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化检验员

国家职业标准

（征求意见稿）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生化检验员

1.2 职业编码

6-31-03-03

1.3 职业定义

使用检测仪器和设备，对农业、发酵、食品、纺织、制药、皮革等生产过程

中的生物化学物质进行生化检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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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挥发性气体。

1.6 职业能力特征

具有一定的学习、理解、判断、计算和表达能力，手指、手臂灵活，动作协

调，听觉、嗅觉灵敏，视力良好，色觉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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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osta.org.cn/fenlei.html?category=05&code=6-11-08-03


五级/初级工不少于 180 标准学时，四级/中级工不少于 140 标准学时，三级/

高级工不少于 100 标准学时，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不少于 80 标准学时。

1.8.2 培训教师

培训五级/初级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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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知识培训在计算机机房或标准教室进行；技能培训在具有必备的安全防

范系统主要设备、软硬件设施完善的场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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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年满 16 周岁，拟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①工作。

（2）年满 16 周岁，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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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满 5 年。

① 相关职业：纤维质量检验工程技术人员、化学纤维工程技术人员、生物发酵工程技术人

员、发酵工程制药工、纤维检验员、农产品食品检验员、食品工程技术人员、农产品食品检

验员、化学合成制药工、药物检验员、化学检验员等，下同。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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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的技工院校或中等及以上职业院校、专科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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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证书（含

在读应届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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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专业的毕业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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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或相关专业：职业教育专业：农业类、生物技术类、化工技术类、轻化工类、食品

类、药品与医疗器械类、药学类等，下同。普通高等学校专业：化学类、生物科学类、化工

与制药类、纺织类、生物医学工程类、轻工类、食品科学与工程类、生物工程类、植物生产

类、药学类等，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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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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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操作等方式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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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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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中标注“★”的为涉及安全生产或操作的关键技能，如考生

在技能考核中违反操作规程或未达到该技能要求的，则技能考核成绩为不合格。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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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评价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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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不少于 20 分钟。

1.9.5 评价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或机房进行；技能考核在具有必备的生化检验设施

设备的场所进行；综合评审可在标准教室或实训场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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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客观公正，科学严谨。

（3）程序规范，保质保量。

（4）精益求精，勇于创新。

2.2 基础知识

2.2.1 化学基础知识

（1）无机化学基本知识。

（2）有机化学基本知识。

（3）分析化学基本知识。

（4）生物化学基础知识。

（5）物理化学基础知识。

2.2.2 生物基础知识

（1）生物学基础知识。

（2）微生物学基础知识。

（3）细胞生物学基础知识。

2.2.3 专业基础知识

（1）标准化基础知识。

（2）产品质量基础知识。

（3）产品检测基础知识。

（4）仪器分析基础知识。



2.2.4 计量基本知识

（1）计量学基本知识。

（2）计量单位基本知识。

2.2.5 安全基础知识

（1）实验室安全知识。

（2）实验室安全防护及救助知识。

（3）环境保护相关知识。

（4）生物安全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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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相关知识。

（4）《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相关知识。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知识。

（6）《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相关知识。

（7）《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相关知识。

（8）《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相关知识。

（9）《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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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规范对五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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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五级/初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样

品 采

集 与

处理

1.1 作业环境

确认和防护

品使用

1.1.1 ★能确认作业环境安全

1.1.2 ★能识读工作环境安全防护

器具说明书

1.1.3 ★能佩戴和使用防护器具

1.1.4 ★能使用急救药品和器械

1.1.5 ★能识别劳动防护用品的

有效性

1.1.1 实验室的安全知识

1.1.2 化学物质防护知识、生物

安全防护知识

1.1.3 防护用品的使用知识

1.1.4 急救药品的使用知识

1.2 样品采

集

1.2.1 能识读样品的理化性质

1.2.2 能识读取样操作程序

1.2.3 能识别取样用具及其适用

范围

1.2.4 能识读取样用具的处理方

法

1.2.5 能根据取样要求准备取样

用具

1.2.6 能准备样品标签和取样记

录

1.2.7 能按要求清洁取样器具并

按要求贮存

1.2.1 取样操作的基本原则

1.2.2 取样方法和样品信息

1.2.3 取样器具的分类及使用

方法

1.2.4 样品储藏及运输方法

1.3 样品处

理

1.3.1 能按照标准、方案处理试样

1.3.2 能按照流程交接样品

1.3.1 样品的处理方法

1.3.2 样品交接的规定

2. 样

品 检

测

2.1 含 量 测

定

2.1.1 能识别、选择玻璃仪器和相

关用品

2.1.2 能选择检验所需的试剂

2.1.3 能按要求进行样品的溶解、

转移操作

2.1.4 能按要求进行称量、干燥、

酸碱度等操作

2.1.5 能按要求使用玻璃仪器进

行样品含量分析

2.1.1 玻璃仪器和试剂的名称、

用途

2.1.2 基本化学操作规程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2.2 品 质 鉴

定、安全性检

查

2.2.1 能使用目视方法识别样品

的色泽。

2.2.2 能识别检验用菌种名称、编

号

2.2.3 能进行样品的菌落计数

2.2.1 国家标准中各检验项目

的相应要求

2.2.2 菌种管理相关知识

2.2.3 菌落计数规则

3. 结

果 记

录 及

数 据

处理

3.1 结果记

录

3.1.1 能按要求记录测定的原始

数据

3.1.2 能按规定填写原始记录表

3.1.1 检验原始记录的填写要

求和规定

3.2 数据处

理

3,2.1 能根据有效数字运算规则

计算检测结果

3.2.2 能根据检测结果判断是否

符合标准要求

3.2.1 有效数字的运算规则

3.2.2 数值修约规则

3.2.3 检测结果判定标准

4.实验

室 安

全 管

理 及

仪 器

设 备

维护

4.1 实验室

安全管理

4.1.1 能执行实验室各项安全守

则，使用消防器材，安全使用各

种电器

4.1.2 能使用通风柜，按规定处置

废液、废渣

4.1.3 能根据生物安全要求进行

废弃物处理

4.1.1 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

4.1.2实验人员生物安全防护知

识

4.2 故障判

断

4.2.1 能发现设备的跑、冒、滴、

漏、响等异常

4.2.2 能发现设备、电气运行异常

4.2.1 设备正常运行知识、

4.2.2 仪表、电器正常运行知识

4.3 故障处

理

4.3.1 能够收集仪器故障的相关

信息

4.3.2 能按程序上报处理

4.3.1 故障处置流程



3.2 四级/中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样

品 采

集 与

处理

1.1 作 业 环

境确认和防

护用品准备

1.1.1 能检查作业环境的状态

1.1.2 ★能识别实验室操作的安全风

险并选用防护用品

1.1.3 ★能选用急救药品和器械

1.1.4 能上报突发的安全事故

1.1.5 能处置职业暴露风险

1.1.1 洁净车间/实验室运行

条件

1.1.2 选用劳动防护用品、

急救药品的知识

1.1.3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

书（MSDS）和生物安全作业

指导书

1.1.4 安全事故的急救知识

1.1.5 能对突发的安全事故

及时上报处置

1.2 取 样 前

准备

1.2.1 能确认样品的理化特性

1.2.2 能按要求对取样用具进行专用

处理

1.2.3 能确认取样操作程序及其关键

控制点

1.2.4 能根据取样要求选择取样环境

1.2.5 能确认取样用具状态

1.2.6 能根据取样原则计算取样量

1.2.1 取样的要求和基本原

则

1.2.2 样品理化特性

1.2.3 取样用具的处理方法

1.2.4 取样准备工作

1.3 取 样 实

施及样品处

理

1.3.1 能根据取样程序进行取样、分

样并完成记录

1.3.2 能完成取样后清洁与样品处理

1.3.3 能判断抽取样品是否满足检测

标准

1.3.4 能按照标准、技术规范留存样

品

1.3.1 取样原则

1.3.2 取样完成后的工作及

注意事项

1.3.3 样品的处理要求与方

法

1.3.4 样品的贮存知识

2. 样

品 检

测

2.1 含 量 测

定

2.1.1 能根据不同分析检验选择配制

溶液所需各种试剂

2.1.2 能按标准或规范配制试液、溶

液、缓冲溶液、指示剂及指示液

2.1.3 能用滴定法如沉淀滴定法、氧

化还原滴定法/薄层色谱法测定样品

的组分

2.1.4 能使用一般仪器设备（如：pH

计、显微镜、天平等 ）进行含量测

定

2.1.1 各种实验用溶液、试

液、缓冲液的配制方法

2.1.2 溶液浓度表示方法及

配制注意事项

2.1.3 相关国家标准中各检

验项目的相应要求

2.1.4 基础化学实验操作规

范

2.1.5 一般仪器设备的名

称、规格、性能、操作方法、

使用注意事项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2.2 品 质 鉴

定、安全性检

查

2.2.1 能用目视比色或比浊法、进行

样品中的限度项目检验

2.2.2 至少能独立进行微生物限度、

无菌、细菌内毒素、微生物检测鉴定

操作的其中一项

2.2.3 能通过化学鉴别（如沉淀、显

色、焰色等）鉴定样品品质、安全性

2.2.1 国家标准中各检验项

目的相应要求

2.2.2 非无菌产品微生物限

度检查：微生物计数法、控

制菌检查法、细菌内毒素检

查法、无菌检查法、微生物

检定法

2.2.3 沉淀、显色、焰色检

定方法

3. 结

果 记

录 及

数 据

处理

3.1 结 果 记

录

3.1.1 能进行数值的判定

3.1.2 能按标准计算检测结果的精密

度

3.1.1 有效数值的判定方法

3.1.2 精密度的计算方法

3.2 数 据 处

理

3.2.1 能按标准的要求出具检测结果

3.2.2 能按标准进行极限数值的判定

3.2.1 有效数字的知识

3.2.2 极限数值判定标准

4. 实

验 室

安 全

管 理

及 仪

器 设

备 维

护

4.1 实 验 室

安全管理

4.1.1 能按要求分类存放化学试剂药

品

4.1.2 能按照要求处置检测废弃物

4.1.3 能按照要求使用压力容器

4.1.4 能按照要求使用通风橱

4.1.5 能按照要求使用超净工作台

4.1.6 能正确使用生物安全柜

4.1.1 危险化学品的使用和

存储方法

4.1.2 易制毒试剂的使用和

储存方法

4.1.3 废弃物的处理要求

4.1.4 压力容器安全使用方

法

4.1.5 安全事故处理方法

4.1.6 超净台、生物安全柜、

通风橱使用要求

4.2 故 障 判

断

4.2.1 能判断设备跑、冒、滴、漏、

响等异常原因

4.2.2 能判断仪器、电器控制故障

4.2.3 能发现设备温度、压力等参数

异常

4.2.4 能确认停电、停气、停水、停

风等突发事件

4.2.1 仪器设备的工作原

理、结构

4.2.2 一般仪器设备的常见

故障

4.3 故 障 处

理

4.3.1 能处理设备跑、冒、滴、漏、

响等异常

4.3.2 能按照故障处理规程进行处理

4.3.1 常见故障及其排除方

法



3.3 三级/高级工

职 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样

品 采

集 与

处理

1.1 作 业 环

境和防护用

品准备

1.1.1 能明确仪器检验的危险源，如

气源、高温源、辐射源，进行安全防

护措施及操作要点

1.1.2 能监督、指导劳动防护用品佩

戴和使用

1.1.3 能根据突发事件，选择合适的

应急措施

1.1.4 能指导使用应急物品和器械

1.1.1 与检验样品相关的环

境污染物的种类及主要

来源

1.1.2 有毒物质、有害微生

物的管理措施

1.1.3 应急物品使用知识

1.1.4 实验室安全隐患分析

知识

1.2 样 品 采

集

1.2.1 能识别多种取样原则，并根据

样品特性选取合适的取样和分样方

法

1.2.2 能对取样过程进行规范性复核

1.2.3 能发现取样过程异常情况并上

报

1.2.1 急救措施

1.2.2 规范性复核相关程序

1.2.3 异常情况处理程序

1.3 样 品 处

理

1.3.1 能对检测后样品进行后处理

1.3.2 能发现样品异常和交接过程的

异常情况并上报

1.3.1 不同来源样品上机检

测的要求和方法

1.3.2 样品交接的规定

2. 样

品 检

测

2.1 含 量 测

定

2.1.1 能够根据复杂仪器设备准备对

应的溶液

2.1.2 能按照设备操作规程对复杂仪

器设备(如酶标仪、高效液相色谱仪、

气相色谱仪、离子色谱仪、液质联用

仪、气质联用仪等)进行开机、预热、

平衡等准备工作

2.1.3 能根据作业指导手册调用固定

方法，使用复杂设备(如酶标仪、高

效液相色谱仪、气相色谱仪、离子色

谱仪、液质联用仪、气质联用仪、核

磁共振波谱仪、粒度仪、分光光度计

等)进行含量测定

2.1.1 复杂仪器的名称、规

格、性能、操作方法、使用

注意事项



职 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2.2 品 质 鉴

定、安全性检

查

2.2.1 至少能独立进行微生物限度、

无菌、细菌内毒素、微生物检定操作

的其中两项

2.2.2 能通过光谱仪器鉴别（如红外

分光光度计、紫外分光光度计、酶标

仪、荧光光谱仪等）鉴定样品品质、

安全性

2.2.1 细菌内毒素检查法、

无菌检查法、非无菌产品微

生物限度检查、计数检查

法、控制菌检查法

2.2.2 光谱仪器鉴别方法

2.3 结 构 分

析

2.3.1 能根据作业指导手册调用固定

方法，使用复杂设备（如：质谱仪、

液质联用、气质联用、元素分析仪、

红外分光光度计、紫外分光光度计、

扫描电子显微镜、透射电子显微镜）

进行样品结构分析

2.3.1 复杂仪器的名称、规

格、性能、操作方法、使用

注意事项

2.4 标准品、

对照品标定

2.4.1 能根据不同分析检验选择配制

标准溶液所需的各种标准物质。

2.4.2 能按标准和规范配制滴定液、

标准溶液等

2.4.1 计量器具的使用方法

2.4.2 常用标准物质的特点

及用途

2.4.3 滴定液、标准溶液的

配制方法

2.4.4 滴定液、标准溶液浓

度表示方法及配制注意项。

2.5 效 价 测

定

2.5.1 至少能独立进行生物检定法、

微生物检定法、酶法检定操作的其中

一项

2.5.2 能根据作业指导手册调用固定

方法，使用复杂设备(如酶标仪，流

式细胞仪，细胞计数仪等)进行效价

测定

2.5.1 生物检定法、微生物

检定法、酶法检定的操作事

项

2.5.2 复杂仪器的名称、规

格、性能、操作方法、使用

注意事项

3. 结

果 记

录 及

数 据

处理

3.1 结 果 记

录

3.1.1 能根据负责仪器的结果记录数

据

3.1.2 能正确绘制工作曲线、计算加

测结果

3.1.1 图谱分析基本知识

3.1.2 标准曲线相关知识

3.2 数 据 处

理

3,2.1 能进行方法检出限和定量限的

试验和计算

3.2.2 能按标准进行极限数值的判定

3.2.3 能发现异常数据的趋势并报告

3.2.1 有效数字的判定方法

3.2.2 极限数值判定标准

3.2.3 检验项目的标准规定

4. 实

验 室

安 全

管 理

4.1 实 验 室

安全管理

4.1.1 能指导监督实验室各类压力容

器维护和使用

4.1.2 能对实验室安全进行监督管理

4.1.3 能监督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执

4.1.1 实验室常见压力容

器、氢气、氧气、氮气等高

压气瓶安全使用和维护知

识



职 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及 仪

器 设

备 维

护

行 4.1.2 实验室安全管理的知

识

4.2 故 障 判

断

4.2.1 能确认和分析仪器设备运行异

常原因

4.2.2 能确认参数（例如温度、压力

等）异常原因

4.2.1 一般仪器设备的工作

原理及结构组成

4.2.2 仪器设备异常运行原

因及判断方法

4.3 故 障 处

理

4.3.1 能处理停电、停气、停水、停

风等突发事件

4.3.2 能分析并处理参数异常等问题

4.3.3 能完成动力故障或突发事件后

的恢复工作

4.3.1 一般仪器设备说明书

4.3.2 常见故障检修方法

4.3.3 应急预案知识



3.4 二级/技师

职 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样

品 采

集 与

处理

1.1 样 品 抽

采集

1.1.1 能识读不同样品的取样方法

1.1.2 能识读取样量的计算原则

1.1.3 能对取样过程异常情况进行系

统调查处理并出具调查报告

1.1.4 能对取样操作程序提出优化建

议

1.1.1 取样原理与取样量计

算规则

1.1.2 取样异常情况处理程

序

1.2 样 品 处

理

1.2.1 能对样品交接过程异常情况进

行调查处理并出具调查报告

1.2.2 能发现样品包装与贮存问题并

上报

1.2.1 取样、样品交接的有

关规定

1.2.2 交接异常情况处理程

序

1.2.3 样品的包装与贮存

2. 样

品 检

测

2.1 含 量 测

定

2.1.1 能按照标准和规范组装试验装

置

2.1.2 能按照要求验证或确认配置所

需溶液 缓冲溶液 标准溶液 指示剂

及指示液

2.1.3 能调用固定方法在指导原则允

许范围内调整复杂仪器设备(如酶标

仪、高效液相色谱仪、气相色谱仪、

离子色谱仪、液质联用仪、气质联用

仪、核磁共振波谱仪、粒度仪、分光

光度计等)参数进行含量测定

2.1.1 验证所用溶液、试液

的制备方法

2.1.2 国家标准中各检验项

目的相应要求

2.1.3 复杂仪器设备的操作

方法，定性或定量分析方

法，最佳仪器条件的选择

2.2 品 质 鉴

定、安全性检

查

2.2.1 至少能独立进行微生物限度、

无菌、细菌内毒素、微生物检定操作

的其中三项

2.2.2 能通过色谱仪器鉴别（如薄层

色谱仪、高效液相色谱仪、气相色谱

仪、离子色谱仪、质谱仪等）鉴定样

品品质、安全性

2.2.1 国家标准中各检验项

目的相应要求

2.2.2 色谱仪器鉴别方法

2.3 结 构 分

析

2.3.1 能调用固定方法在指导原则允

许范围内调整复杂仪器（如：质谱仪、

液质联用、气质联用、元素分析仪、

红外分光光度计、紫外分光光度计、

扫描电子显微镜、透射电子显微镜

等）设备参数进行样品结构分析

2.3.1 复杂仪器设备的操作

方法，定性或定量分析方

法，最佳仪器条件的选择



职 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2.4 标准品、

对照品标定

2.4.1 能够按照操作规程开展分离富

集工作

2.4.2 能按标准和规范标定滴定液、

标准溶液等

2.4.1 分离富集知识

2.4.2 滴定液、标准溶液的

标定方法及注意事项

2.4.3 标准品标定操作规程

2.5 效 价 测

定

2.5.1 至少能独立进行生物检定法、

微生物检定法、酶法检定操作的其中

二项

2.5.2 能在指导原则允许范围内调整

复杂仪器（如酶标仪，流式细胞仪，

细胞计数仪等）设备参数进行样品分

析

2.5.1 生物检定法、微生物

检定法、酶法检定的操作事

项

2.5.2 复杂仪器设备的操作

方法，定性或定量分析方

法，最佳仪器条件的选择

3. 结

果 记

录 及

数 据

处理

3.1 数 据 分

析

3.1.1 能对原始记录及检测结果进行

审核

3.1.2 能对检验或测试异常结果进行

分析、调查

3.1.3 能够利用统计学方法对检验结

果进行分析，排查异常趋势原因

3.1.1 统计假设检验基本知

识

3.1.2 检验项目的判断依据

3.1.3 检验项目的测定原理

3.1.4 检验项目的标准规定

3.1.5 常见统计工具

3.2 偏 差 管

理

3.2.1 能对实验室产生的偏差和异常

进行分析

3.2.1 相应类别的检验项目

3.2.2 化学检验技术

3.2.3 国家标准中的相关要

求

3.2.4 偏差处理相关知识

3.2.5 技术改造、技术革新

活动、验证的相关知识

4. 实

验 室

安 全

管 理

及 仪

器 设

备 维

护

4.1 实 验 室

安全管理

4.1.1 能编制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

4.1.2 能指导监督生物试验安全进行

4.1.3 能正确对检测废弃物进行安全

处理

4.1.1 实验室安全管理的知

识

4.1.2 实验室生物安全知识

4.1.3 实验室废弃物安全处

理的相关知识

4.2 故 障 判

断

4.2.1 能对仪器设备故障操作提出现

场处置方案或建议

4.2.2 能对仪表、电器故障提出现场

处置方案或建议

4.2.1 事故处置方案、应急

预案的知识



职 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4.3 故 障 处

理

4.3.1 能根据突发事故提出处理意见

4.3.2 能排除复杂设备的一般故障

（如：漏液、接触不良、管路堵塞等）

4.3.1 复杂仪器设备的工作

原理

4.3.2 仪器故障类型与检修

方法

5. 技

术 管

理 与

创新

5.1 技 术 管

理

5.1.1 能编制仪器设备操作和维护规

程

5.1.2 能编制检测操作细则

5.1.3 能编制检验质量控制方案并监

督实施

5.1.4 能编制仪器设备、标准物质定

期核查规程

5.1.1 技术文件编制要求和

方法

5.1.2 样品检验管理要求

5.1.3 质量控制要求

5.1.4 定期核查要求

5.2 实 验 室

检验验证、转

移比对

5.2.1 能执行实验室检验方法的确认

或验证

5.2.2 能进行实验室方法转移和对比

5.2.3 能对实验室方案提出建议

5.2.1 实验室检验方法验

证、方法转移、方法比对知

识

5.3 实 验 室

能力验证

5.3.1 能执行实验室能力验证规范和

实施规则

5.3.2 能建立并保存试验能力验证的

相关档案及记录

5.3.1 实验室能力验证要求

5.3.2 实验室能力验证材料

准备知识

6. 培

训 与

指导

6.1 专 业 培

训

6.1.1 能培训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

工、三级/高级工专业知识

6.1.2 能制定专项技能培训方案

6.1.1 教案编写知识

6.1.2 授课及培训方法

6.2 技 术 指

导

6.2.1 能指导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

工、三级/高级工的操作

6.2.2 能传授关键操作技能

6.2.1 操作经验和技能总结

方法

6.2.2 技能指导组织和实施

的知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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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

品 采

集 与

处理

1.1 样 品 采

集

1.1.1 能确认不同样品的取样原理及

其适用范围

1.1.2 能根据样品质量标准计算取样

量

1.1.3 能根据样品特性制定取样操作

程序

1.1.4 能审核取样过程异常情况调查

报告

1.1.5 能够针对取样过程异常情况调

查结果制定改进措施

1.1.1 取样原理与取样量计

算规则

1.1.2 样品质量标准

1.1.3 文件编制知识

1.2 样 品 处

理

1.2.1 能审核样品异常情况调查报告

1.2.2 能针对样品异常情况调查结果

制定改进措施

1.2.1 样品交接的有关规定

1.2.2 异常情况处理程序

2. 样

品 检

测

2.1 含 量 测

定

2.1.1 能按照不同的实验现象调整复

杂仪器设备参数、选择实验条件

2.1.2 能根据不同检验项目建立仪器

分析方法

2.1.1 复杂仪器设备的原

理、结构、操作方法，定性

或定量分析方法，最佳仪器

条件的选择

2.2 品 质 鉴

定、安全性检

查

2.2.1 能独立进行微生物限度、无菌、

细菌内毒素、微生物检定操作

2.2.2 能根据样品性质指导、选择鉴

定样品品质、安全性的方法

2.2.1 国家标准中各检验项

目的相应要求

2.2.2 样品品质鉴别方法

2.3 结构分析

2.3.1 能按照不同的实验需求调整复

杂仪器设备参数（如：质谱仪、液质

联用、气质联用、元素分析仪、红外

分光光度计、紫外分光光度计、扫描

电子显微镜、透射电子显微镜等）选

择实验条件

2.3.2 能根据不同检验项目建立结构

分析方法

2.3.1 复杂仪器设备的原

理、结构、操作方法，定性

或定量分析方法，最佳仪器

条件的选择

2.3.1 结构分析方法的原理



职 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2.4 标准品、

对照品标定

2.4.1 能使用基准物质标定滴定液

2.4.2 能根据要求分离和富集待检测

物质

2.4.3 能根据实验需求选择标定方法

（如：量值传递法、质量平衡法、直

接测定法等）

2.4.1 相关国家标准中滴定

液的相应要求

2.4.2 标准品标定原理

2.5 效 价 测

定

2.5.1 能独立进行生物检定法、微生

物检定法、酶法检定操作

2.5.2 能按照不同的实验需求调整复

杂仪器设备参数（如酶标仪，流式细

胞仪，细胞计数仪等）、选择实验条

件

2.5.3 能指导选用效价测定方法

2.5.1 生物检定法、微生物

检定法、酶法检定的操作事

项

2.5.2 复杂仪器设备的原

理、结构、操作方法，定性

或定量分析方法，最佳仪器

条件的选择

2.5.3 效价测定方法的原理

3. 结

果 记

录 及

数 据

处理

3.1 数 据 分

析

3.1.1 能针对检验或测试异常结果的

原因制定改进措施

3.1.2 能运用数理统计方法拟合标准

曲线和复杂仪器检测结果的精密度

3.1.3 能够计算检验项目不确定度

3.1.1 检验项目的判断依据

3.1.2 检验项目的测定原理

3.1.3 检验项目的标准规定

3.1.4 常见统计工具

3.2 偏 差 管

理

3.2.1 能针对检验或测试结果的异常

原因制定改进措施

3.2.2 能对偏差异常原因制定纠正预

防措施

3.2.3 能对偏差异常情况进行风险评

估提出改进意见

3.2.1 相应类别的检验项目

3.2.2 化学检验技术

3.2.3 微生物、药理毒理、

生物效价检验技术

3.2.4 国家标准中的相关要

求

3.2.5 偏差处理相关知识

3.2.6 技术改造、技术革新

活动、验证的相关知识

4. 仪

器 设

备 维

护

4.1 故 障 判

断

4.1.1 能提出预防设备仪器故障的措

施

4.1.2 能完成仪器设备故障隐患排查

4.1.1 仪器设备故障预防措

施的原理

4.1.2 仪器设备故障记录规

范性

4.2 故 障 处

理

4.2.1 能够对仪器设备故障进行分析

总结

4.2.1 仪器使用说明

4.2.2 仪器设备预防措施



职 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5. 技

术 管

理 与

创新

5.1 技 术 管

理

5.1.1 能编制检测方法的确认方法

5.1.2 能编制实验技术总结

5.1.3 能编制作业指导书

5.1.4 能对检测全过程进行质量控制

5.1.1 检验方法验证和确认

的要求

5.1.2 实验技术总结的要求

5.1.3 检验相关技术文件编

制的基本要求

5.1.4 检验质量控制方法

5.2 实 验 室

方法验证、转

移比对

5.2.1 能起草实验室方法确认、验证、

比对方案

5.2.2 能开发实验室新的检测方法

5.2.3 能组织实验室方法的优化

5.2.1 检测方法开发内容及

流程

5.2.2 技术改进、验证、比

对的相关知识

5.3 实验室能

力验证

5.3.1 能制定参加实验室能力验证的

计划

5.3.2 能起草实验室能力验证的执行

方案

5.3.3 能起草并报送实验室能力验证

的相关材料

5.3.1 实验室能力验证的基

本规范和实施规则

6. 培

训 与

指导

6.1 专 业 培

训

6.1.1 能培训二级/技师及以下人员

专业知识

6.1.2 能制定教学大纲、培训计划

6.1.3 能编写专项培训教材

6.1.4 能评估培训效果

6.1.1 培训计划、教学大纲

的编写方法

6.1.2 专项培训教材的编写

方法和知识

6.2 技 术 指

导

6.2.1 能指导二级/技师的操作

6.2.2 能系统地传授操作技能

6.2.3 能制定操作技能指导方案

6.2.4 能评价技能培训效果

6.2.1 技能培训方法

6.2.2 技能培训效果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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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5 15 5 5

相关

知识

要求

样品采集与处理 15 10 5 5 5

样品检测 40 40 45 35 35

结果记录及数据

处理
20 20 15 15 10

实验室安全管理

及仪器设备维护
5 10 15 15 10

技术管理与创新 - - - 10 15

培训与指导 - - - 1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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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品采集与处理 25 20 15 10 5

样品检测 50 45 40 35 30

结果记录及数据

处理
15 20 25 20 20

实验室安全管理

及仪器设备维护
10 15 20 15 10

技术管理与创新 - - - 10 15

培训与指导 - - - 10 2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