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学分析工国家职业标准 

1．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化学检验工。 

1．2 职业定义 

以抽样检查的方式，使用化学分析仪器和理化仪器等设备，对试剂溶

剂、日用化工品、化学肥料、化学农药、涂料染料颜料、煤炭焦化、

水泥和气体等化工产品的成品、半成品、原材料及中间过程进行检验、

检测、化验、监测和分析的人员。 

l.3 职业等级 

本职业共设五个等级，分别为：初级(国家职业资格五级)、中级(国家

职业资格四级)、高级(国家职业资格三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二级)、

高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一级)。 

1．4 职业环境 

室内，常温。 

1．5 职业能力特征 

有一定的观察、判断和计算能力，具有较强的颜色分辨能力。 

l．6 基本文化程度 

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 

l．7 培训要求 

1．7.1 培训期限 

全日制职业学校教育，根据其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确定。晋级培训期



限：初级、中级、高级不少于 180 标准学时；技师、高级技师不少于

150 标准学时。 

1．7．2 培训教师 

培训中、高级化学检验工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技师以上职业资格证书

或本专业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培训技师的教师应具有本

职业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或本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培

训高级技师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 2 年以上或

本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1．7．3 培训场地设备 

标准教室及具备必要检验仪器设备的试验室。 

1．8 鉴定要求 

1．8．1 适用对象 

从事或准备从事本职业的人员。 

1．8．2 申报条件 

——初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经本职业初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2)在本职业连续见习工作 2 年以上。 

——中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初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 年以上，

经本职业中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初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4 年以上。 

(3)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5 年以上。 



(4)取得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核认定的、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

等以上职业学校本职业(专业)毕业证书。 

——高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 年以上，

经本职业高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5 年以上。 

(3)取得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核认定的、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

等职业学校本职业(专业)毕业证书。 

(4)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的大专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生，连

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2 年以上。 

——技师(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高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5 年以上。 

本职业技师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高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6 年以上。 

(3)取得本职业高级职业资格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本职业(专业)毕生，

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2 年以上。 

(4)取得本职业高级职业资格证书的大学本科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

生，并从事本职业工作 1 年以上。 

——高级技师(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技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 年以上，

经本职业高级技师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技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5 年以上。 



1．8．3 鉴定方式 

分为理论知识考试和技能操作考核。理论知识考试采用闭卷笔试方式，

技能操作考核采用现场实际操作方式。理论知识考试和技能操作考核

均实行百分制，成绩皆达 60 分以上者为合格。技师、高级技师鉴定

还须进行综合评审。 

1．8．4 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理论知识考试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为 1：20，每个标准教室不少于 2

名考评人员；技能操作考核考评员与考生配比为 l：10，且不少于 3

名考评员。 

1．8．5 鉴定时间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为 90～120min；技能操作考核时间为 90～240min。 

1.8．6 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进行；技能操作考核在具备必要检测仪器设

备的实验室进行。实验室的环境条件、仪器设备、试剂、标准物质、

工具及待测样品能满足鉴定项目需求，各种计量器具必须计量检定合

格，且在检定有效期内。 

2．基本要求 

职业道德 

1．1 职业道德基本知识 

1．2 职业守则 

(1)爱岗敬业，工作热情主动。 

(2)认真负责，实事求是，坚持原则，一丝不苟地依据标准进行检验和



判定。 

(3)努力学习，不断提高基础理论水平和操作技能。 

(4)遵纪守法，不谋私利，不徇私情。 

(5)遵守劳动纪律。 

(6)遵守操作规程，注意安全。 

2 基础知识 

2.1 标准化计量质量基础知识 

2·2 化学基础知识(包括安全与卫生知识) 

2 3 分析化学知识 

2．2．4 电工基础知识 

2．2．5 计算机操作知识 

2．2．6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3．工作要求 

本标准对初级、中级、高级、技师和高级技师的技能要求依次递进，

高级别包括低级别的要求。 

表中大写英文字母表示各检验类别：A——试剂溶剂检验；B——日用

化工检验；C——化学肥料检验；D——化学农药检验；E——涂料染料

颜料检验；F——煤炭焦化检验；G——水泥检验。按各检验类别分别

进行培训、考核。 

3.1 初级 

职 业 功

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一、样品

交接 

(一)礼仪 
能主动、热情、认真地进

行样品交接 

1．常用礼貌语言 

2．实验室样品交接

的有关规定。 

(二)填写检验

登记表 

能详尽填写样品登记表的

有关信息(产品的基本状

况、送检单位、检验的要

求等)，并由双方签字 

(三)查验样品 

能认真检查样品状况，验

证密封方式，做好记录，

加贴样品标识 

(四)保存样品 
能在规定的样品贮存条件

下贮存样品 

二、 

检 

验 

准 

备 

  

(一)了解检验

方案 

1．能读懂简单的化学分析

和物理性能检测方法标准

和操作规范 

1．化工产品的定义

和特点 2．简单的化

学分析和物理性能

检测的原理 

  

3．简单的分析操作

程序 

4．检验结果的计算

方法 

5．各检验类别的相

关基本知识 



续表 

职 业 功

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二、 

检 

验 

准 

备 

(一)了解检验

方案 

2．能读懂简单的检验装置

示意图 

A．试剂的分类、包

装及贮存要求，溶剂

的用途 

  

B．常见日用化工产

品的定义和分类 

C．化学肥料的定义、

特点及分类 

D．化学农药的分类、

剂型及贮存要求 

E．涂料的定义和组

成，涂料的分类、命

名和型号 

F．煤炭的分类和分级

G．水泥的定义和分

类 

(二)准备玻璃

仪器等用品 

1．能正确识别、选用玻璃

仪器和其他用品 

  

1．常用玻璃仪器和

其他用品的名称和

用途 



2．能正确选择洗涤液，按

规定的操作程序进行常用

玻璃仪器的洗涤和干燥 

3．能进行简单的玻璃棒、

管的截断和弯曲等基本操

作 

4．能进行橡皮塞的配备钻

孔，按示意图安装简单的

检验装置，并能检查装置

的气密性 

5．能正确选用玻璃量器

(包括基本玻璃量器，如滴

定管、移液管、容量瓶和

特种玻璃量器，如水分测

定器)，并能检查其密合性

(试漏)，能正确给酸式滴

定管涂油，赶出碱式滴定

管中的气泡 

  

2．玻璃仪器的洗涤

常识 

3．玻璃工操作知识 

4．橡皮塞、橡胶管

和乳胶管的规格和

选用知识；打孔器的

使用方法；检验装置

气密性的检查方法 

5．常用玻璃量器的

名称、规格和用途；

玻璃量器密合性的

检查方法 

续表 

职 业 功

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三)准备实验1．能正确使用一般化学分1．实验室用水使用



用水、溶液 析实验用水 

  

2．能正确识别和选用检验

所需常用的试剂 

3．能按标准或规范配制制

剂、制品、试液(一般溶液)、

缓冲溶液、指示剂及指示

液；能准确稀释标准溶液 

知识 

  

2．化学试剂的分类

雨包装方法 

3．常用溶液浓度表

示方法；配制溶液

注意事项 

检 

  

验 

准 

备 

(四)准备仪器

设备 

1．能正确使用天平(包括分

析天平和托盘天平)、pH 计

(附磁力搅拌器)、标准筛、

秒表、温度计等计量器具 

  

2．能正确使用电炉、干燥

箱、马弗炉(高温炉)、水浴、

离心机、真空泵、电动振

荡器等检验辅助设备 

3．能正确使用与本检验类

别相关的一般专用检验仪

器设备 

A．韦氏天平 

B．超静工作台、均质器、

1.天平、pH 计等计

量器具的结构、计

量性能和使用规则 

  

2.化验室的辅助设

备的名称、规格、

性能、操作方法、

使用注意事项 

3.专用检验仪器设

备的名称、规格、

性能，操作方法、

使用注意事项 

  



培养箱、高压灭菌器、显

微镜、电冰箱 

E．刮板细度计、涂 1 和涂

4 黏度计、黑白格玻璃板、

干燥试验器 

F．密度计组、快速灰分测

定仪 

G．水泥稠度及凝结时间测

定仪、雷氏夹测定仪、沸

煮箱、水泥净浆搅拌机 

续表 

职业功

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三、采

样 

(一)明确采样

方案 

  

  

采样前，能明确采样方案

中的各项规定，包括批量

的大小、采样单元、样品

数、样品量、采样部位、

采样工具、采样操作方法

和采样的安全措施等 

1．采样的重要意义

和基本原则 

  

2．固体产品、液体

产品、气体产品的采

样方法 

3．对化工产品样品

保存的一般要求 

4．固体样品的制样

(二)准备采 

  

样 

能检查抽样工具和容器是

否符合要求，准备好样品

标签和采样 



  

记录表格 

方法 

(三)实施采 

  

样 

能在规定的部位按采样操

作方法进行采样，填好样

品标签和采样记录 

(四)保存样品 

能使用规定的容器在一定

环境 

  

条件下保存样品至规定日

期 

(五)制备固 

  

体样品 

能正确制备组成不均匀的

固体 

  

样品，包括粉碎、混合、

缩分 

四、检

测与测

定 

(一)化学分析 

1．能正确进行试样的汽化

分析操作，包括称量、加

热干燥至恒量 

  

2．能正确进行试样的沉淀

分 

析操作，包括称量和溶解、

1．称量分析挥发法

的操作规程 

  

2．称量分析沉淀法

的操作规程 

  



沉淀、过滤、洗涤、烘干

和灼烧等 

3．能正确进行滴定分析的

基本操作。能使用酸式滴

定管和碱式滴定管进行连

滴、一滴、半滴操作；能

对不同类型的滴定管和装

有不同颜色溶液的滴定管

正确读数 

4．能识别标准滴定溶液和

其有效期；能正确进行标

准溶液体积的温度校正 

续表 

职 业 功

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四 

  

、 

检 

测 

与 

测 

(一)化学分析 

5．能正确使用酸碱指示剂

和金属指示剂，准确判断

滴定终点，进行酸碱滴定

和络合(配位)滴定分析 

  

6．针对各检验类别的技能

要 

3．滴定分析的操作

规程 

  

4．使用标准溶液的

一般要求 

5．酸碱滴定和络合

(配位)滴定的知识 



定 求 

A．能测定试剂的酸度、碱

度、灼烧残渣；能用酸碱

滴定法、络合滴定法、称

量分析法测定试剂的主含

量；能测定稀释剂、防潮

剂的酸价 

B．能测定合成洗涤剂中总

活性物的含量；能测定肥

皂中的乙醇不溶物、游离

苛性碱含量 

C．能测定化肥中氨态氮、

有效五氧化二磷的含量；

能用干燥法测定化肥中的

水分 

D．能测定农药的酸度，能

用蒸馏法测定农药中的水

分 

E．能测定涂料的水分、涂

料固体、挥发物和不挥发

物、水性涂料中重金属的

含量；能测定染料的水分、

6．相关国家标准中

备检验项目的相应

要求 



不溶物、水溶性染料的溶

解度；能测定颜料的水溶

物、耐水性、耐酸性、耐

溶剂性 

F．能测定煤炭和焦炭的水

分、灰分、挥发分、固定

碳，能用艾氏法测定煤中

全硫；能测定煤焦油中的

水分、灰分和粗苯中的水

分 

G．能测定水泥的烧失量、

不溶物、纯二氧化硅、硫

酸盐一三氧化硫、氧化镁

含量 

职 业 功

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四、检测

与测定 

(二 )仪器分

析 

1．能用正确的方法溶解固

体样品，稀释液体样品或

吸收气体样品，制备 pH 测

定液 

  

2．能用 pH 计测定各种化

pH 计的操作方法 



工产品水溶液的 pH 值 

(三 )检测物

理参数和性

能 

能检测相应类别化工产品

的物理参数和性能 

  

A．能检测化学试剂的密

度、沸点、熔点、水不溶

物、蒸发残渣、结晶点(或

凝固点) 

B．能检测化妆品的耐热、

耐寒性能；能进行肥皂、

化妆品的感官指标检验 

C．能检测化肥的粒度(或细

度) 

D．能检测农药的细度、润

湿性 

E．能检测涂料的细度、黏

度、遮盖力、干燥时间；

能检测染料的细度；能检

测颜料的颜色、遮盖力、

筛余物、吸油量 

F．能检测粗苯和煤焦油的

密度 

相关国家标准中各检

验项目的相应要求 



G．能检测水泥的细度、标

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

安定性 

(四 )微生物

学检验 

从事 B 类检验的人员能测

定化妆品中微生物指标的

菌落总数 

微生物检验学的有关

内容 

(五 )记录原

始数据 

能正确记录检验原始数

据，填写试验记录表格 
原始记录的填写要求 

职 业 功

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五、测后

工作 

(一)清洗分析

用器皿 

能针对盛装不同种类残渣

残液 

  

的器皿采用适宜的清洗方

法；能正确存放玻璃仪器

和其他器皿 

玻璃仪器的洗涤知

识 

(二)进行数据

处理 

1．能根据检验结果有效数

字位数的要求，正确进行

数据的修约和运算 

  

2．能根据标准要求，采用

全数值比较法或修约值比

1.有效数字及数字

修约规则 

  

2．极限数值表示方

法及判定方法 



较法判定极限数值附近的

检验结果是否符 

合标准要求 

六、养护

设备 

(一)保养维护

仪器设备 

能正确保养、维护所用仪

器设备 

一般仪器设备的维

护、保养知识 

(二)发现仪 

  

器设备故障 

能及时发现所用仪器设备

出现的一般故障 

简单仪器设备的结

构及常见故障现象 

七、安全

实验 

(一)实验室安

全 

能执行实验室各项安全守

则，正确使用消防器材，

安全使用各种电器 

化学实验室的安全

知识 

(二)实验人员

安全防护 

能正确使用通风柜，不乱

排放废液、废渣；能正确

使用防护用品 

化学实验人员的安

全防护知识 

3.2 中级 

职 业 功

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一、样品

交接 

检验项目介

绍 

1．能提出样品检验的合理

化建议 

  

2．能解答样品交接中提出

的一般问题 

1.检验产品和项目

的计量认证和审查

认可 

  

2．各检验专业一般



知识 

职 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二、检

验 准

备 

(一 )明确检验

方案 

1．能读懂较复杂的化学分

析和物理性能检测的方

法、标准和操作规范 

  

2．能读懂较复杂的检(试)

验装置示意图 

1．化学分析和物理性

能检测的原理 

  

2．分析操作的一般程

序 

3．测定结果的计算方

法和依据 

(二 )准备实验

用水、溶液 

1．能正确选择化学分析、

仪器分析及标准溶液配制

所需实验用水的规格；能

正确贮存实验用水 

  

2．能根据不同分析检验需

要选用各种试剂和标准物

质 

3．能按标准和规范配制各

种化学分析用溶液；能正

确配制和标定标准滴定溶

液；能正确配制标准杂质

1．实验室用水规格及

贮存方法 

  

2．各类化学试剂的特

点及用途；常用标准

物质的特点及用途 

3．标准滴定溶液的制

备方法；标准杂质溶

液、标准比对溶液的

制备方法 



溶液、标准比对溶液(包括

标准比色溶液、标准比浊

溶液)；能准确配置 pH 标

准缓冲液 

(三 )检验实验

用水 

能按标准或规范要求检验

实验用水的质量，包括电

导率、pH 范围、可氧化物、

吸光度、蒸发残渣等 

实验室用水规格及检

验方法 

(四 )准备仪器

设备 

1．能按有关规程对玻璃量

器进行容量校正 

  

2．能根据检验需要正确选

用紫外一可见分光光度

计；能按有关规程检验分

光光度计的性能，包括波

长准确度、光电流稳定度、

透射比正确度、杂散光、

吸收池配套性等 

3．能正确选用常见专用仪

器设备 

1．玻璃量器的校正方

法 

职 业 功

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二、检验

准备 

(四)准备仪器

设备 

A．阿贝折光仪、旋光仪、

卡尔·费休水分测定仪、闭

口杯闪点测定仪、沸程测

定仪 

  

B．冷原子吸收测汞仪、白

度测定仪 

C．颗粒强度测定仪 

D．卡尔·费休水分测定仪 

E．白度测定仪、附着力测

定仪、光泽计、摆杆式硬

度计、冲击试验器、柔韧

性测定器 

F．转鼓、库仑测硫仪、恩

氏黏度计 

G．抗折(压)试验机、恒温

恒湿标准养护箱、水泥胶

砂搅拌机、胶砂水泥振动

台、手动脱膜器 

2．分光光度计的检

验方法 

  

3．各检验类别常见

专用仪器的工作原

理、结构和用途 

三、采样
(一)制定采样

方案 

能按照产品标准和采样要

求制定合理的采样方案，

对采样的方法进行可行性

化工产品采样知识 



实验 

(二)实施采样 

能对一些采样难度较大的

产品(不均匀物料、易挥发

物质、危险品等)进行采样

四、检测

与测定 

( 一 ) 分 离 富

集、分解试样

能按标准或规程要求，用

液一液萃取、薄层(或柱)

层析、减压浓缩等方法分

离富集样品中的待测组

分，或用规定的方法(如溶

解、熔融、灰化、消化等)

分解试样 

化学检验中的分离

和富集、分解试样

知识 

职 业 功

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四、检测

与测定 
(二)化学分析 

能用沉淀滴定法、氧化还

原滴定法、目视比色(或比

浊)法、薄层色谱法测定化

工产品的组分 

  

A．能测定化学试剂中的硫

酸盐、磷酸盐、氯化物以

及澄清度、重金属、色度 

B．能测定肥皂中的干皂含

1．沉淀滴定、氧化

还原滴定、目视比

色、薄层色谱分析的

方法 

  

2．相关国家标准中

各检验项目的相应

要求 

  



量和氯化物、洗涤剂中的

4A 沸石含量 

C．能测定化肥中的氮、磷、

钾含量 

D．能测定农药的有效成分

(用化学分析法或薄层色

谱法，如氧乐果) 

E．能测定“环境标志产品”

水性涂料的游离甲醛、重

金属含量 

F．能测定煤焦油中的甲苯

不溶物 

G．能测定水泥中的三氧化

二铁、三氧化二铝、氧化

钙 

(三)仪器分析 

能用电位滴定法、分光光

度法等仪器分析法测定化

工产品的组分 

  

A．能用卡尔·费休法测定

化学试剂中的水分 

B．能用冷原子吸收法测定

1．电位滴定法、分

光光度法有关知识 

  

2．相关国家标准中

各检验项目的相应

要求 



化妆品中的汞；能用分光

光度法测定化妆品中的砷

和洗涤剂中的各种磷酸盐 

C．能用电位滴定法测定过

磷酸钙中的游离酸；能用

卡尔 ·费休法测定化肥的

水分；能用分光光度法测

定尿素中的缩二脲含量 

D．能用电位滴定法和紫外

可见分光光度法测定农药

的有效成分；能用卡尔·费

休法测定农药中的水分 

F．能用库仑滴定法测定煤

炭中的硫含量；能用分光

光度法测定硫酸铵中的铁

含量 

G．能用分光光度法测定可

溶性二氧化硅含量 

职 业 功

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四、检测

与测定 

(四)检测物理

参数和性能 

能检测化工产品的物理参

数和性能 A．能测定化学试

相关国家标准中各

检验 



剂的折射率、比旋光度；

能测定溶剂的闪点和沸程 

  

B．能测定洗涤剂的去污力

C．能测定化肥的颗粒平均

抗压强度 

D．能测定农药乳油的稳定

性 

E．能测定涂料的闪点和涂

膜的光泽、硬度、附着力、

柔韧性、耐冲击性、耐热

性；能测定染料的色光和

强度；能用仪器法测定白

度 

F．能测定焦炭的机械强度

和焦化产品的馏程、黏度 

G．能用抗折(压)强度实验

机测定水泥的胶砂强度 

  

项目的相应要求 

(五)微生物学

检验 

从事 B 类检验的人员能测

定化妆品中的粪大肠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绿脓杆

菌等微生物指标 

微生物学及检验方

法 



(六)进行对照

试验 

  

  

1．能将标准试样(或管理试

样、人工合成试样)与被测

试样进行对照试验 

  

2．能按其他标准分析方法

(如仲裁法)与所用检验方

法做对照试验 

消除系统误差的方

法 

职 业 功

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五、测后

工作 

(一)进行数据

处理 

1．能由对照试验结果计算

出校正系数，并据此校正

测定结果，消除系统误差 

  

2．能正确处理检验结果中

出现的可疑值。当查不出

可疑值出现的原因时，能

采用 Q 值检验法和格鲁布

斯法判断可疑数值的取舍 

实验结果的数据处

理知识 

(二)校核原始

记录 

能校核其他检验人员的检

验原始记录，验证其检验

方法是否正确，数据运算

是否正确 

对原始记录的要求 



(三)填写检验

报告 

能正确填写检验报告，做

到内容完整、表述准确、

字迹(或打印)清晰、判定

无误 

对检验报告的要求 

(四)分析检验

误差的产生

原因 

能分析一般检验误差产生

的原因 

检验误差产生的一

般原因 

六、修验

仪 器 设

备 

排除仪器设

备故障 

能够排除所用仪器设备的

简单故障 

常用仪器设备的工

作原理、结构和常见

故障及其排除方法 

七、安全

实验 

安全事故的

处理 

能对突发的安全事故果断

采取适当措施，进行人员

急救和事故处理 

意外事故的处理方

法和急救知识 

3.3 高级 

职 业 功

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一、样品

交接 
接待咨询 

1．能全面了解送检产品质

量方面的有关问题 

  

2．能正确回答样品交接中

出现的疑难问题 

相应化工产品的性

能和检测 

二、检验 (一)准备实验1．能制备仪器分析用的标标准溶液的制备方



准备 用水、溶液 准溶液和其他制剂试液 

  

2．从事 D 类检验的人员

应能制备符合液相色谱分

析要求的一级实验用水和

相应的试液 

法 

(二)准备仪器

设备 

1．能按照标准要求制备气

相色谱分析用的填充柱

(包括柱管和载体的预处

理、载体的涂渍、色谱柱

的装填和老化等)，并能选

用适当的毛细管柱；或能

选用符合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法分析要求的空心阴极

灯，并能正确评价阴极灯

的优劣，包括发光强度、

发光稳定性、测定灵敏度

与线性、灯的使用寿命等

指标 

  

2．从事 D 类检验的人员

应能按标准要求选用高压

1．色谱柱的制备方

法 

  

2．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仪的原理、结构、

使用说明和注意事

项 



液相色谱分析柱 

(三)操作计算

机 

能熟练操作与分析仪器配

套使用的计算机 

计算机操作应用的

一般知识 

(四)设计检验

记录表格 

能根据不同类型检验项目

的需要设计相应的原始记

录表格 

不同类型检验项目

原始记录的设计要

求 

职 业 功

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三、检测

与测定 
(一)仪器分析 

1．能按操作规程操作气相

色谱仪(包括其配套设备，

如高压气体钢瓶、减压阀、

气路管线、净化器、色谱

数据工作站或数据处理机

等)，能根据不同的检验项

目选择适当的色谱分析条

件，合理地调整色谱参数；

或能按操作规程操作原子

吸收光谱仪[包括其配套设

备，如乙炔钢瓶(或乙炔稳

压发生器)、压缩空气钢瓶

(或空气压缩机)，或其他燃

气和助燃气、减压阀、气

1．色谱分析的分离

原理及分类，气相

色谱基本术语，气

相色谱仪的结构、

操作方法，气相色

谱仪的定性和定量

方法；或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仪的结

构、原子吸收定量

分析技术、最佳仪

器条件的选择、干

扰因素的消除方法

等知识 

  



路管线、计算机及配套系

统软件或数据处理机]，能

根据不同的检验项目选择

适当的仪器分析条件，合

理地调整仪器参数 

  

2．能用色谱法或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法分析相应类别

化工产品的有关项目 

A．测定有机化学试剂的主

含量，如苯胺 

B．测定化妆品中的铅含量

C．测定微量元素叶面肥中

的锌、锰、铁、铜等元素

含量 

D．用气相色谱法和高压液

相色谱法测定农药的有效

成分(如氧乐果、辛硫磷)，

检测农药的悬浮性和热贮

稳定性等 

E．测定涂料中的有害成

分，如聚氨酯涂料中的游

2．相关国家标准中

名检验项目的相应

要求 



离 TDI 单体等 

F．测定精制焦化产品的组

分，如邻甲酚的组分 

G．测定水泥中的氧化钠、

氧化钾、氧化镁的含量 

职 业 功

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三、检测

与测定 

(二 )监测 “三

废”排放 

能按标准要求测定本单位

产生的“三废”中的主要环

境监测项目 

1．与检验产品相关

的环境污染物的种

类及主要来源 2．废

水、废气的主要监

测项目 

  

3．环境控制标准和

环境监测的主要分

析方法 

(三)解决检验

技术问题 

能解决检验过程中遇到的

一般技术问题，并能验证

其方法的合理性 

化学检验相关技术 

四、测后

工作 

(一)审定检验

报 

能对其他检验人员制作的

检验报告按管理规定进行

审核，内容包括 

对检验报告的要求 



  

1．填写内容是否与原始记

录相符 

2．检验依据是否适用 

3．环境条件是否满足要求

4．结论的判定是否正确 

(二)分析产生

不合 格品 的

原因 

能协助企业生产技术管理

部门分析产生不合格品

(批)的一般原因 

A．试剂的工业分离

提纯知识 

  

B．常见日用化学产

品的简单工艺和常

用原科的一般知识 

C．常见化肥产品的

简单生产工艺 

D．农药加工所需助

剂的一般知识 

E.涂料生产的一般

知识 

F．焦化工业的一般

知识 

G．硅酸盐水泥的生

产过程 



职 业 功

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五、修验

仪 器 设

备 

(一)安装调试

验收仪器设

备 

能读懂新购置的一般仪器

设备的说明书，能按规程

进行安装、调试，并能验

证其技术参数是否达到规

定要求 

一般仪器设备的工

作原理及结构组成 

(二)排除仪器

设备故障 

1．能独立设计简单的检修

仪器设备的程序框图 

  

2．能按程序框图检查出常

用仪器设备的故障，并能

排除常见故障 

3．能正确更换仪器设备的

易耗件 

分析仪器的故障检

修方法 

六、技术

管 理 与

创新 

(一)编写仪器

操作规程 

能制定一般检验仪器设备

的操作规程 

一般检验仪器设备

的使用方法及注意

事项 

(二)编写检验

操作规范 

能编写相关产品和原材料

的检验操作规范 

相关产品和原材料

的检验方法和标准 

(三)改进检验

装置 

能根据检验方法的需要改

进试验装置，提高检验效

各种试验装置的结

构及各部件的作用 



率和检验结果的准确度 

七、培训

与指导 
传授技艺 

1．能向初级、中级化学检

验工传授与其工作内容相

关的专业知识 

  

2．能较系统地示范化工产

品的化学分析、仪器分析、

物理参数和物理性能检测

等实际操作的技术、技巧 

传授技艺、技能的基

本方法 

3.4 技师 

职 业 功

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一、检测

与测定 

(一)解决检验

技术难题 

能解决化学检验中遇到的

技术难题 

1．相应类别的检验

项目 

(二)开展新检

验项目 

能根据本单位发展需要，

开展新产品、新项目的检

验 

2．化学检验技术 

二、修验

仪 器 设

备 

(一)安装、调

试、验收仪器

设备 

能将新购置的、较复杂的

仪器设备按说明书的要求

进行安装、调试，并能验

证其技术参数是否达到规

定标准 

常用仪器设备的工

作原理及结构组成 



(二)排除仪器

设备故障 

1．能独立设计较复杂的检

修仪器设备的程序框图 

  

2．能按程序框图检查出较

复杂仪器设备产生故障的

原因，并能排除其一般故

障 

较复杂的分析仪器

的故障检修方法 

三、技术

管 理 与

创新 

(一)组合检验

装置 

能根据检验方法的需要，

组合检验新项目所需的装

置 

各种化学实验室的

电器设备、玻璃仪器

及其他器皿和用品

的用途 

(二)编写检验

操作规范 

能编写非标准检验方法

(如生产过程控制检验)的

操作规范 

1．各种产品的生产

工艺 

  

2．化学检验操作规

范的编写规定 

四、培训

与指导 
传授技艺 

1．能向初级、中级、高级

化学检验工传授与其工作

内容相关的专业知识(包

括安全环保)和常用的数

据处理知识 

  

1．技能培训的基本

要求 

  

2．化学检验中化学

分析、仪器分析的重

点和操作技能的要



2．能较系统地指导相关化

工产品的化学分析、仪器

分析、物理参数和物理性

能检测等实际操作 

点 

职业功

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五、实

验室管

理 

(一)制定购置

计划 

1．能根据检验需要和单

位的条件制定仪器设备

购置的近期计划和长远

规划 

  

2．能根据各个检验项目

对化学试剂、标准物质的

要求及检验批次的多少，

估计其使用量，制定其购

置计划 

1．各种仪器设备的用

途、价格 

  

2．各种化学试剂和标

准物质的规格、等级及

用途 

(二)检验质量

管理 

1．能准确分析影响检验

质量的原因，并制定有效

的解决办法 

  

2．能制定并执行检验质

量管理制度 

检验质量管理基础知

识 



(三)仪器及试

剂管理 

1．能定期安排实验室仪

器的周期检定 

  

2．能针对实验室的仪器

设备、化学试剂和标准物

质的具体情况，制定并实

施管理措施 

计量检定有关知识 

*(四 )计量认

证和审查认

可(验收) 

能根据实验室计量认证

和审查认可 (验收 )的要

求，编写管理手册中与相

应类别检验有关的规章

制度 

计量认证、审查认可

(验收)有关知识 

*(五 )实验室

认可 

能根据实验室认可的要

求，编制相应类别检验的

操作指导书或检验细则 

实验室认可的有关知

识 

*(六 )参与企

业的质量管

理 

能根据质量管理和质量

认证的要求，编制相关的

程序文件和作业指导书 

GB／T 19000 一 ISO 

9000 标准知识 

*(七 )参与企

业的环境管

理 

能根据企业的环境管理

体系要素的相关要求，编

制与相应类别检验相关

的操作指导书和规程 

GB ／ T 

24000—ISO)14000 标

准知识 



注：前面带有“*”的“工作内容”为选择项，申报人员可以从（四）至

（七）的四项工作内容中任选两项。 

3.5 高级技师 

职 业 功

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检 测 与

测定 

(一)解决检验

技术难题 

能处理并解决较高难度

的检验技术问题 

化学检验技术发展

动态 

 

(二)引进检验

新技术 

能将当今国内外化学检

验的新技术、新方法引进

检验工作中，并取得应用

成效 

 

二、技术

管 理 与

创新 

(一)检索标准

文献 

能根据标准目录和标准

化期刊检索标准文献，获

得最新标准信息 

标准化基础知识  

(二)数理统计

的应用 

能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判

断标准曲线的线性关系

和检测结果的精密度 

数理统计的应用知

识 
 

培 训 与

指导 
专业培训 

1．能系统讲授化工产品

检验的基本知识，并能指

导学员的实际操作 

  

2．能制定化学检验培训

技能培训的方法。  



班教学计划 

3．能合理安排教学内容，

选择适当的教学方式 

四、实验

室规 

  

划设计 

(一)确定规划

方案 

能根据本单位的需要，规

划实验室的规模和功能，

并做到留有发展空间 

实验室规划一般要

求 

l

 

i

 

(二)实验室设

计 

能提出各类实验用房(化

学分析室、精密仪器室、

钢瓶室、贮藏室和办公室

等)合理布局的设计要求 

实验室布局要求 

l

 

i

(三)实验室配

套设施设计 

能做到实验室的电源、水

源、燃气源(可无)设计安

全合理；实验室的照明、

通风、排水、排气、实验

台设计符合检验要求；钢

瓶室、贮藏室设施设计符

合贮存要求 

实验室设施要求 

  

  

知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五、技

术交流 

参与技术交

流与合作 

能胜任下列工作之一 

  

1．能参与本地区化学检验

本地区各化工生产

企业的检验能力、实

验室和检验人员的



技术人员的培训、技术交

流、实验室问对比检验的

工作 

2．能协助地方产品质量监

督部门制定有关产品的监

督检查检验细则，编写监

督检查的质量分析报告；

能组织召开有关产品的质

量分析会议 

状况 

六、制

订标准 

参与技术发

展规划和标

准制定 

能胜任下列工作之一 

  

1．能根据国内外化学检验

技术发展动态，适时提出

行业发展规划的建议 

2．能参与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的制定和修订，能提

出可得到各方代表广泛认

可的建议或新条款 

3．能主持完成企业标准的

制定工作 

1．国内外化学检验

技术发展动态 

  

2．制定标准的相关

要求 

七、技

术总结 

技术探讨和

经验总结 

能完成下列工作之一 

  

1．技术报告和技术

总结写作的有关知



1．能系统全面地总结化学

检验的实践经验 

2．能正确总结检验仪器、

设备的维护和检修经验与

规律 

3．能撰写化学检验专题项

目的研究报告 

4．能撰写检验技术诀窍的

总结报告 

识 

  

2．化学检验现状和

发展趋势 

  

4.比重表 

4.1 理论知识 

项 目 

初级 

  

(％) 

中级 

  

(％) 

高级 

  

(％) 

技师 

  

(％) 

高级技

师 

  

(％) 

基 本

要求 

职业道德 5 5 3 2 2 

基础知识 40 35 22 23 23 

相 关

知识 

样品交接 5 2 2 — — 

检验准备 14 17 13 — — 

采样 10 7 — — — 

检测与测定 13 22 25 20 20 

测后工作 3 5 5 — — 



安全实验 5 5 — — — 

养护设备 5 — — — — 

修验仪器设备 — 2 10 10 — 

技术管理与创新 — — 15 15 10 

培训与指导 — — 5 5 10 

实验室管理 — — — 25 — 

实验室规划设计 — — — — 15 

技术交流 — — — — 3 

制定标准 — — — — 3 

技术总结 — — — — 1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4.2 技能操作 

项 目 
初级 

(％) 

中级 

(％) 

高级 

(％) 

技师 

(％) 

高 级 技

师 

(％) 

技能

要求 

样品交接 8 5 5 — — 

检验准备 20 18 10 — — 

采样 15 10 — — — 

检测与测定 30 42 45 35 30 

测后工作 7 9 8 — — 

安全实验 10 10 — — — 



养护设备 10 — — — — 

修验仪器设备 — 6 12 15 — 

技术管理与创新 — — 15 15 15 

培训与指导 — — 5 10 15 

实验室管理 — — — 25 — 

实验室规划设计 — — — — 10 

技术交流 — — — — lO 

制定标准 — — — — 10 

技术总结 — — — — 10 

合计 100 100 100 lOO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