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国家职业标准
职 业 编 码 : 6 - 0 3 - 0 1 - 0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烟叶评级员

（报批稿）

国家烟草专卖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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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为规范从业者的从业行为，引导职业教育培训的方向，为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提供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适

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客观需要，立足培育工匠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

气，国家烟草专卖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组织行业有关专家，制定了《烟叶评

级员国家职业标准（2023 年版）》（以下简称《标准》）。

一、本《标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 年版）》为依据，严

格按照《国家职业标准编制技术规程（2023 年版）》有关要求，以“职业活动为导

向、职业能力为核心”为指导思想，对烟叶评级从业人员的职业活动内容进行规

范细致描述，对各等级从业者的技能水平和理论知识水平进行了明确规定。

二、本《标准》依据有关规定涉及烟叶评级员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

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五个等级，包括职业概况、基本要求、

工作要求和权重表四个方面的内容。

三、本《标准》的起草单位有：中国烟草总公司职工进修学院、河南省烟草

职工培训中心。起草人员有：李广才、甄焕菊、白建保、程占省、刘扬。

四、本《标准》的审定单位有：中国烟叶公司、辽宁、安徽、福建、山东、

河南、湖南、广东、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省烟草专卖局(公司)、江苏、安徽、

福建、山东、湖南、广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农业科学院烟草研究所。

审定人员有：李锐、栗卫军、王龙宪、陆中山、李明、刘奕平、郑江、王暖春、

周浙琼、彭清云、罗琴、罗勇、王进录、李玉高、徐江明、罗辉、郭亮、杨明峰、

杜兆升、李军民、王怡海、龚永清、纳玲珠、张冀武、杨军慧、董杏梅、杜丛中、

杨翠青、管杰、汤若云、贺建杰、李玉辉、王伟、丁新洁、张书伟、涂勇、胡刚、

陈少斌、陈佳波、张汉桥、黄其华、李桂湘、孙福山、吕亚梅、陈文斌、屈剑波、

刘继学、郑江、杨宇宏。

五、本《标准》业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烟草专卖局批准，自公布

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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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叶评级员

国家职业标准

（报批稿）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烟叶评级员

1.2 职业编码

6-03-01-02

1.3 职业定义

运用视觉、触觉等感觉经验和感官分析技术，鉴定烟叶原料品质、评定烟叶购销

等级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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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自然散射光或模拟自然光的标准光源；常温；相对湿度 65%～75%；

部分场所粉尘、噪声。

1.6 职业能力特征

具有正常的视觉（色觉）、触觉（形体知觉）、嗅觉等功能；手指和手臂灵活；

具有准确的分析、判断、描述和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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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级/初级工不少于 100 标准学时；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不少于 120 标

准学时；二级/技师不少于 160 标准学时；一级/高级技师不少于 240 标准学时。

1.8.2 培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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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知识培训教师应具有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应从事本专业

教学 2年以上。

操作技能培训教师应具有一定的专业理论基础。培训五级/初级工、四级/中

级工、三级/高级工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二级/技师及以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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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二级/技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2年以上或相关专业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2

年以上，或担任全国烟草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含分技术委员会）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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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担任全国烟草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含

分技术委员会）委员。

1.8.3 培训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培训在标准教室进行；操作技能培训在配备有烟叶评级室、卷烟评

吸室、感官评价室、物理检测实验室、低温储藏库的场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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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在岗职工，拟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
1
工作。

（2）行业在岗职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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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关于申报条件中“相关职业”中“相关”的界定，暂以烟草行业农业领域的所属职业为限，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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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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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从事本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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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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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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评审主要针对二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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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中标注“★”的为操作的关键技能，如考生在操作技能考核

中未达到该技能要求的，则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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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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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技能考核若采用笔试、

机考等方式，则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10，若采用现场操作、模拟操作等

方式，则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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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为 90 分钟；操作技能考核时间：五级/初级工不少于 30 分

钟，四级/中级工不少于 40 分钟，三级/高级工不少于 50 分钟，二级/技师不少于

90 分钟，一级/高级技师不少于 120 分钟；综合评审时间不少于 45 分钟。

1.9.5 评价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和综合评审在标准教室进行；操作技能考核在烟叶工作现场、

模拟现场、实验室等场所进行。评价场所设备可根据需求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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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要求

2.1 通用知识

2.1.1 职业道德

（1）道德与社会主义道德。

（2）职业道德。

（3）行业共同价值观。

（4）行业愿景。

（5）行业使命。

（6）行业精神。

2.1.2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3）《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7）《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8）《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9）《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0）《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2.2 基础知识

2.2.1 农业基础知识

（1）气象学基础知识。

（2）土壤与肥料基础知识。

（3）植物学基础知识。

（4）栽培基础知识。

（5）调制基础知识。

（6）现代烟草农业。

http://doc.itfensi.com/hx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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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质量与标准化

（1）质量。

（2）标准化。

（3）烟叶质量标准。

2.2.3 烟草商品基础知识

（1）烟草商品学概述。

（2）烟草物流管理。

（3）烟草市场流通。

2.2.4 安全基础知识

（1）消防基本知识。

（2）烟叶生产与加工安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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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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

叶

生

产

1.1 烟 草

栽培

1.1.1 能识别主要育苗方式

1.1.2 能区分烟苗主要生育期

1.1.1 育苗的要求

1.1.2 育苗的主要方式

1.1.3 烟苗生育期的划分

1.1.4 大田管理的主要措施

1.1.5 大田生育期划分

1.2 烟 叶

调制

1.2.1 能判断烟叶大田成熟

程度

1.2.2 能指导采收、编烟和

装炕

1.2.3 能指导保管调制后的

烟叶

1.2.1 烟叶成熟特征

1.2.2 烟叶采收的要求与方法

1.2.3 编烟与装炕(炉)要求

1.2.4 调制后的烟叶堆放

2.

烟

叶

加

工

和

使

用

2.1 打 叶

复烤

2.1.1 能识别打叶复烤的各

工段

2.1.2 能识别打叶复烤中的

各类非烟物质

2.1.3 能剔除不列级烟叶

2.1.1 打叶复烤的工艺原理

2.1.2 打叶复烤的工艺流程

2.1.3 烟叶分选车间的环境

条件

2.1.4 非烟物质类型划分

2.1.5 不列级烟叶类型划分

2.2 评 吸

使用
2.2.1 能区分四种基本味觉

2.2.1 感觉器官在评吸中的

作用

2.2.2 评烟与吸烟的差别

3.

烟

叶

评

级

3.1 烟 叶

评级

3.1.1 能识别烟叶类型

3.1.2 能识别烟叶部位

3.1.3 能识别烟叶颜色

3.1.4 能识别烟叶组别

3.1.5 能识别烟叶级别代号

3.1.6 能识别烟叶工作中常

见级别

3.1.1 烟叶类型划分方法

3.1.2 烟叶组别划分方法

3.1.3 烟叶国标代号

3.1.4 烟叶级别划分方法

3.2 烟 叶

检验

3.2.1 能完成烟叶抽样

3.2.2 能完成烟叶扎把

3.2.3 能感官检验烟叶的适

宜含水率

3.2.1 烟叶抽样方法

3.2.2 烟叶验收规则

3.2.3 烟叶分级扎把的基本

要求

3.2.4 烟叶适宜含水率的判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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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烟

叶

收

购

与

质

量

管

理

4.1 烟 叶

收购

4.1.1 能指导农户分级

4.1.2 能按工作流程完成入

户预检

4.1.1 烟叶入户预检工作要求

4.1.2 烟叶入户预检流程

4.2 包 装

储运

4.2.1 能指导散烟入库

4.2.2 能指导烟叶成包

4.2.3 能指导烟包堆码

4.2.4 能填报烟叶库存报表

4.2.5 能指导烟叶装卸

4.2.1 烟叶包装技术要求

4.2.2 成包烟叶堆码要求

4.2.3 烟叶运输相关知识

4.2.4 烟叶库存报表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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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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

叶

生

产

1.1 烟 草

栽培

1.1.1 能识别常用肥料

1.1.2 能进行大田管理操作

1.1.3 能指导进行地膜覆盖

栽培

1.1.4 能识别主要病虫害

1.1.1 育苗的意义

1.1.2 育苗的技术

1.1.3 移栽技术

1.1.4 大田管理

1.1.5 地膜覆盖栽培技术要点

1.1.6 主要病虫害

1.2 烟 叶

调制

1.2.1 能识别烟叶调制的主

要阶段

1.2.2 能识别调制不当烟叶

1.2.1 烟叶调制基本原理

1.2.2 烘烤主要阶段的温湿

度要求

1.2.3 调制不当烟叶的种类

与特征

1.2.4 烟叶调制过程外观变化

2.

烟

叶

加

工

和

使

用

2.1 打 叶

复烤

2.1.1 能检验烟叶含梗率

2.1.2 能检验杂物

2.1.3 能完成在线检测常规

项目取样

2.1.1 打叶复烤主要工序的

目的、作用和质量要求

2.1.2 打叶复烤的工艺任务

和条件

2.1.3 在线检测常规项目取

样点

2.1.4 烟叶含梗率的检验方法

2.2 评 吸

使用

2.2.1 能完成评吸前的准备

工作

2.2.2 能用局部循环和整体

循环评吸单料烟

2.2.1 卷烟的燃烧过程

2.2.2 评吸的基本方法

2.2.3 烟叶评吸的环境条件

和评吸前准备工作

3.

烟

叶

评

级

3.1 烟 叶

评级

3.1.1 能识别烟叶部分品质

因素档次

3.1.2 能判定烟叶实物标样

的等级

3.1.1 烟叶品质因素规定

3.1.2 烟叶部分品质因素的

识别方法

3.2 烟 叶

检验

3.2.1 能根据等级质量检验

的要求选择检验环境

3.2.2 能计算等级合格率

3.2.3 能感官判断烟叶水

分、砂土率

3.2.1 烟叶检验基本知识

3.2.2 烟叶等级检验的环境

3.2.3 烟叶水分、砂土率检

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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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烟

叶

收

购

与

质

量

管

理

4.1 烟 叶

收购

4.1.1 能指导初分预检

4.1.2 能完成初验与编码

4.1.1 初分预检注意事项

4.1.2 烟叶初验与编码工作

要求

4.2 包 装

储运

4.2.1 能指导烟叶安全保管

4.2.2 能编制烟叶库存台帐

4.2.1 烟叶安全保管要求

4.2.2 烟叶报表编制要求

4.3 烟 叶

质量控制

4.3.1 能判断预检烟叶质量

4.3.2 能判断挑选环节烟叶

质量

4.3.3 能对等级质量检验结

果提出处理建议

4.3.1 烟叶预检质量判断方法

4.3.2 烟叶挑选质量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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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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

叶

生

产

1.1 烟 草

栽培

1.1.1 能依据肥料特点施用

肥料

1.1.2 能识别主要植烟土壤

类型

1.1.3 能识别烤烟、白肋烟、

香料烟

1.1.4 能识别常见病虫害

1.1.1 烟草平衡施肥原则及

方法

1.1.2 主要营养元素的作用

1.1.3 土壤的主要类型

1.1.4 烤烟、白肋烟、香料

烟田间特征比较

1.1.5 常见病虫害

1.2 烟 叶

调制

1.2.1 能识别各类调制设备

1.2.2 能分析烟叶调制不当

的原因

1.2.1 各类烟叶调制设备

1.2.2 烟叶调制特性

1.2.3 烤坏烟叶原因分析

2.

烟

叶

加

工

和

使

用

2.1 打 叶

复烤

2.1.1 能检测回潮来料、回

潮后、润叶后和复烤后的烟叶

水分

2.1.2 能检测回潮后、润叶

后、复烤后的烟叶温度

2.1.3 能检测烟叶烤后叶中

含梗率、梗中含叶率、大中片率

2.1.4 能检验烤后片烟质量

均匀度

2.1.1 烟叶含水率检测方法

2.1.2 烟叶温度检测方法

2.1.3 烤后烟叶叶中含梗

率、梗中含叶率，叶片结构检

测方法

2.1.4 片烟质量均匀度检测

方法

2.2 评 吸

使用

2.2.1 能评吸判定烤烟、白

肋烟、香料烟

2.2.1 烟叶原料质量与卷烟

生产的关系

2.2.2 烤烟、白肋烟、香料

烟叶内在质量特点

2.2.3 提高烟叶安全性的主

要措施

2.2.4 单料烟评吸

3.

烟

叶

评

级

3.1 烟 叶

评级

3.1.1 能判断品质因素的档次

3.1.2 能判定本企业烟叶的

等级

3.1.1 分组因素与烟叶质量

的关系

3.1.2 分级因素与烟叶质量

的关系

3.2 烟 叶

检验

3.2.1 能现场检验烟叶等级

3.2.2 能室内检验烟叶品质

3.2.1 烟叶等级现场检验方法

3.2.2 烟叶品质室内检验方法

3.3 实 物

样品

3.3.1 能按国家标准规定准

备烟叶样品原料

3.3.2 能按规范保管使用仿

制标样

3.3.1 制定烟叶实物样品的

意义

3.3.2 烟叶实物样品的种类

3.3.3 烟叶标准样品的选料

3.3.4 烟叶样品的使用与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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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烟

叶

收

购

与

质

量

管

理

4.1 烟 叶

收购

4.1.1 能编写烟站烟叶收购

工作方案

4.1.2 能使用烟叶收购信息

管理系统

4.1.3 能分析收购数据

4.1.4 能起草烟叶收购工作

报告

4.1.1 烟叶收购工作方案编

写要求

4.1.2 烟叶收购信息管理系

统基本知识

4.1.3 收购数据分析方法

4.1.4 烟叶收购工作情况报

告内容与要求

4.1.5 烟叶收购合同、纪律

等有关制度规定

4.2 包 装

储运

4.2.1 能识别仓储害虫

4.2.2 能提出防霉、防虫、

防火等烟叶安全保管技术措施

4.2.1 烟叶霉变与控制

4.2.2 烟叶水分控制

4.2.3 烟叶仓库温湿度管理

方法

4.2.4 烟叶主要仓储害虫

4.3 烟 叶

质量控制

4.3.1 能设计烟叶等级质量

管理方案

4.3.2 能提出烟叶质量管理

目标

4.3.3 能撰写烟叶等级质量

检验报告

4.3.1 烟叶质量过程控制与

管理

4.3.2 烟叶等级质量分析报

告写作要求

4.4 烟 叶

质量监督

4.4.1 能对等级质量问题进

行分析处理

4.4.2 能实施烟叶质量监督

4.4.1 质量异常情况及处理

办法

4.4.2 烟叶等级质量监督组

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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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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

叶

生

产

1.1 烟 草

栽培

1.1.1 能制订烟田水分管理

方案

1.1.2 能制订烟田异常情况

的处置预案

1.1.3 能提出主要病虫害的

防治方案

1.1.4 能检测烟草种子质量

1.1.1 烟田水分管理

1.1.2 烟田异常现象、预警

及处置

1.1.3 烟草病虫害综合防治

1.1.4 烟草种子质量标准

1.2 烟 叶

调制

1.2.1 能判断不同条件成熟

烟叶

1.2.2 能确定适宜采收时间

1.2.3 能判断调制过程中烟

叶变黄和干燥程度

1.2.4 能制订特殊烟叶调制

方案

1.2.1 烟叶成熟过程与烟叶

质量的关系

1.2.2 烟叶在调制过程中的

变化规律

1.2.3 特殊烟叶的调制特性

及要点

2.

烟

叶

加

工

和

使

用

2.1 打 叶

复烤

2.1.1 能检测解把率

2.1.2 能检测叶片结构

2.1.3 能检测长梗率

2.1.4 能检测梗中含叶率

2.1.5 能用烘箱法检测水分

2.1.1 回透率、解把率、散

把率、叶片结构、梗中含叶率、

叶中含梗率、长梗率、含杂率、

装箱密度等项目的检测方法

2.1.2 各工序烟叶温度检测

方法

2.1.3 各工序烟叶水分检测

方法

2.1.4 片烟成品主要化学成

分检测方法

2.2 评 吸

使用

2.2.1 能评吸判定烟叶类

型、烤烟部位

2.2.2 能判定不同部位烟叶

在配方中的作用

2.2.1 烤烟不同部位的内在

质量特点

2.2.2 烤烟不同产区的内在

质量特点

2.2.3 烤烟主要香型划分

2.2.4 卷烟叶组配方特点

2.2.5 卷烟叶组配方结构

2.2.6 烟气的主要化学成分

2.2.7 烟气中的主要有害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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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烟

叶

评

级

3.1 烟 叶

评级

3.1.1 ★
2
能判定不同区域烟

叶的等级

3.1.2 ★能判定不同类型烟

叶的等级

3.1.3 能表述烟叶定级的依据

3.1.4 ★能判定部位特征不

明显烟叶的等级

3.1.5 ★能判定特殊条件下

生产烟叶的等级

3.1.1 不同区域烟叶的外观

特征

3.1.2 不同类型烟叶国家标

准分组分级因素的比较

3.1.3 烟叶生产与分级关系

3.1.4 特殊烟叶的等级判定

3.2 烟 叶

检验

3.2.1 能用仪器检验烟叶水

分、砂土率

3.2.2 能检验熄火烟叶

3.2.3 能记录烟叶检验结果

3.2.1 质量检验知识

3.2.2 烟叶仪器检验方法

3.2.3 熄火烟检验方法

3.3 实 物

样品

3.3.1 能分限配把、制作烟

叶标准样品

3.3.2 能编制烟叶样品使用

规范

3.3.1 烟叶标准样品的制定

3.3.2 烟叶样品管理与使用

4.

烟

叶

收

购

与

质

量

管

理

4.1 烟 叶

收购

4.1.1 能预测收购量及大等

级结构

4.1.2 能分析收购数据并提

出改进建议

4.1.1 烟叶工作站建设标准

4.1.2 收购量及等级结构预

测方法

4.2 烟 叶

质量控制

4.2.1 能分析烟叶质量的控

制关键环节

4.2.2 能分析和评价产地烟

叶等级质量

4.2.1 烟叶质量控制方法

4.2.2 烟叶等级质量检验报

告撰写要求

4.3 烟 叶

质量监督

4.3.1 能独立完成抽包取

样、甩把定级

4.3.2 能编制本单位烟叶质

量监督方案

4.3.3 能组织实施等级质量

监督检查

4.3.1 烟叶质量监督检查方法

5.

技

术

指

导

与

研

究

创

新

5.1 技 术

指导

5.1.1 能现场传授分级技术

5.1.2 能编写实施烟叶评级

教案

5.1.3 能制定技能培训方案

5.1.4 能制作多媒体课件

5.1.1 培训的基础知识

5.1.2 常用的培训方法

5.1.3 教育学基础知识

5.2 研 究

创新

5.2.1 能总结工作中的技术

创新

5.2.2 能撰写专业论文

5.2.1 技术工作总结撰写方

法

5.2.2 论文写作基本知识

2标注“★”为操作的关键技能，如考生在操作技能考核中未达到该技能要求的，则操作技能考核成绩为不合

格，下同。



-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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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

叶

生

产

1.1 烟 草

栽培

1.1.1 能分析不同生产区域

环境条件对烟叶内在与外观质

量的影响

1.1.2 能针对客户品牌需求

选用适宜品种，集成先进适用

技术，设计生产技术方案

1.1.1 优良烤烟品种的特征

特性

1.1.2 选用适宜烟叶品种的

原则

1.1.3 烟叶生产与环境

1.1.4 不同生产区域环境条

件下的烟叶生产差异及质量特点

1.2 烟 叶

调制

1.2.1 能分析调制后烟叶内

在与外观品质特征形成原因

1.2.2 能处理调制过程中烟

叶异常变化

1.2.1 烟叶成熟采收的生理

生化变化

1.2.2 烟叶调制过程的生理

生化变化

1.2.3 烟叶调制过程中的异

常变化

2.

烟

叶

加

工

和

使

用

2.1 打 叶

复烤

2.1.1 能分析打叶复烤后烟

叶的质量变化及原因

2.1.2 能分析烟叶醇化过程

中的内在与外观质量变化及原因

2.1.1 影响打叶复烤加工质

量的因素

2.1.2 打叶复烤后烟叶质量

变化规律

2.1.3 烟叶醇化过程中的质

量变化

2.2 评 吸

使用

2.2.1 能用排序法评吸判定

单料烟部位、香气浓度、劲头等

2.2.2 能用排序法评吸判定

卷烟内在质量优劣

2.2.1 烟叶内在质量定量检

验法

2.2.2 卷烟感官质量技术要求

2.2.3 改善卷烟安全性的发

展方向

2.2.4 卷烟降焦减害的农业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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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烟

叶

评

级

3.1 烟 叶

评级

3.1.1 ★能识别国内典型产

地区域的特色烟叶

3.1.2 能识别国内主栽特色

品种烟叶外观特征

3.1.3 能诊断烟叶外观特征

形成原因

3.1.4 能提出烟叶评级及相

关标准制(修)订方案

3.1.1 国内特色烟叶质量特

点和外观质量特征

3.1.2 国外烤烟等级标准介绍

3.1.3 文字标准编写基本要求

3.1.4 标准化法、产品质量

法的相关要求

3.2 实 物

样品

3.2.1 ★能用感官分析方法

制作烟叶单品质因素分档的教

学样品

3.2.2 ★能熟练抽包取样、

分限配把，现场制作烟叶指导

样品

3.2.3 ★能独立制作、评审

烟叶分级分限实物样品

3.2.4 能编制烟叶评级实验

室建设方案

3.2.1 烟叶标准样品制作

3.2.2 烟叶标准样品评审

3.2.3 烟叶评级实验室建设

要求

4.

烟

叶

收

购

与

质

量

管

理

4.1 烟 叶

收购

4.1.1 能分析本企业现有收

购流程并提出优化方案

4.1.2 能熟练完成抽包取

样、甩把定级

4.1.1 信息化管理基础知识

4.1.2 烟叶收购管理要求

4.2 烟 叶

质量控制

4.2.1 能针对用户需求提出

烟叶质量改进方案

4.2.2 能分析烟叶等级质量

检查数据并提出改进方案

4.2.1 烟叶质量改进措施与

方法

4.2.2 常见质量管理模式

4.2.3 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编写

4.3 烟 叶

质量监督

4.3.1 能编写烟叶质量管理

标准体系文件

4.3.1 国家商品质量检验法规

4.3.2 烟叶工商交接等级质

量监督

5.

技

术

指

导

与

研

究

创

新

5.1 技 术

指导

5.1.1 能组织实施针对分级

技师的烟叶评价与质量管理专

题培训

5.1.2 能指导分级技师完成

实验及论文写作

5.1.1 培训评估

5.1.2 烟叶技术推广方案设计

5.2 研 究

创新

5.2.1 能组织专项烟叶质量

技术创新调研，撰写调研报告

5.2.1 创造学基础知识

5.2.2 创新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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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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用知识 7 7 7 6 6

专业基础知识 18 13 13 9 9

相关

知识

要求

烟叶

生产

烟草栽培 10 10 5 4 4

烟叶调制 5 5 5 4 4

烟叶

加工

和使

用

打叶复烤 10 10 5 3 3

评吸使用 5 5 5 4 4

烟叶

评级

烟叶评级 20 25 20 15 10

烟叶检验 10 5 10 10 -

实物样品 - - 5 5 5

烟叶

收购

与质

量管

理

烟叶收购 10 10 10 15 15

包装储运 5 5 5 - -

烟叶质量

控制
- 5 5 5 10

烟叶质量

监督
- - 5 5 10

技术

指导

与研

究创

新

技术指导 - - - 8 10

研究创新 - - - 7 1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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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技能要求权重表

根据认定对象所从事工作性质，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的

操作技能考核分农业、工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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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农

业

工

业

农

业

工

业

农

业

工

业
- -

技能

要求

烟叶

生产

烟草栽培 10 - 10 - 5 - 5
10

烟叶调制 10 - 10 - 5 - 5

烟叶

加工

和使

用

打叶复烤 - 10 - 10 - 5 5

10
评吸使用 - 10 - 10 - 5 5

烟叶

评级

烟叶评级 35 35 30 30 30 30 20

45烟叶检验 15 15 15 15 15 15 5

实物样品 - - - - 5 5 10

烟叶

收购

与质

量管

理

烟叶收购 20 20 15 15 15 15 15

20

包装储运 10 10 10 10 5 5 -

烟叶质量

控制
- - 10 10 15 15 10

烟叶质量

监督
- - - - 5 5 5

技术

指导

与研

究创

新

技术指导 - - - - - - 5

15
研究创新 - - - - - - 1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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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关知识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