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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机械工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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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按照标准化对象，通常把标准分为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和工作标准。职业评价规范标准属于工作标

准。机械行业职业评价规范标准是在职业分类的基础上，根据职业（工种）的活动内容，对从业人员工

作能力水平的规范性要求。它是从业人员从事职业活动，接受职业教育培训和职业能力评价以及用人单

位录用、使用人员的基本依据。 

机械行业职业评价规范标准是根据国家职业技能等级划分依据，将该职业能力水平划分为若干个

等级，并规定了各个等级考试的形式、内容、权重比例。各个等级考试的内容就是该职业的工作要求，

具体细分为职业功能、工作内容、技能要求和相关知识四个部分，详细说明了各个等级理论考试和操作

技能考核应掌握的知识和技能。 

喷墨印刷机是一种“与物体非接触”的“按需印刷”设备，集成了数字原理、智能制造、网络技术、

绿色环保等技术和理念，代表着印刷技术装备的发展方向。喷墨印刷机主要有纸路、喷印、供墨、干燥、

控制等系统和单元组成，设备精度高、技术难点多，其装配、调试、检验等工作对相关人员的综合要求

较高。本文件将喷墨印刷机装调工的能力等级进行科学划分，填补了目前国内相关领域从业人员技能等

级标准的空白，指导职业院校和企业对学生和员工进行有针对性地培训和考核，为全面提高从业人员素

质提供了依据，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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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墨印刷机装调工职业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喷墨印刷机装调工职业评价规范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晋级培训要求、评价要求、

申报要求、等级设置和各等级工作要求及晋级考试权重表。 

本文件适用于卷筒纸喷墨印刷机及相近设备的安装、调试、检验等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评价。其它

类型喷墨印刷设备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评价可参考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ISO 14644-1：2015 根据粒子浓度划分空气洁净度等级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编制技术规程（人社厅发[2018]26号） 

机械工业职业（工种）分类目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喷墨印刷机 inkjet printing press 

通过喷墨技术，采用非接触方式实现图文信息再现的设备。 

[来源：T/PEIAC 014-2022，3.1] 

 

装调工 assembly and adjustment workers 

从事机械设备装配、调整、检测等工作的人员。 

4 基本要求 

喷墨印刷机装调工应具有的职业能力：一定的学习、理解、观察、判断、推理和计算能力；一定

的空间感和形体知觉、色觉（无色盲、色弱）；手指、手臂灵活，动作协调。 

喷墨印刷机装调工最低学历为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 

喷墨印刷机装调工应具备附录 A规定的职业道德基本要求。 

喷墨印刷机装调工应掌握的基础知识 

4.4.1 通用基础知识 

a) 机械基础知识(机械识图、机械加工、机械传动、机械装配、机械防护等)。 

b) 印刷基础知识（纸张、墨水等相关印刷材料，印刷工艺等）。 

c) 计算机基础知识（计算机的硬件系统、基础软件及操作等）。 

d) 电气基础知识（电气图纸、电气原理、电气安全等）。 

e) 机械维修基础知识。 

4.4.2 喷墨印刷机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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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喷墨印刷工作原理（喷墨印刷工艺、喷头的工作原理、类型，印刷色彩管理及图像处理等）。 

b) 喷墨印刷机维护与保养（喷头的拆装、清洗、保养、操作注意事项等）。 

c) 喷墨印刷耗材及适性（墨水的分类、使用及贮存，墨水干燥的原理及安全事项，喷墨印刷承印

介质等）。 

d) 数字流程文件的格式、分类及处理。 

4.4.3 喷墨印刷机电气及控制系统基础知识 

a) 喷墨印刷机电气工作原理。 

b) 喷墨印刷机电气操作方法。 

c) 喷墨印刷机电气维修基础知识。 

d) 网络通讯与数据处理。 

4.4.4 安全文明生产与环境保护知识 

a) 现场文明生产要求。 

b) 安全操作与劳动保护知识。 

c) 绿色环保知识。 

4.4.5 质量管理知识 

a) 企业质量方针、质量管理的性质与特点等质量管理体系基础知识。 

b) 现场质量管理的要求。 

c) 质量控制的保证措施与质量检验方法。 

4.4.6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a)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相关知识。 

b)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相关知识。 

c)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知识。 

d) 《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相关知识。 

5 晋级培训要求 

培训时限 

5.1.1 全日制职业学校教育，根据其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确定。 

5.1.2 初级工晋级培训不少于 400 标准学时；中级工晋级培训不少于 300标准学时；高级工晋级培训

不少于 200标准学时；技师、高级技师晋级培训均不少于 150 标准学时。 

培训教室 

5.2.1 培训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的培训教师应具有本职业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或本专业中级

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5.2.2 培训技师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或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5.2.3 培训高级技师的教师应具有持本职业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 2 年以上或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

职务任职 2年以上资格。 

培训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培训在满足教学需要的标准教室进行。操作技能培训在面积200㎡左右的场所进行，能安

排2个及以上工位，配备相应设备和必要的工具、夹具、量具，并配备完善的安全设施。 

6 评价要求 



T/PEIAC 018—2022 

3 

评价方式 

6.1.1 评价方式分为理论知识考试和操作技能考核。理论知识考试和操作技能考核均实行百分制，成

绩皆达 60分及以上者为合格。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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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 技能考核主要采用现场操作方式进行，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具备的技能水平。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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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考及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6.2.1 理论知识中的考试监考人员与考生的配比不低于 1:15，每个标准教室不少于 2名监考人员。 

6.2.2 操作技能考核中的考评人员与考生的配比不低于 1:5，且不少于 3名考评人员。 

6.2.3 综合评审委员不少于 5人。 

评价时间 

6.3.1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120min。 

6.3.2 操作技能考核时间：初级工、中级工不少于 90min，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不少于 120min。 

6.3.3 综合评审时间不少于 30min。 

评价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进行；操作技能考核在实际操作培训场所进行，具备满足技能鉴定所要求

的设备、仪器仪表、工装、量具、计算机应用软件和材料，安全设施完善。 

7 申报要求 

喷墨印刷机装调工各等级申报应符合附录B规定的职业技能等级申报条件。 

8 等级设置和各等级工作要求 

本职业环境条件为室内、常温。温度：15℃～30℃；相对湿度：30%～70%；大气压： 86kPa～106kPa ；

洁净度：≤ISO等级8（按ISO 14644-1：2015要求）；光源：应去除400nm以下紫外线。 

喷墨印刷机装调工职业技能等级设置 

喷墨印刷机装调工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

/高级技师五个等级。 
注： 本文件对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和高级技师的技能要求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 

五级/初级工工作要求 

能独立完成喷墨印刷机基础的装配作业准备、零部件装配及检查等方面的常规工作。具体工作要求

见表1。 

表1 五级/初级工工作要求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装配

准备 

图纸、工艺

及工具准

备 

——能核对部件组装的图纸、工艺文件及明细

表 

——能准备部件组装的作业指导书、工艺过程

卡及附图 

——能准备部件组装的工具、工装 

——部件组装的图纸、工艺文件及明细表的表述方式及

核对方法 

——部件组装的作业指导书、工艺过程卡及附图的表述

方式及要求 

——部件组装的工具、工装的使用要求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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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件设备 

——能准备部件组装的零件、标准件、外购件 

——能对部件组装使用的工装、工具进行点检

和维护保养 

——能清理加工零件类表面毛刺、倒角等缺陷 

——能润滑轴套及轴承内外圈 

——能检查铸造类零件表面砂眼等缺陷 

——部件组装的零件、标准件、外购件的明细表使用规

范要求及方法 

——部件组装使用的工装、工具的分类、作用及点检维

护保养方法 

——零件表面毛刺、倒角等缺陷清理要求及清理工具的

使用方法 

——轴套、轴承的润滑要求及润滑油、润滑脂分类和使

用方法 

——铸造类零件表面砂眼缺陷分类及检查方法 

部件

装配 

供料部分

装配 

——能安装气涨轴组件中轴端的压盖、齿轮/轴

承 

——能安装进纸导向板组件 

——能固定集尘箱 

——能联接集尘排废管 

——能安装开卷装置的气管、气管接头 

——能安装开卷装置的危险及警告标志 

——气涨轴组件中轴端的压盖、齿轮/轴承的安装要求及

方法 

——进纸导向板组件的安装要求及方法 

——集尘箱的位置固定要求及方法 

——集尘排废管的联接要求及方法 

——开卷装置的气管、气管接头的安装要求及方法 

——开卷装置的危险及警告标志的安装要求及方法 

 
主机部分

装配 

——能安装印刷平台除尘网及散热扇 

——能联接烘干系统进、出风管 

——能联接进、出纸踏板组件 

——能安装喷墨印刷主机的气管、气管接头 

——印刷平台除尘网及散热扇的固定要求及方法 

——烘干系统进、出风管的锁紧要求及联接方法 

——进、出纸踏板组件的联接要求及方法 

——喷墨印刷主机的气管、气管接头的安装要求及方法 

 
收料部分

装配 

——能安装复卷气涨轴组件中轴端压盖、齿轮/

轴承 

——能安装复卷装置出纸导向板组件 

——能安装复卷装置的气管、气管接头 

——能安装复卷装置危险及警告标志 

——复卷气涨轴组件中轴端压盖、齿轮/轴承的安装要求

及方法 

——复卷装置出纸导向板组件的安装要求及方法 

——复卷装置的气管、气管的安装要求及方法 

——复卷装置危险及警告标志的安装要求及方法 

整机

装配 
机组连接 

——能安装气管、气管接头 

——能联接机组之间的踏板、盖板 

——能安装设备穿纸示意图标牌 

——气管、气管接头的安装要求及方法 

——机组之间的踏板、盖板的间隙、位置要求及联接方

法 

——穿纸示意标图标牌的位置、安装要求及方法 

 辅机连接 

——能安装服务器机柜散热扇 

——能安装进、出风管 

——能安装走线槽 

——服务器机柜散热扇安装要求及方法 

——进、出风管的安装要求及方法 

——走线槽的安装要求及方法 

调试

检验 
整机调试 

——能调整设备的踏板、盖板 

——能调整辅助设备(系统)位置 

——能调整整机外部气路压力 

——能对印刷设备进行上电操作 

——能使用印刷平台软件控制走纸 

——设备的踏板、盖板的调整要求及方法 

——辅助设备(系统)位置调整要求及方法 

——整机外部气路压力的调整要求及方法 

——印刷设备上电操作流程要求及注意事项 

——印刷平台软件控制走纸流程及操控要求 

 整机检验 

——能检查整机外部紧固件安装质量 

——能检查整机外部气路 

——能检查整机危险及警告标志 

——能检查穿纸示意图标牌 

——整机外部紧固件的安装要求、标识及检查方法 

——整机外部气路的安装要求及检查方法 

——整机危险及警告标志的位置、安装要求及检查方法 

——穿纸示意图标牌的位置、安装要求及检查方法 

 

四级/中级工工作要求 

能熟练运用基本技能独立完成喷墨印刷机装配作业准备、部件装配、整机装配及调试、检验等方面

的常规工作，并能在高级别人员的指导下，完成技术较为复杂的工作，能够与他人合作。具体工作要求

见表2。 

表2 四级/中级工工作要求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装配

准备 

图纸、工艺

及工具准

备 

——能核对机组组装的图纸、工艺文件及明细

表 

——机组组装的图纸、工艺文件及明细表的表述方式及

核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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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准备机组组装的作业指导书、工艺过程

卡及附图 

——能准备机组组装的工具、工装 

——机组组装的作业指导书、工艺过程卡及附图的表述

方式及要求 

——机组组装的工具、工装的使用要求及方法 

 工件设备 

——能准备机组组装的零件、标准件、外购件 

——能对机组组装使用的工装、工具进行点检

和维护保养 

——能对机械加工零件进行清根处理 

——能对底盘相接处进行防锈处理 

——能检查7级及以下精度加工类零件的尺寸

及精度 

——机组组装的零件、标准件、外购件的明细表使用规

范要求及方法 

——机组组装使用的工装、工具的分类、作用及点检维

护保养方法 

——机械加工零件清根处理要求及方法 

——底盘相接处防锈处理要求及方法 

——加工类零件分类、质量要求及检查方法 

部件

装配 

供料部分

装配 

——能安装开卷装置气涨轴组件 

——能安装纸臂升降动力组件 

——能组装开卷装置纸臂升降摆臂组件 

——能安装除尘组件（含除尘盒、毛刷、静电消

除器） 

——能组装传纸辊组件、浮动辊组件 

——能安装开卷装置护罩 

——开卷气涨轴组件的安装要求及方法 

——纸臂升降动力组件的安装要求及方法 

——开卷装置纸臂升降摆臂组件的组装要求及方法 

——除尘组件（含除尘盒、毛刷、静电消除器）的安装要

求及方法 

——开卷传纸辊组件、浮动辊组件的组装要求及方法 

——开卷装置护罩位置、间隙调整要求及安装方法 

 
主机部分

装配 

——能组装模组框架组件 

——能安装喷墨印刷主机动力组件（伺服电机、

减速机、联轴器等） 

——能组装传纸辊、压纸辊、驱动辊、计量辊组

件 

——能组装翻转装置 

——能在喷墨印刷主机上安装纠偏装置 

——能组装喷印模组装置 

——能安装模组驱动（平移、升降）电机组件及

限位装置 

——能组装刮墨刀盒组件 

——能组装供墨系统泵、阀组件 

——能组装进、出纸踏板组件 

——能安装喷墨印刷主机护罩 

——模组框架组件的平行度、垂直度组装要求及方法 

——喷墨印刷主机动力组件（伺服电机、减速机、联轴器

等）的同轴度要求及安装方法 

——传纸辊、压纸辊、驱动辊、计量辊组件的轴承配合要

求及安装方法 

——翻转装置的平行度、垂直度组装要求、方法及安全

注意事项 

——纠偏装置在喷墨印刷主机上的位置要求及安装方法 

——喷印模组装置拼接平面度组装要求及方法 

——模组驱动（平移、升降）电机组件同轴度及限位装置

的量程安装要求及方法 

——刮墨刀盒组件的密封要求及安装方法 

——供墨系统泵、阀组件的密封安装要求、方法及安全

注意事项 

——进、出纸踏板组件垂直度、平行度的组装要求及方

法 

——喷墨印刷主机护罩位置、间隙调整要求及安装方法 

 
收料部分

装配 

——能安装复卷装置气涨轴组件 

——能组装复卷装置纸臂升降摆臂组件 

——能组装复卷装置传纸辊组件、浮动辊组件 

——能安装复卷装置护罩 

——复卷装置气涨轴组件的安装要求及方法 

——复卷装置纸臂升降摆臂组件的组装要求及方法 

——复卷装置传纸辊组件、浮动辊组件的组装要求及方

法 

——复卷装置护罩位置、间隙调整要求及安装方法 

整机

装配 
机组连接 

——能联接开卷装置和喷墨印刷主机 

——能联接复卷装置和喷墨印刷主机 

——能联接不同配置的喷墨印刷单元 

——能安装设备铭牌及公司LOGO标识 

——开卷装置和喷墨印刷主机的联接要求及方法 

——复卷装置和喷墨印刷主机的联接要求及方法 

——喷墨印刷单元功能配置要求及联接方法 

——铭牌及公司LOGO标识的位置、安装要求及方法 

 辅机连接 

——能联接喷墨印刷机和控制系统 

——能联接喷墨印刷机和排风装置 

——能联接喷墨印刷机和裁切线 

——喷墨印刷机和控制系统的联接要求及方法 

——喷墨印刷机和排风装置的联接要求及方法 

——喷墨印刷机和裁切线的联接要求及方法 

调试

检验 
整机调试 

——能调整各系统单元的水平度 

——能调试整机内部气路 

——能对整机走纸进行调试 

——能调试喷头与喷头之间的拼接精度 

——能调整喷头与纸面之间的距离 

——能调试喷头与走纸之间的平行度 

——能调试喷头保护罩（CAP）与喷印模组底板

密封性 

——能调试整机保护罩 

——各系统单元的水平度要求及调整方法 

——整机内部气路的使用要求及调试方法 

——整机走纸线路要求及调整方法 

——喷头与喷头之间的拼接精度的要求及调试方法 

——喷头与纸面之间的距离要求及调整方法 

——喷头与走纸之间的平行度的要求及调试方法 

——喷头保护罩（CAP）与喷印模组底板密封性要求及调

试方法 

——整机保护罩的位置要求及调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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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通过软件进行打印测试 ——打印测试软件的要求及操作方法 

 整机检验 

——能检查各系统单元的水平度 

——能检查整机内部紧固件安装质量 

——能检查整机内部气路密封性 

——能检查喷头与喷头之间的拼接精度 

——能检查喷头与走纸之间的平行度 

——能检测喷头保护罩（CAP）与喷印模组底板

密封性 

——能检查整机外观质量 

——各系统单元的水平度要求及检查方法 

——整机内部紧固件的安装要求、标识及检查方法 

——整机内部气路的密封要求及检查方法 

——喷头与喷头之间的拼接精度要求及检查方法 

——喷头与走纸之间的平行度要求及检查方法 

——喷头保护罩（CAP）与喷印模组底板密封性检测要求

及方法 

——整机外观的质量要求及检查方法 

三级/高级工工作要求 

能熟练运用基本技能和专门技能独立完成喷墨印刷机的装配作业准备、部件装配、整机装配及调试、

检验等方面较为复杂的工作；能独立处理较为特殊的问题。具体工作要求见表 3。 

表3 三级/高级工工作要求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装配

准备 

图纸、工艺

及工具准

备 

——能核对整机组装的图纸、工艺文件及明细

表 

——能准备整机组装的作业指导书、工艺过程

卡及附图 

——能准备整机组装的工具、工装 

——整机组装的图纸、工艺文件及明细表的表述方式及

核对方法 

——整机组装的作业指导书、工艺过程卡及附图的表述

方式及要求 

——整机组装的工具、工装的使用要求及方法 

 工件设备 

——能准备整机组装的零件、标准件、外购件 

——能对整机组装使用的工装、工具进行点检

和维护保养 

——能检查有预紧力要求的减速器、滚珠丝杠

等零部件 

——能检查底盘、墙板、平台框架、架梁等关主

件质量 

——整机组装的零件、标准件、外购件的明细表使用规

范要求及方法 

——整机组装使用的工装、工具的分类、作用及点检维

护保养方法 

——有预紧力要求的减速器、滚珠丝杠等零部件检查要

求及方法 

——底盘、墙板、平台框架、架梁等关主件质量要求及检

查方法 

部件

装配 

供料部分

装配 

——能组装开卷装置的机架（包括拼接底盘、地

脚和墙板） 

——能安装气涨轴锁紧及压力检测装置 

——能在开卷装置上安装摆臂组件 

——能安装开卷控制的磁粉制动器或电机传动

装置 

——能在开卷装置上安装传纸辊、浮动辊组件 

——能安装开卷张力辊及张力检测装置 

——开卷装置机架（包括拼接底盘、地脚和墙板）的组装

水平度、同轴度、垂直度、墙板内跨平行度要求及方法 

——气涨轴锁紧及压力检测装置的安装要求及方法 

——摆臂组件在开卷装置上的同轴度安装要求及方法 

——磁粉制动器或电机传动装置的安装要求及方法 

——传纸辊、浮动辊组件在开卷装置上的平行度安装要

求及方法 

——开卷张力辊及张力检测装置的安装要求及方法 

 
主机部分

装配 

——能组装喷墨印刷主机机架（正面机组和反

面机组） 

——能组装架梁组件 

——能在主机墙板上安装平台框架、架梁组件 

——能在喷墨印刷主机上安装张力检测系统 

——能在喷墨印刷主机上安装传纸辊、压纸辊、

计量辊组件 

——能在喷墨印刷主机上安装翻转装置 

——能在喷墨印刷主机上安装驱动辊组件 

——能在喷墨印刷主机上安装喷印模组 

——能在喷墨印刷主机上安装刮墨刀盒组件 

——能在喷墨印刷主机上安装供墨系统 

——能在喷墨印刷主机上安装烘干系统 

——喷墨印刷主机机架的拼接底盘和墙板组件（正面机

组和反面机组）的水平度、同轴度、垂直度、墙板内跨平

行度组装要求及方法 

——架梁与导轨之间的平行度组装要求及方法 

——平台框架、架梁组件在主机墙板上的水平度、同轴

度、垂直度安装要求及方法 

——张力检测系统在喷墨印刷主机上的位置、平行度要

求、安装方法及安全注意事项 

——传纸辊、压纸辊、计量辊组件在喷墨印刷主机上的

平行度、水平度要求及安装方法 

——翻转装置在喷墨印刷主机上的位置、平行度、水平

度要求及安装方法 

——驱动辊组件在喷墨印刷主机上的位置水平度、同轴

度要求及安装方法 

——喷印模组的位置、间隙、平行度、稳定性要求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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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墨刀盒组件在喷墨印刷主机上的位置、间隙、平

行度要求、安装方法及安全注意事项 

——供墨系统在喷墨印刷主机上的位置、走线、密封要

求及安装方法 

——烘干系统在喷墨印刷主机上的位置及进、出风管方

向、联接要求及方法 

 
收料部分

装配 

——能组装复卷装置的机架（包括拼接底盘、地

脚和墙板） 

——能在复卷装置上安装复卷电机及传动装置

（包括编码器） 

——能在复卷装置上安装传纸辊组件、浮动辊

组件 

——能在复卷装置上安装复卷摆臂组件 

——能安装气涨轴锁紧及压力检测装置 

——复卷装置机架（包括拼接底盘、地脚和墙板）的组装

水平度、同轴度、垂直度墙板内跨平行度要求及方法 

——复卷装置上安装电机及传动装置的同轴度、间隙、

平行度要求及安装方法 

——传纸辊组件、浮动辊组件在复卷装置上的平行度安

装要求及方法 

——复卷装置上安装摆臂组件的同心度安装要求及方法 

——气涨轴锁紧及压力检测装置的安装要求及方法 

整机

装配 
机组连接 

——能安装开卷装置与喷墨印刷主机的定位装

置（定位销） 

——能安装复卷装置与喷墨印刷主机的定位装

置（定位销） 

——开卷装置与喷墨印刷主机的定位装置的安装要求及

方法 

——复卷装置与喷墨印刷主机的定位装置的安装要求及

方法 

 辅机连接 

——能优化喷墨印刷机和排风装置的联接工艺

方案 

——能简化喷墨印刷机和裁切线的联接工艺方

案 

——喷墨印刷机和排风装置的联接工艺方案、要求及方

法 

——喷墨印刷机和裁切线的联接工艺方案、要求及方法 

调试

检验 
整机调试 

——能调整各系统单元传纸辊、驱动辊、压纸

辊、计量辊之间平行度 

——能调试喷印模组和刮刀的距离 

——能调试喷印模组升降、平移精度 

——能调整整机走纸精度 

——能调试各系统单元位置精度 

——能按喷墨印刷试车大纲要求进行整机调试 

——传纸辊、驱动辊、压纸辊、计量辊之间的平行度要求

及调整方法 

——喷印模组和刮刀的距离要求及调试方法 

——喷印模组升降、平移精度要求及调试方法 

——整机走纸精度要求及调整方法 

——各系统单元位置精度要求及调试方法 

——喷墨印刷试车大纲要求及测试方法 

 整机检验 

——能检查各系统单元传纸辊、驱动辊、压纸

辊、计量辊之间平行度及径向跳动 

——能检查喷印（正面喷印和反面喷印）的套印

精度 

——能检测整机走纸精度 

——能检查各系统单元之间的位置精度 

——能进行整机的安全防护检查 

——能进行整机的噪声测量 

——传纸辊、驱动辊、压纸辊、计量辊之间的平行度、径

向跳动要求及调整方法 

——喷印（正面喷印和反面喷印）套印精度要求及检查

方法 

——整机走纸精度要求及检测方法 

——各系统单元之间的位置精度要求及检查方法 

——整机外观、固定式防护装置牢固性、活动式防护装

置的连锁状态的要求及检查方法 

——整机噪声的要求及检查方法 

二级/技师工作要求 

能熟练运用基本技能和专门技能独立完成喷墨印刷机的装配作业准备、部件装配、整机装配及调试、

检验等方面的非常规工作；掌握本职业的关键技术技能，能独立处理和解决技术或工艺难题；在技术技

改方面有创新；能够指导和培训初、中、高级工；具有一定的技术管理能力。具体工作要求见表 4。 

表4 二级/技师工作要求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装配

准备 

图纸、工艺

及工具准

备 

——能准备整机技术条件、试车大纲、验收标

准 

——能核对作业指导书 

——能准备专用的测试仪器仪表 

——整机技术条件、试车大纲、验收标准的内容规定要求

及准备方法 

——作业指导书的内容规定要求及核对方法 

——专用的测试仪器仪表的功能、精度要求及使用方法 

 工件设备 
——能检查滚筒类零件的静平衡精度 

——能选配6级及以上精度要求的零件 

——滚筒类零件的静平衡精度要求及检查方法 

——高精度零件的选配要求及方法 

——高精度零件的形位公差检查要求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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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检查6级及以上精度要求的零件的形位

公差 

——能检查减速器等特殊外购件的精度 

——减速器等特殊外购件的精度检查要求及方法 

调试

检验 
整机调试 

——能校对测试样张 

——能进行色彩管理 

——能对喷墨印刷机各系统单元的安装工艺

提出改进建议 

——能提出喷墨印刷机整机安装的环境要求 

——样张测试要求及校正方法 

——色彩管理原理及复制曲线的调整方法 

——喷墨印刷机各系统单元安装工艺要求及改进方法 

——喷墨印刷机整机安装环境要求的分类和参数 

 整机检验 

——能检查走纸精度的稳定性 

——能检查印刷精度的稳定性 

——能进行喷墨印刷机整机设备验收 

——走纸精度的稳定性要求及检查方法 

——印刷精度的稳定性要求及检查方法 

——喷墨印刷机整机验收标准及验收方法 

培训

管理 
培训 

——能提出设备培训方案 

——能指导高级工及以下人员进行实际操作 

——设备培训方案的要求 

——高级工及以下人员进行实际操作的指导方法 

 管理 

——能组织设备现场装配及管理工作 

——能编写设备质量管理方案 

——能优化设备质量管理 

——设备现场装配工作要求及管理组织方法 

——设备产品工艺、设备性能要求及管理方案编写要求 

——设备质量管理具体要求及优化方法 

一级/高级技师工作要求 

能独立完成本职业的各个领域的复杂、非常规性的工作；熟练掌握本职业的关键技术技能，能够独

立处理和解决高难度的技术问题或工艺难题，在技术攻关和工艺革新方面有创新；能够组织开展技术改

造、技术革新活动；能组织开展系统的专业技术培训；具有技术管理能力。具体工作要求见表 5。 

表5 一级/高级技师工作要求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装配

准备 

图纸、工艺

及工具准

备 

——能核对整机安装流程总图 

——能核对工艺过程卡及附图 

——能校准专用的测试仪器仪表 

——整机安装流程的原理、工艺方案及要求 

——工艺过程卡及附图的原理、要求 

——专用的测试仪器仪表的校准方法 

 工件设备 

——能检查滚筒类零件的动平衡精度 

——能检测5级及以上高精度轴承、预应力轴

承 

——滚筒类零件的动平衡精度要求及检查方法 

——高精度轴承、预应力轴承的检测要求及方法 

调试

检验 
整机调试 

——能改进喷墨印刷机整机调试方案 

——能评估喷墨印刷机整机性能 

——能编写喷墨印刷机整机测试大纲 

——喷墨印刷机整机调试要求、技术难点及调试方案改进

方法 

——喷墨印刷机整机性能的评估方法（根据测试数据，分

析） 

——喷墨印刷机整机测试要求及测试大纲的编写方法 

 整机检验 

——能检查色彩复制曲线的偏差 

——能编写喷墨印刷机整机验收报告 

——能对喷墨印刷机整机验收大纲提出建议 

——色彩复制曲线的偏差要求及检查方法 

——喷墨印刷机整机验收要求及验收报告的编写方法 

——喷墨印刷机整机验收要求及验收大纲的编写方法 

培训

管理 
培训 

——能编写设备培训讲义 

——能指导技师及以下人员进行实际操作 

——设备培训讲义的编写要求 

——技师及以下人员进行实际操作的指导方法 

 管理 
——能提出设备标准修改建议 

——能提出设备装配工艺流程方案 

——设备核心技术要求及产品标准要求 

——设备装配工艺流程规范要求 

9 晋级考试权重表 

理论知识权重表 

各个等级要求中基本知识和各等级职业功能对应的相关知识要求在培训和评价中所占的权重，具

体内容见表6。 

表6 理论知识权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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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初级工（%） 中级工 （%） 高级工（%） 技师（%） 高级技师（%） 

基本

要求 

职业道德 5 5 5 5 5 

基础知识 30 15 10 5 5 

相关

知识

要求 

装配准备 15 15 10 10 10 

部件装配 20 25 25 — — 

整机装配 20 20 25 — — 

调试检验 10 20 25 45 40 

培训管理 — — — 35 4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注1：比重表中“—”为该处不配分 

操作技能考核要求权重表 

各个等级要求中职业功能对应的技能要求在培训和评价中的权重，具体内容见表 7。 

表7 操作技能考核要求权重表 

项目 初级工（%） 中级工 （%） 高级工（%） 技师（%） 高级技师（%） 

技能

要求 

装配准备 20 20 10 10 10 

部件装配 30 30 25 — — 

整机装配 30 25 35 — — 

调试检验 20 25 30 50 45 

培训管理 — — — 40 4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注1：比重表中“—”为该处不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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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职业道德基本要求 

A.1 职业守则要求 

A.1.1 忠于职守，爱岗敬业。 

A.1.2 讲究质量，注重信誉。 

A.1.3 积极进取，团结合作。 

A.1.4 遵纪守法，讲究公德。 

A.1.5 着装整洁，文明生产。 

A.1.6 爱护设备，安全操作。 

A.2 职业素质要求 

A.2.1 能条理清晰、结构合理地描述完成任务后的结果。 

A.2.2 能满足任务要求，实现功能指标。 

A.2.3 职业行动、行动过程、工作过程和工作任务始终能以顾客为导向。 

A.2.4 职业工作受到经济成本的影响，能考虑各种成本因素，估算经济性。 

A.2.5 能以企业生产流程为导向，考虑跨越每个人的工作领域的部门间的合作。 

A.2.6 能考虑劳动安全、事故防范以及解决方案对社会环境造成的影响和社会接受度。 

A.2.7 能考虑到环保性对所有工作过程和生产流程的要求。 

A.2.8 能在任务解决过程中体现出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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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职业技能等级申报条件 

B.1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 经本职业五级/初级工技能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 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1年（含）以上。 

—— 本职业学徒期满。 

B.2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 取得本职业五级/初级工技能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年（含）以上，经本

职业四级/中级工技能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 取得本职业五级/初级工技能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 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5年（含）以上。 

—— 取得技工学校毕业证书；或取得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核认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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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 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技能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经本

职业三级/高级工技能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 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技能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5年（含）以上。 

—— 取得四级/中级工技能职业资格证书，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或取得四

级/中级工技能职业资格证书，并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核认定、以高级技能为培

养目标、具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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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技能职业资格证

书，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2 年（含）以上。 

—— 从事本职业 8年（含）工作及以上。 

B.4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 取得本职业三级/高级工技能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年（含）以上，经本

职业二级/技师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 取得本职业三级/高级工技能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 取得本职业三级/高级工技能职业资格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

业生，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年（含）以上；取得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连续从事

本职业工作 2年（含）以上。 

—— 从事本职业工作 12年（含）以上。 

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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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年（含）以上，经本职业一

级/高级技师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 取得本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 从事本职业工作 18年（含）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