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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名称及适用对像 

1.专业名称 

理化测试与质检技术专业（检验方向）（专业代码：460120）。 

2．适用对象 

高职高专全日制毕业年级学生。 

二、考核内容 

根据我校理化测试与质检技术专业（检验方向）的人才培养

方案和学生学情现状，设置以企业标准为参照，以职业标准为依

据，以学生综合职业能力考试为主要内容，以基于工作过程为导

向，以真实工程项目为载体，制定具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特色的

专业技能考核标准。此考核标准考察学生专业技能、细节意识、

高标准意识、环保意识、成本控制、安全规范等职业素养。同时

促进专业的内涵发展，引导专业基本教学条件建设，优化专业课

程体系，重构教学过程的行动体系，培养学生动手能力，提高专

业教学质量，从而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培养理化测试与质检

技术专业（检验方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通过结合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湖南特种设备协会等行业

组织对特种设备检验员的考核要求及分析理化测试与质检（检验

方向）技术岗位群分布特点，与校内外专家、企业一线技术人员

共同座谈、探讨，对理化测试与质检技术专业（检验方向）岗位

技能需求进行归纳整合后组成专业技能抽查的三个主要模块：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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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类特种设备检验技能模块（核心模块）、无损检测技能模块和

理化测试技能模块。承压类特种设备检验技能模块含压力容器检

验、压力管道检验、气瓶检验 3 个项目，无损检测技能模块含渗

透检测、磁粉检测、超声检测、射线评片等 4 个项目，理化检测

模块含金相组织检验和力学性能测试 2 个项目，如下图 1 所示。 

 
图1 理化测试与质检技术专业（检验方向）技能抽查模块 

 

模块一：承压类特种设备检验技能模块（核心模块） 

项目1：压力容器检验 

压力容器检验旨在确保压力容器的设计、制造、安装和使用

符合国家的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以预防事故的发生，保障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检验内容通常包括对压力容器的材料、结构、焊

接质量、无损检测、耐压性能、安全附件以及外观状况的评估。

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检验，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容器的缺陷和安

全隐患，确保压力容器的安全可靠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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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技能要求  

具备压力容器相关的物理、化学、材料力学和金属材料相关

知识，能够按照TSG R7001《压力容器定期检验规则》等国家标

准和技术规范完成检验工作；具备进行目视检测、无损检测（如

射线、超声、磁粉、渗透等）、壁厚测量、硬度测试、金相分析

等技能，并能熟练操作相关设备；能够准确识别和评定压力容器

的缺陷，如裂纹、腐蚀、变形等，并根据缺陷的严重程度提出相

应的处理措施；能够编写详细的检验报告，包括检验过程、发现

的问题、缺陷处理建议以及检验结论。 

②素养要求 

具备良好的工作态度，遵守考场纪律。 

具备的专业精神、责任感、细致观察力和持续学习意愿，严

格遵守职业道德和安全规范，对待检验工作认真细致，能按要求

进行工具的放置和归位、工作台面保持清洁、及时清扫废料杂物

等，遵守操作规程，安全文明操作。 

项目2：压力管道检验 

①技能要求  

以TSG D0001-2009《压力管道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等压力

管道国家标准为参考，熟练掌握多种专业检验检测工具的操作，

如管道内窥镜、超声波测厚仪等，能够精准检测管道的壁厚、内

部状况以及可能存在的缺陷。具备识图能力，能准确解读压力管

道的设计图纸和施工方案，理解其布局、连接方式和技术要求。

能够准确记录检验数据，撰写详细规范的检验报告，能根据检验

结果对压力管道的安全风险进行科学评估，并提出合理的整改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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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素养要求 

具备良好的工作态度，遵守考场纪律。 

具备的专业精神、责任感、细致观察力和持续学习意愿，严

格遵守职业道德和安全规范，对待检验工作认真细致，能按要求

进行工具的放置和归位、工作台面保持清洁、及时清扫废料杂物

等，遵守操作规程，安全文明操作。 

项目3：气瓶检验 

①技能要求  

以 TSG R0006—2014《气瓶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等气瓶检验

标准为参考，能够使用专业设备进行气瓶壁厚测量、外观检查、

无损检测（如超声波检测、磁粉检测或射线检测）以及气密性测

试。能够识别气瓶的损伤、腐蚀、变形等缺陷，并根据缺陷的严

重程度进行准确评估和分类。具备记录和报告编写能力，能够详

细记录检验过程和结果，并编制符合规范的检验报告。 

②素养要求 

具备良好的工作态度，遵守考场纪律。 

具备的专业精神、责任感、细致观察力和持续学习意愿，严

格遵守职业道德和安全规范，对待检验工作认真细致，能按要求

进行工具的放置和归位、工作台面保持清洁、及时清扫废料杂物

等，遵守操作规程，安全文明操作。 

 

模块二：无损检测技能模块 

项目1：超声检测 

超声检测是利用超声波进入物体遇到缺陷时，一部分声波会

产生反射，接收器可对反射波进行分析，根据反射波信息能精确

地测出材料中的缺陷，并且能显示内部缺陷的位置和大小。 

超声检测项目要求学生能利用超声检测设备，如超声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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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纵波直探头、钢尺、试块等，对给出的试件实施超声波探伤，

确定试件内部缺陷个数和位置，并按要求正确记录探伤结果。 

①技能要求 

以 NB/T47013.2-2015 标准为参考，能正确选择探头频率、

直径，能准确调节扫描比例，能正确选择对比试块，能调试灵敏

度符合标准要求，能对给出的试件（锻件、平板对接焊缝）实施

超声波探伤，能确定试件内部缺陷个数、位置，能在记录表中规

范、完整的完成示意图，并按要求正确记录探伤结果。 

②素养要求  

符合企业基本的质量常识和管理要求。操作时穿戴劳动防护

用品，计算严谨，能进行工具器件的选择和有效性确认,器件工

具搬运、摆放等符合产品防护要求。具有不怕脏不怕累、精益求

精、严谨的工匠精神。 

项目2：射线评片 

射线探伤是利用 X 射线或γ射线穿透被检试件，以胶片作

为记录信息的检测方法，适用于碳素钢、低合金钢、铝及铝合金

钢、钛及钛合金钢材料的检测。 

射线评片项目要求学生能正确利用观片设备，如观片灯、评

片尺、放大镜等，对给出的射线检测底片进行评定，并正确记录

评定结果。 

①技能要求 

以 NB/T47013.3-2015 标准为参考，通过利用观片灯观察，

能识别焊接接头的焊接方法、焊接位置、可识别最小丝编号；能

对缺陷进行定性、定量和评级；能判别评定区内是否有无伪缺陷；

能在记录表中规范、完整的完成示意图，并按要求正确记录探伤

结果。 

②素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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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操作规程，文明操作，具备严谨、细致、认真的工作态

度。能按要求进行工具的放置和归位、工作台面保持清洁。具有

良好的用电安全意识；爱护仪器设备和用具，如不能对底片造成

损伤或污染。 

项目3：磁粉检测 

磁粉检测用于检测铁磁性材料的表面或近表面的缺陷，由于

不连续的磁痕堆集于被检测表面上，所以能直观地显示出不连续

的形状、位置和尺寸，并可大致确定其性质。 

磁粉检测要求学生正确利用磁粉探伤设备，如磁粉探伤机、

磁悬液、钢尺、试片等，对给出的试件平板对接焊缝进行表面磁

粉探伤，确实试件表面是否存在缺陷，以及缺陷的位置和数量，

并正确记录探伤结果。 

①技能要求 

以 NB/T47013.3-2015 为参考，能根据工件形状、大小等选

择适合的探伤方法，能检查和连接仪器、检查提升力，能清理试

件表面，能进行灵敏度测试，能正确进行磁化，能磁痕分析，能

记录缺陷，能记录缺陷，能缺陷位置示意图、缺陷评级和填写检

测报告。 

②素养要求 

符合企业基本的 6S（整理、整顿、清扫、清洁、修养、安

全）管理要求。能按任务要求进行仪表、电器、设备的启动、运

行和归位，保持工作台面清洁、整齐，能进行事前工具、设备检

查，具有安全用电和安全操作意识。 

项目4：渗透检测 

渗透检测主要用于检查金属（钢、铝合金、镁合金、铜合金、

耐热合金等）和非金属（塑料、陶瓷等）工件的表面开口缺陷，

例如表面裂纹等。其基本原理是利用液体的毛细管作用，将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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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渗入固体材料表面开口缺陷处，再通过显像剂将渗入的渗透液

析出到表面显示缺陷的存在。 

渗透检测项目要求学生能正确利用渗透检测设备，如清洗

剂、渗透剂、显像剂、钢尺、试块等，对给出的试件（平板对接

焊缝）进行渗透探伤，确实试件表面是否存在缺陷，以及缺陷的

位置和数量，并正确记录探伤结果。 

①技能要求  

以 NB/T47013.5-2015 标准为参考，能选择正确选择探伤剂，

能合理选择渗透时间、能进行灵敏度测试；能根据不同种类的渗

透检测剂选择正确的操作程序；能选用清洗剂按正确方法进行清

洗，能正确使用显像剂，正确喷洒操作；能对显示图像进行观察、

分析，发现缺陷显示有疑问时，能进行复验；能准确对缺陷进行

定位、定量；能对缺陷进行评级；能规范、完整完成示意图，并

按要求正确记录探伤结果。 

②素养要求 

具备良好的工作态度，遵守考场纪律。操作时必须穿戴劳动

防护用品。符合企业基本的 6S(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

安全)管理要求,及时清扫废料杂物等,保持工作台面清洁，工具摆

放规范整齐。良好的职业操守，做到安全文明操作，具有良好的

防火意识和环保意识。 

模块三：理化检测技能模块 

项目 1：金相组织检验 

金相检验是将金属试样通过在几种不同型号的砂纸上打磨、

抛光、浸蚀、然后在金相显微镜上观察试样的金相组织。金属材

料的显微组织直接影响到机械零件的性能和使用寿命，金相检验

是控制机械零件内在质量的重要手段。 

金相检验项目要求学生能够掌握金相制备和金相观察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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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操作基本流程，能制备出清晰准确的金属金相并能正确地

操作金相显微镜观察金相试样，使试样金相组织成像清晰，得到

清晰的视野，并能识别组织，判断钢种，正确记录检验结果。 

①技能要求  

以《金属显微组织检验方法》（GB/T 13298-2015）和《钢

的显微组织评定方法》（GB/T 13299-1991）为标准，要求学生

能够明确金相制备和金相观察两个部分的基本流程。金相制备是

指将金属试样通过在几种不同型号的砂纸上打磨后，再经过抛

光、浸蚀制备出合格的金相组织。金相观察是指将制备好的金相

组织在金相显微镜上观察，使试样的金相组织能清晰成像。能做

好操作准备，能正确选择不同型号的砂纸对金属试样进行规范打

磨；能正确使用抛光机、抛光膏对金属试样进行规范抛光；能正

确使用浸蚀液、竹夹、脱脂棉或棉棒、培养皿对试样金相规范腐

蚀；能正确使用金相显微镜观察试样金相组织；能正确辨认组织，

判断金属材料类型，并记录检测结果。 

②素养要求 

具备良好的工作态度，严禁科学的实验态度，遵守考场纪律。 

能按要求进行工具的放置和归位，保持工作台面清洁，及时

清扫废料杂物等，遵守操作规程，安全文明操作。 

项目2：金属力学性能测试 

金属力学性能检测包括金属试样的布氏硬度、洛氏硬度、维

氏硬度值以及冲击韧性的测定。金属力学性能是零件或者构件设

计的依据，也是选择、评价材料和制定工艺规程的重要参量。 

金属力学性能检测项目要求学生能够掌握常用的硬度测试

和一次摆锤冲击试验两个部分的基本操作流程，能根据已知的金

属材料试样种类，合理的选择正确的硬度测量方法并完成硬度的

测量和冲击韧性的测量，正确记录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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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技能要求 

以《金属材料 布氏硬度试验 第 1 部分: 试验方法》（GB/T 

231.1-2018）、《金属材料 洛氏硬度试验 第 1 部分: 试验方法》

（GB/T 230.1-2018）、《金属材料 维氏硬度试验 第 1 部分：试

验方法》（GB/T 4340.1-2009）、《金属材料 夏比摆锤冲击试验

方法》（GB/T 229-2020）为标准，要求学生能够掌握布氏硬度、

洛氏硬度、维氏硬度值的适用范围，能根据不同的金属材料试样

种类合理的选择正确的硬度测量方法并正确规范完成硬度值的

测量操作和冲击韧性的测量操作，正确记录检验结果。 

②素养要求 

具备良好的工作态度，遵守考场纪律。 

能按要求进行工具的放置和归位，保持工作台面清洁，及时

清扫废料杂物等，遵守操作规程，安全文明操作。 

三、评价标准 

说明：分项目提出对应评价要点（含技能和素养），为制

定试题评分细则提供依据。 

（一）承压类特种设备检验技能模块（核心模块） 

1.压力容器检验 

评价内容 
配

分 
考核点 

得

分 

备

注 

职业素养（20分） 

5 

做好检测前的工作准备： 

未清点和整齐摆放设备和材料，扣 2分。 

未穿戴劳动防护用品，扣 3分。 

  

10 

1.无良好的职业操守、未做到安全文明操作，扣 2

分。 

2.无环保意识，扣 3分。 

3.工位不整洁，扣 5分。 

  

5 
任务完成后，未整齐摆放工具及凳子，扣 2分；未

整理工作台面，扣 3分。 
  

操作规范

及检验过
外观检查 10 

能准确识别压力容器的损伤变形情况，无遗漏得

10分，遗漏一处扣 2分。 
  



 

 

- 10 - 

程（70分） 
10 

全面检查腐蚀状况并正确判断腐蚀程度，得 10 分，

判断不准确一处扣 2分。 
  

10 
快速找出裂纹等明显缺陷，得 10 分，漏检一处扣

2分。 
  

材质检测 

5 
正确使用检测仪器对材质进行分析，得 5分，操作

错误一次扣 1分。 
  

5 
准确判断材质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得 5分，判断错

误扣 1分。 
  

安全附件

校验 

5 
熟练校验安全阀，动作准确可靠，得 5分，校验不

准确扣 5分。 
  

5 
正确校验压力表，精度符合要求，得 5分，校验错

误扣 5分。 
  

无损检测 

10 
合理选择无损检测方法并正确操作，得 10 分，方

法选择错误或操作不当一处扣 2分。 
  

10 
准确解读检测结果，判断缺陷性质及危害程度，得 

10分，判断一处扣 2分。 
  

检验报告

（10分） 
检验报告 10 

检验报告内容完整、准确、规范，得 10 分，有遗

漏或错误一处扣 2 分。 
  

 

2.压力管道检验 

评价内容 
配

分 
考核点 

得

分 

备

注 

职业素养（20分） 

5 

做好检测前的工作准备： 

未清点和整齐摆放设备和材料，扣 2分。 

未穿戴劳动防护用品，扣 3分。 

  

10 

1.无良好的职业操守、未做到安全文明操作，扣 2

分。 

2.无环保意识，扣 3分。 

3.工位不整洁，扣 5分。 

  

5 
任务完成后，未整齐摆放工具及凳子，扣 2分；未

整理工作台面，扣 3分。 
  

 

资料审查 5 
能判断资料的完整性和合规性，得 5分，错误判断

一处扣 1分。 
  

外观检查 

5 
全面检查管道表面有无锈蚀、损伤等，得 5分，漏

检一处扣 1分。 
  

5 
正确判断管道的涂色及标识是否符合标准，得 5

分，判断错误一处扣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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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准确判断管道的变形情况，得 5分，漏检一处扣 1

分。 
  

焊缝检测 

10 
熟练使用检测仪器对焊缝进行探伤，得 10 分，操

作错误一次扣 2分。 
  

10 
准确判断焊缝质量，得 10 分，判断错误一处扣 2

分。 
  

无损检测 

10 
正确操作测厚仪进行多点测量，得 10 分，测量位

置不准确或操作不当一次扣 2分。 
  

10 
准确解读检测结果，判断缺陷性质及危害程度，得

10分，判断一处扣 2分。 
  

壁厚测量 

5 
正确操作测厚仪进行多点测量，得 5分，测量位置

不准确或操作不当一次扣 1分。 
  

5 
能根据测量结果判断管道的剩余强度，得 5分，判

断错误一处扣 1分。 
  

检验报告

（10分） 
检验报告 10 

检验报告内容完整、准确、规范，得 10 分，有遗

漏或错误一处扣 2 分。 
  

 

3.气瓶检验 

评价内容 
配

分 
考核点 

得

分 

备

注 

职业素养（20分） 

5 

做好检测前的工作准备： 

未清点和整齐摆放设备和材料，扣 2分。 

未穿戴劳动防护用品，扣 3分。 

  

10 

1.无良好的职业操守、未做到安全文明操作，扣 2

分。 

2.无环保意识，扣 3分。 

3.工位不整洁，扣 5分。 

  

5 
任务完成后，未整齐摆放工具及凳子，扣 2分；未

整理工作台面，扣 3分。 
  

 外观检查 

10 
能准确识别瓶体的变形、凹陷、鼓包等情况，无遗

漏得 10分，每漏检一处扣 2分。 
  

5 
正确判断瓶体表面的腐蚀程度，得 5分，判断不准

确每处扣 1分。 
  

5 
检查瓶口螺纹是否有损伤、变形、裂纹等，得 5 分，

漏检一处扣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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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检查 

5 
采取合理的方法清理气瓶内部残留物，清理不彻底

或方法不当一次扣 1分。 
  

10 

熟练操作内窥镜对气瓶内部进行检查，准确发现内

部的腐蚀、裂纹、异物等问题，得 10 分，漏检一

处扣 2 分。 

  

水压试验 

10 
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水压试验，得 10 分，操作

错误一次扣 2分。 
  

5 
准确判断气瓶是否合格，得 5分，判断错误一次扣

1分。 
  

气密试验 

10 
正确进行气密试验操作，得 10 分，操作错误一次

扣 2分。 
  

10 
准确判断气瓶的气密性是否良好，得 10 分，判断

错误一次扣 2分。 
  

检验报告

（10分） 
检验报告 10 

检验报告内容完整、准确、规范，得 10 分，有遗

漏或错误一处扣 2 分。 
  

 

（二）无损检测技能模块 

1.超声检测 
锻件超声波检测评分表 

评价内容 
配

分 
考核点 

得

分 

备

注 

职业素养（20分） 

5 

做好检测前的工作准备： 

未清点和整齐摆放设备和材料，扣 2分。 

未穿戴劳动防护用品，扣 3分。 

  

10 

1.无良好的职业操守、未做到安全文明操作，扣 2

分。 

2.无环保意识，扣 3分。 

3.工位不整洁，扣 5分。 

  

5 
任务完成后，未整齐摆放工具及凳子，扣 2分；未

整理工作台面，扣 3分。 
  

操作规范

及缺陷定

位、定量 

（75分） 

探伤准备

及灵敏度

调试 

2 探头频率选择不正确扣 1分、直径不正确扣 1分   

3 仪器旋钮调节不正确，扣 3分   

3 扫描比例调节不准确，扣 3分   

3 选择对比试块不正确，扣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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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灵敏度调试不符合标准要求，扣 4分   

缺陷个数 12 
个数正确不扣分，每少或多 1个，每个扣 6分，最

多扣 12分。 
 

 

 

 

n

为

缺

陷

总

个

数 

Amax 

(￠4±dB) 
12 

±4 dB 内不扣分，每超 1 dB，每个扣 1 分，每个

最多扣 12/n分。 
 

X 

（mm） 
12 

±4mm 内不扣分，每超 1mm，每个扣 1 分，每个最

多扣 12/n分。 
 

Y 

（mm） 
12 

±4mm 内不扣分，每超 1mm，每个扣 1 分，每个最

多扣 12/n分。 
 

H 

（mm） 
12 

±4mm 内不扣分，每超 1mm，每个扣 1 分，每个最

多扣 12/n分。 
 

检测报告

（5分） 

 

探伤报告 
5 

示意图不规范扣 2 分，不完整扣 1分，图形不清楚，

扣 2分。 
  

 

平板对接焊缝超声波检测评分表 

评价内容 
配

分 
考核点 得分 

职业素养（20分） 

5 

做好检测前的工作准备： 

未清点和整齐摆放设备和材料，扣 2分。 

未穿戴劳动防护用品，扣 3分。 

 

10 

1.无良好的职业操守、未做到安全文明操作，扣 2

分。 

2.无环保意识，扣 3分。 

3.工位不整洁，扣 5分。 

 

5 
任务完成后，未整齐摆放工具及凳子，扣 2 分；

未整理工作台面，扣 3分。 
 

操作规范

及缺陷定

位、定量

（70分） 

探伤准备

及灵敏度

调试 

2 
探头频率选择不正确扣 1分，K值选择不正确，扣

1 分。 
 

2 仪器旋钮调节基本正确，扣 1分，不正确扣 2分。  

1 扫描比例调节不准确，扣 1分。  

2 对比试块选择不正确，扣 2分。  

3 灵敏度调试不符合标准要求，扣 3分。  

缺陷个数 10 
缺陷多一处或 I 区缺陷少一处扣 5 分，Ⅱ区及以

上缺陷少一处扣 10分，最多扣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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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波幅

值 dB(10

分) 

10 

单个缺陷 

0≤|△dB|≤4 不扣分 

4＜|△dB|≤7 扣 2分 

7＜|△dB|≤9 扣 3分 

|△dB|＞9     扣 4分 

所有缺陷最多扣 10分。 

 

长度 L 

（10分） 
10 

单个缺陷 

0≤|△L|≤4 不扣分 

4＜|△L|≤7 扣 2分 

7＜|△L|≤9 扣 3分 

|△L|＞9     扣 4分 

所有缺陷最多扣 10分。 

 

深度 H 

（10分） 
10 

单个缺陷 

0≤|△H|≤4 不扣分 

4＜|△H|≤7 扣 2分 

7＜|△H|≤9 扣 3分 

|△H|＞9     扣 4分 

所有缺陷最多扣 10分 

 

缺陷始点

X1 
7.5 

单个缺陷 

0≤|△X1|≤4 不扣分 

4＜|△X1|≤7 扣 1分 

7＜|△X1|≤9 扣 2分 

|△X1|＞9     扣 3分 

所有缺陷最多扣 7.5分。 

 

缺陷始点

X2 
7.5 

单个缺陷 

0≤|△X2|≤4 不扣分 

4＜|△X2|≤7 扣 1分 

7＜|△X2|≤9 扣 2分 

|△X2|＞9     扣 3分 

所有缺陷最多扣 7.5分。 

 

缺陷偏离

焊缝中心

距离 Y 

5 

单个缺陷 

0≤|△Y|≤4 不扣分 

4＜|△Y|≤7 扣 1分 

7＜|△Y|≤9 扣 2分 

|△Y|＞9     扣 3分 

所有缺陷最多扣 5分。 

 

检测报告

（10分） 

检测报告

内容 

5 
起点、终点和深度，每缺少一项扣 1分，最多扣 5

分。 
 

5 
示意图不规范扣 2 分，不完整扣 1 分，图形不清

楚，扣 2分。 
 

2.射线评片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得分 备注 

职业素养（20

分） 
5 

做好检测前的工作准备： 

清点设备和材料，并摆放整齐，2分 
  



 

 

- 15 - 

必须穿戴劳动防护用品，3分。 

10 

1．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具有良好的职业操

守、做到安全文明操作，2分。 

2．有环保意识，3分。 

3．保持工位整洁，5分。 

  

5 
任务完成后，整齐摆放工具及凳子、整理工作台面

等并符合“6S”要求。 
  

检 

测 

结 

果 

（70分） 

5 焊接方法，不正确扣 5 分   

5 焊接位置，不正确扣 5 分   

5 可识别最小丝编号，不正确扣 5分   

缺陷评定 

（35分） 

缺陷定性 

(25 分) 
  

缺陷定量 

(长度或点

数) 

（10分） 

0≤∣∆X1∣≤1；不扣分   

1<∣∆X1∣≤2；扣 0.25分   

2<∣∆X1∣≤3；扣 0.5分   

3<∣∆X1∣≤5；扣 1分   

∣∆X1∣>5；扣 1.5分 
  

缺陷 

评级 

（10分） 

不一致扣 10 /n分   

伪缺陷 

（10分） 
每多一项或少一项扣 0.5分   

检测 

报告 

（10分） 

检测报告

内容（6

分） 

每错一栏扣 1分，最多扣 6分   

检测部位

示意图标

识（4分） 

缺陷编号和缺陷大致形态每缺少一项扣 1 分，最多

扣 4分 
  

 

3.磁粉检测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 考核标准 得分 

职业素养 

（20分） 
5 

做好测量前的工作准备：清点工具

及试样，并摆放整齐。必须穿戴劳

保用品。 

1. 未清点工具及试

样，并摆放整齐，扣

2分 

2. 未穿戴劳保用品，

扣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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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正确选择仪器、试片等。 
仪器选择不正确扣 3

分、试片扣 2分。 
 

5 

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良好的

职业操守，做到安全文明生产，有

环保意识；保持工位整洁。 

没有良好的团队合作

精神，扣 1分、未良

好的职业操守，扣 1

分，未做到安全文明

生产扣 1分，没环保

意识扣 1分；保持工

位整洁扣 1分。 

 

5 

任务完成后，整齐摆放工具、试样、

试片、整理工位等并符合“6S”要

求。 

任务完成后，未整齐

摆放工具、试样、试

片、整理工位等并符

合“6S”要求。扣 1-5

分 

 

操作规

范 

（70分） 

探伤方

法的选

择 

5 
根据工件形状、大小等选择适合的

探伤方法 

符合

NB/T47013.4-2015标

准规定 

 

选定磁

粉类型 
5 

根据检测方法和工件本体颜色选择

合适的磁粉类型 
满足探伤要求  

仪器检

查 
5 

接通电源，打开开关，检查保险，

接上电缆插头，检查仪器提升力等 
仔细检查  

试件表

面检查

清理 

5 清除探伤表面锈蚀、油垢等 清理干净  

灵敏度

测试 

3 
正确使用灵敏度的试片（块）的选

用 

符合

NB/T47013.4-2015标

准要求 

 

5 
用灵敏度的试片（块）验证磁化规

范 

能显示试片上的人工

缺陷 
 

磁化方

向 
5 

根据工件加工（或焊接）工艺产生

缺陷的方向，确定磁化方向 

有利发现各个方向的

缺陷特别是危险缺陷 
 

磁化覆

盖区 
5 

根据每次磁化范围，确定磁化覆盖

区域 

保证不会出现漏检区

域 
 

磁化 5 

1～3秒间断通电磁化；至少反复磁

化两次。旋转磁场磁化时，磁轭应

连续行进 

时间适中  

施加磁

粉（磁

悬液） 

5 施加方法及其应注意事项 

符合

NB/T47013.4-2015标

准要求 

 

磁痕分

析 
4 检查磁痕、辨别真伪 

认真检查，仔细分析，

辨别真伪磁痕 
 

疑痕复

探 
1 复查磁痕、辨别真伪，肯定缺陷 能判定缺陷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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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现

场 
2 

探伤用的试件、试片、设备仪器、

磁悬液等归位，做好卫生 
整齐、整洁、不遗漏  

缺 

陷 

记 

录 

缺陷

定位 

3 

S1 

缺陷组中最左端缺陷的起点到缺陷

记录零位线的距离 

±3mm内不扣分 

±3-5mm每组扣 1/n

分 

±5-10mm每组扣 2/ n

分 

＞±10mm不得分 

 

3 

S2 

缺陷组中最右端缺陷的终点到缺陷

记录零位线的距离 

±3mm内不扣分 

±3-5mm每组扣 1/n

分 

±5-10mm每组扣 2/ n

分 

＞±10mm不得分 

 

3 

S3 

缺陷组中最大端缺陷的左端到缺陷

记录零位线的距离 

±3mm内不扣分 

±3-5mm每组扣 1/n

分 

±5-10mm每组扣 2/ n

分 

＞±10mm不得分 

 

缺陷

定量 

3 
L 

缺陷组中最大缺陷的长度 

±3mm内不扣分 

±3-5mm每组扣 1/n

分 

±5-10mm每组扣 2/ n

分 

＞±10mm不得分 

 

3 
N 

缺陷组数 

发现的缺陷组数不

对，每差一组扣 8/n 
 

检测报

告 

（10分） 

缺陷评

级 

及报告 

4 评   级 

符合

NB/T47013.4-2015标

准 

 

3 报告的填写 

报告内容不齐全、数

据不准确，每空扣 0.5

分，最多扣 5分。 

 

3 缺陷位置示意图 
示意图规范、完整、

图形清楚，扣 1-5 分 
 

考试时间 60分钟 

4.渗透检测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内容 考核标准 得分 

职业素养 

（20分） 
5 

做好测量前的工作准备：清点工具及

试样，并摆放整齐。必须穿戴劳保用

3. 未清点工具及试

样，并摆放整齐，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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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分 

4. 未穿戴劳保用品，

扣 3分。 

5 采用合理的方法，试片等。 
方法选择不正确扣 3

分、试片扣 2分。 
 

5 

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良好的职

业操守，做到安全文明生产，有环保

意识；保持工位整洁。 

没有良好的团队合作

精神，扣 1分、未良好

的职业操守，扣 1 分，

未做到安全文明生产

扣 1分，没环保意识扣

1分；保持工位整洁扣

1分。 

 

5 
任务完成后，整齐摆放工具、试样、

试片、整理工位等并符合“6S”要求。 

任务完成后，未整齐摆

放工具、试样、试片、

整理工位等并符合

“6S”要求。扣 1-5分 

 

操作

规范 

（70

分） 

探伤剂

的选择 
5 

（1）满足检测试件灵敏度要求； 

（2）质量检查： 

a、渗透剂是否变质； 

b、显像剂是否凝聚或性能下降 

c、是否在使用有效期内 

不符合

NB/T47013.5-2015标

准规定，扣 1-5分。 

 

渗透时

间的选

择 

8 渗透时间的选择是否正确 

在 10-50℃范围内一般

不应少于 10分钟，在

5-10℃范围内一般不

应少于 20分钟，超过

上述温度时，应进行检

定。不符合要求扣 1-8

分。 

 

灵敏度

测试 
8 

按正确的操作程序用镀铬试块进行试

验 

操作符合要求，裂纹显

示清楚，不符合要求扣

1-8分。 

 

操作程

序 
8 

（1）准备试件、喷罐、卫生纸，对比

试块等 

（2）根据不同种类的渗透检测剂选择

正确的操作程序 

（3）对显示图像进行观察、分析 

（4）发现缺陷显示有疑问时，进行复

验 

操作程序应符合

NB/T47013.5-2015标

准要求，发现显像迹痕

有疑问时，要进行复

验，不符合要求扣 1-8

分。 

 

清洗方

法 
6 选用清洗剂按正确方法进行清洗 

被检部位无残余渗透

剂，又不得过清洗，不

符合要求扣 1-6分。 

 

显像剂

喷洒 
10 

正确使用显像剂，喷洒操作正确，热

风干燥器使用等 

摇晃喷罐，先在非检区

试喷待均匀后以

300mm-400mm距离， 

30-40°夹角均匀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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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化检测技能模块 

1.金相组织检测 

洒，不符合要求扣 1-10

分。 

缺 

陷 

记 

录 

缺陷

定位 

5 

S1 

缺陷组中最左端缺陷的起点到缺陷记

录零位线的距离 

±3mm内不扣分 

±3-5mm每组扣 1/n 分 

±5-10mm每组扣 2/ n

分 

＞±10mm不得分 

 

5 

S2 

缺陷组中最右端缺陷的终点到缺陷记

录零位线的距离 

±3mm内不扣分 

±3-5mm每组扣 1/n 分 

±5-10mm每组扣 2/ n

分 

＞±10mm不得分 

 

5 

S3 

缺陷组中最大端缺陷的左端到缺陷记

录零位线的距离 

±3mm内不扣分 

±3-5mm每组扣 1/n 分 

±5-10mm每组扣 2/ n

分 

＞±10mm不得分 

 

缺陷

定量 

5 
L 

缺陷组中最大缺陷的长度 

±3mm内不扣分 

±3-5mm每组扣 1/n 分 

±5-10mm每组扣 2/ n

分 

＞±10mm不得分 

 

5 
N 

缺陷组数 

发现的缺陷组数不对，

每差一组扣 8/n 
 

检测

报告 

（10

分） 

缺陷评

级 

及报告 

4 评   级 

符合

NB/T47013.5-2015标

准，不符合要求扣 1-4

分 

 

3 报告的填写 

报告内容不齐全、数据

不准确，每空扣 0.5

分，最多扣 5分。 

 

3 缺陷位置示意图 
示意图规范、完整、图

形清楚，扣 1-5分 
 

考试时间 60分钟 

职业素养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得分 备注 

职业素养 5分 

做好检测前的工作准备： 

清点设备和材料，并摆放整齐，2分 

必须穿戴劳动防护用品，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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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力学性能测试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得分 备注 

职业素养 

（20分） 

5 

做好检测前的工作准备： 

清点设备和材料，并摆放整齐，2分 

必须穿戴劳动防护用品，3分。 

  

10 

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做

到安全文明操作，2分。 

有环保意识，3分。 

  

10分 

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具有良好的职业操

守、做到安全文明操作，2分。 

有环保意识，3分。 

保持工位整洁，5 分。 

  

5分 
任务完成后，整齐摆放工具及凳子、整理工作台

面等并符合“6S”要求。 
  

实验操作 

评分项目 配分 评判标准 得分 备注 

 

金相图像

质量 

 

60分 

组织正确

与组织清

晰度 

（40分） 

几乎看不清组织 0～4分 

  

可以辨别部分组织、很不清晰 5～12分 

组织可勉强辨别、不够清晰 13～20分 

组织正确、比较清晰 21～30分 

组织正确、很清晰 21～40分 

划痕 

（20分） 

低倍粗大划痕 3条以上且交叉 0～5分 

  

低倍粗大划痕 2条或高倍细划痕数

量很多（4～5个视场可见） 
6～9分 

低倍粗大划痕 1条或高倍细划痕数

量很多（2～3个视场可见） 
10～13分 

无低倍粗大划痕，高倍细划痕数量

较少（1个视场可见） 
14～17分 

无低倍粗大划痕，高倍细划痕数量

很少或没有 
18～20分 

 

样品表面

质量 

10分 

宏观划痕

及样品清

洁度程度 

（5 分） 

污迹、坑点、宏观划痕多 0～1分 

  
污迹、坑点、宏观划痕多 2～3分 

污迹、坑点、宏观划痕少或没有 4～5分 

观察面平

整度 

（4 分） 

有明显坡面 0～2分 

  坡面小基本平整 3分 

很平整 4分 

样品磨面

倒角 

（1 分） 

目测视倒角质量给分（标准倒角为

（0.5～1mm）×45°） 
0～1分   

操作规范 

 
10分 

引导学生

良好试验

习惯 

磨制操作 0～3分  

 抛光及腐蚀操作 0～4分  

显微镜操作 0～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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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持工位整洁，5分。 

5 
任务完成后，整齐摆放工具及凳子、整理工作台面等

并符合“6S”要求。 
  

操作步骤 

（70分） 

硬度测量 

（40分） 

根据试样选择合理的硬度测量方法，10分。   

布氏硬度测量 

（10分） 

1.选择合理的测量参数，10分；  

 2.获得压痕直径，10分；  

3.从布氏硬度对照表中查出硬度值，

10分； 
 

洛氏硬度测量 

（10分） 

1. 选择合理的测量参数（包含标尺、

实验力、作用时间等），15分； 
 

 2.读出洛氏硬度值，10分；  

3．测量的第一个点的硬度值不能作

为金属试样的有效硬度值，5分； 
 

维氏硬度测量 

（10分） 

1.选择合理的测量参数，10分；  

 2.获得压痕对角线长度，10分；  

3.从维氏硬度对照表中查出硬度值，

10分； 
 

一次摆锤

冲击试验 

（30分） 

1.选择合理的测量量程，5分；  

 

2.有缺口的试样位置摆放正确，10分；  

3.在摆锤冲击前，刻度盘上的指针波动至量程最大处，

10分； 
 

4.能正确的读取实验数据，5分；  

检测报告 

（10分） 

硬度测量

检测报告

内 容 （ 5

分） 

标注实验材料的种类， 1分；  

 
每一次硬度测量值（一般需测量 3 次，洛氏硬度需要

测量 4次，第一次测量结果不能作为有效值），3分； 
 

计算最终的平均硬度值， 1分；  

一次摆锤

冲击试验 

（5分） 

标注实验材料的种类，1分；  

 
标注实验材料缺口的类型，1分；  

记录实验材料的冲击吸收功，1分；  

计算出实验材料的冲击韧性值，2分；  

四、抽考方式 

（一）模块抽取 

本专业技能考核标准的 3 个模块均为必考模块。参考学生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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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按 60%：20%：20%的比例随机抽取三个考试模块。各模块考

生人数按四舍五入计算，剩余的尾数考生随机在 3 个模块中抽取

应试模块。 

（二）项目抽取 

每个考核模块均设若干考核项目。考生根据抽取的考核模

块，随机从对应模块中随机抽取考核项目。 

（三）试题抽取 

学生在相应项目题库中随机抽取 1 套试题进行测试。 

 

五、附录 

1.相关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2）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549号） 

（3）《特种设备目录》[国家质检总局公告（2014年第114

号）] 

2.相关规范与标准 

（1）TSG 21-2016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2）TSG D0001-2009 压力管道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3）TSG R0006—2014 气瓶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4）NB/T47013.1-2015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一部分：通

用要求 

（5）NB/T47013.2-2015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二部分：射

线检测 

（6）NB/T47013.3-2015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三部分：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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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检测 

（7）NB/T47013.4-2015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四部分：磁

粉检测 

（8）NB/T47013.5-2015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五部分：渗

透检测。 

（9）GB/T 13298-2015 金属显微组织检验方法 

（10）GB/T 13299-1991 钢的显微组织评定方法 

（11）GB/T 231.1-2018 金属材料 布氏硬度试验 第 1 部分: 

试验方法 

（12）GB/T 230.1-2018 金属材料 洛氏硬度试验 第 1 部分: 

试验方法 

（13）GB/T 4340.1-2009 金属材料 维氏硬度试验 第 1 部

分：试验方法 

（14）GB/T 229-2020 金属材料 夏比摆锤冲击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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