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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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职业技能鉴定提供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国情，贯彻新发展

理念，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需要，强化工匠精神和敬业精神，建立以职业活动

为导向、以职业能力为核心的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体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组织有关

专家，制定了《重冶火法冶炼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以下简称《标准》）。

一、本《标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 年版）》为依据，严格按

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编制技术规程（2018 年版）》有关要求，以“职业活动为导向、

职业技能为核心”为指导思想，对重冶火法冶炼工从业人员的职业活动内容进行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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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有关规定将本职业分为五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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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订内容主要有以下变化：

——充分考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对本职业的影响，完善了技能要求和相关知

识要求。

——具有根据科技发展进行调整的灵活性和实用性，符合培训、鉴定和就业工作的

需要。

——顺应时代和社会要求，强化有色金属冶炼安全及环境保护的技能要求和相关知

识要求。

在工作要求和权重表方面，本次修订内容主要有以下变化：

——对标准的内容结构、格式要求进行了整体修订，在职业功能、工作内容等方面

增加了部分内容。

——申报条件参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编制技术规程》进行了整体修订。

——对职业功能和工作内容进行了重新划分，对技能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进行了修

订完善，每个等级的职业功能不少于 4项，每项职业功能、工作内容和技能要求包含 2

项或 2项以上内容。

——对权重表进行了修订，调整各等级理论知识、技能要求权重。

三、本《标准》由有色金属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组织专家和实际工作者共同

完成。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参与起草单位：有色金属行



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主要起草人有：顾明杰，参与起草人有：张铮、陈昪、张淮。

四、本《标准》主要审定单位有：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冶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营方圆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湖南水口山有色

金属集团有限公司、云南铜业高级技工学校、有色金属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主

要审定人员有：吴理鹏、陈胜利、赵祥林、马登峰、王浩宇、肖康、赵振波、翟爱萍、

郭树东、关甫江、魏传栋、郑菊初、李旭坤、谢承杰、王南、郑伟、王翰峰。

五、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得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葛恒

双、张灵芝等专家及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冶有色金属集

团控股有限公司、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白银

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营方圆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湖南水口山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

司、云南铜业高级技工学校、北京诺斐释真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有色金属行业职业技能

鉴定指导中心等单位的指导和大力支持，在此一并感谢。

六、本《标准》业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准，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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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冶火法冶炼工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2020 年版）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重冶火法冶炼工①

1.2 职业编码

6-17-05-03

1.3 职业定义

操作冶金炉窑等设备，熔炼、分离炉料中铜、铅、镍等重有色金属与脉石，或将粗

金属除去杂质提纯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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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粉尘、噪声、有毒有害。

1.6 职业能力特征

具有一般智力、表达能力、计算能力；有一定的空间感和形体知觉；手指和手臂灵

活，动作协调，能迅速、准确地完成规定的操作。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初中毕业(或相当文化程度)。

1.8 培训参考学时

初级工 40 学时，中级工 60 学时，高级工 80 学时，技师 100 学时，高级技师 120

学时。（取得上一等级后培训累计学时）

①本职业技能标准不区分具体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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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职业技能等级鉴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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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①工作 1年（含）以上。

（2）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学徒期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6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②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

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专业或

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髙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5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

髙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

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经评估论证、

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

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

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含）

以上。

相关职业包含电解精炼工、重冶湿法冶炼工、重冶备料工、重金属物料焙烧工、贵金属冶炼工、硫

酸生产工、工业废水处理工等，下同。

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包含有色冶金技术、有色冶金设备应用技术、冶金工程、有色金属冶金、新能源

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化学工程与工艺等，下同。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3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髙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的髙级技

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年（含）以上；或取得本

职业或相关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

（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

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1.9.2 鉴定方式

可分为理论知识考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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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监考人员、考评人员和考生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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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且考评人员为 3人以上单数；综合

评审委员为 3人以上单数。

1.9.4 鉴定时间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90 分钟；技能考核时间：初级不少于 20 分钟，中级、高

级不少于 30 分钟，技师、高级技师不少于 50 分钟；综合评审时间不少于 15 分钟。

1.9.5 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或计算机机房里进行；技能操作考核在工作场所、模拟工

作场所等进行，具备满足鉴定所需的装备、工具、劳保用具和安全设施；综合评审在配

备必要设备的场所等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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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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爱党，爱厂爱岗，勤奋敬业，尽职尽责。

（2）勤于学习，勇于创新，精通业务，效率优先。

（3）安全至上，科学管理，遵章守纪，廉洁自律。

（4）文明礼貌，优质服务，崇尚先进，团结进取。

2.2 基础知识

2.2.1 基础理论知识

（1）铜、铅、锌、镍等主要重金属及其合金的物理化学性质。

（2）铜、铅、锌、镍等主要重金属及其合金的主要化合物性质。

（3）铜、铅、锌、镍等主要重金属及其合金的用途及产销。

（4）铜、铅、锌、镍等主要重金属的矿物、矿石及精矿的组成和分类。

（5）铜、铅、锌、镍等主要重金属及其合金的冶炼工艺知识。

2.2.2 重有色金属冶金原理基础知识

（1）冶金炉渣基础知识。

（2）硫化物的火法冶金基础知识。

（3）氧化物的还原反应基础知识。

（4）化合物的离解——生成反应基础知识。

（5）粗金属的火法精炼基础知识。

2.2.3 安全环保、职业健康知识

（1）劳动保护知识。

（2）安全操作知识。

（3）环境保护知识。

（4）职业健康防护知识。

2.2.4 质量管理知识

（1）全面质量管理基础知识。

（2）质量管理体系基础知识。

2.2.5 设备、设施维护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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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冶金炉窑及设施维护基础知识。

（2）机电设备维护基础知识。

（3）耐火材料基础知识。

（4）常规仪表控制系统基础知识

2.2.6 相关法律、法规基础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相关知识。

（4）《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相关知识。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相关知识。

（6）《中国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相关知识。

（7）《中国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的相关知识。

（8）《中国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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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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师和一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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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炉

1.1 开炉准

备

1.1.1 能按要求准备好开炉材料

1.1.2 能按设备单体及联动试车方案要

求进行系统单体试车

1.1.1 开炉前准备工作知

识

1.1.2 定量给料机、皮带

运输机等设备试车程序

1.2 烘炉

1.2.1 能监控炉体关键部位温度

1.2.2 能按照烘炉方案并进行升温操

作

1.2.1 炉窑升温要求

1.2.2 烘炉方案知识

1.3 试生产

1.3.1 能读懂试生产方案

1.3.2 能根据试生产方案进行试生产

操作

1.3.3 能按照要求进行相关设备的单

体及联动试车

1.3.1 试生产方案

1.3.2 试进料、试排放等

试生产相关操作知识

1.3.3 风、氧、油、煤、

气、汽等系统联动试车确认

2.火法

冶炼

2.1 进料

2.1.1 能做好进料前的准备工作

2.1.2 能按有关采样规程采集原辅材

料样品

2.1.3 能按技术操作规程要求完成进

料

2.1.1 进料前准备工作内

容

2.1.2 原辅材料样品采集

方法相关知识

2.1.3 进料操作要求内容

2.2 火法冶

炼

2.2.1 能按技术操作规程进行火法冶

炼作业

2.2.2 能填写各种生产原始记录及设备

运行记录

2.2.1 连续进料、测量渣

面等火法冶炼操作知识

2.2.2 原始记录及运行记

填写要求

2.3 产出

2.3.1 能按技术操作规程进行产出物放

出及停止作业

2.3.2 能按采样规程采集产出样品

2.3.1 产出物排放及堵口

操作程序

2.3.2 产出物采样方法及

防护措施

3.安全

环保

3.1 安全操

作

3.1.1 能够熟记安全操作规程

3.1.2 能够按照安全操作规程操作

3.1.1 本岗位危险危害因

素辨识

3.1.2 操作规范及动作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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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 能 要 求 相关知识要求

3.2 安全保

护与环保

3.2.1 能够正确穿戴劳动保护用品

3.2.2 能够正确使用安全防护用品

3.2.3 能正确使用生产现场安全消防及

环保等设备设施

3.2.1 劳动保护用品穿戴

要求

3.2.2 安全防护设施使用

规范

3.2.3 消防、环保设备设施

操作规范及要求

3.3 职业健

康

3.3.1 能够熟记岗位职业危害种类

3.3.2 能够做好岗位职业危害防护

3.3.1 职业危害基础知识

3.3.2 职业危害防护知识

4.设备

维护及

保养

4.1 设备维

护

4.1.1 能够按要求对设备卫生进行清

理

4.1.2 能够对设备进行维护

4.1.1 设备卫生清扫要求

及规范

4.1.2 设备维护方法及周

期相关知识

4.2 设备点

检

4.2.1 能按要求进行设备点检并做好

记录

4.2.2 能够辨识设备一般故障

4.2.1 设备点检及周期相

关知识

4.2.2 设备一般故障判断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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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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炉

1.1 开炉准

备

1.1.1 能按设备单体及联动试车方案指

令要求进行系统联动试车

1.1.2 能判定各系统试车是否正常

1.1.3 能判定是否具备开炉条件

1.1.1 设备单体及联动试

车方法

1.1.2 设备试车要求

1.1.3 开炉前水、电、风、

氧、油、煤等系统条件确认

1.2 烘炉

1.2.1 能按开炉方案组织进行烘炉准

备工作

1.2.2 能根据开炉方案和升温曲线进

行升温操作

1.2.1 开炉方案及烘炉准

备知识

1.2.2 炉窑升温曲线要求

1.3 试生产

1.3.1 能按开炉方案组织进行试生产

操作

1.3.2 能判定试生产是否正常并及时

调整

1.3.1 炉窑试生产温度、

压力等作业参数调控相关知

识

1.3.2 炉窑试生产故障与

处理

2.火法

冶炼

2.1 进料

2.1.1 能组织做好进料前的准备工作

2.1.2 能按要求配料

2.1.3 能使用计量设备对物料进行计

量

2.1.4 能读懂化验分析单

2.1.1 进料前生产物资及

应急物资准备要求

2.1.2 原辅材料的化学成

分、性质及用途

2.1.3 计量设施的使用方

式

2.1.4 化验分析单表述内

容

2.2 火法冶

炼

2.2.1 能判定是否具备进、停料条件

2.2.2 能够按技术操作规程组织火法

冶炼作业

2.2.3 能判定各种运行参数是否正常，

并及时调整

2.2.1 炉窑进、停料条件

2.2.2 技术操作规程

2.2.3 生产温度、炉压、加

料量等作业参数调控方法

2.3 产出

2.3.1 能判定是否具备产出物放出及

停止条件

2.3.2 能按技术操作规程组织进行产出

物放出及停止作业

2.3.1 产出物放出条件相

关知识

2.3.2 产出物放出操作知

识

3.洗、

停炉

3.1 洗炉
3.1.1 能按洗炉方案准备相应物资

3.1.2 能按洗炉方案进行洗炉操作

3.1.1 洗炉物资准备要求

3.1.2 洗炉作业温度控

制、排放操作

3.2 停炉

3.2.1 能按停炉方案做好各项准备工

作

3.2.2 能按停炉方案进行停炉作业

3.2.1 停炉前应急物资及

生产物资的准备要求

3.2.2 停炉后降温幅度控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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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 能 要 求 相关知识要求

制要求

4.炉体

检修

4.1 炉体检

修

4.1.1 能使用工器具进行炉体拆除

4.1.2 能配合进行筑炉及相关设施的

检修

4.1.1 检修工器具的使用

规范

4.1.2 附属设施检修安全

注意事项、质量要求等相关

知识

4.2 检修验

收

4.2.1 能对照检修要求进行附属设备

设施进行检修质量验收

4.2.2 能对附属设备设施检修不合格

的内容提出整改意见

4.2.1 附属设施检修质量

验收要求

4.2.2 附属设施检修不合

格项处理方法

5.安全

环保

5.1 安全操

作

5.1.1 能判定作业现场是否处于安全

状态

5.1.2 能组织开展岗位安全教育

5.1.3 能配合进行安全事故分析和事

故调查

5.1.1 安全状态判定要求

5.1.2 岗位事故案例、动

作要求、事故预防

5.1.3 安全事故调查及分

析步骤

5.2 安全保

护及环保

5.2.1 能辨识岗位危险危害因素并防

止伤害

5.2.2 能使用相关设备设施控制烟气、

粉尘、噪音等污染

5.2.3 能按安全应急预案操作

5.2.1 岗位危险危害因素

辨识及预防

5.2.2 环保设备设施的使

用规范

5.2.3 应急预案操作知识

5.3 职业健

康

5.3.1 能够辨识岗位职业危害种类

5.3.2 能够熟记岗位职业危害防护措施

5.3.1 职业健康基础知识

5.3.2 职业危害防护措施

知识

6.设备

维护及

保养

6.1 设备维

护

6.1.1 能根据设备运行状况判断确认

维护周期

6.1.2 能根据设备运行状况制定维护

措施

6.1.1 设备维护周期的规

范要求

6.1.2 设备维护措施及要

求制定的相关知识

6.2 设备点

检

6.2.1 能定期对关键设备进行点检

6.2.2 能够辨识设备的常见故障

6.2.1 关键设备点检周期

和方法

6.2.2 设备常见故障的判

断方法

7.故障

判断及

处理

7.1 工艺故

障处理

7.1.1 能判断常见工艺参数是否正常

7.1.2 能对常见工艺故障进行处理

7.1.1 水冷系统流量、温

度及炉况等常见工艺参数判

断方法

7.1.2 常见工艺故障处理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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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 能 要 求 相关知识要求

7.2 设备故

障处理

7.2.1 能判断设备运行状况是否正常

7.2.2 能判断仪表控制系统是否正常

7.2.1 设备运行状况判断

方法

7.2.2 仪表、控制系统运

行状态判断方法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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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炉

1.1 开炉准备

1.1.1 能判定单体及联动试车是否正

常并进行调整

1.1.2 能判定是否具备开车条件并调整

1.1.1 单体及联动试车要

求

1.1.2 技术操作规程

1.2 烘炉

1.2.1 能检查、监督烘炉过程

1.2.2 能判定炉体变化是否正常并进

行调整

1.2.1 烘炉过程温度、熔体

面等控制参数

1.2.2 烘炉过程炉体膨胀、

挂渣等要求

1.3 试生产

1.3.1 能判定是否具备试生产条件

1.3.2 能组织进行试生产操作

1.3.3 能判定试生产是否正常并进行

调整

1.3.1 水、电、风、氧、

油等系统条件确认

1.3.2 试生产过程中温

度、压力等生产参数的控制

要求

1.3.3 试生产过程控制及

异常状况处理

2.火

法冶

炼

2.1 进料

2.1.1 能组织进行配料、进料作业

2.1.2 能判定配料、进料计量设施是否

计量准确

2.1.1 配料过程计算及应

用

2.1.2 配料设施校准规范

2.2 火法冶炼

2.2.1 能组织各岗位的生产作业

2.2.2 能根据原料情况变化调整工艺

参数

2.2.3 能判定生产是否正常并进行调

整

2.2.1 生产系统物料平衡

计算方法

2.2.2 原料变化对炉况控

制影响

2.2.3 生产过程中异常状

况判断及调整

2.3 产出

2.3.1 能判定产出是否正常并及时调

整或停止

2.3.2 能初步判定产出物是否合格

2.3.1 产出物化学成分判

定要求及调整方式

2.3.2 产出物质量规范

3.洗、

停炉

3.1 洗炉作业
3.1.1 能组织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3.1.2 能组织进行洗炉作业及应急处理

3.1.1 洗炉前生产物资及

应急物资准备要求

3.1.2 洗炉作业控制要求

及应急处理

3.2 停炉作业
3.2.1 能组织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3.2.2 能组织进行停炉作业

3.2.1 停炉前生产物资及

应急物资准备要求

3.2.2 停炉后的降温控制

规范

4.炉

体检
4.1 炉体检修

4.1.1 能根据检修方案进行炉体检修

作业

4.1.1 检修方案要求

4.1.2 拆炉作业步骤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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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 能 要 求 相关知识要求

修 4.1.2 能组织进行拆炉作业

4.1.3 能熟记炉体主要技术参数

器具使用规范

4.1.3 炉体基础知识

4.2 检 修 验

收

4.2.1 能制定附属设施检修要求

4.2.2 能针对附属设施检修不合格项

制定整改措施

4.2.1 附属设施检修要求

编制

4.2.2 附属设施检修不合

格项整改方式

5.安

全环

保

5.1 安全技术

操作

5.1.1 能组织对岗位进行安全检查，并

根据存在的隐患提出整改意见

5.1.2 能组织对一般的安全事故进行

分析，并制定预防措施

5.13 能组织实施应急预案

5.1.1 岗位隐患排查及整

改

5.1.2 一般安全事故分析

方法及预防

5.1.3 应急预案要求

5.2 安全保护

及环保

5.2.1 能熟记安全环保设施的国家规

范

5.2.2 能判断安全环保设施的运行状

况

5.2.1 环保设施国家规范

5.2.2 环保设施运行判断

6.设

备维

护及

保养

6.1 设备维护
6.1.1 能读懂岗位设备结构图纸

6.1.2 能指导有关人员进行设备维护

6.1.1 设备结构图

6.2.1 设备点检维护要求

6.2 设备点检

6.2.1 能根据设备的重要性制定点检

周期及内容

6.2.2 能根据设备点检结果提出设备

检修、更换计划建议

6.2.1 设备点检周期及规

范

6.2.2 设备点检及检修周

期

7. 故

障判

断及

处理

7.1 工艺故障

处理

7.1.1 能组织处理常见工艺故障，并提

出整改意见

7.1.2 能发现特殊工艺故障

7.1.1 常见工艺故障处理

程序

7.1.2 特殊故障辨别要求

7.2 设备故障

处理

7.2.1 能组织处理常见设备故障，并提

出整改意见

7.2.2 能对特殊故障提出检修意见

7.2.1 常见设备故障处理

程序

7.2.2 设备特殊故障处理

方案

8.生

产管

理

8.1 质量管理

8.1.1 能进行质量管理、抽查等工作

8.1.2 能根据产品的质量检测结果调

控参数

8.1.1 技术质量管理规定

8.1.2 产品质量调控方法

8.2 生产管理

8.2.1 能进行生产组织管理工作

8.2.2 能判断各系统匹配化程度，并根

据生产负荷及控制参数调整建议

8.2.1 生产组织管理规定

8.2.2 生产系统调控方法

9. 培

训与

指导

9.1 理论培训

9.1.1 能对初、中级工进行本岗位知识

培训

9.1.2 能对岗位培训教材提出优化修

9.1.1 安全、环保、生产、

技术

9.1.2 培训教材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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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 能 要 求 相关知识要求

改建议

9.2 生产指导
9.2.1 能指导岗位生产操作

9.2.2 能对岗位人员操作进行评价

9.2.1 岗位生产操作规范

9.2.2 岗位操作规范及动

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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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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炉

1.1开炉准备
1.1.1 能编制单体及联动试车方案

1.1.2 能组织进行单体及联动试车

1.1.1 单体及联动试车方

案编制要求

1.1.2 单体及联动试车试

车要求

1.2 烘炉
1.2.1 能制定开炉烘炉方案

1.2.2 能组织实施开炉操作

1.2.1 开炉方案编制要求

1.2.2 开炉操作、温度、

压力等控制

1.3 试生产
1.3.1 能编制配料、试生产方案

1.3.2 能组织实施试生产操作

1.3.1 配料、试生产、方案

编制要求

1.3.2 试生产操作的温

度、进料量、炉压等控制

2.

火法

冶炼

2.1 进料
2.1.1 能制定入炉物料配料单

2.1.2 能判定原料成分是否符合要求

2.1.1 配料计算、配料流程

2.1.2 原料处理规范

2.2火法冶炼

2.2.1 能根据原料变化情况调整工艺

参数

2.2.2 能运用排列图、因果图等简单的

统计方法进行初步的数据分析，并提出改

进措施

2.2.1 原料状况调整工艺

参数

2.2.2 排列图、因果图等

统计方法应用

3.停

炉

3.1 洗炉
3.1.1 能编制洗炉方案

3.1.2 能组织实施洗炉作业

3.1.1 洗炉方案编制要求

3.1.2 洗炉过程温度、液

面、压力控制

3.2 停炉
3.2.1 能编制停炉方案

3.2.2 能组织实施停炉作业

3.2.1 停炉方案编制要求

3.2.2 停炉操作的温度、

压力等控制

4.

炉体

检修

4.1 炉体检

修

4.1.1 能判定冶金炉窑及其附属设施

需检修的部位

4.1.2 能按要求检查炉体砌筑质量

4.1.3 能提出炉体改进优化建议

4.1.1 冶金炉窑运行状况、

炉体循环水温度控制、附属

设施运行状况判断

4.1.2 炉体砌筑的相关知

识

4.1.3 炉体结构及工艺改

进

4.2 检修验

收

4.2.1 能制定炉体检修验收要求

4.2.2 能对炉体检修进行验收

4.2.1 炉体检修验收要求

制定

4.2.2 炉体检修验收相关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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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 能 要 求 相关知识要求

5.

安全

环保

5.1安全技术

操作

5.1.1 能组织对系统进行安全检查，并

根据存在的隐患提出整改意见

5.1.2 能编制岗位安全操作规程

5.1.1 安全环保要求

5.1.2 岗位安全操作规程

编制要求

5.2安全保护

及环保

5.2.1 能根据生产现状判断安全环保

运行状况

5.2.2 能根据生产及安全环保现状提

出改进措施

5.2.1 安全环保设施规范

5.2.2 安全环保设施改进

方法

6.

故障

判断

及处

理

6.1工艺故障

6.1.1 能根据工艺参数变化情况及时

调整作业参数

6.1.2 能编制岗位应急处置程序

6.1.1 工艺参数变化与调

整

6.1.2 岗位应急处置程序

编制要求

6.2设备故障

6.2.1 能根据温度、振动等判断设备的

运行状况，提出设备检修建议

6.2.2 能编制设备故障应急处置程序

6.2.1 设备温度、振动等参

数的规范要求

6.2.2 设备故障应急处置

程序编制

7.

生产

管理

7.1质量管理

7.1.1 能组织分析产生不合格品的原

因，并提出纠正、预防措施

7.1.2 能编制作业指导书

7.1.1 质量分析方法的有

关知识

7.1.2 作业指导书编制要

求

7.2生产过程

管理

7.2.1 能进行岗位生产过程管理

7.2.2 能改进生产过程管理方法

7.2.1 岗位生产过程管理

7.2.2 生产过程管理方法

改进

7.3技术管理

7.3.1 能填写技术月报、工艺技术统计

台帐

7.3.2 能对技术经济指标进行分析，并

提出改进建议

7.3.1 技术月报、工艺技

术台账等技术台账填写要求

7.3.2 技术经济指标分析

方法

8.

培训

与

指导

8.1理论培训

8.1.1 能对初、中、高级工进行本专业

知识培训

8.1.2 能编制岗位培训讲义

8.1.1 生产实习教学法

8.1.2 培训讲义编制要求

8.2生产指导
8.2.1 能系统指导、示范岗位操作技巧

8.2.2 能开展导师带徒工作

8.2.1 岗位操作技巧

8.2.2 导师带徒协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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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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炉

1.1开炉准备

1.1.1 能审核开炉试车方案

1.1.2 能对试车过程进行评估，并提出

建议。

1.1.1 开炉试车规范

1.1.2 试车评估要求

1.1 烘炉
1.1.1 能审核烘炉方案。

1.1.2 能解决烘炉过程中出现的故障。

1.1.1 烘炉方案编制要求

1.1.2 烘炉过程故障判断

及处理

1.2 试生产

1.2.1 能审核试生产方案。

1.2.2 能解决试生产过程中出现的故

障。

1.2.3 能评价试生产效果

1.2.1 试生产方案编制要

求

1.2.2 试生产过程故障判

断及处理

1.2.3 试生产评价要求

2.

火法

冶炼

2.1 进料
2.1.1 能审核入炉物料配料单。

2.1.2 能通过炉况调整配料。

2.1.1 物料配料单编制要

求

2.1.2 根据炉况、渣型、温

度等参数的配料方法

2.2火法冶炼

2.2.1 能审核岗位技术操作规程。

2.2.2 能审核工艺技术参数。

2.2.3 能审核现场试验方案，并指导现

场操作。

2.2.1 岗位技术操作规程

审核要求

2.2.2 工艺技术参数审核

要求

2.2.3 现场试验方案审核

要求

3.
停炉

3.1 洗炉
3.1.1 能审核洗炉方案。

3.1.2 能解决洗炉过程中出现的故障。

3.1.1 洗炉方案编制要求

3.1.2 洗炉过程中故障判

断及处理

3.2 停炉
3.2.1 能审核停炉方案。

3.1.2 能解决停炉过程中出现的故障。

3.2.1 停炉方案编制要求

3.2.2 停炉过程中故障判

断及处理

4.
炉体

检修

4.1炉体检修

4.1.1 能确定检修内容并编制检修方

案。

4.1.2 能组织检修作业。

4.1.3 能核算检修工程量。

4.1.4 能组织实施技术改造项目。

4.1.1 检修方案编制要求

4.1.2 检修过程安全、质量

控制

4.1.3 检修工程量核算要

求

4.1.4 技术改造项目实施

要求

4.2 检修验

收

4.2.1 能审核检修规程。

4.2.2 能针对炉窑本体检修不合格项

4.2.1 检修规程编制要求

4.2.2 炉窑本体检修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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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 能 要 求 相关知识要求

制定整改措施并实施。 规范

5.

安全

环保

5.1安全技术

操作

5.1.1 能审核岗位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5.1.2 能指导相关人员安全操作。

5.1.1 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编制要求

5.1.2 人员安全操作管理

规定、安全操作规程要求

5.2安全保护

及环保

5.2.1 能审核环保技术操作规程。

5.2.2 能针对环保设施存在问题，调整

生产作业制度。

5.2.1 环保技术规程编制

要求

5.2.2 环保设施运行要求

6.

故障

判断

及处

理

6.1工艺故障

6.1.1 能组织对工艺事故进行分析，并

出具分析报告。

6.1.2 能针对工艺事故制定预防措施。

6.1.1 工艺事故分析报告

编制要求

6.1.2 工艺事故预防编制

要求

6.2设备故障

6.2.1 能组织对设备事故进行分析，并

出具分析报告。

6.1.2 能针对设备事故制定预防措施。

6.2.1 设备事故分析报告

编制要求

6.2.2 设备事故预防编制

要求

7.

生产

管理

7.1质量管理

7.1.1 能审核作业指导书。

7.1.2 能对产品质量进行抽查，并能对

质量问题分析原因并采取措施。

7.1.1 作业指导书编制要

求

7.1.2 产品质量问题分析

及处置措施

7.2生产过程

管理

7.2.1 能组织岗位生产过程管理。

7.2.2 能提出生产过程管理制度优化

建议。

7.2.1 岗位生产过程物料

平衡、物流平衡等过程管理

7.2.2 生产管理制度要求

7.3技术管理

7.3.1 能检索技术文献，获得最新技术

信息。

7.3.2 能根据生产实践经验，撰写技术

总结或论文。

7.3.1 文献检索方法

7.3.2 技术总结及论文撰

写要求

8.

培训

与指

导

8.1理论培训
8.1.1 能编写培训讲义。

8.1.2 能编制培训教学计划。

8.1.1 培训讲义编制要求

8.1.2 培训计划编制要求

8.2操作指导

8.2.1 能指导初、中、高级工、技师进

行实际操作。

8.2.2 能编制培训计划及培训内容。

8.2.1 生产实习教学法

8.2.2 培训计划及内容编

制要求

9.

工艺

改进

及创

9.1工艺改进

9.1.1 能提出生产工艺改进建议和措

施，并组织实施。

9.1.2 能够对设备设施提出合理化建

议，并进行申报。

9.1.1 生产、工艺过程优化

方法

9.1.2 合理化建议申报办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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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 能 要 求 相关知识要求

新

9.2工艺创新

9.2.1 能借鉴国内外火法冶炼先进经

验，进行工艺创新。

9.2.2 能总结并推广先进操作法

9.2.1 国内外先进经验

9.2.2 操作法总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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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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25 20 15 10

相关知识

开炉 10 10 5 5 3

火法冶炼 35 30 25 25 20

停炉 － 5 5 2 2

炉体检修 － 5 5 5 5

安全环保 10 10 10 10 10

设备维护及保养 5 5 5 － －

故障判断及处理 － 5 10 10 10

生产管理 － － 5 10 20

培训与指导 － － 5 13 15

工艺改进及创新 － － － － 5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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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炉 10 10 5 5 3

火法冶炼 70 55 50 45 40

停炉 － 5 5 2 2

炉体检修 － 5 5 5 5

安全环保 10 10 10 10 10

设备维护及保养 10 5 5 － －

故障判断及处理 － 10 10 5 5

生产管理 － － 5 15 15

培训与指导 － － 5 13 15

工艺改进及创新 － － － － 5

总计 100 100 100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