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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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腐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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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防腐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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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腐蚀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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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腐蚀技术协会。主要起草人有：

刘福云、李济克、吴希革、曾宪光、金少波、王卫东、田兴玲、张庆虎、姚松年、

仇晓丰、水丹萍、高扬、王昊、郝毅、任朋。

四、本《标准》主要审定单位有：中国工业防腐蚀技术协会、南京科技职业

学院金属表面处理工程应用中心、中冶集团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厦门易亮科

技有限公司、化学工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主要审定人员有：任振铎、潘小

洁、张炎明、王贵明、王国琨、龚敏、段林峰、邢峻、辜志俊、沈磊、刘东方、

刘佩田、张璇、张晨光。

五、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得到人力资源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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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防腐蚀技术协会、大庆庆鲁朗润

科技有限公司、中蚀国际腐蚀控制工程技术研究院（北京）有限公司、浙江顺豪

新材料有限公司、四川理工学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洛阳泰科管道技术有

限公司、北京金隅涂料有限责任公司、南 通 山 剑 石 墨 设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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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兵等

专家的指导和大力支持，在此一并感谢。

六、本《标准》业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防腐蚀工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2019 年版）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防腐蚀工
①

1.2 职业编码

6-11-01-06

1.3 职业定义

使用喷砂、喷涂、衬里、电化学保护等设备、工具和材料，运用防腐蚀技术，

进行防腐蚀作业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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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职业环境条件

室内、外，常温且部分在高温或高处作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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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
②
工作 1年（含）以上。

（2）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学徒期满。

①
本职业包含但不限于下列工种：耐蚀衬胶工、耐蚀喷涂工、耐蚀砖板衬里工、耐蚀塑料工、

耐蚀纤维增强塑料工、耐蚀混凝土工。
②相关职业：涂装工、玻璃钢制品工、装饰装修工、工业清洗工等，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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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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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①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应用化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材料科

学与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建筑装饰、化学工程与工艺、建筑与工程材料、土木工程、

复合材料工程技术、橡胶工艺等，下同。

http://college.gaokao.com/school/tinfo/46/schspe/2368/
http://college.gaokao.com/school/tinfo/46/schspe/2371/
http://college.gaokao.com/school/tinfo/46/schspe/2371/
http://college.gaokao.com/school/tinfo/46/schspe/2372/
http://college.gaokao.com/school/tinfo/46/schspe/2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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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为不少于 90min；技能考核时间不少于 40min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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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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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识图知识

（1）投影基本知识。

（2）三视图知识。

2.2.3 设备结构及材料知识

（1）设备结构知识。

（2）设备材料知识。

2.2.4 腐蚀控制基础知识

（1）腐蚀的基本概念。

（2）腐蚀控制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3）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知识。

2.2.5 安全、环保及消防知识

（1）安全作业知识。



（2）职业卫生基本知识。

（3）防火、防爆、防静电、防中毒知识。

（4）环保基础知识。

（5）消防及现场急救知识。

2.2.6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相关知识。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相关知识。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知识。

（6）《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相关知识。

（7）《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相关知识。

（8）《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相关知识。

（9）《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相关知识。

（10）《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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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职业鉴定分为六个专业方向：耐蚀涂层作业、耐蚀衬里作

业、化学清洗作业、耐蚀混凝土作业、石墨浸渍与粘结作业、电化学保护作业。

3.1 五级/初级工

本等级职业功能第 1、8项为共同考核项，耐蚀涂层作业还需考核第 2项，

耐蚀衬里作业还需考核第 3项，化学清洗作业还需考核第 4项，耐蚀混凝土作业

还需考核第 5项，石墨浸渍与粘结作业还需考核第 6项，电化学保护作业还需考

核第 7项。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作

业

准

备

1.1 资料

准备

1.1.1 能识读作业计划、作业工序及

安全规程

1.1.2 能验证作业对象的外形、几何

尺寸

1.1.3 能记录作业对象的原始情况

1.1.1 腐蚀控制作业工艺流程

1.1.2 安全规程

1.1.3 几何尺寸测量知识

1.2 材料

准备

1.2.1 能领取并核对材料

1.2.2 能按指令存放材料

1.2.1 材料使用说明书

1.2.2 材料存储知识

1.3 消防

及劳动保

护用品准

备

1.3.1 能准备通风设施、消防器材

1.3.2 能穿戴防毒面罩、防护镜等劳

动保护用品

1.3.1 通风设施、消防器材的

种类和使用方法

1.3.2 劳动保护用品的使用方

法

1.4 作业

工具/设备

准备

1.4.1 能准备钢丝刷、抹灰刀等手动

工具

1.4.2 能准备角磨机、搅拌机等动力

工具

1.4.3 能准备测厚仪、万用表等检测

工具

1.4.1 手动工具、动力工具、

检测工具的种类

1.4.2 手动工具、动力工具、

检测工具的使用方法

1.5 基体

表面处理

1.5.1 能对基体表面进行清渣、清灰

等处理

1.5.2 能对基体表面进行脱脂处理

1.5.3 能对基体表面进行打磨处理

1.5.1 基体表面清渣、清灰知

识

1.5.2 基体表面脱脂知识

1.5.3 基体表面打磨知识

2.

耐

蚀

涂

层

2.1 涂料

调配

2.1.1 能称量、混合配制和过滤涂料

2.1.2 能测量涂料的黏度

2.1.3 能配制封孔剂

2.1.1 涂料配比知识

2.1.2 涂料过滤方法

2.1.3 计量和测量器具的使用

方法

2.1.4 封孔剂配制知识



作

业

2.2 涂装

操作

2.2.1 能用刷涂、滚（辊）涂、浸涂、

空气和静电喷涂方法进行涂装

2.2.2 能对金属涂层封孔

2.2.3 能保养和维护空气和静电喷

涂设备

2.2.1 毛刷、滚筒、刮刀、铲

刀等手工涂装工具的使用方法

2.2.2 空气和静电喷涂设备的

使用方法

2.2.3 封孔剂的分类

2.2.4 喷涂方法的分类

2.2.5 空气和静电喷涂设备保

养和维护知识

2.3 涂装

后处理

2.3.1 能清洗配料和涂装工具

2.3.2 能对涂层进行养护

2.3.1 配料和涂装工具清洗知

识

2.3.2 涂层养护知识

2.4 涂层

检测

2.4.1 能目测涂层表观质量

2.4.2 能测量涂层厚度

2.4.1 涂层表观质量要求

2.4.2 涂层测厚仪使用方法

3.

耐

蚀

衬

里

作

业

3.1 衬里

材 料 的 选

用、配制、

放 样 和 加

工

3.1.1 能按配方或要求完成配料

3.1.2 能清洗、干燥衬里基底

3.1.3 能使用切割工具切割衬里材

料

3.1.4 能根据指令对贴衬材料进行

预处理

3.1.1 衬里材料、粘接材料的

种类、型号

3.1.2 衬里基底和衬里材料的

预处理方法

3.1.3 切割工具的使用方法

3.2 衬里

操作

3.2.1 能涂刷底涂（釉）、粘结剂

3.2.2 能在规则设备表面进行衬里

作业

3.2.3 能干燥涂搪后瓷粉表面

3.2.4 能完成产品搪烧前的清扫

3.2.5 能完成搪烧产品的装卸

3.2.1 能涂刷底涂（釉）、粘

结剂

3.2.2 能在规则设备表面进行

衬里作业

3.2.3 能干燥涂搪后瓷粉表面

3.2.4 能完成产品搪烧前的清

扫

3.2.5 能完成搪烧产品的装卸

3.3 后处

理

3.3.1 能对衬里进行常温养护

3.3.2 能对水玻璃胶泥衬里进行酸

化处理

3.3.3 能完成硫化、塑化等作业的准

备

3.3.1 衬里常温养护的方法

3.3.2 水玻璃胶泥酸化处理知

识

3.3.3 硫化、塑化方法

3.4 衬里

检查

3.4.1 能目测设备衬里的表观质量

3.4.2 能检测砖板衬里的结合层厚

度及胶泥缝宽度

3.4.3 能检测衬里成品或半成品的

表观尺寸

3.4.1 设备衬里表观质量及性

能要求

3.4.2 砖板衬里结合层厚度及

胶泥缝宽度的知识

4.

化

学

清

洗

4.1 安装

清洗系统

4.1.1 能按序摆放清洗设备、管路

4.1.2 能拆装被清洗回路的管件、阀

门及盲板等

4.1.3 能记录被拆装管件、阀门及盲

板等的位置

4.1.1 清洗系统平面布置图

4.1.2 管件、阀门的种类及拆

装知识

4.1.3 盲板拆装的知识

4.1.4 泵、阀门的使用知识



作

业
4.2 配制

清洗剂

4.2.1 能识读药剂的使用说明

4.2.2 能对清洗液进行搅拌、循环、

加热、过滤

4.2.3 能测量清洗液温度等参数

4.2.1 清洗药剂使用说明

4.2.2 使用化学药剂的安全注

意事项

4.2.3 搅拌、循环、加热、过

滤的操作方法

4.3 化学

清洗操作

4.3.1 能进行水试运转操作并检查

密封效果

4.3.2 能按操作顺序进行清洗操作

4.3.1 清水循环操作要求

4.3.2 清洗液清洗知识

4.4 清洗

检查

4.4.1 能检查设备表观质量

4.4.2 能填写清洗记录

4.4.1 化学清洗表观质量要求

4.4.2 清洗记录填写知识

5.

耐

蚀

混

凝

土

作

业

5.1 用料

处理

5.1.1 能称量材料

5.1.2 能按顺序投料并搅拌

5.1.1 计量器具的使用方法

5.1.2 隔离层胶料、耐蚀混凝

土料的投料顺序和搅拌方法

5.1.3 强制搅拌机操作规程

5.2 施工

操作

5.2.1 能对钢筋涂刷底料

5.2.2 能在基体表面刮抹腻子

5.2.3 能在基体上涂刷隔离层

5.2.4 能在隔离层上涂刷混凝土胶

结料

5.2.1 钢筋涂层作业方法

5.2.2 腻子批刮方法

5.2.3 隔离层、胶结料的涂刷

方法

5.3 后处

理

5.3.1 能清洗配料工具和施工工具

5.3.2 能对施工设备和工具进行养

护

5.3.1 清洗剂的种类和特性

5.3.2 施工设备和工具的养护

知识

5.4 耐蚀

混 凝 土 检

查

5.4.1 能检查耐蚀混凝土表观质量

5.4.2 能检查耐蚀混凝土的厚度

5.4.1 耐蚀混凝土表观质量要

求

5.4.2 耐蚀混凝土的厚度检测

方法

6.

石

墨

浸

渍

与

粘

结

作

业

6.1 石墨

下料、加工

及 表 面 处

理

6.1.1 能按要求下料

6.1.2 能用压缩空气清除石墨元件

表面灰尘

6.1.3 能用溶剂去除石墨元件表面

油污

6.1.1 下料设备的使用方法

6.1.2 空气压缩机的使用知识

6.1.3 溶剂的理化性质和使用

方法

6.2 浸渍

作业

6.2.1 能将石墨元件摆放在浸渍釜

内并进行真空处理

6.2.2 能将浸渍剂加入浸渍釜

6.2.3 能对浸渍釜进行加压、保压

6.2.4 能将浸渍剂排出浸渍釜并存

放

6.2.1 石墨元件摆放要求

6.2.2 抽真空与加压操作规程

6.2.3 浸渍剂特性、存放及防

护知识

6.3 粘结

作业

6.3.1 能按粘结缝尺寸要求进行平

面拼结并定位夹紧

6.3.2 能进行常温固化操作

6.3.3 能清理搅拌机与胶泥锅内残

留胶泥

6.3.1 元件拼接操作规程

6.3.2 常温固化操作规程

6.3.3 机具清理方法

6.3.4 粘结剂的初凝和固化知

识

6.4 石墨

浸 渍 与 粘

6.4.1 能用重量法测定石墨元件增

重率

6.4.1 浸渍增重率检测方法

6.4.2 石墨元件粘结缝表面的



结检查 6.4.2 能检查石墨元件粘结缝表面

的加工质量

加工质量指标

7.

电

化

学

保

护

作

业

7.1 安装

与调试

7.1.1 能完成阳极体的表面处理、接

线和绝缘密封

7.1.2 能完成阳极体填包料的配置

及组装

7.1.3 能安装牺牲阳极和参比电极

7.1.1 电化学保护作业设备的

种类

7.1.2 阳极体的表面处理、接

线和绝缘密封的方法

7.1.3 牺牲阳极和参比电极的

安装方法

7.2 运行

与检测

7.2.1 能测量土壤的电阻率

7.2.2 能测量阳极地床的接地电阻

7.2.3 能拆除挂片，并判断挂片表面

腐蚀状况

7.2.1 土壤电阻率的测量方法

7.2.2 接地电阻的测量方法

7.2.3 挂片的拆除方法

7.2.4 表面腐蚀等级

8.

腐

蚀

控

制

作

业

8.1 作业

前控制

8.1.1 能识读腐蚀源

8.1.2 能对照标准检查基体表观质

量

8.1.1 腐蚀源的概念、种类

8.1.2 基体表观质量要求

8.2 作业

控制

8.2.1 能对材料进行封样送检

8.2.2 能记录防腐蚀作业日志

8.2.1 施工日志的记录要求

8.2.2 原材料进厂清单

8.2.3 原材料封样送检程序及

要求

8.3 作业

后控制

8.3.1 能按要求保存文件和记录

8.3.2 能准备维修的资料和材料

8.3.1 文件及记录的保存要求

8.3.2 维修材料的性能和使用

方法



3.2 四级/中级工

本等级职业功能第 1、8项为共同考核项，耐蚀涂层作业还需考核第 2项，

耐蚀衬里作业还需考核第 3项，化学清洗作业还需考核第 4项，耐蚀混凝土作业

还需考核第 5项，石墨浸渍与粘结作业还需考核第 6项，电化学保护作业还需考

核第 7项。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作

业

准

备

1.1 资料

准备

1.1.1 能识读作业方案、操作规程

1.1.2 能识记安全规程

1.1.3 能确认前道工序交工手续的

完整性及原始数据记录准确性

1.1.4 能测量环境和基体表面温度、

环境湿度

1.1.5 能识读作业对象的结构简图

1.1.1 作业方案和操作规程

1.1.2 温度、湿度检测仪器的

使用方法

1.1.3 设备结构简图的识图知

识

1.2 材料

准备

1.2.1 能检查进场材料的品种、数

量、外观质量

1.2.2 能根据工艺卡完成备料

1.2.1 材料的外观质量要求

1.2.2 材料的种类、性能、用

途

1.3 消防

及劳动保

护用品准

备

1.3.1 能确认通风设施、消防器材及

劳动保护用品符合要求

1.3.2 能确认现场安全、环保作业条

件

1.3.1 通风设施、消防器材及

劳动保护用品的性能

1.3.2 作业现场安全、环保知

识

1.4 作业

工具/设备

准备

1.4.1 能保养和维护钢丝刷、抹灰刀

等手动工具

1.4.2 能保养和维护角磨机、搅拌机

等动力工具

1.4.3 能保养和维护测厚仪、万用表

等检测工具

1.4.4 能准备喷射、喷涂等作业设备

1.4.1 手动工具、动力工具、

检测工具的适用范围

1.4.2 手动工具、动力工具、

检测工具的保养和维护知识

1.4.3 喷射、喷涂等作业设备

的种类和使用方法

1.5 基体

表面处理

1.5.1 能连接喷射设备的空压机、油

水分离器、贮气罐、喷枪等单元

1.5.2 能清除喷射管路系统堵塞

1.5.3 能对基体表面进行喷射处理

并判定处理质量

1.5.4 能修复基体缺陷

1.5.1 喷射设备的安装知识及

使用知识

1.5.2 喷射处理质量标准

1.5.3 基体表面的缺陷种类及

修复技术

2.

耐

蚀

涂

层

作

业

2.1 涂料

调配

2.1.1 能根据环境温度、湿度判断涂

料干燥时间

2.1.2 能选用涂料稀释剂

2.1.1 温度、湿度对固化速度

的影响

2.1.2 稀释剂的分类、性能和

适用范围

2.2 涂装

操作

2.2.1 能用高压无气、火焰或电弧喷

涂方法进行涂装

2.2.2 能保养和维护高压无气、火焰

2.2.1 高压无气、火焰或电弧

喷涂设备的使用方法

2.2.2 高压无气、火焰或电弧



或电弧喷涂设备

2.2.3 能判定产生喷涂雾状不稳定

的影响因素

喷涂设备保养和维护知识

2.2.3 喷涂雾流不稳定和喷头

雾量分布不均匀的原因

2.3 涂装

后处理

2.3.1 能选择清洗剂

2.3.2 能对涂层进行加热固化

2.3.1 清洗剂分类和特点

2.3.2 涂层加热固化设备的特

点和适用范围

2.3.3 涂层加热固化的温度范

围

2.4 涂层

检测

2.4.1 能测量涂层固化度

2.4.2 能测试涂层表干状态

2.4.1 涂层固化度检测方法

2.4.2 涂层表干测试方法

3.

耐

蚀

衬

里

作

业

3.1 衬里

材 料 的 选

用、配制、

放 样 和 加

工

3.1.1 能确定粘接材料的配制量、粘

度和固化速度

3.1.2 能对圆柱形、矩形工件展开放

样并计算表面积

3.1.3 能按要求下料

3.1.4 能按照橡胶板和塑料板厚度

确定坡口型式，并打坡口

3.1.5 能在衬里前对砖、板进行预排

3.1.1 粘接材料的用量、粘度

和固化速度知识

3.1.2 圆柱形、矩形工件表面

积计算方法

3.1.3 下料方法及注意事项

3.1.4 坡口型式的种类及加工

方法

3.1.5 衬里排列的方法

3.2 衬里

操作

3.2.1 能调配底涂（釉）、粘结剂

3.2.2 能在非规则设备表面进行衬

里作业

3.2.3 能对 DN65 以上的直管、DN100

以上的管件进行衬里

3.2.4 能对连接部位进行衬里作业

3.2.5 能现场安装塑料加工、焊接等

设备

3.2.6 能对塑料板进行成型、组对

3.2.7 能按要求进行塑料焊接

3.2.8 能根据瓷釉种类和涂搪遍数

调控搪烧温度和时间

3.2.1 底涂（釉）、粘结剂的

调配知识

3.2.2 衬里作业质量控制点知

识

3.2.3 塑料衬里成型的知识

3.2.4 塑料焊条的种类、性能

和选择方法

3.2.5 纤维增强塑料间歇法作

业技术

3.2.6 搪烧温度、时间控制知

识

3.3 后处

理

3.3.1 能对衬里进行加热养护

3.3.2 能完成橡胶衬里的常压硫化

3.3.3 能保护养护期的衬里设备

3.3.4 能完成罐体搪烧后的整形

3.3.1 衬里加热养护的方法

3.3.2 常压硫化作业知识

3.3.3 养护期衬里设备的保护

要求

3.3.4 搪烧后罐体的整形方法

3.4 衬里

检查

3.4.1 能检测衬里层的厚度、硬度

3.4.2 能检测釉浆和瓷粉粗细度和

容重

3.4.1 衬里层厚度、硬度检测

知识

3.4.2 釉浆和瓷粉粗细度的检

测方法

4.

化

学

清

洗

4.1 安装

清洗系统

4.1.1 能按要求安装清洗设备

4.1.2 能确认清洗设备完好、管路通

畅

4.1.1 清洗设备安装知识

4.1.2 泵、阀门的结构

4.1.3 清洗设备完好的知识

4.2 配制

清洗剂

4.2.1 能识记药剂配制方案

4.2.2 能配制清洗液并调整温度

4.2.1 药剂配制方案

4.2.2 清洗药剂的性能



作

业

4.2.3 清洗液配制注意事项

4.3 化学

清洗操作

4.3.1 能进行中和操作

4.3.2 能安装挂片和监视管

4.3.3 能进行采样并检测清洗液 pH

值

4.3.1 酸碱中和知识

4.3.2 挂片和监视管的安装方

法

4.3.3取样知识及 pH值检测方

法

4.4 清洗

检查

4.4.1 能判断中和程度

4.4.2 能按要求收集废液

4.4.1 中和程度判断方法

4.4.2 废液收集要求

5.

耐

蚀

混

凝

土

作

业

5.1 用料

处理

5.1.1 能配制隔离层胶料、耐蚀混凝

土料

5.1.2 能对复合材料加强筋表面进

行处理

5.1.1 隔离层胶料、耐蚀混凝

土料的配制方法

5.1.2 复合材料加强筋的种类

及表面处理方法

5.2 施工

操作

5.2.1 能在模板表面涂覆脱模剂

5.2.2 能摊铺混凝土料

5.2.3 能用振捣设备振捣耐蚀混凝

土地面

5.2.1 脱模剂的种类和涂刷方

法

5.2.2 耐蚀混凝土的浇筑方法

5.2.3 振捣设备使用方法

5.3 后处

理

5.3.1 能修复隔离层缺陷

5.3.2 能完成平面耐蚀混凝土脱模

5.3.3 能对耐蚀混凝土进行养护

5.3.1 隔离层的缺陷和修复方

法

5.3.2 平面耐蚀混凝土脱模条

件及方法

5.3.3 耐蚀混凝土的养护知识

5.4 耐蚀

混 凝 土 检

查

5.4.1 能检查隔离层的质量

5.4.2 能检查平面耐蚀混凝土的坡

度

5.4.1 隔离层的质量要求

5.4.2 耐蚀混凝土坡度检测方

法

6.

石

墨

浸

渍

与

粘

结

作

业

6.1 石墨

下料、加工

及 表 面 处

理

6.1.1 能选用表面处理设备

6.1.2 能选用表面处理剂

6.1.1 表面处理设备的选择和

使用方法

6.1.2 表面处理剂的选择知识

6.1.3 石墨净化处理的方法及

优缺点

6.2 浸渍

作业

6.2.1 能测定浸渍剂的粘度

6.2.2 能在固化热处理釡内分隔码

放石墨元件

6.2.3 能在保压条件下进行升降温

操作

6.2.1 浸渍剂粘度的测定方法

6.2.2 固化热处理釜的操作规

程

6.3 粘结

作业

6.3.1 能确定固化剂用量

6.3.2 能使用夹具进行非平面拼接

6.3.3 能进行中温固化操作

6.3.1 固化剂使用要求

6.3.2 非平面拼接操作规程

6.3.3 中温固化操作规程

6.4 石墨

浸 渍 与 粘

结检查

6.4.1 能判断浸渍表面质量

6.4.2 能制作抗拉、抗压、抗弯、抗

剪强度的试件

6.4.1 浸渍石墨元件的表面质

量要求

6.4.2 抗拉、抗压、抗弯、抗

剪强度试件的制作标准

7.

电

7.1 安装

与调试

7.1.1 能测量阳极体接线电阻

7.1.2 能安装电化学保护参数测试

7.1.1 阳极接线电阻的测量方

法



化

学

保

护

作

业

装置

7.1.3 能调节电化学保护参数

7.1.2 电化学保护参数测试装

置安装要求

7.1.3 电源设备的类型、使用

方法

7.2 运行

与检测

7.2.1 能测量电位、电流、槽压等保

护参数，判断保护参数异常

7.2.2 能标校和保管参比电极

7.2.3 能判断电源设备异常

7.2.4 能记录电化学保护运行状况

7.2.1 保护参数测量方法

7.2.2 参比电极的标校和保养

方法

7.2.3 电源设备异常的现象

7.2.4 电化学保护运行状况记

录知识

8.

腐

蚀

控

制

作

业

8.1 作业

前控制

8.1.1 能识记腐蚀源

8.1.2 能判断前道工序质量

8.1.3 能检查腐蚀控制作业资源条

件

8.1.1 腐蚀源的腐蚀特点

8.1.2 腐蚀控制作业资源条件

的分类

8.2 作业

控制

8.2.1 能对材料进行试配

8.2.2 能收集项目验收资料

8.2.1 材料试配知识

8.2.2 项目验收资料清单

8.3 作业

后控制

8.3.1 能记录作业后装置运行状态

8.3.2 能对作业后装置进行维护和

保养

8.3.1 作业后装置运行状态记

录知识

8.3.2 作业后装置维护和保养

知识



3.3 三级/高级工

本等级职业功能第 1、8、9 项为共同考核项，耐蚀涂层作业还需考核第 2

项，耐蚀衬里作业还需考核第 3项，化学清洗作业还需考核第 4项，耐蚀混凝土

作业还需考核第 5项，石墨浸渍与粘结作业还需考核第 6项，电化学保护作业还

需考核第 7项。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作

业

准

备

1.1 资料

准备

1.1.1 能识记作业方案、操作规程

1.1.2 能识读作业对象结构图

1.1.3 能计算工作量

1.1.1 设备结构图的识图知识

1.1.2 工作量计算方法

1.2 材料

准备

1.2.1 能核对材料性能指标

1.2.2 能试配施工材料

1.2.3 能计算材料理论消耗量和损

耗

1.2.1 材料的性能指标

1.2.2 材料的试配知识

1.2.3 材料理论消耗量和损耗

的计算方法

1.3 消防

及劳动保

护用品准

备

1.3.1 能对通风设施、消防器材及劳

动保护用品进行保养和调试

1.3.2 能选择通风设施、消防器材及

劳动保护用品

1.3.1 通风设施、消防器材及

劳动保护用品的结构、工作原理

和适用范围

1.3.2 危险化学品使用注意事

项

1.4 作业

工具/设备

准备

1.4.1 能选用、调试塑料焊枪、角磨

机、搅拌机等工具

1.4.2 能选用、调试测厚仪、万用表

等检测工具

1.4.3 能调试喷射、喷涂等作业设备

1.4.1 作业工具、检测工具的

结构、工作原理

1.4.2 喷射、喷涂等作业设备

的调试方法

1.5 基体

表面处理

1.5.1 能选择基体表面处理方法

1.5.2 能选用磨料种类和规格

1.5.3 能处理喷射作业中的设备故

障

1.5.4 能保养与维护喷射设备

1.5.5 能选用基体修复材料

1.5.6 能检查基体表面处理的质量

1.5.1 基体表面处理方法的选

择原则

1.5.2 磨料的种类和性能

1.5.3 修复材料的种类和性能

1.5.4 基体表面处理质量验收

规范

2.

耐

蚀

涂

层

作

业

2.1 涂料

调配

2.1.1 能根据环境条件和涂装方法

调配涂料黏度

2.1.2 能处理调配过程中涂料的浑

浊、沉淀、结皮、凝胶、假稠等异常

现象

2.1.1 涂料黏度调配知识

2.1.2 涂料调配过程中浑浊、

沉淀、结皮、凝胶、假稠等异常

现象的处理方法

2.2 涂装

操作

2.2.1 能确认涂装作业条件符合要

求

2.2.2 能根据设备结构特点确定现

场涂装顺序

2.2.3 能用等离子弧喷涂和爆炸喷

2.2.1 涂装方法的种类、特点

及适用范围

2.2.2 涂装作业条件要求

2.2.3 受限空间设备的内表面

喷涂知识



涂设备进行喷涂

2.2.4 能对受限空间设备的内表面

进行喷涂

2.2.5 能选择喷涂方法

2.2.4 喷涂方法的经济性比较

2.3 涂装

后处理

2.3.1 能选择涂层加热固化设备

2.3.2 能修复涂层缺陷

2.3.1 涂层加热装置的工作原

理

2.3.2 涂层缺陷的种类及修复

方法

2.4 涂层

检测

2.4.1 能检测涂层表面缺陷

2.4.2 能检测涂层附着力

2.4.1 涂层表面缺陷检测方法

2.4.2 电火花检测仪使用方法

2.4.3 涂层附着力测量知识

3.

耐

蚀

衬

里

作

业

3.1 衬里

材 料 的 选

用、配制、

放 样 和 加

工

3.1.1 能根据环境条件调整粘接材

料配比

3.1.2 能对正锥形工件、标准管件、

封头展开放样，并计算表面积

3.1.3 能选择瓷釉并对瓷釉熔块进

行分级

3.1.4 能制定瓷釉研磨工艺

3.1.1 粘接材料配比知识

3.1.2 正锥形工件、标准管件、

封头放样方法和表面积计算知识

3.1.3 塑料热变形知识

3.1.4 瓷釉的选择、分级和研

磨知识

3.2 衬里

操作

3.2.1能对阀门和DN65以下的直管、

DN100 以下的标准管件进行衬里

3.2.2 能选择衬里设备

3.2.3 能处理衬里设备故障

3.2.4 能修复衬里缺陷

3.2.5 能选用塑料焊条

3.2.6 能完成管道及异形件用釉桨

的调配和灌浆、浸浆

3.2.1 衬里设备的性能、结构

和工作原理

3.2.2 衬里设备故障和处理方

法

3.2.3 衬里缺陷的类型、产生

原因及修复方法

3.2.4 纤维增强塑料连续法多

层作业知识

3.2.5 釉浆的灌浆、浸浆知识

3.3 后处

理

3.3.1 能完成橡胶衬里带压硫化，并

确认硫化工艺参数符合后处理方案

3.3.2 能完成塑料衬里塑化，并确认

塑化工艺参数符合后处理方案

3.3.3 能对砖板衬里进行组装封口

3.3.4 能判断搪烧过程中的质量缺

陷，并提出解决方法

3.3.1 带压硫化的操作要点和

工艺要求

3.3.2 塑化的操作要点和工艺

要求

3.3.3 砖板衬里组装封口的操

作要点和工艺要求

3.3.4 搪烧过程质量缺陷的种

类和解决方法

3.4 衬里

检查

3.4.1 能检测衬里层的针孔、固化度

3.4.2 能对衬里设备进行压力或真

空试验

3.4.3 能用釉浆、瓷粉制备测试样板

3.4.1 衬里层的针孔、固化度

检测知识

3.4.2 压力或真空试验操作规

程

3.4.3 搪瓷样板制备方法

4.

化

学

4.1 安装

清洗系统

4.1.1 能修复清洗设备安装过程中

损坏的部件及管路

4.1.2 能排查清洗设备的隐患

4.1.1 清洗设备的维修知识

4.1.2 清洗设备的故障及处理

方法



清

洗

作

业

4.2 配制

清洗剂

4.2.1 能选择清洗药剂

4.2.2 能计算清洗药剂及辅料的用

量

4.2.1 清洗药剂的选用原则

4.2.2 清洗药剂及辅料用量计

算知识

4.2.3 缓蚀剂的种类和缓蚀原

理

4.3 化学

清洗操作

4.3.1 能确认挂片和监视管的安装

符合要求

4.3.2 能进行钝化作业

4.3.3 能判断清洗药剂用量、清洗时

长

4.3.4 能判断、处理清洗过程中的垢

溶解速度过快等异常

4.3.1 金属钝化知识

4.3.2 被清洗设备的材料、结

构特点

4.3.3 清洗的异常现象及处理

方法

4.4 清洗

检查

4.4.1 能确认清洗效果

4.4.2 能确认钝化效果

4.4.1 三价铁离子浓度与清洗

效果的关系

4.4.2 钝化作业要求

5.

耐

蚀

混

凝

土

作

业

5.1 用料

处理

5.1.1 能确认隔离层胶料、耐蚀混凝

土料配比

5.1.2 能选择填料粒径的大小

5.1.1 用料配比的知识

5.1.2 填料粒径大小对耐蚀混

凝土性能的影响

5.2 施工

操作

5.2.1 能绑扎加强筋

5.2.2 能用振捣设备振捣整体浇筑

的耐蚀混凝土设备和构件

5.2.3 能配制罩面层并进行罩面处

理

5.2.1 加强筋的绑扎方法

5.2.2 耐蚀混凝土设备、构件

振捣方法

5.2.3 罩面材料种类、配制及

施工方法

5.2.4 耐蚀混凝土的性能及适

用范围

5.3 后处

理

5.3.1 能修整并用胶泥填补伸缩缝

5.3.2 能修补耐蚀混凝土缺陷

5.3.3 能对整体设备、构件脱模

5.3.1 伸缩缝处理方法

5.3.2 耐蚀混凝土的缺陷及修

补方法

5.3.3 整体设备、构件脱模条

件和方法

5.4 耐蚀

混 凝 土 检

查

5.4.1 能检查加强筋绑扎质量

5.4.2 能检查模板安装质量

5.4.3 能检查耐蚀混凝土浇筑质量

5.4.1 加强筋绑扎质量要求

5.4.2 模板安装质量要求

5.4.3 耐蚀混凝土浇筑质量要

求

6.

石

墨

浸

渍

与

粘

结

作

业

6.1 石墨

下料、加工

及 表 面 处

理

6.1.1 能加工石墨元件

6.1.2 能调节烘房的烘干温度、时间

6.1.1 石墨元件加工设备的操

作规程

6.1.2 烘干房的操作规程

6.2 浸渍

作业

6.2.1 能配制浸渍剂

6.2.2 能分析、处理不透性石墨元件

质量缺陷

6.2.1 浸渍剂配制知识

6.2.2 不透性石墨元件缺陷种

类、原因及处理方法

6.3 粘结

作业

6.3.1 能配制粘结剂

6.3.2 能绘制石墨拼接夹具草图

6.3.3 能根据粘结工艺要求，调节环

6.3.1 粘结剂配制知识

6.3.2 夹具草图绘制知识

6.3.3 石墨粘结与环境温度和



境温度和湿度 湿度的关系

6.4 石墨

浸 渍 与 粘

结检查

6.4.1 能分析浸渍增重率、填孔率不

合格的因素并提出处理措施

6.4.2 能分析石墨粘结缝粘接强度

不合格的原因并提出修补意见

6.4.1 浸渍增重率、填孔率的

影响因素

6.4.2 石墨粘结缝粘接强度的

影响因素

6.4.3 浸渍剂和粘结剂的质量

指标

7.

电

化

学

保

护

作

业

7.1 安装

与调试

7.1.1 能埋设辅助阳极、安装导气管

7.1.2 能敷设和连接导线

7.1.3 能进行阳极保护开车致钝操

作

7.1.4 能安装腐蚀挂片并绝缘密封

7.1.5 能安装绝缘设备的避雷装置

7.1.6 能进行模拟负载调试

7.1.1 辅助阳（阴）极的种类、

安装方法

7.1.2 铝热焊技术要求

7.1.3 腐蚀挂片的安装和密封

要求

7.1.4 避雷装置的安装要求

7.1.5 电源设备的工作原理

7.2 运行

与检测

7.2.1 能调控保护参数

7.2.2 能排除电源设备故障

7.2.3 能计算腐蚀率及保护度

7.2.1 电源设备故障排除方法

7.2.2 腐蚀率和保护度的计算

方法

8.

腐

蚀

控

制

作

业

8.1 作业

前控制

8.1.1 能审查选材程序

8.1.2 能识读腐蚀控制设计文件

8.1.1 防腐蚀材料选材原则及

程序要求

8.1.2 腐蚀控制设计文件

8.2 作业

控制

8.2.1 能整理项目验收资料

8.2.2 能对作业中相邻工序进行交

接

8.2.3 能填写过程控制表卡

8.2.1 工序交接程序要求

8.2.2 过程控制表卡填写要求

8.3 作业

后控制

8.3.1 能制定维修方案

8.3.2 能制定维护和保养计划

8.3.1 维修方案的编写知识

8.3.2 维护和保养计划的编写

知识

9.

培

训

与

指

导

9.1 培训

9.1.1 能培训五级/初级工、四级/

中级工

9.1.2 能够编写培训大纲

9.1.3 能按教学方案进行备课

9.1.1 传授技艺、技能方法

9.1.2 培训大纲的编写要求

9.1.3 备课技巧

9.2 指导
9.2.1 能口头传授操作经验

9.2.2 能够绘制简单图形

9.2.1 腐蚀控制工操作要点

9.2.2 平面及立体几何知识



3.4 二级/技师

本等级职业功能第 1、8、9、10 项为共同考核项，耐蚀涂层作业还需考核第

2项，耐蚀衬里作业还需考核第 3项，化学清洗作业还需考核第 4项，耐蚀混凝

土作业还需考核第 5项，石墨浸渍与粘结作业还需考核第 6项，电化学保护作业

还需考核第 7项。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作

业

准

备

1.1 资料

准备

1.1.1 能对作业方案、操作和安全规

程提出改进建议

1.1.2 能对人力、水、电、汽、气、

材料、机械等资源的使用计划提出改

进建议

1.1.3 能确认作业环境符合要求

1.1.4 能编制施工记录表

1.1.1 作业资源配备知识

1.1.2 作业环境要求的内容

1.1.3 施工记录表的编制知识

1.2 作业

工具/设备

准备

1.2.1 能现场制作工装夹具

1.2.2 能选用喷射、喷涂等作业设备

1.2.3 能编制设备及检测仪器保养

记录表

1.2.1 工装夹具图的识图知识

1.2.2 喷射、喷涂等设备的性

能、作业环境要求及操作规程

1.3 基体

表面处理

1.3.1 能编写基体表面处理和修复

方案

1.3.2 能分析基体表面处理中的问

题并提出解决方法

1.3.1 基体表面处理和修复方

案的编写知识

1.3.2 表面处理中的质量问题

及分析方法

2.

耐

蚀

涂

层

作

业

2.1 涂料

调配

2.1.1 能对涂料配制提出改进措施

2.1.2 能配制分散液

2.1.1 分散液的配制知识

2.1.2 分散液的种类和性能

2.2 涂装

操作

2.2.1 能对涂装设备和工艺提出改

进措施

2.2.2 能制定封孔工艺

2.2.3 能加热分散液塑化成涂层

2.2.1 涂装设备的工作原理

2.2.2 分散液喷涂工艺原理

2.2.3 封孔的工艺要求和封孔

剂固化原理

2.2.4 分散液的塑化知识

2.3 涂装

后处理

2.3.1 能制定涂层固化方案

2.3.2 能分析涂层缺陷

2.3.1 涂层固化的影响因素

2.3.2 涂层缺陷产生的原因

2.4 涂层

检测

2.4.1 能审核涂装作业质量记录和

质量报表

2.4.2 能制定涂层检验作业规程

2.4.1 涂装作业质量记录、质

量报表编写知识

2.4.2 涂层检验作业规程制定

知识

3.

耐

蚀

衬

里

作

3.1 衬里

材 料 的 选

用、配制、

放 样 和 加

工

3.1.1 能对非标管件等复杂工件展

开放样并计算表面积

3.1.2 能根据生产需要选用添加剂

和搪加物

3.1.1 非标管件等复杂工件的

放样方法和表面积计算

3.1.2 粘接材料固化速度的影

响因素

3.1.3 添加剂和搪加物分类和

使用方法



业

3.2 衬里

操作

3.2.1 能制定衬里作业指导书

3.2.2 能进行预应力砖板衬里

3.2.3 能处理衬里作业中的异常情

况

3.2.4 能完成灌浆和喷粉结合的双

面涂搪

3.2.5 能进行微晶搪玻璃的涂搪

3.2.1 衬里作业指导书的制定

方法

3.2.2 预应力砖板衬里知识

3.2.3 衬里作业中的异常情况

及解决方法

3.2.4 灌浆与喷粉结合的双面

涂搪知识

3.2.5 微晶搪玻璃涂搪知识

3.3 后处

理

3.3.1 能制定衬里后处理方案

3.3.2 能处理硫化、塑化作业中的异

常情况

3.3.1 衬里后处理方案的制定

方法

3.3.2 硫化、塑化作业的异常

现象及处理方法

3.4 衬里

检查

3.4.1 能评价衬里层的质量

3.4.2 能对涂搪烧制产品进行质量

分级

3.4.1 衬里层的质量检验方法

及验收标准

3.4.2 涂搪烧制产品质量分级

标准

4.

化

学

清

洗

作

业

4.1 安装

清洗系统

4.1.1 能设计清洗系统的安装方案

4.1.2 能执行清洗系统安装过程中

的应急救援预案

4.1.1 清洗系统安装方案的内

容

4.1.2 应急救援预案的内容

4.2 配制

清洗剂

4.2.1 能推断垢样成分

4.2.2 能发现清洗液的质量问题

4.2.1 垢的成分及形成原因

4.2.2 清洗液的技术要求

4.2.3 影响清洗液质量的因素

4.3 化学

清洗操作

4.3.1 能检测挂片腐蚀率并判定清

洗情况

4.3.2 能监控清洗过程中设备的腐

蚀率

4.3.3 能测算化学清洗作业进度

4.3.4 能制定化学清洗缺陷应对方

案

4.3.1 挂片腐蚀率与被清洗设

备腐蚀的关系

4.3.2 腐蚀速率的检测方法

4.3.3 清洗进度测算知识

4.3.4 化学清洗缺陷应对方案

制定知识

4.4 清洗

检查

4.4.1 能编写化学清洗作业质量控

制规程

4.4.2 能评价化学清洗作业的效果

4.4.1 质量控制规程的编写知

识

4.4.2 化学清洗作业效果评价

标准

5.

耐

蚀

混

凝

土

作

业

5.1 用料

处理

5.1.1 能根据环境温度、湿度调整隔

离层胶料、耐蚀混凝土料配比

5.1.2 能检测耐蚀混凝土的塌落度

5.1.1 隔离层胶料、耐蚀混凝

土料的性能及适用范围

5.1.2 塌落度检测方法

5.2 施工

操作

5.2.1 能设计耐蚀混凝土的伸缩缝、

施工缝

5.2.2 能编制伸缩缝、施工缝作业指

导书

5.2.1 伸缩缝、施工缝的特性

5.2.2 伸缩缝、施工缝作业指

导书编写知识

5.3 后处

理

5.3.1 能修整并用耐蚀混凝土填补

施工缝

5.3.2 能识别耐蚀混凝土缺陷

5.3.1 施工缝处理方法

5.3.2 耐蚀混凝土缺陷的识别

方法



5.4 耐蚀

混 凝 土 检

查

5.4.1 能检查伸缩缝的填补质量

5.4.2 能检查施工缝的填补质量

5.4.1 伸缩缝的填补质量要求

5.4.2 施工缝的填补质量要求

6.

石

墨

浸

渍

与

粘

结

作

业

6.1 石墨

下料、加工

及 表 面 处

理

6.1.1 能制定石墨元件净化方案

6.1.2 能制定石墨元件烘干方案

6.1.1 石墨元件净化方案制定

知识

6.1.2 影响石墨元件烘干的因

素

6.2 浸渍

作业

6.2.1 能选择浸渍用固化剂

6.2.2 能分析浸渍、固化处理等过程

中异常增压、爆聚或炸釜等的原因，

并选择处理方法

6.2.1 浸渍用固化剂选用方法

6.2.2 浸渍剂的固（塑）化机

理及改进抗渗性的措施

6.2.3 异常增压、爆聚或炸釜

等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6.3 粘结

作业

6.3.1 能选用粘结用固化剂

6.3.2 能判定粘结质量

6.3.3 能对粘结工艺提出改进建议

6.3.1 粘结用固化剂选用知识

6.3.2 粘结质量标准

6.3.3 粘结工艺改进方法

6.4 石墨

浸 渍 与 粘

结检查

6.4.1 能分析浸渍石墨元件试压渗

漏的原因并提出修补措施

6.4.2 能判断产品质量

6.4.1 浸渍石墨元件试压渗漏

原因分析及解决方法

6.4.2 产品质量标准

7.

电

化

学

保

护

作

业

7.1 安装

与调试

7.1.1 能选择电源设备

7.1.2 能选择参比电极并制订安装

方案

7.1.3 能调整阳极的安装位置

7.1.4 能安装排流装置

7.1.5 能判断和排除安装过程中的

故障

7.1.1 电源设备和参比电极的

选用方法

7.1.2 阳极安装位置要求

7.1.3 排流装置的安装方法

7.1.4 安装过程中的故障及判

断、排除方法

7.2 运行

与检测

7.2.1 能测量杂散电流，分析测量结

果并确定排除方法

7.2.2 能判断电化学保护效果

7.2.3 能处理排流器故障

7.2.1 杂散电流的测量及排除

方法

7.2.2 电化学保护效果的评价

方法、影响因素及调节方法

7.2.3 排流器的工作原理及故

障排除方法

8.

腐

蚀

控

制

作

业

8.1 作业

前控制

8.1.1 能排查腐蚀源

8.1.2 能识记腐蚀控制设计文件

8.1.3 能选择腐蚀控制技术

8.1.1 材料在环境中的腐蚀行

为

8.1.2 腐蚀控制技术的种类及

适用条件

8.2 作业

控制

8.2.1 能审核验收资料

8.2.2 能编写竣工报告

8.2.1 验收资料标准要求

8.2.2 竣工报告的编写知识

8.3 作业

后控制

8.3.1 能制定装置长周期运转计划

8.3.2 能评定维修质量

8.3.3 能对报废的装置提出环保处

理建议

8.3.1 装置长周期运转计划的

编写知识

8.3.2 维修质量标准

8.3.3 绿色环保处理知识

9.

质

9.1 质量

管理

9.1.1 能组织全面质量小组开展质

量攻关活动

9.1.1 全面质量管理知识

9.1.2 技术总结、论文编写知



量

与

作

业

管

理

9.1.2 能撰写工程技术总结或论文 识

9.2 作业

管理

9.2.1 能指导项目组成本核算

9.2.2 能组织开展能源管理活动

9.2.1 项目成本核算方法

9.2.2 能源管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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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课及培训方法

10.1.2 教案的编写方法

10.2 指

导

10.2.1 能传授特有的操作经验和技

能

10.2.2 能将特有的操作经验和技能

进行总结

10.2.1操作经验和技能的传授

技巧

10.2.2培训教学的组织实施的

知识



3.5 一级/高级技师

本等级职业功能第 1、8、9、10 项为共同考核项，耐蚀涂层作业还需考核第

2项，耐蚀衬里作业还需考核第 3项，化学清洗作业还需考核第 4项，耐蚀混凝

土作业还需考核第 5项，石墨浸渍与粘结作业还需考核第 6项，电化学保护作业

还需考核第 7项。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作

业

准

备

1.1 资料

准备

1.1.1 能编制作业方案、操作规程

1.1.2 能编制安全规程

1.1.1 作业方案、操作规程编

写知识

1.1.2 安全规程编写知识

1.1.3 腐蚀源及材料耐化学腐

蚀性能的知识

1.2 作业

工具/设备

准备

1.2.1 能设计工装夹具

1.2.2 能对现场使用的设备和工具

提出改进建议

1.2.1 工装夹具图的绘图知识

1.2.2 喷射、喷涂等设备的结

构、工作原理

1.2.3 作业现场对设备的要求

1.3 基体

表面处理

1.3.1 能审核基体表面处理和修复

方案

1.3.2 能改进基体表面处理方法

1.3.1 基体表面处理和修复方

案的审核方法

1.3.2 基体表面缺陷的原因分

析及修复知识

2.

耐

蚀

涂

层

作

业

2.1 涂料

调配

2.1.1 能改进涂料配制设备

2.1.2 能编制涂料调配过程的应急

预案

2.1.1 涂料配制设备的知识

2.1.2 涂料调配过程应急预案

的编制知识

2.2 涂装

操作

2.2.1 能根据使用环境设计涂装方

案

2.2.2 能改进喷涂设备和喷涂工艺

2.2.1 涂装方案的设计原则

2.2.2 喷涂设备的工作原理

2.3 涂装

后处理

2.3.1 能审查涂层固化方案

2.3.2 能制定涂层缺陷修复方案

2.3.1 涂层固化方法的选择原

则

2.3.2 涂层缺陷修复方案的内

容

2.4 涂层

检测

2.4.1 能评定涂装作业质量

2.4.2 能审核涂层检验作业规程

2.4.1 涂装作业质量评定标准

2.4.2 涂层检验作业规程审核

知识

3.

耐

蚀

衬

里

作

业

3.1 衬里

材 料 的 选

用、配制、

放 样 和 加

工

3.1.1 能制定并改进配料方案

3.1.2 能处理材料配制过程中的异

常现象

3.1.1 配料方案制定及改进知

识

3.1.2 材料配制过程中的异常

现象及处理方法

3.2 衬里

操作

3.2.1 能制定衬里缺陷修复方案

3.2.2 能编写衬里作业工艺评定

3.2.3 能完成不锈钢、铝合金等表面

3.2.1 衬里缺陷修复方案的制

定方法

3.2.2 衬里作业工艺评定的内



的涂搪

3.2.4 能解决涂搪过程中应力造成

的破坏

容和编写知识

3.2.3 不锈钢、铝合金等表面

涂搪知识

3.2.4 涂搪过程应力产生原因

及其处理方法

3.3 后处

理

3.3.1 能制定硫化、塑化、涂搪、搪

烧工艺卡

3.3.2 能审核衬里后处理方案

3.3.1 硫化、塑化、涂搪、搪

烧工艺卡的内容及制定原则

3.3.2 衬里后处理方案审核方

法

3.4 衬里

检查

3.4.1 能制定衬里层检验作业规程

3.4.2 能检查搪玻璃层的性能

3.4.1 衬里检验作业规程编制

知识

3.4.2 搪玻璃层性能试验与测

定的标准和方法

4.

化

学

清

洗

作

业

4.1 安装

清洗系统

4.1.1 能对清洗系统安装方案提出

改进意见

4.1.2 能编写清洗系统安装过程中

的应急救援预案

4.1.1 清洗系统安装工艺

4.1.2 应急救援预案的编写知

识

4.2 配制

清洗剂

4.2.1 能制订清洗液配制方案

4.2.2 能处理清洗液的质量问题

4.2.1 清洗液配制方案编写知

识

4.2.2 清洗液质量问题的处理

方法

4.3 化学

清洗操作

4.3.1 能进行化学清洗作业成本核

算

4.3.2 能对清洗应急救援预案提出

改进建议

4.3.1 清洗成本核算知识

4.3.2 清洗应急救援预案的编

写知识

4.4 清洗

检查

4.4.1 能对缓释率、除垢率等不达标

质量问题提出处理意见

4.4.2 能审核化学清洗作业质量控

制规程

4.4.1 影响清洗质量的因素和

控制方法

4.4.2 质量控制规程审核方法

5.

耐

蚀

混

凝

土

作

业

5.1 用料

处理

5.1.1 能对隔离层胶料、耐蚀混凝土

料配比提出改进建议

5.1.2 能调整耐蚀混凝土级配

5.1.1 隔离层胶料、耐蚀混凝

土料配比的改进方法

5.1.2 混凝土级配知识

5.2 施工

操作

5.2.1 能制定预防耐蚀混凝土缺陷

的措施

5.2.2 能编制耐蚀混凝土浇筑方案

5.2.1 耐蚀混凝土质量的影响

因素

5.2.2 耐蚀混凝土浇筑方案编

写知识

5.3 后处

理

5.3.1 能编制耐蚀混凝土养护方案

5.3.2 能编制耐蚀混凝土缺陷修复

方案

5.3.3 能分析耐蚀混凝土缺陷原因

5.3.1 耐蚀混凝土养护方案编

写知识

5.3.2 耐蚀混凝土缺陷修复方

案编写知识

5.4 耐蚀

混 凝 土 检

查

5.4.1 能审核耐蚀混凝土施工质量

5.4.2 能编制耐蚀混凝土作业质量

检查方案

5.4.1 耐蚀混凝土施工质量审

核方法

5.4.2 耐蚀混凝土作业质量检



查方案编写知识

6.

石

墨

浸

渍

与

粘

结

作

业

6.1 浸渍

作业

6.1.1 能编制浸渍工艺指导书

6.1.2 能判断浸渍深度

6.1.3 能编制浸渍工艺评定报告

6.1.4 能对石墨浸渍设备和工艺提

出改进措施

6.1.5 能编制浸渍过程的应急预案

6.1.1 浸渍工艺指导书的编制

知识

6.1.2 浸渍深度判断方法

6.1.3 浸渍工艺评定报告编制

知识

6.1.4 浸渍过程应急预案编制

知识

6.2 粘结

作业

6.2.1 能编制粘结工艺指导书

6.2.2 能编制粘结工艺评定报告

6.2.3 能对石墨粘结用设备和工艺

提出改进措施

6.2.4 能编制粘结过程的应急预案

6.2.1 粘结工艺指导书的编制

知识

6.2.2 粘结工艺评定报告的编

制知识

6.2.3 粘结过程应急预案编制

知识

6.3 石墨

浸 渍 与 粘

结检查

6.3.1 能确认浸渍、粘结质量评定参

数

6.3.2 能分析不透性石墨设备渗漏

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措施

6.3.1 浸渍、粘结质量评定标

准

6.3.2 不透性石墨设备渗漏原

因分析及解决方法

7.

电

化

学

保

护

作

业

7.1 安装

与调试

7.1.1 能安装数据采集监控系统

7.1.2 能制备参比电极

7.1.3 能根据杂散电流的测量结果

布置排流装置

7.1.1 数据采集监控系统的种

类和工作原理

7.1.2 参比电极制备方法

7.1.3 杂散电流产生的原因及

排除方法

7.2 运行

与检测

7.2.1 能进行馈电试验

7.2.2 能制定电化学保护系统运行

方案

7.2.1 馈电试验的原理及方法

7.2.2 电化学保护系统运行方

案的制定方法

8.

腐

蚀

控

制

作

业

8.1 作业

前控制

8.1.1 能对腐蚀控制设计提出改进

建议

8.1.2 能制定腐蚀控制作业的过程

控制表卡

8.1.1 结构、选材、作业空间

对腐蚀控制设计的影响

8.1.2 腐蚀控制作业关键环节

的工艺、质量和检验要求

8.2 作业

控制

8.2.1 能审核竣工报告

8.2.2 能组织项目的竣工预验收

8.2.1 竣工报告编写技术要求

8.2.2 项目竣工验收程序

8.3 作业

后控制

8.3.1 能编制运行维护指南

8.3.2 能对腐蚀控制工程进行评估

8.3.1 运行维护指南编写知识

8.3.2 腐蚀控制工程的评估内

容及标准

9.

质

量

与

作

业

管

理

9.1 质量

管理

9.1.1 能按质量管理体系要求组织

作业

9.1.2 能优化质量攻关方案

9.1.1 质量管理体系文件

9.1.2 质量攻关方案优化方法

9.2 作业

管理

9.2.1 能提出工程管理的建议

9.2.2 能消化吸收新技术、新工艺

9.2.1 工程管理的内容

9.2.2 国内外同行业新技术、

新工艺应用



10.

培

训

与

指

导

10.1 培

训

10.1.1 能培训二级/技师

10.1.2 能制定本职业培训计划和大

纲

10.1.3 能编写培训教材

10.1.1培训教材的编写知识和

方法

10.1.2培训计划和大纲的编写

方法

10.2 指

导

10.2.1 能系统传授本职业的专业知

识和技能

10.2.2 能合理安排教学内容，选择

适当的教学方式

10.2.1 技能知识培训方法

10.2.2评价技能培训效果的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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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22 20 17 15

相关

知识

要求

作业准备 15 13 11 10 9

耐蚀涂层作业

50 53 52 46 40

耐蚀衬里作业

化学清洗作业

耐蚀混凝土作业

石墨浸渍与粘结作

业

电化学保护作业

腐蚀控制作业 5 7 10 12 14

质量与作业管理 — — — 6 9

培训与指导 — — 2 4 8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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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准备 25 20 15 10 10

耐蚀涂层作业

60 63 63 54 47

耐蚀衬里作业

化学清洗作业

耐蚀混凝土作业

石墨浸渍与粘结作

业

电化学保护作业

腐蚀控制作业 15 17 20 22 24

质量与作业管理 — — — 6 9

培训与指导 — — 2 8 1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