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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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

源部组织有关专家，制定了《物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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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物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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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中物探、航空物探等相关领域工作人员也适用本标准。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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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

删除“培训要求”，对申报条件进行描述；对不同“职业功能”中的“工作内容”

进行了必要的调整、修改。 

四、 三、本《标准》起草单位有：浙江省地勘局、山东省地矿局、浙江

省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院。主要起草人有：何良军、潘笑真、朱国强、陆云祥、

周立军、秦卫锋、严国英、刘洪波、邹安德、李小平、杨海翔。 

五、 四、本《标准》主要审定单位有：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

学勘查研究所、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职

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广东省地质局、内蒙古自治区地矿局、广西壮族自治区地

矿局、北京市地勘局、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等。主要审定人员有：林品荣、杨

亚斌、伍卓鹤、张慧聪、陈康、屈建余、雷晓东、杨学军、张灵芝、李亚东、贾

成千、李玉胜、张富昌、盛堰、丁新兴。 

五、本《标准》由自然资源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具体组织制定。在制定过程

中，得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专家、各起草单位、审定单位和

各有关人员的大力支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矿局、青海省地矿局、贵州省地矿

局、四川省地矿局等单位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一并感谢。 



 

 

六、本《标准》业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批准，自公布之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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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探工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1.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物探工 

1.2  职业编码 

4-08-07-03 

1.3  职业定义 

使用地球物理勘探的仪器设备和工具，运用重力、磁法、电法、地震、核物

探等地球物理勘探方法技术，进行地球物理勘探的人员。 

1.4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共设五个等级，分别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

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 

1.5  职业环境条件 

室内、外，常温。 

1.6  职业能力特征 

具有一定的学习、计算、表达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具有一定的空间感和

视觉、色觉、形体知觉；手指、手臂、腿脚灵活，动作协调。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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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相关职业：海洋勘探震源工、可控震源工、海洋物探定位工、石油勘探工、井中物探工、

航空物探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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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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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师学院毕业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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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电子技术应用、计算机应用与管理。 
③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岩土工程勘察与施工、地质灾害调查与治理施工、水文地质与工程地

质勘察、地质调查与找矿、国土资源调查。 
④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勘察技术与工程、资源勘察工程、矿物资源工程、地质工程、地质学

类（地质学、地球化学）、地球信息科学、土木工程、地下水科学与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

程、环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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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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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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试等方式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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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总结报告、论文或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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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标准中标注“★”的为涉及安全生产或操作的关键技能，如

考生在技能考核中违反操作规程或未达到该技能要求的，则技能考核成绩为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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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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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min；技能考核时间：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

工不少于 60min，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不少于 90min；综合

评审时间不少于 30min。 

1.8.5  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进行；技能考核在具有物探仪器及必要辅助设备的

场地进行；综合评审在考评机构确定的场所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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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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秘密。 

（2）爱岗敬业，奉献社会。 

（3）履行职责，忠于职守。 

（4）刻苦学习，勤奋钻研。 

（5）工作认真，吃苦耐劳。 

（6）谦虚谨慎，严于律已。 

（7）团结协作，主动配合。 

（8）保质保量，爱护仪器。 

（9）安全第一，文明生产。 

2.2  基础知识 

2.2.1  地质学基础知识 

（1）岩石、矿物、矿床等基本知识。 

  （2）地层及地质构造等基本知识。 

（3）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等基本知识。 

2.2.2  测量学基础知识 

（1）坐标系统及高程系统的基本知识。 

（2）地形图的基本知识。 

（3）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的基本知识。 

2.2.3  地球物理勘探基础知识 

（1）重力勘探技术。 

（2）磁法勘探技术。 

（3）电法勘探技术。 

（4）地震勘探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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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核物探技术。 

2.2.4  仪器设备及计算机基础知识 

（1）计算机应用基础知识。 

（2）物探常用相关软件使用知识。 

（3）地球物理勘探仪器设备知识。 

2.2.5  安全生产与环境保护知识 

（1）安全生产相关知识。 

（2）环境保护相关知识。 

（3）《地质勘探安全规程》相关知识。 

（4）地球物理勘探仪器设备安全操作知识。 

  （5）安全用电知识。 

（6）放射性辐射防护知识。 

2.2.6  质量管理知识 

（1）全面质量管理知识。 

（2）质量管理体系知识。 

2.2.7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相关知识。 

（4）《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相关知识。 

（5）《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相关知识。 

（6）《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知识。。 

（7）《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相关知识。。 

（8）其他相关规范与标准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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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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技师的技能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的要求。  

本职业分为重力勘探、磁法勘探、电法勘探、地震勘探和核物探五个专业方

向，每个级别选择其中一个专业方向进行考核。 

3.1  五级/初级工 

3.1.1   重力勘探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工 

作 

准 

备 

   1.1 仪器准

备 

1.1.1 能识别重力仪、重力测

点定位的测量仪器设备 

1.1.2 能清点重力仪、重力测

点定位的测量仪器的辅助设备 

1.1.3 能从仪器箱（筒）中取、

放重力仪 

1.1.4 能清点声速剖面仪及

辅件 

1.1.5 能清点测深仪及辅件 

1.1.6 能设置、安装验潮仪 

1.1.1 重力仪、重力测点定

位的测量仪器设备的类别 

1.1.2 重力仪、重力测点定

位的测量仪器辅助设备的组

成 

1.1.3 重力仪的取、放要求 

1.1.4 声速剖面仪的组成 

1.1.5 测深仪的组成 

1.1.6 验潮仪设置、安装方

法及要求 

  1.2 采集准

备 

1.2.1 能识别地形图/海图比

例尺 

1.2.2 能识别地形图等高线 

1.2.3 能读懂工作布置图中

基线、测线、测点的位置及表示

方法 

1.2.4 能识别助航标志 

  1.2.1 地形图/海图比例尺

的概念 

  1.2.2 地形图等高线的概

念 

1.2.3 测网的基本要求 

1.2.4 助航标志的分类及

功能 

2. 

数 

据 

采 

集 

2.1 重力测

点定位 

2.1.1 能量取 GNSS 接收机天

线高 

2.1.2 能开、关 GNSS 接收机 

2.1.3 能用手持 GNSS 测量重

力测点坐标 

2.1.1  GNSS 接收机天线高

量取要求 

2.1.2  GNSS 接收机开、关

要求 

2.1.3 手持 GNSS 测量测点

坐标要求 

  2.2 重力数

据采集 

2.2.1 能选择测点位置 

2.2.2 能摆放重力仪底盘 

2.2.1 重力测点点位要求 

2.2.2 重力仪底盘摆放要

求 

  2.3 物性测

量 

2.3.1 能采集密度标本 

2.3.2 能加工密度标本 

2.3.1 密度标本采集要求 

2.3.2 密度标本加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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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 

备 

维 

护 

3.1 仪器维
护 

3.1.1 能对 GNSS 接收机进行
充电和维护保养 
3.1.2 能维护保养森林罗盘

仪 
3.1.3 能对重力仪进行充电 

3.1.1  GNSS 接收机充电和
维护保养要求 
3.1.2 森林罗盘仪维护保

养要求 
3.1.3 重力仪充电要求 

3.2 辅助 设
备维护 

3.2.1 能维护保养 GNSS 接收
机辅件 
3.2.2 能维护保养重力仪底

盘及箱（筒） 
3.2.3 能维护保养森林罗盘

仪辅件 
3.2.4 能维护保养密度计及

辅件 

3.2.1  GNSS 接收机脚架等
辅助器件维护保养要求 
3.2.2 重 力 仪 底 盘 及 箱

（筒）维护保养要求 
3.2.3 森林罗盘仪脚架等

辅助器件维护保养要求 
3.2.4 密度计及辅件维护

保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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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磁法勘探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工 

作 

准 

备 

1.1 仪器准
备 

1.1.1 能区分磁力仪的类型 

1.1.2 能取、放磁力仪 

1.1.3 能清点磁力仪的辅助设

备 

1.1.1 磁力仪的分类 

1.1.2 磁力仪的取、放要求 

1.1.3 磁力仪辅助设备的

组成 

1.2 采集准
备 

1.2.1 能识别地形图/海图比

例尺 

1.2.2 能识别地形图等高线 

1.2.3 能读懂工作布置图中

基线、测线、测点的位置及其表

示方法 

1.2.4 能识别助航标志 

1.2.1 地形图/海图比例尺

的概念 

1.2.2 地形图等高线的概

念 

1.2.3 测网的基本要求 

1.2.4 助航标志的分类及功

能 

2. 

数 

据 

采 

集 

2.1 磁测数
据采集 

2.1.1 能选择测点位置 

2.1.2 能用手持 GPS测量测点

坐标 

2.1.3能记录测点的观测数据 

2.1.1 磁法测点点位要求 

2.1.2 手持 GPS 测量测点坐

标要求 

2.1.3 磁法测量野外记录要

求 

2.2 物性测
量 

2.2.1 能采集磁性标本 

2.2.2 能加工磁性标本 

2.2.1 磁性标本采集要求 

2.2.2 磁性标本加工要求 

3. 

设 

备 

维 

护 

3.1 仪器维
护 

3.1.1 能维护保养质子（光

泵）磁力仪探头 

3.1.2 能对质子（光泵）磁力

仪进行充电 

3.1.1 质子（光泵）磁力仪

探头维护保养和装箱要求 

3.1.2 质子（光泵）磁力仪

充电常识 

3.2 辅助设
备维护 

3.2.1 能维护保养质子（光

泵）磁力仪充电设备 

3.2.2 能维护保养质子（光

泵）磁力仪探头的辅件 

3.2.1 质子（光泵）磁力仪

充电设备维护保养知识 

3.2.2 质子（光泵）磁力仪

探头辅助器件维护保养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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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电法勘探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工 

作 

准 

备 

1.1 仪器准

备 

1.1.1 能识别不同功率的直流

电阻率仪 

1.1.2 能清点电极、电缆、线

架、电瓶（电池）等 

1.1.1 直流电阻率仪的性能

指标 

1.1.2 电极、电缆、线架、

电瓶（电池）的分类和特性 

1.2 采集准

备 

1.2.1能识别地形图比例尺 

1.2.2能识别地形图等高线 

1.2.3 能读懂工作布置图中基

线、测线、测点的位置及其表示

方法 

1.2.4能使用万用表测量电阻、

电压和电流 

1.2.5 能使用兆欧表测量绝缘

电阻 

1.2.6 能使用电烙铁焊接电线 

1.2.7 能使用对讲机通话 

1.2.8 能使用充电器对电瓶充

电 

1.2.1地形图比例尺的概念 

1.2.2地形图等高线的概念 

1.2.3测网的基本要求 

1.2.4 万用表的使用方法 

1.2.5 兆欧表的使用方法 

1.2.6 电烙铁的使用方法 

1.2.7 对讲机的使用方法 

1.2.8 电瓶充电器的使用方

法 

2. 

数 

据 

采 

集 

2.1 电阻率

法测量 

2.1.1能确定电极埋设位置 

2.1.2 能埋设电极 

2.1.3 能收、放导线 

2.1.4 能串(并)联小型直流电

源 

2.1.1电极位置选择要求 

2.1.2 电极埋设要求 

2.1.3收、放导线要求 

2.1.4 小型直流电源连接要

求 

2.2 激发极

化法测量 

2.2.1能确定电极埋设位置 

2.2.2 能埋设不极化电极 

2.2.3 能收、放导线 

2.2.4 能连接导线和不极化电

极 

2.2.5 能串(并)联小型直流电

源 

2.2.1 电极位置选择要求 

2.2.2 不极化电极埋设要求 

2.2.3收、放导线要求 

2.2.4 导线和不极化电极连

接要求 

2.2.5 小型直流电源连接要

求 

2.3 物性测

量 

2.3.1 能采集岩(矿)石电性标

本 

2.3.2 能加工岩(矿)石电性标

本 

2.3.1 岩(矿)石电性标本的

采集要求 

2.3.2 岩(矿)石电性标本的

加工要求 

3. 

设 

备 

维 

护 

3.1 仪器维

护 

3.1.1 能维护保养万用表、兆

欧表 

3.1.2 能维护保养电烙铁 

3.1.3 能维护保养对讲机 

3.1.4能维护保养充电器 

3.1.1 万用表、兆欧表的维

护保养要求 

3.1.2 电烙铁的维护保养要

求 

3.1.3 对讲机的维护保养要

求 

3.1.4 充电器的维护保养要

求 

3.2 辅助设

备维护 

3.2.1 能维护保养电瓶 

3.2.2 能维护保养电极（不极

化电极） 

3.2.3 能维护保养导线 

3.2.1 电瓶维护保养要求 

3.2.2 电极（不极化电极）

维护保养要求 

3.2.3 导线维护保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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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地震勘探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工 

作 

准 

备 

  1.1 仪器准

备 

1.1.1 能识别检波器、电缆的

规格与类型 

1.1.2 能识别震源类型 

1.1.3 能清点检波器、电缆、

电瓶等 

1.1.4 能清点声速剖面仪及辅

件 

1.1.5 能清点测深仪及辅件 

1.1.1 检波器、电缆的结

构、特性及分类 

1.1.2 震源的的功能、特性

及分类 

1.1.3 清点检测波器、电

缆、电瓶的要求 

1.1.4 声速剖面仪的组成 

1.1.5 测深仪的组成 

  1.2 采集准

备 

1.2.1 能识别地形图/海图比

例尺 

1.2.2 能读懂工作布置图中基

线、测线、测点的位置及其表示

方法 

1.2.3 能使用万用表测量电

阻、电压和电流 

1.2.4 能使用电烙铁焊接电线 

1.2.5 能使用对讲机通话 

1.2.6 能使用充电器对电瓶充

电 

1.2.1 地形图/海图比例尺

的概念 

1.2.2 测网的基本要求 

1.2.3 万用表的使用方法 

1.2.4 电烙铁的使用方法 

1.2.5 对讲机的使用方法 

1.2.6 电瓶充电器的使用

方法 

2． 

数 

据 

采 

集 

2.1 排列布

设 

2.1.1 能确定检波器埋设位置 

2.1.2 能埋设检波器 

2.1.3 能收、放地震电缆 

2.1.4 能连接检波器与地震电

缆 

2.1.1 地震勘探的方法分

类 

2.1.2 检波器埋设要求 

2.1.3 地震电缆收、放要求 

2.1.4 检检波器与地震电缆

连接方法 

2.2 震源激

发 

2.2.1 能确定震源位置 

2.2.2 能安放锤击震源 

2.2.1 震源位置确定方法 

2.2.2 锤击震源安装方法 

2.3 物性测

量 

2.3.1 能采集波速标本 

2.3.2 能加工波速标本 

2.3.1 波速标本采集要求 

2.3.2 波速标本加工要求 

3． 

设 

备 

维 

护 

3.1 仪器维

护 

3.1.1 能维护保养检波器 

3.1.2 能维护保养地震电缆 

3.1.3 能维护保养充电器 

3.1.1 检波器维护保养要

求 

3.1.2 地震电缆维护保养

要求 

3.1.3 充电器维护要求 

3.2 辅助设

备维护 

3.2.1能维护保养对讲机 

3.2.2能维护保养万用表 

3.2.3能维护保养电烙铁 

3.2.4能维护保养电瓶 

3.2.1 对讲机维护保养要

求 

3.2.2万用表维护保养要求 

3.2.3 电烙铁维护保养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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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电瓶维护保养要求 

 

 

3.1.5 核物探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工 

作 

准 

备 

1.1 仪 器 准

备 

1.1.1 能识别γ辐射仪 

1.1.2 能识别测氡仪 

1.1.3 能清点测氡仪辅件 

1.1.1 γ辐射仪的外观结构 

1.1.2 测氡仪的外观结构 

1.1.3 测氡仪辅件的组成 

1.2 采 集 准

备 

1.2.1 能识别地形图比例尺 

1.2.2 能识别地形图等高线 

1.2.3 能读懂工作布置图中基

线、测线、测点的位置及其表示

方法 

1.2.4 能使用对讲机通话 

1.2.5 能使用万用表测量电

流、电压、电阻 

1.2.1 地形图比例尺的概念 

1.2.2 地形图等高线的概念 

1.2.3 测网的基本要求 

1.2.4 对讲机的使用方法 

1.2.5 万用表的使用方法 

2. 

数 

据 

采 

集 

2.1 γ测量 
2.1.1 能选择γ测点位置 

2.1.2 能摆放γ辐射仪 

2.1.1 γ测点点位要求 

2.1.2 γ辐射仪摆放要求 

2.2 氡测量 
2.2.1 能选择氡测点位置 

2.2.2 能摆放测氡仪 

2.2.1 氡测点点位要求 

2.2.2 测氡仪摆放要求 

3. 

设 

备 

维 

护 

3.1 仪器维护 
3.1.1 能维护保养对讲机 

3.1.2 能维护保养万用表 

3.1.1 对讲机维护保养要求 

3.1.2 万用表维护保养要求 

3.2 辅助设备

维护 

3.2.1 能维护保养抽气管 

3.2.2 能维护保养测氡成孔工

具 

3.2.1 抽气管维护保养要求 

3.2.2 测氡成孔工具维护保

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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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四级/中级工 

3.2.1  重力勘探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工 

作 

准 

备 

1.1 仪 器

准备 

1.1.1 能检查中低精度石英弹

簧重力仪的性能及温度 

1.1.2 能检查中低精度石英弹

簧重力仪的纵、横水泡 

1.1.3 能检查和测定中低精度

石英弹簧重力仪的光线位移灵敏

度 

1.1.4 能清点电罗经及辅件 

1.1.5 能清点差分全球定位系

统及辅件 

1.1.6 能对船载/海底重力仪通

电加温 

1.1.7能校准验潮仪 

1.1.1 对早基点前仪器性

能及温度检查要求 

1.1.2 中低精度石英弹簧

重力仪纵、横水泡要求 

1.1.3 中低精度石英弹簧

重力仪光线位移灵敏度要求 

1.1.4 电罗经的组成 

1.1.5 差分全球定位系统

的组成 

1.1.6 船载/海底重力仪通

电加温方法及要求 

1.1.7 验潮仪校准方法及

要求 

1.2 采 集

准备 

1.2.1 能判读不同比例尺的地

形图/海图 

1.2.2 能使用地形图进行实地

判读 

1.2.3 能使用地质罗盘测方位 

1.2.4 能识别助航标志 

1.2.1 地形图/海图要素 

1.2.2 地形地物判读方法 

1.2.3 地质罗盘的使用方

法 

1.2.4 助航标志的分类及

功能 

2. 

数 

据 

采 

集 

2.1 重 力

测点定位 

2.1.1 能使用 GNSS 快速静态法

进行测点定位 

2.1.2 能记录 GNSS 天线开/关

机时间、天线高 

2.1.1  GNSS 快速静态法观

测基本技术要求 

2.1.2  GNSS观测记录要求 

2.2 近 区

地形改正 

2.2.1 能使用森林罗盘仪测量

坡度角 

2.2.2 能目测近区地形改正半

径 

2.2.3 能记录各方位读数 

2.2.1 森林罗盘仪的工作原

理及使用方法 

2.2.2 距离、方位的基本知

识 

2.2.3 近区地形改正读数记

录要求 

2.3 重 力

数据采集 

2.3.1 能操作中低精度石英弹

簧重力仪并读取数据 

2.3.2 能记录观测数据 

2.3.1 重力仪计数器的结构

和计数原理 

2.3.2 重力勘探野外记录要

求 

2.4 物 性

测量 

2.4.1 能区分密度标本的类别 

2.4.2 能记录密度标本采集信

息 

2.4.3 能用密度计法或天平法

测定标本密度 

2.4.1 密度标本分类要求 

2.4.2 密度标本采集信息记

录要求 

2.4.3 阿基米德定律 

2.4.4 密度计法或天平法

测定标本密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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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 

备 

维 

护 

3.1 仪 器

维护 

3.1.1 能维护保养中低精度石

英弹簧重力仪 

3.1.2 能维护保养声速剖面仪 

3.1.3 能维护保养测深仪 

3.1.4 能维护保养验潮仪 

3.1.1 中低精度石英弹簧

重力仪维护和装箱要求 

3.1.2 声速剖面仪维护保

养要求 

3.1.3 测深仪维护保养要

求 

3.1.4 验潮仪维护保养要

求 

3.2 辅 助

设备维护 

3.2.1 能维护保养中低精度石

英弹簧重力仪辅件 

3.2.2 能维护保养声速剖面仪

辅件 

3.2.3 能维护保养测深仪辅件 

3.2.4 能对电瓶（电池）充电及

维护保养 

3.2.1 中低精度石英弹簧

重力仪辅助器件维护保养要

求 

3.2.2 声速剖面仪辅件维

护保养要求 

3.2.3 测深仪辅件维护保

养要求 

3.2.4 电瓶（电池）充电常

识及维护保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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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磁法勘探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工 

作 

准 

备 

1.1 仪 器

准备 

1.1.1 能连接质子磁力仪主机

与探头之间的连线 

1.1.2 能连接探杆（探头高度） 

1.1.3能清除质子磁力仪数据 

1.1.4 能清点差分全球导航卫

星系统及辅件 

1.1.1 质子磁力仪主机与探

头之间的连线要求 

1.1.2 探头高度要求 

1.1.3 质子磁力仪数据清除

要求 

1.1.4 差分全球导航卫星系

统的组成 

1.2 采 集

准备 

1.2.1 能判读不同比例尺的地

形图/海图 

1.2.2 能使用地形图进行实地

地形判读 

1.2.3 能使用地质罗盘测方位 

1.2.4 能使用手持 GNSS 测定点

位 

1.2.1 地形图/海图要素 

1.2.2 地形地物判读方法 

1.2.3 地质罗盘的使用方法 

1.2.4 手持 GNSS 操作方法 

2. 

数 

据 

采 

集 

2.1 磁 测

数据采集 

2.1.1 能区分磁测精度等级 

2.1.2 能操作质子磁力仪，读取

数据并存储 

2.1.3 能导出质子磁力仪数据 

2.1.4 能进行基站（日变站）的

架设并会设置读数循环时间 

2.1.1 磁测精度等级划分 

2.1.2 质子磁力仪的操作方

法 

2.1.3 质子磁力仪数据导出

要求 

2.1.4 基站（日变站）的架

设和读数间隔要求 

2.2 物 性

测量 

2.3.1 能区分磁性标本的类别 

2.3.2 能记录磁性标本采集信

息 

2.3.3 能用磁化率仪测定岩

（矿）石的磁化率 

2.3.1 磁性标本分类 

2.3.2 磁性标本采集信息记

录要求 

2.3.3 磁化率仪的使用和技

术要求 

3. 

设 

备 

维 

护 

3.1 仪 器

维护 

3.1.1 能维护保养质子（光泵）

磁力仪探头 

3.1.2 能维护保养磁化率仪 

3.1.1 质子（光泵）磁力仪

探维护保养和装箱要求 

3.1.2 磁化率仪维护保养要

求 

3.2 辅 助

设备维护 

3.2.1 能维护保养磁化率仪辅

件 

3.2.2 能维护保养手持 GNSS 

3.2.1 磁化率仪辅助器件维

护保养要求 

3.2.2 手持 GNSS 维护保养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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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电法勘探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工 

作 

准 

备 

1.1 仪器

准备 

1.1.1 能识别不同功率的直流

激电仪 

1.1.2 能识别不同功率的瞬变

电磁仪 

  1.1.1 直流激电仪的性能指

标 

1.1.2 瞬变电磁仪的性能指标 

1.2 采 集

准备 

1.2.1 能标记测量导线和供电

导线极距 

1.2.2 能检查导线漏电情况 

1.2.3 能检查仪器设备的绝缘

性能 

1.2.4 能配制不极化电极 

1.2.5 能识读电法勘探工作布

置图 

1.2.6 能判读不同比例尺的地

形图 

1.2.7 能使用地质罗盘测定方

位 

1.2.8 能使用手持 GNSS 测定点

位 

1.2.1 供电极距与测量极距

的关系 

1.2.2 漏电检查的原则和方

法 

1.2.3 仪器设备的绝缘性要

求 

1.2.4 铜—硫酸铜不极化电

极的制作方法 

1.2.5 电法勘探工作布置图

要求 

1.2.6地形图要素 

1.2.7地质罗盘的使用方法 

1.2.8手持 GNSS的操作方法 

 

2. 

数 

据 

采 

集 

2.1电阻率

法测量 

2.1.1 能选择测站 

2.1.2能记录野外测量数据 

2.1.3 能改善接地条件增大供

电电流 

2.1.4 能判断无电流、无电压显

示的原因 

2.1.1测站选择的技术要求 

2.1.2原始数据记录要求 

2.1.3 野外基本观测、重复

观测、自检观测的要求 

2.1.4 电极接地条件改善方

法 

2.2激发极

化法测量 

2.2.1 能选择测站 

2.2.2 能记录野外测量数据 

2.2.3 能改善接地条件增大供

电电流 

2.2.4 能测定不极化电极极差 

2.2.1测站选择的技术要求 

2.2.2原始数据记录要求 

2.2.3 野外基本观测、重复

观测、自检观测的要求 

2.2.4 不极化电极稳定性要

求 

2.3瞬变电

磁法测量 

2.3.1 能连接发射线圈和主机 

2.3.2 能连接接收线圈和阻尼 

2.3.3 能连接主机和电瓶(电

源) 

2.3.1 发射线圈和主机的连

接要求 

2.3.2 接收线圈和阻尼的连

接要求 

2.3.3 主机和电瓶(电源)的

连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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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物 性

测量 

2.4.1 能区分电性参数测定方

法的种类 

2.4.2 能记录电性标本采集信

息 

2.4.1 电性参数测定方法的

分类 

2.4.2 电性标本采集信息的

记录要求 

3. 

设 

备 

维 

护 

3.1 仪 器

维护 

3.1.1 能维护保养直流电阻率

仪 

3.1.2 能维护保养直流激电仪 

3.1.1 直流电阻率仪维护保

养要求 

3.1.2 直流激电仪维护保养

要求 

3.2 辅 助

设备维护 

3.2.1 能维护保养小功率发电

机 

3.2.2 能维护保养小功率整流

源 

3.2.1 小功率发电机维护保

养要求 

3.2.2 小功率整流源维护保

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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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地震勘探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工 
作 
准 
备 

1.1 仪器
准备 

1.1.1 能开、关地震仪主机 
1.1.2 能识别覆盖开关 
1.1.3 能识别触发器 
1.1.4 能检查检波器 
1.1.5 能检查电缆 
1.1.6 能清点电罗经及辅件 
1.1.7 能清点差分全球导航卫

星系统及辅件 
1.1.8 能清点尾标导航定位系

统及辅件 
1.1.9 能清点电缆罗盘鸟及辅

件 

1.1.1 地震仪的检查方法 
1.1.2 覆盖开关的结构、功

能 
1.1.3 触发器的结构 
1.1.4 检波器的检查方法与

要求 
1.1.5 电缆的检查方法与要

求 
1.1.6 电罗经的组成 
1.1.7 差分全球导航卫星系

统的组成 
1.1.8 尾标导航定位系统的

组成 
1.1.9 电缆罗盘鸟的组成 

1.2 采集
准备 

1.2.1 能判读不同比例尺的地
形图/海图 
1.2.2 能使用地形图进行实地

判读 
1.2.3 能使用地质罗盘测方位 
1.2.4 能使用手持 GNSS 测定点

位 
1.2.5 能识别助航标志 

1.2.1 地形图/海图要素 
1.2.2 地形判读方法 
1.2.3 地质罗盘的使用方法 
1.2.4 手持 GNSS 的操作方

法 
1.2.5 助航标志的分类及功

能 

2． 

数 

据 

采 

集 

2.1 排列
布设 

2.1.1 能连接地震电缆、覆盖开
关或地震仪 
2.1.2 能连接触发器与地震仪 

2.1.1 覆盖开关的结构、功
能 
2.1.2 触发器的功能及特性 

2.2 震源
激发 

2.2.1 能操作锤击震源 
2.2.2 能安装触发器 
2.2.3 能防止二次触发 

2.2.1 锤击震源的特性 
2.2.2 触发器的安装要求 
2.2.3 二次触发产生的原因 

2.3 物性
测量 

2.3.1 能区分波速标本的类别 
2.3.2 能记录波速标本采集信

息 
2.3.3 能用声波测试仪测定标

本波速 

2.3.1 波速标本的类别 
2.3.2 声波测试仪测定标本

波速的要求 

3． 

设 

备 

维 

护 

3.1 仪器
维护 

3.1.1 能维护保养地震仪主机
辅件 
3.1.2 能维护保养锤击震源 
3.1.3 能维护保养覆盖开关 
3.1.4 能维护保养声速剖面仪 
3.1.5 能维护保养测深仪 

3.1.1 地震仪主机辅件维护
保养要求 
3.1.2 锤击震源维护保养要

求 
3.1.3 覆盖开关维护保养要

求 
3.1.4 声速剖面仪维护保养

要求 
3.1.5 测深仪维护保养要求 

3.2 辅助
设备维护 

3.2.1 能维护手持 GNSS 
3.2.2 能维护地质罗盘  
3.2.3 能维护和保养声速剖面

仪辅件 
3.2.4 能维护和保养测深仪辅

件 

3.2.1 手持 GNSS 维护保养
要求 
3.2.2 地质罗盘维护保养要

求 
3.2.3 声速剖面仪辅件维护

保养要求 
3.2.4 测深仪辅件维护保养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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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核物探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工 

作 

准 

备 

1.1 仪器准

备 

1.1.1 能清点γ辐射仪及辅

助设备 

1.1.2 能清点测氡仪及辅助

设备 

1.1.1 γ辐射仪相关设备

的组成 

1.1.2 测氡仪相关设备的

组成 

1.2 采集准

备 

1.2.1 能判读不同比例尺的

地形图 

1.2.2 能用地形图进行实地

判读 

1.2.3 能使用地质罗盘测方

位 

1.2.4 能使用手持 GNSS 测定

点位 

1.2.1 地形图要素 

1.2.2 地形判读方法 

1.2.3 地质罗盘的使用方

法 

1.2.4 手持 GNSS的操作方

法 

2. 

数 

据 

采 

集 

2.1 γ测量 

2.1.1 能采用水面法测量γ

辐射仪自然底数 

2.1.2 能读取和记录γ辐射仪

测量数据 

2.1.1 水面法测量γ辐射

仪自然底数的要求 

2.1.2γ辐射仪工作原理

和操作方法 

2.2 氡测量 

2.2.1 能区分氡测量方式和

方法 

2.2.2 能使用专用钢钎在土

壤中打孔 

2.2.3 能抽取土壤氡气样 

2.2.1 氡测量方式和方法

分类 

2.2.2 土壤成孔要求 

2.2.3 氡测量取样要求 

3. 

设 

备 

维 

护 

3.1 仪器维

护 

3.1.1 能维护保养γ辐射仪 

3.1.2 能维护保养测氡仪 

3.1.1 γ辐射仪维护保养

要求 

3.1.2 测氡仪维护保养要

求 

3.2 辅助设

备维护 

3.2.1 能更换γ辐射仪的电

源 

3.2.2 能维护保养氡取气装

置 

3.2.3 能维护保养手持 GNSS 

3.2.1 γ辐射仪电源维护

保养要求 

3.2.2 氡取气装置维护保

养要求 

3.2.3 手持 GNSS维护保养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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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三级/高级工 

3.3.1  重力勘探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工 

作 

准 

备 

1.1 仪器准

备 

1.1.1 能调节重力仪的测程 

1.1.2能进行中低精度石英弹

簧重力仪性能试验 

1.1.3 能调节并测定中低精

度石英弹簧重力仪的水泡、灵敏

度 

1.1.4 能标定中低精度石英

弹簧重力仪的格值 

1.1.5 能进行差分全球导航

卫星系统精度比对试验 

1.1.6 能进行差分全球导航

卫星系统稳定性试验 

1.1.7 能进行海洋/海底重力

仪与差分全球导航卫星系统联

机试验 

1.1.8 能进行测深仪稳定性

试验 

1.1.9 能进行测深仪水砣比

对试验 

1.1.1 重力仪测程的调节

要求 

1.1.2 动态、静态、一致

性性能试验等技术要求 

1.1.3 中低精度石英弹簧

重力仪水泡、灵敏度等调节

和测定要求 

1.1.4 中低精度石英弹簧

重力仪的格值标定要求 

1.1.5 差分全球导航卫星

系统精度比对试验技术要求 

1.1.6 差分全球导航卫星

系统稳定性试验技术要求 

1.1.7 海洋/海底重力仪

与差分全球导航卫星系统联

机试验技术要求 

1.1.8 测深仪稳定性试验

技术要求 

1.1.9 测深仪水砣比对试

验技术要求 

1.2 采集准

备 

1.2.1 能区分三大岩类 

1.2.2 能测定地层及断层产

状 

1.2.1 三大岩类的基本知

识 

1.2.2 岩层产状及地质构

造等知识 

2. 

数 

据 

采 

集 

2.1 基点联

测 

2.1.1 能联测重力基点 

2.1.2 能区分非独立增量与

独立增量 

2.1.1 基点联测的技术要

求 

2.1.2 独立增量、非独立

增量的概念 

2.2 重力测

点定位 

2.2.1 能采用差分全球导航卫

星定位（RTK）测量方法进行测

点定位 

2.2.2 能使用全站仪进行重

力测点定位 

2.2.3 能导出测量仪器的数

据并存储 

2.2.4 能进行海洋重力测量航

向修正 

2.2.5 能用声速剖面仪测量

海水声速 

2.2.6 能用测深仪测量海水

深度 

2.2.1 差分全球导航卫星

定位（RTK）测量测点定位基

本技术要求 

2.2.2 全站仪重力测点定

位技术要求 

2.2.3 测量数据的导出和

存储要求 

2.2.4 海洋重力测量船航

行要求 

2.2.5 声速剖面仪的操作

方法 

2.2.6 测深仪的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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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地形改

正 

2.3.1 能用激光测距仪测量坡

度角 

2.3.2 能选择近区地形改正

模型 

2.3.3 能使用量板读取环块

的平均高程 

2.3.4 能检查近区地形改正

的质量 

2.3.1 激光测距仪的工作

原理及使用方法 

2.3.2 近区地形改正要求 

2.3.3 高程的基本概念 

2.3.4 近区地形改正的质

量要求 

2.4 重力数

据采集 

2.4.1 能读取金属弹簧重力仪

的观测数据 

2.4.2 能操作海底重力仪并

读取数据 

2.4.3 能处理重力仪粘摆现

象 

2.4.4 能进行重力勘探野外

观测的日验收工作并记录 

2.4.1 金属弹簧重力仪的

取数要求 

2.4.2 海底重力仪的操作

方法 

2.4.3 仪器粘摆的原因 

2.4.4 重力勘探野外观测

的日验收工作要求和记录要

求 

2.5 物性测

量 

2.5.1 能用大样法测定松散

层密度  

2.5.2 能记录密度标本测定

的数据 

2.5.1大样法密度测定的

要求 

2.5.2 密度标本测定数据

记录的要求 

3. 

资 

料 

处 

理 

3.1 资料整

理 

3.1.1 能计算近区地形改正

值 

3.1.2 能计算重力基点联测

的独立增量、非独立增量 

3.1.3 能计算标本的密度值 

3.1.4 能整理重力勘探野外

观测数据 

3.1.5 能计算格值标定结果 

3.1.6 能进行潮汐改正，能计

算海底重力测点高程 

3.1.1 近区地形改正值的

计算方法 

3.1.2 独立增量、非独立

增量的基本概念 

3.1.3 野外观测资料整理

方法 

3.1.4 格值计算方法及要

求 

3.1.5潮汐改正方法 

3.1.6 海底重力测点高程

计算方法 

3.2 成果处

理 

3.2.1 能统计近区地形改正均

方误差，并做精度评价 

3.2.2 能评价格值标定精度与

质量 

3.2.1 近区地形改正均方

误差统计和精度评价要求 

3.2.2 格值标定精度与质

量评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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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 

备 

维 

护 

 

4.1 仪器维

护 

4.1.1 能进行金属弹簧重力

仪充电及维护保养 

4.1.2 能维护保养海洋重力

仪 

4.1.3 能维护保养海底重力

仪 

4.1.4★ 能安全搬移、装箱和

运输海洋/海底重力仪 

4.1.5 能维护保养密度计 

4.1.6 能维护保养电罗经 

4.1.7 能维护保养差分全球

导航卫星系统 

4.1.1金属弹簧重力仪维

护保养要求 

4.1.2海洋重力仪维护保

养要求 

4.1.3 海底重力仪维护保

养要求 

4.1.4 海洋/海底重力仪

搬移、装箱和运输的基本要

求和安全保护措施 

4.1.5 密度计日常维护要

求 

4.1.6 电罗经维护保养要

求 

4.1.7 差分全球导航卫星

系统维护保养要求 

4.2 辅助设

备维护 

4.2.1 能维护保养金属弹簧

重力仪辅助器件 

4.2.2 能维护保养海洋重力

仪辅件 

4.2.3 能维护保养海底重力

仪辅件 

4.2.4 能维护保养密度计及

辅件 

4.2.5 能维护保养电罗经辅

件 

4.2.6 能维护保养差分全球

导航卫星系统辅件 

4.2.1 金属弹簧重力仪辅

件维护保养要求 

4.2.2 海洋重力仪辅件维

护保养要求 

4.2.3 海底重力仪辅件维

护保养要求 

4.2.4 密度计及辅件维护

保养要求 

4.2.5 电罗经辅件维护保

养要求 

4.2.6 差分全球导航卫星

系统辅件维护保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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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磁法勘探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工 

作 

准 

备 

1.1 仪 器 准

备 

1.1.1 能进行质子磁力仪噪

声水平和一致性的测定 

1.1.2 能清除光泵磁力仪数

据 

1.1.3 能进行差分全球导航

卫星系统精度比对试验 

1.1.4 能进行差分全球导航

卫星系统稳定性试验 

1.1.5 能进行海洋磁力仪与

差分全球导航卫星系统联机试

验 

1.1.1 质子磁力仪噪声水平

和一致性的测定要求 

1.1.2 光泵磁力仪的数据

清除要求 

1.1.3 差分全球导航卫星

系统精度比对试验技术要求 

1.1.4 差分全球导航卫星

系统稳定性试验技术要求 

1.1.5 海洋磁力仪与差分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联机试验

技术要求 

1.2 采 集 准

备 

1.2.1 能选定基点、日变站

1.2.2 能进行基点、日变观测 

1.2.3 能区分三大岩类 

1.2.4 能测定地层及断层产

状 

1.2.1 基点、日变站选择的

技术要求 

1.2.2 基点、日变观测的基

本要求 

1.2.3 三大岩类的基本知

识 

1.2.4 岩层产状及地质构

造等有关知识 

2. 

数 

据 

采 

集 

2.1 磁 测 数

据采集 

2.1.1 能操作光泵磁力仪并

能存储观测数据 

2.1.2 能进行地磁场梯度测

量 

2.1.3能导出光泵磁力仪数据 

2.1.4能操作海洋磁力仪并采

集数据 

2.1.5能进行海洋磁力测量航

向修正 

2.1.1 光泵磁力仪的操作方

法 

2.1.2 地磁场梯度的基本

知识  

2.1.3 光泵磁力仪数据导出

要求 

2.1.4 海洋磁力仪的操作

说明 

2.1.5 海洋磁力测量船航行

要求 

2.2 物 性 测

量 

2.2.1 能采集、加工定向标本 

2.2.2 能用质子磁力仪测定

磁性参数 

2.2.3能记录测定的磁性标本

数据 

2.2.1 采集和加工定向标

本的要求 

2.2.2 质子磁力仪测定磁性

参数的技术要求 

2.2.3 测定的磁性标本数据

记录要求 

3. 

资 

料 

处 

理 

3.1 资 料 整

理 

3.1.1 能计算并整理野外观

测数据 

3.1.2 能计算质子磁力仪的

性能校验值 

3.1.3能进行海洋磁力测量电

缆长度改正 

3.1.4能计算船磁影响值 

3.1.1 野外观测资料计算

与整理方法 

3.1.2 质子磁力仪的性能

校验计算要求 

3.1.3 海洋磁力测量电缆长

度改正及测点坐标计算方法 

3.1.4 海洋磁力测量船磁影

响取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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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成 果 处

理 

3.2.1 能计算标本的磁性参

数值 

3.2.2 能完成日变改正 

3.2.3 能完成高度改正 

3.2.4 能完成正常梯度改正 

3.2.1磁性参数计算公式 

3.2.2 磁法勘探内业资料整

理的方法和内容 

4. 

设 

备 

维 

护 

4.1 仪 器 维

护 

4.1.1 能维护保养光泵磁力

仪 

4.1.2 能维护保养海洋磁力

仪 

4.1.3 能搬移、装箱和运输光

泵磁力仪 

4.1.4 能维护保养差分全球

导航卫星系统 

4.1.1光泵磁力仪维护保养

要求 

4.1.2 海洋磁力仪维护保

养要求 

4.1.3 光泵磁力仪搬移、装

箱和运输的基本要求和安全

保护措施 

4.1.4 差分全球导航卫星

系统维护保养要求 

4.2 辅 助 设

备维护 

4.2.1 能维护光泵磁力仪辅

件 

4.2.2 能维护保养海洋磁力

仪辅件 

4.2.3能维护保养差分全球导

航卫星系统辅件 

4.2.1 光泵磁力仪辅件维

护保养要求 

4.2.2 海洋磁力仪辅件维

护保养要求 

4.2.3 差分全球导航卫星

系统辅助器件维护保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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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电法勘探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工 

作 

准 

备 

1.1 仪器准

备 

1.1.1能校验直流电阻率仪、

直流激电仪的性能、一致性 

1.1.2能识别高密度电阻率仪 

1.1.3 能识别双频激电仪 

1.1.1 直流电阻率仪、直流

激电仪的性能指标及一致性检

验的技术要求 

1.1.2 高密度电阻率仪的性

能指标 

1.1.3 双频激电仪的性能指

标 

1.2 采 集 准

备 

1.2.1能区分常见矿物 

1.2.2能区分三大岩石类型 

1.2.3能测定地层和断层产状 

1.2.4能操作小功率发电机供

电 

1.2.1 矿物的分类及物理特

性 

1.2.2 三大岩石类型的特征 

1.2.3 地层和断层产状测量

方法 

1.2.4 小功率发电机的操作

方法 

1.2.5 长距离、大电流、高

电压安全供电知识 

2. 

数 

据 

采 

集 

2.1 电阻率法

测量 

2.1.1能检查接地电阻 

2.1.2 能配置假负载 

2.1.3 能分析视电阻率曲线

形态畸变的原因 

2.1.4 能分析读数不稳、指针

满偏度超格的原因 

2.1.5 能操作直流电阻率仪 

2.1.6 能识别电测深曲线特

征 

2.1.1 接地电阻检查的要求 

2.1.2 假负载的配置要求 

2.1.3 视电阻率曲线畸变产

生的原因 

2.1.4 地形、气候等环境因

素对电法勘探工作的影响 

2.1.5 直流电阻率仪的操作

方法 

2.1.6 电测深曲线的类型 

2.2 激发极化

法测量 

2.2.1 能分析极化补偿失灵

的原因 

2.2.2 能消除随机干扰、间歇

干扰 

2.2.3能操作直流激电仪 

2.2.1 极化率、半衰时、偏

离度等参数的含义 

2.2.2 随机干扰、间歇干扰

的产生条件 

2.2.3 直流激电仪的操作方

法 

2.3 瞬变电磁

法测量 

2.3.1 能检查接收线圈、发射

线圈的电阻 

2.3.2 能选择工作装置  

2.3.3 能选定工作频率和线

框 

2.3.4 能选定关断时间 

2.3.1 接收线圈、发射线圈

电阻的检查要求 

2.3.2 工作频率、线框与勘

探深度的关系 

2.3.3观测时窗的确定方法 

2.3.4 关断时间的估算方法 

2.4 物 性 测

量 

2.4.1 能采用露头法测定电

性参数 

2.4.2 能记录电性参数测定

的数据 

2.4.1 露头法测定电性参数

的技术要求 

2.4.2 电性参数测定数据的

记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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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资 

料 

处 

理 

3.1 数 据 整

理 

3.1.1 能检查原始资料 

3.1.2 能计算整理室内资料 

3.1.1 原始资料的检查比

例、精度要求 

3.1.2 室内资料计算整理的

方法和内容 

3.2成果处理 

3.2.1 能根据曲线类型预判

电性结构 

3.2.2 能估算瞬变电磁法、激

电测深法的探测深度 

3.2.1 电性结构判别方法 

3.2.2 瞬变电磁法、激电测

深法探测深度的估算方法 

4. 

设 

备 

维 

护 

4.1 仪 器 维

护 

4.1.1 能维护保养高密度电

阻率仪 

4.1.2 能维护保养双频激电

仪 

4.1.3能维护保养小功率瞬变

电磁仪 

4.1.1 高密度电阻率仪的维

护保养要求 

4.1.2 双频激电仪的维护保

养要求 

4.1.3 小功率瞬变电磁仪的

维护保养要求 

4.2 辅 助 设

备维护 

4.2.1 能维护保养中功率发

电机组 

4.2.2 能维护保养电性参数

测量仪器 

4.2.1 中功率发电机组维护

保养要求 

4.2.2 电性参数测量仪器维

护保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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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地震勘探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工 

作 

准 

备 

1.1 仪器准备 

1.1.1 能清点陆地震源枪及

辅件 

1.1.2 能清点机械冲击震源

及辅件 

1.1.3 能进行差分全球导航

卫星系统精度比对试验 

1.1.4 能进行差分全球导航

卫星系统稳定性试验 

1.1.5 能进行测深仪稳定性

试验 

1.1.6 能进行测深仪水砣比

对试验 

1.1.1 陆地震源枪系统的结

构及组成 

1.1.2 机械冲击震源系统结

构及组成 

1.1.3 差分全球导航卫星系

统精度比对试验技术要求 

1.1.4 差分全球导航卫星系

统稳定性试验技术要求 

1.1.5 测深仪稳定性试验技

术要求 

1.1.6 测深仪水砣比对试验

技术要求 

1.2 采集准备 

1.2.1能区分常见矿物 

1.2.2 能区分三大岩石类型 

1.2.3 能测定地层和断层产

状 

1.2.1 矿物的分类及物理特

性 

1.2.2 三大岩石类型的特征 

1.2.3 地层和断层产状测量

方法 

2. 

数 

据 

采 

集 

2.1 排列布设 

2.1.1 能组合检波器 

2.1.2 能移动地震排列 

2.1.3 能操作覆盖开关 

2.1.4 能收、放海洋地震接收

电缆 

2.1.5 能进行海洋地震测量

航向修正 

2.1.1 检波器组合的特性及

要求 

2.1.2 野外观测系统的相关

知识 

2.1.3 覆盖开关操作方法与

要求 

2.1.4 海洋地震接收电缆

收、放要求 

2.1.5 海洋磁力测量船航行

要求 

2.2 震源激发 

2.2.1 能完成枪击震源孔的

成孔 

2.2.2 能操作陆地震源枪 

2.2.3 能操作机械冲击震源 

2.2.1 震源孔成孔的方法与

技术要求 

2.2.2 陆地震源枪的特性及

使用方法 

2.2.3 机械冲击震源的特性

及使用方法 

2.3 地震数据

采集 

2.3.1 能记录地震野外班报 

2.3.2 能检查与判断单炮记

录质量 

2.3.3 能操作海洋单道地震仪

并采集数据 

2.3.1 地震记录野外班报的

要求 

2.3.2 单炮记录质量判别标

准 

2.3.3 海洋单道地震仪操作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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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物性测量 

2.4.1 能完成钻孔波速测试 

2.4.2 能记录波速标本测定

数据 

2.4.3 能用声速剖面仪测量

海水声速 

2.4.1 钻孔波速测试要求 

2.4.2 波速标本测定数据记

录的要求 

2.4.3 声速剖面仪的操作方

法 

3． 

资 

料 

处 

理 

3.1资料整理 

3.1.1 能整理原始资料并成

册 

3.1.2 能初步计算、处理原始

资料 

3.1.1 原始资料整理的要求 

3.1.2 地震勘探内业资料计

算、整理的方法和内容 

3.2 成果处理 

3.2.1 能绘制测线(点)的平面

布置图/航迹图 

3.2.2 能读取初至波时间 

3.2.1 平面布置图的绘制要

求 

3.2.2 初至波的识别与读取

要求 

4． 

设 

备 

维 

护 

4.1 仪器维护 

4.1.1 能维护保养陆地震源

枪 

4.1.2 能维护保养机械冲击

震源 

4.1.3 能维护保养电罗经 

4.1.4 能维护保养差分全球

导航卫星系统 

4.1.5 能维护保养尾标导航

定位系统 

4.1.6 能维护保养电缆罗盘

鸟 

4.1.1 陆地震源枪维护保养

要求 

4.1.2 机械冲击震源维护保

养要求 

4.1.3 电罗经维护保养要求 

4.1.4 差分全球导航卫星系

统维护保养要求 

4.1.5 尾标导航定位系统维

护保养要求 

4.1.6 电缆罗盘鸟维护保养

要求 

4.2 辅助设备

维护 

4.2.1 能维护保养陆地震源

枪辅件 

4.2.2 能维护保养机械冲击

震源辅件 

4.2.3 能维护保养电罗经辅

件 

4.2.4 能维护保养差分全球

导航卫星系统辅件 

4.2.5 能维护保养尾标导航

定位系统辅件 

4.2.6 能维护保养电缆罗盘

鸟辅件 

4.2.1 陆地震源枪辅件维护

保养要求 

4.2.2 机械冲击震源辅件维

护保养要求 

4.2.3 电罗经等辅件维护保

养要求 

4.2.4 差分全球导航卫星系

统等辅件维护保养要求 

4.2.5 尾标导航定位系统辅

件维护保养要求 

4.2.6 电缆罗盘鸟辅件维护

保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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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核物探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工 

作 

准 

备 

1.1 仪
器准备 

1.1.1 能使用简单对比法检
查γ辐射仪读数的稳定性和一
致性 

1.1.2 能调节光学显微镜焦
距 

1.1.3 能进行活性碳测氡仪
性能测试 

1.1.1 简单对比法检查γ辐射仪
读数稳定性和一致性的要求 
1.1.2 显微镜的操作方法 
1.1.3活性碳测氡仪的操作方法 

1.2 采
集准备 

1.2.1 能区分三大岩类 
1.2.2 能测定地层及断层产

状  
1.2.3 能判断α径迹探测器

的质量 

1.2.1 三大岩类的基本知识 
1.2.2 地层和断层产状测量方法 
1.2.3 α径迹探测器的质量要求 

2. 

数 

据 

采 

集 

2.1 γ
测量 

2.1.1 能读取和记录γ能谱
仪测量数据 

2.1.2 能进行γ能谱外业测
量 

2.1.3 能检查γ能谱外业测
量质量 

2.1.1 γ能谱仪基本工作原理和
是有方法 
2.1.2 γ能谱外业测量要求 
2.1.3 γ能谱外业测量质量检查

要求 

2.2 氡
测量 

2.2.1 能在浮土区埋置 α 径
迹探测器 

2.2.2 能使用显微镜读取和
记录径迹密度 

2.2.3 能埋置活性炭取样器 
2.2.4 使用活性碳测氡仪读

取和记录数据 

2.2.1 浮土区径迹蚀刻法测量要
求 
2.2.2 径迹读取和记录要求 
2.2.3 活性炭吸附法测量要求
2.2.4 活性碳测氡仪的使用方法 

2.3 人
工法测量 

2.3.1 能安装窄束γ射线吸
收法密度测试装置 

2.3.2 能布置宽束γ射线吸
收法地层密度测孔 

2.3.1 窄束γ射线吸收法密度测
试装置安装要求 
2.3.2 宽束γ射线吸收法地层密

度测孔布置要求 

3. 

资 

料 

处 

理 

3.1 资
料整理 

3.1.1 能确定γ测量数据的
分布特征 

3.1.2 能确定氡测量数据的
分布特征 

3.1.1 γ测量数据的分布特性及
正常值和异常值的确定 
3.1.2 氡测量数据的分布特性及

正常值和异常值的确定 

3.2 成
果处理 

3.2.1 能编制γ能谱测量数
据图件 

3.2.2 能编制氡测量数据图
件 

3.2.1 γ能谱测量基本图件的编
制要求 
3.2.2 氡测量基本图件的编制要

求 

4. 

设 

备 

维 

护 

4.1 仪
器维护 

4.1.1能维护保养γ能谱仪 
4.1.2 能维护保养光学显微

镜 
4.1.3 能维护保养活性碳测

氡仪 

4.1.1 γ能谱仪维护保养要求 
4.1.2 光学显微镜维护保养企业 
4.1.3 活性碳测氡仪维护保养要

求 

4.2 辅
助设备维
护 

4.2.1 能维护γ能谱仪辅件 
4.2.2 能维护α径迹探测器 
4.2.3 能维护活性炭取样器 

4.2.1γ能谱仪辅维护保养要求 
4.2.2 α径迹探测器的维护保养

方要求 
4.2.3 活性炭取样器的维护保养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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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二级/技师 

3.4.1  重力勘探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工 

作 

准 

备 

1.1 仪 器 准

备 

1.1.1 能检查和调节金属弹

簧重力仪各项参数 

1.1.2 能评价金属弹簧重力

仪性能试验的质量 

1.1.3 能测定重力仪格值校

正系数（比例因子） 

1.1.4 能清除高精度重力仪

的数据 

1.1.1 金属弹簧重力仪的

光线灵敏度、正确读数线、横

水准器、电子读数及检流计零

位、电子灵敏度的检查和调节

要求 

1.1.2 金属弹簧重力仪的性

能和技术要求 

1.1.3 重力仪格值校正基

本要求 

1.1.4 高精度重力仪的数

据清除要求 

1.2 采 集 准

备 

1.2.1 能选择重力Ⅱ、Ⅲ级基

点位置 

1.2.2 能选择海洋重力基点

位置 

1.2.3 能建立重力Ⅱ、Ⅲ级基

点网 

1.2.4 能建立基准站（控制

点） 

1.2.5 能指导海洋重力测量

船提前上线及延迟下线 

1.2.6 能进行布格重力异常

总精度的误差分配 

1.2.7 能判断地层的接触关

系 

1.2.8 能区分构造类型 

1.2.1 选择重力Ⅱ、Ⅲ级基

点的技术要求 

1.2.2 海洋重力基点选择技

术要求 

1.2.3 重力基点网的布设

要求 

1.2.4 基准站（控制点）的

建立要求 

1.2.5 海洋重力测量船航

行要求 

1.2.6 衡量布格重力异常总

精度的均方误差组成及误差

分配要求 

1.2.7 构造地质学研究的对

象和方法 

1.2.8 断裂构造及褶皱构造

的知识 

2. 

数 

据 

采 

集 

2.1 基 点 联

测 

2.1.1 能进行重力基点联测 

2.1.2 能记录重力基点联测

数据 

2.1.3 能建立重力基点档案 

2.1.1 基点联测的方法及技

术要求 

2.1.2 重力基点联测记录格

式要求 

2.1.3 建立重力基点档案的

要求 

2.2 重 力 测

点定位 

2.2.1能用差分全球导航卫星

系统进行海底重力测点布设 

2.2.2 能用差分全球导航卫

星系统进行海洋重力测线布设 

2.2.1 海底重力测量测点布

设方法及要求 

2.2. 2 海洋重力测量测线

布设方法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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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 

据 

采 

集 

2.3 地 形 改

正 

2.3.1 能确定中、远区圆域地

形改正的方位数和环数 

2.3.2 能选择地形改正的方

法 

2.3.1 中、远区圆域地形改

正方位数和环数的划分要求 

2.3.2 地形改正的技术要

求 

2.4 重 力 数

据采集  

2.4.1 能读取高精度石英弹

簧重力仪的数据 

2.4.2 能检查和评价重力勘

探野外观测工作质量及精度 

2.4.3 能导出高精度重力仪

的数据 

2.4.4 能监控海洋重力测量

系统 

2.4.5 能编制海洋重力测量

质量自检表 

2.4.1 高精度石英弹簧重

力仪数据采集要求 

2.4.2 重力勘探野外观测工

作质量及精度要求 

2.4.3 高精度重力仪数据

导出要求 

2.4.4 海洋重力测量系统

质量监控技术要求 

2.4.5 海洋重力测量质量

自检表编制要求 

2.5 物 性 测

量 

2.5.1 能检查岩石密度测定

的质量 

2.5.2 能评价岩石密度测定

的精度 

2.5.1 岩石密度测定的质

量要求 

2.5.2 岩石密度测定的精

度要求 

3. 

资 

料 

处 

理 

3.1 资 料 整

理 

3.1.1 能计算重力测点的点

位坐标和高程 

3.1.2 能计算重力测点的地

形改正值 

3.1.3 能采用不同的方法统

计密度参数 

3.1.4 能整理海洋/海底重力

测量成果数据 

3.1.5 能进行海洋重力测量

滤波延迟校正 

3.1.6 能编制海洋重力测量

航迹图 

3.1.1 重力点的点位坐标和

高程的计算要求 

3.1.2 地形改正计算方法 

3.1.3 密度参数统计要求 

3.1.4 海洋/海底重力测量

成果数据整理技术要求 

3.1.5 海洋重力仪的操作

方法及滤波延迟校正要求 

3.1.6 航迹图编制技术要

求 

3.2 成 果 处

理 

3.2.1 能评价地形改正精度

与质量 

3.2.2 能编制密度参数测定

工作小结 

3.2.3 能检查重力勘探内业

计算的质量 

3.2.4 能编制重力勘探基础

性图件 

3.2.5 能进行重力勘探数据

预处理 

3.2.1 地形改正质量评价方

法 

3.2.2 密度参数测定工作

小结编制要求 

3.2.3 重力勘探内业计算

质量要求 

3.2.4 重力勘探基础性图

件的编制要求 

3.2.5 重力勘探数据处理

相关专业软件的应用和数据

预处理的技术要求 

4. 

培 

训 

与 

管 

4.1 培 训 指

导 

4.1.1 能制订三级/高级工及

以下人员的培训计划 

4.1.2 能编写三级/高级工及

以下人员的培训讲义 

4.1.3 能培训、指导三级/高

4.1.1 培训计划的制订要

求 

4.1.2 培训讲义的内容及

编写方法 

4.1.3 初级工、中级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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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级工及以下人员 级工的培训要求 

4.2 组 织 管

理 

4.2.1 能编制中小型项目设

计书 

4.2.2 能完成中小型项目的

生产管理 

4.2.3 能完成中小型项目的

质量检查验收及质量等级评定 

4.2.4 能编写中小型项目的

工作总结 

4.2.1 中小型项目设计书

编制要求 

4.2.2 中小型项目生产及

技术管理要求 

4.2.3 中小型项目检查验

收的技术要求及质量等级评

定方法 

4.2.4 中小型项目工作总

结的编写方法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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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磁法勘探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工 

作 

准 

备 

1.1 仪 器 准

备 

1.1.1 能校验光泵磁力仪噪

声水平和一致性 

1.1.2 能进行海洋磁力仪船

磁影响试验 

1.1.3 能进行海洋磁力仪海

上试验 

1.1.1 光泵磁力仪磁力仪

性能校验技术要求 

1.1.2 海洋磁力仪船磁影响

试验技术要求 

1.1.3 海洋磁力仪海上试验

技术要求 

1.2 采 集 准

备 

1.2.1 能进行磁测总精度的

误差分配 

1.2.2 能判断地层的接触关

系 

1.2.3 能区分构造类型 

1.2.4 能指导海洋磁力测量

船提前上线及延迟下线 

1.2.1 磁测总精度的误差

组成及误差分配要求 

1.2.2 构造地质学研究的

对象和方法 

1.2.3 断裂构造及褶皱构

造知识 

1.2.4 海洋磁力测量船航行

要求 

2. 

数 

据 

采 

集 

2.1 基 点 联

测 

2.1.1 能建立磁测基点网 

2.1.2 能进行基点（日变站）

联测 

2.1.1 磁测基点网建立要

求 

2.1.2 基点（日变站）联测

要求 

2.2 磁测数据

采集 

2.2.1 能选择磁测参量 

2.2.2 能识别磁异常 

2.2.3 能检查磁异常畸变点 

2.2.4 能处理野外观测中的

意外情况（如仪器受震等） 

2.32.5 能用差分全球导航卫

星系统进行海洋磁力测量测线

布设 

2.2.6 能准确记录海洋磁力

测量磁暴初动、持续、消失时间 

2.2.7 能监控海洋磁力测量

系统 

2.2.1 磁测参量选择要求 

2.2.2 磁异常的特征 

2.2.3 引起磁异常畸变点

的原因 

2.2.4 野外观测中意外的

处理措施 

2.2.5 海洋磁力测量测线

布设方法及要求 

2.2.6 海洋磁力测量磁暴

异常的识别 

2.2.7 海洋磁力测量系统

质量监控技术要求 

2.3 物 性 测

量 

2.3.1 能用光泵磁力仪测定

磁性参数 

2.3.2 能检查和评价磁性参

数测定的质量 

2.3.1 光泵磁力仪测定磁

性参数的技术要求 

2.3.2 磁性参数测定的质

量检查和评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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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资 

料 

处 

理 

3.1 资 料 整

理 

3.1.1 能计算磁异常 

3.1.2 能统计磁性参数 

3.1.3 能计算光泵磁力仪性

能校验值  

3.1.4 能进行海洋磁力测量

测线误差改正 

3.1.5 能辨别海洋磁力测量

ΔT 异常并进行误差计算 

3.1.6 能整理海洋磁力测量

成果数据 

3.1.7 能编制海洋磁力测量

航迹图 

3.1.1 磁异常计算方法 

3.1.2 磁性参数统计要求 

3.1.3 光泵磁力仪的性能

校验值的计算要求 

3.1.4 海洋磁力测量测线

误差改正方法及要求 

3.1.5 海洋磁力测量ΔT异

常及误差计算方法 

3.1.6 海洋磁力测量成果

数据的整理要求 

3.1.7 航迹图的编制要求 

3.2 成 果 处

理 

3.2.1 能检查磁法勘探内业

计算的质量 

3.2.2 能编制磁法勘探基础

性图件 

3.2.3 能编制磁性参数测定

工作小结 

3.2.4 能进行磁法数据预处

理 

3.2.1 磁法勘探内业计算

整理质量要求 

3.2.2 编制磁法勘探基础

性图件的要求 

3.2.3 磁性参数测定工作

小结编制要求 

3.2.4 磁法勘探数据处理

相关专业软件的应用和数据

预处理的技术要求 

4. 

培 

训 

与 

管 

理 

4.1培训指导 

4.1.1 能制订三级/高级工及

以下人员的培训计划 

4.1.2 能编写三级/高级工及

以下人员的培训讲义 

4.1.3 能培训、指导三级/高

级工及以下人员 

4.1.1 培训计划的制订要

求 

4.1.2 培训讲义的内容及

编写方法 

4.1.3 初级工、中级工、高

级工的培训要求 

4.2 组 织 管

理 

4.2.1 能编制中小型项目设

计书 

4.2.2 能完成中小型项目的

生产管理 

4.2.3 能完成中小型项目的

质量检查验收及质量等级评定 

4.2.4 能编写中小型项目的

工作总结 

4.2.1 中小型项目设计书

编制要求 

4.2.2 中小型项目生产及

技术管理要求 

4.2.3 中小型项目检查验

收的技术要求及质量等级评

定方法 

4.2.4 中小型项目工作总

结的编写方法及要求 

 

  



34 

 

3.4.3 电法勘探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工 

作 

准 

备 

1.1 仪

器准备 

1.1.1能识别频谱激电仪 

1.1.2 能识别大功率瞬变电磁仪 

1.1.1 频谱激电仪的性能指

标 

1.1.2 大功率瞬变电磁仪的

性能指标 

1.2 采

集准备 

1.2.1 能根据测网精度控制测点和

极距误差 

1.2.2 能判断地层的接触关系 

1.2.3 能区分构造类型 

1.2.4 能操作中功率发电机组供电 

1.2.1 测网精度与点位、极

距误差的关系 

1.2.2 地层的接触关系 

1.2.3 断裂构造、褶皱构造

知识 

1.2.4 中型发电机组的操作

方法 

2. 

数 

据 

采 

集 

 

2.1 电

阻率法测

量 

2.1.1能选择观测装置 

2.1.2能选择测量极距 

2.1.3能操作高密度电阻率仪 

2.1.1观测装置的选择要求 

2.1.2极距与勘探深度的关系 

2.1.3 高密度电阻率仪的操作

方法 

2.2 激

发极化法

测量 

2.2.1 能分析出现负极化率的原因 

2.2.2 能分析曲线形态畸变的原因 

2.2.3 能操作频谱激电仪 

2.2.1 负极化率的产生因素 

2.2.2 曲线形态畸变的产生

因素 

2.2.3 频谱激电仪的操作方

法 

2.3 瞬

变电磁法

测量 

2.3.1能识别电磁噪声等特征 

2.3.2 能选定叠加次数 

2.3.3 能确定阻尼、时窗等观测参

数 

2.3.4 能操作小功率瞬变电磁仪 

2.3.1 电磁噪声的产生原因 

2.3.2 确定叠加次数的依据 

2.3.3 阻尼、时窗等观测参

数的选择要求 

2.3.4 小功率瞬变电磁仪的

操作方法 

2.4 物

性测量 

2.4.1 能采用标本法测定岩(矿)石

的电性参数 

2.4.2 能统计电性参数 

2.4.1 标本法测定岩(矿)石

电性参数的技术要求 

2.4.2 电性参数统计要求 

3. 

资 

料 

处 

理 

3.1 数

据整理 

3.1.1 能统计和计算均方相对误差

和均方误差 

3.1.2 能统计视电阻率、视极化率

的背景值 

3.1.3 能确定视电阻率、视极化率

异常 

3.1.4 能分析电性参数的测定结果 

3.1.1 均方相对误差和均方

误差计算方法 

3.1.2 背景统计和异常确定

的方法 

3.1.3 电性参数分析方法 

3.2 成

果处理 

3.2.1 能进行视电阻率、视极化率

的一维正演、反演 

3.2.2 能对瞬变电磁法观测数据做

预处理 

3.2.3 能绘制视电阻率平面剖面

图、平面等值线图和拟断面图 

3.2.4 能分析视电阻率、视极化率

异常的特征 

3.2.1 视电阻率、视极化率

的一维正演、反演软件的应用 

3.2.2 瞬变电磁法观测数据

的预处理要求 

3.2.3 视电阻率平面剖面

图、平面等值线图和拟断面图

的绘制要求 

3.2.4 视电阻率、视极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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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特征与地质体的关系 

4. 

设 

备 

维 

护 

4.1 仪

器维护 

4.1.1 能维护保养频谱激电仪 

4.1.2 能维护保养大功率瞬变电磁

仪 

4.1.1 频谱激电仪的维护保

养要求 

4.1.2 大功率瞬变电磁仪的

维护保养要求 

4.2 辅

助设备维

护 

4.2.1 能维护保养大功率发电机组 

4.2.2能维护保养专用计算机 

4.2.1 大功率发电机组的维

护保养要求 

4.2.2 计算机的维护保养要

求 

5. 

培 

训 

与 

管 

理 

5.1 培

训指导 

5.1.1 能制订三级/高级工及以下

人员的培训计划 

5.1.2 能编写三级/高级工及以下

人员的培训讲义 

5.1.3 能培训、指导三级/高级工

及以下人员 

5.1.1 培训计划的制订要

求 

5.1.2 培训讲义的内容及

编写方法 

5.1.3 初级工、中级工、高

级人员的培训要求 

5.2组

织管理 

5.2.1 能编制中小型项目设计书 

5.2.2 能完成中小型项目的生产

管理  

5.2.3 能完成中、小型项目的质量

检查验收及质量等评定 

5.2.4 能编写中小型项目的工作

总结 

5.2.1 中小型项目设计书

编制要求 

5.2.2 中小型项目生产及

技术管理要求 

5.2.3 中小型项目检查验

收的技术要求及质量等级评定

方法 

5.2.4 中小型项目工作总

结的编写方法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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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地震勘探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工 

作 

准 

备 

1.1 仪器准

备 

1.1.1 能检查震源爆炸机 

1.1.2 能清点电火花震源及

辅件 

1.1.3★ 能装卸及运输炸药

震源 

1.1.4 能进行海洋地震仪与

综合导航系统联机试验 

1.1.5 能进行电罗经系统校

验 

1.1.6 能进行电缆罗盘鸟校

验 

1.1.7 能进行尾标导航定位

系统校验 

1.1.1 震源爆炸机装置的

结构及使用方法 

1.1.2 电火花震源系统缝

纫结构及组件 

1.1.3 炸药震源的特点及

搬运要求 

1.1.4 海洋地震仪与综合

导航系统联机试验技术要求 

1.1.5 电罗经系统校验技

术要求 

1.1.6 电缆罗盘鸟校验技

术要求 

1.1.7 尾标导航定位系统

校验技术要求 

1.2 采集准

备 

1.2.1 能检查仪器、检波器的

道一致性 

1.2.2 能读懂观测系统 

1.2.3 能判断地层的接触关

系 

1.2.4 能区分构造类型 

1.2.5 能指导海洋地震测量

船提前上线及延迟下线 

1.2.1 道一致性检查的方

法与要求 

1.2.2 观测系统的设置方

法 

1.2.3 地层的接触关系 

1.2.4 断裂构造、褶皱构造

知识 

1.2.5 海洋地震测量船航行

要求 

2． 

数 

据 

采 

集 

2.1 仪器操

作 

2.2.1 能操作 24 道（含）以

内地震仪 

2.2.2 能检查排列各接收道

信号质量 

2.2.3 能判断外部噪声干扰

信号 

2.2.4 能识别地震记录中的

波组 

2.2.5 能确定海洋地震测量

接收参数并调节电缆平衡 

2.2.6 能监控海洋地震记录

系统 

2.2.7 能填写海洋地震测量

数据磁带标签 

2.2.1 24道（含）以内地震

仪的数据采集方法 

2.2.2 接收道信号质量检

查要求 

2.2.3 有效波、干扰波的特

性 

2.2.4 地震波的类型及特

征 

2.2.5 海洋地震测量接收

参数确定方法及电缆调节要

求 

2.2.6 海洋地震记录系统

质量监控要求 

2.2.7 海洋地震测量数据

磁带标签填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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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 

据 

采 

集 

2.2 震源激

发 

2.2.1★ 能操作电火花震源 

2.2.2★ 能操作炸药震源 

2.2.1 电火花震源的特性

及使用方法 

2.2.2 炸药震源的特性及

使用方法 

3． 

资 

料 

处 

理 

3.1 资料整

理 

3.1.1 能检查原始资料整理

的质量 

3.1.2 能评价原始记录的质

量 

3.1.3 能统计计算岩土波速 

3.1.4 能编制海洋地震测量

炮点航迹图 

3.1.1 地震勘探内业资料

处理的质量要求 

3.1.2 原始记录质量评价

要求 

3.1.3 岩土波速统计计算

方法 

3.1.4 航迹图编制技术要

求 

3.2 成果处

理 

3.2.1 能绘制观测系统图 

3.2.2 能绘制综合时距曲线

图 

3.2.3 能检查基本图件的质

量 

3.2.4 能根据波速判别岩土

层性质 

3.2.1 观测系统图的绘制

方法及要求 

3.2.2 综合时距曲线的绘

制方法及要求 

3.2.3 地震勘探基本图件

的质量要求 

3.2.4 波速与岩土层性质

的关系 

4． 

设 

备 

维 

护 

4.1 仪器维

护 

4.1.1 能维护 24 道(含)以内

地震仪 

4.1.2 能维护保养爆炸机 

4.1.3 能维护保养电火花震

源 

4.1.4 能维护保养海洋单道

地震仪 

4.1.1 24 道(含)以内地震

仪维护保养要求 

4.1.2  爆炸机维护保养要

求 

4.1.3 电火花震源维护保

养要求 

4.1.4 海洋单道地震仪维

护保养要求 

4.2 辅助设

备维护 

4.2.1 能维护保养电火花震源

辅件 

4.2.2 能维护保养炸药震源

辅件 

4.2.3 能维护保养海洋单道

地震仪辅件 

4.2.1 电火花震源辅件的

维护保养要求 

4.2.2 电火花震源辅件的

维护保养要求 

4.2.3 海洋单道地震仪辅

件维护保养要求 

5. 

培 

训 

与 

管 

理 

5.1培训指导 

5.1.1 能制订三级/高级工及

以下人员的培训计划 

5.1.2 能编写三级/高级工及

以下人员的培训讲义 

5.1.3 能培训、指导三级/高

级工及以下人员 

5.1.1 培训计划的制订要

求 

5.1.2 培训讲义的内容及

编写方法 

5.1.3 初级工、中级工、高

级人员的培训要求 

5.2组织管理 

5.2.1 能编制中小型项目设

计书 

5.2.2 能完成中小型项目的

生产管理  

5.2.3 能完成中小型项目的

质量检查验收及质量等级评定 

5.2.4 能编写中小型项目的

工作总结 

5.2.1 中小型项目设计书

编制要求 

5.2.2 中小型项目生产及

技术管理要求 

5.2.3 中小型项目检查验

收的技术要求及质量等级评

定方法 

5.2.4 中小型项目工作总

结的编写方法及要求 



38 

 

3.4.5  核物探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工 

作 

准 

备 

1.1 仪器准

备 

1.1.1★ 能采用模型法标定

和校正γ辐射仪 

1.1.2★ 能采用氡室法标定

氡气测量系统 

1.1.3 能区分 X 射线荧光仪

激发方式  

1.1.1 模型法标定和校正γ

辐射仪要求 

1.1.2 氡室法标定氡气测量

系统的要求 

1.1.3 X 射线荧光仪的激发

方式 

1.2 采集准

备 

1.2.1 能判断地层的接触关

系 

1.2.2 能区分构造类型 

1.2.3 能制作 X 射线荧光标

准曲线 

1.2.1 构造地质学研究的对

象和方法 

1.2.2断裂、褶皱构造知识 

1.2.3 制作 X 射线荧光标准

曲线要求 

2. 

数 

据 

采 

集 

2.1 γ测量 

2.1.1★ 能采用铅屏法测量

γ辐射仪自然底数 

2.1.2 能采用定向取样法测

定辐射强度 

2.1.3 能选择γ能谱仪谱段

进行测量 

2.1.1 铅屏法测量γ辐射仪

自然底数的要求 

2.1.2 定向取样法 

2.1.3 γ能谱仪测量要求 

2.2 氡测量 

2.2.1 能采用径迹蚀刻法在

特殊区域测量 

2.2.2 能完成氡异常详测 

2.2.1 露头区、雪层、冻土

层、湖底、沼泽地、沙漠地区、

钻孔、水中和河流底沉积径迹

蚀刻法测量技术 

2.2.2 氡异常详测知识 

2.3 人工法

测量 

2.3.1★ 能采用 X 射线荧光

仪测量目标元素含量 

2.3.2★ 能采用同位素示踪

剂测量径迹 

2.3.1 X 射线荧光仪测量要

求 

2.3.2 同位素示踪剂测量

要求 

3. 

资 

料 

处 

理 

3.1 资料整

理 

3.1.1 能划分γ能谱异常 

3.1.2 能划分氡异常 

3.1.3 能确定目标元素分布 

3.1.4 能确定同位素示踪剂

测量的径迹 

3.1.1 γ能谱异常评价要

求 

3.1.2 氡异常评价要求 

3.1.3目标元素分布的确定 

3.1.4 同位素示踪剂径迹

的确定 

3.2 成果处

理 

3.2.1 能采用 max
2

1
I 法确

定矿层边界 

3.2.2 能检查γ能谱测量

基本图件质量 

3.2.3 能制作元素含量图

件 

3.2.1 
max

2

1
I

法确定矿层边

界的方法 

3.2.2 γ能谱基本图件质

量要求 

3.2.3 元素含量图件制作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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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培 

训 

与 

管 

理 

4.1 培训指

导 

4.1.1 能制订三级/高级工及

以下人员的培训计划 

4.1.2 能编写三级/高级工及

以下人员的培训讲义 

4.1.3 能培训、指导三级/高

级工及以下人员 

4.1.1 培训计划的制订要

求 

4.1.2 培训讲义的内容及

编写方法 

4.1.3 初级工、中级工、高

级工的培训要求 

4.2 组织管

理 

4.2.1 能编制中小型项目设

计书 

4.2.2 能完成中小型项目的

生产管理 

4.2.3 能完成中小型项目的

质量检查验收及质量等级评定 

4.2.4 编写中小型项目的工

作总结 

4.2.1 中小型项目设计书

编制要求 

4.2.2 中小型项目生产及

技术管理要求  

4.2.3 中小型项目检查验

收的技术要求及质量检查方

法 

4.2.4 中小型项目工作总

结的编写方法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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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一级/高级技师 

3.5.1  重力勘探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工 

作 

准 

备 

1.1 仪器

准备 

1.1.1 能检查、验收重力仪 

1.1.2 能调节高精度石英弹簧

重力仪各项参数 

1.1.3 能测定、设置海洋重力

仪参数 

1.1.4 能进行海洋重力仪码头

静态稳定性试验 

1.1.5 能进行海洋重力仪海上

试验 

1.1.1 各类型重力仪技术指

标要求 

1.1.2 高精度石英弹簧重力

仪的温度补偿、漂移改正、倾斜

传感器和灵敏度调节要求 

1.1.3 海洋重力仪参数设定、

设置要求 

1.1.4 海洋重力仪码头静态

稳定性试验技术要求 

1.1.5 海洋重力仪海上试验

技术要求 

1.2 采集

准备 

1.2.1 能选择重力基点的联测

方法 

1.2.2 能根据异常布置精测

（典型）重力剖面 

1.2.3 能区分矿物的种类和识

别常见矿物 

1.2.4 能识别矿(化)体 

1.2.5 能填写海洋重力测量基

点比对记录表并绘制略图 

1.2.1 重力基点的联测方法

选择要求 

1.2.2 重力剖面工作布置要

求 

1.2.3 矿物的种类和常见矿物

知识 

1.2.4 矿石、矿体、矿床的基

本知识 

1.2.5 海洋重力测量基点比

对方法及要求 

2. 

数 

据 

采 

集 

2.1 重力

测点定位 

2.1.1 能检查、评价重力测点

点位坐标和高程的质量、精度 

2.1.2 能建立测量控制网 

2.1.1 重力测点点位坐标和

高程的质量检查和精度评价技

术要求 

2.1.2 控制网建立的技术要

求 

2.2 地形

改正 

2.2.1 能用 DEM 高程数据进行

地形改正 

2.2.2 能评价地形改正精度 

2.2.1 用DEM高程数据进行地

形改正的要求 

2.2.2 地形改正质量评价方

法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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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 

据 

采 

集 

2.3 重力

数据采集 

2.3.1 能处理野外观测中的特

殊情况（如重力仪受到碰撞） 

2.3.2 能进行专门性检查 

2.3.3 能备份海洋重力测量数

据文件并检查记录完整性 

2.3.4 能查明海洋重力测量系

统采集数据异常的原因并及时处

理 

2.3.5 能记录海洋重力测量班

报 

2.3.1 野外观测中意外的情处

理措施 

2.3.2 专门性检查的要求 

2.3.3 海洋重力测量数据文件

检查要求 

2.3.4 海洋重力测量系统数

据异常识别及处理方法 

2.3.5 海洋重力测量班报记

录要求 

3. 

资 

料 

处 

理 

3.1 资料

整理 

3.1.1 能进行基点网的条件平

差 

3.1.2 能计算自由空间异常及

精度 

3.1.3 能计算重力布格异常及

精度 

3.1.4 能计算海洋重力测量基

点读数误差并改正 

3.1.5 能计算海洋重力测量舷

高误差并改正 

3.1.6 能计算海洋重力测量厄

特渥斯误差并改正 

3.1.7 能计算海洋重力测量测

点绝对重力值 

3.1.8 能计算海洋重力测量空

间重力异常及误差 

3.1.9 能计算海洋重力测量布

格重力异常、准完全布格重力异

常 

3.1.10 能计算海洋重力测量潮

汐影响误差并改正 

3.1.11 能进行海洋重力测量异

常去高频干扰处理 

3.1.12 能建立海洋重力测量数

据库 

3.1.1 重力勘探基点网平差

的技术要求 

3.1.2 自由空间异常及精度

计算要求 

3.1.3 重力布格异常及精度

计算要求 

3.1.4 海洋重力测量基点读

数误差计算及改正方法 

3.1.5 海洋重力测量舷高误

差计算及改正方法 

3.1.6 海洋重力测量厄特渥

斯误差计算及改正方法 

3.1.7 海洋重力测量测点绝

对重力值计算方法 

3.1.8 海洋重力测量空间重

力异常及误差计算方法 

3.1.9 海洋重力测量布格重

力异常、准完全布格重力异常计

算方法 

3.1.10 海洋重力测量潮汐影

响误差计算及改正方法 

3.1.11 海洋重力测量去高频

干扰处理方法及要求 

3.1.12 海洋重力测量数据库

编制方法及要求 

3.2 成果

处理 

3.2.1 能评价基点网联测精度

3.2.2 能评价重力勘探工作的

质量 

3.2.3 能进行重力勘探数据处

理 

3.2.4 能检查重力勘探基础性

图件的编制质量 

3.2.5能识别重力局部异常 

3.2.1 重力勘探工作的质量评

价要求 

3.2.2 重力勘探数据处理的技

术要求 

3.2.3 重力勘探基础性图件编

制的质量要求 

3.2.4 重力异常特征和重力异

常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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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培 

训 

与 

管 

理 

4.1 培训

指导 

4.1.1 能制订二级/技师及以

下人员的培训计划 

4.1.2 能编写二级/技师及以

下人员的培训讲义 

4.1.3 能培训、指导二级/技师

及以下人员 

4.1.4 能进行新方法、新技术

的专题讲座 

4.1.1 技师及以下人员的培

训、指导要求 

4.1.2 新方法、新技术的发展

动态 

4.2 组织

管理 

4.2.1 能编制大中型项目设计

书 

4.2.2 能完成大中型项目的生

产管理 

4.2.3 能完成大中型项目的质

量检查验收及质量等级评定 

4.2.4 能编写大中型项目的工

作总结 

4.2.1 大中型项目设计书编

制要求 

4.2.2 大中型项目生产及技

术管理要求 

4.2.3 大中型项目检查验收

的技术要求 

4.2.4 大中型项目的工作总

结编写要求 

5. 

技 

术 

改 

进 

与 

研 

究 

5.1 技术

改进 

5.1.1 能对作业方法、工作流

程提出改进意见 

5.1.2 能学习、应用国外重力

勘探先进技术 

5.1.1 重力勘探作业方法、工

作流程 

5.1.2 重力勘探专业国外先进

技术 

5.2 技术

研究 

5.2.1 能解决重力勘探中遇到

的技术难题 

5.2.2 能通过试验和研究对新

设备、新技术、新方法提出合理

化建议，并应用于生产 

5.2.1 重力勘探疑难问题处

理方法 

5.2.2 重力勘探新设备、新技

术、新方法试验、研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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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磁法勘探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工 

作 

准 

备 

1.1 仪 器 准

备 

1.1.1 能检查、验收各类型磁

力仪 

1.1.2 能评价磁力仪性能校

验质量 

1.1.1 各类型磁力仪技术指

标要求 

1.1.2 磁力仪的性能校验和

技术要求 

1.2 采 集 准

备 

1.2.1 能区分矿物的种类和

识别常见矿物 

1.2.2 能识别矿(化)体 

1.2.1 矿物的种类和常见矿

物知识 

1.2.2 矿石、矿体、矿床的

基本知识 

2. 

数 

据 

采 

集 

2.1 基点(日

变站) 

2.1.1 能选择地磁场变化平

稳段计算 T0值 

2.1.2 能评价日变观测数据

质量 

2.1.1 总基点与日变站 T0值

计算 

2.1.2 日变观测数据质量评

价方法和要求 

2.2 磁 测 数

据采集 

2.2.1能检查和评价磁法勘探

测点的平面坐标质量 

2.2.2 能检查和评价磁法野

外观测工作质量及精度 

2.2.3 能备份海洋磁力测量

数据文件并检查记录完整性 

2.2.4 能查明海洋磁力测量

系统采集数据异常原因并及时

处理 

2.2.5 能记录海洋磁力测量

班报 

2.2.1 磁法勘探测点平面坐

标的质量及精度要求 

2.2.2 磁法野外观测工作质

量及精度要求 

2.2.3 海洋磁力测量数据文

件检查要求 

2.2.4 海洋磁力测量系统

数据异常识别及处理方法 

2.2.5 海洋磁力测量班报

记录要求 

3. 

资 

料 

处 

理 

3.1 资 料 整

理 

3.1.1 能进行基点网的平差 

3.1.2 能评价基点网联测精

度 

3.1.3 能计算磁测总精度 

3.1.4 能进行海洋磁力测量

ΔT 异常去高频干扰处理 

3.1.5 能建立海洋磁力测量

数据库 

3.1.1 磁测基点网平差的技

术要求 

3.1.2 基点联测的技术要

求  

3.1.3 磁测总精度计算要

求 

3.1.4 海洋磁力测量去高

频干扰处理方法及要求 

3.1.5 海洋磁力测量数据库

编制方法及要求 

3. 

资 

料 

处 

理 

3.2 成 果 处

理 

3.2.1 能评价磁测总精度 

3.2.2 能完成磁法数据处理 

3.2.3 能检查基础性图件的

编制质量 

3.2.4 能区分区域背景场和

3.2.1 磁法勘探测总精度

评价要求 

3.2.2 磁法数据处理相关

专业软件的应用和数据处理

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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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磁异常 

3.2.5 能对磁场进行分区 

3.2.6 能对局部磁异常进行

定性解释 

3.2.3 磁法勘探基础性图

件质量要求 

3.2.4 区域背景场和局部磁

异常的识别 

3.2.5  磁场分区原则 

3.2.6  柱体、球体、薄板

状体、水平圆柱体、板状体等

磁性地质体的磁场特征 

4. 

培 

训 

与 

管 

理 

4.1 培 训 指

导 

4.1.1 能制订培训二级/技师

及以下人员的计划 

4.1.2 能编写二级/技师及以

下人员培训讲义 

4.1.3 能培训、指导二级/技

师及以下人员 

4.1.4 能进行新方法、新技术

的专题讲座 

4.1.1 技师及以下人员的

培训、指导要求 

4.1.2 新方法、新技术的发

展动态 

4.2 组 织 管

理 

4.2.1 能编制大中型项目设

计书 

4.2.2 能完成大中型项目的

生产管理 

4.2.3 能完成大中型项目的

质量检查验收及质量等级评定 

4.2.4 能编写大中型项目的

工作总结 

4.2.1 大中型项目设计书编

制要求 

4.2.2 大中型项目生产及

技术管理要求 

4.2.3 大中型项目检查验

收的技术要求 

4.2.4 大中型项目的工作总

结编写要求 

5. 

技 

术 

改 

造 

与 

研 

究 

5.1 技 术 改

进 

5.1.1 能对作业方法、工作流

程提出改进意见 

5.1.2 能学习、应用国外磁法

勘探先进技术 

5.1.1 磁法勘探作业方法、

工作流程 

5.1.2 磁法勘探专业国外

先进技术 

5.2 技 术 研

究 

5.2.1 能解决磁法勘探中遇

到的技术难题 

5.2.2 能通过试验和研究对

新设备、新技术、新方法提出合

理化建议，并应用于生产 

5.2.1 磁法勘探疑难问题处

理方法 

5.2.2 磁法勘探新设备、新

技术、新方法试验、研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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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电法勘探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工 

作 

准 

备 

1.1 仪器准备 

1.1.1能识别探地雷达仪 

1.1.2 能识别可控源音频大地

电磁仪 

1.1.1 探地雷达仪的性能指

标 

1.1.2 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

仪的性能指标 

1.2 采集准备 

1.2.1 能区分褶皱构造和断裂

构造类型 

1.2.2 能识别矿(化)体 

1.2.3 能区分地质灾害的类型 

1.2.4★能操作大型发电机组供

电 

1.2.1 褶皱构造和断裂构造

的形成及特征 

1.2.2矿石、矿体、矿床的基

本知识 

1.2.3 地质灾害的分类和成

因 

1.2.4 大型发电机组操作说

明 

2. 

数 

据 

采 

集 

2.1 瞬变电磁

法测量 

2.1.1 能分析判断曲线形态的

畸变 

2.1.2 能操作大功率瞬变电磁

仪 

2.1.1曲线畸变产生的原因 

2.1.2 大功率瞬变电磁仪的

操作方法 

2.2 可控源音

频大地电磁法测

量 

2.2.1 能操作可控源音频大地

电磁仪 

2.2.2 能分析近场效应的原因 

2.2.3 能分析静态效应的原因 

2.2.1 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

仪的操作说明 

2.2.2 近场效应的影响及校

正方法 

2.2.3 静态效应的影响及校

正方法 

2.3 物性测量 

2.3.1 能采用井旁测深法测定

电性参数 

2.3.2 能采用电测井法测定电

性参数 

2.3.1 井旁测深法的技术要

求 

2.3.2 电测井法的技术要求 

3. 

资 

料 

处 

理 

3.1 数据整理 

3.1.1 能评价野外观测数据质

量 

3.1.2 能统计井旁测深和电测

井的电性参数 

3.1.3 能评价基本图件的质量 

3.1.1 野外观测数据质量的

评价要求 

3.1.2 井旁测深和电测井的

电性参数统计方法 

3.1.3 基本图件质量的评价

要求 

3.2成果处理 

3.2.1 能解释井旁测深和电测

井曲线 

3.2.2 能进行视电阻率、视极化

率的二维正演、反演 

3.2.3 能进行卡尼亚视电阻率

的一维正演、反演 

3.2.4能判断异常体形态特征 

3.2.5能估算异常体埋深 

3.2.1 井旁测深和电测井曲

线解释方法 

3.2.2 视电阻率、视极化率

的二维正演、反演方法 

3.2.3 卡尼亚视电阻率的一

维正演、反演方法 

3.2.4 异常体判别的原则和

方法 

3.2.5异常体埋深估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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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培 

训 

与 

管 

理 

4.1培训指导 

4.1.1 能制订培训二级/技师及

以下人员的计划 

4.1.2 能编写二级/技师及以下

人员的培训讲义 

4.1.3 能培训、指导二级/技师

及以下人员 

4.1.4 能进行新方法、新技术的

专题讲座 

4.1.1 技师及以下人员的培

训、指导要求 

4.1.2 新方法、新技术的发

展动态 

4.2 组织管理 

4.2.1 能编制大中型项目设计

书 

4.2.2 能完成大中型项目的生

产管理 

4.2.3 能完成大中型项目的质

量检查验收及质量等级评定 

4.2.4 能编写大中型项目的工

作总结 

4.2.1 大中型项目设计书编

制要求 

4.2.2 大中型项目生产及技

术管理要求 

4.2.3 大中型项目检查验收

的技术要求 

4.2.4 大中型项目的工作总

结编写要求 

5. 

技 

术 

改 

进 

与 

研 

究 

5.1 技术改进 

5.1.1 能对作业方法、工作流程

提出改进意见 

5.1.2 能学习、应用国外电法勘

探先进技术 

5.1.1电法勘探作业方法、工

作流程 

5.1.2 电法勘探专业国外先

进技术 

5.2 技术研究 

5.2.1 能解决电法勘探中遇到

的技术难题 

5.2.2 能通过试验和研究对新

设备、新技术、新方法提出合理化

建议，并应用于生产 

5.2.1 电法勘探疑难问题处

理方法 

5.2.2电法勘探新设备、新技

术、新方法试验、研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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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地震勘探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工 

作 

准 

备 

1.1仪器准备 

1.1.1 能检查地震仪的性能 

1.1.2 能清点可控震源及辅件 

1.1.3 能清点海洋气枪震源系

统及辅件 

1.1.4能选择震源类型 

1.1.5能进行海洋地震仪日检、

月检 

1.1.1地震仪的性能要求 

1.1.2 可控震源系统的组

成 

1.1.3 海洋气枪震源系统

的组成 

1.1.4 选择震源的方法与

要求 

1.1.5 海洋地震仪日检、月

检技术要求 

1.2 采集准备 

1.2.1 能完成现场噪声调查试

验 

1.2.2 能选择地震工作方法 

1.2.3 能区分矿物的种类和识

别常见矿物 

1.2.4 能识别矿(化)体 

1.2.1 现场噪声调查试验的

方法与要求 

1.2.2 地震工作方法的选

择原则 

1.2.3 矿物的种类和常见矿

物知识 

1.2.4 矿石、矿体、矿床的

基本知识 

2． 

数 

据 

采 

集 

2.1 仪器操作 

2.1.1 能操作 24 道以上地震

仪 

2.1.2 能判断地震仪故障的原

因 

2.1.3 能操作海洋地震仪并采

集数据 

2.1.4 能记录海洋地震测量班

报 

2.1.1 24 道以上地震仪使

用说明 

2.1.2 地震仪故障的产生

原因 

2.1.3 海洋地震仪的使用

方法 

2.1.4 海洋地震测量班报

记录要求 

2.2 震源激发 

2.2.1 能操作可控震源系统 

2.2.2 能操作海洋气枪震源系

统 

2.2.3 能调校、测试震源系统

性能 

2.2.1 可控震源系统的特性

及使用方法 

2.2.2 海洋气枪震源系统

的特性及使用方法 

2.2.3 震源系统性能的调

校、测试要求 

3． 

资 

料 

处 

理 

3.1 资料整理 

3.1.1 能整理、计算地形测量

资料 

3.1.2 能选择资料处理的参数 

3.1.3 能拟定资料处理流程 

3.1.1 地形测量资料整理计

算方法 

3.1.2 资料处理的参数选

择要求 

3.1.3 资料处理流程拟定

原则 

3.2 成果处理 

3.2.1 能完成地震数据处理 

3.2.2 能编制各类成果图件 

3.2.3 能推断解释成果资料 

3.2.1 地震勘探数据处理的

技术要求 

3.2.2 各类成果图件编制要

求 

3.2.3 地震勘探资料解释

方法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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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 

备 

维 

护 

  4.1 仪器维护 

4.1.1 能维护保养 24 道以上

地震仪 

4.1.2 能维护保养可控震源系

统 

4.1.3 能维护保养海洋地震仪 

4.1.4 能维护保养海洋气枪震

源 

4.1.1 24 道以上地震仪维

护保养 

4.1.2 可控震源系统维护

保养 

4.1.3 海洋地震仪维护保

养要求 

4.1.4 海洋气枪震源维护

保养要求 

4.2  辅助设

备维护 

4.2.1 能维护维护保养 24道

以上地震仪的辅件 

4.2.2能维护保养可控震源系

统的辅件 

4.2.3 能维护保养海洋气枪震

源系统辅件 

4.2.4 能维护保养海洋地震仪

辅件 

4.2.1 24道以上地震仪的

辅件维护保养要求 

 4.2.2 可控震源系统辅助

配件维护保养要求 

4.2.3 海洋气枪震源辅助

配件维护保养要求 

4.2.4 海洋地震仪辅件的

维护保养要求 

5. 

培 

训 

与 

管 

理 

 

5.1 培训指导 

5.1.1 能制订培训二级/技师

及以下人员的计划 

5.1.2 能编写二级/技师及以

下人员培训讲义 

5.1.3 能培训、指导二级/技师

及以下人员 

5.1.4 能进行新方法、新技术

的专题讲座 

5.1.1 技师及以下人员的培

训、指导要求 

5.1.2 新方法、新技术的发

展动态 

5.2  组织管

理 

5.2.1 能编制大中型项目设计

书 

5.2.2 能完成大中型项目的生

产管理 

5.2.3 能完成大中型项目的质

量检查验收及质量等级评定 

5.2.4 能编写大中型项目的工

作总结 

5.2.1 大中型项目设计书

编制要求 

5.2.2 大中型项目生产及

技术管理要求 

5.2.3 大中型项目检查验

收的技术要求 

5.2.4 大中型项目的工作

总结编写要求 

6. 

技 

术 

改 

进 

与 

研 

究 

6.1 技术改进 

6.1.1 能对作业方法、工作流

程提出改进意见 

6.1.2 能学习、应用国外地震

勘探先进技术 

6.1.1 地震勘探作业方法、

工作流程 

6.1.2 地震勘探专业国外

先进技术 

6.2  技术研

究 

6.2.1 能解决地震勘探中遇到

的技术难题 

6.2.2 能通过试验和研究对新

设备、新技术、新方法提出合理

化建议，并应用于生产 

6.2.1 地震勘探疑难问题

处理方法 

6.2.2 地震勘探新设备、新

技术、新方法试验、研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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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核物探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工 

作 

准 

备 

1.1 仪器准

备 

1.1.1能采用统计推断法检查

γ辐射仪读数涨落性、稳定性和一

致性 

1.1.2★ 能采用镭源法标定氡

气测量系统 

1.1.1 统计推断法检查γ

辐射仪读数涨落性、稳定性和

一致性的要求 

1.1.2 镭源法标定氡气测

量系统的要求 

1.2 采集准

备 

1.2.1能区分矿物的种类识别

常见矿物 

1.2.2 能识别矿(化)体 

1.2.1 矿物的种类和常见矿

物 

1.2.2 矿石、矿体、矿床的

基本知识 

2. 

数 

据 

采 

集 

 

2.1γ测量 

2.1.1 能检查γ热释光探测器

埋设质量 

2.1.2 能使用γ热释光测量仪

测量并记录数据 

2.1.1 γ热释光探测器埋

设质量要求 

2.1.2 γ热释光测量仪的

操作方法 

2.2 氡测量 

2.2.1 能检查α热释光探测器

埋设质量 

2.2.2 能使用α热释光测量仪

测量并记录数据 

2.2.1 α热释光探测器埋

设质量要求 

2.2.2 α热释光测量仪的

操作方法 

2.3 人工法

测量 

2.3.1★ 能采用γ射线共振法

测定
2Fe 和

3Fe 含量比 

2.3.2★ 能采用同位素示踪剂

法测量渗漏点、流向、流量等参数 

2.3.1 γ射线共振法测量

的原理和要求 

2.3.2 同位素示踪剂法测

量渗漏点、流向、流量等参数

的原理 

3. 

资 

料 

处 

理 

3.1 资料整

理 

3.1.1 能计算、整理核物探数据 

3.1.2 能评价γ能谱异常 

3.1.3 能评价氡异常 

3.1.4 能确定同位素示踪剂渗

漏点、流向、流量等参数 

3.1.1 核物探数据计算方

法 

3.1.2 同位素示踪剂法确

定渗漏点、流向、流量等参数

方法 

3.2 成果处

理 

3.2.1 能完成核物探的数据处

理 

3.2.2 能编制各类成果图件 

3.2.3 能检查图件的质量 

3.2.1 核物探数据处理的

技术要求 

3.2.2 各类成果图件编制

要求 

3.2.3 图件编制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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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培 

训 

与 

管 

理 

4.1 培训 

4.1.1 能制订培训二级/技师及

以下人员的计划 

4.1.2 能编写二级/技师及以下

人员的培训讲义 

4.1.3 能培训、指导二级/技师

及以下人员 

4.1.4 能进行新方法、新技术的

专题讲座 

4.1.1 技师及以下人员的

培训、指导要求 

4.1.2 新方法、新技术的发

展动态 

4.2 组织管

理 

4.2.1 能编制大中型项目设计

书 

4.2.2 能完成大中型项目的生

产管理 

4.2.3 能完成大中型项目的质

量检查验收及质量等级评定 

4.2.4 能编写大中型项目的工

作总结 

4.2.1 大中型项目设计书

编制要求 

4.2.2 大中型项目生产及

技术管理要求 

4.2.3 大中型项目检查验

收的技术要求 

4.2.4 大中型项目的工作

总结编写要求 

5. 

技 

术 

改 

造 

与 

研 

究 

5.1 技术改

进 

5.1.1 能对作业方法、工作流程

提出改进意见 

5.1.2 能学习、应用国外核物探

先进技术 

5.1.1核物探作业方法、工作

流程 

5.1.2 核物探专业国外先进

技术 

5.2 技术研

究 

5.2.1 能解决核物探中遇到的技

术难题 

5.2.2 能通过试验和研究对新设

备、新技术、新方法提出合理化建

议，并应用于生产 

5.2.1 核物探疑难问题处理

方法 

5.2.2 核物探新设备、新技

术、新方法试验、研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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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权重表 

4.1理论知识权重表 

4.1.1 重力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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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25 20 20 15 

相 

关 

知 

识 

要 

求 

工作准备 25 25 15 15 10 

数据采集 25 30 30 25 20 

资料处理 - - 20 20 25 

设备维护 20 15 10 - - 

培训与管理 - - - 15 10 

技术改进与研究 － - - - 15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100 

 

4.1.2 磁法勘探 

技能等级 

项    目 

五级/ 

初级工

（%）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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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25 20 20 15 

相 

关 

知 

识 

要 

求 

工作准备 25 25 15 15 10 

数据采集 25 30 30 25 20 

资料处理 - - 20 20 25 

设备维护 20 15 10 - - 

培训与管理 - - - 15 10 

技术改造与研究 - - - - 15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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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电法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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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0 10 

相 

关 

知 

识 

要 

求 

工作准备 25 25 20 15 10 

数据采集 30 35 30 25 20 

资料处理 - - 15 20 25 

设备维护 20 20 15 10 - 

培训与管理 - - - 15 15 

技术改进与研究 - - - - 15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100 

 

4.1.4  地震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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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0 5 

相 

关 

知 

识 

要 

求 

工作准备 25 25 20 15 10 

数据采集 30 35 30 25 20 

资料处理 - - 15 20 25 

设备维护 20 20 15 10 5 

培训与管理 - - - 15 15 

技术改进与研究 - - - - 15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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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核物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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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25 20 20 15 

相 

关 

知 

识 

要 

求 

工作准备 25 25 15 15 10 

数据采集 25 30 30 25 20 

资料处理 - - 20 20 25 

设备维护 20 15 10 - - 

培训与管理 - - - 15 10 

技术改进与研究 - - - - 15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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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技能要求权重表 

4.2.1  重力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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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准备 35 30 25 20 10 

数据采集 40 45 40 35 25 

资料处理 - - 25 25 35 

设备维护 25 25 10 - - 

培训与管理 - - - 20 15 

技术改进与研究 - - - - 15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100 

 

4.2.2  磁法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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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准备 35 30 25 20 10 

数据采集 40 45 40 35 25 

资料处理 - - 25 25 35 

设备维护 25 25 10 - - 

培训与管理 - - - 20 15 

技术改造与研究 - - - - 15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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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电法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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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准备 30 30 25 15 15 

数据采集 40 45 35 30 25 

资料处理 - - 20 30 35 

设备维护 30 25 20 10 - 

培训与管理 - - - 15 10 

技术改进与研究 - - - - 15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100 

 

4.2.4  地震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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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准备 30 30 25 15 10 

数据采集 40 45 35 30 20 

资料处理 - - 20 30 35 

设备维护 30 25 20 10 10 

培训与管理 - - - 15 10 

技术改进与研究 - - - - 15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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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核物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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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准备 35 30 25 20 10 

数据采集 40 45 40 35 25 

资料处理 - - 25 25 35 

设备维护 25 25 10 - - 

培训与管理 - - - 20 15 

技术改进与研究 - - - - 15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