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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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交通运输部组织有关专家，制定了《潜水

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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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潜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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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根据潜水员职业的特殊性和高危险性，进行

适当调整，体现了潜水员职业的特点和人力资源管理的实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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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有：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交通运输部广州打捞局、

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广州潜水学校、深圳市杉叶实业有限公司、上海交大海洋水下工程

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主要起草人有：陈水开、张辉、薛寒冰、荆岩林、孙万、申英杰。参

与起草人有：陈班雄、姜平、孙海京、田坤文、潘明光、李海滨。 

四、本《标准》主要审定单位有：交通运输部职业资格中心、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

交通运输部广州打捞局、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交通运输部烟台打捞局、交通运输部南海

救助局、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大连海事大学、烟台海员职业中

等专业学校。主要审定人员有：张建国、林旭辉、朱伟文、金锋、邢思浩、张开波、薛晖、

董德州、曹玉庆、张增猛、吴魁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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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灵芝，

交通运输部人事教育司李辉，交通运输部职业资格中心刘鹏、郝鹏玮等专家的指导和大力支

持，在此一并感谢。 

六、本《标准》业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交通运输部批准，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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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水员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2019年版）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潜水员① 

1.2  职业编码 

6-30-04-04 

1.3  职业定义 

从事水下救助打捞、海洋工程、港口和桥梁工程等水下作业的人员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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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潜水员工种分别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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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气潜水员和饱和潜水员工种分别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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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空气潜水员、混合气潜水员 

室外、水下、低温、高气压、能见度差、水流、风浪。 

1.5.2  饱和潜水员 

室外、水下、低温、高气压、密闭空间、能见度差、水流、风浪。 

1.6  职业能力特征 

具有一定的学习、语言交流和计算能力，准确的判断能力；空间感和形体知觉较强；手

指、手臂灵活，动作协调，心理素质良好。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初中毕业（或相当文化程度）。 

                                                        
① 本职业分空气潜水员、混合气潜水员、饱和潜水员三个工种。 
② 空气潜水员指操作空气潜水装备和水下工具，呼吸压缩空气，进行空气潜水作业的人员。 

混合气潜水员指操作混合气潜水装备和水下工具，呼吸人工配制的混合气，进行混合气潜水作业的人员。 

饱和潜水员指操作饱和潜水装备和水下工具，呼吸人工配制的混合气，进行饱和潜水作业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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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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1年（含）以上，且潜水作业次数不少于 30 次。 

（2）本职业学徒期满，且潜水作业次数不少于 30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本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4 年（含）以上，且空气潜水员潜水作业次数不少于 120 次，混合气潜水员混合气潜水作业

次数不少于 40次，饱和潜水员巡潜作业次数不少于 40次。 

（2）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6年（含）以上，且空气潜水员潜水作业次数不少于 180次，

混合气潜水员混合气潜水作业次数不少于 60次，饱和潜水员巡潜作业次数不少于 60次。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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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5（含）年以上，且空气潜水员潜水作业次数不少于 150次，混合气潜水员混合气潜水作业次

数不少于 50次，饱和潜水员巡潜作业次数不少于 50次。 

（2）取得本职业四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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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

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2年（含）以上，且空气潜水员潜水作业次数不少于 60

次，混合气潜水员混合气潜水作业次数不少于 20次，饱和潜水员巡潜作业次数不少于 20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4 年（含）以上，且空气潜水员潜水作业次数不少于 120 次，混合气潜水员混合气潜水作业

次数不少于 40次，饱和潜水员巡潜作业次数不少于 40次。 

（2）取得本职业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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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本专业：工程潜水专业，下同。 
② 本专业：工程潜水专业，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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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3年（含）以上，且空气潜水员潜水作业次数不少于 90次，

混合气潜水员混合气潜水作业次数不少于 30 次，饱和潜水员巡潜作业次数不少于 30 次；或

取得本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2 年（含）以上，且空气

潜水员潜水作业次数不少于 60 次，混合气潜水员混合气潜水作业次数不少于 20 次，饱和潜

水员巡潜作业次数不少于 20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4年（含）

以上，且空气潜水员潜水作业次数不少于 80 次，混合气潜水员混合气潜水作业次数不少于

40 次，饱和潜水员巡潜作业次数不少于 40次。 

1.8.2  鉴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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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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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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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90 分钟；空气潜水员技能考核时间不少于 90 分钟，混合气潜

水员技能考核时间不少于 120 分钟，饱和潜水员技能考核时间不少于 120 分钟；综合评审时

间不少于 20分钟。 

1.8.5  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进行。空气潜水员技能考核在具有潜水装具、供气系统、潜水

控制面板、入出水系统、甲板减压舱等装备和具备潜水训练池、塔或水域的场所进行；混合

气潜水员技能考核在具有潜水装具、混合气供气系统、混合气潜水控制面板、入出水系统、

甲板减压舱、潜水热水机等装备和具备模拟混合气潜水的高压水舱或水域的场所进行；饱和

潜水员技能考核在具有潜水装具、饱和潜水系统或带有闭式潜水钟的模拟饱和潜水系统等设

备和具备潜水训练井或水域的场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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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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纪守法，严于律己。 

（2）爱岗敬业，忠于职守。 

（3）刻苦学习，钻研业务。 

（4）工作认真，文明施工。 

（5）谦虚谨慎，团结协作。 

（6）安全第一，保持健康。 

（7）确保质量，重视环保。 

（8）面对危机，沉着勇敢。 

2.2  基础知识 

2.2.1  空气潜水员 

2.2.1.1 潜水物理基本知识 

（1）水的压强。 

（2）水的浮力和潜水员的稳性。 

（3）水的阻力对潜水的影响。 

（4）潜水气体的物理性质。 

（5）气态方程。 

（6）分压定律。 

（7）气体在液体中的溶解规律。 

（8）热传导的概念，水下低温对潜水员的影响。 

（9）声波、光在水中传播特点及对潜水员的影响。 

2.2.1.2  机械识图 

（1）点、直线、平面的投影。 

（2）立体的投影。 

（3）轴测投影。 

（4）组合体的视图、剖视和剖面。 

（5）水工图、船体总布置图、基本结构图、型线图。 

2.2.1.3  工程力学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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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静力学的基本概念和公理。 

（2）平面汇交力系。 

（3）力矩和平面力偶系。 

（4）平面任意力系。 

（5）轴向拉压。 

（6）剪切。 

（7）圆轴的扭转。 

（8）直梁弯曲。 

2.2.1.4  潜水生理学及医学基础知识 

（1）人体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生理常识。 

（2）高气压对机体的影响。 

（3）惰性气体在体内的运动规律。 

（4）减压理论和减压方法。 

（5）潜水减压病及其它潜水疾病（如气压伤、挤压伤、氧中毒、缺氧、二氧化碳中毒、

体温过低等）的发生原因、症状、预防措施及处理原则。 

2.2.1.5  潜水装具、设备和系统 

（1）通风式潜水装具的组成、结构和原理。 

（2）自携式潜水装具的组成、结构和原理。 

（3）水面需供式潜水装具的组成、结构和原理。 

（4）空气潜水控制面板的结构和原理。 

（5）空气潜水供气系统的组成、基本结构和原理。 

（6）甲板减压舱系统的组成、基本结构和原理。 

（7）潜水员入出水系统的类型、组成、基本结构和原理。 

（8）热水供给系统的组成、基本结构和原理。 

2.2.1.6  船舶、水上设施及水文知识 

（1）风、浪、涌、海流、潮汐的常识及其对潜水的影响。 

（2）船舶常识。 

（3）海上设施水下结构常识。 

（4）水利电力设施水下结构常识。 

2.2.1.7  安全和环境保护知识 

（1）潜水作业安全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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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潜水装具、设备和系统操作的基本安全要求。  

（3）船舶和水上设施倾倒废物、排放污水污油的管理规定。 

（4）潜水作业环保知识。     

2.2.1.8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相关知识。 

（4）《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相关知识。 

（5）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潜水自律管理办法》相关知识。 

（6）《潜水员水下用电安全规程》（GB 16636）相关知识。 

（7）《潜水呼吸气体及检测方法》（GB 18435）相关知识。 

（8）《职业潜水员体格检查要求》（GB 20827）相关知识。 

（9）《空气潜水安全要求》（GB 26123）相关知识。 

（10）《水下高电压设备作业安全要求》（GB 27881）相关知识。 

（11）《空气潜水减压技术要求》（GB/T 12521）相关知识。 

（12）《甲板减压舱》（GB/T 16560）相关知识。 

（13）《近海潜水支持船选择技术要求》（JT/T 1281）。 

（14）《无人遥控潜水器协同潜水作业要求》（JT/T 746）相关知识。 

（15）《钢制浮筒打捞沉船技术要求》（JT/T 39）相关知识 

（16）《潜水员潜水后飞行要求》（JT/T 909）相关知识。 

（20）《空气潜水医学保障要求》（JT/T 1802）相关知识。 

2.2.2  混合气潜水员 

2.2.2.1  混合气潜水物理学知识 

（1）潜水常用混合气的种类。 

（2）混合气潜水涉及气体的物理性质。 

（3）混合气气体浓度、氧分压的概念，理解潜水深度与混合气氧分压、氧浓度的计算方

法； 

（4）混合气潜水有关的气体定律。 

（5）热能在混合气中传导的特性。 

（6）声波在混合气中传播的特性。 

2.2.2.2  混合气潜水生理学和潜水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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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氦氧混合气的特性及其在潜水中的应用。 

（2）混合气潜水对机体的影响。 

（3）混合气潜水的减压理论和减压方法。 

（4）混合气潜水常见潜水疾病。 

2.2.2.3  混合气潜水装具、设备和系统 

（1）水面需供式潜水装具在混合气潜水中的应用。 

（2）混合气潜水控制面板的结构和原理。 

（3）混合气配制系统的结构和原理。 

（4）混合气潜水供气系统的组成、基本结构和原理。 

（5）甲板减压舱系统的组成、基本结构和原理。 

（6）潜水吊笼及其吊放系统的组成、基本结构和原理。 

（7）开式潜水钟及其吊放系统的组成、基本结构和原理。 

（8）混合气潜水热水供给系统的组成、基本结构和原理。 

2.2.2.4  混合气潜水作业程序 

（1）混合气潜水作业的准备 

（2）混合气潜水作业前检查。 

（2）混合气潜水作业程序。 

（3）混合气潜水应急程序。 

（4）混合气潜水中气体转换程序。 

（5）混合气潜水加、减压程序。 

2.2.2.5  潜水支持船及无人遥控潜水器 

（1）潜水作业中动力定位潜水支持船的条件和要求。 

（2）潜水员与无人遥控潜水器协同作业的要求。 

2.2.2.6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相关知识。 

（4）《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相关知识。 

（5）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潜水自律管理办法》相关知识。 

（6）《潜水员水下用电安全规程》（GB 16636）相关知识。 

（7）《潜水呼吸气体及检测方法》（GB 18435）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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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职业潜水员体格检查要求》（GB 20827）相关知识。 

（9）《水下高电压设备作业安全要求》（GB 27881）相关知识。 

（10）《混合气潜水安全要求》（GB 28396）相关知识。 

（11）《甲板减压舱》（GB/T 16560）相关知识。 

（12）《无人遥控潜水器协同潜水作业要求》（JT/T 746）相关知识。 

（13《钢制浮筒打捞沉船技术要求》（JT/T 39）相关知识。 

（14）《潜水员潜水后飞行要求》（JT/T 909）相关知识。 

2.2.3  饱和潜水员 

2.2.3.1  饱和潜水物理学 

（1）饱和潜水中气体的饱和与脱饱和原理和特点。 

（2）饱和潜水的常用物理学定律。 

（3）饱和潜水中气体浓度、分压的计算方法。 

2.2.3.2  饱和潜水生理学和医学 

（1）饱和潜水气体对机体的影响。 

（2）饱和潜水环境对机体的影响。 

（3）饱和潜水减压理论和减压方法。 

（4）饱和潜水中常见疾病和处理原则。 

（5）饱和潜水员营养要求。 

（6）饱和潜水员体格和心理要求。 

（7）饱和潜水舱室卫生学要求。 

2.2.3.3  饱和潜水系统 

（1）饱和潜水系统的基本组成。 

（2）甲板居住舱和控制系统的组成、基本结构和原理。 

（3）闭式潜水钟和控制系统的基本结构和原理。 

（4）生命支持系统的组成、基本结构和原理。 

（5）潜水钟吊放系统、潜水钟脐带管理系统的基本结构和原理。 

（6）气体回收系统的基本结构和原理。 

（7）高压逃生系统的组成、基本结构和原理。 

2.2.3.4  饱和潜水作业程序 

（1）饱和潜水系统及其辅助设备操作程序。 

（2）饱和潜水中气体的配备、配制、检测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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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饱和潜水作业前系统检查要求。 

（4）饱和潜水作业程序（包括潜水钟分离、吊放、回收、对接要求）。 

（5）饱和潜水中巡回潜水的要求和注意事项。 

（6）饱和潜水应急程序。 

（7）高压逃生舱操作程序（包括高压逃生舱与甲板居住舱的分离、释放要求）。 

2.2.3.5  潜水支持船及无人遥控潜水器 

（1）饱和潜水作业中动力定位潜水支持船的条件和要求。 

（2）饱和潜水员与无人遥控潜水器协同作业的要求。 

2.2.3.6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相关知识。 

（4）《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相关知识。 

（5）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潜水自律管理办法》相关知识。 

（6）《潜水员水下用电安全规程》（GB 16636）相关知识。 

（7）《潜水呼吸气体及检测方法》（GB 18435）相关知识。 

（8）《饱和潜水卫生消毒要求》（JT/T 1233）相关知识。 

（9）《潜水员供气量》（GB 18985）相关知识。 

（10）《职业潜水员体格检查要求》（GB 20827）相关知识。 

（11）《水下高电压设备作业安全要求》（GB 27881）相关知识。 

（12）《甲板减压舱》（GB/T 16560）相关知识。 

（13）《200米饱和潜水作业要求》（GB/T 24555）相关知识。 

（14）《200m氦氧饱和潜水作业应急措施》（GB/T 24556）相关知识。 

（15）《饱和潜水作业人员要求》（JT/T 741）相关知识。 

（16）《200米氦氧饱和潜水气体配置要求》（JT/T 742）相关知识。 

（17）《200米氦氧饱和潜水作业检查要求》（JT/T 743）相关知识。 

（18）《200米氦氧饱和潜水减压病处置原则》（JT/T 744）相关知识。 

（19）《无人遥控潜水器协同潜水作业要求》（JT/T 746）相关知识。 

（20）《潜水员潜水后飞行要求》（JT/T 909）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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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要求 

3.1  空气潜水员 

本标准对空气潜水员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和一级/高级

技师的技能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的要求。 

3.1.1  五级/初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空 

气 

潜 

水 

1.1 自携

式潜水 

1.1.1 能进行自携式潜水装具潜水前

检查 

1.1.2 能进行自携式潜水着装和卸装 

1.1.3 能从潜水平台、潜水梯或小船

入水 

1.1.4 能计算自携式潜水气瓶的供气

时间 

1.1.5 能在流速不超过 0.2 m/s 的条

件下，潜入 20 m深的水底进行水下活动 

1.1.6 能使用信号绳与水面照料员联

系、使用手势信号或联系绳与结伴潜水

员联系 

1.1.7 能使用浮力调节器在水中调节

自身浮力 

1.1.8 能应急处理面罩、咬嘴进水和

脱落的情况 

1.1.9 能在水下与结伴潜水员进行成

对呼吸 

1.1.10 能在呼吸器故障、供气中断等

情况下紧急上升出水 

1.1.11 能在 10 m 水深处进行水下卸

装逃生 

1.1.1 自携式潜水装具潜水前的检查程

序 

1.1.2 潜水气瓶内气体使用时间的计算

方法 

1.1.3 自携式潜水的限制条件 

1.1.4 自携式潜水着装、卸装程序 

1.1.5 自携式潜水气瓶供气时间的计算

方法 

1.1.6自携式潜水程序和注意事项 

1.1.7 入水、下潜、上升、出水的注意

事项 

1.1.8 自携式潜水呼吸方法和注意事项 

1.1.9 水下辨别方向的常用方法 

1.1.10 浮力调节器使用方法及注意事

项 

1.1.11 常规拉绳信号的含义和发送方

法，手势信号的含义和示意方法 

1.1.12 面罩、咬嘴进水和脱落的危险性

及应急处理方法 

1.1.13 结伴潜水规则和成对呼吸方法 

1.1.14 紧急上升的注意事项 

1.1.15 水下卸装逃生的注意事项 

1.2 水面

需供式潜水 

1.2.1 能进行水面需供式潜水装具潜

水前检查 

1.2.2 能在水面人员照料下进行水面

需供式潜水着装和卸装 

1.2.3 能在流速不超过 0.2 m/s 的条

件下，潜入 50 m深的水底进行水下活动 

1.2.4 能借助脐带在水下辨别方向 

1.2.1 水面需供式潜水装具潜水前的检

查程序 

1.2.2 水面需供式潜水着装、卸装程序

和注意事项 

1.2.3 水面需供式潜水程序和注意事项 

1.2.4 跳跃入水、沿潜水梯下水的操作

要领 

1.2.5 下潜前水面检查的要求 

1.2.6 下潜、上升过程中注意事项 

1.2.7 借助信号绳或脐带在水下辨别方

向的要领 

1.3 通风

式潜水 

1.3.1 能进行通风式潜水装具潜水前

检查 

1.3.2 能在水面人员照料下进行通风

式潜水着装和卸装 

1.3.3 能在流速不超过 0.2 m/s 的条

件下，潜入 35 m深的水底进行水下活动 

1.3.4 能调节通气量控制自身的浮力 

1.3.1 通风式潜水装具潜水前的检查程

序 

1.3.2 潜水梯的要求 

1.3.3 通风式潜水着装、卸装程序 

1.3.4 通风式潜水程序和注意事项 

1.3.5 沿潜水梯入水的注意事项，下潜

前水面检查要求 

1.3.6 沿潜水导索下潜、上升的注意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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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3.7 通风式潜水浮力控制的操作要领 

2. 

水 

面 

照 

料 

2.1 潜水

现场布置 

2.1.1 能布置潜水现场装具、设备及

系统 

2.1.2 能对潜水现场装具、设备进行

连接和拆卸 

2.1.1 潜水装具、设备及系统的现场布

置要求 

2.1.2 潜水供气系统、入出水系统及甲

板减压舱系统的连接与拆卸要求 

2.1.3 水面需供式、通风式潜水装具的

连接与拆卸要求 

2.2 潜水

员照料 

2.2.1 能照料潜水员着装和卸装 

2.2.2 能对潜水员进行着装后检查 

2.2.3 能照料潜水员入水和出水 

2.2.4 能控制潜水软管或脐带的收放

速度以限制潜水员的下潜和上升速度 

2.2.5 能保持信号绳、潜水软管或脐

带松紧适中 

2.2.6 能使用潜水电话、信号绳或脐

带向潜水员传递信号 

2.2.7 能对使用后的潜水装具进行清

洗和检查 

2.2.1 自携式、水面需供式、通风式潜

水装具的着装、卸装程序及注意事项 

2.2.2 自携式、水面需供式及通风式潜

水员着装后的检查要求 

2.2.3 自携式、水面需供式、通风式潜

水的入出水方法 

2.2.4 潜水员下潜前装具检查要求 

2.2.5 信号绳和潜水脐带的长度标记要

求 

2.2.6 信号绳、潜水软管或脐带的收放

要求和注意事项 

2.2.7 下潜和上升速度的要求 

2.2.8 使用信号绳或脐带与潜水员联系

的要领和注意事项 

2.2.9 与潜水员通信的要领 

2.2.10 潜水装具使用后冲洗和检查的

要求 

3. 

水 

下 

作 

业 

3.1 水下

整平 

3.1.1 能在水下标示抛填位置 

3.1.2 能在水下操作标高导尺 

3.1.3 能在水下架设钢轨 

3.1.4 能在水下操作刮刀进行粗平和

细平 

3.1.1 水下基床整平的精度要求 

3.1.2 标高导尺操作的基本要求 

3.1.3 钢轨架设的基本要求 

3.1.4 刮刀操作的基本要求 

3.1.5 基床石层分布的要求 

3.1.6 搬动石块与刮刀行进时的注意事

项 

3.2 水下

除泥 

3.2.1 能使用气升式吸泥器抽吸泥沙 

3.2.2 能使用射流式吸泥器抽吸泥沙 

3.2.3 能使用高压水枪冲除积泥 

3.2.1 气升式吸泥器的原理、结构、操

作要领及注意事项 

3.2.2 射流式吸泥器的结构、原理、操

作要领和注意事项 

3.2.3 高压水射流装置冲除积泥的操作

要领和注意事项 

3.3 水下

清理 

3.3.1 能用手动铲刀等工具清理水下

结构物表面的海生物 

3.3.2 能用气动或液压打磨工具对焊

缝或杆件进行打磨 

3.3.3 能清除固定式拦污栅和管道进

出水口网罩表面锈垢及蚌壳类水生物 

3.3.1 水下结构物表面清洁标准 

3.3.2 水下气动作业工具系统的原理及

安全操作规程 

3.3.3 水下液压作业工具系统的原理及

安全操作规程 

3.3.4 清理固定式拦污栅及管道进出水

口网罩的方法和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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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3.4 水下

安装与拆解 

3.4.1 能准备拆装工具、材料 

3.4.2 能在水下安装和拆解悬挂构件 

3.4.3 能解除船舶推进器上的绞缠物 

3.4.1 拆装工具、材料的要求 

3.4.2 水下使用手工工具进行安装和拆

解的注意事项 

3.4.3 水下安装悬挂构件的操作要领和

注意事项 

3.4.4 解除船舶推进器绞缠的操作要

领、与水面配合的要求及注意事项 

3.5 水下

打捞 

3.5.1 能在水流平缓、能见度为零的

水底探摸寻物 

3.5.2 能使用钢丝绳在水下绑扎不规

则物件 

3.5.3 能使用钢丝绳、索具在水下绑

扎起吊重物 

3.5.1 水下搜索基准点的确定方法 

3.5.2 水下圆周寻找法的操作要点 

3.5.3 水下弧行寻找法的操作要点 

3.5.4 水下拖底寻找法的操作要点 

3.5.5 钢丝绳绑扎物件的要求 

3.5.6 起吊重物的注意事项 

3.6 缆绳

索具操作 

3.6.1 能编打 10种常用的绳结 

3.6.2 能插接常用钢丝绳扣 

3.6.3 能穿绕滑车组 

3.6.1 船用麻绳、化纤绳的用途、规格

及保养方法 

3.6.2 常用绳结的编打方法和适用范围 

3.6.3 常用钢丝绳的种类、性能和规格 

3.6.4 常用钢丝绳扣的插接方法 

3.6.5 常用索具的使用方法 

3.6.6 滑车组的结构、种类及穿绕方法 

4. 

装 

备 

维 

护 

保 

养 

4.1 自携

式潜水装具

维护保养 

4.1.1 能保养潜水气瓶总成 

4.1.2 能保养潜水呼吸器 

4.1.3 能保养浮力背心 

4.1.4 能保养湿式潜水服 

4.1.1 气瓶总成的保养要求 

4.1.2 潜水气瓶内部清理的要求，气瓶

阀更换方法 

4.1.3 气瓶本体的法定检验要求 

4.1.4 气瓶背负装置固紧要求和方法 

4.1.5 潜水呼吸器的保养要求 

4.1.6 中压管的配备要求和更换方法 

4.1.7 浮力背心的维护保养要求 

4.1.8 湿式潜水服的维护保养要求 

4.2 水面

需供式潜水

装具维护保

养 

4.2.1 能保养水面需供式潜水头盔和

潜水面罩 

4.2.2 能装配和保养脐带 

4.2.3 能保养干式潜水服、热水服 

4.2.4 能保养潜水电话 

4.2.5 能检查、更换潜水头盔或面罩

中的口鼻罩、头罩 

4.2.6 能调整、更换潜水头盔中的颈

部密封组件 

4.2.1 潜水头盔和潜水面罩的保养要求 

4.2.2 脐带的装配要求及保养方法 

4.2.3 干式潜水服、热水服的保养要求 

4.2.4 潜水电话的保养要求 

4.2.5 潜水头盔或潜水面罩中口鼻罩、

头罩的更换方法 

4.2.6 潜水头盔中颈部密封组件的拆装

方法 

4.3 通风

式潜水装具

维护保养 

4.3.1 能保养通风式潜水头盔 

4.3.2 能保养重装潜水服 

4.3.3 能保养潜水软管 

4.3.4 能检查、更换压铅提手绳、前

后压铅连接绳和后压铅挂攀绳 

4.3.5 能检查、更换、固紧潜水鞋鞋

底、铜鞋头及鞋绳 

4.3.1 潜水头盔及领盘的保养要求 

4.3.2 潜水头盔内受、送话器的检查和

更换方法 

4.3.3 重装潜水服的保养要求及修补方

法 

4.3.4 潜水软管的保养要求 

4.3.5 压铅提手绳、前后压铅连接绳和

后压铅挂攀绳的绳头和绳结的编打方法及

要求 

4.3.6 潜水鞋鞋底、铜鞋头及鞋绳的要

求及紧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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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5. 

应 

急 

与 

事 

故 

处 

理 

5.1 事故

处理 

5.1.1 能处理水面需供式潜水常见紧

急情况（如主供气中断、通信中断、水

下绞缠等）。 

5.1.2 能处理通风式潜水常见紧急情

况（如放漂、绞缠、体位倒置、供气中

断、通讯中断等） 

5.1.3能处理潜水过程中的水下绞缠 

5.1.4 能处理潜水员在水下被吸泥管

吸住 

5.1.1水面需供式潜水发生主供气中断、

通信中断、水下绞缠等紧急情况的应急程

序。 

5.1.2 通风式潜水发生放漂、绞缠、体

位倒置、供气中断、通讯中断等紧急情况

的应急程序 

5.1.3水下绞缠的预防措施和处理方法 

5.1.4 潜水员在水下被吸泥管吸住的原

因及应急处理方法 

5.2 心肺

复苏 

5.2.1 能判断遇险潜水员是否有呼吸

和心跳 

5.2.2 能清除遇险潜水员口鼻中的异

物以畅通气道 

5.2.3 能按要求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 

5.2.4 能按要求进行胸外心脏按压 

5.2.1 判断有无心跳和呼吸的方法 

5.2.2 清除口鼻中异物的方法 

5.2.3 畅通呼吸道的方法 

5.2.4 人工呼吸的操作方法和注意事项 

5.2.5 心脏按压的操作方法和注意事项 

5.3 外伤

处理 

5.3.1能实施指压动脉止血 

5.3.2能进行绷带包扎和三角巾包扎 

5.3.3 能对前臂骨折和小腿骨折患者

进行临时性固定 

5.3.1 指压动脉止血法的用法和注意事

项 

5.3.2 绷带包扎和三角巾包扎的方法和

注意事项 

5.3.3 骨折的检查和判断方法 

5.3.4 前臂骨折和小腿骨折的固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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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四级/中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空 

气 

潜 

水 

1.1 自携

式潜水 

1.1.1 能在流速不超过 0.5 m/s 的条

件下潜入 30 m深的水底进行水下活动 

1.1.2 能使用各种自携式潜水辅助器

材（如潜水电脑、潜水手表及潜水指南

针等） 

1.1.3 能进行各种情形（如潜水员受

困、失联或意识丧失等）的自携式潜水

救援 

1.1.1 在水流较大的条件下自携式潜水

的安全措施  

1.1.2 进行较大深度自携式潜水的安全

措施 

1.1.3潜水电脑、潜水手表及潜水指南针

的使用方法 

1.1.4 自携式潜水时潜水员受困、失联

或意识丧失等的救援方法 

1.2 水面

需供式潜水 

1.2.1 能在水流不大于 0.5m/s 的条

件下沿潜水导索潜入 50 m深的水底进行

水下活动  

1.2.2 能在有缆索或系船设施等障碍

物的水域进行潜水 

1.2.1 水面需供式潜水的流速、风力限

制 

1.2.2 进行深度较大的水面需供式潜水

的安全注意事项 

1.2.3 在有障碍物的水域进行潜水的注

意事项 

1.3 通风

式潜水 

1.3.1 能计算通风式潜水的供气流量

和供气压力  

1.3.2 能在水流不大于 0.5m/s 的条

件下沿潜水导索潜入 50 m深的水底进行

水下活动  

1.3.3 能进行水下悬空停留 

1.3.1 通风式潜水供气流量和供气压力

的计算公式 

1.3.2 水面需供式潜水的流速、风力限

制 

1.3.3 进行深度较大的通风式潜水的安

全注意事项 

1.3.4 水下悬空时浮力控制的要领及注

意事项 

2. 

水 

面 

照 

料 

2.1 潜水

员照料 

2.1.1 能配备潜水装具和设备 

2.1.2 能对已连接的潜水装具进行状

态检查和测试 

2.1.3 能借助信号绳（或脐带）和排

出气泡确定潜水员的位置和下潜深度 

2.1.4 能通过倾听潜水员的答话和呼

吸节律判断其状态 

2.1.5 能按已选定的减压方案照料水

下潜水员减压 

2.1.6 能检查出水后的潜水员是否有

外伤及其它异常情况 

2.1.1 自携式、水面需供式及通风式潜

水方式对潜水装设备的配备要求和检查要

求 

2.1.2 自携式、水面需供式及通风式潜

水装具连接后的检查和测试要求 

2.1.3借助信号绳（或脐带）和气泡排放

判断潜水员位置的方法 

2.1.4 倾听潜水电话的要求 

2.1.5 潜水员供气流量、呼吸频率与其

劳动强度的关系 

2.1.6 水下阶段减压的实施程序，减压

记录的要求 

2.1.7 潜水员出水后照料工作的内容和

要求 

2.2 潜水

控制面板操

作 

2.2.1 能操作潜水控制面板上调压器

调节供气压力 

2.2.2 能操作潜水控制面板上阀门为

潜水员、待命潜水员供气 

2.2.3 能操作潜水控制面板上测深系

统测量潜水员的所在深度 

2.2.4 能操作潜水控制面板上测深阀

向潜水员应急供气 

2.2.1 《潜水员供气量》（GB 18985）

的相关要求 

2.2.2 潜水控制面板与供气系统、潜水

装具的连接要求 

2.2.3 调压器的结构、原理及调节方法 

2.2.4 潜水控制面板的操作要求 

2.2.5 测深系统的原理和操作要求 

2.2.6 测深管的强度要求和应急供气操

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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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2.3 甲板

减压舱加压

与减压 

2.3.1 能检查舱室内外及操纵台上各

类阀门、仪表及通讯装置 

2.3.2 能检查舱门、递物筒及观察窗

的气密状态 

2.3.3 能检查供氧系统及内置式呼吸

装置的气密状态 

2.3.4 能操作阀门向舱内进气或从舱

内排气  

2.3.5 能操作阀门向舱室内置式呼吸

装置供氧 

2.3.1 舱室内外阀门、仪表及通讯装置

的功能、检查要求和方法 

2.3.2 舱门、递物筒门及观察窗玻璃的

气密要求和检查方法 

2.3.3 供氧系统及内置式呼吸装置的气

密要求和检查方法 

2.3.4 甲板减压舱的安全操作规程 

2.3.5 舱内吸氧的安全注意事项 

3. 

水 

下 

作 

业 

3.1 水下

封堵 

3.1.1 能探查水下结构物破洞的位

置、形状和尺寸 

3.1.2 能根据水下结构物舱口或破洞

的形状和尺寸，选择封堵器材 

3.1.3 能选用木楔、木塞、堵漏板及

堵漏垫封堵水下结构物的破洞（100 cm
2

以下） 

3.1.1 探查水下结构物舱口和漏洞的方

法和要求 

3.1.2 根据水下结构物舱口或破洞面

积、水深计算洞口压力差的方法 

3.1.3 测量水下结构物舱口或破洞形状

和尺寸的方法和要求 

3.1.4 水下封堵器材的种类和选用要求 

3.1.5 木楔、木塞、堵漏板及堵漏垫堵

漏的方法和操作要领 

3.1.6 水下封堵作业的注意事项 

3.2 水下

切割 

3.2.1 能连接、检查和操作水下电-

氧切割设备 

3.2.2 能根据水下被切割工件的厚

度、水深，选择水下电-氧切割设备的电

流、氧气压力及切割角 

3.2.3 能使用水下电-氧切割设备切

割厚度为 8 mm的钢板，切割速度达到 3 

m/h 

3.2.1 水下切割技术的分类 

3.2.2 水下电-氧切割设备的原理、结构

及连接方法 

3.2.3 水下电割条的种类和选择 

3.2.4 水下电-氧切割的切割电流、氧气

压力及切割角的选择方法 

3.2.5 水下电-氧切割不同厚度钢板的

操作方法 

3.2.6 水下电-氧切割的安全注意事项

及防火防爆措施 

3.3 水下

清理 

3.3.1 能操作高压水射流装置清理水

下结构物表面海生物 

3.3.2 能根据不同的海生物选配不同

类型的刮船器刷子 

3.3.3 能操作刮船器清理水下结构物

表面海生物 

3.3.1 《潜水员高压水射流作业安全规

程》（GB 20826）的相关要求 

3.3.2 高压水射流装置的结构和原理 

3.3.3 高压水射流装置检查、测试和操

作程序 

3.3.4 高压水射流作业的注意事项 

3.3.5 刮船器的结构和原理 

3.3.6 刮船器检查、测试、操作程序及

操作安全规程 

3.3.7 刮船器刷子的选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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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3.4 水下

检修闸坝 

3.4.1 能检查闸门的位置和状态 

3.4.2 能探测闸门顶、底部及两侧的

水封漏水大小及部位 

3.4.3 能对水下建筑物破损部位混凝

土进行检查、放样、钻孔和清理 

3.4.1 闸门的种类、结构和功能 

3.4.2 闸门检查的工作要求 

3.4.3 闸门漏水探测方法及注意事项 

3.4.4 水工建筑物破损修补方法和工序 

3.4.5 水下钻孔工具的检查、测试、操

作方法 

3.4.6 水下钻孔作业的注意事项 

3.5 水下

安装与拆解 

3.5.1 能水下对接和拆解水平直型管

道 

3.5.2 能水下安装和拆解钢筋混凝土

预制件 

3.5.3 能操作水下液压作业工具进行

螺栓拆装 

3.5.4 能操作水下液压作业工具进行

水下钻孔 

3.5.1 管道法兰连接的方法和要求 

3.5.2 管道螺纹连接的方法和要求 

3.5.3 钢筋混凝土预制件水下安装和拆

解的方法和要求 

3.5.4 水下安装和拆解作业的注意事项 

3.5.5水下液压作业工具拆装螺栓、钻孔

的操作方法 

3.6 水下

打捞 

3.6.1 能探摸和测量沉船的外部状态 

3.6.2 能够利用水下量角器测量沉船

的纵横倾斜度 

3.6.3 能使用攻泥器在水下攻穿船底

钢缆洞 

3.6.4 能从千斤洞穿引船底钢缆 

3.6.1 海况对沉船探摸的影响 

3.6.2 沉船探摸的内容和探摸方法 

3.6.3 沉船长、宽和深的测量方法 

3.6.4 水下量角器的使用方法 

3.6.5 攻泥器的结构、原理和操作要求 

3.6.6 攻穿船底钢缆的方法和要领 

3.6.7 船底钢缆洞扩洞的方法和要求 

3.6.8 穿引船底钢缆的方法和要求 

3.7 水下

目视检测 

3.7.1 能进行水下目力外观检查 

3.7.2 能进行水下摄影 

3.7.3 能进行水下录像 

3.7.1 水下目力检查的主要内容 

3.7.2水下摄影器材的结构与性能要求 

3.7.3水下摄影的工艺方法   

3.7.4水下录像系统的结构与性能要求 

3.7.5水下录像的工艺方法。 

4. 

装 

备 

维 

护 

保 

养 

4.1 自携

式潜水装具

维护保养 

4.1.1 能检查、更换潜水气瓶阀的高

压阀头、信号阀阀头 

4.1.2 能检查、更换一级减压器的调

压弹簧、调压片 

4.1.3 能检查、更换一级减压器的高

压阀头、高压弹簧及滤网 

4.1.4 能检查、更换二级减压器呼气

阀、弹性膜片 

4.1.5 能检查、更换二级减压器进气

阀头、阀杠 

4.1.1 潜水气瓶阀高压阀头的拆装要领 

4.1.2潜水气瓶信号阀阀头的拆装要领 

4.1.3 一级减压器调压弹簧和调压片的

检查要点及拆装要领 

4.1.4 一级减压器高压阀组件的拆装要

领 

4.1.5 二级减压器呼气阀、弹性膜片的

检查要点及拆装要领 

4.1.6 二级减压器进气阀头、阀杠的拆

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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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4.2 水面

需供式潜水

装具维护保

养 

4.2.1 能检查水面需供式潜水装具头

盔或面罩上的组合阀 

4.2.2 能检查、更换水面需供式潜水

装具头盔或面罩中通讯器材 

4.2.3 能检查、更换水面需供式潜水

装具头盔或面罩中排气阀件 

4.2.4 能检查、更换二级减压 

器气量调节阀内的组合弹簧 

4.2.1 潜水头盔或面罩上组合阀的检查

方法 

4.2.2 水面需供式潜水装具头盔或面罩

中受、送话器以及通讯电缆的检查要领及

更换方法 

4.2.3 水面需供式潜水装具头盔或面罩

中主排气阀、副排气阀及排气套的检查要

领及更换方法 

4.2.4 二级减压器上气量调节阀的拆装

要领 

4.3 通风

式潜水装具

维护保养 

4.3.1 能检修通风式潜水装具头盔上

排气阀及进气弯头内止回阀 

4.3.2 能检查、更换通风式潜水装具

头盔内通讯器材 

4.3.1 通风式潜水装具头盔上排气阀及

进气弯头内止回阀的结构、故障现象及处

理方法 

4.3.2 通风式潜水装具头盔内受、送话

器的检查及更换方法  

5. 

应 

急 

与 

事 

故 

处 

理 

5.1 应急

处理 

5.1.1 能处理水面需供式潜水时潜水

头盔或面罩脱落 

5.1.2 能处理水面需供式潜水时潜水

头盔或面罩的面窗破损 

5.1.3 能处理通风式潜水时重装潜水

服破损及潜水鞋脱落 

5.1.1 水面需供式潜水头盔或面罩脱落

的应急处理程序 

5.1.2 水面需供式潜水头盔和面罩面窗

破损的应急处理程序 

5.1.3 重装潜水服破损及潜水鞋脱落的

应急处理程序 

5.2 潜水

援救和心肺

复苏 

5.2.1 能在水面拖运遇险潜水员 

5.2.2 能在水面实施心肺复苏 

5.2.1 水面拖运遇险潜水员的方法、操

作要领和注意事项 

5.2.2 在水面实施心脏按压的操作要领 

5.3 外伤

处理 

5.3.1 能检查和使用现场配备的医疗

急救箱 

5.3.2 能对脊椎骨折患者进行现场临

时固定  

5.3.3 能对颈椎骨折患者进行现场临

时固定 

5.3.1 医疗急救箱的配备要求 

5.3.2 一般药品的用法和注意事项 

5.3.3 脊椎骨折的固定方法和注意事项 

5.3.4 颈托的制作方法、固定方法及注

意事项 

5.3.5 脊椎骨折或颈椎骨折患者运送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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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三级/高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空 

气 

潜 

水 

1.1 使用

吊笼潜水 

1.1.1 能检查潜水吊笼 

1.1.2 能使用潜水吊笼出入水 

1.1.3能操作潜水吊笼内应急供气单

管向潜水头盔或面罩内供气 

1.1.1潜水吊笼潜水前的检查要求 

1.1.2 潜水吊笼入出水的操作程序和注意

事项 

1.1.3从潜水吊笼出潜的操作程序 

1.1.4 潜水吊笼内应急供气系统的使用方

法 

1.2 通风

式潜水 

1.2.1 能在寒冷水域等环境下潜水 

1.2.2 能在污染水域等环境下潜水 

1.2.1 在寒冷条件下潜水时潜水员的保

暖措施及注意事项 

1.2.2 在污染水域潜水的防护措施和注

意事项 

1.3 水下

照料出潜潜

水员 

1.3.1 能检查潜水吊笼外形及其内

部应急呼吸系统 

1.3.2能在潜水吊笼内照料出潜潜水

员的脐带 

1.3.1 潜水吊笼的检查和应急供气系统

测试要求 

1.3.2 在潜水吊笼内照料出潜潜水员的工

作要求和注意事项 

2. 

水 

面 

照 

料 

2.1 潜水

控制面板操

作 

2.1.1 能检查面板上仪表、阀门及接

头的气密性 

2.1.2能转换主供气系统和备用供气

系统 

2.1.1潜水用压力表的检定要求 

2.4.2 空气潜水控制面板的气密要求和

检查方法 

2.1.3 主供气系统和备用供气系统的要

求和转换操作方法  

2.2 潜水

吊笼吊放 

2.2.1 能检查潜水吊笼起吊绞车、起

吊钢缆 

2.2.2 能操作起吊绞车施放和回收

潜水吊笼 

2.2.3 能操作起吊绞车施放和回收

导向压重 

2.2.1 潜水吊放系统中起吊绞车、起吊钢

缆的规范要求和检查方法 

2.2.2 潜水吊笼施放和回收程序及注意

事项 

2.2.3 潜水吊放系统导向压重施放和回

收的操作程序及注意事项 

2.3 甲板

减压舱加压

与减压 

2.3.1 能操作递物筒向舱内外传递

物品 

2.3.2 能按程序调节过渡舱压力，供

潜水员在生活舱承压状态下进出主舱 

2.3.3 能检查和操作舱内消防系统

或器材 

2.3.4 能对舱室内部进行清洁消毒 

2.3.1 递物筒的操作程序 

2.3.2 在承压状态下潜水员进出生活舱

的操作程序 

2.3.3 舱内消防系统或器材的要求和操

作方法 

2.3.4 舱内防火防爆要求 

2.3.5 舱内卫生学要求 

3. 

水 

下 

作 

业 

3.1 水下

封堵 

3.1.1 能用弓形器封堵船舶的漏洞 

3.1.2 能用防水席封堵船舶的漏洞 

3.1.1 船舶堵漏的各种方法 

3.1.2 弓形器封堵船舶漏洞的操作要点 

3.1.3 防水席封堵船舶漏洞的操作要点 

3.2 水下

切割 

3.2.1 能使用水下电-氧切割设备切

割管状工件 

3.2.2 能操作水下液压作业工具进

行水下切割  

3.2.3能操作水下金刚石绳锯切削水

下管线 

3.2.1 水下电-氧切割管状工件的方法和

操作要领 

3.2.2 使用水下液压作业工具进行水下

切割的操作方法和安全操作规程 

3.2.3 水下金刚石绳锯的基本原理 

3.2.4 水下金刚石绳锯切削管线的操作方

法和安全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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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3.3 水下

焊接 

3.3.1 能现场布置和连接水下手工

电弧焊设备 

3.3.2 能根据水下焊接工件的厚度，

选择焊条直径和焊接电流 

3.3.3 能在水下进行平焊操作 

3.3.4 能在水下进行横焊操作 

3.3.5 能进行水下立焊 

3.3.1 水下湿法焊接的基本原理 

3.3.2 水下手工电弧焊机的结构和原理 

3.3.3 水下焊条的种类、性能及特殊要求 

3.3.4 水下焊条直径和焊接电流的选择

方法 

3.3.5 水下湿法焊接的操作方法和要求 

3.3.6 水下平焊、横焊及立焊的操作方法

和要求 

3.4 水下

清理 

3.4.1 能根据清理任务选择清理工

具及清理方法 

3.4.2 能根据清理任务选择高压水

射流装置的喷嘴型号 

3.4.3 能根据清理任务选用和加配

高压水射流的干磨料或湿泥桨 

3.4.1 各类无损检测方法对表面清洁标

准的要求 

3.4.2 海生物对船舶及平台结构的影响 

3.4.3 高压水射流装置喷嘴的选配方法

和要求 

3.4.4 高压水射流装置加配干磨料或湿

泥桨的方法和要求 

3.5 水下

检修闸坝 

3.5.1 能拆、装闸门液压装置管路 

3.5.2 能检查、处理闸门启闭故障 

3.5.1 闸门液压装置的结构、原理及各部

功能 

3.5.2 检查、处理闸门启闭故障的方法和

注意事项 

3.6 水下

安装与拆解 

3.6.1 能对接和拆解立管 

3.6.2 能对接和拆解弯管 

3.6.3 能使用水下空气提升袋起吊

管件 

3.6.1 立管对接和拆解的方法 

3.6.2 弯管对接和拆解的方法 

3.6.3 《水下空气提升袋操作与安全要

求》（JT/T 745）的相关要求 

3.6.4 水下空气提升袋操作方法和注意

事项 

3.7 水下

打捞 

3.7.1 能使用气升式吸泥器在船舱

内除泥 

3.7.2 能进入沉船舱内进行卸货操

作 

3.7.3 能检查浮筒及附件的状态 

3.7.4 能清理浮筒沉放的位置 

3.7.5 能检查浮筒沉放到预定的位

置 

3.7.6 能利用绞索、吊索或勒索将船

底钢缆的枇杷头套到浮筒的缆桩上 

3.7.7 能使用浮筒卸扣将船底钢缆

和已沉放的浮筒连接起来 

3.7.1 船舱内除泥的注意事项 

3.7.2 用吊除法从沉船内卸货的方法和

要求 

3.7.3 进入沉船舱内进行卸货的方法和

注意事项 

3.7.4 浮筒的种类、结构和原理  

3.7.5 浮筒沉放位置的要求 

3.7.6浮筒沉放的操作程序 

3.7.7 浮筒沉放后的检查要求 

3.7.8 穿引浮筒引缆的方法和要求 

3.7.9 浮筒与沉船船底钢缆连接的方法

和要领 

3.7.10 浮筒作业的安全操作规程 

3.8 水下

目视检测 

3.8.1 能操作水下电位测量仪检测水

下钢结构件不同部位的电位值 

3.8.3 能用水下测厚仪测量水下钢构

件的厚度 

3.8.1 海上设施水下结构物防腐的基本知

识 

3.8.2 水下电位测量仪的结构、原理和操作

方法 

3.8.3 水下钢结构件电位测量的方法和要

求 

3.8.5 水下测厚仪的结构、原理和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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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4. 

装 

备 

维 

护 

保 

养 

4.1 自携

式潜水装具

维护保养 

4.1.1 能分析、排除潜水气瓶及气瓶

阀的故障 

4.1.2 能检测、调整信号阀指示压力 

4.1.3 能检测、调整一级减压器的输

出压力及最大流量值 

4.1.4 能分析、排除一级减压器漏气

的故障 

4.1.5 能分析、排除二级减压器的故

障 

4.1.6 能分析、排除浮力背心的进气

阀和排气阀的故障 

4.1.1 潜水气瓶充气不进、气瓶阀开启和

关闭后漏气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4.1.2 信号阀指示压力的检测及调整方

法 

4.1.3 一级减压器的输出压力及最大流

量值的检测及调整方法 

4.1.4 一级减压器漏气的原因及处理方

法 

4.1.5 二级减压器漏气、呼吸阻力大或呼

不出气、自动供气及吸气时进水等故障的原

因及处理方法 

4.1.6 浮力背心上进气阀和排气阀故障

的现象、原因及处理方法 

4.2 水面

需供式潜水

装具维护保

养 

4.2.1 能分析、排除水面需供式潜水

装具头盔或面罩上组合阀漏气的故障 

4.2.2 能检查、排除需供式调节器的

故障 

4.2.3 能分析、排除干式潜水服进气

阀和排气阀的故障 

4.2.1 水面需供式潜水装具头盔或面罩

上组合阀漏气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4.2.2 需供式调节器手动按钮自由行程

不足、漏气、吸气时进水及吸气阻力大的原

因及处理方法 

4.2.3 干式潜水服进气阀和排气阀故障

的现象、原因及处理方法  

5. 

应 

急 

与 

事 

故 

处 

理 

5.1 应急

处理 

5.1.1 能救护在水下失去知觉的遇

险潜水员  

5.1.2 能救护在水下受伤的遇险潜

水员 

5.1.3 能救护被困在船舱内的遇险

潜水员 

5.1.1 援救水下失去知觉潜水员的操作

要领和注意事项  

5.1.2 援救水下受伤潜水员的操作要领  

5.1.3 援救被困在船舱内潜水员的操作

要领和注意事项 

5.2 潜水

疾病处理 

5.2.1 能对潜水员溺水作现场应急

处理 

5.2.2 能现场对潜水员挤压伤作现

场应急处理 

5.2.1 潜水员溺水的原因、症状、体征及

处理原则 

5.2.2 潜水员挤压伤的原因、症状、体征

及处理原则 

6. 

培 

训 

与 

技 

术 

管 

理 

6.1 潜水

报表填写和

报告编写 

6.1.1 能填写空气潜水装具和设备

的检查表 

6.1.2 能填写空气潜水装具和设备

的维修保养记录表 

6.1.3 能填写空气潜水作业记录表 

6.1.4 能填写潜水作业日报表 

6.1.5 能编制隐患报告 

6.1.1 空气潜水装具和设备检查的记录

要求 

6.2.2 空气潜水装具和设备维修保养的

记录要求 

6.1.3 空气潜水作业的记录要求 

6.1.4 潜水作业日报表的填写要求 

6.1.5 隐患报告编写要求 

6.2 潜水

计划制订 

6.2.1 能根据作业任务和现场情况

制订空气潜水作业计划 

6.2.2 能按作业任务制订水下施工

方案 

6.2.3 能根据作业任务和现场情况

制订人员配备计划 

6.2.1 空气潜水作业计划的编写要求 

6.2.2 水下施工方案的编制要求 

6.2.3 空气潜水作业队的人员组成和岗

位职责 

6.3 减压

方案选择 

6.3.1 能根据现场条件和潜水员状

况选择减压方式 

6.3.2 能根据潜水作业现场条件、劳

动强度及潜水员状况等选择减压方案 

6.3.1 水下阶段减压法、水面减压法和吸

氧减压法的优缺点和选择原则 

6.3.2 减压表的应用条件和选用原则  

6.3.3 延长减压方案 

6.3.4 反复潜水减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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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6.4 培训

与指导 

6.4.1 能对初、中级空气潜水员进行

潜水及水下作业指导 

6.4.1 能对初、中级空气潜水员进行

业务培训 

6.4.1 培训教学的基本知识 

6.4.2 培训教学实施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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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二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水 

下 

作 

业 

1.1 水下

封堵 

1.1.1 能用堵漏箱封堵船舶的漏洞 

1.1.2 能在水位差不超过 15 m的条件

下，封堵闸门 100 cm2 面积内集中或分

散的漏水 

1.1.1 堵漏箱封堵船舶漏洞的操作要

点 

1.1.2 在压力差条件下进行水下封堵

的方法和安全措施 

1.2 水下

焊接 

1.2.1 能根据水下焊接工件的厚度，

选择焊接工艺参数 

1.2.2 能进行水下立焊 

1.2.3能进行船体水下破洞补焊 

1.2.1 焊道层次、电弧电压及焊接速度

的选择方法 

1.2.2 水下立焊的操作方法和要求

1.2.3 船体水下破洞补焊作业的工艺

要求和操作要领 

1.3 水下

打捞 

1.3.1 能利用仪器和扫索确定沉船的

位置 

1.3.2 能对沉船的状态（如破损情况、

底质、周围积物等）进行探摸 

1.3.3 能对沉船的状态（如横倾和纵

倾等）进行测量 

1.3.4 能在水下配合非开挖铺管钻机

攻穿船底钢缆 

1.3.1 常用定位仪器的结构和原理 

1.3.2 用扫索拖拽法寻找沉船的操作

方法和要求 

1.3.3沉船状态探摸的方法和安全注意

事项 

  1.3.4沉船横倾和纵倾的测量方法 

1.3.5非开挖铺管钻机攻穿船底钢缆施

工工艺和流程 

1.3.6在水下配合非开挖铺管钻机攻穿

船底钢缆的安全注意事项 

1.4 水下

检修闸坝 

1.4.1 能制订混凝土结构部破损的修

补方案 

1.4.2 能对水工建筑破损部位进行布

筋、固定模板 

1.4.3 能在水下配合输灌建筑破损修

补浆料 

1.4.1 水下混凝土结构部破损的修补

方法 

1.4.2 混凝土修补材料的性能及配置

方法 

1.4.3 水下修补建筑破损部位的输灌

方法和注意事项 

1.5 水下

目视检测 

1.5.1能对水下钢结构进行目视检测 

1.5.2能对水下混泥土结构物进行检验 

1.5.1水下钢结构目视检测的方法 

1.5.2水下钢结构目视检测的工艺 

1.5.3水下混凝土结构物的特点及损坏现

象 

1.5.4水下混凝土结构物的检验方法 

1.5.5 水下目视检测记录和报告的要求 

2. 

装 

备 

维 

护 

保 

养 

2.1 潜水

装具性能测

试 

2.1.1 能对自携式潜水装具的主要性

能进行测试 

2.1.2 能对水面需供式潜水装具的主

要性能进行测试 

2.1.3 能对通风式潜水装具的主要性

能和可靠性进行测试 

2.1.1 自携式潜水装具主要性能要求

及测试方法 

2.1.2 水面需供式潜水装具主要性能

要求及测试方法 

2.1.3 《水面供气式潜水面罩》（JT/T 

1231）的相关要求 

2.1.4 通风式潜水装具主要性能要求、

测试方法及主要部件强度的检验方法 

2.1.5《通风式潜水装具》（JT/T 205）

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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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2.2 潜水

吊笼系统保

养 

2.2.1 能保养潜水吊笼本体 

2.2.2 能保养起吊钢缆 

2.2.3 能保养起吊绞车 

2.2.4 能保养潜水吊笼内应急呼吸装

置 

2.2.5 能保养潜水吊笼导向压重系统 

2.2.1 《潜水吊笼》（JT/T 930）的相

关要求 

2.2.2 《潜水及水下作业入出水系统吊

放装置》(JT/T 929)的相关要求 

2.2.3 潜水吊笼的维护保养方法 

2.2.4 起吊钢缆的维护保养方法 

2.2.5 起吊绞车的维护保养方法 

2.2.6 潜水吊笼内应急呼吸装置的维

护保养方法 

2.2.7 潜水吊笼导向压重系统的维护

保养方法 

3. 

应 

急 

与 

事 

故 

处 

理 

3.1 应急

处理 

3.1.1 能处理潜水员被有“吸力”的

洞孔吸住 

3.1.3 能处理通风式潜水员体位倒置 

3.1.3 能处理潜水员水下冲击伤 

3.1.4 能处理潜水员水下生物伤 

3.1.5 能处理潜水员水下电击伤 

3.1.1 潜水员被有“吸力”的洞孔吸住

的处理方法和注意事项 

3.1.3 通风式潜水时发生体位倒置的

处理程序 

3.1.3 水下冲击伤的危害、临床表现及

处理程序 

3.1.4 水下生物伤常见的种类、症状、

处理程序及救治措施 

3.1.5 水下电击伤的原因、症状与体征

及处理程序 

3.2 潜水

疾病处理 

3.2.1 能对轻型潜水减压病作现场应

急处理 

3.2.2 能对肺气压伤作现场应急处理  

3.2.3 能对氧中毒作现场应急处理 

3.2.4 能对缺氧症作现场应急处理 

3.2.5 能对二氧化碳中毒作现场应急

处理 

3.2.1 轻型潜水减压病的症状及处理

原则 

3.2.2肺气压伤的症状及处理原则 

3.2.3 氧中毒的原因、症状及处理原则 

3.2.4 缺氧症的原因、症状及处理原则 

3.2.5 二氧化碳中毒的原因、症状及处

理原则 

4. 

培 

训 

与 

技 

术 

管 

理 

4.1 潜水

报表编制和

报告编写 

4.1.1 能编制空气潜水作业记录表 

4.1.2 能编制空气潜水作业日报表 

4.1.3 能编制潜水作业完工报告 

4.1.4能编写水下工程施工完工报告 

4.1.1 空气潜水作业记录表的要求和

格式 

4.1.2 空气潜水作业日报表的要求和

格式 

4.1.3潜水作业完工报告的编制要求 

4.1.4水下工程施工报告的编写要求 

4.2 技术

培训与指导 

4.2.1 能编写空气潜水作业技术培训

计划 

4.2.2 能编写空气潜水作业技术培训

教案 

4.2.3 能制作水下作业训练的模拟教

学器材 

4.2.4 能对中级、高级潜水员进行技

术培训 

4.2.1 培训计划的编制方法 

4.2.2 培训教案的编写方法 

4.2.3 水下作业模拟训练器材的要求 

4.2.4 职业教育方法的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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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4.3 技术

管理 

4.3.1 能进行潜水及水下作业风险安

全评估 

4.3.2 能按作业任务制订应急预案 

4.3.3 能根据作业任务和现场情况编

制潜水应急程序  

4.3.4 能制订潜水疾病应急处理计划 

4.3.1 空气潜水作业风险评估、工作安

全分析的方法和要求 

4.3.2 应急预案制订的方法和要求 

4.3.4 潜水应急程序的编制要求 

4.3.4 潜水疾病应急处理应考虑的因

素和应急计划要求 

4.4 技术

改进 

4.4.1 能推广应用国内外先进潜水技术

或规范，改进空气潜水作业技术和安全

管理 

4.4.2 能进行空气潜水及水下作业技术

攻关和工艺改进，解决水下作业技术难

题 

4.4.3 能撰写空气潜水及水下作业的技

术总结及专题报告 

4.4.1 中国船级社《潜水系统和潜水

器入级与建造规范》的相关知识 

4.4.2 技术改进和攻关的相关知识 

4.4.3 空气潜水作业技术总结及专题

报告的编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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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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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下 

作 

业 

1.1 水下

封堵 

1.1.1能制订大型舱口封堵方案 

1.1.2 能用木板封堵大型舱口 

1.1.3 能根据水深和封舱板跨度确

定封舱板的厚度 

1.1.4 能用混凝土封堵海底阀、管道

内或处于狭窄部位的漏洞 

1.1.5 能封堵闸门水深超过 10 m、

面积 200 cm
2
以内集中或分散的漏水 

1.1.1 用木板封堵大型舱口的方法和要

领 

1.1.2 大型舱口堵漏的气密要求和安全

措施 

1.1.3 根据水深和封舱板跨度计算封舱

板厚度的方法 

1.1.4 向海底阀、管道内或位于狭窄部

位的漏洞浇灌混凝土的方法和要领 

1.2 水下

焊接 

1.2.1 能判断和处理水下湿法焊接

的缺陷 

1.2.2 能对水下焊接接头质量进行

检验 

1.2.3 能进行水下管结构补焊 

1.2.1 常见水下湿法焊接缺陷类型 

1.2.2 各种类型焊接缺陷的原因及预防

措施 

1.2.3 水下焊接质量检验的方法和程序 

1.2.4 水下管结构补焊作业的工艺要求

和操作要领 

1.3 水下

打捞 

1.3.1 能编制沉船打捞潜水作业方

案 

1.3.2 能潜入沉船舱内进行探摸（货

物、积泥及舱壁状况等） 

1.3.3 能潜入沉船舱内进行测量（如

破洞大小、积物高度等） 

1.3.4能绘制沉船勘测草图 

1.3.1 沉船打捞潜水作业方案的编制方

法及要求 

1.3.2 潜入沉船舱内作业的方法、风险

及安全措施 

1.3.3沉船勘测草图的绘制方法 

1.4 水下

磁粉探伤 

1.4.1能在水上水下完成对磁粉探伤仪

的调试及灵敏度的设置。 

1.4.2 能进行水下磁粉探伤操作 

1.4.3能对管节点进行水下磁粉探伤 

1.4.4 能编写水下磁粉探伤报告 

1.4.1 磁粉探伤的物理基础知识； 

1.4.2 用标准八角试块或环形试块进行磁

粉探伤仪综合性能测试的方法 

1.4.3水下磁粉探伤的工艺流程 

1.4.4 水上水下磁粉探伤仪的使用方法 

1.4.5 管节点磁粉探伤的时钟定位法 

1.4.6 磁粉探伤的有关规范。 

1.4.7 水下磁粉探伤报告的编写方法 

2. 

装 

备 

维 

护 

保 

养 

2.1 潜水

装具周期性

检验 

2.1.1能对潜水面罩或头盔进行周期

性检验 

2.1.2能对应急气瓶进行周期性检验 

2.1.3 能对软管、脐带、中压管、连

接接头等进行周期性检验 

2.1.4能对安全背带进行周期性检验 

2.1.1 《空 气潜 水 安全要 求 》（ GB 

26123-2010）附录 A的相关要求 

2.1.2 潜水面罩或头盔的检验周期和内

容 

2.1.3 应急气瓶的检验周期和内容 

2.1.4 软管、脐带、中压管、连接接头

等的检验周期和内容 

2.1.5 安全背带的检验周期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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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2.2 出入

水系统周期

性检验 

2.2.1能对潜水吊笼进行周期性检验 

2.2.2能对载人绞车进行周期性检验 

2.2.3能对刹车装置进行周期性检验 

2.2.4能对绞车钢丝绳进行周期性检

验 

2.2.1 潜水吊笼的检验周期和内容 

2.2.2 载人绞车的检验周期和内容 

2.2.3 刹车装置的检验周期和内容 

2.2.4绞车钢丝绳的检验周期和内容 

3. 

应 

急 

与 

事 

故 

处 

理 

3.1 应急

处理 

3.1.1 能指挥与协调潜水事故应急

处理 

3.1.2 能编写潜水事故报告 

3.1.1 潜水事故的应急处理程序 

3.1.2 事故分类的知识 

3.1.3 潜水事故的记录要求 

3.1.4 潜水事故报告制度和编写要求 

3.2 潜水

疾病处理 

3.2.1 能指挥与协调潜水疾病现场

应急处理 

3.2.2 能指挥与协调现场患者的医

疗撤离 

3.2.1 潜水疾病的类型、症状和应急处

理原则 

3.2.2 潜水现场医疗撤离程序和相关要

求 

3.2.3 后送患病潜水员的要求 

4. 

培 

训 

与 

技 

术 

管 

理 

4.1 技术

培训与指导 

4.1.1 能编写专项空气潜水及水下

作业技术的培训讲义 

4.1.2 能进行空气潜水及水下作业

技术工艺革新等方面的专题讲座 

4.1.3 能对初级、中级、高级潜水员

和技师开展系统的技术技能培训 

4.1.1 潜水技术培训讲义的编写方法 

4.1.2 技术讲座的相关知识 

4.1.3 空气潜水员职业各技能等级岗位

知识和技能要求 

4.2 技术

管理 

4.2.1 能按空气作业任务编写水下

施工标书 

4.2.2能按空气作业任务编制设备和

气体等的采办计划 

4.2.3 能按作业任务制订进度和质

量保证计划 

4.2.1 ISO9000 质量管理体系的基础知

识 

4.2.2 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体系的相关

知识 

4.2.3 环境保护管理体系的相关知识 

4.2.4 项目进度、质量、成本控制、项

目生产要素、合同、信息管理的基本知识 

4.3 技术

革新 

4.3.1 能组织技术攻关，解决高难度

空气潜水及水下作业技术难题 

4.3.2 能开展空气潜水及水下作业

技术工艺革新活动 

4.3.3 能撰写空气潜水及水下作业

技术论文 

4.3.1 技术革新的相关知识 

4.3.2 空气潜水及水下作业技术工艺革

新方案的编写要求 

4.3.3 技术论文的写作方法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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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混合气潜水员 

本标准对混合气潜水员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和一级/高级技师的技能

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的要求。 

3.2.1  四级/中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混 

合 

气 

潜 

水 

1.1 使用

吊笼或开式

潜水钟潜水 

1.1.1 能检查水面需供式潜水装具、

潜水吊笼及开式潜水钟 

1.1.2 能使用潜水吊笼入出水，进行

75米以浅的混合气潜水 

1.1.3 能使用开式潜水钟入出水，进

行 75米以浅的混合气潜水 

1.1.4 能操作自携应急供气系统给

潜水头盔或面罩应急供气 

1.1.5 能使用测深管给潜水头盔或

面罩供给应急呼吸混合气 

1.1.6 能操作潜水吊笼内应急供气

单管向潜水头盔或面罩内供气 

1.1.7 能计算水面需供式潜水的供

气量和供气压力 

1.1.1 混合气潜水对水面需供式潜水装

具的要求 

1.1.2 潜水吊笼或开式潜水钟潜水前的

检查要求 

1.1.3混合气潜水程序 

1.1.4 潜水吊笼入出水的操作程序和注意

事项 

1.1.5从潜水吊笼出潜的操作程序 

1.1.6 开式潜水钟入出水的操作程序和注

意事项 

1.1.7从开式潜水钟出潜的操作程序 

1.1.8 潜水吊笼内应急供气系统的使用方

法 

1.1.9《潜水员供气量》（GB 18985）的

相关知识 

1.1.10 水面需供式潜水时供气量和供气

压力的要求 

1.2 水下

照料出潜潜

水员 

1.2.1 能检查和测试潜水吊笼内应

急供气系统 

1.2.2 能使用潜水吊笼内应急供气

系统进行应急呼吸 

1.2.3 能在潜水吊笼内照料出潜潜

水员的脐带 

1.2.4 能检查和测试开式潜水钟内

外各类阀门 

1.2.5 能在开式潜水钟内照料出潜

潜水员的脐带 

1.2.6 能为返回开式潜水钟的出潜

潜水员卸装 

1.2.7 能操作开式潜水钟内气垫充

气阀，为钟顶部气垫充气 

1.2.1 潜水吊笼内应急供气系统的要求

和使用方法 

1.2.2 在潜水吊笼内照料出潜潜水员脐

带的要求 

1.2.3 开式潜水钟内外阀门的检查要求 

1.2.4 在开式潜水钟内照料出潜潜水员

脐带的要求 

1.2.5 开式潜水钟顶部气垫的要求和充

气操作注意事项 

2. 

水 

面 

照 

料 

2.1 潜水

员照料 

2.1.1 能为潜水员着装，并护送其入

水 

2.1.2 能检查和测试潜水员所呼吸

的混合气 

2.1.3 能检查和测试潜水员自携应

急气瓶内的呼吸气体 

2.1.4 能照料水下潜水员的脐带和

信号绳 

2.1.5 能为出水潜水员卸装 

2.1.1 混合气潜水员着装和卸装要求 

2.1.2 不同潜水深度对混合气氧浓度的

规定 

2.1.3 不同潜水深度对应急气瓶内气体

量和氧浓度的要求 

2.1.4 水面照料混合气潜水员的要求 

2.1.5 混合气潜水的减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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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2.2 潜水

控制面板操

作 

2.2.1 能把混合气潜水控制面板与

空气和混合气供气管及潜水装具连接

起来 

2.2.2 能操作面板上调压器调节供

气压力 

2.2.3 能调节带有氦语音矫正装置

的潜水电话 

2.2.4 能操作面板上阀门为潜水员、

待命潜水员供气 

2.2.5 能操作面板上测深系统测量

潜水员的所在深度 

2.2.6 能操作面板上测深阀向潜水

员应急供气 

2.2.1 混合气潜水控制面板与供气系统、

潜水装具的连接要求 

2.2.2 调压器的结构、原理及调节方法 

2.2.3 氦语音矫正潜水电话的调节方法 

2.2.4 混合气潜水控制面板的操作要求 

2.2.5 测深系统的原理和操作要求 

2.2.6 测深管的强度要求和应急供气操

作方法 

2.3 甲板

减压舱加压

与减压 

2.3.1 能检查舱室内外及操纵台上

各类阀门、仪表及通讯装置 

2.3.2 能检查舱门、递物筒及观察窗

的气密状态 

2.3.3 能检查供氧系统及内置式呼

吸装置的气密状态 

2.3.4 能操作阀门向舱内进气或从

舱内排气  

2.3.5 能操作阀门向舱室内置式呼

吸装置供呼吸气体 

2.3.1 舱室内外阀门、仪表及通讯装置的

功能、检查要求和方法 

2.3.2 舱门、递物筒门及观察窗玻璃的气

密要求和检查方法 

2.3.3 供氧系统及内置式呼吸装置的气密

要求和检查方法 

2.3.4 甲板减压舱的安全操作规程 

2.3.5 舱内吸氧的安全注意事项 

3. 

水 

下 

作 

业 

与 3.1.2空气潜水员四级/中级工中“3.水下作业”的工作要求相同 

4. 

装 

备 

维 

修 

保 

养 

4.1 潜水

装具维护保

养 

4.1.1 能保养潜水面罩和头盔 

4.1.2 能保养潜水脐带 

4.1.3 能保养潜水应急气瓶 

4.1.4 能保养潜水服、安全背带、脚

蹼等 

4.1.1 潜水面罩和头盔的保养方法 

4.1.2 潜水员脐带的保养方法 

4.1.3 潜水员应急气瓶的保养方法 

4.1.4 潜水服、安全背带和脚蹼的保养方

法 

4.2 甲板

减压舱维护

保养 

4.2.1 能保养甲板减压舱内外部各

类阀门 

4.2.2 能保养甲板减压舱的递物筒 

4.2.3 能保养甲板减压舱内置式呼

吸装置 

4.2.1 甲板减压舱内外部各类阀门体的

保养方法 

4.2.2 甲板减压舱递物筒的保养方法 

4.2.3 甲板减压舱内置式呼吸装置的保

养方法 

5. 

应 

急 

与 

事 

故 

处 

理 

5.1 应急

处理 

5.1.1 能处理开式潜水钟通讯中断 

5.1.2 能处理开式潜水钟热水供给

中断 

5.1.3能处理开式潜水钟供气中断 

5.1.4 能处理潜水钟供电中断 

5.1.1 开式潜水钟通讯中断的应急处理

程序 

5.1.2 开式潜水钟热水供给中断的处应

急处理程序 

5.1.3 开式潜水钟供气中断的应急处理

程序 

5.1.4 开式潜水钟供电中断的应急处理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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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5.2 潜水

救援和心肺

复苏 

5.2.1 能在水面拖运遇险潜水员 

5.2.2 能在水面实施心脏按压 

5.2.3 能在潜水吊笼和开式潜水钟

内进行胸外心脏按压 

5.2.4 能在甲板减压舱内进行心肺

复苏 

5.2.1 水面拖运遇险潜水员的方法、操作

要领和事项 

5.2.2 水面心肺复苏的操作方法 

5.2.3 潜水吊笼内实施心肺复苏的特殊

要求 

5.2.4 开式潜水钟内实施心肺复苏的特

殊要求 

5.2.5 甲板减压舱内实施心肺复苏的特殊

要求 

5.3 外伤

处理 

5.3.1 能配备医疗急救箱 

5.3.2 能使用医疗急救箱的药品处

理外伤 

5.3.3 能在甲板减压舱或开式潜水

钟内对外伤出血进行止血 

5.3.4 能在甲板减压舱或开式潜水

钟内对外伤伤口进行包扎 

5.3.1 潜水医疗急救箱的配备要求 

5.3.2 一般药品的用法和注意事项 

5.3.3 甲板减压舱和开式潜水钟内止血

的方法和要求 

5.3.4 甲板减压舱和开式潜水钟内伤口

包扎的方法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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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三级/高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混 

合 

气 

潜 

水 

1.1 使用

吊笼或开式

潜水钟潜水 

1.1.1 能借用潜水吊笼入出水，进行

90米以浅的混合气潜水 

1.1.2 能借用开式潜水钟入出水，进

行 90米以浅的混合气潜水 

1.1.1 大深度混合气潜水的人员、设备

准备要求 

1.1.2 大深度混合气潜水的医学保障要

求 

1.2 水下

照料出潜潜

水员 

1.2.1 能检查和测试潜水吊笼应急呼

吸混合气 

1.2.2 能检查和测试开式潜水钟应急

呼吸混合气 

1.2.3 能在水下减压期间，测量开式

潜水钟所停留的减压站深度 

1.2.1 潜水吊笼内应急呼吸混合气的要

求 

1.2.2 开式潜水钟应急呼吸混合气的要

求 

2. 

水 

面 

照 

料 

2.1 潜水

控制面板操

作 

2.1.1 能检查混合气潜水控制面板上

仪表、阀门及接头的气密性 

2.1.2 能在面板上转换主供气系统和

备用供气系统 

2.1.3 能使用面板上在线气体分析仪

实时检测呼吸气氧浓度 

2.1.1潜水用压力表的检定要求 

2.1.2 混合气潜水控制面板的气密要求

和检查方法 

2.1.3 主供气系统和备用供气系统的要

求和转换操作方法  

2.1.4 气体分析仪的操作方法 

2.2 潜水

吊笼吊放 

2.2.1 能检查潜水吊笼起吊绞车、起

吊钢缆 

2.2.2 能操作起吊绞车施放和回收潜

水吊笼 

2.2.3 能操作起吊绞车施放和回收导

向压重 

2.2.1 潜水吊放系统中起吊绞车、起吊

钢缆的规范要求和检查方法 

2.2.2 潜水吊笼施放和回收程序及注意

事项 

2.2.3 潜水吊放系统导向压重施放和回

收的操作程序及注意事项 

2.3 开式

潜水钟吊放 

2.3.1 能检查开式潜水钟起吊绞车、

起吊钢缆 

2.3.2 能操作起吊绞车施放和回收开

式潜水钟 

2.3.1 潜水吊笼、开式潜水钟施放和回

收程序及注意事项 

2.4 甲板

减压舱加压

与减压 

2.4.1 能操作递物筒向舱内外传递物

品 

2.4.2 能按程序调节过渡舱压力，供

潜水员在生活舱承压状态下进出主舱 

2.4.3 能检查和操作舱内消防系统或

器材 

2.4.4 能对舱室内部进行清洁消毒 

2.4.1 递物筒的操作程序 

2.4.2 在承压状态下潜水员进出生活舱

的操作程序 

2.4.3 舱内消防系统或器材的要求和操

作方法 

2.4.4 舱内防火防爆要求 

2.4.5 舱内卫生学要求 

3. 

水 

下 

作 

业 

与 3.1.3空气潜水员三级/高级工中“3.水下作业”的工作要求相同 

4. 

装 

备 

维 

修 

保 

养 

4.1 甲板

减压舱维护

保养 

4.1.1 能维护保养和校对甲板减压舱

气体分析仪 

4.1.2 能检查和维护甲板减压舱内消

防设施 

4.1.1 气体分析仪维护保养程序 

4.1.2 气体分析仪校对方法 

4.1.3 甲板减压舱内消防设施的检查和

维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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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4. 

装 

备 

维 

修 

保 

养 

4.2 水面

需供式潜水

装具维护保

养 

4.2.1 能分析、排除水面需供式潜水

装具头盔或面罩上组合阀漏气的故障 

4.2.2 能检查、排除需供式调节器的

故障 

4.2.3 能分析、排除干式潜水服进气

阀和排气阀的故障 

4.2.1 水面需供式潜水装具头盔或面罩

上组合阀漏气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4.2.2 需供式调节器手动按钮自由行程

不足、漏气、吸气时进水及吸气阻力大的

原因及处理方法 

4.2.3 干式潜水服进气阀和排气阀故障

的现象、原因及处理方法  

5. 

应 

急 

与 

事 

故 

处 

理 

5.1 应急

处理 

5.1.1 能自行出潜将潜水吊笼外的遇

险潜水员救回潜水吊笼内 

5.1.2 能自行出潜将开式潜水钟外的

遇险潜水员救回钟内 

5.1.3 能将失去知觉的潜水员在潜水

吊笼或开式潜水钟内进行固定 

5.1.1 潜水吊笼外遇险潜水员的救援方

法和注意事项 

5.1.2 开式潜水钟外遇险潜水员的救援

方法和注意事项 

5.1.3 失去知觉的潜水员在潜水吊笼或

开式潜水钟内的固定方法和要求 

5.2 外伤

处理 

5.2.1 能在潜水吊笼、开式潜水钟或

甲板减压舱内对受伤潜水员的脊柱骨折

进行现场临时固定 

5.2.2 能在潜水吊笼、开式潜水钟或

甲板减压舱内对受伤潜水员的颈椎骨折

进行现场临时固定 

5.2.1 潜水吊笼、开式潜水钟和甲板减

压舱内骨折固定的方法和要求  

5.2.2 颈托的制作方法、固定方法及注

意事项  

5.2.3 脊椎骨折或颈椎骨折患者运送的

要求 

5.3 潜水

疾病处理 

5.3.1 能对潜水员溺水作现场应急处

理 

5.3.2 能对潜水员挤压伤作现场应急

处理 

5.2.1 潜水员溺水的原因、症状、体征

及处理原则 

5.2.2 潜水员挤压伤的原因、症状、体

征及处理原则 

6． 

培 

训 

与 

技 

术 

管 

理 

 

6.1 潜水

报表记录与

报告编写 

6.1.1 能填写混合气潜水设备和系统

的检查表 

6.1.2 能填写混合气潜水设备和系统

的维修保养记录表 

6.1.3 能填写混合气潜水作业记录表 

6.1.4 能填写潜水作业日报表 

6.1.5 能编制隐患报告 

6.1.1 混合气潜水设备和系统的记录要

求 

6.1.2 混合气潜水设备和系统维修保养

的记录要求 

6.1.3 混合气潜水作业的记录要求 

6.1.4 潜水作业日报的填写要求 

6.1.5 隐患报告的编写要求 

6.2 潜水

计划制订 

6.2.1 能根据作业任务和现场情况制

订混合气潜水作业计划 

6.2.2 能按作业任务制订水下施工方

案 

6.2.3 能根据作业任务和现场情况制

订人员配备计划 

6.2.1 混合气潜水作业计划的编写要求  

6.2.2 水下施工方案的编制要求 

6.2.3 混合气潜水作业队的人员组成和

岗位职责 

6.3 减压

方案选择 

6.3.1 能根据现场条件和潜水员状况

选择减压方式 

6.3.2 能根据潜水作业现场条件、劳

动强度及潜水员状况等选择减压方案 

6.3.1 水下阶段减压法、水面减压法和

吸氧减压法的优缺点和选择原则 

6.3.2 混合气潜水减压表的选用原则  

6.3.3 延长减压方案 

6.3.4 反复潜水减压方案 

6.4 技术

培训与指导 

6.4.1 能对中级混合气潜水员进行潜

水及水下作业指导 

6.4.2 能对中级混合气潜水员进行业

务培训 

6.4.1 培训教学的基本知识 

6.4.2培训教学的实施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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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二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水 

面 

照 

料 

1.1 潜水

控制面板操

作 

1.1.1 能操作潜水控制面板为开式潜

水钟加压和为潜水员供气 

1.1.2 能操作开式潜水钟潜水控制面

板上的气体分析仪对潜水员呼吸气体进

行监测、分析和记录 

1.1.3 能操作潜水控制面板上的气体

分析仪对开式潜水钟内气体进行监测、

分析和记录 

1.1.1 开始潜水钟潜水控制面板操作

程序 

1.1.2 开式潜水钟内气体环境要求 

1.2 混合

气配制 

1.2.1 能根据作业水深计算混合气各

气体成份的比例 

1.2.2 能使用气瓶组和导氧泵手工配

制氦氧混合气 

1.2.3 能操作膜式压缩机为混合气气

瓶组输送气体 

1.2.4 能操作气体分析仪对所配制的

混合气进行气体分析 

1.2.1 潜水深度对混合气氧浓度的要

求 

1.2.2 手工配制混合气的方法和要求 

1.2.3 导氧泵的结构、原理和操作程序 

1.2.4 膜式压缩机的结构、原理和操作

程序 

2. 

水 

下 

作 

业 

与 3.1.4空气潜水员二级/技师中“1.水下作业”的工作要求相同 

3. 

装 

备 

维 

护 

保 

养 

3.1 潜水

吊笼系统保

养 

3.1.1 能保养潜水吊笼本体 

3.1.2 能保养起吊钢缆 

3.1.3 能保养起吊绞车 

3.1.4 能保养潜水吊笼内应急呼吸装

置 

3.1.5 能保养潜水吊笼导向压重 

3.1.1 《潜水吊笼》（JT/T 930）的相

关要求 

3.1.2 《潜水及水下作业入出水系统吊

放装置》(JT/T 929)的相关要求 

3.1.3 潜水吊笼的维护保养方法 

3.1.4 起吊钢缆的维护保养方法 

3.1.5 起吊绞车的维护保养方法 

3.1.6 潜水吊笼内应急呼吸装置的维

护保养方法 

3.1.7 潜水吊笼导向压重的维护保养

方法 

3.2 开式

潜水钟系统

保养 

3.2.1 能保养开式潜水钟本体及内外

阀门 

3.2.2 能保养开式潜水钟起吊钢缆 

3.2.3 能保养开式潜水钟内应急气瓶 

3.2.4能保养开式潜水钟脐带 

3.2.5能按保养开式潜水钟导向压重 

3.2.1 《开式潜水钟》（JT/T 931）的

相关要求 

3.2.2开式潜水钟本体的维护保养要求 

3.2.3开式潜水钟内外阀门的维护保养

要求 

3.2.4 开式潜水钟内应急气瓶的维护

保养要求 

3.2.5 开式潜水钟脐带维护保养要求，

脐带存放的位置和盘曲直径要求 

3.2.6 开式潜水钟导向压重的维护保

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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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4. 

应 

急 

与 

事 

故 

处 

理 

4.1 应急

处理 

4.1.1 能处理开式潜水钟泄露 

4.1.2 能处理开式潜水钟吊缆断裂 

4.1.3 能处理开式潜水钟脐带断裂 

4.1.4 能处理潜水员水下冲击伤 

4.1.5 能处理潜水员水下生物伤 

4.1.6 能处理潜水员水下电击伤 

4.1.1 开式潜水钟泄露的原因及应急

处理程序 

4.1.2开式潜水钟吊缆断裂的应急处理

程序 

4.1.3 开式潜水钟脐带断裂的应急处

理程序 

4.1.4 水下冲击伤的应急处理程序 

4.1.8 水下生物伤的应急处理程序 

4.1.9 水下电击伤的应急处理程序 

4.2 潜水

疾病处理 

4.2.1 能对轻型潜水减压病作现场应

急处理 

4.2.2 能对肺气压伤作现场应急处理 

4.2.3 能对氧中毒作现场应急处理 

4.2.4 能对缺氧症作现场应急处理 

4.2.5 能对二氧化碳中毒作现场应急

处理 

4.2.1 潜水减压病的应急处理程序 

4.2.2 肺气压伤的的应急处理程序 

4.2.3 氧中毒的的应急处理程序 

4.2.4 缺氧症的的应急处理程序 

4.2.5 二氧化碳中毒的的应急处理程

序 

5. 

培 

训 

与 

技 

术 

管 

理 

5.1 潜水

报表编制和

报告编写 

5.1.1 能编制混合气潜水作业记录表 

5.1.2 能编制混合气潜水作业日报表 

5.1.3 能编制潜水作业完工报告 

5.1.4 能编写水下工程施工完工报告 

5.1.1 混合气潜水作业记录表的要求

和格式 

5.1.2 混合气潜水作业日报表的要求

和格式 

5.1.3潜水作业完工报告的编制要求 

5.1.4水下工程施工报告的编写要求 

5.2 技术

培训与指导 

5.2.1 能编写混合气潜水作业技术培

训计划 

5.2.2 能编写混合气潜水作业技术培

训教案 

5.2.3 能对中级、高级潜水员进行技

术指导 

5.2.1 培训计划的编制方法 

5.2.2 培训教案的编写方法 

5.2.3职业教育方法的相关知识 

5.3 技术

管理 

5.3.1 能根据作业任务和作业规模制

订设备配备清单 

5.3.2 能根据作业任务和作业规模制

订设备布场方案 

5.3.3 能根据作业任务和作业规模制

订潜水气体和易耗材料配备清单 

5.3.4 能进行潜水及水下作业风险安

全评估 

5.3.5 能按作业任务制订应急预案 

5.3.6 能根据作业任务和现场情况编

制潜水应急程序  

5.3.7 能制订潜水疾病应急处理计划 

5.3.1 混合气潜水作业设备配备要求 

5.3.2 混合气潜水作业设备配备布场

要求 

5.3.3 混合气潜水作业气体估算方法

和易耗材料配备要求 

5.3.4 混合气潜水作业风险源识别方

法 

5.3.5 混合气潜水作业风险评估、工作

安全分析的方法和要求 

5.3.6 应急预案制订的方法和要求 

5.3.7 潜水应急程序的编制要求 

5.3.8 潜水疾病应急处理应考虑的因

素和应急计划要求 

5.4 技术

改进 

5.4.1 能推广应用国内外先进潜水技

术或规范，改进混合气潜水作业技术和

安全管理 

5.4.2 能进行混合气潜水及水下作业

技术攻关和工艺改进，解决水下作业技

术难题 

5.4.3 能撰写混合气潜水及水下作业

的技术总结及专题报告 

5.4.1 中国船级社《潜水系统和潜水器

入级与建造规范》的相关知识 

5.4.1 技术改进和攻关的相关知识 

5.4.2 混合气潜水作业技术总结及专

题报告的编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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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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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下 

作 

业 

与 3.1.5空气潜水员三级/高级工中“1.水下作业”的工作要求相同 

2. 

装 

备 

维 

护 

保 

养 

2.1 潜水

装具周期性

检验 

2.1.1 能对潜水面罩或头盔进行周期

性检验 

2.1.2 能对应急气瓶进行周期性检验 

2.1.3 能对软管、脐带、中压管、连

接接头等进行周期性检验 

2.1.4 能对安全背带进行周期性检验 

2.1.1 《 空 气 潜 水 安 全 要 求 》

（GB26123-2010）附录 A的相关要求 

2.1.2 潜水面罩或头盔的检验周期和内

容 

2.1.3 应急气瓶的检验周期和内容 

2.1.4 软管、脐带、中压管、连接接头

等的检验周期和内容 

2.1.5 安全背带的检验周期和内容 

2.2 出入

水系统周期

性检验 

2.2.1 能对潜水吊笼进行周期性检验 

2.2.2 能对开式潜水钟进行周期性检

验 

2.2.3 能对载人绞车进行周期性检验 

2.2.4 能对刹车装置进行周期性检验 

2.2.5 能对绞车钢丝绳进行周期性检

验 

2.2.1 潜水吊笼的检验周期和内容 

2.2.2 开式潜水钟的检验周期和内容 

2.2.3 载人绞车的检验周期和内容 

2.2.4 刹车装置的检验周期和内容 

2.2.5绞车钢丝绳的检验周期和内容 

 

3. 

应 

急 

与 

事 

故 

处 

理 

3.1 应急

处理 

3.1.1 能指挥与协调混合气潜水事故

应急处理 

3.1.2 能编写混合气潜水事故报告 

3.1.1 潜水事故的应急处理程序 

3.1.2 事故分类的知识 

3.1.3 潜水事故的记录要求 

3.1.4 潜水事故报告制度和编写要求 

3.2 潜水

疾病处理 

3.2.1 能指挥与协调潜水疾病现场应

急处理 

3.2.2 能指挥和协调现场患者的医疗

撤离 

3.2.1 潜水疾病的类型、症状和应急处

理原则 

3.2.2 医疗撤离程序 

3.2.3 后送患病潜水员的要求 

4. 

培 

训 

与 

技 

术 

管 

理 

 

4.1 技术

培训与指导 

4.1.1 能编写专项混合气潜水及水下

作业技术的培训讲义 

4.1.2 能进行混合气潜水及水下作业

技术工艺革新等方面的专题讲座 

4.1.3 能对中级、高级潜水员和技师

进行技术指导 

4.1.1 潜水技术培训讲义的编写方法 

4.1.2 技术讲座的相关知识 

4.1.3 混合气潜水员职业各技能等级岗

位知识和技能要求 

4.2 技术

管理 

4.2.1 能按混合气潜水作业任务编写

水下施工标书 

4.2.2 能按混合气潜水作业任务编制

设备和气体等的采办计划 

4.2.3 能按作业任务制订进度和质量

保证计划 

4.2.1 ISO 9000 质量管理体系的基础知

识 

4.2.2 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体系的相关

知识 

4.2.3 环境保护管理体系的相关知识 

4.2.4 项目进度、质量、成本控制、项

目生产要素、合同、信息管理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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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4.3 技术

革新 

4.3.1 能组织技术攻关，解决高难度

混合气潜水及水下作业技术难题 

4.3.2 能开展混合气潜水及水下作业

技术工艺革新活动 

4.3.3 能撰写混合气潜水及水下作业

技术论文 

4.3.1 技术革新的相关知识 

4.3.2 混合气潜水及水下作业技术工艺

革新方案的编写要求 

4.3.3 技术论文的写作方法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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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饱和潜水员 

本标准对饱和潜水员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和一级/高级技师的技能要

求和相关知识要求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的要求。 

3.3.1  四级/中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饱 

和 

潜 

水 

1.1 闭式

潜水钟内环

境维持 

1.1.1 能检查、测试和操作闭式潜水

钟内外各类阀门 

1.1.2 能检查、测试和操作闭式潜水

钟内通讯系统 

1.1.3 能检查、测试和操作闭式潜水

钟内闭式呼吸装置 

1.1.4 能检查、测试和操作闭式潜水

钟内应急呼吸气和应急补氧装置 

1.1.5 能操作闭式潜水钟内加、减压

阀对钟内加、减压 

1.1.1 闭式潜水钟的结构和原理 

1.1.2 闭式潜水钟内外各类阀门的检

查、测试和操作程序 

1.1.3 闭式潜水钟内通讯系统的检查、

测试和操作程序 

1.1.4 闭式潜水钟内闭式呼吸装置的检

查、测试和操作程序 

1.1.5 闭式潜水钟内应急呼吸气和应急

补氧装置的检查、测试和操作程序 

1.1.6 闭式潜水钟内加、减压操作程序 

1.1.7 闭式潜水钟内底门加压密封要求 

1.2 潜水

员巡潜 

1.2.1 能检查、测试闭式潜水装具 

1.2.2 能使用闭式潜水装具从闭式潜

水钟巡潜 

1.2.1 闭式潜水装具的结构和原理 

1.2.2 闭式潜水装具的检查、测试和操

作程序 

1.2.3 潜水员从闭式潜水钟巡潜的程序 

1.3 出潜

潜水员照料 

1.3.1 能操作闭式潜水钟内潜水供气

面板为出潜潜水员供气 

1.3.2 能施放和回收出潜潜水员脐带

和信号绳 

1.3.3 能操作闭式潜水钟内水位控制

阀调整闭式潜水钟内水位 

1.3.1 闭式潜水钟内潜水供气面板的检

查和操作程序 

1.3.2 潜水员脐带和信号绳的施放回收

的方法和要求 

1.3.3 闭式潜水钟底部水位的控制方法

和要求 

2. 

水 

面 

照 

料 

2.1 居住

舱内环境维

持 

2.1.1 能检查、测试和操作居住舱内

各类阀门 

2.1.2 能检查、测试和操作居住舱内

通讯系统和应急呼叫装置 

2.1.3 能检查、测试和操作居住舱内

闭式呼吸装置 

2.1.4 能检查、测试和操作居住舱递

物筒 

2.1.5 能检查、测试和操作居住舱排

污系统 

2.1.6 能检查、测试和操作居住舱卫

生水供给系统 

2.1.1 居住舱的结构和原理 

2.1.2 居住舱内各类阀门的检查、测试

和操作程序 

2.1.3 居住舱内通讯系统和应急呼叫装

置的检查、测试和操作程序 

2.1.4 居住舱内闭式呼吸装置的检查、

测试和操作程序 

2.1.5 居住舱递物筒的检查、测试和操

作程序 

2.1.6 居住舱排污系统的检查、测试和

操作程序 

2.1.7 居住舱卫生水供给系统的检查、

测试和操作程序 

2.2 闭式

潜水钟潜放 

2.2.1 能检查闭式潜水钟及其导向压

重系统起吊绞车功能和状态 

2.2.2 能检查、测试闭式潜水钟脐带

管理装置 

2.2.3 能操作闭式潜水钟脐带管理装

置进行脐带的施放和回收 

2.2.1 闭式潜水钟吊放系统中起吊绞车

的功能要求和检查方法 

2.2.2 闭式潜水钟脐带和脐带管理装置

的结构和原理 

2.2.3闭式潜水钟脐带管理装置的检查、

测试和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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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2.3 高压

逃生舱内环

境维持 

2.3.1 能检查、测试和操作高压逃生

舱内各类阀门 

2.3.2 能检查、测试和操作高压逃生

舱内通讯系统和应急呼叫装置 

2.3.3 能检查、测试和操作高压逃生

舱内闭式呼吸装置 

2.3.4 能检查、测试和操作高压逃生

舱递物筒 

2.3.5 能检查、测试和操作高压逃生

舱卫厕装置 

2.3.1 高压逃生舱的基本结构和原理 

2.3.2 高压逃生舱内各类阀门的检查、

测试和操作程序 

2.3.3 高压逃生舱内通讯系统和应急呼

叫装置的检查、测试和操作程序 

2.3.4 高压逃生舱内闭式呼吸装置的检

查、测试和操作程序 

2.3.5 高压逃生舱递物筒的检查、测试

和操作程序 

2.3.6 高压逃生舱卫厕装置的检查、测

试和操作程序 

3. 

水 

下 

作 

业 

与 3.1.2空气潜水员四级/中级工中“3.水下作业”的工作要求相同 

4. 

装 

备 

维 

护 

保 

养 

4.1 潜水

装具维护保

养 

4.1.1 能维护保养闭式潜水装具的头

盔 

4.1.2 能维护保养闭式潜水钟内潜水

员脐带 

4.1.1 闭式潜水头盔的维护保养程序 

4.1.2 钟内潜水员脐带的维护保养程序 

4.2 闭式

潜水钟内部

结构保养 

4.2.1 能保养闭式潜水钟内各类阀门

和仪表 

4.2.2 能保养闭式潜水钟内的通讯系

统 

4.2.3 能保养闭式潜水钟内置式呼吸

装置 

4.2.4 能检查闭式潜水钟内二氧化碳

清除机的工作状况 

4.2.1 闭式潜水钟内阀门和仪表的维护

保养程序 

4.2.2 闭式潜水钟内通讯系统的维护保

养程序 

4.2.3 闭式潜水钟内置式呼吸装置的维

护保养程序 

4.2.4 舱内二氧化碳清除机的基本结

构、原理和要求 

4.3 居住

舱内部结构

保养 

4.3.1 能保养居住舱内部各类阀门和

仪表 

4.3.2 能保养居住舱内部递物筒的结

构 

4.3.3 能保养居住舱内部排污系统 

4.3.4 能保养居住舱内部卫生水供给

系统 

4.3.5 能保养居住舱内置式呼吸装置 

4.3.6 能检查居住舱内二氧化碳清除

机的工作状况 

4.3.1 居住舱内部各类阀门和仪表的维

护保养程序 

4.3.2 递物筒的维护保养程序 

4.3.3 居住舱排污系统的维护保养程序 

4.3.4 居住舱卫生水供给系统的维护保

养程序 

4.3.5 居住舱内置式呼吸装置的维护保

养程序 

5. 

应 

急 

与 

事 

故 

5.1 应急

处理 

5.1.1 能处理出潜潜水员水下绞缠 

5.1.2 能处理出潜潜水员供气中断 

5.1.3 能处理出潜潜水员通讯中断 

5.1.4 能处理出潜潜水员电源中断 

5.1.5 能处理出潜潜水员热水供给中

断 

5.1.1 出潜潜水员水下绞缠的应急程序 

5.1.2 出潜潜水员供气中断的应急程序 

5.1.3 出潜潜水员通讯中断的应急程序 

5.1.4 出潜潜水员供电中断的应急程序 

5.1.5 出潜潜水员热水供给中断的应急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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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处 

理 5.2 心肺

复苏 

5.2.1 能在闭式潜水钟内进行胸外心

脏按压  

5.2.2 能在居住舱内进行心肺复苏 

5.2.1 闭式潜水钟内实施心肺复苏的特

殊要求 

5.2.2 居住舱内实施心肺复苏的特殊要

求 

5.3 外伤

处理 

5.3.1 能检查和使用现场配备的医疗

急救箱  

5.3.2 能在居住舱或闭式潜水钟内对

外伤出血进行止血 

5.3.3 能在居住舱或闭式潜水钟内对

外伤伤口进行包扎 

5.3.1 潜水医疗急救箱的配备要求 

5.3.2 一般药品的用法和注意事项 

5.3.3 居住舱和闭式潜水钟内出血的止

血方法和要求 

5.3.4 居住舱和闭式潜水钟内伤口包扎

的方法和要求 



 

42 

3.3.2  三级/高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饱 

和 

潜 

水 

1.1 闭式

潜水钟内环

境维持 

1.1.1 能操作闭式潜水钟内气体分析

仪进行钟内气体监测、分析和记录 

1.1.2 能使用既定的消毒液对闭式潜

水钟内部进行消毒灭菌 

1.1.1 潜水气体分析仪操作和记录要求 

1.1.2 闭式潜水钟内卫生学要求 

1.2 潜水

员巡潜 

1.2.1 能在闭式潜水钟内自行着装和

卸装 

1.2.2 能从闭式潜水钟内施放自身出

潜脐带 

1.2.3 能进行无钟人照料巡潜 

1.2.1 自行着装的方法与要求 

1.2.2 施放自身脐带的方法和要求 

1.2.3 无钟人照料巡潜的方法与要求 

2. 

水 

面 

照 

料 

2.1 居住

舱内环境维

持 

2.1.1 能在饱和潜水加压、居住和减

压期间，检查居住舱气密状况 

2.1.2 能在每次闭式潜水钟下潜前和

回收后，检查闭式潜水钟应急混合气瓶

和氧气瓶的压力和容量 

2.1.3 能操作气体分析仪检查、测试

居住舱内环境气体 

2.1.4 能操作监测仪表检查、测试居

住舱内环境参数 

2.1.5 能检查和操作居住舱内消防系

统或器材 

2.1.6 能使用既定的消毒液对居住舱

内部进行消毒灭菌 

2.1.1 饱和潜水居住环境参数要求 

2.1.2 居住舱气密性检查方法和要求 

2.1.3 二氧化碳吸收剂的特性和更换要

求 

2.1.4 闭式潜水钟钟载应急气瓶压力、

容量检测方法和要求 

2.1.5 环境监测仪操作程序和记录要求 

2.1.6 居住舱内环境的指标要求 

2.1.7 居住舱内消防系统或器材的结

构、原理和操作要求 

2.1.8 居住舱内防火防爆要求 

2.1.9 居住舱内卫生学要求 

2.2 闭式

潜水钟潜放 

2.2.1 能检查闭式潜水钟与甲板减压

舱锁定装置，并调节使其处于对接状态 

2.2.2 能操作锁定装置进行闭式潜水

钟的分离和对接 

2.2.3 能操作闭式潜水钟吊放控制面

板实施闭式潜水钟的施放 

2.2.4 能操作闭式潜水钟吊放控制面

板实施闭式潜水钟的回收和与居住舱的

对接 

2.2.5 能操作闭式潜水钟吊放控制面

板实施闭式潜水钟导向压重系统的施放

和回收 

2.2.1 闭式潜水钟与居住舱对接通道锁

定装置的结构和原理 

2.2.2 闭式潜水钟与居住舱对接通道锁

定装置的检查、测试和操作程序 

2.2.3 闭式潜水钟的施放与回收操作程

序 

2.2.4 闭式潜水钟与居住舱的对接要求 

2.2.5 闭式潜水钟导向压重的施放与回

收和操作程序 

2.2.6 起吊作业的安全注意事项 

2.3 高压

逃生舱内环

境维持 

2.3.1 能检查、测试和操作高压逃生

舱控制面板，并为高压逃生舱加、减压 

2.3.2 能检查、测试和操作气体分析

仪，并进行高压逃生舱内气体监测、分

析和记录 

2.3.3 能检查、测试和操作环境监测

仪器，并进行高压逃生舱内环境监测、

分析和记录 

2.3.1 高压逃生舱控制面板的检查要求 

2.3.2 高压逃生舱加、减压程序 

2.3.3 高压逃生舱内环境要求 

3. 

水 

下 

作 

业 

与 3.1.3空气潜水员三级/高级工中“3.水下作业”的工作要求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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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4. 

装 

备 

维 

护 

保 

养 

4.1 闭式

潜水装具维

护保养 

4.1.1 能分析、排除闭式潜水装具头

盔或面罩上组合阀漏气的故障 

4.1.2 能检查、排除需供式调节器的

故障 

4.1.1 闭式潜水装具头盔或面罩上组合

阀漏气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4.1.2 需供式调节器手动按钮自由行程

不足、漏气、吸气时进水及吸气阻力大的

原因及处理方法 

4.2 甲板

减压舱保养 

4.2.1 能保养甲板减压舱内外部各类

阀门 

4.2.2 能保养甲板减压舱的递物筒 

4.2.3 能保养甲板减压舱内置式呼吸

装置 

4.2.4 能检查和维护甲板减压舱内消

防设施 

4.2.1 甲板减压舱内外部各类阀门体的

保养方法 

4.2.2 甲板减压舱递物筒的保养方法 

4.2.3 甲板减压舱内置式呼吸装置的保

养方法 

4.2.4 甲板减压舱内消防设施的检查和

维护要求 

5. 

应 

急 

与 

事 

故 

处 

置 

5.1 应急

处理 

5.1.1 能自行出潜将闭式潜水钟外的

遇险潜水员救回闭式潜水钟内 

5.1.2 能将失去知觉的潜水员在闭式

潜水钟内进行固定 

5.1.3 能处理居住舱内或闭式潜水钟

内的火灾 

5.1.4 能处理闭式潜水钟内的进水 

5.1.5 能处理居住舱舱室泄露 

5.1.6 能处理居住舱内环境失控 

5.1.1 闭式潜水钟外遇险潜水员的救援

方法和要求 

5.1.2 失去知觉的潜水员在闭式潜水钟

内的固定方法和要求 

5.1.3 甲板减压舱内或闭式潜水钟内火

灾的应急程序 

5.1.4 闭式潜水钟内进水的应急程序 

5.1.5 居住舱舱室泄露的应急程序 

5.1.6 居住舱内环境失控的应急程序 

5.2 外伤

处理 

5.2.1 能在居住舱或闭式潜水钟内对

受伤潜水员的脊柱骨折进行现场临时固

定  

5.2.2 能在居住舱或闭式潜水钟内对

受伤潜水员的颈椎骨折进行现场临时固

定 

5.2.1 居住舱和闭式潜水钟内骨折固定

的方法和要求 

5.2.2 颈托的制作方法、固定方法和要

求  

5.2.3 脊椎骨折或颈椎骨折患者的搬运

要求 

5.3 潜水

疾病处理 

5.3.1 能对潜水员溺水作现场应急处

理 

5.3.2 能对潜水员挤压伤作现场应急

处理 

5.3.1 潜水员溺水的应急处置程序 

5.3.2 潜水员挤压伤的应急处置程序 

6. 

培 

训 

与 

技 

术 

管 

理 

 

6.1 潜水

报表记录与

报告编写 

6.1.1 能填写饱和潜水系统和装具的

检查表 

6.1.2 能填写饱和潜水系统和装具的

保养记录表 

6.1.3 能填写饱和潜水作业记录表 

6.1.4 能填写潜水作业日报表 

6.1.5 能编写隐患报告 

6.1.1 饱和潜水系统和装具的记录要求 

6.1.2 饱和潜水系统和装具保养的记录

要求 

6.1.3 饱和潜水作业的记录要求 

6.1.4 潜水作业日报表的填写要求 

6.1.5 隐患报告的编写要求 

6.2 潜水

计划制订 

6.2.1 能根据作业任务和现场情况制

订饱和潜水作业计划 

6.2.2 能按作业任务制订水下施工方

案 

6.2.3 能根据作业任务和现场情况制

订人员配备计划 

6.2.1 饱和潜水作业计划的编写要求 

6.2.2 水下施工方案的编制要求 

6.2.3 饱和潜水作业队的人员组成和岗

位职责 

6.3 技术

培训与指导 

6.4.1 能对中级饱和潜水员进行潜水

及水下作业指导 

6.4.2 能对中级饱和潜水员进行业务

培训 

6.4.1 培训教学的基本知识 

6.4.2培训教学的实施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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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二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水 

面 

照 

料 

1.1 闭式

潜水钟内环

境维持 

1.1.1 能操作闭式潜水钟控制面板对闭

式潜水钟加、减压 

1.1.2 能操作闭式潜水钟控制室内气体

分析仪对闭式潜水钟内气体进行监测、分

析和记录 

1.1.3 能操作闭式潜水钟控制室内环境

监测仪器对闭式潜水钟内环境进行监测、

分析和记录 

1.1.1 闭式潜水钟控制面板的检查要

求 

1.1.2 闭式潜水钟水面加、减压操作

程序 

1.2 潜水

员高压撤离 

1.2.1 能检查高压逃生舱系统的施放与

回收装置 

1.2.2 能操作高压逃生舱系统的施放与

回收装置 

1.2.1 高压逃生舱系统施放与回收装

置的结构、原理及检查方法 

1.2.2 高压逃生舱系统释放与回收程

序 

2. 

水 

下 

作 

业 

与 3.1.4空气潜水员二级/技师中“1.水下作业”的工作要求相同 

3. 

装 

备 

维 

修 

保 

养 

3.1 居住

舱保养 

3.1.1 能保养和校准居住舱内环境监测

仪表 

3.1.2 能保养居住舱内消防设施 

3.1.3 能更换居住舱内二氧化碳吸收剂 

3.1.1 环境监测仪表的维护保养程序 

3.1.2 环境监测仪表的校对方法 

3.1.3 居住舱内消防设施的保养要求 

3.1.4 居住舱内二氧化碳吸收剂的检

查和更换要求 

3.2 闭式

潜水钟保养 

3.2.1 能保养闭式潜水钟内潜水供气面

板 

3.2.2 能保养闭式潜水钟应急压重释放

装置 

3.2.3 能更换闭式潜水钟内二氧化碳吸

收剂 

3.2.4 能补充闭式潜水钟钟载应急混合

气和备用氧气 

3.2.5能保养闭式潜水钟内消防设施 

3.2.1 闭式潜水钟内潜水供气面板的

维护保养程序 

3.2.2 闭式潜水钟应急压重释放装置

的维护保养程序 

3.2.3 闭式潜水钟内二氧化碳吸收剂

的更换方法和要求 

3.2.4 闭式潜水钟钟载应急混合气和

备用氧气的配备要求和充气方法 

3.2.5 闭式潜水钟内消防设施的维护

保养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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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4. 

应 

急 

与 

事 

故 

处 

理 

4.1 应急

处理 

4.1.1 能处理闭式潜水钟泄露 

4.1.2 能处理闭式潜水钟供气中断 

4.1.3 能处理闭式潜水钟供电中断 

4.1.4 能处理闭式潜水钟热水供给中断 

4.1.5 能处理闭式潜水钟通讯中断 

4.1.6 能处理闭式潜水钟吊缆断裂 

4.1.7 能处理闭式潜水钟脐带断裂 

4.1.8 能处理闭式潜水钟水下绞缠 

4.1.9 能处理潜水员水下冲击伤 

4.1.10 能处理潜水员水下生物伤 

4.1.11 能处理潜水员水下电击伤 

4.1.1 闭式潜水钟泄露的应急程序 

4.1.2 潜水钟供气中断的应急程序 

4.1.3 潜水钟供电中断的应急程序 

4.1.4 潜水钟热水供给中断的应急程

序 

4.1.5 潜水钟通讯中断的应急程序 

4.1.6 潜水钟吊缆断裂的应急程序 

4.1.7 潜水钟脐带断裂的应急程序 

4.1.8 潜水钟水下绞缠的应急程序 

4.1.9 水下冲击伤的应急程序 

4.1.10 水下生物伤的应急程序 

4.1.11 水下电击伤的应急程序 

4.1.12 事故分类知识和事故报告制

度 

4.2 潜水

疾病处理 

4.2.1 能对轻型潜水减压病作现场应急

处理 

4.2.2 能对肺气压伤作现场应急处理 

4.2.3 能对氧中毒作现场应急处理 

4.2.4 能对缺氧症作现场应急处理 

4.2.5 能对二氧化碳中毒作现场应急处

理 

4.2.6 能对加压性关节痛作现场应急处

理 

4.2.7 能对高压神经综合征作现场应急

处理 

4.2.1 潜水减压病的应急处理程序 

4.2.2 肺气压伤的应急处理程序 

4.2.3 氧中毒的应急处理程序 

4.2.4 缺氧症的应急处理程序 

4.2.5 二氧化碳中毒的应急处理程序 

4.2.6 加压性关节痛的应急处理程序 

4.2.7 高压神经综合征的应急处理程

序 

5. 

培 

训 

与 

技 

术 

管 

理 

 

5.1 潜水

报表编制与

报告编写 

5.1.1 能编制饱和潜水作业记录表 

5.1.2 能编制饱和潜水作业日报表 

5.1.3 能编写饱和潜水作业完工报告 

5.1.4 能编写水下工程施工完工报告 

5.1.1 潜水作业记录表的要求和格式 

5.1.2 潜水作业日报表的要求和格式 

5.1.3 潜水作业完工报告的编写要求 

5.1.4 水下工程施工报告的编写要求 

5.2 技术

培训与指导 

5.2.1 能编写饱和潜水作业技术培训计

划 

5.2.2 能编写饱和潜水作业技术培训教

案 

5.2.3 能对中级、高级潜水员进行技术

指导 

5.2.1 培训计划的编制方法 

5.2.2 培训教案的编写方法 

5.2.3 职业教育方法的相关知识 

5.3 技术

管理 

5.3.1 能根据作业任务和作业规模制订

设备配备清单 

5.3.2 能根据作业任务和作业规模制订

设备布场方案 

5.3.3 能根据作业任务和作业规模制订

潜水气体和易耗材料配备清单 

5.3.4 能进行潜水及水下作业风险安全

评估 

5.3.5 能按作业任务制订应急预案 

5.3.6 能根据作业任务和现场情况编制

潜水应急程序  

5.3.7 能制订潜水疾病应急处理计划 

5.3.8 能根据作业水深和作业时间选择

减压方案 

5.3.1 饱和潜水作业设备配备要求 

5.3.2 饱和潜水作业设备布场要求 

5.3.3 混合气潜水作业气体估算方法

和易耗材料配备要求 

5.3.4 饱和潜水作业风险源识别方法 

5.3.5 饱和潜水作业风险评估、工作

安全分析的方法和要求 

5.3.6 应急预案制订的方法和要求 

5.3.7 潜水应急程序的编制要求  

5.3.8 潜水疾病应急处理应考虑的 

因素和应急计划要求 

5.3.9 饱和潜水减压方案的选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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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5.4 技术

改进 

5.4.1 能推广应用国内外先进潜水技术

或规范，改进饱和潜水作业技术和安全管

理 

5.4.2 能进行饱和潜水及水下作业技术

攻关和工艺改进，解决水下作业技术难题 

5.4.3 能撰写饱和潜水及水下作业的技

术总结及专题报告 

5.4.1 中国船级社《潜水系统和潜水

器入级与建造规范》的相关知识 

5.4.2 技术改进和攻关的相关知识 

5.4.3 饱和潜水作业技术总结及专 

题报告的编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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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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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下 

作 

业 

与 3.1.5空气潜水员二级/技师中“1.水下作业”的工作要求相同 

2. 

装 

备 

维 

护 

保 

养 

2.1 闭式

潜水装具周

期性检验 

2.1.1 能对闭式潜水面罩或头盔进行周

期性检验 

2.1.2能对应急气瓶进行周期性检验 

2.1.3 能对软管、脐带、中压管、连接

接头等进行周期性检验 

2.1.4能对安全背带进行周期性检验 

2.1.2 潜水面罩或头盔的检验周期和

内容 

2.1.2 应急气瓶的检验周期和内容 

2.1.3 软管、脐带、中压管、连接接

头等的检验周期和内容 

2.1.4 安全背带的检验周期和内容 

2.2 饱和

潜水系统周

期性检验 

2.2.1 能对饱和潜水员热水系统和呼吸

气体加热系统进行周期性检验 

2.2.1能对居住舱进行周期性检验 

2.3.3能对闭式潜水钟进行周期性检验 

2.2.4 能对高压逃生舱、艇进行周期性

检验 

2.2.5 能对高压逃生撤离系统进行周期

性检验 

2.2.1 饱和潜水员热水系统和呼吸气

体加热系统检验周期和内容 

2.2.1居住舱检验周期和内容 

2.3.3闭式潜水钟检验周期和内容 

2.2.4高压逃生舱、艇检验周期和内容 

2.2.5 高压逃生撤离系统检验周期和

内容 

3. 

应 

急 

与 

事 

故 

处 

理 

3.1 事故

处理 

3.1.1 能指挥与协调潜水事故应急处理 

3.1.2 能编写潜水事故报告 

3.1.1 潜水事故的应急处理程序 

3.1.2 潜水事故的记录要求 

3.1.3 事故分类知识 

3.1.4 潜水事故报告制度 

3.1.5 潜水事故报告编写要求 

3.2 潜水

疾病处理 

3.2.1 能指挥与协调潜水疾病的现场应

急处理 

3.2.2 能指挥和协调现场患者的医疗撤

离 

3.2.1 潜水疾病的类型、症状和应急

处理原则 

3.2.2 医疗撤离程序 

3.2.3 后送患病潜水员的要求 

4. 

培 

训 

与 

管 

理 

4.1 技术

培训与指导 

4.1.1 能编写专项饱和潜水及水下作业

技术的培训讲义 

4.1.2 能进行饱和潜水及水下作业技术

工艺革新等方面的专题讲座 

4.1.3 能对中级、高级潜水员和技师进

行技术指导 

4.1.1 潜水技术培训讲义的编写方法

和要求 

4.1.2 技术讲座的相关知识 

4.1.3 饱和潜水员职业各等级岗位知

识和技能要求 

4.2 技术

管理 

4.2.1 能按作业任务编写水下施工标书 

4.2.2 能按作业任务编制设备和气体等

的采办计划 

4.2.3 能按作业任务制订进度和质量保

证计划 

4.2.1 ISO9000 质量管理体系的基础

知识 

4.2.2 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体系的相

关知识 

4.2.3 环境保护管理体系的相关知识 

4.2.4项目进度、质量、成本控制、项

目生产要素、合同、信息管理的基本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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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技术

革新 

4.3.1 能组织技术攻关，解决高难度饱

和潜水及水下作业技术难题 

4.3.2 能开展饱和潜水及水下作业技术

工艺革新活动 

4.3.3 能撰写饱和潜水及水下作业技术

论文 

4.3.1技术革新的相关知识 

4.3.2 饱和潜水及水下作业技术工艺

革新方案的编制要求 

4.3.3技术论文的写作方法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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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权重表 

4.1  空气潜水员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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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15 10 10 5 

相关

知识

要求 

空气潜水 22 10 15 - - 

水面照料 12 16 11 - - 

水下作业 20 40 28 30 28 

装备维护保养 14 10 14 20 17 

应急与事故处理 7 4 8 15 20 

培训与技术管理 - - 9 20 2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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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潜水 25 20 10 - - 

水面照料 15 20 20 - - 

水下作业 25 30 30 42 35 

装备维护保养 20 15 22 20 15 

应急与事故处理 15 15 10 18 25 

培训与技术管理 - - 8 20 25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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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混合气潜水员 

4.2.1  理论知识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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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知识 20 15 10 5 

相关

知识

要求 

混合气潜水 20 20 - - 

水面照料 20 15 10  

水下作业 21 13 28 28 

装备维护 

保养 
8 10 17 20 

应急与事故处理 6 15 15 20 

培训与管理 - 7 15 22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4.2.2  技能要求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技能

要求 

混合气潜水 30 20 - - 

水面照料 25 15 12 - 

水下作业 25 25 33 32 

装备维护保养 10 15 20 25 

应急与事故处理 10 17 20 18 

培训与管理 - 8 15 25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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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饱和潜水员 

4.3.1  理论知识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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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知识 25 20 15 10 

相关

知识

要求 

饱和潜水 20 20 — — 

水面照料 20 15 8 — 

水下作业 17 15 27 25 

装备维护保养 8 10 15 15 

应急与事故处理 5 10 15 20 

培训与管理 — 5 15 25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4.3.2  技能要求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技能

要求 

饱和潜水 30 25 — — 

水面照料 25 20 10 — 

水下作业 20 20 30 25 

装备维护保养 15 10 15 22 

应急与事故处理 10 20 25 28 

培训与管理 — 5 20 25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