

停车

2.1.4 能优化气体分离装置开、停车

操作

2.1.1 开车网络计划制定知识

2.1.2 新建、改扩建装置的开、

停车方案

2.1.3 气体分离装置开、停车

操作优化知识

2.2 分离

操作

2.2.1 能根据流量、纯度、提取率、

能耗等指标优化气体分离装置工况

2.2.2 能实施装置优化操作方案并

持续改进

2.2.3 能进行装置的物料衡算和热

量衡算

2.2.4 能进行纯化系统吸附能力、吸

附周期计算

2.2.1 气体分离装置优化操作

方法

2.2.2 吸附能力、吸附周期计

算知识

3.

液

化

气

体

生

产

3.1 开、

停车操作

3.1.1 能按照装置开、停车要求起草

开停车方案及制定网络计划图

3.1.2 能完成技术改造项目开、停车

3.1.3 能优化液化气体生产装置开、

停车操作

3.1.1 开、停车方案编制知识

3.1.2 液化气体生产装置开、

停车操作优化知识

3.1.3 技术改造目标与调试验

收知识

3.2 液化

运行操作

3.2.1 能根据产品收率、纯度、能耗

等指标提出工艺优化方案

3.2.2 能进行新装置、新设备的试车

与验收

3.2.3 能进行单体设备、制冷机组冷

量衡算

3.2.1 液化气体生产装置工艺

优化知识

3.2.2 新装置、新设备操作及

验收方案

3.2.3 冷量衡算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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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故

障

判

断

与

处

理

4.1 故障

判断

4.1.1 能提出预防工艺操作事故措

施

4.1.2 能提出预防设备、仪表、电器

事故措施

4.1.3 能进行装置安全生产隐患排

查，提出整改措施

4.1.1 事故隐患分析方法

4.1.2 装置安全检查程序

4.2 故障

处理

4.2.1 能制定预防事故的草案

4.2.2 能对装置事故进行总结，提出

整改建议

4.2.3 能落实装置安全生产措施

4.2.4 能组织事故应急预案的演练

4.2.1 事故处置原则

4.2.2 事故统计分析方法

4.2.3 事故善后处理知识

5.

设

备

维

护

与

保

养

5.1 设备

维护

5.1.1 能提出设备大修项目和计划

5.1.2 能提出设备的检修时机

5.1.1 检修方案编制知识

5.1.2 设备检修验收标准编写

知识

5.2 设备

保养

5.2.1 能进行新增设备、装置的验收

5.2.2 能选择新增设备、装置的保养

方法和措施

5.2.1 新增设备、装置的保养、

验收要求

5.2.2 设备和管道保温、防腐

验收要求

6.

生

产

与

质

量

管

理

6.1 生产

管理

6.1.1 能提出生产管理改进建议

6.1.2 能提出能效管理改进措施

6.1.3 能提出技术改进方案

6.1.1 生产管理内容

6.1.2 能效管理知识

6.1.3 国内外同行业新技术、

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应用情

况

6.2 质量

管理

6.2.1 能按质量管理体系进行质量

管理

6.2.2 能进行质量提升课题的研究

6.2.1 质量管理体系文件

6.2.2 质量提升课题研究方法

7.

培

训

与

指

导

7.1 培训

7.1.1 能培训二级/技师

7.1.2 能编写培训计划和大纲

7.1.3 能编写培训教材

7.1.1 培训计划和大纲编写方

法

7.1.2 培训教材的编写知识和

方法

7.2 指导

7.2.1 能系统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

7.2.2 能选择教学内容和方式

7.2.3 能评价技能培训效果

7.2.1 技能培训方法

7.2.2 技能培训效果的评价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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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权重表

4.1 理论知识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五级/

初级工

（%）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基本

要求

职业道德 5 5 5 5 5

基础知识 30 25 20 15 10

相关

知识

要求

生产准备 19 14 12 9 8

气体分离

28 32 30 24

20
液化气体生产

气瓶充装 —

气瓶检验 —

医用供气 —

故障判断与处理 10 14 18 27 30

设备维护与保养 8 10 11 8 7

生产与质量管理 — — 2 8 10

培训与指导 — — 2 4 1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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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技能要求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五级/

初级工

（%）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技能

要求

生产准备 31 20 17 15 10

气体分离

43 47 45 35

31
液化气体生产

气瓶充装 —

气瓶检验 —

医用供气 —

故障判断与处理 14 19 20 28 30

设备维护与保养 12 14 15 11 10

生产与质量管理 — — 1 5 10

培训与指导 — — 2 6 9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