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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员

国家职业标准

（征求意见稿）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员①

1.2 职业编码

4-08-05-09

1.3 职业定义

从事新建、扩建、改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检测，对建筑材

料、构配件、工程实体的质量及使用功能等进行测试的人员。

1.4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共设四个等级，分别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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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常温，采光和照明良好的场所。

1.6 职业能力特征

具有一定的逻辑思维和空间感，具备一定的学习、沟通、分析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

1.8 职业培训要求

1.8.1 培训参考时长

四级/中级工不少于 80 标准学时；三级/高级工不少于 80 标准学时；二级/技

师不少于 60 标准学时；一级/高级技师不少于 40 标准学时。

① 本职业分为五个职业方向：地基基础工程质量检测员（A类，含地基基础、道路工程）、

主体结构工程质量检测员（B类，含桥梁与地下工程、主体结构及装饰装修）、幕墙工程

质量检测员（C类）、钢结构工程质量检测员（D类）、见证取样工程质量检测员（E类，

含建筑材料及构配件、建筑节能、市政工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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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培训教师

培训四级/中级工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三级/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技能

等级）证书或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培训三级/高级工

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二级/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或相关专业

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培训二级/技师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一级/

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或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培训一级/高级技师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一级/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技能等级）

证书2年以上或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2年以上。

1.8.3 培训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培训在配备符合相应等级考核需要的设备、工具（软件）系统、

网络环境、音视频监控等条件的教室、实训场所或线上平台进行。

技能培训在配备符合相应等级需要的测试仪器、模型、试样、网络环境、

音视频监控等条件的实训场所进行。

1.9 职业技能评价要求

1.9.1 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②工作满5年。

（2）取得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3年。

（3）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③的技工院校或中等及以上职业院校、专科及

② 相关职业：化学检验员、物理性能检验员、生化检验员、无损检测员、质检员、试验员，

下同。
③ 技工学校相关专业：公路施工与养护、桥梁施工与养护、公路工程测量、铁路工程测量、

铁路施工与养护、工程安全评价与管理、水利水电工程施工、高分子材料加工、古建筑修

缮与仿建、建筑设备安装、建筑施工、建筑装饰、建筑测量、工程监理、工程造价、建筑

工程管理、市政工程施工、土建工程检测、消防工程技术、硅酸盐材料制品生产、城市燃

气输配与应用、给排水施工与运行、城市水务技术、建筑模型设计与制作、石材工艺、环

境保护与检测等，下同。

中等职业学校相关专业：建筑学、建筑施工、土木工程、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管理、公

路与城市道路工程、交通土建工程、道路交通工程、道路（工程）、桥梁（工程）、隧道

（工程）、机场建设、地下工程、城市地下空间工程、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房屋建筑工

程、城镇建设、建筑工程技术、建筑施工技术、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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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0年。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4年。

（3）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后，累

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

（4）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高级工班及以上毕业证书（含在读

应届毕业生）。

（5）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并取得高等职业学校、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毕业证书

（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建设工程管理、中国古建筑工程技术、历史建筑保护工程、古建筑修缮与仿建、基础工程

技术、市政工程（技术）、公路施工与养护、 桥梁施工与养护、 铁路施工与养护、土建工

程检测、建材装备运行与维护、硅酸盐工艺及工业控制、建筑装饰、市政工程施工、工程

材料检测技术、建筑与工程材料、检测技术应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等。

普通高等教育相关专业：理论与应用力学、工程力学、精密仪器、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

物理、材料化学、冶金工程、金属材料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复合材料与工程、粉体材料科学与工程、焊机技术与工程、功能材料、土木工程、建筑环

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建筑电气与智能化、城市地下空间工程、道路桥

梁与渡河工程、铁道工程、智能建造、土木水利与海洋工程、土木水利与交通工程、城市

水系统工程、智能建造与智慧交通、水利水电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港口航道与海岸

工程、测绘工程、涂料工程、地质工程、勘查技术与工程、地下水科学与工程、资源勘查

工程、采矿工程、海洋工程与技术、核工程与核技术、农业建筑环境与能源工程、农业水

利工程、森林工程、木结构建筑与材料、环境科学与工程、环境工程、建筑学、城乡规划、

风景园林、历史建筑保护工程、人居环境科学与技术、城市设计、智慧建筑与建造、安全

工程、工程管理、房地产开发与管理、工程造价、工程审计、物流工程、工业工程等。

高等职业学校相关专业：建筑学、城乡规划、风景园林、环境设计、土木工程、交通工程、

工程管理、公路隧道工程、桥梁与隧道工程、道路与铁道工程、勘查技术与工程、公路工

程、公路工程管理、岩土工程技术；矿井建设；室内环境检测与控制技术；建筑设计；建

筑装饰工程技术，古建筑工程技术；建筑室内设计；建筑工程技术；地下与隧道工程技术；

土木工程检测技术；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市政工程技术；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水利水电

工程技术；高速铁道工程技术；道路桥梁工程技术；道路养护与管理；港口与航道工程技

术；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铁道工程技术，建筑材料检测技术；建筑装饰材料技术；高

分子材料工程技术；电子测量技术与仪器；商检技术；物业管理、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

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建筑电气与智能化；城市地下空间工程；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铁道工程；智能建造；土木、水利与海洋工程；土木、水利与交通工程；港口航道与海岸

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复合材料与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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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取得经评估论证的高等职业学校、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本专业或

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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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

（2）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后，累

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并在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

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

（3）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后，累

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

（4）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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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2年。

（5）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满2年的技师学院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学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

（2）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

作满5年，并在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后，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

（3）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后，累

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

1.9.2 评价方式

本职业采用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以及综合评审的方法或形式进行鉴定。

理论知识考试以机考方式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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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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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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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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监考人员、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理论知识考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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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且考评人员不少于3

人且为单数；综合评审委员不少于3 人且为单数。

1.9.4 评价时长

理论知识考核时间不少于60 min；技能考核时间不少于120 min；综合评审时

间不少于30 min。

1.9.5 评价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配备符合相应等级考核需要的设备、工具（软件）系统、网

络环境、音视频监控等条件的教室、实训场所或线上平台进行。

技能考核在配备符合相应等级需要的测试仪器、模型、试样、网络环境、音

视频监控等条件的实训场所进行且面积不少于1000平方米用于安放相关工种测

试仪器、模型、试样，相关要求见下表。

类

别

仪器设备及模型

名称 相关要求

A

类

仪

器

设

备

超声测桩仪 不少于 5 套

低应变动测仪 不少于 5 套

锚杆拉拔仪、静载仪、千斤

顶、传感器等承载力检测设备
分别不少于 5 套

高应变动测仪 不少于 5 套

模

型

超声波缺陷混凝土模型桩
不少于 5 根，桩径不小于 600 mm，桩长不少于

8 m，强度不小于 C30

低应变缺陷混凝土模型桩
不少于 15 根，桩径不小于 250 mm，桩长不少

于6 m，强度不小于 C30

锚杆、静载模型 分别不少于 5 根

高应变混凝土模型桩
不少于 5 根，桩径不少于 500 mm，桩长不少于

5 m，强度不小于 C30

B

类

仪

器

设

备

砖回弹仪，砂浆回弹仪、混凝

土回弹仪
分别不少于 10 台套

钢筋探测仪 不少于 10 台套

拉拔仪 不少于 5 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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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金属超声波检测仪、楼板测

厚仪等设备
分别不少于 5 台套

模

型

混凝土模型墙
不少于 5 面，厚度不小于 160 mm，侧面面积不

小于2m×2m ，强度不小于 C30

混凝土模型梁

不少于 5 根，截面尺寸不小于

300mm×300mm，长度不小于 4 m，强度不小于

C30

混凝土模型板
不少于 5 块，厚度不小于 200mm ，顶面和底面

尺寸均不小于 2m×2m ，强度不小于 C30

混凝土模型柱

不少于 5 根，截面尺寸不小于

400mm×400mm，高度小于 2 m，强度不小于

C30

C

类

仪

器

设

备

幕墙测试系统、相容性试验箱

等设备和工具
分别不少于 5 台套

D

类

仪

器

设

备

超声波探伤仪 不少于 10 台套

涂层测厚仪 不少于 10 台套

万能材料试验机 不少于 3 套

扭矩测试仪等 不少于 3 套

E

类

仪

器

设

备

万能试验机 不少于 3 台套

搅拌机、恒温恒湿箱、混凝土

抗渗仪、液限塑限联合测定仪

等

分别不少于 5 台套

说明：仪器设备满足相关标准的要求且在检定/校准有效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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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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纪守法，爱岗敬业，客观公正。

（2）诚实守信，认真负责，勇于创新。

（3）尊重科学，精益求精，态度严谨。

（4）团结合作，终身学习，奉献社会。

2.2 基础知识

2.2.1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基本知识

（1）建设工程检测机构质量管理体系基础知识。

（2）建设工程检测业务流程。

2.2.2 相关理论基础知识

（1）工程材料、构配件及设备基础知识。

（2）涉及工程检测的物理、化学等知识。

（3）测量学知识。

（4）仪器设备理论基础知识。

2.2.3 专业知识

（1）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验收知识。

（2）建设工程、材料检测方法知识。

（3）建设工程质量评价知识。

2.2.4 安全和环保知识

（1）工程现场安全防护知识。

（2）用电安全知识。

（3）高空安全知识。

（4）消防安全知识

（5）环境保护知识。

（6）文明施工知识。

（7）应急救援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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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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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相关知识

（4）《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相关知识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知识

（6）《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相关知识

（6）《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相关知识

（7）《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相关知识

（8）《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相关知识

（9）《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相关知识

（10）《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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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要求

本标准对四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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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实际情况，本职业分为五个职业方向：地基基础工程质量检测员、主体结

构工程质量检测员、幕墙工程质量检测员、钢结构工程质量检测员、见证取样工程

质量检测员。将以上五个职业方向对应的技能要求分为（A）、（B）、（C）、

（D）、（E）五类，有类别标注的为单独考核项，未标注的为共同考核项。

3.1 四级/中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工

作

准

备

1.1 熟悉

技术要求

1.1.1 能根据检测对象，收集相关勘察

设计、施工记录、规范标准等资料

1.1.2 能识读所选定检测标准的内容及

检测工艺

1.1.3 能根据委托检测目的，熟悉检测

标准对检测项目的要求

1.1.1 检测对象适用的相关

勘察设计、施工记录、规范

标准等资料

1.1.2 检测项目技术标准的

识读方法

1.1.3 熟悉相关检测标准

1.2 编制

技术文件

1.2.1 能识读检测技术方案

1.2.2 能根据检测技术方案，编写检测

流程

1.2.1 检测技术方案的识读

方法

1.2.2 检测流程的编写方法

和格式要求

1.3 准备

检测仪器

及确认检

测部位

1.3.1 能选择满足检测标准要求的检测

仪器及配套工具

1.3.2 能根据检测方案选择检测部位

（A）（B）、（C）、（D）

1.3.3 能连接或组装检测仪器及配套工

具

1.3.1 检测标准对仪器及配

套工具的要求

1.3.2 检测部位、数量及标

准选择方法(A)、(B)、

（C）、（D）

1.3.3 检测仪器及配套工具

连接或组装方法

1.4 确定

检测环境

1.4.1 能确认检测标准的环境温度、湿

度等参数

1.4.2 能设置警戒区域

1.4.3 能佩带安全防护用具

1.4.1 检测对环境条件控制

的要求

1.4.2 警戒区域设置原则

1.4.3 安全防护用具使用方

法

1.5样品管

理

1.5.1 能根据检测标准选择、制备、养

护试样（E）

1.5.2 能根据有关规定要求，完成见证

试样的流程管理（E）

1.5.1 检测试样选择、制

备、养护的方法（E）

1.5.2 见证试样的流程管理

办法（E）

2.

检

测

实

2.1 检查

检测仪器

状态

2.1.1 能按检测标准要求检查检测仪器

状态

2.1.2 有需要的情况下，能自校检测仪

器

2.1.1 检测仪器状态检查的

要求

2.1.2 检测仪器的自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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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2.2 实施

检测

2.2.1 能对被检物进行检测前的检查与

处理

2.2.2 能使用超声波测试仪、低应变动

测仪、高应变动测仪、锚杆拉拔仪、

静载仪、千斤顶、传感器及采集参数

设定（A）

2.2.3 能使用钢筋探测仪、非金属超声

波检测仪、拉拔仪、传感器及采集参

数设定（B）

2.2.4 能对建筑幕墙的气密性、水密

性、风压变形性能、层间变位性能和

硅酮结构胶相容性检测项目进行幕墙

测试系统、相容性试验箱等设备和工

具安装（C）

2.2.5 能使用超声波探伤仪、涂层测厚

仪、传感器及采集参数设定，能确定

全站仪的变形检测基准点，能在万能

材料试验机、扭矩测试仪安装结构节

点、紧固标准件及高强度螺栓（D）

2.2.6 能使用搅拌机、恒温恒湿箱、试

验机、混凝土抗渗仪、液限塑限联合

测定仪及参数设定（E）

2.2.7 能按要求绘制被测物的检测部位

示意图，标记检测部位、缺陷位置，

完成检测数据记录

2.2.1 检测方法对被检物的

要求

2.2.2 传感器及采集参数设

定的操作方法（A）

2.2.3 传感器及采集参数设

定的操作方法 (B)

2.2.4 建筑幕墙的气密性、

水密性、风压变形性能、层

间变位性能和硅酮结构胶相

容性检测设备的安装操作方

法(C)

2.2.5 传感器及采集参数设

定的操作方法，全站仪确定

基准点的方法，结构节点、

紧固标准件及高强度螺栓安

装方法(D)

2.2.6 设备的参数设定和操

作方法(E)

2.2.7 检测记录的格式要求

与填写方法

2.3 清理

检测现场

及后续整

理

2.3.1 能按要求对被检工件、检测现场

进行清理

2.3.2 能对被检工件进行清理保养(D)

2.3.3 能对所用的检测仪器及工器具进

行维护保养

2.3.4 能对仪器中检测数据和图像进行

调用与拷贝

2.3.5 能完成检测仪器及其配套工具保

管工作

2.3.6 能完成记录保存及归档工作

2.3.1 被检工件、检测现场

的清理维护要求

2.3.2 被测物的清理保养工

作要求(D)、

2.3.3 检测仪器及工器具维

护保养方法

2.3.4 仪器中检测数据和图

像调用与拷贝方法

2.3.5 检测仪器及配套工具

的保管方法

2.3.6 仪器使用记录的保存

及归档方法

3.

数

据

处

理

及

报

告

3.1 数据

处理

3.1.1 能记录检测数据并进行整理与保

存

3.1.2 能识别检测仪器故障引起的异常

数据

3.1.3 能对检测结果进行整理与保存

3.1.4 能识别常见缺陷

3.1.1 检测数据记录方法

3.1.2 检测设备的使用方法

3.1.3 检测结果的整理与保

存方法

3.1.4 常见缺陷识别方法

3.2 编写

检测报告

3.2.1 能整理检测记录，为检测报告提

供数据

3.2.2 能根据检测记录，编写检测报告

的项目信息，数据表格等

3.2.1 检测报告数据的主要

内容

3.2.2 检测报告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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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三级/高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工

作

准

备

1.1 编制技

术文件

1.1.1 能根据检测要求，确定检测标准

1.1.2 能根据检测要求及标准，制定检

测实施与技术方案

1.1.3 能根据检测标准，编写检测工艺

1.1.1 检测标准适用范围

1.1.2 检测实施与技术方

案制定原则和方法

1.2.3 检测工艺的编写方

法和格式要求

1.2 安全风

险识别

1.2.1 能识别检测现场人员风险

1.2.2 能识别检测现场环境风险

1.2.3 能识别检测仪器及设备风险

1.2.1 检测现场人员风险

及防护方法

1.2.2 检测现场环境风险

及防护方法

1.2.3 检测仪器及设备风

险及防护方法

1.3 核查四

级准备工作

1.3.1 能检查四级工文件编制工作

1.3.2 能检查四级工仪器准备工作

1.3.3 能检查四级工检测现场安排

1.3.1 检测流程的编写方

法和格式要求

1.3.2 检测标准对仪器及

配套工具的要求

1.3.3 检测部位选择方

法；检测试样选择、制

备、养护的方法；检测对

环境条件控制的要求等

2.

检

测

实

施

2.1 实施检

测

2.1.1 能使用超声波测试仪、低应变动

测仪进行桩身完整性检测，能使用高

应变动测仪进行桩身完整性及桩的承

载力检测，能使用锚杆拉拔仪进行锚

杆锁定力检测，能使用静载仪、千斤

顶及百分表进行地基及复合地基承载

力、桩的承载力检测（A）

2.1.2 能使用钢筋探测仪进行钢筋保护

层厚度检测，能使用非金属超声波检

测仪进行混凝土裂缝、孔洞检测，能

使用拉拔仪进行后置预埋件的力学性

能检测，能使用相关回弹仪进行混凝

土、砂浆、砌体强度检测，能进行混

凝土预制构件的结构性能检测能使用

经纬仪、全站仪等进行变形检测，能

进行结构构件的荷载与振动试验

（B）

2.1.3 能使用幕墙测试系统、相容性试

验箱等设备和工具进行建筑幕墙的气

密性、水密性、风压变形性能、层间

变位性能和硅酮结构胶相容性检测、

能进行幕墙现场检测（C）

2.1.4 能使用超声波探伤仪进行钢结焊

接检测，能使用涂层测厚仪进行防腐

及防火涂装检测，能使用全站仪进行

2.1.1 桩身完整性、锚杆

锁定力、地基及复合地基

承载力、桩的承载力检测

操作方法 (A)

2.1.2 钢筋保护层厚度、

混凝土裂缝及孔洞、后置

预埋件的力学性能、混凝

土、砂浆、砌体强度检测

方法及混凝土预制构件结

构性能检测操作方法，经

纬仪、全站仪等测量仪器

的操作方法，结构构件的

荷载与振动试验操作方法

(B)

2.1.3 建筑幕墙的气密

性、水密性、风压变形性

能、层间变位性能和硅酮

结构胶相容性检测操作方

法，建筑幕墙的现场试验

操作方法(C)

2.1.4 钢结构焊接、防腐

及防火涂装、钢网架结构

变形、结构节点、紧固标

准件及高强度螺栓力学性

能检测操作方法，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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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网架结构变形检测，能使用万能材

料试验机、扭矩测试仪进行结构节

点、紧固标准件及高强度螺栓力学性

能检测，能进行钢网架、钢桁架及刚

架的荷载与振动试验（D）

2.1.5 能使用搅拌机、恒温恒湿箱、试

验机、混凝土抗渗仪、液限塑限联合

测定仪进行水泥、钢筋、砂、石、混

凝土、预应力钢绞线及沥青见证取样

检测并进行土工试验，能对试样进行

养护（E）

2.1.6 能按要求检查检测数据可靠性

的现场荷载与振动试验操

作方法(D)

2.1.5 水泥、钢筋、砂、

石、混凝土、预应力钢绞

线及沥青见证取样检测操

作方法，试样的养护方法

(E)

2.1.6 检测数据的可靠性

检查方法

2.2 清理检

测现场及后

续整理

2.2.1 能完成检测仪器及其配套工具完

好状态检查工作

2.2.2 能编制仪器使用记录，并进行归

档管理

2.2.1 检测仪器及配套工

具的状态检查方法

2.2.2 仪器使用记录编写

及归档管理方法

3.

数

据

处

理

及

报

告

3.1 数据处

理

3.1.1 能分析检测结果，排除异常检测

数据

3.1.2 能甄别伪缺陷

3.1.1 异常检测数据的发

现方法

3.1.2 伪缺陷甄别方法

3.2 编写检

测报告

3.2.1 能撰写检测报告及归档文件

3.2.2 能根据检测标准对检测记录中的

缺陷进行评级及判定

3.2.3 能根据典型检测结果，给出检测

结论

3.2.1 检测报告和归档文

件的要求

3.2.2 缺陷评级与结果判

定方法

3.2.3 检测结论的依据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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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二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工

作

准

备

1.1 技术

文件审核

1.1.1 能根据检测要求，审核检测

技术方案

1.1.2 能根据所确定的检测规程，

审核检测流程

1.1.3 能判断检测标准的适用范

围、检测条件、检测参数等

1.1.1 检测技术方案审核方法

1.1.2 检测流程的审核方法

1.1.3 检测标准的内容

1.2 工艺

验证与方

案设计

1.2.1 能对首次使用的检测流程进

行验证

1.2.2 能根据检测方案设计对比同

一条件下不同的检测方法等

1.2.1 检测流程验证方法

1.2.2 对比不同检测方案要求与设

计方法

2.

数

据

处

理

及

报

告

2.1 数据

处理

2.1.1 能判断数据的完整性

2.1.2 能根据数据分析结果

2.1.1 数据的完整性要求及判断方

法

2.1.2 数据与结果的对应关系

2.2 审核

检测报告

2.2.1 能审核检测原始记录

2.2.2 能审核检测报告

2.2.1 检测报告审核要求

2.2.2 检测原始记录审核要求

3.

技

术

管

理

和

培

训

3.1 技术

管理

3.1.1 能撰写检测能力技术报告

3.1.2 能制定检测器具的期间核查

方案

3.1.3 能对检定/校准结果进行确

认

3.1.1 检测能力技术报告撰写要求

3.1.2 检测器具的期间核查方法

3.1.3 检定/校准结果确认方法

3.2 技术

培训

3.2.1 能对三级/高级工及以下等

级进行检测技能培训

3.2.2 能对三级/高级工及以下等

级进行专业技术知识培训

3.2.1 三级/高级工及以下等级检

测技能培训要求

3.2.2 三级/高级工及以下等级专

业技术知识培训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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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一级/高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工

作

准

备

1.1 技术

文件批准

1.1.1 能根据检测要求，对检测技术方案

进行最终确认并批准

1.1.2 能根据所确定的检测规程，对检测

流程进行最终确认并批准

1.1.1 检测技术方案批准

方法及要求

1.1.2 检测流程的批准方

法及要求

1.2 新检

测方法确

认

1.2.1 能对新增检测方法进行确认

1.2.2 能根据新增检测方法编制作业指导

书

1.2.3 能对不确定度进行评价

1.2.1 新检测方法确认方

法和要求

1.2.2 新检测方法作业指

导书的编制方法和要求

1.2.3 不确定度评价方法

2.

数

据

处

理

及

报

告

2.1 数据

处理

2.1.1 能对新检测方法检测结果进行统计

与分析

2.1.2 能评定新检测方法检测结果

2.1.1 检测结果的统计与

分析方法

2.1.2 新检测方法的检测

结果评定方法

2.2 批准

检测报告

2.2.1 能对新检测方法进行验证并对结果

进行分析

2.2.2 能按新检测方法出具报告

2.2.3 能对检测报告进行解释

2.2.4 能批准检测报告

2.2.1 新检测方法验证及

结果分析方法

2.2.2 新检测方法出具报

告的要求

2.2.3 检测报告内容的解

释要求

2.2.4 检测报告批准要求

3.

技

术

管

理

和

培

训

3.1 技术

管理

3.1.1 能组织检测能力体系的建立及后续

管理

3.1.2 能实施检测能力的考核

3.1.3 能主持检测能力验证工作

3.1.1 检测能力建立的组

织和管理要求

3.1.2 检测能力和机构考

核方法和要求

3.1.3 检测能力验证方法

和要求

3.2 技术

培训

3.2.1 能对二级/技师进行检测基础知识培

训

3.2.2 能对二级/技师进行专业技术工作指

导

3.2.3 能进行新检测方法的培训与推广应

用

3.2.1 二级/技师检测基础

知识培训要求

3.2.2 二级/技师专业技术

工作指导方法

3.2.3 新检测方法的培训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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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权重表

4.1 理论知识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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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知识 25 20 15 10

相关知识

要求

工作准备 20 20 30 30

检测与后处理 35 35 — —

数据处理及报告 15 20 20 20

技术管理和培训 — — 30 3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4.2 技能要求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技能要求

工作准备 30 30 40 40

检测与后处理 40 35 — —

数据处理及报告 30 35 30 25

技术管理和培训 — — 30 3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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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录

本职业标准参考法律、法规、规范及标准如下：

[1] GB/T50344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

[2] GB/T50784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

[3] GB/T50315砌体工程现场检测技术标准

[4] GB/T 50621钢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

[5] JGJ 340建筑地基检测技术规范

[6] JGJ/T 422既有建筑地基基础检测技术标准

[7]GB/T50081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8]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9]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10]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标准

[11]房屋建筑和市场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

[12]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

[13]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检测技术管理规范

[14]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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