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化学检验员（工业化学分析员）

国家职业标准
（征求意见稿）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化学检验员（工业化学分析员）。

1.2 职业编码

06-31-03-01。

1.3 职业定义

化学检验员:使用仪器、设备、器具，检验、检测、化验、分析成品、半成

品和原料、燃料、材料等样品化学性能、成分的人员。

工业化学分析员:在装备制造业领域以抽样检查的方式，使用化学分析或仪

器分析方法，对金属材料（包括铁合金）及非金属材料（油品、塑料、陶瓷）样

品进行检验、检测、监测和分析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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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温。

1.6 职业能力特征

有一定的观察、判断、操作和计算能力，具有较敏锐的色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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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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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级/初级工不少于 500 标准学时、四级/中级工不少于 400 标准学时、三级

/高级工不少于 300 标准学时、二级/技师不少于 200 标准学时、一级/高级技师

不少于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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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知识培训在标准教室或标准联网多媒体计算机教室进行。操作技能培训

在必要检测仪器设备的实验室进行。实验室的环境条件、仪器及辅助设备、试剂、

标准物质、工具及待测样品应能满足考评项目需求。各种仪器、计量器具必须经

计量检定合格或经校准证明其计量性能符合要求，且在检定或校准有效期内，目

前完好，并得到良好的维护。对于功能性的辅助设备，应对设备进行符合性评价

确定符合要求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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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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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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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相关职业：材料检测员，理化分析员。
2 本专业：工业化学分析，分析化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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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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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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相关专业：材料检测，质检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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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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技能考核采用现场实际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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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知识考试和操作技能考核均实行百分制，成绩皆达 60 分（含）以上为

合格。技师、高级技师还须综合评审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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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采用机考方式的

一般不低于 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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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与考生配比为 1:10,且考评人员为 3人以上单数，每位考生由不少于 3名考评

员评分；综合评审委员为 3人以上单数。

1.9.4 评价时长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90min；操作技能考核时间：五级/初级工、四级/

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均不少于 120min；综合评审

时间不少于 60min。

1.9.5 评价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或标准联网多媒体计算机教室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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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及辅助设备、试

剂、标准物质、工具及待测样品应能满足考评项目需求，各种仪器、计量器具必

须经计量检定合格或经校准证明其计量性能符合要求，且在检定或校准有效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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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完好，并得到良好的维护。对于功能性的辅助设备，应对设备进行符合性评

价确定符合要求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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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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热情主动。

（2）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一丝不苟地依据标准进行检验检测和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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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基础知识

2.2.1 化学分析知识

（1）试样的采取、制备与前处理。

（2）分析天平使用知识。

（3）pH 计使用知识。

（4）实验器皿使用知识。

（5）试剂、分析用水及溶液浓度相关知识。

（6）滴定（容量）分析法相关知识。

（7）重量分析法相关知识。

（8）化学安全知识和废水、废气、废液处理相关知识。

2.2.2 仪器分析知识

（1）分光光度法相关知识。

（2）原子吸收光谱法相关知识。

（3）原子发射光谱法相关知识。

（4）液相/气相色谱法相关知识。

（5）专用仪器设备相关知识。

2.2.3 金属或非金属材料知识

（1）金属材料常用牌号的基础知识。

（2）黑色金属材料化学性能相关知识。

（3）有色金属材料化学性能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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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非金属材料物理、化学性能相关知识。

2.2.4 计算机操作知识

（1）计算机操作应用的一般知识。

（2）仪器专用软件的使用知识。

2.2.5 安全生产知识与环境保护知识

（1）安全用电知识。

（2）机械加工安全知识。

（3）危险化学品安全常识。

（4）消防安全知识。

（5）安全操作与劳动保护知识。

（6）环境保护知识。

2.2.6 计量的基本知识

（1）试验数据的表示方法。

（2）概率和数理统计的基本概念。

（3）化学性能试验结果的统计处理知识。

（4）试验结果的不确定度知识。

2.2.7 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的基本知识

（1）实验室资质认定或实验室认可的知识。

（2）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和运行。

（3）质量手册、程序文件、作业指导书、质量和技术记录表格等知识。

2.2.8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相关知识。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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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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材

料及非

金属材

料样品

交接与

保存

1.1 送 检

样品接收

1.1.1 能与送检样品发放人或客

户进行沟通与样品交接

1.1.2 能按作业指导书或标准要

求填写送检样品登记表或检验检测

委托合同书的有关信息

1.1.1 送检样品登记表或检验

检测委托合同书的填写方法

1.2 送 检

样品查验

1.2.1 能检查送检样品的数量、

包装、形态、大小、重量等基本状

况，检验密封方式，并做好记录

1.2.1 送检样品外观查验注意

事项

1.3 送 检

样品标识与

保存

1.3.1 能按标准规定或客户要求

的贮存条件下贮存送检样品，做好

标识

1.3.1 实验室送检样品保存有

关规定

2.检

验检测

准备

2.1 识 读

检测方案

2.1.1 能根据检验检测项目的要

求，找到相应的检验检测标准

2.1.2 能识读铬锰分析、磷硅分

析等简单化学分析和物理性能检测

标准和操作规范

2.1.3 能识读滴定管等简单的检

验装置示意图

2.1.4 能识读滴定分析，重量分

析，碳硫分析的检测标准和操作规

范

2.1.1 金属材料及非金属材料

样品的特点

2.1.2 铬锰分析、磷硅分析等

简单化学分析和物理性能检验检

测的原理

2.1.3 滴定管等简单的分析操

作程序

2.1.4 检测结果的计算方法

2.1.5 重量分析方法的基本原

理

2.1.6 检验检测标准的查阅知

识

2.2 玻 璃

仪器等用品

准备

2.2.1 能识别、选用玻璃容器和

其他相关实验用品

2.2.2 能选择洗涤液并对常用玻

璃仪器进行洗涤和干燥

2.2.3 能进行玻璃棒、管的截断

和弯曲等基本操作

2.2.4 能进行橡皮塞的配备钻

孔，按示意图安装简单的检验装置，

并检查装置的气密性

2.2.5 能选用滴定管、移液管、

容量瓶等玻璃量器，并能检查其密

合性（试漏）；能选用移液枪等量

器

2.2.1 常用玻璃容器和其他用

品的名称和用途

2.2.2 玻璃仪器的洗涤常识

2.2.3 实验用简单玻璃器件的

基本操作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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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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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滴定管的使用要求



9

2.2.6 能给酸式滴定管涂油，能

装配碱式滴定管，并能赶出滴定管

中的气泡

2.3 实 验

用水、相关溶

液配制

2.3.1 能使用和贮存实验用水

2.3.2 能识别和选用检验检测所

需常用的试剂

2.3.3 能按标准或指导书要求配

制常用溶液、缓冲溶液、指示剂、

标准贮备溶液；能准确逐级稀释标

准使用溶液

2.3.4 能按标准或规范要求提出

采购所需化学试剂、实验用水等检

测用消耗品

2.3.1 分析实验用水知识，

GB/T6682

2.3.2 化学试剂的分类和包装

方法

2.3.3 常用溶液浓度表示方

法；配制溶液注意事项

2.4 仪 器

设备准备

2.4.1 能使用电子天平和托盘天

平等天平、附磁力搅拌器的 pH 计、

标准筛、秒表、温度计等计量器具

2.4.2 能使用电炉、干燥箱、马

弗炉、水浴、真空泵等检验辅助设

备

2.4.3 能使用电冰箱、黑白格玻

璃板、干燥器、密度计、卡尺、铜

片腐蚀试验压力容器、试验筛、管

式电炉等与本检验类别相关的一般

专用检验仪器设备

2.4.4 能对天平、滴定管、碳硫

分析仪等设备的适宜性、有效性和

正常性进行检查，使用完毕后能确

认设备正常性

2.4.1 天平、pH 计等计量器具

的结构、计量性能和使用注意事

项

2.4.2 化验室辅助设备的名

称、规格、性能、操作方法、使

用注意事项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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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仪器

设备检定或

校准

2.5.1 能确认合格证、准用证、

停用证中的信息

2.5.2 能识别相关仪器设备、计

量器具校准或检定信息

2.5.1 设备管理程序

2.5.2 计量溯源管理程序

3.金

属材料

及非金

属材料

采样

3.1 识读

采样方案

3.1.1 能在采样前明确采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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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采样的重要意义和基本

原则

3.2 实施

采样

3.2.1 能检查采样设备或工具、

抽样工具和容器是否符合要求，并

准备检测样品标签和采样记录表格

3.2.2 能在规定的部位，按规定

的方法对金属或非金属送检样品进

行采样

3.2.3 能填写检测样品标签和采

3.2.1 对金属材料及非金属材

料样品保存的一般要求

3.2.2 金属或非金属样品的制

样方法

3.2.3 金属材料钻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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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记录

3.3 检测

样品保存与

标识

3.3.1 能在采样后，使用规定的

容器在指定环境条件下保存检测样

品至规定日期，做好标识

3.3.1 送检样品（原样）制备

成检测样品后，检测样品保存与

标识注意事项

4.检

验与测

定

4.1 化学

分析

4.1.1 能进行试样称量、加热干

燥等过程的分析和操作

4.1.2 能进行试样的称量和溶

解、沉淀、过滤、洗涤、烘干和灼

烧等重量分析操作

4.1.3 能使用酸式滴定管和碱式

滴定管进行容量分析的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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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 能识别标准滴定溶液和其

有效期；能进行标准溶液体积的温

度校正

4.1.5 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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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 能测定油品的铜片腐蚀、

水溶性酸或碱

4.1.7 能测定塑料的二氯甲烷浸

渍试验性能

4.1.8 能测定与饮用水接触的塑

料浸泡水的颜色、浑浊度、肉眼可

见物、pH 是否满足卫生要求

4.1.1 称量分析挥发法的操作

规程

4.1.2 称量分析沉淀的操作规

程

4.1.3 滴定分析的操作规程

4.1.4 使用标准溶液的一般要

求

4.1.5 酸碱滴定和络合（配位）

滴定的知识

4.1.6 重量分析法的基本原理

4.2 仪器

分析

4.2.1 能检查碳硫分析仪各部件

的完好性，如检查燃烧单元和测量

单元的气密性

4.2.2 能用有证标准物质校准仪

器，测定空白值，建立校准曲线

4.2.3 能用碳硫分析仪测定钢铁

中的碳、硫元素

4.2.4 能用分光光度法测定钢铁

中的磷、锰、硅元素

4.2.5 能溶解非金属材料产品样

品，稀释液体样品，制备 pH 测定液

4.2.6 能用pH计测定各种水溶液

的 pH 值

4.2.1 碳的测定方法

4.2.2 硫的测定方法

4.2.3 碳硫分析仪的操作方法

4.2.4 相关国家标准中各检测

项目的相应要求

4.2.5 分光光度法有关知识



11

4.3 物理

参数、性能检

测

4.3.1 能检测金属材料样品尺

寸、面积、体积、重量等与化学性

能相关的物理参数，如钢产品镀锌

层质量 g/m
2
等

4.3.2 能检测硅铁、锰铁等铁合

金的粒度

4.3.3 能用密度计法检测油品的

密度、用目视法检测机械杂质及水

分

4.3.4 能用浸渍法、液体比重瓶

法检测塑料（颗粒料）的密度

4.3.5 能检测塑料的挥发分含量

4.3.6 能检测塑料的灰分

4.3.7 能用热失重法检测塑料的

炭黑含量

4.3.8 能检测塑料的外观、颗粒

大小、颜色、色差、气味等级

4.3.1 金属材料及非金属材料

物理知识

4.3.2 相关国家标准中各检验

项目的相应要求

4.4 原始

数据记录

4.4.1 能记录滴定分析原始数

据，填写试验记录表格

4.4.2 能记录碳硫分析原始数

据，填写试验记录表格

4.4.3 能记录分光光度法分析

磷、锰、硅元素原始数据，填写试

验记录表格

4.4.4 能记录物理参数、性能检

测原始数据，填写试验记录表格

4.4.5 能填写检验检测报告

4.4.1 记录管理程序

4.4.2 检验检测工作细则

4.4.3 报告/证书管理程序

4.4.4 报告/证书编制规范

4.5 设备

清洗与养护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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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 能保养、维护所用仪器设

备

4.5.3 能发现所用仪器设备出现

的常见故障

4.5.1 玻璃仪器的洗涤知识

4.5.2 一般仪器设备的维护、

保养知识

4.5.3 简单仪器设备的结构及

常见故障现象

5.数据

处理

5.1 数据

修约

5.1.1 能根据检验结果有效数字

位数的要求进行数据的修约和运算

5.1.1 有效数字及数字修约规

则

5.2 数据

判定

5.2.1 能根据标准要求，采用全

数值比较法或修约值比较法，判定

极限数值附近的检验结果是否符合

标准要求

5.2.1 极限数值表示方法及判

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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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实验

室管理

6.1 实验

室安全防护

6.1.1 能执行实验室各项安全守

则，规范使用消防器材、各种电器

及各种化学试剂

6.1.1 化学实验室的安全知识

6.2 实验

人员安全防

护及环境保

护

6.2.1 能使用通风柜，回收并处

置废液、废渣；能规范使用防护用

品

6.2.1 化学实验人员的安全防

护及环境保护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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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

材料

及非

金属

材料

样品

交接

与保

存

1.1 检测

项目交流

1.1.1 能提出送检样品检验检测

的合理化建议

1.1.2 能解答送检样品交接中提

出的一般问题

1.1.1 送检样品交接中常见

问题的处理办法

1.2 检验

检测标准准

备

1.2.1 能根据检验检测项目的要

求，找到相应的检验检测标准

1.2.1 检验检测标准的查阅

知识

1.3 送检

样品查验

1.3.1 能判断块状送检样品表面

质量是否满足检测要求，检验密封方

式等，并做好记录

1.3.1 块状样品表面质量要

求以及目测检查方法

2.

检验

检测

准备

2.1 识读

检测方案

2.1.1 能识读分光光度法要点和

难点

2.1.2 能识读分光光度计、碳硫分

析仪，光电直读光谱仪等仪器设备的

工作要点

2.1.1 分光光度法的基本原

理

2.1.2 显色反应及其影响因

素

2.1.3 光度法光谱分析的原

理及特点

2.2 实验

用水、溶液准

备

2.2.1 能选择化学分析、仪器分析

及标准溶液配制所需实验用水的规

格

2.2.2 能按标准或规范要求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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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能根据不同分析检验需要

选用各种试剂和标准物质

2.2.4 能配制和标定标准滴定溶

液

2.2.5 能配制标准杂质溶液及标

准比色溶液、标准比浊溶液等标准比

对溶液

2.2.1 分析实验室用水使用

知识，如 GB/T6682

2.2.2 各类化学试剂的特点

及用途；常用标准物质的特点

及用途

2.2.3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方法，如 GB/T601；标准杂质

溶液、标准比对溶液的制备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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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能配置 pH 标准缓冲液

2.3 核查

标准物质

2.3.1 能选择对应的标准物质

2.3.2 能用标准物质进行仪器校

准

2.3.3 能按标准或规范要求提出

采购带证系列国家或行业标准样品

2.3.1 标准物质基础知识和

分类

2.3.2 标准物质管理程序

2.4 准备

仪器设备

2.4.1 能按有关规程对玻璃量器

进行容量校正

2.4.2 能根据检验需要选用紫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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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射比准确度、

杂散光、吸收池配套性等

2.4.3 能选用符合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法分析要求的空心阴极灯，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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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能选用原子发射光谱法（火

花直读光谱仪）分析要求的最佳试验

条件

2.4.5 能检查氧氮分析仪各部件

的完好性，如检查燃烧单元和测量单

元的气密性；能用有证的标准物质校

准仪器，测定空白值，建立校准曲线

2.4.6 能选用常见专用仪器设备：

A 闭口杯闪点测定仪、倾点测定

仪、粘度计、恒温浴、诺亚克蒸发损

失测定仪、真空泵、蒸馏仪器、喷射

蒸发法胶质含量测定仪、汽油氧化安

定性试验装置、CFR 辛烷值试验机

B 电位滴定仪、电子天平、卡尔﹒

费休库仑滴定仪、差示扫描量热仪

(DSC)仪器、挤出式塑化仪、显微镜

2.4.1 玻璃量器的校正方法

2.4.2 分光光度计的使用方

法

2.4.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的原理、结构、使用说明和注

意事项

2.4.4 火花直读光谱仪的原

理、结构、使用说明和注意事

项

2.4.5 氧氮分析仪的原理、

结构、使用说明和注意事项

2.4.6 各检验类别常见专用

仪器的工作原理、结构和用途

2.5 仪器

设备检定或

校准

2.5.1 能评价相关仪器设备、计量

器具经过计量检定合格或经过校准、

内部校准证明其计量性能符合要求

2.5.2 能在有效期内，使得相关仪

器设备、计量器具得到良好的维护

2.5.1 设备管理程序

2.5.2 计量溯源管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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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属

材料

及非

金属

材料

采样

3.1 制定

采样方案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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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进行可行性实验

3.1.1 采用方案的制定方法

3.2 实施

采样

3.2.1 能对大尺寸、小尺寸、硬度

大、表面有涂层等产品进行钻取，磨

制采样

3.2.2 能对不均匀物料、易挥发物

质、危险品等采样难度较大的产品进

行采样

3.2.1 金属材料产品采样知

识3.2.2 非金属材料产品采样

知识

3.3 检测

样品保存与

标识

3.3.1 能在采样后，使用规定的容

器在指定环境条件下保存检测样品

至规定日期，做好标识

3.3.1 委托样品（原样）制

备成检测样品后，检测样品保

存与标识注意事项

4.

检验

与测

定

4.1 分离

富集、分解试

样

4.1.1 能按标准或规格要求，用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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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能用溶解、熔融、灰化等规

定的方法分解试样

4.1.1 化学检验中的分离和

富集、分解试样知识

4.2 化学

分析

4.2.1 能用络合滴定法测定材料

组分

4.2.2 能用沉淀滴定法测定材料

组分

4.2.3 能用氧化还原滴定法测定

材料组分

4.2.4 能用目视比色法测定材料

的组分

4.2.5 能测定钢铁中的铝元素等

4.2.6 能测定钢铁中的铬、锰元素

等

4.2.7 能用喷射蒸发法等检测油

品的馏程、胶质、诱导期

4.2.8 能检测与饮用水接触的塑

料浸泡水的蒸发残渣、高锰酸钾消耗

量是否满足卫生要求

4.2.1 络合滴定、氧化还原

滴定、目视比色、薄层色谱分

析的方法

4.2.2 相关国家标准中各检

测项目的相应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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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仪器

分析

4.3.1 能用分光光度法测定铁基、

铝基、铜基、锌基等材料中的元素

4.3.2 能用原子吸收法测定铁基、

铝基、铜基、锌基等材料中的元素

4.3.3 能用电位滴定法测定钢铁

中的铬等元素

4.3.4 能用碳硫分析仪测定铁合

金及铜合金样品中的碳、硫元素

4.3.5 能用热导法测定钢铁中的

氮元素

4.3.6 能用光电直读光谱仪测定

铁基、铝基、铜基、锌基等材料的元

素

4.3.7 能用电位滴定法测定油品

的硫醇硫含量

4.3.8 能用原子吸收法测定油品

中的锰、铅、铁含量

4.3.9 能用卡尔﹒费休库仑法检

测塑料的水分含量

4.3.1 相关国家标准中各检

测项目的相应要求

4.3.2 红外吸收法、分光光

度法、电位滴定法、热导法、

原子吸收法有关知识

4.3.3 原子发射光谱法（火

花直读光谱仪）有关知识

4.4 检测

物理参数和

性能

4.4.1 能检测金属材料盐雾试验、

耐腐蚀性能等物理性能

4.4.2 能用计量表法检测油品的

密度、用过滤法检测机械杂质及用蒸

馏法检测水分、用闭口法检测闪点、

倾点

4.4.3 能用诺亚克法检测油品的

运动黏度、黏度指数、蒸发损失

4.4.4 能用研究法或马达法检测

油品的辛烷值

4.4.5 能用滴定法、密度梯度柱法

检测塑料（颗粒料）的密度

4.4.6 能检测塑料（颗粒料）的炭

黑分散/颜料分散

4.4.7 能检测塑料的氧化诱导时

间

4.4.8 能检测塑料混配料的熔体

质量流动速率

4.4.9 能检测塑料的熔融温度

4.4.10 能检测食品接触用塑料树

脂的感官要求

4.4.11 能检测食品接触用塑料材

料及制品的感官要求

4.4.1 金属材料及非金属材

料物理知识

4.4.2 相关国家标准中各检

验项目的相应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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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2 能检测陶瓷的尺寸和表面

质量、物理性能

4.5 记录

原始数据

4.5.1 能记录检验原始数据，填写

试验记录表格

4.5.2 能对原始记录所有信息载

体进行整理、编码、装订/封装

4.5.1 记录管理程序

4.5.2 检验检测工作细则

4.6 进行

对照实验

4.6.1 能将标准物质或加标试样

与被测试样进行对照试验

4.6.2 能按仲裁法等其他标准分

析方法与所用检测方法做对照试验

4.6.1 消除系统误差的方法

5.

数据

分析

5.1 数据

处理

5.1.1 能由对照试验结果计算出

较正系数，并据此校正测定误差，消

除系统误差

5.1.2 能处理检验结果中出现的

可疑值，能采用 Q值检验法和格鲁布

斯法判断可疑数值的取舍

5.1.1 实验结果的数据处理

知识

5.2 数据

校核

5.2.1 能校核其他检验检测人员

的检验检测原始记录

5.2.2 能对报告进行自查

5.2.1 原始记录的校核要求

5.3 检测

结果分析

5.3.1 能分析检验检测误差产生

的原因

5.3.1 检验检测误差产生的

常见原因

6.

实验

室管

理

6.1 安全

实验

6.1.1 能对实验室安全事故进行

预防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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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 能准确使用各种化学试剂

6.1.1 意外事故的处理方法

和急救知识

6.2 设备

养护

6.2.1 能排除所用仪器设备的简

单故障

6.2.2 能制订核查要求，定期核查

6.2.1 常用仪器设备的工作

原理、结构和常见故障及其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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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需求对

接

1.1 检测项

目交流

1.1.1 能分析送检样品质量方面

的有关问题

1.1.2 能解答送检样品交接中出

现的疑难问题

1.1.3 能根据所需检验检测的项

目将送检样品流转至相应检测人员

1.1.1 送检样品交接中的疑

难问题的处理办法

1.1.2 检验检测工作程序

1.1.3 检验项目和检验检测

物品管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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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部门，并做工作安排

1.2 识读检

测过程中重点

和难点

1.2.1 能根据检验检测项目的情

况对检测时间、样品用量、样品检

测或取样部位、各项目检测先后顺

序做出安排

2.检验

检测准

备

2.1 识读检

测方案

2.1.1 能识读原子吸收光谱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

法、氧氮氢气体分析法、液相/气相

色谱分析法等各种检测方案的具体

应用标准，检测程序等

2.1.2 能根据样品及检测要求选

择最佳检测方案

2.1.1 原子吸收光谱法，电

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

法，氧氮氢气体分析法、液相/

气相色谱分析法等各种检测方

案流程，优缺点

2.2 准备实

验用水、溶液

2.2.1 能制备仪器分析用的标准

溶液和其他试剂溶液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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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标准溶液的制备方法

2.3 分析仪

器设备准备工

作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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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根据不同的检验检测

项目选择适当的仪器分析条件，合

理地调整仪器参数

2.3.2 能按操作规程操作电感耦

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能根

据不同的检验检测项目选择适当的

仪器分析条件，合理地调整仪器参

数

2.3.3 能按操作规程操作氧氮氢

气体分析仪，选择适当的仪器分析

条件，合理地调整仪器参数

2.3.4 能按操作规程操作电解分

析器，选择适当的仪器分析条件，

合理地调整仪器参数

2.3.5 能按照标准要求制备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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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的原理、结构、使用说明和注

意事项

2.3.2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

子发射光谱仪的原理、结构、

使用说明和注意事项

2.3.3 氧氮氢气体分析仪技

术、最佳仪器条件的选择、干

扰因素的消除方法等知识

2.3.4 电解分析器的结构、

使用说明和注意事项

2.3.4 色谱柱的制备方法

2.3.5 液相/气相色谱分析

仪的原理、结构、使用说明和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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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谱柱的装填和老化等），并能选

用适当的毛细管柱

2.3.6 能按操作规程操作液相/

气相色谱仪及高压气体钢瓶、减压

阀、气路管线、净化器、色谱数据

工作站或数据处理机等配套设备，

能根据检验项目选择适当的色谱分

析条件，调整色谱参数，能根据检

验项目选择仪器分析条件，调整仪

器参数

2.4 设备查

验

2.4.1 能应用设备软件、标准物

质自查仪器设备的精度，灵敏度，

准确度

2.4.1 精度，灵敏度识读知

识，准确度等校准和计算方法

2.5 设计表

格

2.5.1 能根据不同类型检验检测

项目的需要设计相应的原始记录表

格

2.5.1 记录管理程序

2.5.2 原始记录编制规范

2.6 仪器设

备检定或校准

2.6.1 能在有效期内，使得部门

仪器设备、计量器具得到良好的维

护并监督维护

2.6.2 能制定部门仪器设备、计

量器具检定或校准、内部校准、功

能检查计划

2.6.1 设备管理程序

2.6.2 计量溯源管理程序

3.金属

材料及

非金属

材料采

样

3.1 制订采

样规程

3.1.1 能根据检测方法制订相应

的采样作业指导书或工作细则，比

如磨制，钻取等

3.1.1 检验检测工作细则的

编制规范

3.2 采样异

常分析与改进

3.2.1 能辨别采样对检测结果的

影响，分析采样异常和改进方法

3.2.1 采样对检测结果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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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检验

与测定

4.1 专用分

析仪器分析

4.1.1 能操作原子吸收光谱仪检

测铜基、铝基、锌基等材料中的元

素

4.1.2 能操作电感耦合等离子体

原子发射光谱仪检测铁基、铝基、

铜基、锌基等材料中的元素

4.1.3 能操作氧氮氢气体分析仪

检测金属材料中的氧、氮、氢元素

4.1.4 能用电解分析法和分光光

度法或原子吸收法测定铜合金中铜

元素

4.1.5 能用气相色谱法检测油品

的苯和甲苯含量 、醇类和醚类、石

油馏分沸程分布

4.1.6 能用荧光指示剂吸附法检

测油品的烃类

4.1.7 能用液相色谱法检测油品

的多环芳烃含量

4.1.8 能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

子发射光谱仪检测油品的磷

4.1.9 能检测与饮用水接触的塑

料浸泡水的铁、锰、铜、锌、砷、

汞、挥发酚类、铬、镉、铅、银、

氟化物、硝酸盐、氯仿、四氟化碳、

苯并[α]芘含量是否满足卫生要求

4.1.10 能检测陶瓷的化学性能

4.1.1 相关国家标准中各检

验项目的相应要求

4.1.2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仪

的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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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

子发射光谱仪的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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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 氧氮氢气体分析仪技

术、最佳仪器条件的选择、干

扰因素的消除方法等知识

4.1.5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

子发射光谱仪的原理、结构、

使用说明和注意事项

4.1.6 色谱分析的分离原理

及分类，色谱分析基本术语，

液相/气相色谱仪的结构、操作

方法，液相/气相色谱定性和定

量方法等知识

4.1.7 相关国家标准中各检

验项目的相应要求

4.2 监视

“三废”排放

4.2.1 能按相关要求监视本单位

产生的“三废”

4.2.2 能按相关要求回收本单位

使用管制类危险化学品产生的废水

4.2.3 能按相关要求处置本单位

回收的废水和固体废物

4.2.1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和标准要求

4.2.2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制度

4.2.3 实验室三废处置作业

指导书

4.3 解决检

验检测技术问

题

4.3.1 能解决检验检测过程中遇

到的如零位漂移、气体漏气等一般

技术问题，并能验证其方法的合理

性

4.3.1 化学检验检测相关技

术识读知识

4.4 使用应

用程序

4.4.1 能操作与分析仪器配套应

用程序绘制火花直读光谱仪、电感

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仪、原

子吸收光谱仪工作曲线，进行谱线

间干扰校正

4.4.1 仪器应用程序的识读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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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检测

结果处

理与分

析

5.1 审核检

验报告

5.1.1 能按管理规定审核检验报

告的填写内容是否与原始记录相

符；检验依据是否适用；环境条件

是否满足要求；结论的判定是否正

确

5.1.1 机构对检验报告的要

求

5.2 原因分

析

5.2.1 能按企业生产技术管理部

门要求分析产生不合格品（批）的

一般原因

5.2.1 金属材料冶炼工艺

5.2.2 金属材料热处理工艺

5.2.3 非金属材料生产工艺

6.实验

室管理

6.1 制订维

护保养指导书

6.1.1 能识读新购置的一般仪器

设备的说明书，并能按规程进行安

装、调试，能验证新购置的一般仪

器设备技术参数是否达到规定要求

6.1.2 制订相应的维护保养指导

书

6.1.1 一般仪器设备的工作

原理及结构组成

6.2 设备核

查

6.2.1 能设计如气体是否漏气等

简单检修仪器设备的程序框图

6.2.2 能按程序框图检查出火花

直读光谱仪等常用仪器设备的故

障，并能排除如压力不准等常见故

障

6.2.3 能更换仪器设备的易耗件

6.2.4 能编制设备核查和标准物

质期间核查方法

6.2.1 分析仪器的故障检修

方法

6.2.2 设备核查的编制规范

6.3 制订实

验室安全规程

6.3.1 能制订实验室安全细则和

规程

6.3.2 能按法律法规要求制作安

全标志，警示标语

6.3.1 实验室安全相关知识

6.3.2 安全实施检验控制规

范

6.4 排除仪

器设备故障

6.4.1 能识别仪器设备常见故障

6.4.2 能排除仪器设备常见故障

6.4.1 仪器原理，电气，光

学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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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

定 送

检 样

品 收

1.1 编制送检

样品收发流程

1.1.1 能编制或修改送检样品和

新产品、新项目收发流程，送检样品

查验要求

1.1.1 检验项目和检验

检测物品管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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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流

程
1.2 制作看板

1.2.1 能编制送检样品和新产品、

新项目交接工作重点、难点细则

1.2.1 送检样品交接工

作重点、难点细则

2.

检验

与测

定

2.1 解决检验

检测技术难题

2.1.1 能解决化学检验检测过程

中遇到的技术难题

2.1.1 相应类别的检验

检技术

2.1.2 化学检验技术

2.2 开展新检

验检测项目

2.2.1 能根据本单位发展需要，开

展新产品、新项目的检验检测
2.2.1 新项目管理程序

2.3 仪器分析

2.3.1 能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气相

色谱-质谱法检测塑料的多溴联苯和

多溴二苯醚

2.3.2 能用液相色谱-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质谱法检测塑料的六价铬含

量

2.3.3 能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

谱法检测塑料的镉含量、铅含量、汞

含量

2.3.4 能检测食品接触用塑料树

脂的理化指标

2.3.5 能检测食品接触用塑料材

料及制品的理化指标

2.3.1 色谱分析的分离

原理及分类，高效液相/气

相色谱-质谱仪的结构、操

作方法，高效液相/气相色

谱-质谱仪定性和定量方法

等知识

2.3.2 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质谱仪的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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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检测

结果

处理

与分

析

3.1 考核检验

检测报告

3.1.1 能对部门出据的检验检测

报告质量，按规定进行监督抽查（考

核），并提出考核意见

3.1.1 报告/证书管理程

序

3.1.2 报告/证书编制规

范

3.1.3 资质认定、实验室

认可有关知识

3.2 不确定度

评估

3.2.1 能建立不确定度数学模型，

编制不确定评定报告

3.2.1 不确定度知识

3.2.2 测量不确定度评

定管理程序

3.2.3 测量不确定度评

定方法规范

4.

修验

仪器

设备

4.1 仪器设备

装调

4.1.1 能安装、调试新购置的、较

复杂的仪器设备

4.1.2 能验证新购置的、较复杂的

仪器设备的精度，重复性，再线性等

技术参数是否达标

4.1.1 常用仪器设备的

工作原理及结构组成

4.2 仪器设备

排除故障

4.2.1 能设计较复杂的检修仪器

设备的程序框图

4.2.2 能按程序框图检查出ICP等

较复杂仪器设备产生故障的原因，并

4.2.1 较复杂的分析仪

器的故障检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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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排除其常规故障

5.

技术

管理

与创

新

5.1 编写仪器

操作规程

5.1.1 能制定常规检验仪器设备

的操作规程

5.1.1 常规检验仪器设

备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5.1.2 设备操作规程的

编制规范

5.2 编写检验

检测操作规范

5.2.1 能编写相关产品和原材料

的检验检测作业指导书或工作细则

5.2.1 相关产品和原材

料的检验检测方法和标准

5.2.2 检验检测工作细

则的编制规范

5.3 改进检验

检测装置

5.3.1 能根据检验检测方法的需

要改进试验装置，提高检验检测效率

和检验检测结果的准确度

5.3.1 各种试验装置的

结构及各部件的作用

6. 培

训 与

管理

6.1 组合检验

检测装置

6.1.1 能根据检验检测方法的需

要，组合检验检测新项目所需的装置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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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编写检验

检测操作规范

6.2.1 能编写非标准检验检测方

法的操作规则

6.2.1 各种产品的生产

工艺

6.2.2 非标准方法的编

制规范

6.3 传授技艺

6.3.1 能向三级/高级工及以下级

别人员传授专业知识和数据处理知

识

6.3.2 能指导相关材料的化学分

析、仪器分析、物理参数和物理性能

检测等实际操作

6.3.1 技能培训的基本

要求

6.3.2 化学检验中化学

分析、仪器分析的重点、难

点和操作技能的要点

6.4 检验检测

质量管理

6.4.1 能准确分析影响检验检测

质量的原因，并制定有效的解决办法

6.4.2 能制定并执行检验检测质

量管理制度

6.4.3 能进行仪器功能核查与计

量溯源结果评价

6.4.4 能进行标准物质管理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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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 能定期安排实验室仪器的

周期检定或校准

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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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 检验检测质量管

理基础知识

6.4.2 质量管理体系有

关知识

6.4.3 计量检定有关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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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实验室安

全管理

6.5.1 能在检验前对可能存在的

安全因素进行界定

6.5.2 能在开展实验过程中，针对

安全风险采取防范措施

6.5.1 实验室内务管理

及安全控制程序

6.5.2 安全实施检验控

制规范

6.6 企业的环

境管理

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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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1 环境管理体系有

关知识

6.7 计量资质

认定或实验室认

可

6.7.1 能根据计量资质认定或实

验室认可的要求，编写质量手册中与

相应类别检验检测有关的规章制度

6.7.2 能根据计量资质认定或实

验室认可的要求，编制相应类别检验

检测的作业指导书或检验细则

6.7.1 计量资质认定有

关知识

6.7.2 实验室认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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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

与测定

1.1 解决检测

技术难题

1.1.1 能分析误差来源，提出改进

方案

1.1.2 能处理并解决较高难度的

检验检测技术问题

1.1.1 国内外化学检验

检测技术发展动态

1.1.2 标准化基础知识

1.2 引进检验

检测新技术

1.2.1 能将当今国内外化学检验

检测的新技术、新方法引进检验检测

工作中，并取得应用成效

1.3 检索标准

文献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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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开发新检

验检测方法

1.4.1 能开展新检验检测方法的

研究

2. 检

测结果

处理与

分析

2.1 检测数据

分析

2.1.1 能运用概率理论对检测值

与真值之间的误差进行分析

2.1.2 能运用数理统计对检测数

据进行分析，判断标准曲线的线性关

系和检测结果的精密度

2.1.1 概率和数理统计

的应用知识

2.2 产品质量 2.2.1 能运用产品批次抽样检验 2.2.1 国内外技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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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报告撰写 检测结果，撰写产品质量分析报告 状况、质量分析报告相关知

识

3．修验

仪器设

备及应

用扩展

3.1 仪器设备

功能改进

3.1.1 根据对相关仪器设备的长

期使用经验，能对仪器设备功能进行

改进或能指导厂家进行技术改进

3.1.1 相关仪器设备的

结构、原理知识、相关检测

方法

3.2 设备辅助

功能研发

3.2.1 能根据相关仪器设备的使

用原理，进行技术改进（研发设备辅

助功能）

3.2.2 能根据相关检测方法，进行

方法改进，提出技术创新

3.2.1 相关仪器设备的

结构、原理知识、相关检测

方法

4．技术

管理与

创新

4.1 技术发展

规划和标准制定

4.1.1 能根据国内外化学检验检

测技术发展动态，提出公司化学检验

发展规划建议

4.1.2 能制定企业标准

4.2.1 国内外化学检验

检测技术发展动态

4.2.2 标准制定的相关

要求

4.2 技术探讨

和经验总结

4.2.1 能总结化学检验检测的实

践经验

4.2.2 能总结检验仪器、设备的维

护和检修经验与规律

4.2.3 能撰写化学检验检测专题

项目的研究报告

4.2.4 能撰写检验检测技术的总

结报告

4.2.1 技术报告和技术

总结编写的有关知识

4.2.2 化学检验检测现

状和发展趋势

5.培训

与管理

5.1 专业培训

5.1.1 能讲授相关材料检验检测

的基本知识，并能指导学员的实际操

作

5.1.2 能制定化学检验检测培训

班教学计划，编写培训讲义

5.1.3 能安排教学内容，选择教学

方式

5.1.1 技能培训的方法

5.2 计量资质

认定或实验室认

可

5.2.1 能主持计量资质认定或实

验室认可工作

5.2.2 能根据计量资质认定和实

验室认可的要求，编写质量手册和程

序文件

5.2.1 资质认定（计量认

证）和实验室认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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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实验室规

划与发展

5.3.1 能规划实验室的规模和功

能

5.3.2 能进行实验室布局规划，如

化学分析室、精密仪器室、钢瓶室、

化学品贮藏室和办公室等各类实验

用房的合理布局

5.3.3 能进行实验室配套设施的

设计，如实验室的电源、水源、燃气

源、化学品储存室等

5.3.1 实验室规划一般

要求

5.3.2 实验室布局要求

5.3.3 实验室设施要求

5.4 实验室安

全

5.4.1 能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和安

全控制程序

5.4.2 能主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措施)的演练和事故应急处理

5.4.1 实验室内务管理

及安全控制程序

5.4.2 安全实施检验控

制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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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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25 20 15 15

相关

知识

要求

金属材料及非

金属材料样品

交接与保存

5 5 — — —

检测需求对接 — — 5 — —

制定样品收发

流程
— — — 10 —

检验检测准备 15 15 15 — —

金属材料及非

金属材料采样
10 10 5 — —

检验与测定 15 15 15 10 10

数据处理 15 — — — —

数据分析 — 20 — — —

检测结果处理

与分析
— — 25 15 15

实验室管理 5 5 10 — —

修验仪器设备 — — — 10 —

修验仪器设备

及应用扩展
— — — — 15

技术管理与创

新
— — — 15 15

培训与管理 — — — 20 2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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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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材料及非

金属材料样品

交接与保存

10 5 — — —

检测需求对接 — — 5 — —

制定样品收发

流程
— — — 10 —

检验检测准备 25 20 20 — —

金属材料及非

金属材料采样
15 10 5 — —

检验与测定 25 35 25 15 15

数据处理 20 — — — —

数据分析 — 25 — — —

检测结果处理

与分析
— — 35 20 15

实验室管理 5 5 10 — —

修验仪器设备 — — — 20 —

修验仪器设备

及应用扩展
— — — — 20

技术管理与创

新
— — — 15 25

培训与管理 — — — 20 2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