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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员

国家职业标准

(征求意见稿)

1.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环境监测员 L①

1.2 职业编码

4-08-06-00

1.3 职业定义

使用采样器、监测分析仪器，进行样品采集、样品分析和数据处理等工作的

人员。

1.4 职业技能等级

本标准将该职业分为三个职业方向：化学环境监测员、环境噪声与振动监

测员、嗅辨员。

化学环境监测员、环境噪声与振动监测员共设五个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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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嗅辨员共设三个等级，分别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

1.5 职业环境条件

室内、外，常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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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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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嗅觉较灵敏，视力、色觉良好。

① 本职业包含但不限于下列工种：辐射环境监测员、海洋环境监测员、水环境监测员、大气环境监测员、

固体废物监测员、环境噪声与振动监测员、嗅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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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初中毕业。

1.8 职业培训要求

1.8.1 培训参考时长

五级/初级工不少于 360 标准学时，四级/中级工不少于 300 标准学时，三级/

高级工不少于 240 标准学时，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不少于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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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

及以上技能等级或相关专业中、高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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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相关职业技师及以上技能等级或相关专业中、高级专业技

术职务任职资格；培训技师和高级技师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高级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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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培训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培训在标准教室进行；技能培训可在监测现场、模拟操作室或标准

教室进行，应具有满足本职业评价所需的设备、工具、劳保用具和安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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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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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相关职业：环境监测工程技术人员 L、环境污染防治工程技术人员 L、产品质量检验工程技术人员、化

学检验员、农产品食品检验员、药物检验员等，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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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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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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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化工分析与检验、药物分析与检验、环境保护与检测、环境监测技术、环境治理技

术、生态环境保护、分析检验技术、环境监测技术、环境工程技术、水环境智能监测与治理、分析检验技

术、生态环境工程技术、现代分析测试技术、化学、应用化学、化学测量学与技术、环境科学与工程、声

学等，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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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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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为理论知识考试、操作技能考核和综合评审。理论知识考试采用闭卷笔试

或机考方式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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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技能考核可采用现场操作、模拟操作、口试、闭卷笔试或几种方式的组

合，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具备的技能水平；综合评审主要针对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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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师和一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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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技能考核和综合评审均实行百分制，成绩皆达 60 分（含）

以上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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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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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时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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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时间不少于 20min。

1.9.5 评价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进行；操作技能考核可在监测现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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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基础知识

2.2.1 化学环境监测员基础知识

2.2.1.1 标准化基础知识

2.2.1.2 计量基础知识

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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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化学知识。

2.2.1.4 微生物基础知识

（1）微生物分类。

（2）微生物培养基础知识。

2.2.1.5 电工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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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路基础知识。

（2）安全用电常识。

2.2.1.6 环境监测数字化基础知识

（1）计算机与网络应用基础知识。

（2）数据采集软件使用知识。

2.2.1.7 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基础知识

（1）环境管理体系相关知识。

（2）职业健康管理体系相关知识。

（3）安全管理体系相关知识。

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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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相关知识。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相关知识。

（6）《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相关知识。

（7）《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相关知识。

（8）《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相关知识。

（9）《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相关知识。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相关知识。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相关知识。

（12）《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相关知识。

（13）《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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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环境监测管理办法》相关知识。

（15）《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监督检查办法》相关知识。

2.2.2 环境噪声与振动监测员基础知识

2.2.2.1 标准化基础知识

2.2.2.2 计量基础知识

2.2.2.3 声学基础知识

（1）声的产生与传播基础知识。

（2）人耳听觉基础知识。

（3）噪声基础知识。

（4）环境振动基础知识。

2.2.2.4 电工基础知识

（1）电路基础知识。

（2）安全用电常识。

2.2.2.5 环境监测数字化基础知识

（1）计算机与网络应用基础知识。

（2）数据采集软件使用知识。

2.2.2.6 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基础知识

（1）环境管理体系相关知识。

（2）职业健康管理体系相关知识。

（3）安全管理体系相关知识。

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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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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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相关知识。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相关知识。

（6）《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相关知识。

（7）《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相关知识。

（8）《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相关知识。

（9）《环境监测管理办法》相关知识。

2.2.3 嗅辨员基础知识

2.2.3.1 标准化基础知识

2.2.3.2 计量基础知识

2.2.3.3 化学基础知识

2.2.3.4 电工基础知识

（1）电路基础知识。

（2）安全用电常识。

2.2.3.5 环境监测数字化基础知识

（1）计算机与网络应用基础知识。

（2）数据采集软件使用知识。

2.2.3.6 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基础知识

（1）环境管理体系相关知识。

（2）职业健康管理体系相关知识。

（3）安全管理体系相关知识。

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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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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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相关知识。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相关知识。

（6）《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相关知识。

（7）《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相关知识。

（8）《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相关知识。

（9）《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相关知识。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相关知识。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相关知识。

（12）《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相关知识。

（13）《环境监测管理办法》相关知识。

（14）《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监督检查办法》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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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要求

3.1 化学环境监测员

本标准对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和一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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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五级/初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安

全

防

护

1.1 人员

防护

1.1.1 能选用个人防护用品

1.1.2 能选用灭火器材

1.1.3 能处理烫伤、割伤等物理伤害

1.1.4 能辨识酸、碱、有毒性气体等

危险源

1.1.5 能识读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1.1.1个人安全防护用品选用知

识

1.1.2灭火器材分类与使用知识

1.1.3 灭火器材选用知识

1.1.4 烫伤、割伤等物理伤害的

处理知识

1.1.5 酸、碱、有毒性气体等危

险源辨识知识

1.1.6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识

读知识

1.2 安全

操作

1.2.1能选用通风柜和加热/冷却设备

1.2.2 能辨识实验室废弃物

1.2.3 能分类收集实验室废弃物

1.2.1 通风柜和加热/冷却设备

使用说明书

1.2.2实验室废弃物分类和收集

知识

2.

采

样

2.1 采样

准备

2.1.1 能按采样方案，整理采样物料

准备单

2.1.2 能按采样方案，列出采样器、

样品保存器皿和装箱转运工具等

2.1.3 能按采样方案准备采样操作中

使用的个人防护用品

2.1.1采样技术的术语和专业用

语

2.1.2 采样准备单的格式要求

2.1.3采样过程中的安全注意事

项

2.1.4 危险化学品的分类

2.2 样品

采 集 与 保

存

2.2.1 能记录采样信息

2.2.2 能完成采样操作个人安全防护

和监护

2.2.3 能按指令完成采样操作

2.2.4 能完成样品密封、贴签

2.2.5 能将样品固定在运输车上

2.2.1采样信息记录要求和注意

事项

2.2.2 采样过程个人防护措施

2.2.3 采样过程安全监护要求

2.2.4分工操作原则及注意事项

2.2.5 样品密封、贴签要求

2.2.6 样品固定方法

3.

检

测

准

备

3.1 试剂

溶液准备

3.1.1 能辨识和选用化学试剂

3.1.2 能完成缓冲溶液、指示剂等的

配制和稀释

3.1.3 能完成制剂的准备

3.1.1 实验室用水的分类

3.1.2化学试剂的分类与选用知

识

3.1.3溶液稀释要求与操作注意

事项

3.1.4溶液贮存要求和注意事项

3.1.5化学实验用制剂的分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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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3.1.6化学实验用制剂的制备方

法及操作注意事项

3.2 设备

和 器 皿 准

备

3.2.1 能选用分析天平、粗天平、pH

计、标准筛、秒表、温度计等器具

3.2.2 能选用密度计组

3.2.3 能选用电炉、高温电阻炉、水

浴、离心机、真空泵、电动振荡器等

设备

3.2.4 能选用超净工作台、均质器、

培养箱、高压灭菌器、显微镜、低温

冰箱等微生物检验设备

3.2.5 能识别、选用玻璃器皿或装置

3.2.6 能按程序清洗玻璃器皿

3.2.7 能完成玻璃棒、玻璃管等玻璃

制品的截断、磨边、熔口操作

3.2.8 能选用滴定管、移液管、容量

瓶等玻璃量器

3.2.9 能检查玻璃器皿的气密性

3.2.10 能对“考克”涂油操作，并试

漏检验

3.2.1 分析天平、粗天平、pH

计、标准筛、秒表、温度计等器

具的选用知识

3.2.2 天平的分类、选用及使用

前检查内容

3.2.3 密度计组的选用知识

3.2.4 电炉、高温电阻炉、水浴

等加热设备的分类及选用知识

3.2.5 化学实验室用离心机、真

空泵、电动振荡器等设备的分类

及选用知识

3.2.6 超净工作台、均质器、培

养箱、高压灭菌器、显微镜、低

温冰箱等微生物检验设备选用知

识

3.2.7环境检测用玻璃装置的分

类、清洗程序与清洗标准

3.2.8 玻璃棒、玻璃管等玻璃制

品的加工方法

3.2.9 实验器皿(装置)的气密性

检查与选用知识

3.2.10 滴定管试漏检测与消耗

体积的读取方法

4.

样

品

检

测

4.1 理化

指标检测

4.1.1 能用温度计、pH 计、浊度仪、

溶解氧仪、电导率仪等进行现场样品

检测

4.1.2 能用指示剂法进行样品酸碱

度、碳酸盐、硬度等检测

4.1.3 能用重量法进行悬浮物、溶解

性总固体、干物质等指标检测

4.1.4 能用在线设备进行水的温度、

pH、浊度、溶解氧等指标检测

4.1.5 能用重量法进行 PM2.5、颗粒

物检测

4.1.1 现场温度、pH 值、浊度、

溶解氧、电导率等指标测量方法

及测量注意事项

4.1.2 检测酸碱度、碳酸盐的方

法及指示剂的选用知识

4.1.3 测定硬度的原理、结果表

示方法及操作注意事项

4.1.4 重量法测定悬浮物、溶解

性总固体、干物质等指标的原理

及操作注意事项

4.1.5 温度、pH、浊度、溶解氧

等指标的在线检测设备使用方法

及操作注意事项

4.1.6 重量法测定 PM2.5、颗粒

物的原理及操作注意事项

4.2 微生

物检测

4.2.1 能用压力灭菌锅进行器皿的消

毒灭菌

4.2.2 能用显微镜观察载玻片上的移

4.2.1压力灭菌锅的安全操作要

求

4.2.2微生物检测用恒温干燥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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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体

4.2.3 能确认显微镜放大倍数

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4.2.3无菌操作规范与注意事项

4.2.4微生物用玻璃器皿清洗及

洁净要求

4.2.5 显微镜使用方法

4.3 测后

工作

4.3.1 能记录检测原始数据，填写检

测记录表

4.3.2 能进行数据修约、运算和检测

结果表示

4.3.3 能按环保要求处置废固、废液，

清洗器皿

4.3.4 能干燥、保存玻璃仪器及其他

器皿

4.3.1 检测数据、检测记录表填

写要求

4.3.2 数据修约方法

4.3.3检测结果规范化要求和极

限数值表示方法

4.3.4 实验室废固、废液的分类

处置原则

4.3.5实验用器皿洗涤剂的分类

与使用方法

4.3.6实验用器皿的干燥及保存

方法

5.

设

备

维

护

与

保

养

5.1 检测

用 设 备 维

护

5.1.1 能完成酸碱滴定管等玻璃器皿

的维护与保养

5.1.2 能完成分析天平的维护与保养

5.1.3 能完成采样设备的维护与保养

5.1.1 玻璃的化学组成与性质

5.1.2 玻璃料的用途

5.1.3酸碱滴定管日常维护与保

养知识

5.1.4分析天平日常维护与保养

知识

5.1.5采样设备日常维护与保养

知识

5.2 检测

辅 助 用 设

备维护

5.2.1 能完成纯水仪的维护与保养

5.2.2 能完成烘箱(或加热设备)的维

护与保养

5.2.3 能完成离心机、真空泵、振荡

器等设备的维护与保养

5.2.4 能完成均质器、培养箱、高压

灭菌器、低温冰箱等设备的维护与保

养

5.2.1纯水仪日常维护与保养知

识

5.2.2烘箱的日常维护与保养知

识

5.2.3 离心机、真空泵、振荡器

等设备的机械结构及日常维护与

保养知识

5.2.4均质器的机械结构及日常

维护与保养知识

5.2.5 培养箱、高压灭菌器、低

温冰箱等设备的结构、分类、工

作原理及日常维护与保养知识

5.3 仪器

设 备 故 障

判 断 与 处

理

5.3.1 能确认通风设备故障

5.3.2 能确认分析天平故障

5.3.3 能确认实验室用加热设备故障

5.3.4 能确认浊度仪、溶解氧仪、电

导率仪等设备故障

5.3.1通风设备的密封原理及故

障现象

5.3.2分析天平的机械原理及故

障现象

5.3.3实验室用加热设备的工作

原理及故障现象

5.3.4 浊度仪、溶解氧仪、电导

率仪等设备故障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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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四级/中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安

全

防

护

1.1 人员

防护

1.1.1 能处理化学灼伤

1.1.2 能辨识有机化学品危险源

1.1.1 化学灼伤处理知识

1.1.2 有机化学品的分类与物

理、化学性质

1.1.3有机化学品危险源辨识知

识

1.2 安全

操作

1.2.1 能进行实验室安全用电操作

1.2.2 能进行实验室安全用水操作

1.2.3 能进行实验室废弃物的处置

1.2.1 实验室安全用电知识

1.2.2 实验室安全用水知识

1.2.3 实验室废弃物处置知识

2.

采

样

2.1 采样

准备

2.1.1 能与被采样方沟通，确认采样

方案

2.1.2 能按采样方案准备应急用品

2.1.3 能按采样方案准备采样设备

2.1.4 能按采样方案准备样品保存及

转运用的物料

2.1.5 能按采样方案准备采样记录表

等文件

2.1.1 沟通技巧与语言艺术

2.1.2采样过程中应急处理知识

2.1.3 样品保存及转运等知识

2.1.4采样过程中应急处置方法

2.1.5采样记录表等文件的格式

要求

2.2 样品

采 集 与 保

存

2.2.1 能使用定位系统、影像系统确

认采样点

2.2.2 能完成采样操作

2.2.3 能按采样方案添加固定剂

2.2.4 能选用冷藏箱

2.2.5 能发现样品运输中的异常情况

2.2.1 定位系统、影响系统操作

方法

2.2.2 采样点确认方法

2.2.3采样操作程序和注意事项

2.2.4现场加固定剂操作的注意

事项

2.2.5 冷藏箱选用依据

2.2.6 样品运输中的注意事项

3.

检

测

准

备

3.1 检测

方法准备

3.1.1 能根据检测项目查找检测标准

或作业指导书

3.1.2 能选用水分、悬浮物、pH 值、

浊度等实验室理化指标的标准方法或

作业指导书

3.1.3 能确认实验室环境条件满足检

测要求

3.1.1查找检测标准或作业指导

书的方法

3.1.2 水分、悬浮物、pH 值、

浊度等实验室理化指标的测定方

法和原理

3.1.3环境检测对实验室环境的

要求

3.2 试剂

溶液准备

3.2.1 能根据检测要求选用实验用水

3.2.2 能选用标准物质和试剂

3.2.3 能按标准要求制备标准滴定溶

液、pH 标准缓冲溶液等

3.2.4 能按标准要求配制无机成分、

有机成分标准溶液

3.2.1实验用水的选择依据与要

求

3.2.2标准溶液与标准滴定溶液

的异同

3.2.3 制备标准溶液、标准滴定

溶液、pH 标准缓冲溶液的注意事

项

3.2.4 配制无机成分、有机成分

标准溶液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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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设备

和 器 皿 准

备

3.3.1 能完成电热恒温干燥箱、电热

恒温培养箱、马弗炉等设备准备

3.3.2 能完成 pH 仪检测前的准备

3.3.3 能完成比色皿配套性检验

3.3.4 能完成凯氏定氮仪的清洗和检

测前准备

3.3.5 能完成回流装置的清洗和检测

前准备

3.3.6 能完成蒸馏-吸收装置的清洗

和检测前的准备

3.3.7 能完成微生物检验用培养基

液、稀释液水器皿等的无菌处理

3.3.1 电热恒温干燥箱、电热恒

温培养箱、马弗炉等设备准备方

法

3.3.2 pH 仪的工作原理

3.3.3 光的加和性原理

3.3.4 凯氏定氮仪的清洗方法

3.3.5 回流装置的组装、清洗的

注意事项

3.3.6 培养基液、稀释液水器皿

等的无菌处理方法

4.

样

品

检

测

4.1 理化

指标检测

4.1.1 能用指示剂法检测水样的氯离

子、高锰酸盐指数等

4.1.2 能用碘量法检测水样的溶解

氧、硫化物

4.1.3 能用电位计仪检测水样的总碱

度

4.1.4 能用沉淀-重量法检测样品的

硫酸根

4.1.5 能用在线分析仪检测氨氮离

子、磷含量等

4.1.6 能用分光光度法检测样品的氨

氮离子

4.1.7 能用氯化钡提取-滴定法检测

固废的可交换酸度

4.1.8 能用流动注射仪批量检测挥发

酚、氰化物等

4.1.9 能用重量法进行降尘检测

4.1.1 指示剂法测定氯离子、高

锰酸盐指数等的原理及操作注意

事项

4.1.2 碘量法测定水样溶解氧、

硫化物的原理及操作注意事项

4.1.3电位计仪测定水样总碱度

的原理及操作注意事项

4.1.4 沉淀-重量法测定样品硫

酸根的原理及操作注意事项

4.1.5 在线分析仪测定氨氮离

子、磷含量等的原理及操作注意

事项

4.1.6分光光度法测定样品中氨

氮离子的原理及操作注意事项

4.1.7 氯化钡提取-滴定法测定

固废的可交换酸度的原理及操作

注意事项

4.1.8 流动注射仪测定挥发酚、

氰化物等的原理及操作注意事项

4.1.9重量法进行降尘检测的操

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4.2 金属

元素检测

4.2.1 能用分光光度法检测样品中六

价铬

4.2.2 能用分光光度法检测样品中

铁、铜等离子

4.2.3 能用流动注射仪测定样品中

铁、铜等离子

4.2.1 光的本质、分光的方法和

分光光度计的组成

4.2.2分光光度法测定样品六价

铬、铁、铜的原理和操作注意事

项

4.2.3 流动注射仪测定样品中

铁、铜等离子的原理及操作注意

事项

4.3 有机

污 染 物 检

测

4.3.1 能进行容量滴定法检测腐殖质

组成

4.3.2 能用指示剂法检测样品中总

4.3.1容量滴定法测定腐殖质组

成的原理与条件确认知识

4.3.2酚含量的测定原理及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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酚、单元酚、多酚等的酚含量

4.3.3 能用分光光度法检测水样中

肼、三氯乙醛、表面活性剂、阴离子、

叶绿素 a 等的含量

4.3.4 能用红外分光光度法检测水样

中动植物油类

4.3.5 能用蒸馏-吸收法检测水样中

挥发酚含量

步骤等知识

4.3.3 分光光度法测定肼、三氯

乙醛、表面活性剂、阴离子、叶

绿素 a 等的原理及操作步骤等知

识

4.3.4红外分光光度法测定动植

物油类的原理及操作步骤等知识

4.3.5 蒸馏-吸收法测定挥发酚

的原理及操作步骤等知识

4.4 微生

物检测

4.4.1 能用平皿计数法测定细菌总数

4.4.2 能用多管发酵法测定总大肠菌

群数

4.4.3 能用滤膜法测定大肠菌群数

4.4.1微生物检测用培养基的选

用知识

4.4.2微生物检测用培养基的制

备方法

4.4.3总大肠菌群数的计数方法

4.4.4 滤膜法的操作注意事项

4.4.5微生物传感器法的测定原

理与结果确认知识

4.4.6微生物检测用稀释倍液的

制备方法及操作注意事项

4.5 测后

工作

4.5.1 能按规范更改原始记录

4.5.2 能根据实验过程或现象判断实

验数据取舍情况

4.5.3 能根据实验数据确认补做实验

4.5.4 能进行数据处理及线性回归等

的计算

4.5.5能判断并处理检验结果中的可

疑值

4.5.6能进行校正值计算

4.5.7 能对指标进行复检

4.5.8 能复核原始记录

4.5.9 能填写检验结果

4.5.10 能清洗成套玻璃器皿

4.5.11 能清扫(处理)电热板、烘箱、

电磁炉等加热设备

4.5.1 更改原始记录的要求

4.5.2异常实验数据的判定及处

理方法

4.5.3在原始记录方面常出现的

现象

4.5.4数据处理方法

4.5.5线性回归等的计算知识

4.5.6检验结果中可疑值的判定

及处理方法

4.5.7 校正值计算方法

4.5.8原始记录复核方法及注意

事项

4.5.9成套玻璃器皿的拆卸程序

4.5.10 加热设备的清扫程序

5.

设

备

维

护

与

保

养

5.1 检测

用 设 备 维

护

5.1.1能安装/调试浊度仪、溶解氧仪、

电导率仪等仪器设备

5.1.2 能安装/调试压力灭菌锅、显微

镜等仪器设备

5.1.3 能完成分析天平的期间核查工

作

5.1.1 浊度仪、溶解氧仪、电导

率仪等仪器设备的使用说明书

5.1.2 浊度仪、溶解氧仪、电导

率仪等仪器设备的日常维护与保

养知识

5.1.3 压力灭菌锅、显微镜等仪

器设备的使用说明书

5.1.4分析天平的计量性能指标

5.1.5 分析天平的检定规程

5.2 检测 5.2.1 能安装、调试和验收烘箱 5.2.1 烘箱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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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 助 用 设

备维护

5.2.2 能安装、调试和验收离心机、

真空泵、振荡器等设备

5.2.3 能安装、调试和验收均质器、

培养箱、高压灭菌器、低温冰箱等设

备

5.2.2 离心机、真空泵、振荡器

等设备的使用说明书

5.2.3 均质器、培养箱、高压灭

菌器、低温冰箱等设备使用说明

书

5.3 仪器

设 备 故 障

判 断 与 处

理

5.3.1 能确认并处理紫外-可见分光

光度计故障

5.3.2 能确认并处理油脂测定用红外

分光光度计故障

5.3.3 能确认并处理蒸馏-吸收法测

定水样挥发酚用设备故障

5.3.4 能确认微生物检测用仪器设备

故障

5.3.1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故

障现象及处理方法

5.3.2油脂测定用红外分光光度

计故障现象及处理方法

5.3.3 蒸馏-吸收法测定水样挥

发酚用设备故障现象及处理方法

5.3.4微生物检测用仪器设备故

障现象及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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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三级/高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安

全

防

护

1.1 人员

防护

1.1.1 能完成应急抢救操作

1.1.2 能对个人防护用品配置与使用

提出改进建议

1.1.1 应急抢救知识

1.1.2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

触限值

1.2 安全

操作

1.2.1 能对实验室安全用电提出改进

建议

1.2.2 能对实验室安全用水提出改进

建议

1.2.1实验室用电突发事件应急

处置知识

1.2.2实验室用水突发事件应急

处置知识

2.

采

样

2.1 采样

准备

2.1.1 能编制地表水、污水的采样方

案

2.1.2 能编制二次供水的采样方案

2.1.3 能编制采样记录表等文件

2.1.4 能确认采样工作项目和流程

2.1.5 能确认采样器具符合使用要求

2.1.1 地表水、污水采样方案的

内容和编写知识

2.1.2二次供水采样方案的内容

和编写知识

2.1.3采样记录表等文件的编写

要求和注意事项

2.1.4采样器具的技术要求和检

查项目

2.2 样品

采 集 与 保

存

2.2.1 能根据现场情况调整采样操作

2.2.2 能判断和处理采样中的突发情

况

2.2.3 能判断样品运输中的异常情况

2.2.1现场调整采样操作的方法

2.2.2采样中突发情况的判断和

处理方法

2.2.3样品运输中异常情况的判

断方法

3.

检

测

准

备

3.1 检测

方法准备

3.1.1 能选择分光光度法和火焰原子

吸收法等元素检测标准

3.1.2 能选择气相色谱法和液相色谱

法等有机污染物检测标准

3.1.3 能选择离子色谱法、分光光度

法等阴离子检测标准

3.1.4 能选用在线检测氨氮、化学需

氧量、总磷等理化指标的标准方法

3.1.5 能完成理化指标的方法验证

3.1.1 分光光度法、火焰原子吸

收法等元素检测方法的原理和异

同

3.1.2元素检测操作要领与注意

事项

3.1.3 气相色谱法、液相色谱法

等检测有机污染物方法的原理和

异同

3.1.4有机污染物检测操作要领

与注意事项

3.1.5 离子色谱法、分光光度法

等检测阴离子检验方法的的原理

和异同

3.1.6阴离子检测操作要领与注

意事项

3.1.7 氨氮、化学需氧量、总磷

等理化指标在线检测与实验室检

测的差异

3.1.8理化指标方法验证的要求

和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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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试剂

溶液准备

3.2.1 能标定标准滴定溶液

3.2.2 能按标准要求配制痕量成分标

准溶液

3.2.3 能制备无氨、无二氧化碳、无

氰根等的实验用水

3.2.4 能制备混合标准溶液

3.2.5 能完成理化指标方法验证的溶

液准备

3.2.1标定溶液用标准物质分类

与选用要求

3.2.2 标准物质前处理方法

3.2.3 标定操作中的校正要求

3.2.4 无氨、无二氧化碳、无氰

根等实验用水的制备方法及操作

注意事项

3.2.5制备混合标准溶液的注意

事项

3.2.6理化指标方法验证时溶液

的选用及使用注意事项

3.3 设备

和 器 皿 准

备

3.3.1 能完成样品酸溶、碱溶等前处

理操作用器皿和设备的准备

3.3.2 能完成样品熔融操作用器皿和

设备的准备

3.3.3 能完成旋转蒸发仪的准备

3.3.4 能完成微波消解仪的准备

3.3.5 能完成氮吹设备的准备

3.3.6 能完成自动萃取设备的准备

3.3.7 能完成玻璃计量器的相对校正

操作

3.3.1样品溶解常用的方法与分

类

3.3.2 样品酸溶、碱溶等前处理

用器皿和设备准备时的注意事项

3.3.3样品熔融操作器皿的分类

及选用要求

3.3.4旋转蒸发器皿组装和清洗

知识

3.3.5微波消解仪的分类与微波

消解罐的选用知识

3.3.6氮吹设备的使用方法及注

意事项

3.3.7自动萃取设备分类与选用

知识

3.3.8玻璃计量器校正方法和注

意事项

4.

样

品

检

测

4.1 理化

指标检测

4.1.1 能用重铬酸钾法检测水样的化

学需氧量值

4.1.2 能用碘化钾碱性高锰酸钾法检

测海水/高氯废水的化学需氧量值

4.1.3 能用电位法检测水样的总酸度

4.1.4 能用指示剂法确认标准滴定剂

浓度值

4.1.5 能用凯氏定氮仪-滴定法检测

样品氮含量

4.1.6 能用滴定法检测土壤中的有机

质

4.1.1重铬酸钾法测定水样化学

需氧量值的原理、注意事项及结

果确认知识

4.1.2碘化钾碱性高锰酸钾法测

定海水/高氯废水的化学需氧量

值的原理、注意事项和结果确认

知识

4.1.3电位法测定水样总酸度的

原理、注意事项和结果确认知识

4.1.4用指示剂法确认标准滴定

剂浓度值的原理、注意事项和结

果确认知识

4.1.5 凯氏定氮仪-滴定法测定

样品氮的原理、注意事项和结果

确认知识

4.1.6用滴定法检测土壤中有机

质的原理、注意事项和结果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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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

4.2 金属

元素检测

4.2.1 能用火焰原子吸收法检测水样

中银、铜、锌等

4.2.2 能用火焰原子吸收法检测固体

样中铜、锌等

4.2.3 能用火焰原子吸收法检测气体

样中铜、锌、铬等

4.2.4 能用原子荧光法检测水样中

砷、汞、硒等

4.2.5 能用原子荧光法检测土壤样中

砷、汞、硒等

4.2.1 原子吸收仪的结构、测定

原理与应用知识

4.2.2金属元素火焰原子吸收条

件选择方法及操作注意事项

4.2.3 原子荧光仪的结构、测定

原理与应用知识

4.2.4原子荧光仪氢化物发生分

类、激发光源校正分类及应用

4.2.5原子荧光仪检测时条件选

择方法及操作注意事项

4.2.6固体样品前处理方法及注

意事项

4.3 有机

污 染 物 检

测

4.3.1 能用气相色谱法检测水样中苯

系物、氯苯类、三氯乙醛、烷基汞等

污染物

4.3.2 能用液相色谱法检测水样中酚

类、苯胺类、多环芳烃类、邻苯类等

污染物

4.3.3 能用气相色谱法检测固体废弃

物中多氯联苯、六六六、滴滴涕等污

染物

4.3.4 能用气相色谱法检测环境气体

样中的硫化氢、甲硫醇、甲硫醚、氯

苯等污染物

4.3.1 气相色谱仪的结构、测定

原理及色谱条件设置等知识

4.3.2 液相色谱仪的结构、测定

原理及色谱条件设置等知识

4.3.3样品采集代表性、准确性、

精密性、可比性和完整性要求

4.4 测后

工作

4.4.1 能进行偏差、误差等的计算

4.4.2能复核、确认检测结果

4.4.3 能根据检测结果与样品信息确

认需复检项目

4.4.4能对数据进行有效性验证

4.4.5 能出具检测报告

4.4.6 能处理玻璃器皿陈旧性污染物

4.4.7 能处理计量器具陈旧性污染物

4.4.1 偏差的分类

4.4.2 偏差、误差的计算方法

4.4.3检测结果复核方法及注意

事项

4.4.4项目复检的判定依据

4.4.5确认检测报告完整度的方

法

4.4.6出具报告前的再审核要求

4.4.7玻璃器皿陈旧性污染物的

处理方法和操作注意事项

4.4.8计量器具陈旧性污染物的

处理方法及注意事项

5.

设

备

维

护

与

保

5.1 检测

用 设 备 维

护

5.1.1 能完成玻璃计量器皿的校正

5.1.2 能安装、调试和验收紫外-可见

分光光度计，并完成期间核查检测

5.1.3 能安装、调试和验收油脂测定

用红外分光光度计，并完成期间核查

检测

5.1.4 能完成在线电导率、pH、钠离

5.1.1玻璃计量器皿的检定规程

5.1.2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的

使用说明书

5.1.3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的

检定规程

5.1.4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检

定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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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 子、溶解氧在线分析检测仪的日常维

护

5.1.5 能完成在线分析检测仪的期间

核查检测

5.1.6 能完成流动注射仪的期间核查

检测

5.1.5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检

定用试剂的准备及注意事项

5.1.6红外分光光度计的使用说

明书

5.1.7红外分光光度计的检定规

程

5.1.8 在线电导率、pH、钠离子、

溶解氧在线分析检测仪的日常维

护与保养知识

5.1.9在线分析检测仪期间核查

过程中试剂准备及注意事项

5.1.10 在线分析检测仪期间核

查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5.1.11 流动注射仪的期间核查

过程中试剂准备及注意事项

5.1.12 流动注射仪的期间核查

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5.2 检测

辅 助 用 设

备维护

5.2.1能进行液相萃取仪等前处理仪

的安装、调试与验收工作

5.2.2 能进行固相萃取仪等前处理仪

的安装、调试与验收工作

5.2.1液相萃取仪、固相萃取仪

等仪器设备的验收程序及注意事

项

5.2.2液相萃取仪等前处理仪使

用说明书

5.2.3固相萃取仪等前处理仪使

用说明书

5.3 仪器

设 备 故 障

判 断 与 处

理

5.3.1能确认并处理火焰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计故障

5.3.2能确认并处理原子荧光分光光

度计故障

5.3.3能确认并处理气相色谱仪故障

5.3.4 能确认并处理液相色谱仪故障

5.3.1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故障现象及处理方法

5.3.2原子荧光分光光度计故障

现象及处理方法

5.3.3气相色谱仪故障现象及处

理方法

5.3.4液相色谱仪故障现象及处

理方法

6.

培

训

与

指

导

6.1 培训

6.1.1 能培训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

工人员

6.1.2 能进行有效交流和沟通

6.1.1 传授技艺、技能的方法

6.1.2 交流沟通的技巧

6.2 指导
6.2.1 能指导采样和检测操作

6.2.2 能传授关键操作经验

6.2.1 采样和检测操作的要点

6.2.2关键操作经验的传授技巧

7.

实

验

室

管

理

7.1 实验

室管理

7.1.1 能制定购买化学试剂、化学制

品计划

7.1.2 能制定购买易制毒、易制爆试

剂计划

7.1.3 能对化学试剂/化学制品出/入

库验收管理制度提出优化建议

7.1.1危险化学品分类和管理制

度

7.1.2 化学试剂和标准物质规

格、等级和用途

7.1.3 购置计划的管理规定

7.1.4 易制毒、易制爆试剂的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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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技

术

创

新

7.1.4 能对实验室防水处理提出优化

建议

7.1.5能对实验室上/下水及布局提出

优化建议

7.1.6 能对危险化学品库建设提出优

化建议

7.1.7 能对实验台购置提出建议

7.1.8 能对实验室内通风系统提出设

计要求

购程序

7.1.5 物品验收、出入库的管理

规定

7.1.6危险化学品库安全管理制

度要求

7.1.7 实验室防水处理要求

7.1.8防水处理材料和施工工艺

等知识

7.1.9实验室漏水造成的危害及

防范

7.1.10 不同材质和不同结构实

验台的形变关系

7.1.11 实验台面耐酸碱腐蚀和

耐温性能间的关系

7.1.12 实验室内通风量的估算

方法

7.1.13 实验室内补风的方法

7.2 技术

创新

7.2.1 能完善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

工人员作业指导书

7.2.2 能完善采样、接样、样品保留

等管理制度

7.2.3 能完善天平等称量器具的操作

规程和维护保养规定

7.2.4 能完善物理常数测定仪的操作

规程和维护保养规定

7.2.5 能完善紫外、可见、红外等分

光光度仪的操作规程和维护保养规定

7.2.6 能进行内部人员的实验数据比

对操作

7.2.7 能制定并实施五级/初级工、四

级/中级工人员的例行考核方案

7.2.8 能完成理化指标扩项的新方法

验证报告撰写，并完成项目审核

7.2.9 能完成理化指标扩项新方法作

业指导书的编写

7.2.10 能进行技术交流

7.2.1表格设计的规则和化学实

验用记录表格设计注意事项

7.2.2化学实验和物理检测类作

业指导书的格式要求

7.2.3 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

工人员作业指导书的特点

7.2.4 采样、接样、样品保留等

的管理规定及注意事项

7.2.5 新实验方法验证的格式

7.2.6方法验证必需完成的实验

及数据要求

7.2.7 经验积累与总结方法

7.2.8操作技巧的发现与总结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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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二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采

样

1.1 采样

准备

1.1.1 能编制地下水的采样方案

1.1.2 能编制土壤、固废等的采样方

案

1.1.3 能编制环境空气、废气等的采

样方案

1.1.4 能审核采样记录表等文件

1.1.1地下水采样方案的内容和

编写知识

1.1.2 土壤、固废等采样方案的

内容和编写知识

1.1.3 环境空气、废气采样方案

的内容和编写知识

1.1.4采样记录表等文件的技术

要求和审核注意事项

1.2 样品

采 集 与 保

存

1.2.1 能处理样品运输中的异常情况

1.2.2 能评估采样操作对检测结果的

影响

1.2.1样品运输中异常情况的补

救方法

1.2.2采样操作对检测结果影响

的因素和范围

2.

检

测

准

备

2.1 检测

方法准备

2.1.1 能编写理化指标检测作业指导

书

2.1.2 能编写原子吸收火焰光度法测

定元素的作业指导书

2.1.3 能编写顶空气相色谱法的作业

指导书

2.1.4 能编写吹扫捕集-气相色谱法

的作业指导书

2.1.5 能编写液液萃取-液相色谱法

的作业指导书

2.1.6 能编写离子色谱法的作业指导

书

2.1.7 能编写菌落总数和总大肠菌群

等项目检测作业指导书

2.1.8 能完成在线检测和实验室检测

比对方案的确认

2.1.9 能完成无机离子含量的方法验

证

2.1.10 能完成菌落总数和总大肠菌

群的方法验证

2.1.1作业指导书的格式要求以

及检查验收注意事项

2.1.2编写原子吸收火焰光度法

作业指导书的技术要求

2.1.3编写气相色谱法作业指导

书的技术要求

2.1.4编写液相色谱法作业指导

书的技术要求

2.1.5编写离子色谱法作业指导

书的技术要求

2.1.6编写微生物检测作业指导

书的技术要求

2.1.7在线检测与实验室检测间

的误差来源及减免方法

2.1.8无机离子含量方法验证知

识

2.1.9菌落总数和总大肠菌群方

法验证知识

2.2 试剂

溶液准备

2.2.1 能完成理化指标检测的试剂准

备

2.2.2 能完成原子吸收火焰光度法测

定元素的试剂准备

2.2.3 能完成顶空气相色谱法和吹扫

捕集-气相色谱法检测的试剂准备

2.2.4 能完成液液萃取-液相色谱法

检测的试剂准备

2.2.5 能完成离子色谱法检测的试剂

2.2.1 理化指标回收率实验、准

确性实验等实验用标准物的选用

与溶液制备时的注意事项

2.2.2 火焰原子吸收回收率实

验、准确性实验等实验用标准物

的选用与溶液制备时的注意事项

2.2.3 气相色谱法回收率实验、

准确性实验等实验用标准物的选

用与溶液制备时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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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

2.2.6 能完成菌落总数和总大肠菌群

等项目检测的试剂准备

2.2.7 能完成在线检测和实验室检测

比对的试剂准备

2.2.8 能完成无机离子含量方法验证

的试剂准备

2.2.4 液相色谱法回收率实验、

准确性实验等实验用标准物的选

用与溶液制备时的注意事项

2.2.5 离子色谱法回收率实验、

准确性实验等实验用标准物的选

用与溶液制备时的注意事项

2.3 设备

和 器 皿 准

备

2.3.1 能完成气相色谱仪、液相色谱

仪、离子色谱仪期间核查的准备

2.3.2 能完成原子吸收仪期间核查的

准备

2.3.1气相色谱仪、液相色谱仪、

离子色谱仪期间核查前的清扫、

更换备件等要求

2.3.2原子吸收仪期间核查前的

清扫、更换备件等要求

3.

样

品

检

测

3.1 理化

指标检测

3.1.1 能用离子色谱法检测样品中的

阴离子

3.1.2 能完成理化指标非标方法的确

认

3.1.3 能完成实验室自制方法的确认

3.1.1离子色谱测定阴离子的原

理及条件确认知识

3.1.2理化指标非标方法的确认

方法与过程要求

3.1.3实验室自制方法确认方法

与过程要求

3.2 金属

元素检测

3.2.1 能用石墨炉原子吸收法检测水

样中铅、镉等

3.2.2 能用石墨炉原子吸收法检测固

体样中铅、镉等

3.2.3 能用石墨炉原子吸收法检测气

体样中铅、镉等

3.2.1石墨炉原子吸收法特点及

石墨管的选用知识

3.2.2石墨炉原子吸收法检测水

样中铅、镉等时注意事项

3.2.3固体样品前处理的质量控

制

3.2.4气体样品的前处理方法与

要求

3.2.5气体样品前处理方法的质

量控制

3.2.6消除原子吸收光谱法中化

学干扰和物理干扰的方法

3.3 有机

污 染 物 检

测

3.3.1 能用顶空气相色谱法检测水样

中的卤代烃

3.3.2 能用液-液萃取气相色谱法检

测水样中苯并[α]芘类

3.3.3 能用萃取-液相色谱法检测水

样中硝基类

3.3.4 能用气相色谱-质谱法检测水

样中有机氯农药

3.3.5 能用气相色谱-质谱法检测固

体样中 47 种农药

3.3.6 能用顶空气相色谱法检测固体

样中丙烯醛、丙烯腈、乙腈等

3.3.7 能用气相色谱-质谱法检测固

体样中多环芳烃

3.3.1顶空气相色谱法测定水样

需要注意的问题

3.3.2 液-液萃取水样中需要注

意的问题

3.3.3质谱仪的检测原理与特点

3.3.4 固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

谱法测定系统的组成、工作原理

及条件设置知识



第 26 页 共 50 页

3.3.8 能用固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

谱法检测环境空气中苯系物

3.3.9 能用液相色谱法检测固体污染

源废气中酰胺类化合物

3.4 测后

工作

3.4.1 能进行可疑数据检验

3.4.2 能识读质量控制图

3.4.3 能确认检测结果真实性和准确

性

3.4.4 能进行实验室贵金属器皿清洗

与处置

3.4.5 能完成实验室固体、液体废弃

物处理处置流程

3.4.1可疑值判定依据及检验方

法

3.4.2 质控图中数据的名称

3.4.3 质量控制图的作用

3.4.4统计类计算结果的应用知

识

3.4.5贵重金属器皿的清洗与处

置方法

3.4.6 实验室固体、液体废弃物

处理处置流程要求

4.

设

备

维

护

与

保

养

4.1 检测

用 设 备 维

护

4.1.1 能完成在线硅酸根、COD、氨

氮在线分析检测仪的日常维护

4.1.2 能进行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计的安装、调试、验收等工作

4.1.3 能完成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计的期间核查

4.1.4 能进行离子色谱仪的安装、调

试、验收等工作

4.1.5 能完成离子色谱仪的期间核查

4.1.1 在线硅酸根、COD、氨氮

在线分析检测仪日常维护与保养

知识

4.1.2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计的使用说明书

4.1.3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计的检定规程

4.1.4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计检定用试剂的准备及注意事项

4.1.5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计期间核查中的注意事项

4.1.6离子色谱仪的使用说明书

4.1.7离子色谱仪检定用试剂的

准备及注意事项

4.1.8离子色谱仪期间核查中的

注意事项

4.2 仪器

设 备 故 障

判 断 与 处

理

4.2.1 能确认并处理石墨炉原吸收分

光光度计故障

4.2.2 能确认并处理离子色谱仪故障

4.2.3 能确认并处理顶空气相色谱仪

故障

4.2.4 能确认并处理萃取-液相色谱

仪故障

4.2.1石墨炉原吸收分光光度计

故障现象及处理方法

4.2.2离子色谱仪故障现象及处

理方法

4.2.3顶空气相色谱仪故障现象

及处理方法

4.2.4 萃取-液相色谱仪故障现

象及处理方法

5.

培

训

与

指

导

5.1 培训
5.1.1 能培训三级/高级工人员

5.1.2 能制定专项培训方案

5.1.1 授课及培训方法

5.1.2 教案的编写方法

5.2 指导
5.2.1 能总结特有的操作经验和技能

5.2.2 能传授特有的操作经验和技能

5.2.1操作经验和技能总结方法

5.2.2 教学组织实施的知识

6. 6.1 实验 6.1.1 能制定质量控制品等标准物的 6.1.1 质量控制物品购买方法



第 27 页 共 50 页

实

验

室

管

理

与

技

术

创

新

室管理 购买计划

6.1.2 能制定化学试剂、药品的购置

规划

6.1.3 能制定购买 5 万元以下仪器设

备工作

6.1.4 能对“三废”管理制度提出优

化建议

6.1.5 能对实验室内未使用完药品管

理制度提出优化建议

6.1.6 能对标准物的选用制度提出优

化建议

6.1.7 能对实验室功能划分提出优化

建议

6.1.8 能对实验室安全门、通道等设

置提出改进建议

6.1.2 化学试剂、药品购置规划

的制定依据

6.1.3 低值易耗品管理规定

6.1.4 实验室“三废”管理规定

6.1.5 危险化学品管理规定

6.1.6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

触限值化学有害因素

6.1.7通风系统的相互作用与消

除方法

6.1.8确保通风质量和达到环保

要求应采用方法

6.1.9 实验室的功能优化方法

6.2 技术

创新

6.2.1能完善三级/高级工人员作业指

导书

6.2.2 能对实验数据复核审核工作流

程提出修改建议

6.2.3 能对内部纠偏工作提出修改建

议

6.2.4 能完善理化指标检测、分光光

度计等检测用计量设备的期间核查管

理制度

6.2.5 能完善质量控制样的管理制度

6.2.6能制定并实施三级/高级工人员

的例行考核方案

6.2.7 能进行内审员的能力考核

6.2.8 能进行企业间的样品、设备、

检验方法等比对实验

6.2.9 能完成元素分析扩项的新方法

验证报告撰写，并完成项目审核

6.2.10 能完成元素分析扩项新方法

作业指导书的编写

6.2.11 能进行实验技巧的总结与归

纳

6.2.12 能对操作中可能出现的异常

情况处理方法进行归纳总结

6.2.13 能撰写技术论文或总结

6.2.1 三级/高级工人员作业指

导书的特点

6.2.2实验室设备及期间核查的

管理要求

6.2.3 质量体系文件

6.2.4 偏差、误差等数理统计学

知识

6.2.5元素检测验证报告的内容

6.2.6 总结归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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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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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

测

准

备

1.1 检测

方法准备

1.1.1 能编写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

光谱法检测金属元素作业指导书

1.1.2 能编写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

质谱法作业指导书

1.1.3 能编写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

谱法检测挥发性有机物作业指导书

1.1.4 能编写液液萃取/固相萃取-气

相色谱-质谱法作业指导书

1.1.5 能完成有机污染物含量的方法

验证

1.1.6 能编制实验室自制检测方法作

业指导书

1.1.1编写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

射光谱法检测金属元素作业指导

书的技术要求

1.1.2编写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

射质谱法检测挥发性有机物作业

指导书的技术要求

1.1.3 编写吹扫捕集/气相色谱-

质谱法作业指导书的技术要求

1.1.4 编写液液萃取/固相萃取-

气相色谱-质谱法作业指导书的

技术要求

1.1.5有机污染物含量的方法验

证知识

1.1.6编制实验室自制检测方法

作业指导书的技术要求

1.2 试剂

溶液准备

1.2.1 能完成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

光谱法检测金属元素的试剂准备

1.2.2 能完成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

质谱法检测的试剂准备

1.2.3 能完成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

谱法检测挥发性有机物的试剂准备

1.2.4 能完成液液萃取/固相萃取-气

相色谱-质谱法检测的试剂准备

1.2.5 能完成有机污染物含量方法验

证的试剂准备

1.2.1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

谱法检测金属元素试剂准备要求

1.2.2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质

谱法检测试剂准备要求

1.2.3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

法检测挥发性有机物试剂准备要

求

1.2.4 液液萃取/固相萃取-气相

色谱-质谱法检测试剂准备要求

1.2.5有机污染物含量方法验证

试剂准备要求

1.3 设备

和 器 皿 准

备

1.3.1 能完成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

光谱仪期间核查的准备

1.3.2 能完成顶空气相色谱仪期间核

查的准备

1.3.3能完成吹扫捕集/气相色谱仪期

间核查的准备

1.3.4 能完成液液萃取-固相萃取-气

相色谱仪期间核查的准备

1.3.1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

谱仪期间核查前的清扫、更换备

件等要求

1.3.2顶空气相色谱仪期间核查

前的清扫、更换备件等要求

1.3.3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仪期

间核查前的清扫、更换备件等要

求

1.3.4 液液萃取-固相萃取-气

相色谱仪期间核查前的清扫、更

换备件等要求

2.

样

品

检

2.1 金属

元素检测

2.1.1 能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

谱法测定水样中钾、钠、钙、镁、铜

等

2.1.2 能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

2.1.1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

谱仪的结构、工作原理和条件设

置知识

2.1.2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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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谱法测定固体样品中铜、锌、锰等

2.1.3 能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

谱法测定气体样品中铜、锌、钡等

2.1.4 能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质

谱法测定水样中铅、镉、铜、砷等

2.1.5 能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质

谱法测定固体样品中铜、锌、镉、汞

等

2.1.6 能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质

谱法测定气体样品中铜、锌、镉等

谱仪的结构、工作原理和条件设

置知识

2.1.3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

谱仪检测样品元素时的注意事项

2.1.4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质

谱仪检测样品元素时的注意事项

2.2 有机

污 染 物 检

测

2.2.1 能用吹脱捕集/气相色谱-质谱

法检测水样中苯系物、卤代烃等

2.2.2 能用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

法检测固体废弃物中挥发性有机物

2.2.3 能用固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

谱-质谱法检测固体污染源废气中挥

发性有机物

2.2.4 能用固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

谱-质谱法检测固体污染源废气中苯

系物

2.2.1 吹脱捕集/气相色谱-质谱

系统的结构、工作原理、及条件

设置等知识

2.2.2 固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

谱-质谱系统的组成、工作原理及

条件设置等知识

2.3 测后

工作

2.3.1 能对实验数据复核、审核的工

作流程提出优化意见

2.3.2 能绘制质量控制图

2.3.3 能应用质量控制图进行数据分

析，出具检测报告的风险控制

2.3.4 能进行滴定分析的不确定度计

算

2.3.5 能进行分光光度法、气相色谱

法、液相色谱法、原子吸收法等检测

方法的不确定度计算

2.3.1 内部、外部授权签字人的

管理要求

2.3.2 实验比对的分类及意义

2.3.3质量控制图中数据的计算

方法

2.3.4 质量控制图绘制要求

2.3.5 质量控制图应用知识

2.3.6 不确定度的概念与作用

2.3.7 不确定度的计算方法

4.

设

备

维

护

与

保

养

4.1 检测

用 设 备 维

护

4.1.1 能进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

光谱安装、调试、验收等工作

4.1.2 能完成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

光谱的期间核查

4.1.3 能进行吹脱捕集/气相色谱-质

谱安装、调试、验收等工作

4.1.4 能完成吹脱捕集/气相色谱-质

谱的期间核查

4.1.1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

谱仪的使用说明书

4.1.2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

谱仪的检定规程

4.1.3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

谱仪期间核查中的注意事项

4.1.4 吹脱捕集/气相色谱-质谱

仪的使用说明书

4.1.5 吹脱捕集/气相色谱-质谱

仪的检定规程

4.1.6 吹脱捕集/气相色谱-质谱

仪期间核查中的注意事项

4.2 仪器

设 备 故 障

4.2.1 能确认并处理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发射光谱仪故障

4.2.1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

谱仪故障现象及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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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断 与 处

理

4.2.2能确认并处理吹脱捕集/气相色

谱-质谱仪故障

4.2.2 吹脱捕集/气相色谱-质谱

仪故障现象及处理方法

5.

培

训

与

指

导

5.1 培训

5.1.1 能培训二级/技师人员

5.1.2 能编写培训计划和大纲

5.1.3 能编写培训教材

5.1.1培训计划和大纲编写方法

5.1.2培训教材的编写知识和方

法

5.2 指导

5.2.1 能系统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

5.2.2 能选择教学内容和方式

5.2.3 能评价技能培训效果

5.2.1 技能培训方法

5.2.2技能培训效果的评价知识

6.

实

验

室

管

理

与

技

术

创

新

6.1 实验

室管理

6.1.1 能完善毒品、易制毒、易制爆

等试剂管理制度

6.1.2能对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库设计)

提出要求

6.1.3能对购买10～50万元仪器设备

提出建议

6.1.4 能对实验室电负荷和峰值等要

求提出建议

6.1.1 高价值物品的管理要求

6.1.2设备调研与选型等方面的

要求

6.1.3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

签制度

6.1.4 毒品、易制毒、易制爆等

试剂的管理规定

6.1.5配电盘与三相电之间平衡

的知识

6.1.6总电与各层分电间的平衡

与余量间的关系

6.1.7建筑工程设计基础及楼板

承受力知识

6.2 技术

创新

6.2.1 能进行质量手册中人员管理文

件部分的修订

6.2.2 能进行质量手册中抽样管理文

件部分的修订

6.2.3 能进行行业内的样品、设备、

检验方法等比对实验

6.2.4 能完成有机污染物指标扩项的

新方法验证报告撰写，并完成项目审

核

6.2.5 能完成有机污染物指标扩项新

方法作业指导书的编写

6.2.6 能完成体系文件持续化改进思

路的总结

6.2.1 质量手册的组成与作用

6.2.2 减免误差的方法与应用

6.2.3有机污染物验证报告的内

容

6.2.4 文献检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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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环境噪声与振动监测员

本标准对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和一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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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五级/初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监

测

前

准

备

1.1 现场

踏勘

1.1.1 能识读排污许可、环境影响评

价和验收等资料中的待测声源/振动源

信息

1.1.2 能记录委托方监测需求

1.1.1 噪声/振动监测专业术语

1.1.2 保密的概念及要求

1.1.3 信息记录的方法和技巧

1.2 明确

监测方案

1.2.1 能识读噪声/振动监测方法

1.2.2 能识读噪声/振动监测指标

1.2.3 能识读噪声/振动点位图

1.2.1 噪声/振动监测方法名称

1.2.2 噪声/振动监测指标

1.2.3 噪声/振动监测点位图的

作用和要求

1.2.4 噪声/振动环境监测点位

图常用标识的知识

1.3 设备

和 记 录 表

准备

1.3.1 能按仪器设备清单准备仪器设

备

1.3.2 能填写设备出入库记录表

1.3.1 噪声/振动仪器设备名称

和对应测量项目的知识

1.3.2设备出入库记录表的作用

和填写方法

1.4 安全

准备

1.4.1 能识读工作场所安全标志

1.4.2 能佩戴和使用安全防护用品

1.4.3 能使用急救药品

1.4.4 能识别劳动防护用品的有效性

1.4.1 安全标志使用的知识

1.4.2 安全防护用品使用知识

1.4.3 安全防护用品的清洗、存

放和保养知识

1.4.4 急救药品的使用知识

2.

噪

声

/

振

动

监

测

2.1 监测

条件确认

2.1.1 能通过地图、坐标或标志物等

找到测点位置

2.1.2 能记录雨雪、雷电等气象条件

2.1.1 电子地图、导航使用方法

2.1.2 气象条件记录方法

2.2 噪声/

振 动 仪 器

操作

2.2.1能识读噪声/振动监测仪器设备

使用作业指导书

2.2.2 能识读声校准器使用作业指导

书

2.2.3 能按指令完成仪器设备开机、

开始测量、暂停或回删、结束测量保

存、打印等操作

2.2.1 噪声/振动监测仪器设备

使用作业指导书

2.2.2声校准器使用作业指导书

2.3 监测

结果记录

2.3.1 能打印并整理仪器设备监测结

果凭证

2.3.2 能填写仪器使用记录

2.3.3 能核对记录签名和监测人员的

对应关系

2.3.1对监测仪器设备打印记录

的整理要求

2.3.2仪器设备使用记录填写方

法和要求

2.3.3 监测人员签名的要求

2.4 数据 2.4.1 能完成记录的分类整理、誊写、 2.4.1监测记录分类整理、誊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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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录入

2.4.2 能完成算术平均值的计算

录入的知识

2.4.2 算术平均值的计算方法

3.

设

备

维

护

与

故

障

处

理

3.1 设备

维护

3.1.1 能清洁仪器设备外观

3.1.2 能整理收纳仪器设备

3.1.3 能在符合环境条件区域完成仪

器设备存放

3.1.1仪器设备外观清洁的方法

3.1.2 噪声/振动仪器设备收纳

的要求

3.1.3仪器设备存放区域温、湿、

尘等环境条件

3.2 故障

处理

3.2.1能发现噪声/振动仪器设备开关

机故障并上报

3.2.2能记录噪声/振动仪器设备故障

及维修信息

3.2.1 噪声/振动仪器设备开关

机故障判断方法

3.2.2 噪声/振动仪器设备故障

及维修常用名词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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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四级/中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监

测

前

准

备

1.1 现场

踏勘

1.1.1 能识记排污许可、环境影响评

价和验收等资料中的待测声源/振动源

信息，并提出需要补充查阅的待测声

源/振动源资料

1.1.2能现场调查待测声源/振动源周

边影像、地形地貌、防治措施、周围

敏感点分布、功能区类别及与待测污

染源的距离等环境情况，提取并记录

信息

1.1.1 企业环保档案的组成

1.1.2 待测声源/振动源周边环

境现场调查的作用和要求

1.1.3 噪声/振动敏感点的概念

1.2 明确

监测方案

1.2.1 能识记噪声/振动监测方法

1.2.2 能识记噪声/振动监测指标

1.2.3 能选取噪声/振动监测点位，并

绘制点位图

1.2.4 能确定监测时段、监测频次

1.2.1 噪声/振动监测方法内容

1.2.2 噪声/振动监测指标含义

1.2.3 绘制噪声/振动监测点位

图的方法

1.2.4 确定监测时段、监测频次

的依据

1.3 设备

和 记 录 表

准备

1.3.1 能根据监测方案编写仪器设备

清单

1.3.2 能根据监测方案准备受控文件

1.3.1 噪声/振动仪器设备的适

用范围、等级要求的知识

1.3.2 噪声/振动监测中配套物

品的作用和要求

1.3.3 仪器设备清单编写方法

1.3.4 受控文件的概念和作用

1.4 安全

准备

1.4.1 能选用安全防护用品

1.4.2 能选用急救药品

1.4.3 能识别监测作业中风险点

1.4.1选用安全防护用品的知识

1.4.2 选用急救药品的知识

1.4.3识别监测作业中风险点的

方法

2.

噪

声

/

振

动

监

测

2.1 监测

条件确认

2.1.1 能判断气象符合监测条件

2.1.2 能使用三脚架、延长线等方式

架设仪器设备

2.1.3 能根据现场条件布设监测点位

2.1.4 能使用气象参数测量风速风向

2.1.1气象因素对噪声监测结果

影响的知识

2.1.2 风速风向测量方法

2.1.3 三脚架、延长线等使用方

法

2.1.4 传声器与反射物的距离、

传声器与地面的距离、室内布点

时门窗开闭状态、拾振器安装地

面条件等要求

2.2 噪声/

振 动 仪 器

操作

2.2.1能识记噪声/振动监测仪器设备

使用作业指导书，并设置监测指标及

参数

2.2.2 能使用声校准器对仪器进行监

测前校准

2.2.3 能完成背景噪声测量

2.2.4能检查噪声/振动监测操作的规

2.2.1 噪声/振动监测仪器设备

采样时间、采样间隔、时间特性

计权等参数的含义

2.2.2 噪声/振动监测量值传递

的要求和声校准方法

2.2.3背景噪声的定义和测量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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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性

2.2.5能对噪声/振动来源进行判断和

描述

2.2.6 能使用声校准器对仪器进行监

测后核验

2.2.4 噪声/振动监测规范操作

要点

2.2.5 噪声/振动来源的判断方

法

2.3 监测

结果记录

2.3.1 能导出仪器设备中的数据并归

档

2.3.2能填写噪声/振动监测现场记录

2.3.1 噪声/振动监测现场记录

的作用和要求

2.3.2 噪声/振动监测现场记录

表格填写要求

2.3.3 噪声/振动监测仪器设备

存储数据文件及导出的知识

2.4 数据

处理

2.4.1 能核对所记录监测数据誊写、

录入的准确性

2.4.2 能使用背景值修正测量值

2.4.3 能按有效位数要求对监测数据

进行修约

2.4.4 能计算能量平均等效声级、道

路长度加权平均等效声级

2.4.1 核对所记录监测数据誊

写、录入准确性的方法

2.4.2 测量值修正的方法

2.4.3 噪声/振动监测数据修约

的要求

2.4.4 能量平均等效声级、道路

长度加权平均等效声级计算方法

3.

设

备

维

护

与

故

障

处

理

3.1 设备

维护

3.1.1能对噪声/振动监测仪器设备进

行日常维护与保养

3.1.2 能完成声校准器、风速计等设

备日常维护与保养

3.1.3 能填写仪器设备维护与保养记

录

3.1.1 噪声/振动监测仪器设备

日常维护保养方法

3.1.2 声校准器、风速计等设备

日常维护与保养方法

3.1.3仪器设备维护与保养记录

填写要求

3.2 故障

处理

3.2.1能发现噪声/振动仪器设备运行

故障

3.2.2 能识别仪器设备状态并使用三

色标识进行区分

3.2.3 能处理噪声在线监测设备关于

离线、自检等的警告信息

3.2.1判断仪器设备故障的方法

3.2.2仪器设备三色标识管理的

规定

3.2.3噪声在线监测设备常见警

告信息及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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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三级/高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监

测

前

准

备

1.1 现场

踏勘

1.1.1 能从排污许可、环境影响评价

和验收等资料中，提取产污环节、工

况负荷、声源/振动源数量和强度、时

空分布、周围敏感点等信息

1.1.2能现场调查声源/振动源数量和

强度、产污环节、工况负荷、生产作

业时间、减振降噪措施等信息并记录

1.1.3 能沟通获得委托方监测需求并

约定工况、监测时间，提出需要配合

调查的内容

1.1.1企业环保档案的查阅技巧

1.1.2从企业环保档案中提取信

息的方法

1.1.3 声源/振动源的概念、类

型、特性

1.1.4文明用语和沟通技巧知识

1.2 明确

监测方案

1.2.1 能选择噪声/振动监测方法

1.2.2 能判断监测点位的代表性及点

位图的准确性

1.2.3 能判断监测时段、监测频次的

代表性

1.2.4 能编写噪声/振动监测方案

1.2.1 选择噪声/振动监测方法

的依据

1.2.2判断监测点位的代表性的

方法，判断点位图准确性的方法

1.2.3 判断监测时段、监测频次

的代表性的方法

1.2.4编写监测方案的要求和方

法

1.3 设备

和 记 录 表

准备

1.3.1 能审核仪器设备清单

1.3.2 能判断携带的受控文件的充分

性

1.3.1仪器设备备用余量大小的

选择方法

1.3.2 判断携带的标准、规范、

作业指导书等所在机构受控文件

充分性的方法

1.4 安全

准备

1.4.1 能识别危险源

1.4.2 能督促安全操作

1.4.1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

触限值

1.4.2 职业病危害因素

2.

噪

声

/

振

动

监

测

2.1 监测

条件确认

2.1.1 能判断监测点位周围环境符合

监测条件

2.1.2能判断待测声源/振动源工况符

合监测条件

2.1.3 能判断频发噪声与偶发噪声、

稳态噪声与非稳态噪声，选择有代表

性的监测时段

2.1.1能判断监测点位周围环境

符合监测条件

2.1.2 能判断待测声源/振动源

工况符合监测条件

2.1.3能判断频发噪声与偶发噪

声、稳态噪声与非稳态噪声，选

择有代表性的监测时段

2.2 噪声/

振 动 仪 器

操作

2.2.1 能判断监测点位周围环境符合

监测条件

2.2.2能判断待测声源/振动源工况符

合监测条件

2.2.3 能判断频发噪声与偶发噪声、

稳态噪声与非稳态噪声，选择有代表

性的监测时段

2.2.1监测方法对监测指标及参

数的规范要求

2.2.2判断背景噪声测量的准确

性的方法

2.2.3 噪声/振动监测各统计结

果之间逻辑关系的知识

2.2.4 判断噪声/振动来源准确

性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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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根据后校验结果判断数据

有效性的知识

2.3 监测

结果记录

2.3.1 能判断并记录影响监测结果的

因素

2.3.2 能判断监测记录的完整性、规

范性

2.3.1 噪声/振动监测结果影响

因素

2.3.2评估监测作业中各因素对

监测结果影响的方法

2.3.3判断记录监测信息的完整

性、规范性的方法

2.4 数据

处理

2.4.1 能核查所记录监测数据誊写、

录入的准确性

2.4.2 能进行昼间等效声级、夜间等

效声级、昼夜等效声级、昼夜计权有

效感觉噪声级等的计算

2.4.3 能编写噪声/振动监测报告

2.4.1 核查所记录监测数据誊

写、录入准确性的依据

2.4.2 昼间等效声级、夜间等效

声级、昼夜等效声级计算方法

2.4.3昼夜计权有效感觉噪声级

计算方法

2.4.4 编写监测报告的方法

3.

设

备

维

护

与

故

障

处

理

3.1 设备

维护

3.1.1 能完成仪器设备的期间核查

3.1.2 能按计划完成计量器具送检，

能与计量检定机构沟通检定项目及设

备信息

3.1.3 能制订设备出入库记录表、设

备使用记录表

3.1.1仪器设备期间核查的知识

和要求

3.1.2 计量器具送检流程

3.1.3 制订设备出入库记录表、

设备使用记录表的方法

3.2 故障

处理

3.2.1能判断噪声/振动仪器设备故障

原因

3.2.2 能更换声级计等监测仪器设备

的故障部件

3.2.1 判断噪声/振动仪器设备

故障原因的方法

3.2.2更换声级计等监测仪器设

备的故障部件的方法

4.

培

训

与

指

导

4.1 培训

4.1.1 能进行有效交流和沟通

4.1.2 能培训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

工噪声/振动监测人员

4.1.1 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

工噪声/振动监测人员应知应会

的知识大纲

4.1.2 交流沟通的技巧

4.1.3 授课及培训方法

4.2 指导

4.2.1 能对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

监测人员的监测技术进行指导

4.2.2 能总结并传授操作技巧和经验

4.2.1 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

工监测人员的常见监测技术问题

点的相关知识

4.2.2 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

工监测人员噪声监测方面应具备

的操作技能的演示特点

4.2.3 传授技艺、技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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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二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监

测

前

准

备

1.1 现场

踏勘

1.1.1 能确定现场踏勘记录信息的充

分性，发现并记录现场踏勘信息中需

要委托方解释的疑点等

1.1.2能判断待测声源/振动源调查信

息准确性

1.1.3 能汇总编写现场踏勘的调查信

息

1.1.1确定现场踏勘记录信息的

充分性的方法

1.1.2发现现场踏勘信息中需要

委托方解释疑点的方法

1.1.3 判断待测声源/振动源调

查信息准确性的方法

1.1.4汇总编写现场踏勘情况报

告的方法

1.2 明确

监测方案

1.2.1 能确定监测点位的代表性及点

位图的准确性

1.2.2 能确定监测时段、监测频次的

代表性

1.2.3 能确定监测方案的完整性和可

操作性

1.2.4能校核并确认噪声/振动监测方

案

1.2.1确定监测点位的代表性的

依据，确定点位图准确性的依据

1.2.2 确定监测时段、监测频次

代表性的依据

1.2.3确定监测方案的完整性和

可操作性的依据

1.2.4 校核噪声/振动监测方案

的方法

2.

噪

声

/

振

动

监

测

2.1 监测

条件确认

2.1.1 能确认监测点位周围环境符合

监测条件

2.1.2能确认待测声源/振动源工况符

合监测条件

2.1.1确认监测点位周围环境符

合监测条件的依据

2.1.2 确认待测声源/振动源工

况符合监测条件的依据

2.2 噪声/

振 动 仪 器

操作

2.2.1 能通过测量参数设置，实现多

点位、多模式同步监测

2.2.2 能进行现场监测数据的比对操

作

2.2.1 通过测量参数设置，实现

多点位、多模式同步监测的方法

2.2.2现场监测数据比对操作的

方法

2.3 数据

处理

2.3.1 能判断监测数据中的异常值

2.3.2 能取舍监测数据中的异常值

2.3.3 能使用软件进行月、年等长期

平均等效声级的计算

2.3.4 能复核噪声/振动监测报告

2.3.1监测数据中的异常值判断

方法和依据

2.3.2 噪声/振动监测数据中的

异常值取舍依据

2.3.3 月、年等长期平均等效声

级的计算方法

2.3.4 噪声/振动监测报告的复

核要求

3.

设

备

维

护

与

故

障

3.1 设备

维护

3.1.1 能制订仪器设备定期检定计划

3.1.2 能制订监测设备定期维护保养

计划和仪器设备维护保养记录表

3.1.3 能制订仪器设备期间核查记录

表

3.1.1制订仪器设备定期检定计

划的方法

3.1.2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

检定要求

3.1.3制订监测设备定期维护保

养计划的方法

3.1.4制订仪器设备维护保养记

录表的方法

3.1.5制订仪器设备期间核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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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理

录表的方法

3.2 故障

处理

3.2.1能确认噪声/振动仪器设备故障

原因

3.2.2 能对维修后的仪器设备进行自

检，并对计量器具进行送检

3.2.3 能总结仪器设备故障规律，完

善仪器设备使用和维护保养措施

3.2.1 确认噪声/振动仪器设备

故障原因的依据

3.2.2维修后的仪器设备自检和

送检工作要求

3.2.3完善仪器设备使用和维护

保养措施的方法

4.

培

训

与

指

导

4.1 培训

4.1.1 能培训三级/高级工噪声/振动

监测人员

4.1.2 能制定专项培训方案

4.1.1 三级/高级工噪声/振动监

测人员应知应会的知识大纲

4.1.2专项培训方案的编写方法

4.2 指导

4.2.1 能总结特有监测经验和技能

4.2.2 能传授特有监测经验和技能

4.2.2 能对监测中可能出现的异常情

况处理方法进行归纳总结

4.2.1监测经验和技能总结方法

4.2.2监测中可能出现的异常情

况处理方法

5.

管

理

与

创

新

5.1 管理

5.1.1能对噪声/振动监测过程管理提

出改进建议

5.1.2 能实施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

工、三级/高级工的监督方案

5.1.1 对噪声/振动监测过程管

理提出改进建议的有关知识

5.1.2 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

工、三级/高级工的监督方案的实

施要求

5.2 创新
5.2.1能实施噪声/振动监测的新方法

5.2.2 能撰写技术总结或论文

5.2.1 噪声/振动监测新方法实

施的注意事项

5.2.2 技术总结或论文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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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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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

测

前

准

备

1.1 现场

踏勘

1.1.1 能确认现场踏勘的信息满足监

测需要，并能提出补充调查建议

1.1.2能确定待测声源/振动源调查信

息的准确性

1.1.1确认现场踏勘的信息能够

满足监测需要的依据

1.1.2 确认确定待测声源/振动

源调查信息准确性的依据

1.2 明确

监测方案

1.2.1能选用非标噪声/振动监测方法

1.2.2能优化调整噪声/振动监测方案

1.2.1 非标噪声/振动监测方法

1.2.2 能优化调整噪声/振动监

测方案的方法

1.2.3 噪声/振动传播规律的知

识

2.

噪

声

/

振

动

监

测

2.1 监测

条件确认

2.1.1 能对不符合监测条件的点位进

行现场调整

2.1.2 能对不符合监测条件的工况与

委托方沟通，中止监测或调整监测时

段

2.1.1 噪声/振动监测点位调整

的方法

2.1.2 工况对监测结果的影响

2.2 噪声/

振 动 仪 器

操作

2.2.1能发现噪声/振动比对数据异常

并判断产生原因

2.2.2能对噪声/振动比对数据异常进

行补充监测

2.2.1 噪声/振动比对数据异常

的原因

2.2.2 噪声/振动比对数据异常

的补充监测方法

2.3 数据

处理

2.3.1 能对异常数值判断的合理性进

行确认

2.3.2 能确认异常数据取舍的合理性

2.3.3能使用数理分析方法对噪声/振

动数据进行规律性分析

2.3.4 能审定噪声/振动监测报告

2.3.1异常数值判断合理性的确

认方法

2.3.2异常数据取舍的合理性的

确认方法

2.3.3 噪声/振动数据规律性分

析中常用数理分析方法

2.3.4 噪声/振动监测报告的审

定要求

3.

设

备

维

护

与

故

障

处

理

3.1 设备

维护

3.1.2 能编写仪器设备作业指导书

3.1.2能确认仪器设备校准/检定结果

3.1.1编写仪器设备作业指导书

的一般基本格式及注意事项

3.1.2 确认仪器设备校准/检定

结果的依据

3.2 故障

处理

3.2.1能确认维修后计量器具的检定/

校准结果

3.2.2 能验收维修后的仪器设备

3.2.1 确认噪声/振动常用计量

器具检定/校准结果的程序要求

3.2.2仪器设备维修的验收标准

4.

培

训

与

4.1 培训

4.1.1 能培训二级/技师噪声/振动监

测人员

4.1.2 能编写培训计划和大纲

4.1.3 能编写培训教材

4.1.1 二级/技师噪声/振动监测

人员应知应会的知识大纲

4.1.2培训计划和大纲编写方法

4.1.3 培训教材的编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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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导
4.2 指导

4.2.1 能选择教学内容和方式

4.2.2 能评价技能培训效果

4.2.1 技能培训方法

4.2.2技能培训效果的评价知识

5.

管

理

与

创

新

5.1 管理

5.1.1 能对质量管理文件提出改进建

议

5.1.2 能实施二级/技师的监督方案

5.1.1对质量管理文件提出改进

建议的有关知识

5.1.2 二级/技师的监督方案的

实施要求

5.2 创新

5.2.1能开展噪声/振动监测的方法验

证

5.2.2 能搜集噪声/振动监测新技术、

新装备的应用情况

5.2.1 进行噪声/振动监测的方

法验证的要求

5.2.2 噪声/振动监测的方法验

证报告的格式和

5.2.3 国内外噪声/振动监测新

技术、新装备的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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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嗅辨员

本标准对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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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五级/初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安

全

防

护

1.1 人员

安全防护

1.1.1 能选用个人防护用品

1.1.2 能选用灭火器材

1.1.3 能处理烫伤、割伤等物理伤害

1.1.4 能识读应急疏散路线图

1.1.1个人安全防护用品选用知

识

1.1.2灭火器材分类与使用知识

1.1.3 灭火器材选用知识

1.1.4 烫伤、割伤等物理伤害的

处理知识

1.2 安全

操作

1.2.1 能进行实验室安全用水、用电

操作

1.2.2 能按作业指导书收集实验室废

弃物

1.2.1 实验室安全用水、用电要

求

1.2.2实验室安全作业指导书的

内容

2.

采

样

2.1 采样

准备

2.1.1 能根据采样准备单找出采样设

备

2.1.2 能按采样方案，列出采样器、

样品保存器皿和装箱转运工具等工作

2.1.3 能按采样方案准备采样操作中

使用的个人防护用品

2.1.1采样技术中的术语和专业

用语

2.1.2采样过程中的安全注意事

项

2.1.3采样过程中的个人防护用

品的使用要求

2.2 样品

采集、保存

与运输

2.2.1 能完成采样操作个人安全防护

和监护

2.2.2 能使用真空瓶法或采样袋法采

样

2.2.3 能使用风向风速仪测试风向风

速

2.2.4 能完成采样系统漏气检查

2.2.5 能嗅辨出采样现场气味

2.2.6 能填写采样记录表

2.2.7 能完成样品密封、贴签

2.2.8 能将样品固定在运输车上

2.2.1采样操作个人安全防护和

监护要求

2.2.2 真空瓶法、采样袋法采样

知识

2.2.3 风向风速仪的使用方法

2.2.4 采样设备漏气检查要领

2.2.5 采样记录表填写要求

2.2.6 样品密封、贴签的注意事

项

2.2.7 固定样品的注意事项

3.

检

测

准

备

3.1 检测

方案准备

3.1.1 能识读臭气浓度测定作业指导

书

3.1.2 能确认实验室温度、湿度符合

要求

3.1.3 能通过嗅觉阈值测试

3.1.1臭气浓度测定作业指导书

识读方法

3.1.2 实验室环境条件要求

3.1.3 嗅觉阈值测试要求

3.2 设备

和 试 剂 准

备

3.2.1 能完成进样器、压缩机、分配

器等装置的准备

3.2.2 能完成嗅辨气袋的准备

3.2.1 进样器、压缩机、分配器

等装置的准备要求

3.2.2 嗅辨气袋的准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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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能完成实验记录表的准备

4.

样

品

检

测

4.1 嗅辨

测试

4.1.1 能嗅到浓度为 10-4.5w/w 甲基环

戊酮的气味

4.1.2 能嗅到浓度为 10-4.0w/wβ-苯乙

醇的气味

4.1.3 能嗅到浓度为 10-4.5w/wγ-十一

烷酸内酯的气味

4.1.4 能嗅到浓度为 10-5.0w/wβ-甲基

吲哚的气味

4.1.5 能嗅到浓度为 10-5.0w/w 异戊酸

的气味

4.1.6 能辨别样品气味与清洁空气

4.1.1 嗅觉筛查的方法

4.1.2 区别嗅辨的方法

4.1.3三点比较式嗅辨法的原理

4.2 仪器

检测

4.2.1 能记录温度、湿度等实验环境

信息

4.2.2 能用嗅杯进行嗅辨

4.2.3 能发现并上报嗅辨异常

4.2.1 温度、湿度等实验环境信

息的记录要求

4.2.2嗅辨异常现场和上报程序

4.3 测后

工作

4.3.1 能填写原始实验记录表

4.3.2 能完成臭气浓度计算

4.3.3 能进行数值修约

4.3.4 能清洗采样瓶、进样器

4.3.1原始实验记录填写内容和

要求

4.3.2 臭气浓度计算方法

4.3.3 数值修约规范

4.3.4 采样瓶、进样器清洗方法

5.

设

备

维

护

与

保

养

5.1 设备

维护

5.1.1 能清洁仪器设备外观

5.1.2 能整理收纳仪器设备

5.1.3 能完成仪器设备存放

5.1.1仪器设备外观清洁的方法

5.1.2恶臭检测仪器设备收纳的

要求

5.1.3仪器设备存放区域温、湿、

尘等环境条件

5.2 设备

保养

5.2.1 能发现恶臭检测仪器设备开关

机故障并上报

5.2.2 能查询恶臭检测仪器设备故障

代码

5.2.3 能填写使用记录表、维修记录

表

5.2.1恶臭检测仪器设备开关机

故障判断方法

5.2.2恶臭检测仪器设备故障及

维修常用名词术语

5.2.3 使用记录表、维修记录表

填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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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四级/中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安

全

防

护

1.1 人员

安全防护

1.1.1 能处理化学灼伤

1.1.2 能辨识酸、碱、有毒性气体等

危险源

1.1.3 能辨识气体钢瓶标志

1.1.1 化学灼伤处理知识

1.1.2 酸、碱、有毒性气体等危

险源辨识知识

1.1.3 化学品的分类与物理、化

学性质

1.1.4 气体钢瓶标志知识

1.2 安全

操作

1.2.1能使用通风柜和加热/冷却设备

1.2.2 能辨识实验室废弃物

1.2.3 能辨识恶臭样品气体的性质并

采取相应防护措施

1.2.1 通风柜和加热/冷却设备

使用方法

1.2.2 实验室废弃物辨识知识

1.2.3样品气体性质及防护措施

2.

采

样

2.1 采样

准备

2.1.1 能与被采样方沟通，确认采样

方案

2.1.2 能按采样方案准备应急用品

2.1.3 能按采样方案，整理出采样准

备单、采样记录表

2.1.4 能按采样方案准备样品保存及

转运所需用品

2.1.1 沟通技巧

2.1.2采样过程中应急处置方法

2.1.3 采样准备单、记录表的格

式

2.1.4 样品保存及转运等知识

2.2 样品

采集、保存

与运输

2.2.1 能判断现场条件符合采样要求

2.2.2 能根据现场风向风速布置采样

点位

2.2.3 能使用定位系统、影像系统确

认采样点位

2.2.4 能操作恶臭手持便携采样器、

检知管等便携检测仪采样

2.2.5 能嗅辨出现场臭气强弱

2.2.6 能使用避光、控温器皿存运样

品

2.2.7 能发现样品保存运输中的异常

情况

2.2.1 采样现场条件要求

2.2.2 采样点位布置方法

2.2.3现场风向风速对采样点位

布置的影响

2.2.4影像系统和定位系统的使

用方法

2.2.5 手持便携采样器、检知管

等便携检测仪使用方法

2.2.6 避光、控温器皿的适用范

围

2.2.7样品保存运输中的异常现

象

3.

检

测

准

备

3.1 检测

方案准备

3.1.1 能判断样品有效性

3.1.2 能根据测试目的和测试要求选

用检测方法

3.1.3 能确定稀释梯度

3.1.4 能判断样品符合预稀释条件

3.1.5 能使用进样器量取样品

3.1.1 臭气样品时效性要求

3.1.2 臭气测试的目的和要求

3.1.3 臭气浓度、臭气强度、臭

气频次、气味特征、气味愉悦度

测试操作方法与注意事项

3.1.4 稀释倍数规则

3.1.5判断样品预稀释条件的方

法

3.1.6 进样器的使用方法

3.2 设备

和 试 剂 准

3.2.1 能完成嗅辨仪的准备

3.2.2 能完成嗅辨仪管道清洗

3.2.1 嗅辨仪操作方法

3.2.2 嗅辨仪管道清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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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3.2.3 能使用标准物质进行嗅辨员管

理

3.2.3 嗅辨员管理要求

4.

样

品

检

测

4.1 嗅辨

测试

4.1.1 能完成嗅辨气袋配制

4.1.2 能完成个人嗅阈值测试实验

4.1.3 能完成个人嗅阈值计算

4.1.4 能完成 t 检验

4.1.5 能判断臭气强度等级

4.1.6 能记录气味排放频次和排放规

律

4.1.1 嗅辨气袋配制方法

4.1.2个人嗅阈值测试和计算方

法

4.1.3 t 检验方法

4.1.4 强度嗅辨法

4.1.5频次嗅辨法和气味廓线法

4.2 仪器

检测

4.2.1 能设置样品编号

4.2.2 能选择臭气样品的稀释方法

4.2.3 能调整稀释倍数

4.2.4 能调整嗅辨仪清洗时间

4.2.1 仪器参数设置方法

4.2.2 臭气样品的稀释方法

4.2.3 稀释倍数的调整方法

4.2.4嗅辨仪清洗时间调整方法

4.3 测后

工作

4.3.1 能确认样品采集记录完整度

4.3.2 能确认臭气浓度结果

4.3.3 能确认测试环境及测试器材使

用记录

4.3.4 能确认当日嗅辨人员筛选记录

4.3.1样品采集记录完整度要求

4.3.2测试环境及测试器材使用

记录要求

5.

设

备

维

护

与

保

养

5.1 设备

维护

5.1.1 能识记设备保养要求

5.1.2 能检查仪器精度

5.1.3 能完成保养记录

5.1.4 能清洗或更换空气过滤器

5.1.5 能更换嗅辨仪过滤系统

5.1.1 真空瓶保养要求

5.1.2 实验、设备、安全管理规

定

5.1.3 实验现场标志标识知识

5.1.4 使用记录表、维修登记表

内容

5.2 设备

保养

5.2.1 能发现真空泵、真空瓶、污染

源采样器、空气过滤器故障

5.2.2 能识读真空泵设备说明书

5.2.1 真空泵、真空瓶、污染源

采样器、空气过滤器的故障现象

5.2.2 真空泵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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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三级/高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安

全

防

护

1.1 人员

安全防护

1.1.1.能完成应急抢救操作

1.1.2.能对个人防护用品配置与使用

提出改进建议

1.1.1 应急抢救知识

1.1.2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

触限值

1.2 安全

操作

1.2.1能选用通风柜和加热/冷却设备

1.2.2 能进行实验室废弃物的处置

1.2.3 能对实验室安全用水、用电提

出改进建议

1.2.1 通风柜和加热/冷却设备

选用知识

1.2.2 实验室废弃物处置知识

1.2.3 实验室用水、用电突发事

件应急处置知识

2.

采

样

2.1 采样

准备

2.1.1 能制定采样记录表等文件

2.1.2 能确认采样器具符合使用要求

2.1.3 能根据排气筒高度计算排放限

值

2.1.4 能根据排放筒规格确定采样孔

位置和尺寸

2.1.5 能根据监测目的制定采样方案

2.1.1制定采样记录表等文件的

要求

2.1.2采样器具检查项目和要求

2.1.3 排放限值计算方法

2.1.4采样孔位置和尺寸的确定

方法

2.1.5恶臭污染源点位和环境点

位设置要求

2.1.6 恶臭采样频次标准要求

2.1.7恶臭样品采样方案制定依

据

2.2 样品

采集、保存

与运输

2.2.1 能根据现场情况调整采样点位

2.2.2 能判断和处理采样中的突发情

况

2.2.3 能判断样品运输中的异常情况

2.2.4 能对高空、高温、高湿等特殊

气体样品提出采样对策

2.2.1现场采样点位的调整方法

2.2.2采样过程中突发情况的判

断、处理方法

2.2.3样品运输中出现异常情况

的判断、处理方法

2.2.4 高空、高温、高湿等特殊

气体样品的采样要求

3.

检

测

准

备

3.1 检测

方案准备

3.1.1 能筛选嗅辨员

3.1.2 能计算臭气浓度

3.1.3 能完成臭气浓度测试的方法验

证

3.1.4 能编写臭气浓度、臭气强度、

臭气频次、气味特征、气味愉悦度测

试的作业指导书

3.1.1嗅觉阈值测试方法及要求

3.1.2 筛选嗅辨员的方法

3.1.3 臭气浓度计算方法

3.1.4臭气浓度测试方法验证的

要求

3.1.5编写作业指导书的格式和

注意事项

3.1.6 作业指导书的验收方法

3.2 设备

和 试 剂 准

备

3.2.1 能完成新购设备的空白试验

3.2.2 能判断空气过滤器清洗或更换

时机

3.2.3 能判断嗅辨仪过滤系统更换时

机

3.2.4 能配置标准臭液

3.2.1新购设备空白试验的方法

3.2.2空气过滤器清洗更换时机

的判断方法

3.2.3嗅辨仪过滤系统更换时机

的判断方法

3.2.4 标准臭液配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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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能完成进样器、过滤器的校正

3.2.6 能选择标准物质进行嗅辨员选

拔

3.2.5 进样器、过滤器的校正方

法

3.2.6 嗅辨员选拔的方法

4.

样

品

检

测

4.1 嗅辨

测试

4.1.1 能对高浓度样品进行预稀释

4.1.2 能判断嗅辨员状态

4.1.3 能判断嗅辨结果有效性

4.1.4 能发现个人嗅阈值异常情况

4.1.5 能判断气味特征和愉悦度

4.1.1高浓度样品的预稀释方法

4.1.2 嗅辨员状态的判断依据

4.1.3嗅辨结果有效性的判断依

据

4.1.4 嗅阈值的分布规律

4.1.5气味特征测试法和愉悦度

测试法

4.2 仪器

检测

4.2.1 能处理嗅杯被污染的状况

4.2.2 能处理稀释装置异常

4.2.3 能处理嗅辨仪工作站异常

4.2.1 嗅杯污染处理方法

4.2.2 稀释装置异常处理方法

4.2.3嗅辨仪工作站异常处理方

法

4.3 测后

工作

4.3.1 能审查数据填写规范性

4.3.2 能审查原始记录完整性

4.3.3 能分析臭气浓度结果的重现性

4.3.4 能编制检测报告

4.3.5 能对检测报告的完整性和科学

性提出建议

4.3.1 数据填写规范性要求

4.3.2 原始记录完整性要求

4.3.3臭气浓度结果的重现性分

析方法

4.3.4 检测报告编制方法

5.

设

备

维

护

与

保

养

5.1 设备

维护

5.1.1 能制订仪器设备定期检定计划

5.1.2 能制订检测设备定期维护保养

计划

5.1.3 能制订仪器设备期间核查计划

5.1.1 仪器设备定期检定要求

5.1.2检测设备定期维护保养的

方法

5.1.3仪器设备维护保养计划的

编制方法

5.1.4仪器设备期间核查计划的

编制方法

5.2 设备

保养

5.2.1 能处理真空泵、真空瓶、污染

源采样器、空气过滤器等的故障

5.2.2 能确认恶臭检测仪器设备故障

原因并排除

5.2.3 能检定维修后的仪器设备

5.2.4 能完善仪器设备使用和维护保

养措施

5.2.1 真空泵、真空瓶、污染源

采样器、空气过滤器等的故障处

理方法

5.2.2恶臭检测仪器设备故障原

因及排除方法

5.2.3维修后仪器设备的检定要

求

5.2.4仪器设备使用和维护保养

措施的完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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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权重表

4.1 化学环境监测员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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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基础知识 35 35 25 20 20

相关

知识

要求

安全防护 5 4 3 0 0

采样 10 10 5 2 0

检测准备 10 11 15 15 10

样品检测 30 30 30 30 30

设备维护与保养 5 5 5 10 10

培训与指导 0 0 5 5 10

实验室管理与技

术创新

0 0 7 16 18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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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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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防护 10 10 5 0 0

采样 25 20 10 5 0

检测准备 20 20 15 10 10

样品检测 40 45 45 45 40

设备维护与保养 5 5 10 15 20

培训与指导 0 0 5 5 5

实验室管理与技

术创新

0 0 10 20 2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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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环境噪声与振动监测员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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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相关

知识

要求

监测前准备 20 18 14 13 12

噪声/振动监测 35 39 40 34 33

设备维护与故障

处理

10 13 15 10 8

培训与指导 -- -- 6 12 15

管理与创新 -- -- -- 11 14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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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前准备 35 28 19 18 16

噪声/振动监测 45 49 50 44 43

设备维护与故障

处理

20 23 25 15 12

培训与指导 -- -- 6 12 15

管理与创新 -- -- -- 11 14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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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嗅辨员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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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本

要求

职业道德 5 5 5

基础知识 30 25 20

相关

知识

要求

安全防护 16 14 12

采样 7 15 23

检测准备 10 10 10

样品检测 20 20 20

设备维护与保养 12 11 10

合计 100 100 100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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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技能

要求

安全防护 18 14 10

采样 22 35 40

检测准备 10 10 10

样品检测 30 30 30

设备维护与保养 20 11 10

合计 100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