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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为了规范从业者的从业行为，引导职业教育的培训方向，给职业技能鉴定提

供依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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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有关专家，

修订了《陶瓷烧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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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陶瓷烧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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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师和一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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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作要求的职业功能中增加了“质量检查与控制”并涵盖了所有级别

烧成工，在高级工的职业功能中增加了“培训与指导”，在技师的职业功能中增

加了“生产管理”，在高级技师的工作内容中增加了“能源管理”，对权重表分值

进行了调整，使内容更实用，并符合培训、鉴定和就业工作的需要。

——顺应时代和社会要求，强化陶瓷生产安全及环境保护的技能要求和相关

知识要求。

三、本《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有：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佛山市德力泰

科技有限公司、广东中鹏热能科技有限公司、黄冈市华窑中亚窑炉有限责任公司、

佛山市佳韵窑业技术有限公司、湖北浠水科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兴中信工

业窑炉设备有限公司、景德镇学院陶瓷美术与设计艺术学院。本《标准》主要起

草人有：熊亮、张士察、赖日东、王仁、程昭华、杨冬明、胡成成、陈实。

四、本《标准》主要审定人员有：徐熙武、朱辉球、陈杰、芦国良、徐国平、

徐白杨、占绍林、林益民、江小川、朱保花、荆海山。

五、本《标准》在修订过程中，得到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

中心荣庆华、葛恒双、宋晶梅，国家建筑材料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孙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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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文津等专家的指导和大力支持；同时，还得到了景德镇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景德镇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陶瓷艺术

学院、国家级占绍林技能大师工作室、景德镇陶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景德镇市

芦窑陶瓷有限公司、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江西东鹏卫浴有限公司等有关单位的

大力支持，在此一并感谢。

六、本《标准》业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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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烧成工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报批稿）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陶瓷烧成工

1.2 职业编码

6-15-05-03

1.3 职业定义

操作窑炉并控制其工艺参数，烧制陶瓷制品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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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职业能力特征

具有一定的空间感和形体知觉，色觉敏锐，手脚灵活、动作协调，并具备学

习、分析、推理、判断、表达、计算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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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日制职业学校或技师学校教育，根据其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确定。

五级/初级工 320 标准学时；四级/中级工 280 标准学时；三级/

高级工 240 标准学时；二级/技师 200 标准学时；一级/高级技师 160

标准学时。

1.9 职业技能鉴定要求

1.9.1 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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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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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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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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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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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相关职业：耐火材料烧成工，下同。

②
本专业：陶瓷热工、热能动力工程、热能工程及设备、陶瓷机械、陶瓷艺术设计与工艺、

陶瓷制造工艺、陶瓷装饰、机电一体化等，下同。
③
相关专业：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陶瓷工艺等涉及陶瓷窑炉、热工的专业，下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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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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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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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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min，技能操作考核时间不少于 120min，

综合评审时间不少于 45min。

1.9.5 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进行；技能操作考核在实际工作现场或模拟实验设

备上进行，考核场所应配备必要的测量仪表和操作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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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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纪守法，文明生产。

（2）爱岗敬业，吃苦耐劳。

（3）实事求是，勇于创新。

（4）认真负责，团结协作。

2.2 基础知识

2.2.1 陶瓷生产基本知识

（1）陶瓷产品分类及用途。

（2）陶瓷生产工艺流程。

（3）常用耐火、保温材料知识。

2.2.2 机电知识

（1）机械传动、风机及电机知识。

（2）机械润滑知识。

（3）生产设备、仪表常用电器知识。

2.2.3 仪表自控和计算机操作知识

（1）常用热工仪表操作知识。

（2）工控机、触摸屏操作知识。

2.2.4 安全文明生产及环境保护知识

（1）文明生产和安全操作知识。

（2）清洁生产知识。

（3）环境保护知识。

2.2.5 质量管理知识

（1）企业质量保证体系。

（2）岗位质量要求。

2.2.6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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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相关知识。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知识。

（5）陶瓷产品的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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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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

准备

1.1 准备

劳保用品及

工具

1.1.1 能穿戴劳动保护用品

1.1.2 能识别并准备所需的用

品及工具

1.1.1 岗位安全操作规程

1.1.2 操作所需用品及工具

的种类和用途

1.2 查看

交接班记录

1.2.1 能记录当班运行的数据

和发生的事情

1.2.2 能根据交接班记录判断

窑炉运转情况是否正常

1.2.1 当班记录要求

1.2.2 交接班制度

1.3巡视检

查

1.3.1 能辨别窑炉是否漏气、漏

电

1.3.2 能检查窑体各个部位的

耐火保温情况是否正常

1.3.3 能进行交接班巡窑检查

1.3.4 能辨别窑炉烧嘴的燃烧

状态是否正常

1.3.5 能辨别风机明显的不正

常噪声、振动

1.3.6 能辨别干燥器燃烧机的

燃烧状态是否正常

1.3.1 窑炉点火、用电的相

关知识

1.3.2 耐火、保温材料使用

异常的基本知识

1.3.3 巡窑检查的基本知识

1.3.4 判断窑炉烧嘴燃烧状

况的方法

1.3.5 判断干燥器燃烧机工

作状况的方法

2.

窑炉

运行

与操

作

2.1 装、出

（开）窑操作

与控制

2.1.1 能装、卸产品，并完成进、

出窑（台）车操作

2.1.2 能识别不合格的窑（台）

车、窑具

2.1.3 能把不合格的窑（台）车

送入修车线

2.1.1 装、卸产品的操作规

程

2.1.2 进、出窑（台）车的

操作规程

2.1.3 窑（台）车、窑具质

量的要求

2.2窑炉烧

成操作与控

制

2.2.1 能读取和记录仪表、工控

机显示值（如设定值、实际运行

值等）

2.2.2 能点燃、关停烧嘴（点火

点）和调节风、气量

2.2.3 能启动、停止供、排风机

2.2.4 能启动、停止传动设备，

调节传动速度

2.2.5 能点燃、关停干燥器的燃

烧机

2.2.1 相关仪表的基本知识

2.2.2 烧嘴（点火点）的基

本知识

2.2.3 供、排风机操作的基

本知识

2.2.4 干燥、烧成基本参数

的知识

2.2.5 传动设备的基本知识

2.2.6 燃烧机的基本知识

2.3辅助设

备、设施操作
2.3.1 能启动、停止燃气或电力 2.3.1 燃料（能源）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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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控制 供应系统

2.3.2 能使用测温锥、测温环测

定窑内温度

2.3.3 能启动、停止进、出窑机

2.3.4 能启动、停止驮车、推车

机、回车线、窑门

2.3.2 间接测温工具的相关

知识

2.3.3 进、出窑机的操作规

程

2.3.4 驮车、推车机、回车

线、窑门的操作规程

3.

窑炉

维护

与故

障处

理

3.1窑体维

护

3.1.1 能检查窑体密封情况并

处理

3.1.2 能通过开关风、气大小控

制高速烧嘴燃烧状态，防止烧坏

窑体

3.1.1 窑体维护的基本知识

3.1.2 烧嘴燃烧的基本知识

3.2设施的

维护、保养

3.2.1 能维护、保养窑（台）车、

窑具

3.2.2 能保养、润滑传动设备

3.2.3 能维护、保养点火点

3.2.4 能维护、保养烧嘴

3.2.1 窑（台）车、窑具的

维护保养知识

3.2.2 传动设备的维护保养

知识

3.2.3 点火点维护的基本知

识

3.2.4 烧嘴的维护保养知识

3.3故障处

理

3.3.1 能装卸烧嘴，并处理积

碳、结渣

3.3.2 能处理点火、探测电极的

问题（含更换）

3.3.3 能处理断辊和更换辊棒

3.3.4 能清理辊棒粘釉、粘渣、

粘疤

3.3.5 能更换燃气瓶（罐）、燃

气管

3.3.1 烧嘴的故障处理知识

3.3.2 辊棒的性能和使用知

识

3.3.3 清理和更换辊棒的操

作方法

3.3.4 更换燃气瓶（罐）的

相关知识

4.

质量

检查

与控

制

4.1入窑检查

与控制

4.1.1 能识别开裂、缺口、缺角、

缺脚、落脏等有外观缺陷的坯体

4.1.2 能处理有上述缺陷的坯

体

4.1.1 坯体外观缺陷的分类

4.1.2 坯体外观缺陷的处理

方法

4.2出窑产品

检查与控制

4.2.1 能识别开裂、变形、落脏、

起泡、粘疤、粘板、熔洞等有外

观缺陷的产品

4.2.2 能处理有上述缺陷的产

品

4.2.1 烧后产品外观缺陷的

分类

4.2.2 烧后产品外观缺陷的

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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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

准备

1.1查看交

接班记录

1.1.1 能根据交接班记录、工控

机记录判断窑炉的运行状态

1.1.2 能看懂产品质量检验报

1.1.1 工控机操作的基本知

识

1.1.2 检验报告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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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1.2巡视检

查

1.2.1 能通过观察判断出窑内

温度、气氛、压力明显的不正常

现象

1.2.2 能识别和处理突发的危

险情况

1.2.3 能发现窑内产品（坯体）、

窑（台）车运行的不正常状况

1.2.4 能辨别风机过热、无冷却

水（油）等异常情况

1.2.5 能辨别传动设备运行的

不正常现象

1.2.1 窑内正常燃烧温度、

压力、气氛的判断方法

1.2.2 安全和危险的知识

1.2.3 产品和窑（台）车运

行的知识

1.2.4 风机运行的知识

1.2.5 传动设备运行的知识

1.3加热装

置检查

1.3.1 能根据窑炉烧成情况调

试点火喷头

1.3.2 能识别窑炉及电热丝

（棒）的正常发热情况

1.3.3 能辨别窑炉电热丝（棒）

的质量问题

1.3.4 能辨别燃气瓶（罐）、燃

气管的质量问题

1.3.1 烧成原理的相关知识

1.3.2 电热丝（棒）加热的

相关知识 1.3.3 判别电热丝

（棒）质量的方法

1.3.4 燃气瓶（罐）使用安

全的相关知识

2.

窑炉

运行

与操

作

2.1 装 、

（开）出窑操

作与控制

2.1.1 能判断入窑坯体是否符

合要求

2.1.2 能按工艺合理装窑、堆码

出窑产品

2.1.3 能更换和处理不合格的

窑具

2.1.1 入窑坯体的质量要求

2.1.2 出窑产品的堆码要求

2.1.3 不合格窑具的处理方

法

2.2窑炉烧

成操作与控

制

2.2.1 能根据仪表、工控机参数

判断窑内温度是否正常并进行调

整

2.2.2 能调整风机的风压和风

量

2.2.3 能调整燃烧机的燃烧状

态

2.2.1 烧成制度的基本知识

2.2.2 风机的工作原理

2.2.3 燃烧机的工作原理

2.3辅助设

备、设施操作

与控制

2.3.1 能根据烧成需要调整供

气压力

2.3.2 能对风、气过滤器进行拆

卸、清洗和安装

2.3.1 供气系统的工作原理

2.3.2 风机、燃气过滤器的

基本知识

3.窑

炉维

护与

故障

处理

3.1窑体维

护

3.1.1 能识别、选取窑炉常用耐

火、保温材料

3.1.2 能在处理事故或升降温

时避免窑体受到急冷急热

3.1.1 窑用耐火材料的种类

和性能 3.1.2 窑炉升降温过程

中的注意事项

3.2设施的

维护、保养

3.2.1 能更换、添加孔砖（含辊

棒、电加热棒和发热丝配套装置

的孔砖）周围的保温棉

3.2.1 孔砖外围的日常保养

知识

3.2.2 不合格电热丝（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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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能更换和处理不合格的

电热丝（棒）

3.2.3 能维护、保养电热丝（棒）

3.2.4 能对辊棒、窑具进行涂层

3.2.5 能在高温下拆、装辊棒并

防止其开裂和变形

3.2.6 能识别和选用维护保养

所需要的零部件

的处理方法

3.2.3 电热丝（棒）的维护

保养知识

3.2.4 辊棒、窑具涂层的用

途及涂覆方法

3.2.5 高温下的辊棒拆、装

方法

3.2.6 主要零部件的种类和

选用原则

3.3故障处

理

3.3.1 能处理停电故障

3.3.2 能处理停气故障

3.3.1 停电故障的处理方法

3.3.2 停气故障的处理方法

4.质

量检

查与

控制

4.1入窑检

查与控制

4.1.1 能检查尺寸偏差、变形等

入窑坯体、釉面的质量缺陷

4.1.2 能判断装窑质量是否合

格

4.1.3 能就坯体质量问题与成

形、干燥、装饰工序进行沟通

4.1.1 入窑坯体、釉面质量

的检验方法

4.1.2 装窑的质量检验、管

理

4.2出窑产

品检查与控

制

4.2.1 能识别生烧、过烧、黑心、

烟熏等缺陷

4.2.2 能识别色差、波纹、斑点、

桔釉、缩釉等釉面缺陷

4.2.1 生烧、过烧、黑心、

烟熏缺陷的判断方法

4.2.2 釉面缺陷的类别及判

断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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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产准

备

1.1巡视检

查

1.1.1 能根据出窑产品生烧、过

烧等缺陷，判断窑内烧成制度存

在的问题

1.1.2 能发现窑炉及烧成工序

各种机械设备运转中出现的故障

1.1.3 能判断窑炉零压点的位

置是否合理

1.1.1 陶瓷产品生烧、过烧

缺陷产生的原因

1.1.2 烧成工序机械设备的

常见故障

1.1.3 隧道窑、辊道窑零压

点移动对烧成控制的影响

1.2查看技

术文件

1.2.1 能根据燃气化验单判断

燃气质量

1.2.2 能看懂坯、釉化验报告

1.2.1 燃气成分的基本知识

1.2.2 陶瓷坯体、色釉料成

分的基本知识

2.窑

炉运

行与

操作

2.1 装 、

（开）出窑操

作与控制

2.1.1 能根据窑（台）车大小装

卸对应的不同产品

2.1.2 能根据不同产品的要求、

烧成计划的缓急，确定对应的装

窑方法

2.1.3 能制订出窑产品的堆码

要求

2.1.4 能按图样砌筑、装配轻型

2.1.1 窑炉结构与装窑的关

系和方法

2.1.2 装窑的原则和方法

2.1.3 出窑产品的堆码原则

和方法

2.1.4 现代轻型节能窑（台）

车的构造及窑具材料知识

2.1.5 干燥坯体出窑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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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窑（台）车

2.1.5 能判断出窑的干燥坯体

温度是否满足施釉、装饰要求并

进行调整

2.1.6 能对出窑产品进行冷却、

卸车

2.1.7 能使用梭式窑燃气、风机

和停气断电系统的设备、设施

控制

2.1.6 梭式窑进入冷却模式

的处理方法

2.1.7 自吸式、旋焰式梭式

窑的主要技术参数及操作方法

2.2窑炉烧

成操作与控

制

2.2.1.能调整、控制窑炉气氛、

压力

2.2.2 能利用仪表对烧成过程

进行手动控制

2.2.3 能进行窑炉点火、烘窑和

停窑操作

2.2.4 能调整窑内上下、水平温

差

2.2.5 能调整控制仪表、变频

器、工控机等装置的常用参数

2.2.6 能调整电炉、梭式窑加热

系统

2.2.1 自动、手动控制烧成

制度的基本知识

2.2.2 窑压自控仪表、压力

传感器的相关知识

2.2.3 点火、烘窑和停窑的

操作规程

2.2.4 窑内温差产生的原因

和控制方法

2.2.5 控制仪表、变频器、

工控机等内部参数的设置、涵

义

2.2.6 电炉、梭式窑加热系

统的知识

2.3辅助设

备、设施操作

与控制

2.3.1 能手动、自动操作进、出

窑机

2.3.2 能手动、自动操作驮车、

推车机、回车线、窑门

2.3.3 能根据满、空窑情况从储

坯机存、取坯体

2.3.1 进、出窑机运行的操

作方法

2.3.2 驮车、推车机、回车

线、窑门的工作原理

2.3.3 窑前储坯机的基本知

识

3.窑

炉维

护与

故障

处理

3.1窑体维

护

3.1.1 能对窑体进行小修

3.1.2 能识读窑顶、窑墙和窑底

的砌筑图

3.1.3 能更换、安装挡火板、燃

烧室（如烧嘴砖、碳化硅套等）

3.1.1 耐火、保温材料的砌

筑要求

3.1.2 窑体砌筑用材、选型

及识读砌筑图的知识

3.1.3 燃烧室、挡火板选材

和安装方法

3.2设施的

维护、保养

3.2.1 能识读窑（台）车的砌筑

图

3.2.2 能根据要求润滑轴承

3.2.3 能更换电机、齿轮、轴承

的润滑油（脂）

3.2.4 能更换阀件、仪表

3.2.5 能处理烟气换热器、风管

和风孔的积灰、脏物等造成的阻

塞问题

3.2.1 窑（台）车砌筑用材、

选型及识读砌筑图的知识

3.2.2 润滑油（脂）的分类、

用途

3.2.3 阀件、仪表更换和安

装方法

3.2.4 风管、阀门的维护保

养

3.3故障处

理

3.3.1 能排查燃气高压报警、低

压报警

3.3.1 设置压力控制开关的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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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能控制主管道的燃气压

力

3.3.3 能处理堵窑事故

3.3.4 能处理跑偏、起摞故障

3.3.5 能处理窑炉漏火、燃气泄

漏事故

3.3.6 能处理余热回收等风管

的漏风问题

3.3.5 能发现梭式窑砖体、窑

（台）车出现的故障

3.3.2 稳压阀的维护与保养

3.3.3 堵窑的危害及处理方

法

3.3.4 跑偏、起摞故障产生

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3.3.5 漏火、漏气和漏风事

故的处理方法

3.3.6 不同类别梭式窑的故

障处理

4.质

量检

查与

控制

4.1入窑检

查与控制

4.1.1 能根据入窑坯体数量、规

格、形状制订不同的装载方案

4.1.2 能对入窑坯体进行合理

装载，如大小搭装、疏密搭配、

预留火道间隙等

4.1.1 装窑方式对干燥、烧

成的影响

4.1.2 装窑的操作技巧

4.2出窑检

查与控制

4.2.1 能处理生烧、过烧缺陷

4.2.2 能处理缺口、缺角、缺脚、

落脏、粘疤、粘模、底坝破裂等

缺陷

4.2.1 干燥、烧成的机理

4.2.2 上述缺陷的处理方法

4.2.3 素坯干燥、釉足清理

的方法

5.培

训与

指导

5.1指导操

作

5.1.1 能指导初级工、中级工进

行装出窑操作

5.1.2 能指导初级工、中级工塞

棉保温

5.1.1 装出窑的操作要求和

技巧

5.1.2 塞棉的方法和窑炉保

温知识

5.2理论培

训

5.2.1 能通过分析装出窑的影

响因素对初级工、中级工进行理

论培训

5.2.2 能指导初级工、中级工分

辨不同类型的硅酸铝棉及其制品

5.2.3 能指导初级工、中级工分

辨电炉、梭式窑的不同结构、配

套窑具种类

5.2.1 装出窑操作对烧成制

度、产品质量的影响

5.2.2 绝热用硅酸铝棉及其

制品的分类、标记、特点和使

用

5.2.3 电炉、梭式窑的结构、

硅酸铝棉、窑具特点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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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

炉运

行与

操作

1.1窑炉烧

成操作与控

制

1.1.1 能根据窑炉的工作系统

图进行调试

1.1.2 能对烧嘴火焰、温度和窑

内保温进行控制、调整

1.1.3 能根据所烧产品选择测

温三角锥、测温环测试窑内不同

烧成节点的温度

1.1.4 能在燃气质量和环境条

1.1.1窑炉工作系统的原理、

烧成制度的调整和控制方法

1.1.2 热工烧成要求

1.1.3 新窑点火、烘窑和试

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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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变化时调整烧成制度

1.1.5 能制订窑炉点火、烘窑和

试产方案

1.2窑炉热

工标定、计算

1.2.1 能计算窑炉产量

1.2.2 能进行标准燃气换算

1.2.3 能根据产量、燃气量和用

电量计算产品的单位能耗

1.2.1 热工常用的计算方法

1.2.2 电力、燃气和燃烧相

关技术经济指标的知识

2.窑

炉维

护与

故障

处理

2.1窑体维

护

2.1.1 能制订窑体的大修、中修

方案

2.1.2 能对大修、中修后的窑炉

进行验收和试生产

2.1.3 能绘制拱顶用的异型砖

图

2.1.4 能绘制窑炉结构简图

2.1.1 窑体大修、中修知识

2.1.2 绘图知识及操作

2.1.3 电炉、梭式窑等设备

的性能特点

2.2设施的

维护、保养

2.2.1 能制订窑（台）车的大修、

中修方案

2.2.2 能对大修、中修后的窑

（台）车进行验收和试生产

2.2.3 能调整和校正窑炉传动

的水平位置

2.2.4 能识别并更换电热棒、电

热丝及配套装置

2.2.5 能制订设备维护保养所

需的物料采购计划

2.2.6 能制订易损件库存计划

2.2.7 能对大修后的附属设备

进行验收和试车

2.2.1 窑（台）车大修、中

修知识

2.2.2 窑炉传动系统的调整

方法

2.2.3 窑炉系统的管理和维

护

2.2.4 易损件类别及性能特

点

2.2.5 附属设备验收和试车

的原则及注意事项

2.3故障处

理

2.3.1 能提出风机、传动设备及

附属设备的检修方案

2.3.2 能编写事故报告

2.3.1 风机、传动设备和附

属设备的工作原理及维修知识

2.3.2 事故报告的格式和编

写要求

3.质

量检

查与

控制

3.1入窑检

查与控制

3.1.1 能根据出窑产品的缺陷

判断装窑存在的问题并解决

3.1.2 能制订窑炉欠缺坯体时

的管理方案并实施

3.1.1 装窑控制对出窑产品

质量的影响因素

3.1.2 窑内欠缺坯体时对干

燥、烧成质量的影响

3.2出窑产

品检查与控

制

3.2.1 能处理尺寸偏差、变形、

开裂等缺陷

3.2.2 能处理色差、波纹、起泡

等缺陷

3.2.1 产生尺差、色差、变

形、开裂等烧成缺陷的原因及

处理方法

3.2.2 产生色差、波纹、起

泡等缺陷的原因和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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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培

训与

指导

4.1指导操

作

4.1.1 能指导初级工、中级工、

高级工进行实际操作 4.1.2 能指

导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对窑

炉和附属设备进行安全检查

4.1.1 实训实操教学的基本

方法

4.1.2 安全生产及管理

4.2理论培

训

4.2.1 能制订干燥、烧成理论知

识的培训计划

4.2.2 能对初级工、中级工、高

级工进行干燥、烧成理论知识的

培训

4.2.1 培训计划、方案的编

制方法

4.2.2 培训教学的基本方法

5.生

产管

理

5.1质量管

理

5.1.1 能制订窑炉清洁生产的

计划并实施

5.1.2 能通过改进烧成方法、装

出操作和过程控制等手段提高干

燥、烧成的合格率

5.1.1 清洁生产的要素、内

涵

5.1.2 影响干燥、烧成合格

率的因素

5.2技术管

理

5.2.1 能制订节电省气和减排

的技术方案并组织实施

5.2.2 能推广应用行业内的新

工艺、新材料和新技术

5.2.1 陶瓷生产相关的节能

减排技术

5.2.2 窑炉行业的新工艺、

新材料和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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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

炉运

行与

操作

1.2窑炉烧

成操作与控

制

1.1.1 能根据陶瓷器型、坯釉、

色料配方工艺、批量产品缺陷安

排窑位及调整烧成参数

1.1.2 能根据新产品、新工艺、

新材料特性制订烧制方案并实施

1.1.3 能操作新型窑炉烧成产

品

1.1.4 能通过风、气配比、排烟

抽力、急冷风对窑内的空气过剩

系数进行调整

1.1.1 陶瓷工艺及色釉配方

的基础知识

1.1.2 现代陶瓷新产品、新

工艺的知识

1.1.3 空气过剩系数的涵义

及其检测方法

1.1.4 传统烧制与现代热工

比较分析

1.2窑炉热

工标定、计算

1.2.1 能在现场进行热工标定

和热平衡计算

1.2.2 能根据标定和计算结果

对烧成操作提出改进意见

1.2.1 热工标定和热平衡的

计算、热工相关行业标准、国

家标准

1.2.2 传热学和流体力学的

基础知识

1.2.3 陶瓷设备、产品标准

中的能耗限额要求

2.窑

炉维

护与

故障

2.1窑体维

护

2.1.1 能够通过热工调试手段

优化烧成制度达到节能的效果

2.1.2 能对现有窑炉制订结构

改进方案并付诸实施

2.1.1 烧成节能的调试技术

2.1.2 窑炉的结构组成和相

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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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2.2故障处

理

2.2.1 能发现窑炉安全隐患并

提出防范措施和处理

2.2.2 能处理燃气系统、供气管

路和用电线路的故障

2.2.3 能制订应对突然停电、停

气事故的技术方案

2.2.1 窑炉事故案例及警示

教育知识

2.2.2 烧成系统故障的处理

方法

2.2.3 突然停电、停气的升

降温操作和烧成方法

3.质

量检

查与

控制

3.1入窑检

查与控制

3.1.1 能针对创新产品制订入

窑前的检查项目和方法

3.1.2 能对成形、施釉和装饰工

序的质量控制提出改进建议

3.1.3 能针对综合装饰、创新创

意产品（陶艺）制订满窑方案

3.1.1 新产品烧制方法和管

理

3.1.2 成形、施釉和装饰工

序的基本知识

3.2出窑产

品检查与控

制

3.2.1 能对斑点、针孔、桔釉、

缩釉、黑心、熔洞、砖坯强度低、

产品后期变形等产品缺陷进行综

合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组织

技术攻关

3.2.2 能对采用新技术烧成的

产品制订质量控制方案

3.2.1 陶瓷缺陷与各工序生

产作业状况的关系

3.2.2 烧成质量控制方案的

制定原则和方法

4.培

训与

指导

4.1指导操

作

4.1.1 能指导初级工、中级工、

高级工和技师采用烧成新技术操

作

4.1.2 能指导初级工、中级工、

高级工和技师进行新产品试制

4.1.1 生产实习教学法的有

关知识

4.1.2 烧成新技术及发展趋

势

4.2理论培

训

4.2.1 能对初级工、中级工、高

级工和技师进行节能和文明生产

的培训

4.2.2 能编写培训讲义

4.2.1 干燥、烧成工序节能

技术的综合分析

4.2.2 培训讲义的编写方法

5.生

产管

理

5.1质量管

理

5.1.1 能对操作过程进行质量

分析与控制

5.1.2 能提出全面质量提升计

划并贯彻各项质量标准

5.1.1 陶瓷生产操作对产品

质量的影响

5.1.2 全面质量管理的知识

5.2技术管

理

5.2.1 能组织开展技术革新的

活动

5.2.2 能根据新产品结构、特

点、产能等要求，规划设计与之

匹配的新窑方案

5.2.1 干燥、烧成节能环保

等技术的发展趋势

5.2.2 窑炉设计的有关知识

5.3能源管

理

5.3.1 能对干燥、烧成过程的能

源使用状况进行分析和控制

5.3.2 能提出合理利用能源的

方案实现节能减排

5.3.3 能贯彻落实国家能源法

律法规和能源管理体系标准

5.3.1 能源的基础知识

5.3.2 能源管理及法律法规

相关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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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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10 10 10

相关

知识

生产准备 35 25 20 - -

窑炉运行与操作 25 25 20 20 15

窑炉维护与故障处理 20 30 35 35 30

质量检查与控制 5 5 5 10 15

培训与指导 - - 5 10 15

生产管理 - - - 10 1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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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准备 20 15 10 - -

窑炉运行与操作 40 40 35 20 20

窑炉维护与故障处理 35 40 45 50 40

质量检查与控制 5 5 5 10 15

培训与指导 - - 5 10 15

生产管理 - - - 10 1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