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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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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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民政

部组织有关专家，制定了《假肢装配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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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版）》（以下

简称《大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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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假肢装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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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大典》中所列职业的工作任务，制定了假肢装配工的工作要求。

——依据职业活动、职业能力、职业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制定了假肢装配

工的职业功能、工作内容、技能要求及相关知识要求。

三、本《标准》起草单位有：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四川八一康复中心、

江苏省伤残人康复中心、民政部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主要起草人有：汪波、

张强、韩林林、万小军、张超曼。

四、本《标准》审定单位有：民政部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国家康复辅

具研究中心、中国康复研究中心、中国康复辅助器具协会、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

院、北京市康复辅具技术中心、德林义肢矫形器（北京）有限公司、北京瑞哈国

际假肢矫形器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假肢厂、浙江省假肢科研康复中心、河南省康

复辅具技术中心、广东省假肢康复中心、广东省工伤康复中心。审定人员有：孙

钰林、赵立伟、刘劲松、毛勇、方新、屠其雷、马燕立、谭德添、宋晨涛、吕永

兵、孙刚、王文选、区炳祥、邓小倩。

五、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等有关单位的指导

和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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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标准》业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民政部批准，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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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肢装配工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假肢装配工

1.2 职业编码

6-21-06-03

1.3 职业定义

操作专用设备，为肢体整体或部分缺失的人员制作和适配外置人工假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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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指、手臂灵活，动作协调，表达能力与形体知觉较强，有空间感与色觉能

力，颜色辨别力强，具有一定的学习能力。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初中毕业（或相当文化程度）。

1.8 职业技能鉴定要求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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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职业：矫形器装配工、康复技师、假肢师、矫形器师，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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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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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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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或相关专业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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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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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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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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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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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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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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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专业：康复治疗技术，下同。

②本专业：假肢与矫形器技术、假肢矫形工程，下同。
③ 相关专业：康复辅助器具技术、康复治疗技术、康复治疗学、中医康复技术，下同。
④
相关专业：康复辅助器具技术、康复治疗技术、康复治疗学、中医康复技术，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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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鉴定方式

分为理论知识考试和技能考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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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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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监考人员、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理论知识考试中的监考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15，且每个考场不少于 2

名监考人员；技能考核中的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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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鉴定时间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不少于 90min，三级/高级

工、二级/技师和一级/高级技师不少于 120min。技能考核时间不少于 120min。

综合评审考核时间不少于 20min。

1.8.5 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进行；技能考核在专业实操场所进行，应具备接待

患者、测量、取型、修型、制作接受腔、对线组装、试穿调试和加工装饰部件等

工艺制作所需的工具及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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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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神，钻研业务。

（2）扶残助残，细致周到。

（3）爱岗敬业，服务至上。

（4）诚实守信，尊重客户。

（5）遵章守法，团结协作。

（6）安全操作，保证质量。

2.2 基础知识

2.2.1 假肢基本知识

（1）假肢定义。

（2）假肢专业术语。

（3）假肢分类。

（4）假肢结构。

（5）假肢部件。

（6）假肢装配流程。

（7）假肢标准概况。

2.2.2 人体解剖

（1）人体解剖基本术语。

（2）四肢骨骼名称。

（3）人体体表标志。

2.2.3 常用工具、设备与材料

（1）常用工具的名称、规格、性能及使用。

（2）常用设备的名称、规格、性能及操作规程。

（3）常用材料的名称、性能及加工工艺。

2.2.4 安全生产知识

（1）机械加工安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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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热塑加工、树脂成型加工安全知识。

（3）安全用电常识。

（4）危险化学品安全常识。

2.2.5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相关知识。

（4）行业管理法规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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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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工

内

衬

套

1.1 小腿假

肢内衬套下

料

1.1.1 能测量小腿假肢模型尺

寸

1.1.2 能依据测量尺寸计算下

料尺寸

1.1.3 能使用下料工具下料

1.1.1 内衬套加工工艺流程

1.1.2 小腿假肢模型尺寸测

量知识

1.2 内衬套

打磨

1.2.1 能使用打磨机打磨内衬

套楔形边

1.2.2 能使用打磨机将内衬套

打磨光滑

1.2.1 内衬套打磨加工的工

艺流程

1.2.2 内衬套打磨加工的评

价方法

1.3 内衬套

塑型

1.3.1 能进行内衬套套筒的粘

接和热塑塑型

1.3.2 能进行内衬套底帽的热

塑塑形和粘接

1.3.1 内衬套热塑塑型的知

识

1.3.2 内衬套粘接的要求

2.

制

作

接

受

腔

2.1 制作树

脂接受腔

2.1.1 能进行增强材料的铺设

放置

2.1.2 能根据模型尺寸完成合

成树脂配料

2.1.3 能使用专用设备成型树

脂接受腔

2.1.4 能除去石膏，修剪口型

2.1.5 能使用打磨机磨光口型

边缘

2.1.1 增强材料及合成树脂

的特性

2.1.2 树脂接受腔加工的工

艺流程

2.1.3 树脂接受腔加工的评

价方法

2.2 制作热

塑板材接受

腔

2.2.1 能根据模型尺寸选择热

塑板材

2.2.2 能使用专用设备成型热

塑板材接受腔

2.2.1 热塑板材的特性

2.2.2 热塑板材接受腔加工

的工艺流程

2.2.3 热塑板材接受腔加工

的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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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

线

组

装

3.1 小腿假

肢对线组装

3.1.1 能完成小腿假肢接受腔

与零部件的连接

3.1.2 能在小腿假肢接受腔的

表面标出对线参考线

3.1.3 能使用对线仪进行小腿

假肢工作台对线

3.1.4 能进行小腿假肢的高度

调节

3.1.1 人体重心与重力线知

识

3.1.2 小腿假肢工作台对线

的原理

3.1.3 小腿假肢高度检查及

调整方法

3.2 前臂假

肢对线组装

3.2.1 能完成前臂假肢接受腔

与零部件的连接

3.2.2 能在前臂假肢接受腔的

表面标出对线参考线

3.2.3 能进行前臂假肢的长度

调节

3.2.1 前臂假肢对线原理

3.2.2 前臂假肢长度检查及

调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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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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工

内

衬

套

1.1 特殊假

肢内衬套下

料

1.1.1 能测量特殊假肢模型尺

寸

1.1.2 能依据特殊假肢测量尺

寸计算下料尺寸

1.1.1 特殊假肢内衬套加工

工艺流程

1.1.2 特殊假肢内衬套尺寸

测量的方法

1.2 内衬套

凹陷部位加

工

1.2.1 能进行内衬套凹陷部位

的填补

1.2.2 能进行内衬套凹陷部位

的打磨

1.2.1 内衬套凹陷部位填补

的要求

1.2.2 内衬套凹陷部位打磨

的要求

2.

制

作

接

受

腔

2.1 制作软

硬树脂假肢

接受腔

2.1.1 能根据模型尺寸完成软

硬树脂配料

2.1.2 能使用专用设备成型软

硬树脂接受腔

2.1.1 软硬树脂接受腔加工

的工艺流程

2.1.2 软硬树脂接受腔加工

的评价方法

2.2 制作碳

纤维增强材

料假肢接受

腔

2.2.1 能根据模型尺寸完成碳

纤维增强材料的放置

2.2.2 能使用专用设备成型碳

纤维增强材料假肢接受腔

2.2.3 能用打磨机磨光碳纤维

增强材料假肢接受腔边缘

2.2.1 碳纤维增强材料假肢

接受腔加工的工艺流程

2.2.2 碳纤维增强材料假肢

接受腔加工的评价方法

2.2.3 碳纤维增强材料假肢

接受腔的边缘打磨要求

3.

对

线

组

装

3.1 大腿假

肢对线组装

3.1.1 能完成大腿假肢接受腔

与零部件的连接

3.1.2 能在大腿假肢接受腔的

表面标出对线参考线

3.1.3 能使用对线仪进行大腿

假肢工作台对线

3.1.4 能进行大腿假肢的高度

调节

3.1.1 大腿假肢工作台对线

原理

3.1.2 大腿假肢高度检查及

调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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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上臂假

肢对线组装

3.2.1 能完成上臂假肢接受腔

与零部件的连接

3.2.2 能在上臂假肢接受腔的

表面标出对线参考线

3.2.3 能进行上臂假肢的长度

调节

3.2.1 上臂假肢对线原理

3.2.2 上臂假肢长度检查及

调整方法

4.

测

量

4.1 小腿假

肢测量

4.1.1 能标注小腿截肢者患骨

性标志及尺寸测量点

4.1.2 能使用专用工具进行小

腿截肢患者的尺寸测量并记录

4.1.1 小腿截肢及功能解剖

学知识

4.1.2 小腿假肢尺寸测量的

含义及要求

4.2 前臂假

肢测量

4.2.1 能标注前臂截肢者患骨

性标志及尺寸测量点

4.2.2 能使用专用工具进行前

臂截肢患者的尺寸测量并记录

4.2.1 前臂截肢及功能解剖

学知识

4.2.2 前臂假肢尺寸测量的

含义及要求

5.

取

型

5.1 小腿假

肢取型

5.1.1 能使用专用工具进行小

腿假肢取型

5.1.2 能修整和检查小腿假肢

阴型

5.1.1 小腿假肢取型方法

5.1.2 小腿假肢取型的工艺

流程和评价方法

5.1.3 小腿假肢阴型试样的

内容及要求

5.2 前臂假

肢取型

5.2.1 能使用专用工具进行前

臂假肢取型

5.2.2 能修整和检查前臂假肢

阴型

5.2.1 前臂假肢取型方法

5.2.2 前臂假肢取型的工艺

流程和评价方法

5.2.3 前臂假肢阴型试样的

内容及要求

6.

修

型

6.1 小腿假

肢修型

6.1.1 能进行小腿假肢阳型悬

吊部位、承重区域的修型

6.1.2 能进行小腿假肢阳型免

荷区域的修型

6.1.1 力与力的平衡知识

6.1.2 力矩的概念

6.1.3 小腿假肢接受腔的生

物力学

6.1.4 小腿假肢阳型的评价

方法

6.2 前臂假

肢修型

6.2.1 能进行前臂假肢阳型悬

吊部位、包容区域的修型

6.2.2 能进行前臂假肢阳型免

荷区域的修型

6.2.1 前臂假肢接受腔的生

物力学

6.2.2 前臂假肢阳型的评价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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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试

穿

调

试

7.1 小腿假

肢试穿调试

7.1.1 能进行小腿假肢接受腔

适配检查及调整

7.1.2 能进行小腿假肢静态对

线检查及调整

7.1.3 能进行小腿假肢动态检

查及调整

7.1.1 人体杠杆平衡知识

7.1.2 人体步态周期及步态

参数知识

7.1.3 人体步态分析知识

7.1.4 小腿假肢接受腔适配

检查及调整方法

7.1.5 小腿假肢静态对线检

查及调整方法

7.1.6 小腿假肢异常步态的

分析及调整方法

7.2 前臂假

肢试穿调试

7.2.1 能进行前臂假肢接受腔

适配检查及调整

7.2.2 能进行前臂假肢对线检

查及调整

7.2.3 能进行前臂假肢功能检

查及调整

7.2.1 前臂假肢接受腔适配

检查及调整方法

7.2.2 前臂假肢对线检查及

调整方法

7.2.3 前臂假肢功能检查及

调整方法

8.

加

工

装

饰

部

件

8.1 加工小

腿假肢装饰

部件

8.1.1 能根据小腿假肢裁剪装

饰软套

8.1.2 能根据小腿肢体轮廓图

进行装饰海绵的加工

8.1.1 肢体轮廓图的画法

8.1.2 小腿假肢装饰软套裁

减要求

8.1.3 小腿假肢装饰海绵加

工的技术要点

8.2 加工上

臂假肢装饰

部件

8.2.1 能根据上臂假肢裁剪装

饰软套

8.2.2 能根据上肢肢体轮廓图

进行装饰海绵的加工

8.2.1 上臂假肢装饰软套裁

减要求

8.2.2 上臂假肢装饰海绵加

工的技术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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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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

作

接

受

腔

1.1 制作髋

离断假肢接

受腔

1.1.1 能完成髋离断假肢聚乙

烯醇（简称 PVA）膜的制作

1.1.2 能完成髋离断假肢软硬

树脂接受腔的制作

1.1.1 髋离断假肢聚乙烯醇

（简称 PVA）膜的制作方法

1.1.2 髋离断假肢软硬树脂

接受腔的制作流程及评价方法

1.2 制作框

架式假肢接

受腔

1.2.1 能完成柔性热塑板材接

受腔的制作

1.2.2 能完成接受腔承力框架

的制作

1.2.1 柔性热塑板材接受腔

的制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1.2.2 接受腔承力框架的制

作及加工方法

2.

对

线

组

装

2.1 髋离断

假肢对线组

装

2.1.1 能完成髋离断假肢接受

腔与零部件的连接

2.1.2 能在髋离断假肢接受腔

的表面标出对线参考线

2.1.3 能使用对线仪进行髋

离断假肢工作台对线

2.1.4 能进行髋离断假肢的高

度调节

2.1.1 髋离断假肢工作台对

线原理

2.1.2 髋离断假肢高度检查

及调整方法

2.2 肩离断

假肢对线组

装

2.2.1 能完成肩离断假肢接受

腔与零部件的连接

2.2.2 能在肩离断假肢接受腔

的表面标出对线参考线

2.2.3 能进行肩离断假肢的长

度调节

2.2.1 肩离断假肢对线原理

2.2.2 肩离断假肢长度检查

及调整方法

3.

测

量

3.1 大腿假

肢测量

3.1.1 能标注大腿截肢患者骨

性标志及尺寸测量点

3.1.2 能使用专用工具进行大

腿截肢患者的尺寸测量并记录

3.1.1 大腿截肢及功能解剖

学知识

3.1.2 大腿假肢尺寸测量的

含义及要求

3.2 上臂假

肢测量

3.2.1 能标注上臂截肢患者骨

性标志及尺寸测量点

3.2.2 能使用专用工具进行上

臂截肢患者的尺寸测量并记录

3.2.1 上臂截肢及功能解剖

学知识

3.2.2 上臂假肢尺寸测量的

含义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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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取

型

4.1 大腿假

肢取型

4.1.1 能使用专用工具进行大

腿假肢取型

4.1.2 能修整和检查大腿假肢

阴型

4.1.1 大腿假肢取型方法

4.1.2 大腿假肢取型的工艺

流程和评价方法

4.1.3 大腿假肢阴型试样的

内容及要求

4.2 上臂假

肢取型

4.2.1 能使用专用工具进行上

臂假肢取型

4.2.2 能修整和检查上臂假肢

阴型

4.2.1 上臂假肢取型方法

4.2.2 上臂假肢取型的工艺

流程和评价方法

4.2.3 上臂假肢阴型试样的

内容及要求

5.

修

型

5.1 大腿假

肢修型

5.1.1 能进行大腿假肢阳型口

型部分修型

5.1.2 能进行大腿假肢阳型控

制部分修型

5.1.3 能进行大腿假肢阳型残

端部分修型

5.1.1 大腿假肢接受腔的生

物力学

5.1.2 大腿假肢阳型的评价

方法

5.2 上臂假

肢修型

5.2.1 能进行上臂假肢阳型悬

吊部位、包容区域的修型

5.2.2 能进行上臂假肢阳型免

荷区域的修型

5.2.1 上臂假肢接受腔的生

物力学

5.2.2 上臂假肢阳型的评价

方法

6.

试

穿

调

试

6.1 大腿假

肢试穿调试

6.1.1 能进行大腿假肢接受腔

适配检查及调整

6.1.2 能进行大腿假肢静态对

线检查及调整

6.1.3 能进行大腿假肢动态检

查及调整

6.1.1 大腿假肢接受腔适配

检查及调整方法

6.1.2 大腿假肢静态对线检

查及调整方法

6.1.3 大腿假肢异常步态的

分析及调整方法

6.2 上臂假

肢试穿调试

6.2.1 能进行上臂假肢接受腔

适配检查及调整

6.2.2 能进行上臂假肢对线检

查及调整

6.2.3 能进行上臂假肢功能检

查及调整

6.2.1 上臂假肢接受腔适配

检查及调整方法

6.2.2 上臂假肢对线检查及

调整方法

6.2.3 上臂假肢功能检查及

调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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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加

工

装

饰

部

件

7.1 加工大

腿假肢装饰

部件

7.1.1 能进行大腿假肢接受腔

的二次树脂成型

7.1.2 能进行大腿假肢装饰海

绵的加工

7.1.3 能进行大腿假肢阀门管

的安装

7.1.1 大腿假肢接受腔的二

次树脂成型的工艺流程

7.1.2 大腿假肢装饰海绵加

工的技术要点

7.1.3 大腿假肢阀门管的安

装方法及要求

7.2 加工髋

离断假肢装

饰部件

7.2.1 能进行髋离断假肢连接

罩的制作

7.2.2 能进行髋离断假肢装饰

海绵的加工

7.2.1 髋离断假肢连接罩加

工的工艺流程

7.2.2 大腿假肢装饰海绵加

工的技术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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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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

量

1.1 足部假

肢测量

1.1.1 能标注足部截肢患者骨

性标志及尺寸测量点

1.1.2 能使用专用工具进行足

部截肢患者的尺寸测量并记录

1.1.1 足部截肢及功能解剖

学知识

1.1.2 足部假肢尺寸测量的

含义及要求

1.2 塞姆假

肢测量

1.2.1 能标注塞姆截肢患者骨

性标志及尺寸测量点

1.2.2 能使用专用工具进行塞

姆截肢患者的尺寸测量并记录

1.2.1 塞姆截肢及功能解剖

学知识

1.2.2 塞姆假肢尺寸测量的

含义及要求

1.3 膝离断

假肢测量

1.3.1 能标注膝离断截肢者骨

性标志及尺寸测量点

1.3.2 能使用专用工具进行膝

离断截肢者的尺寸测量并记录

1.3.1 膝离断截肢及功能

解剖学知识

1.3.2 膝离断假肢尺寸测量

的含义及要求

2.

取

型

2.1 足部假

肢取型

2.1.1 能使用专用工具进行足

部假肢取型

2.1.2 能修整和检查足部假肢

阴型

2.1.1 足部假肢取型方法

2.1.2 足部假肢取型的工艺

流程和评价方法

2.1.3 足部假肢阴型试样的

内容及要求

2.2 塞姆假

肢取型

2.2.1 能使用专用工具进行塞

姆假肢取型

2.2.2 能修整和检查塞姆假肢

阴型

2.2.1 塞姆假肢取型方法

2.2.2 塞姆假肢取型的工

艺流程和评价方法

2.2.3 塞姆假肢阴型试样的

内容及要求

2.3 膝离断

假肢取型

2.3.1 能使用专用工具进行膝

离断假肢取型

2.3.2 能修整和检查膝离断假

肢阴型

2.3.1 膝离断假肢取型方法

2.3.2 膝离断假肢取型的工

艺流程和评价方法

2.3.3 膝离断假肢阴型试样

的内容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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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修

型

3.1 足部假

肢修型

3.1.1 能进行足部假肢阳型承

重区域的修型

3.1.2 能进行足部假肢阳型免

荷区域的修型

3.1.1 足部假肢接受腔的生

物力学

3.1.2 足部假肢阳型的评价

方法

3.2 塞姆假

肢修型

3.2.1 能进行塞姆假肢阳型悬

吊部位、承重区域的修型

3.2.2 能进行塞姆假肢阳型免

荷区域的修型

3.2.1 塞姆假肢接受腔的生

物力学

3.2.2 塞姆假肢阳型的评价

方法

3.3 膝离断

假肢修型

3.3.1 能进行膝离断假肢阳型

悬吊部位、承重区域的修型

3.3.2 能进行膝离断假肢阳型

免荷区域的修型

3.3.1 膝离断假肢接受腔的

生物力学

3.3.2 膝离断假肢阳型的评

价方法

4.

试

穿

调

试

4.1 足部假

肢试穿调试

4.1.1 能进行足部假肢接受腔

适配检查及调整

4.1.2 能进行足部假肢静态对

线检查及调整

4.1.3 能进行足部假肢动态检

查及调整

4.1.1 足部假肢接受腔适配

检查及调整方法

4.1.2 足部假肢静态对线检

查及调整方法

4.1.3 足部假肢异常步态的

分析及调整方法

4.2 塞姆假

肢试穿调试

4.2.1 能进行塞姆假肢接受腔

适配检查及调整

4.2.2 能进行塞姆假肢静态

对线检查及调整

4.2.3 能进行塞姆假肢动态检

查及调整

4.2.1 塞姆假肢接受腔适配

检查及调整方法

4.2.2 塞姆假肢静态对线检

查及调整方法

4.2.3 塞姆假肢异常步态的

分析及调整方法

4.3 膝离断

假肢试穿调

试

4.3.1 能进行膝离断假肢接受

腔适配检查及调整

4.3.2 能进行膝离断假肢静

态对线检查及调整

4.3.3 能进行膝离断假肢动态

检查及调整

4.3.1 膝离断假肢接受腔适

配检查及调整方法

4.3.2 膝离断假肢静态对线

检查及调整方法

4.3.3 膝离断假肢异常步态

的分析及调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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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培

训

指

导

5.1 理论培

训

5.1.1 能使用讲授法、模仿示

范法、实物演示法等方法进行理

论培训

5.1.2 能对三级/高级工及以

下人员进行理论培训

5.1.1 理论培训的方法

5.1.2 理论培训的要求

5.2 操作指

导

5.2.1 能使用讲座、示范、小

组讨论、案例研究、角色扮演等

方法进行操作指导

5.2.2 能对三级/高级工及以

下人员进行操作指导

5.2.1 操作指导的方法

5.2.2 操作指导的要求

6.

技

术

管

理

6.1 生产管

理

6.1.1 能进行生产车间管理

6.1.2 能进行假肢装配材料、

设备、工具的管理

6.1.1 生产车间管理规程

6.1.2 假肢装配材料、设备、

工具管理规程

6.2 技术评

定

6.2.1 能进行假肢装配的技术

评定

6.2.2 能制定装配技术要求和

检验方法

6.2.3 能撰写装配技术报告

6.2.1 假肢装配技术评定的

内容及要求

6.2.2 技术报告、实验报告、

技术总结的撰写内容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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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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

量

1.1 髋离断

假肢测量

1.1.1 能标注髋部截肢患者骨

性标志及尺寸测量点

1.1.2 能使用专用工具进行髋

部截肢患者的尺寸测量并记录

1.1.1 髋部截肢及功能解剖

学知识

1.1.2 髋离断假肢尺寸测量

的含义及要求

1.2 疑难病

例假肢测量

1.2.1 能标注疑难病例截肢患

者骨性标志及尺寸测量点

1.2.2 能使用专用工具进行疑

难病例截肢患者的尺寸测量并记

录

1.2.1 人体肢体长度比例

1.2.2 疑难病例假肢尺寸测

量的要求

2.

取

型

2.1 髋离断

假肢取型

2.1.1 能使用专用工具进行髋

离断假肢取型

2.1.2 能修整和检查髋离断假

肢阴型

2.1.1 髋离断假肢取型方法

2.1.2 髋离断假肢取型的工

艺流程和评价方法

2.1.3 髋离断假肢阴型试样

的内容及要求

2.2 疑难病

例假肢取型

2.2.1 能使用专用工具进行疑

难病例假肢取型

2.2.2 能修整和检查疑难病例

假肢阴型

2.2.1 疑难病例假肢处方设

计方法

2.2.2 疑难病例假肢取型的

注意事项和评价方法

2.2.3 疑难病例假肢阴型试

样的内容及要求

3.

修

型

3.1 髋离断

假肢修型

3.1.1 能进行髋离断假肢阳型

悬吊部位、承重区域的修型

3.1.2 能进行髋离断假肢阳型

免荷区域的修型

3.1.1 髋离断假肢接受腔的

生物力学

3.1.2 髋离断假肢阳型的评

价方法

3.2 疑难病

例假肢修型

3.2.1 能进行疑难病例假肢阳

型悬吊部位、承重区域的修型

3.2.2 能进行疑难病例假肢阳

型免荷区域的修型

3.2.1 疑难病例假肢接受腔

的设计要求

3.2.2 疑难病例假肢阳型的

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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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试

穿

调

试

4.1 髋离断

假肢试穿调

试

4.1.1 能进行髋离断假肢接受

腔适配检查及调整

4.1.2 能进行髋离断假肢静态

对线检查及调整

4.1.3 能进行髋离断假肢动态

检查及调整

4.1.1 髋离断假肢接受腔适

配检查及调整方法

4.1.2 髋离断假肢静态对线

检查及调整方法

4.1.3 髋离断假肢异常步态

的分析及调整方法

4.2 疑难病

例假肢试穿

调试

4.2.1 能进行疑难病例假肢接

受腔适配检查及调整

4.2.2 能进行疑难病例假肢

静态对线检查及调整

4.2.3 能进行疑难病例假肢动

态检查及调整

4.2.1 疑难病例假肢接受腔

适配检查及调整方法

4.2.2 疑难病例假肢静态对

线检查及调整方法

4.2.3 疑难病例假肢异常步

态的分析及调整方法

5.

培

训

指

导

5.1 理论培

训

5.1.1 能进行培训需求分析与

评估

5.1.2 能制定培训目标和培训

方案

5.1.3 能进行培训评价

5.1.4 能对二级/技师及以下

人员进行理论培训

5.1.1 培训需求分析方法

5.1.2 培训效果评价方法

5.2 操作指

导

5.2.1 能制定操作指导实训大

纲和手册

5.2.2 能对二级/技师及以下

人员进行操作指导

5.2.1 操作指导项目培训大

纲的编写方法和要求

5.2.2 操作指导项目培训手

册的编写方法和要求

6.

技

术

管

理

6.1 生产管

理

6.1.1 能组织实施假肢生产及

管理

6.1.2 能进行假肢生产成本核

算和定额管理

6.1.3 能进行假肢质量管理

6.1.1 假肢生产管理知识

6.1.2 假肢生产成本核算和

定额管理知识

6.1.3 假肢质量管理知识

6.2 技术创

新

6.2.1 能编写假肢装配工艺规

程

6.2.2 能应用新技术、新材料、

新工艺解决假肢装配疑难问题

6.2.1 假肢工艺规程的编写

要求

6.2.2 假肢的历史、现状及

发展知识

6.2.3 新技术、新材料、新

工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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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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道德 5 5 5 5 5

基础知识 30 20 15 10 10

相关

知识

要求

加工内衬套 15 5 —— —— ——

制作接受腔 20 5 5 —— ——

对线组装 30 10 10 —— ——

测量 —— 10 10 10 5

取型 —— 10 15 20 15

修型 —— 10 15 15 10

试穿调试 —— 20 20 20 25

加工装饰部件 —— 5 5 —— ——

培训指导 —— —— —— 10 15

技术管理 —— —— —— 1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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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工内衬套 30 10 —— —— ——

制作接受腔 40 15 15 —— ——

对线组装 30 10 10 —— ——

测量 —— 10 10 10 10

取型 —— 15 20 20 20

修型 —— 15 20 20 20

试穿调试 —— 20 20 30 20

加工装饰部件 —— 5 5 —— ——

培训指导 —— —— —— 10 15

技术管理 —— —— —— 10 1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