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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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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有关专

家，制定了《金属热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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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金属热处理工从业人员的职业活

动内容进行规范细致描述，对各等级从业者的技能水平和理论知识水平进行了明

确规定。 

二、本《标准》依据有关规定将本职业分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

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和一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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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本职业的职业技能鉴定由准入类改为评价类的性质变化，进行了内

容调整，以技能鉴定为中心，取消了原标准中关于培训期限、培训教师的要求。 

——增补了从事工程热处理人员的技能鉴定要求。 

——为适应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对热处理工的职业要求，对三级/高级工、

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的鉴定，进行了工种细分。 

——根据以上的调整需要，对相应的理论知识要求进行了拓展。 

——对各技术等级的鉴定时间进行了压缩。 

——对参与鉴定考试的考评人员、监考人员、综合评审人员的相关专业技术

背景作出了规定。 

——对鉴定权重表进行调整。 

三、本《标准》起草单位有：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技能鉴定中

心、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电站焊接专业委员会、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国网江

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燕华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天津诚信达金属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国网辽宁省电

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主要起草人有：杨建平、陈忠兵、葛兆祥、范玉然、



金桂莲、高洁安、杨建军。 

四、本《标准》审定单位有：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电

站焊接专业委员会、中油管道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江苏省石化装备行业协会、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电力建设第二工程有

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北京燕华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国电

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国网富达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中建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审定人员有：段斌、李卫东、李玉卓、郝雪峰、王平、赵军、万天明、

赵棣、肖德铭、常建伟、徐义明。 

五、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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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庆华、葛恒双、张灵芝，辽宁省人社厅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刘洪涛、赵东旭、王

新宇、林征、罗辑、王慧丽、叶放、王伟、刘璕、张文超、周博，鞍山市人社局

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孔祥春、李振涛及相关单位周宝龙、包月等专家及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国网辽宁省电力有

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南京市三达电力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的指导和大力支

持，在此一并感谢。 

六、本《标准》业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金属热处理工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报批稿） 

1职业概况 

1.1职业名称 

金属热处理工① 

1.2职业编码 

6-18-02-03  

1.3职业定义 

操作热处理设备，进行金属材料、坯件或工件②的退火、正火、调质、表面淬

火、回火、渗碳、渗氮等热处理加工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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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高温、低温、热/电磁辐射、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粉尘、噪声等危害及

高空、受限空间、室外环境作业。 

1.6 职业能力特征 

具备一般的计算能力和空间感，知觉、色觉及味觉正常，四肢灵活，动作协

调。 

1.7 受教育程度 

初中毕业（或相当文化程度）。 

1.8 职业技能鉴定要求 

1.8.1 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③工作 1 年（含）以上。 

                                                        
① 本职业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不细分工种，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

细分为机械零部件热处理工、表面（化学）热处理工、工程热处理工三个工种。 
② 金属材料、坯件或工件具体包括铸造、锻压、轧制/冲压、剪切、焊接、粉末冶金制零部件、

构件或大型设备等。 
③ 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铸造工、锻造工、焊工、机械加工材料切割工、粉末冶金制品制造工

等机械热加工人员、金属材热处理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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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或相关专业⑤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

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

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5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

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经

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

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

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的

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 年（含）以

上；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

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

                                                        
④

 本专业：金属热处理、金属材料分析与检测专业。下同。 
⑤ 相关专业：铸造技术、锻造技术、焊接技术应用、特种加工技术专业。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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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以上单数；

综合评审委员为 3人以上单数。 

1.8.4 鉴定时间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120min。技能考核时间:五级/初级工不少于 150min，

四级/中级工不少于 180min，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不少于

240min。综合评审时间不少于 20min。 

1.8.5 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进行，考生间距应不小于 1m。 

技能考核可在工程（工作）现场或模拟现场进行，现场工作条件应完全满足

鉴定内容需求。鉴定考核设备为与鉴定考核内容相对应的热处理设备，模拟考核

设备应保证完全再现作业过程。 

 



 

2 基本要求 

2.1 职业道德 

2.1.1 职业道德基础知识 

2.1.2职业守则 

（1）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2）爱岗敬业、具有高度的产品质量观和责任心。 

（3）严格执行工作程序、工作规范、工艺文件和安全操作规程。 

（4）树立“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思想。 

（5）工作认真负责，团结合作。 

（6）爱护设备，确保人身及设备安全。 

（7）着装整洁，行为文明。 

（8）保持设备和生产环境整洁，文明生产。 

2.2 基础知识 

2.2.1 热处理工艺与设备基础知识 

（1）识图、金属加工基础知识。 

（2）金属学、传热学基础知识。 

（3）金属材料热处理和表面（化学）热处理基础知识。 

（4）电工学、计算机操作基础知识。 

（5）常用机械零件热处理设备（包括辅助设备、测控温仪表）用途、基本结

构及操作方法。 

（6）常用表面（化学）热处理设备（包括辅助设备、测控温仪表）用途、基

本结构及操作方法。 

（7）工程热处理设备（包括辅助设备、测控温仪表）用途、基本结构及操作

方法。 

（8）典型工件（包括主轴、齿轮、铸件、粉末冶金、机加工件等）热处理工

艺。 

（9）典型工件（包括轴类、齿轮类、工具模具类、机加工件等）表面（化学）

热处理工艺。 

（10）典型工件（包括管道、容器及其部件、钢结构、机加工件等）热处理

工艺。 



 

（11）热处理淬火介质、气氛性能知识。 

（12）大型热处理炉内温度场整体控制基础知识。 

（13）工程热处理的功率计算，加热器、热电偶的选用与布置，保温区域确

定。 

（14）工程热处理热源种类、性质及选择。 

（15）工程（室外）施工现场大型设备整体热处理操作基础知识。 

（16）热处理质量检验、评定方法。 

（17）热处理缺陷的产生原因及其防止。 

（18）热处理生产管理知识。 

2.2.2 工装制作基础知识 

 （1）机械原理和结构。 

 （2）钳工操作一般知识。 

2.2.3 电工知识 

（1）通用设备常用电器的种类及用途。 

（2）电气传动及控制原理基础知识。 

（3）安全用电知识。 

（4）热处理设备与温控、记录仪器的电路装配。 

2.2.4 安全文明生产与环境保护知识 

（1）现场文明生产要求。 

（2）安全操作与劳动保护知识。 

（3）环境保护知识。 

（4）热处理节能减排基础知识。 

2.2.5 质量控制管理知识 

（1）企业的质量方针。 

（2）岗位的质量要求。 

（3）作业指导要求。 

（4）质量体系及相关要素知识。 

（5）计量与量值传递知识。 

2.2.6 相关法律、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知识。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知识。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及其

他法律知识。 



 

3.工作要求 

本标准对五级/初级、四级/中级、三级/高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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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职业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不细分工种，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

一级/高级技师细分为机械零部件热处理工、表面（化学）热处理工、工程热处理

工三个工种。 

3.1五级/初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工 

艺 

准 

备 

1.1 编制

热 处 理 工

艺 

1.1.1 能描述热处理文件的

工艺要求 

1.1.2 能描述热处理技术文

件如产品图纸、工艺规范、质量

规范等的内容 

1.1.1 晶体、晶格、晶胞、晶粒的概念 

1.1.2 纯金属的结晶过程及铁的同素异

构现象 

1.1.3 铁—渗碳体相图中各相区的相和

点、线的意义 

1.1.4 金属材料的合金状态图 

1.1.5 热处理设备的种类、使用范围 

1.1.6 控制仪器的种类、适用范围 

1.1.7 化学热处理和表面热处理的概念

和目的 

1.1.8 工业用钢的分类与牌号 

1.2 热处

理 前 的 准

备工作 

1.2.1 能按工艺要求使用工

装夹具，并执行工件装炉 

1.2.2 能检查待用设备、仪表

及燃气管路等的运行状况 

1.2.3 能完成冷却介质的准

备 

1.2.4 能识别热电偶、补偿导

线极性 

1.2.5 能使用储能焊机固定

热电偶 

1.2.6 能按工艺要求准确选

择加热装置及保温装置 

1.2.7 能根据仪表型号使用

匹配的热电偶及补偿导线 

1.2.8 能按现场安全作业要

求进行安全检查，识别安全风险 

1.2.9 能识别产品图纸、施工

流程图、施工过程图等图纸 

1.2.1 工件装炉的方法 

1.2.2 生产中必备的工具与工装知识 

1.2.3 热处理工装的相关知识 

1.2.4 专用起重设备的使用知识 

1.2.5 加热方法及辅助材料 

1.2.6 生产中必备的工具、仪表及计量器

具相关知识 

1.2.7 安全生产基础知识，安全生产管理

风险识别知识，事故应急救援与处置措施 

1.2.8 安全生产个人防护知识，职业危害

与防治的基础知识 

1.2.9 平面图形的画法及尺寸标注 

1.2.10 基本几何体的投影与投影特性，

正等轴测图，斜二等轴测图，组合体与三维

建模 

1.2.11 机械零件常用画法（视图，剖视

图，断面图，规定画法和简化画法） 

2. 

工 

艺 

实 

2.1 热处

理操作 

2.1.1 能完成工件的装炉 

2.1.2 能选择正火、退火的加

热、冷却规范 

2.1.3 能进行铸/锻毛坯的正

2.1.1 奥氏体转变和晶粒度的概念 

2.1.2 等温转变曲线中各区的组织构成

及奥氏体在冷却过程中得到的组织种类，加

热温度、时间及冷却速度对金属材料的组织



 

施 火，中碳钢及中碳合金钢工件的

正火处理；高碳钢的退火处理 

2.1.4 能执行单液淬火处理 

2.1.5 能按工艺进行高温、中

温、低温回火操作 

2.1.6 能操作中温盐浴炉、箱

式炉、台车炉、井式炉 

2.1.7 能按工艺规程对一般

工件进行感应加热淬火 

2.1.8 能按工艺进行渗碳、氮

化的化学热处理操作 

2.1.9 能布置及绑扎工件局

部加热的热电偶、加热装置及保

温装置 

2.1.10 能按工艺进行设备仪

表盘的操作 

2.1.11 能根据工艺曲线要求

识别热处理过程误差 

转变及力学性能的影响 

2.1.3 正火、退火的目的及工艺参数的选

择原则 

2.1.4 淬火、回火的加热方法、加热介质

及加热参数的选择原理 

2.1.5 常见金属材料的热处理工艺特点

及其工艺方法 

2.1.6 深冷处理的方法及目的 

2.1.7 常用热处理设备的名称、型号、规

格、性能、结构以及使用和维护保养方法 

2.1.8 测温基础知识，热电偶、毫伏计、

电子电位差计、光学高温计的使用范围及维

护保养方法 

2.1.9 工艺辅助材料及耐火材料知识 

2.1.10 起重设备的分类、各类设备的主

要特点、使用范围和安全操作规程 

2.1.11 常用淬火介质的冷却能力与适用

范围 

2.1.12 表面改性热处理的类型及其工艺

方法 

2.1.13 预热、后热、消氢、消应力处理

的目的及工艺参数的选择原则 

2.1.14 热电偶的布置、点固和绑扎方法 

2.1.15 热处理消应力原理与方法 

2.1.16 测量仪表的分类和使用 

2.1.17 工艺辅助材料及耐火材料知识 

2.1.18 电工学相关知识 

2.2 工件

校 直 与 校

正处理 

2.2.1 能检查和测量轴类工

件的变形情况 

2.2.2 能根据工艺要求，利用

机械或手动压力机进行校直、校

正处理 

2.2.1 零件热处理后产生变形的知识 

2.2.2 变形的校正知识及方法 

3.  

检 

测 

工 

作 

及 

误 

差 

分 

析 

3.1 硬度

检测 

3.1.1 能用洛氏硬度计、里氏

硬度计、布氏硬度计检测工件硬

度 

3.1.2 能描述不同硬度指标

的表述方法、适用范围和对象 

3.1.1 金属材料硬度分类与适用范围 

3.1.2 不同硬度测量原理及方法 

3.2 金相

检测 

3.2.1 能描述金相检测操作

过程 

3.2.2 能依据金相照片手绘

金相组织特征图 

3.2.1 与热处理正火、退火、淬火对应的

金相组织知识 

3.3 误差

分析 

3.3.1 能检查热处理零件硬

度 

3.3.2 能检查热处理零件氧

化 

3.3.1 退火、正火及回火后金相组织不良

的原因及补救方法 



 

3.3.3 能检查热处理零件表

面缺陷 

4.  

设 

备 

的 

维 

护 

与 

保 

养 

4.1 热处

理 设 备 的

使用、维护

与保养 

4.1.1 能对设备进行清洁维

护与常规保养 

4.1.2 能对设备配备、易耗品

进行维护与补给 

4.1.3 能对设备进行润滑维

护与保养 

4.1.4 能对设备进行安全维

护与保养 

4.1.1 热处理常用加热设备的使用与维

护、保养知识 

4.2 工

具、夹具的

使 用 与 保

养 

4.2.1 能选择并使用工具、夹

具、加热和保温装置 

4.2.2 能对工具、夹具进行日

常维护与保养 

4.2.1 热处理常用工具、夹具、加热和保

温装置的使用与维护、保养知识 

4.3 常用

仪 表 的 使

用与维护、

保养 

4.3.1 能使用、保养常用控

温、流量、压力类的仪器仪表；

能描述各类仪表的使用、保养条

件 

4.3.2 能描述仪表电气接线

图 

4.3.1 热电偶、毫伏计、电子电位差计、

温度校准仪的使用知识 



 

3.2四级/中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工 

艺 

准 

备 

1.1 编制

热 处 理 工

艺 

1.1.1 能编制常用钢制工

件的淬火、回火、正火、退火

等常规热处理工艺 

1.1.2 能识别主轴、涡轮、

偏心轮、丝杠、齿轮、曲轴等

中等辅助零件工作图及其工

艺要求 

1.1.3 能绘制热处理的简

单夹具工装图，淬火、回火料

筐工装图 

1.1.4 能编制渗碳、氮化、

碳氮共渗等化学热处理工艺 

1.1.5 能按照与本岗位相

关的保护气氛设备流程进行

介质匹配 

1.1.6 能绘制热处理局部

加热分区控制布置图 

1.1.7 能编制钢材部件的

预热、后热、消氢、正火、回

火等常规热处理工艺 

1.1.1 热处理设备的结构 

1.1.2 热处理零件图及相关技术要求 

1.1.3 常用零件的规范画法及代号标注

方法 

1.1.4 常用钢的牌号、性能及用途 

1.1.5 材料选择方法与相关知识 

1.1.6 铸铁的组织特点、牌号及分类 

1.1.7 有色金属材料知识 

1.1.8 铁—渗碳体相图中亚共析钢、共析

钢、亚共析钢的加热与冷却的组织转变过程

及应用知识 

1.1.9 等温转变曲线和连续转变曲线的

应用 

1.1.10 典型的晶体结构、多晶体、位错

知识 

1.1.11 二元相图及杠杆定律知识 

1.1.12 工艺编制的步骤、内容、要领 

1.1.13 铸铁的热处理工艺知识 

1.1.14 常用有色金属热处理工艺知识 

1.1.15 化学热处理与表面热处理的工艺

要求 

1.1.16 热处理设备加热原理 

1.1.17 系统图及相关技术要求 

1.1.18 常用管道部件的编号规定及代号

标注方法 

1.1.19 加热设备及其部件选择方法 

1.1.20 热处理加热功率的计算方法 

1.2 热处

理 前 的 准

备工作 

1.2.1 能调整大、中工件的

工装夹具、加热及保温装置 

1.2.2 能按照工艺要求设

置与调节仪表、校正炉温及其

他相关参数 

1.2.3 能在热处理设备上

输入控制曲线 

1.2.4 能完成多台（路）热

处理设备的接线和联合调试 

1.2.5 能按现场安全作业

要求，逐项确认现场作业环境

符合安全规程 

1.2.1 常用加热设备和辅助设备的检查、

调整和故障分析 

1.2.2 常用控制仪器的检查、调整和故障

分析 

1.2.3 常用热处理设备知识 

1.2.4 常用测温仪器的知识 

1.2.5 工程热处理的类型及工程施工的

安全知识 



 

2.  

工 

艺 

实 

施 

2.1 热处

理操作 

2.1.1 能按工艺对高合金

钢工件进行不完全退火操作 

2.1.2 能对球墨铸铁工件

进行正火、退火，并控制球墨

铸铁的金相组织与性能 

2.1.3 能对拉伸、压延后的

工件进行再结晶淬火 

2.1.4 能进行双液淬火、预

冷淬火、局部淬火、马氏体分

级及等温淬火的操作 

2.1.5 能进行高、中频感应

加热和火焰加热淬火操作 

2.1.6 能进行铝合金固溶

处理与时效处理 

2.1.7 能对工具、模具进行

退火、正火、淬火、回火热处

理 

2.1.8 能进行结构钢锻造

余热淬火 

2.1.9 能对工件进行渗碳、

渗氮、碳氮共渗、氮碳共渗操

作 

2.1.10 能对高合金钢工件

进行预热、消氢、后热、消应

力、正火、回火操作 

2.1.11 能根据不同的加热

方法确定热处理工艺参数 

2.1.12 能进行中频感应加

热和火焰加热回火操作 

2.1.13 能进行不锈钢的固

溶处理与时效处理 

2.1.14 能进行钢结构热处

理 

2.1.15 能进行柔性陶瓷电

阻加热的操作 

2.1.16 能根据电源三相平

衡的原则布置温度控制柜的

线路和接线 

  2.1.17 能根据工艺曲线

进行热处理过程误差调整 

2.1.1 合金元素、冷却方法对热处理过程

和等温转变曲线的影响 

2.1.2 珠光体、马氏体、奥氏体、托氏体、

索氏体、贝氏体等组织的金相形态特征、性

能及获得方法 

2.1.3淬透性及淬硬性的概念，淬火钢回

火的金相组织转变对钢的性能的影响 

2.1.4 正火、退火的工艺方法，铸、锻件

预先热处理对切削加工及最终热处理的影

响 

2.1.5 双介质淬火、延迟淬火、局部淬火、

分级和等温淬火等工艺方法 

2.1.6 深冷处理工艺方法 

2.1.7 常用钢和有色金属的热处理工艺

方法 

2.1.8 保护气氛热处理、真空热处理的基

础知识 

2.1.9 热处理常见缺陷的产生原因以及

预防/补救办法 

2.1.10 焊前预热对焊接过程和接头质量

的影响 

2.1.11 常用加热设备、辅助设备的工作

原理和调整方法 

2.1.12 加热元件的种类和使用范围 

2.1.13 筑炉材料、保温材料的性能和选

用知识 

2.1.14 常用硬度计的原理 

2.1.15 热处理测量、控制仪表的相关知

识 

2.1.16 常用淬火介质的配置和质量控制

方法 

2.1.17 感应加热感应器的选择方法，设

备的电参数和工艺调整知识 

2.1.18 化学热处理的基本过程、方法及

其应用知识 

2.1.19 渗碳、渗氮、碳氮共渗、氮碳共

渗工艺知识 

2.1.20 热处理的质量控制方法 

2.2 表面

清 理 及 防

护 

2.2.1 能根据工艺要求对

热处理工件进行表面防护处

理 

2.2.2 能进行表面（化学）

热处理的局部防护 

2.2.1 零件热处理后表面清理与防护方

法的应用知识 

2.2.2 发蓝、磷化的原理和应用知识 



 

2.3 工件

校 直 与 校

正处理 

2.3.1 能根据工艺对箱体

（壳体）、盘类、轴类零件进

行校直、校平操作 

2.3.2 能用变形测量方法

进行变形测量 

2.3.1 工件变形的校正原理和方法  

2.3.2 工件消除残余应力的方法 

2.3.3 冷态校直法（冷态压力校直法，冷

态敲击校直法）、热态校直法（热压校直法，

局部烘烤热校法，热态敲击矫正法，热点矫

正法）基础知识 

 

3.  

检 

测 

工 

作 

及 

误 

差 

分 

析 

3.1 硬度

检测 

3.1.1 能根据硬度判别工

件的热处理质量 

3.1.2 能选择硬度检测设

备，判别检测设备的使用条件 

3.1.1 硬度检测设备的原理及操作方法 

3.2 金相

检测 

3.2.1 能运用金相检测报

告对热处理质量进行初步分

析 

3.2.2 能制备金相试样 

3.2.1 金相试样的制备知识 

3.2.2 热处理常用金相检验标准 

3.2.3 借助金相检验判断热处理质量和

调整工艺参数 

3.3 误差

分析 

3.3.1 能通过硬度分析工

件热处理不合格原因 

3.3.2 能初步分析工件热

处理后变形、开裂的原因 

3.3.1 淬火调质主要缺陷产生的原因及

防止方法 

3.3.2 渗碳存在的主要缺陷和防止方法 

3.3.3 表面淬火缺陷分析及预防方法 

3.3.4 高温回火主要缺陷产生的原因及

防止措施 

3.3.5 工程热处理时温度场分布规律和

调整方法 

4. 

设 

备 

的 

维 

护 

与 

保 

养 

4.1 热处

理 设 备 的

使用、维护

与保养 

4.1.1 能阅读设备外部接

线图 

4.1.2 能判断常用设备运

行是否正常，并能发现及排除

设备故障 

4.1.1 热处理设备的原理、结构、使用和

维护保养方法及故障分析与排除方法 

4.2 工

具、夹具的

使 用 与 保

养 

4.2.1 能修复热处理工具、

夹具、热电偶、加热装置 

4.2.2 能制作简易变形测

量工具 

4.2.1 热处理常用工具、夹具的合理使用

与维护保养方法及修理知识 

4.3 常用

仪 表 的 使

用与维护、

保养 

4.3.1 能使用红外仪、露点

仪、碳控仪等各类测量控制仪

表 

4.3.2 能检测和判定碳控、

温控、温度校准仪、热电偶、

毫伏计、电子电位差计、流量、

压力仪表及各类功能仪器、仪

表的状态 

4.3.1 常用测温与功能仪器、仪表的使用

及维护保养知识 



 

3.3 三级/高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工 

艺 

准 

备 

 

1.1 编制热

处理工艺（机

械零部件热

处理工、表面

（化学）热处

理工、工程热

处理工分别

选考其中一

项） 

机械

零部

件热

处理

工 

 

1.1.1 能阅读多

头蜗杆、箱体、曲

轴等复杂、异型零

件工作图 

1.1.2 能绘制热

处理淬火、回火夹

具等简单的工装图 

1.1.3 能用火花

鉴别法分辨出钢制

工件的常用材料牌

号 

1.1.4 能编制高

碳钢、高合金钢工

件的淬火、回火、

退火工艺 

1.1.5 能描述真

空热处理工艺流程 

1.1.1 零件的测绘与绘图知识 

1.1.2 合金元素对钢的组织和性能的

影响 

1.1.3 材料内部缺陷可能对热处理质

量产生的影响 

1.1.4 钢的熔炼—浇铸—成材工艺过

程常识 

1.1.5 有色金属的性能、牌号、用途及

工艺特点知识 

1.1.6 化学分析知识 

1.1.7 常见合金的金相结构及特征 

1.1.8 晶体缺陷与材料性能之间的关

系 

1.1.9 金属塑性变形及再结晶的知识 

1.1.10 钢的组织转变机理 

1.1.11 热处理变形与开裂及预防措施 

1.1.12 特殊钢的热处理工艺 

1.1.13 加热、冷却设备及相关介质知

识 

1.1.14 机械零部件热处理新工艺、新

设备有关知识 

表面

（化

学）

热处

理工 

 

1.1.1 能编制热

处理施工作业方案 

1.1.2 能编制热

处理作业工艺卡 

1.1.3 能编制热

处理施工技术措施 

1.1.4 能编制渗

碳、渗氮、碳氮共

渗工艺和感应加热

淬火工艺 

1.1.5 能绘制吸

热式和放热式可控

气氛、氮基气氛制

备的主要流程图 

1.1.6 能描述离

子注入、气相沉积

等热处理工艺流程 

 

1.1.1 绘图知识 

1.1.2 合金元素对钢的组织和性能的

影响 

1.1.3 材料内部缺陷可能对热处理质

量产生的影响 

1.1.4 常见合金的金相结构及特征 

1.1.5 晶体缺陷与材料性能之间的关

系 

1.1.6 金属塑性变形及再结晶的知识 

1.1.7 钢的组织转变机理 

1.1.8 热处理变形与开裂及预防措施 

1.1.9 特殊钢的热处理工艺         

1.1.10 表面（化学）热处理设备、气

体发生器工作原理及介质的知识，后处理

设备的知识 

1.1.11 作业文件编制相关规定 

 
工程

热处

1.1.1 能编制现

场作业文件 

1.1.1 常见合金的金相结构及特征 

1.1.2 金属塑性变形及再结晶的知识 



 

理工 

 

1.1.2 能编制现

场热处理工艺 

1.1.3 能计算热

处理功率 

1.1.4 能根据热

处理工艺要求选配

加热元件 

1.1.5 能绘制现

场接线图 

1.1.6 能绘制感

应加热的工装图 

1.1.3 传热学相关知识 

1.1.4 钢的组织转变机理  

1.1.5 热处理变形与开裂及预防措施 

1.1.6 特殊钢的热处理工艺  

1.1.7 现场热处理设备知识 

1.1.8 作业文件编制相关规定 

1.2 热处理前

的准备工作

（机械零部

件热处理工、

表面（化学）

热处理工、工

程热处理工

分别选考其

中一项） 

机械

零部

件热

处理

工 

 

1.2.1 能完成大

件、细长轴及薄壁

件的装夹工作                                      

1.2.2 能根据零

件特殊要求制作工

装  

1.2.3 能配制常

用的淬火介质 

1.2.1 热处理设备的工艺参数调试知

识                                 

1.2.2 特殊形状工件热处理的工装设

计、制作方法        

1.2.3 相关热处理设备的故障分析与

排除方法 

表面

（化

学）

热处

理工 

 

1.2.1 能完成齿

轮、轴套、耐磨件

的装夹工作 

1.2.2 能根据零

件特殊要求制作工

装 

1.2.3 能配制常

用的淬火介质 

1.2.1 气氛炉的工艺参数调试知识                                 

1.2.2 异形工件热处理的工装设计、制

作方法 

1.2.3 相关热处理设备的故障分析与

排除方法 

工程

热处

理工 

 

1.2.1 能针对特

殊结构形式，制定

特殊加热方法及工

艺 

1.2.2 能完成异

形结构的加热器布

置 

1.2.1 工程热处理设备的工艺参数调

试知识  

1.2.2 异形焊接接头、异形工件热处理

的工装加热方法及工艺  

1.2.3 相关热处理设备的故障分析与

排除方法 

2. 

工 

艺 

实 

施 

 

2.1 热处理

操作（机械零

部件热处理

工、表面（化

学）热处理

工、工程热处

理工分别选

考其中一项） 

机械

零部

件热

处理

工 

 

2.1.1 能进行薄

壳类钢制机加工零

件淬火、回火 

2.1.2 能进行轴

类工件整体或局部

淬火、回火，硬度

符合要求 

2.1.3 能进行机

加工刀具热处理 

2.1.4 能进行冷

2.1.1 奥氏体、珠光体、贝氏体、马氏

体转变机理及应用知识，影响奥氏体晶粒

度的因素 

2.1.2 淬火钢回火组织的转变、性能变

化及产生回火脆性的原因与预防方法 

2.1.3 时效原理 

2.1.4 热应力、组织应力的分布，减少

变形及防止裂纹的方法 

2.1.5 机床导轨、主轴、丝杠、齿轮、

大型铸锻件、轴类工件、刃具、模具、凸

轮、曲轴、钻凿机具及铝、铜、镍、钛及



 

冲模、热锻模、压

铸模、量/刃具的热

处理 

2.1.5 能进行结

构钢锻铸余热淬火 

2.1.6 能操作真

空处理炉对零件进

行淬火、回火 

其合金件等复杂或要求较高工件的热处

理方法 

2.1.6 热处理缺陷预防和消除方法 

2.1.7 各种热处理设备的调试、检修、

验收、故障分析及排除方法，新型热处理

设备知识 

2.1.8 测温仪表应用知识 

2.1.9 控制冷却质量的淬火介质知识 

表面

（化

学）

热处

理工 

 

2.1.1 能按工艺

要求进行高强钢长

杆件（长度大于

1500mm）氮化处理 

2.1.2 能进行钢

曲轴轴颈中频淬

火、回火 

2.1.3 能进行变

速箱齿轮表面渗碳

处理，渗碳层深度、

含碳量、表面硬度 

2.1.4 能进行丝

杠表面淬火、回火 

2.1.5 能进行感

应加热改性热处理

操作 

2.1.6 能进行火

焰加热表面淬火改

性热处理操作 

2.1.7 能进行浴

炉加热表面淬火改

性热处理操作 

2.1.8 能进行电

解液加热表面淬火

改性热处理操作 

2.1.9 能进行接

触电阻加热表面淬

火改性热处理操作 

2.1.10 能 进 行

激光束表面热处理

改性热处理操作 

2.1.11 能 进 行

电子束表面热处理

改性热处理操作 

2.1.12 能 进 行

渗碳及碳氮共渗改

性热处理操作 

2.1.1 表面改性热处理缺陷及预防措

施 

2.1.2 感应加热表面淬火工艺制定的相

关知识 

2.1.3 离子氮化知识及其他化学热处

理知识 



 

2.1.13 能 进 行

渗氮及其多元共渗

改性热处理操作 

2.1.14 能 进 行

渗金属及非金属改

性热处理操作 

2.1.15 能 进 行

离子化学热处理改

性热处理操作 

 

2.1 热处理

操作（机械零

部件热处理

工、表面（化

学）热处理

工、工程热处

理工分别选

考其中一项 

工程

热处

理工 

 

2.1.1 能对大型

钢结构进行预热、

后热、消应力热处

理 

2.1.2 能对中低

合金钢集箱及角焊

缝部件进行预热、

后热、消应力热处

理 

2.1.3 能对管道

与法兰连接进行预

热、后热、回火热

处理 

2.1.4 能对高合

金钢阀门、三通、

管道附着件进行预

热、后热、消应力

热处理 

2.1.5 能对刚性

小的容器整体或局

部进行热处理 

2.1.6 能对大型

容器进行局部热处

理 

2.1.7 能对异形

件进行热处理 

2.1.8 能对大型

部件加热分区连接

多线路电源线 

2.1.9 能进行修

复部件的焊接热处

理 

2.1.1 热处理加热宽度对温度场的影

响，保温装置对温度的影响 

2.1.2 马氏体转变及应用知识 

2.1.3 淬火钢回火组织的转变、性能变

化及产生回火脆性的原因与预防方法 

2.1.4 热应力、组织应力的分布规律，

减少变形及防止裂纹的方法 

2.1.5 特殊钢零件热处理知识 

2.1.6 预防和补救热处理不良品的方

法 

2.1.7 各种热处理设备的调试、检修、

验收、故障分析及排除方法 

2.1.8 新型热处理设备知识 

2.1.9 测温仪表应用知识 

2.1.10加热、冷却、恒温保持时间控制

对热处理质量的影响 

2.2 工件校直与校

正处理 

2.2.1 能分析、

判断工件变形的原

因 

2.2.1工作变形的预防方法 

2.2.2 复杂零件的变形规律与校正方

法 



 

2.2.2 能使用夹

具预防工件淬火变

形 

2.2.3 热应力和组织应力的分布规律

及减少的方法 

3. 

检 

测 

工 

作 

及 

误 

差 

分 

析 

3.1硬度检测 

3.1.1 能使用维

式硬度计检测渗

碳、氮化层面的硬

度和薄板工件硬度 

3.1.2 能使用里

氏硬度计、布氏硬

度计检测部件硬

度，并能制作里氏

硬度计、布氏硬度

计对比曲线 

3.1.1 维式硬度计的检测方法 

3.1.2 里氏硬度计的检测方法 

3.1.3 布氏硬度计的检测方法 

3.2金相检测 

3.2.1 能根据金

相检测报告，判别

零件质量状况 

3.2.2 能根据金

相检测报告，调整

工艺参数，提出改

进组织缺陷的措施 

3.2.1 借助金相检测报告判断材料及

热处理质量的方法 

3.2.2 金属材料成分、组织和性能常规

检验方法 

3.3误差分析 

3.3.1 能分析工

件热处理后产生各

种常见缺陷的原因

并提出预防和补救

措施 

3.3.2 能进行变

形测量 

3.3.1 渗碳、氮化、碳氮共渗、氮碳共

渗主要缺陷的原因分析及预防知识 

3.3.2 有色金属、特殊钢热处理缺陷分

析及预防知识 

3.3.3 过热、过烧、氧化、脱碳、变形、

开裂、硬度轴向不均匀等缺陷的原因分析

及预防知识 

4. 

设 

备 

的 

维 

护 

及 

保 

养 

4.1 热处理设备的

使用、维护与保养 

4.1.1 能阅读热

处理设备内部接线

图 

4.1.2 能对热处

理设备进行调试、

验收 

4.1.3 能完成多

设备组合接线 

4.1.1 强、弱电电路知识 

4.1.2 热处理设备的调试与验收方法 

4.2 工夹具的使用

与保养 

4.2.1 能设计制

作并维修简易的热

处理夹具、感应线

圈 

4.2.2 能针对同

一对象使用多种温

度测量方法 

4.2.1 简易的热处理夹具设计知识及

方法、感应加热相关知识 

4.2.2 温度测量方法知识 

4.3 常用仪表的使

用与维护、保养 

4.3.1 能分析测

温仪表故障，判断

测温仪表状态 

4.3.1  测温仪表原理和自校准知识 



 

4.3.2 能进行测

温仪表自校准 



 

3.4二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工 

艺 

准 

备 

1.1 编制热处

理工艺（机械

零部件热处

理工、表面

（化学）热处

理工、工程热

处理工分别

选考其中一

项) 

机械

零部

件热

处理

工、

表面

（化

学）

热处

理工 

 

1.1.1 能根据实

物测绘零件图 

1.1.2 能绘制工

装夹具图 

1.1.3 能看懂基

本的钢铁热处理状

态金相图谱 

1.1.4 能编制机

床导轨、大型铸钢

件、模具、曲轴等结

构复杂的工件和技

术要求高的工件的

热处理工艺 

1.1.5 能编制微

机控制的可控气氛

化学热处理等工艺 

1.1.6 能编制铝

合金、铜合金等有色

金属的热处理工艺 

1.1.7 能根据零

件的材料、结构与性

能要求进行工艺试

验 

1.1.1 常用热处理设备原理图及装配图

的知识 

1.1.2 新材料的发展与应用知识 

1.1.3 金属材料验收标准 

1.1.4 各种理化检测仪器的功能、用途及

使用方法 

1.1.5 锻造预热淬火、形变热处理、非调

质钢等热处理知识 

1.1.6 国内相关新材料、新工艺的应用知

识 

1.1.7 零件从选材到成品冷热加工衔接

的知识 

工程

热处

理工 

 

1.1.1 能编制现

场管道焊后热处理

工艺 

1.1.2 能编制焊

接构件（容器、钢结

构等）炉内、炉外整

体热处理工艺 

 

1.1.1 热处理原理及方法 

1.1.2 焊接工艺及评定基础知识 

1.1.3 常用焊接接头、焊缝组织、焊接应

力、焊接变形基础知识 

1.1.4 了解各种材料（碳钢、抗氢碳钢、

耐热钢、含稳定化元素不锈钢）的特性及对

焊后热处理的要求 

1.1.5 了解焊前预热、后热、焊后热处理、

稳定化热处理等对焊接质量的影响 

1.1.6 焊接热处理相关规程及标准 

 1.2 热处理 机械 1.2.1 能设计热 1.2.1 热处理常用夹具设计知识 



 

前的准备工

作（机械零部

件热处理工、

表面（化学）

热处理工、工

程热处理工

分别选考其

中一项） 

零部

件热

处理

工、

表面

（化

学）

热处

理工 

 

处理常用夹具 

1.2.2 能进行炉

温均匀性调试 

1.2.3 能组织构

件的装炉 

1.2.2 炉温控制、调试原理与方法 

工程

热处

理工 

 

1.2.1 能使用多

种电热器（柔性陶瓷

电加热器、感应线圈

等），并能设计制作

异型加热器 

1.2.2 能进行炉

温均匀性调试   

1.2.3 能设计热

处理常用夹具 

1.2.4 能制作焊

接构件防变形工装 

1.2.5 能组织和

实施焊接构件的装

炉 

1.2.1 热处理常用夹具的设计基础知识 

1.2.2 温度测量原理 

1.2.3 焊接应力及变形相关知识 

1.2.4 热处理变形与开裂及预防措施 

1.2.5 吊装相关知识、起重工卡具运用 

1.2.6 现场热处理安全技术 

2. 

工 

艺 

实 

施 

 

2.1 热处理

操作（机械零

部件热处理

工、表面（化

学）热处理

工、工程热处

理工分别选

考其中一项） 

机

械零

部件

热处

理工 

 

2.1.1 能操作热

处理温控设备，并能

对热处理工艺参数

及时修正 

2.1.2 进行炉内

构件整体热处理时，

能进行炉内温度均

匀性的调整，满足工

艺要求；进行炉外整

体热处理时，能够按

照分区调整加热功

率  

2.1.3 能发现热

处理过程中出现的

温度偏差问题并及

时校正 

2.1.1热处理的相关规程及验收标准 

2.1.2 热处理工艺参数对焊接质量的影

响 

2.1.3 热处理现场健康、安全、环保危害

识别（高空作业、物体坠落、电气伤害、火

灾）的知识改进措施 

2.1.4 现场环境及文明施工的要求 

表面

（化

学）

热处

理工 

2.1.1 能进行材

料的离子氮化处理、

氮化处理，氮化硬

度、渗层深度符合图

纸要求 

2.1.1 激光热处理 PVD、CVD 等表面改性

热处理的相关知识 

2.1.2 铸件表面热处理的相关知识 



 

 2.1.2 能进行齿

轮渗碳淬火热处理

操作 

工程

热处

理工 

 

2.1.1 能进行超

大型容器及其部件、

大型构件炉内、炉

外、整体或局部热处

理 

2.1.2 能进行特

殊条件（悬空、异形）

焊口的现场热处理 

2.1.3 能进行变

形要求严格构件的

工程热处理 

2.1.4 能对热输

入敏感的部件进行

工程热处理 

2.1.5 能对构件

变形进行监测和控

制 

2.1.1 工程热处理方法 

2.1.2 热处理变形对焊接结构的质量影

响 

2.1.3 焊接构件焊后热处理的知识和方

法 

2.1.4 记录仪校正原理 

2.1.5 焊后热处理工艺的制定原则，加热

功率计算，热处理工艺设计，热处理质量控

制与评价 

2.2 形变热

处理与工件

校直与校正

（机械零部

件热处理工、

表面（化学）

热处理工、工

程热处理工

分别选考其

中一项） 

 

机械

零部

件热

处理

工、

表面

（化

学）

热处

理工 

2.2.1 能进行低

温形变零部件的淬

火、等温淬火 

2.2.2 能进行高

温形变零部件的淬

火、等温淬火 

2.2.3 能进行预

变形工件的退火 

2.2.1 形变热处理的定义、种类和工艺 

2.2.2 形变热处理过程对材料组织和相

变的影响 

2.2.3 形变热处理过程中的缺陷与控制 

工程

热处

理工 

 

2.2.1 能用火焰

校正法校正焊接组

合件的变形 

2.2.2 能用机械

校正法校正焊接组

合件的变形 

2.2.3 能设计和

使用防止焊接变形

发生的工装 

2.2.1 焊接残余应力的产生和分布规律 

2.2.2 不同焊接结构（如板件，箱件，管

件或筒体，梁结构，柱结构等）的变形规律 

2.2.3 减少焊接变形的方法，如火焰加热

校正、机械校正、刚性固定、反变形、焊道

顺序控制等 

3. 

检 

测 

工 

作 

及 

3.1误差分析 

3.1.1 能进行焊

接构件的热处理变

形倾向分析并提出

预防措施 

3.1.2 能合理布

置测温点 

3.1.1 热处理变形对焊接结构的影响 

3.1.2 焊接构件焊后热处理的知识和方

法 

3.1.3 温度记录仪校正原理 



 

误 

差 

分 

析 

3.1.3 能分析炉

内温度不均匀的影

响因素，并提出解决

措施 

3.1.4 能用万用

表进行温度测量 

3.1.5 能调节与

校正自动平衡记录

仪 

3.2质量检验 

3.2.1 能识别零

件表面氧化色 

3.2.2 能进行构

件变形情况识别、硬

度检测 

3.2.3 能使用无

损检测（VT、PT）方

法检测部件热处理

缺陷 

3.2.1 焊接残余应力与焊接变形的关系 

3.2.2 焊接冷裂纹、热裂纹、再热裂纹产

生机理 

3.2.3 热处理施工及验收规范 

3.2.4 热处理问题的处理 

3.2.5 残余应力测定相关知识 

4. 

设 

备 

的 

维 

护 

及 

保 

养 

4.1设备验收 

  4.1.1 能编写验

收技术文件 

  4.1.2 能进行热

处理设备验收 

  4.1.3 能进行热

处理设备调试 

4.1.1 热处理相关设备的维护、保养方法 

4.1.2 热处理设备验收的技术要求 

4.2 热处理设备维

修 

4.2.1 能编写热

处理设备维修技术

文件 

4.2.2 能进行热

处理设备及其附件

故障排除 

4.2.3 能设计现

场用热处理用加热

器 

4.2.1 加热设备的基本结构与功能 

4.2.2 热处理及其相关设备的维修、保养

方法 

4.2.3 热处理及其相关设备的性能指标

要求 

5. 

培 

训 

与 

指 

导 

5.1指导操作 

5.1.1 能编制热

处理工教学大纲 

5.1.2 能编制热

处理工教案 

5.1.3 能对三级/

高级工及以下级别

人员进行实际操作

指导 

5.1.1 培训教学基本方法 

5.1.2 热处理设备、工艺、质量、安全标

准规范 

5.1.3 常用热处理工艺，如整体热处理，

表面热处理，化学热处理，工程热处理等 

5.2理论培训 

5.2.1 能讲授热

处理及相关专业理

论知识和技能操作

要领 

5.2.1 机械制图、钣金展开图识图知识 

5.2.2 金属热加工基础知识 

5.2.3 本专业技术标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B4%E4%BD%93%E7%83%AD%E5%A4%84%E7%90%86


 

5.2.2 能讲授本

专业工艺、设备、质

量、安全方面的主要

技术标准 

5.2.3 能讲授热

处理相关专业主要

技术标准 

6. 

管 

理 

6.1质量管理 

6.1.1 能提出热

处理工程中质量管

理要素和质量标准 

6.1.2 能应用全

面质量管理知识，开

展操作过程的控制

与质量分析 

6.1.1 企业质量体系知识 

6.1.2 质量分析与控制方法 

6.2生产管理 

6.2.1 能制订多

岗位协同作业指导

书并组织实施 

6.2.2 能制订生

产计划、进行生产调

度及人员管理 

6.2.1 生产现场 5S管理 

6.2.2 生产现场质量管理 

6.2.3 生产现场安全管理 

6.2.4 热处理人员管理 

 



 

3.5一级/高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工 

艺 

准 

备 

 

1.1 编制热

处理工艺（机

械零部件热

处理工、表面

（化学）热处

理工、工程热

处理工分别

选考其中一

项） 

机械

零部

件热

处理

工、

表面

（化

学）

热处

理工 

 

1.1.1 能绘制工艺工

装图，能设计非标加热

元件 

1.1.2 能编制工件

的等温淬火、分级淬火

热处理工艺 

1.1.3 能开展工艺

试验，并对热处理工艺

及工装进行优化改进 

1.1.1 轴测图与钣金图知识 

1.1.2 热处理部分设备及公用动

力源（水、电、风、气）布置知识 

1.1.3 国外相关专业新技术、新

工艺、新设备、新材料的应用知识 

工程

热处

理工 

 

1.1.1 能绘制工艺

工装图 

1.1.2 能编制现场

典型设备（球罐、塔等）

整体热处理的施工组

织设计 

1.1.3 能绘制现场

热处理施工平面布置

简图 

1.1.4 能开展工艺

试验，并对热处理工艺

及工装进行优化改进 

1.1.1 钣金展开图制图知识 

1.1.2 热处理部分设备及公用动

力源（水、电、风、气)布置知识 

1.1.3 现场设备热处理的施工及

验收规范 

1.2 热处理

准备工作（机

械零部件热

处理工、表面

（化学）热处

理工、工程热

处理工分别

选考其中一

项） 

机械

零部

件热

处理

工、

表面

（化

学）

热处

理工 

 

1.2.1 能设计较复

杂的热处理工装夹具 

1.2.2 能设计和制

作防变形及加固工装

（电加热、燃油燃气

法） 

1.2.3 能设计、制作

设备结构变形监测装

置 

1.2.1 热处理工装夹具设计基础

知识 

1.2.2 热处理时的变形原理与控

制 

1.2.3 应力/应变的测量方法 

工程

热处

理工 

 

1.2.1 能绘制专项

工程设备布置图 

1.2.2 能设计和制

作防变形及加固工装

（电加热、燃油燃气

法） 

1.2.3 能根据现场

情况，选择和使用合适

1.2.1 专项工程施工组织方案及

实施知识 

1.2.2 热处理能耗计算 

1.2.3 温度测量系统、绝热材料

的相关知识 

1.2.4 复杂热处理工装夹具的设

计知识 

1.2.5 现场热处理安全技术知识



 

的保温材料 

1.2.4 能制定大型

设备现场热处理时的

防风、防雨、防火措施 

1.2.5 能预测结构

变形，提出防止变形措

施 

1.2.6 能测算热处

理工程能量用量 

（包括高空作业、受限空间、脚手

架搭设、防辐射、烫伤） 

1.2.6 结构变形控制知识 

2. 

工 

艺 

实 

施 

2.1 热处理

操作（机械零

部件热处理

工、表面（化

学）热处理

工、工程热处

理工分别选

考其中一项） 

机械

零部

件热

处理

工 

 

2.1.1 能进行冷冲

模、热锻模、压铸模及

其他模具件的淬火、回

火处理 

2.1.2 能提出产品

开发中产品零件的热

处理工艺，并按工艺进

行操作 

2.1.1 热处理施工及验收标准 

2.1.2 热应力和组织应力引起热

处理变形的知识 

2.1.3 工件热处理缺陷的补救知

识和方法 

2.1.4 特殊要求的工件热处理知

识和操作方法 

表面

（化

学）

热处

理工 

 

2.1.1 能进行特殊

要求的工件表面（化

学）热处理操作 

2.1.2 能提出产品

开发中零件的表面（化

学）热处理工艺并按工

艺进行操作 

工程

热处

理工 

 

2.1.1 能完成现场

典型设备（电加热、燃

油加热设备）热处理全

过程作业操作 

2.1.2 能实时对热

处理过程中的异常情

况分析及提出排除方

法 

2.1.3 能协同操作

和控制大型焊接结构

现场焊接热处理设备 

  2.1.4 能进行热处

理设备的开发和再制

造 

2.2  恢复性热处

理 

2.2.1 能根据服役

部件的性能现状，提出

恢复性热处理工艺 

2.2.2 能设计恢复

性热处理保护气氛和

防变形方法 

2.2.1 材料在服役过程中组织和

性能的变化规律 

2.2.2 恢复性热处理的种类、工

艺 

2.2.3 恢复性热处理零部件的表

面防护、变形控制  



 

2.2.3 能对服役零

部件进行恢复性热处

理（正火，退火，淬火，

回火） 

3. 

检 

测 

工 

作 

及 

误 

差 

分 

析 

3.1误差分析 

3.1.1 能根据热应

力和组织应力引起变

形的规律，对热处理工

件产生的变形进行分

析，提出并实施预控措

施 

3.1.2 能分析热处

理过程中温度不均匀

性原因并提出解决方

法 

3.1.3 能制定排除

热处理工件缺陷的补

救措施 

3.1.1 空气对流传热原理与热处

理工程应用 

3.1.2 热处理过程中各种异常的

处理方法和相关知识 

3.2质量检验 

3.2.1 能制订质量

检验方案（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合格标准） 

3.2.2 能分析热处

理件组织不合格原因

并提出预防或改正措

施 

3.2.3 能分析热处

理件力学性能不合格

原因并提出预防或改

正措施 

3.2.1 热处理裂纹知识 

3.2.2 热处理变形知识 

3.2.3 热处理与组织、性能的关

系 

3.2.4 化学热处理和表面热处理

缺陷知识 

3.2.5 回火脆性产生原因与预防

知识 

3.2.6 热处理质量管理知识 

4. 

设 

备 

的 

维 

护 

及 

保 

养 

4.1 热处理设备开

发、维修和再制造 

4.1.1 能提出新开

发热处理设备的功能

和技术要求 

4.1.2 能提出热处

理设备维修和再制造

后的技术指标要求 

  4.1.3 能进行新开

发、维修和再制造设备

的验收和调试 

 4.1.1 热处理设备原理与结构

基础知识 

 4.1.2 热处理设备故障与分析

基础知识 

 4.1.3 热处理节能减排技术基

础知识 

4.2 热处理设备的

维护与保养 

4.2.1 能进行热处

理微机控制柜及燃烧

器的调试、校准、验收

及排除故障 

4.2.2 能进行工程

热处理控制设备的调

试、校准、验收及排除

故障 

4.2.1 热处理微机控制柜及燃烧

器的调试、验收及排除故障的方法 

4.2.2 热处理设备原理与结构基

础知识  



 

4.2.3 能提出设备

维修再制造方案并实

施 

5. 

培 

训 

与 

指 

导 

5.1指导操作 

5.1.1 能进行热处

理课程开发 

5.1.2 能指导三级/

高级工、二级/技师编

写教案 

5.1.3 能指导二级\

技师及以下级别人员

进行热处理实际操作 

5.1.1 热处理工技能培训教案编

写 

5.1.2 技能教师授课能力与教学

技巧 

5.1.3 技能培训过程管理 

5.2理论培训 

5.2.1 能讲授热处

理专业技术理论知识 

5.2.2 能指导三级/

高级工、二级/技师进

行热处理工法开发 

6. 

管 

理 

6.1质量管理 

6.1.1 能根据质量

管理要素制定金属热

处理质量控制措施并

组织实施 

6.1.2 能应用全面

质量管理知识，实现操

作过程的控制与质量

分析 

6.1.1 热处理质量标准 

6.1.2 热处理工程质量分析与控

制方法 

6.2生产管理 

6.2.1 能提出多专

业协同作业方案并实

施 

6.2.2 能协助部门

领导进行生产计划、调

度及人员的管理 

6.2.3 能编制热处

理工程成本控制预算 

6.2.1 生产准备管理基础知识 

6.2.2 生产计划管理基础知识 

6.2.3 生产控制管理基础知识 

6.2.4 生产现场管理基础知识 

6.2.5 生产管理系统的改进基础

知识 

6.2.6 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基础

知识 

 



 

4.权重表 

4.1理论知识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  目 

五级/ 

初级工

（%）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基本要求 
职业道德 5 5 5 5 5 

基础知识 25 20 15 10 10 

相
关
知
识
要
求 

工艺准备 10 10 20 25 25 

工艺实施 35 35 33 15 10 

检测工作及误差分析 5 10 15 25 30 

设备的维护及保养 20 20 12 5 5 

培训与指导 -- -- -- 10 10 

管理 -- -- -- 5 5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100 

 

4.2技能要求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   目 

五级/

初级工 

（%）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技
能
要
求 

工艺准备 10 10 10 10 10 

工艺实施 70 60 60 50 50 

检测工作及误差分析 10 20 20 25 25 

设备的维护及保养 10 10 10 5 5 

培训与指导 -- -- -- 5 5 

管理 -- -- -- 5 5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100 

 



 

5. 职业标准附录 
 

5.1关于职业定义的说明 

本标准描述的职业定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 年版）》中，

金属热处理工（6-18-02-03）的职业一致： 

操作热处理设备，进行金属材料、坯件或工件的退火、正火、调质、表面淬

火、回火、渗碳、渗氮等热处理加工的人员。 

本职业包含但不限于下列工种：化学热处理工，表面热处理工。 

针对热处理工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作业现状，鉴定中鉴定方应充分注意热处

理工在实际工作中针对不同的作业对象时出现的技能差异。 

本标准对职业定义包括但不限于： 

1、金属材料、坯件或工件主要包含：铸造、锻压、轧制/冲压、剪切、焊接、

粉末冶金制零部件、构件或大型设备等。 

2、所使用的热处理工艺除定义中规定的退火、正火、调质、表面淬火、回火、

渗碳、渗氮等之外，还包括在工程热处理中大量出现的工件预热、焊接层间温度

保持、焊后消氢处理、后热和焊后热处理等作业内容。 



 

5.2综合评审表 

金属热处理工综合评审表 

                                                准考证号： 

姓    名  性  别  身 份 证  

申报技师、高

级技师（工种）

名称 

 单  位  

申  报  材  料  审  阅 

分值：25 分  总得分： 

1、本职业及相关职业从业经

历。分值 5 分。得分： 

2、主要工作业绩及获奖，分值

10 分。得分: 

3、发表专业文章，分值 10 分。

得分： 

面  试  答  辩  水  平 

分值：75 分  总得分： 

标准、规程、规范： 

全面≤25 分、较全面≤20 分、

一般≤15 分、差≤5 分，分值

25 分。 

 

 

得分： 

质量管理（保证热处理质量和问

题的处理）： 

全面≤25 分、较全面≤20 分、

一般≤15 分、差≤5 分，分值

25 分。 

 

得分： 

工艺实施： 

全面≤25 分、较全面≤20 分、

一般≤15 分、差≤5 分，分值

25 分。 

 

 

得分： 

综合评审（满分 100 分）  

评委负责人评语： 

 

评委签名：  

说明：本项综合评审考评工作由综合评审小组负责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