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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勘探工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征求意见稿）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石油勘探工

1.2 职业编码

6-16-02-01

1.3 职业定义

操作石油勘探设备，进行石油地球物理勘探及辅助作业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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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地震勘探工、石油勘探测量工、可控震源操作工、海洋勘探震源操作工、

石油重磁电勘探工、可控震源修理工、海洋勘探数据采集工设五个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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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缆检波器检修工、检波器制造工设四个等级，分别为五级/初级工、四级/

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

1.5 职业环境条件

室外、室内、山地、平原、高塬、沙漠、海洋及各种水域，高温、低温、高

寒、潮湿、高危、化学试剂、有毒有害气体、振动及噪声。

1.6 职业能力特征

身体健康，具有一定的理解能力、表达能力、分析能力、判断能力、形体知

觉、听觉、色觉、动作协调灵活等能力。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

本职业包含石油地震勘探工、石油勘探测量工、可控震源操作工、海洋勘探震源操作工、石油重磁电勘

探工、可控震源修理工、海洋勘探数据采集工、电缆检波器检修工、检波器制造工九个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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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培训参考学时

五级/初级工不少于 40 标准学时，四级/中级工不少于 50 标准学时，三级/

高级工不少于 60 标准学时，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不少于 120 标准学时。

1.9 职业技能鉴定要求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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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1年（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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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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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年（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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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5年（含）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11 年（含）以上。

（3）具有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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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

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年（含）以上。

（4）具有大专及以上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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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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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相关职业：石油钻井工、石油开采工，下同。

本专业：地质学、构造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地质工程、工程地质勘查、地球物理勘查技术、地球物理

测井技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下同。

相关专业：空间科学与技术、海洋地质、矿产普查与勘探、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焊接技术及自动化、

海洋工程与技术、油气地质与勘查技术、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资源勘查工程、海洋资源开发技术，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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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2）具有大专及以上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

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

关职业工作 3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2）具有大专及以上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

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

职业工作 3年（含）以上。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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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笔试等方式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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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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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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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职业特点、考核方式等因

素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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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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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高级工不少于 90min，二级/技师不少于 120min，一级/高级技师不少

于 150min；综合评审时间不少于 15min。

1.9.5 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进行。技能考核在具有相应的设备、工具和安全设

施等较为完善的场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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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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奉献，心系石油。

（2）遵章守纪，诚实守信。

（3）敬业有为，忠于岗位。

（4）严谨务实，团结协作。

（5）三老四严，创造和谐。

（6）规范操作，安全至上。

（7）质量优先，环保先行。

（8）厉行节俭，提质增效。

（9）勤奋学习，勇于创新。

(10) 精益求精，追求卓越。

2.2 基础知识

2.2.1 石油地质基础知识

（1）地球与地壳的构成。

（2）地层与构造的概念。

（3）岩石与矿物的概念及类型。

（4）地质作用的原理。

（5）油气的形成过程。

（6）油气藏的分类及要素。

（7）油气分布的基本规律。

2.2.2 电工电子基础知识

（1）电路的原理。

（2）交流电与直流电的概念及区别。

（3）磁场与电磁感应的概念及作用。

（4）导体、绝缘体的定义及区别。

（5）光纤、光电转换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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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电子元器件的分类及作用。

（7）电工常用工具与仪表的分类及使用方法。

（8）锡焊焊接常用工具的使用方法。

（9）焊料及助焊剂的作用及使用方法。

（10）电子线路的焊接方法。

2.2.3 计量基础知识

（1）计量的定义。

（2）计量器具的知识。

（3）量值传递和量值溯源的知识。

（4）计量标准的知识。

（5）计量检定、校准和检测的知识。

（6）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2.2.4 计算机基础知识

（1）计算机软件的应用。

（2）办公软件的应用。

（3）多媒体技术的原理。

（4）计算机网络的应用。

2.2.5 安全基础知识

（1）安全理念的内容。

（2）人身安全防护的设备及措施。

（3）职业病预防的原则及措施。

（4）工具、设备的安全使用方法。

（5）消防设施及用具的使用方法。

（6）安全用电与触电急救的方法。

（7）危险因素辨识与风险防控的步骤。

（8）野外求生的方法。

（9）国家及石油行业相关安全生产的管理规定。

2.2.6 环境保护基础知识

（1）环境保护的概念。



7 / 111

（2）作业环境的注意事项。

（3）化学试剂的管理原则及方法。

（4）有毒有害物质的处理方法。

（5）废弃物的分类和处理方法。

2.2.7 专业基础知识

2.2.7.1 地震勘探基础知识（石油地震勘探工）

（1）地震资料的野外采集方法。

（2）野外地震勘探的工作流程。

（3）地震测线布设的基本要求。

（4）地震勘探放线的流程。

（5）地震勘探钻井的原理。

（6）地震勘探爆炸的原理。

（7）爆破器材的管理原则。

（8）工程材料的分类及用途。

（9）机械零件的分类及作用。

（10）油料的使用方法。

2.2.7.2 测量基础知识（石油勘探测量工）

（1）坐标系统的基础知识。

（2）坐标投影及转换的方法。

（3）地图的基础知识。

（4）全站仪和水准仪的测量方法。

（5）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基础知识。

（6）实时相位差分的测量方法。

（7）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控制网平差的方法。

（8）测量成果质量的统计方法。

（9）测绘法律法规的知识。

2.2.7.3 可控震源基础知识（可控震源操作工、可控震源修理工）

（1）可控震源的概念。

（2）柴油发动机的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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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液压系统的分类及作用。

（4）气压传动的工作原理。

（5）机械传动的类型及原理。

（6）机械加工的工艺流程。

（7）油液的特性。

（8）无线通信的原理。

2.2.7.4 海洋勘探震源基础知识（海洋勘探震源操作工）

（1）海洋勘探概述。

（2）海洋勘探工程。

（3）海洋勘探震源电控原理。

（4）海洋勘探震源导航原理。

（5）海洋勘探震源施工技术的方法及要求。

（6）柴油机工作原理。

（7）计量工具的使用方法。

（8）液压与传动的原理。

（9）气枪震源的工作原理。

（10）机械传动、加工的方法。

（11）气压传动工作原理。

2.2.7.5 重磁电基础知识（石油重磁电勘探工）

（1）重磁电勘探的原理。

（2）重磁电仪器的分类与性能特点。

（3）重磁电仪器的使用与检定方法。

（4）重磁电勘探方法的分类与应用范围。

（5）重磁电勘探的工作流程与数据采集方法。

（6）重磁电勘探资料的现场处理方法。

（7）重磁电测绘的应用。

2.2.7.6 海洋勘探数据采集基础知识（海洋勘探数据采集工）

（1）海洋石油地震勘探的基础知识。

（2）海洋测绘、电子通讯及仪器仪表的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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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洋石油地震勘探采集电缆（节点）和单波束测深仪的基础知识。

（4）采集记录系统的基础知识。

（5）震源控制系统的基础知识。

（6）综合导航系统的基础知识。

（7）水下定位系统的基础知识。

（8）拖缆定位与控制系统的基础知识。

（9）采集设备回收装置的基础知识。

（10）水下设备收放的基础知识。

2.2.7.7 电缆检波器检修基础知识（电缆检波器检修工）

（1）地震检波器（串）的基础知识。

（2）地震电缆的基础知识。

（3）地震光缆的基础知识。

（4）检波器测试仪和电缆探伤仪的使用方法。

（5）排列助手、光功率计的使用方法。

（6）注塑机的使用方法。

（7）电缆检波器的相关标准。

2.2.7.8 检波器制造专用设备基础知识（检波器制造工）

（1）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2）检波器（串）的基础知识。

（3）地震勘探专用电缆的基础知识。

（4）力矩类安装工具的使用方法。

（5）检波器制造专用设备的使用方法。

（6）检波器测试仪等专用测试设备的使用方法。

（7）石油地震检波器的相关标准。

2.2.8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相关规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相关规定。

（4）《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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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相关规定。

（6）《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7）《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相关规定。

（8）《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相关规定。

（9）《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

（10）《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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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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高级

技师的技能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的要求。

3.1 石油地震勘探工

3.1.1 五级/初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操作

地震设备

1.1 操

作地震钻

机

1.1.1 能选择钻井井位

1.1.2 能启动钻机发动机

1.1.3 能操作液压系统

1.1.4 能操作钻井液循环系统

1.1.1 钻井井位的选择要

求

1.1.2 地震钻机的操作规

程

1.1.3 地震钻机手柄的操

作方法

1.1.4 钻井液循环系统的

操作方法

1.2 操

作译码器

1.2.1 能警戒炮点

1.2.2 能制作成型炸药包

1.2.3 能操作爆炸杆

1.2.4 能装填炸药

1.2.5 能连接检波器

1.2.6 能连接炮线

1.2.1 地震勘探爆破的安

全操作规程

1.2.2 地震勘探的警戒方

法

1.2.3 起爆网络的连接步

骤

1.2.4 爆炸杆的安全操作

方法

1.2.5 雷管的技术参数

1.2.6 炸药包的制作规程

1.3 操

作采集设

备

1.3.1 能布设地震电缆

1.3.2 能摆放采集站

1.3.3 能埋置地震检波器串

1.3.4 能使用通讯电台

1.3.1 电缆线的布设方法

1.3.2 地震电缆线的使用

注意事项

1.3.3 采集站的使用方法

1.3.4 地震检波器的组合

形式

1.3.5 埋置地震检波器的

技术要求

1.3.6 通讯电台的使用方

法

2.维护

地震设备

2.1 检

查地震钻

机

2.1.1 能检查钻机发动机

2.1.2 能检查钻具

2.1.3 能检查钻机的润滑系统

2.1.1 地震钻机的组成

2.1.2 钻具的组成

2.1.3 地震钻机的保养内

容

2.1.4 润滑油的作用及分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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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保

养地震钻

机

2.2.1 能更换钻井液泵润滑油

2.2.2 能更换涡轮箱润滑油

2.2.3 能更换动力头润滑油

2.2.4 能更换钻井液泵活塞

2.2.5 能更换钻井液泵阀垫

2.2.1 钻井液泵润滑油的

作用及更换方法

2.2.2 动力头润滑油的作

用及更换方法

2.2.3 钻井液泵的作用

2.2.4 钻井液泵活塞的作

用及更换方法

2.2.5 钻井液泵阀垫的作

用及更换方法

3.判断

地震设备

故障

3.1 使

用维修工

具

3.1.1 能使用万用表测量电阻

3.1.2 能使用雷管测试仪测量

雷管电阻

3.1.1 万用表的使用方法

3.1.2 雷管测试仪的使用

方法

3.2 判

断采集设

备故障

3.2.1 能判断地震检波器串故

障

3.2.2 能判断地震电缆的故障

3.2.1 地震检波器串的组

成及故障判断方法

3.2.2 地震电缆的故障判

断方法

4.安全

生产

4.1 安

全操作

4.1.1 能识别安全警示标识

4.1.2 能报火警及拨打急救电

话

4.1.3 能在炸药包制作区域设

置警戒区

4.1.4 能在炮井周围设置警戒

区

4.1.1 安全警示标识图例

4.1.2 火灾现场情况说明

4.1.3 野外逃生的技巧

4.1.4 设置警戒区的方法

和要求

4.1.5 爆破作业的操作规

程和安全规定

4.2 风

险辨识与

防控

4.2.1 能辨识触电和火灾风险

点源

4.2.2 能辨识烧烫伤和铅烟风

险点源

4.2.3 能针对风险点源采取防

控措施

4.2.1 健康、安全与环境的

管理规定与要求

4.2.2 风险点源的辨识方

法及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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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四级/中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操作

地震设备

1.1 操

作地震钻

机

1.1.1 能操作地震钻机钻井

1.1.2 能配置泥浆

1.1.1 地震钻机的操作方

法

1.1.2 泥浆的配置步骤

1.2 操

作译码器

1.2.1 能检测译码器蓄电池参

数

1.2.2 能给译码器蓄电池充电

1.2.3 能安装译码器

1.2.1 蓄电池的充电方法

1.2.2 充电器的使用方法

1.2.3 译码器的组成

1.3 操

作采集设

备

1.3.1 能在复杂地表条件下摆

放检波器串、地震电缆及采集链

1.3.2 能在特殊环境下摆放检

波器串、地震电缆及采集链

1.3.1 复杂地表条件下检

波器串和电缆的摆放要求

1.3.2 高压电线下检波器

串的摆放要求

1.3.3 地震电缆的使用注

意事项

2.维护

地震设备

2.1 保

养地震钻

机

2.1.1 能保养地震钻机钻井液

泵和井架总成

2.1.2 能保养地震钻机气动系

统

2.1.3 能更换地震钻机钻井液

泵阀组件

2.1.4 能更换地震钻机分动箱

和链轮箱润滑油

2.1.5 能更换地震钻机动力头

水封和下油封

2.1.1 地震钻机钻井液泵

阀的作用

2.1.2 地震钻机动力头的

组成

2.1.3 地震钻机井架的组

成

2.1.4 地震钻机链轮润滑

油的分类

2.1.5 地震钻机空压系统

的组成

2.2 检

测采集设

备

2.2.1 能使用万用表检测检波

器

2.2.2 能使用万用表检测电缆

2.2.1 检波器串电阻的测

量方法

2.2.2 电缆的检测方法

3．判断

地震设备

故障

3.1 判

断空压机

和转盘故

障

3.1.1 能判断空压机故障

3.1.2 能判断转盘故障

3.1.1 空压机故障的排除

方法

3.1.2 转盘故障的排除方

法

3.2 更

换绞车离

合器摩擦

片和泥浆

泵缸套

3.2.1 能更换绞车离合器摩擦

片

3.2.2 能更换泥浆泵缸套

3.2.1 绞车离合器摩擦片

和气囊的更换方法

3.2.2 泥浆泵缸套的更换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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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排除

地震设备

故障

4.1 排

除起爆网

络故障

4.1.1 能连接组合井起爆网络

4.1.2 能排除起爆网络故障

4.1.1 组合井起爆网络的

连接方法

4.1.2 组合井起爆网络故

障的排除步骤

4.2 排

除采集设

备故障

4.2.1 能查找采集链故障

4.2.2 能排除地震检波器（串）

故障

4.2.3 能更换检波器壳体

4.2.1 查找采集链故障的

方法

4.2.2 查找排除检波器

（串）故障的方法

4.2.3 检波器（串）的组成

5.安全

生产

5.1 安

全操作

5.1.1 能设置钻井安全距离

5.1.2 能识别钻井区域危险因

素

5.1.3 能根据地形设置井位偏

移距

5.1.4 能制定野外收放电缆安

全措施

5.1.1 钻井安全距离的设

置方法及要求

5.1.2 钻井区域危险因素

的识别方法

5.1.3 井位偏移距的设置

要求

5.1.4 野外收放电缆安全

措施的内容

5.2 风

险辨识与

防控

5.2.1 能分析焊接检波器（串）

意外伤害案例

5.2.2 能分析焊接电缆插头意

外伤害案例

5.2.3 能分析钻井机械意外伤

害案例

5.2.4 能分析遥爆意外事故案

例

5.2.5 能采取自我防护措施进

行作业

5.2.1 事件和事故的分类

分级

5.2.2 意外伤害的定义、分

类及产生原因

5.2.3 遥爆意外事故的产

生原因

5.2.4 野外自我防护的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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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三级/高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操作

地震设备

1.1 操

作译码器

1.1.1 能操作译码器

1.1.2 能设置译码器参数

1.1.1 译码器的操作方法

1.1.2 译码器的参数设置

方法

1.2 操

作编码器

1.2.1 能操作编码器

1.2.2 能设置编码器参数

1.2.1 编码器的操作方法

1.2.2 编码器的参数设置

方法

2.维护

地震设备

2.1 维

护地震钻

机

2.1.1 能更换地震钻机钻井液

泵缸套和阀座

2.1.2 能更换地震钻机钻井液

泵主动和从动轴轴承

2.1.3 能更换地震钻机动力头

的主动轴轴承和中心管轴承

2.1.4 能调整地震钻机钻井液

泵连杆轴承

2.1.5 能维护地震钻机液压系

统

2.1.1 地震钻机钻井液泵

的组成

2.1.2 地震钻机动力头的

组成

2.1.3 地震钻机液压系统

的组成

2.1.4 地震钻机钻井液泵

缸套和阀座的更换方法

2.1.5 地震钻机钻井液泵

主动和从动轴轴承的更换方

法

2.1.6 地震钻机动力头的

主动轴轴承和中心管轴承的

更换方法

2.1.7 地震钻机钻井液泵

连杆轴承的调整方法

2.1.8 地震钻机液压系统

的维护规程

2.2 保

养译码器

2.2.1 能保养译码器

2.2.2 能保养电台

2.2.3 能保养译码器电缆

2.2.1 译码器的保养方法

2.2.2 电台的保养方法

2.2.3 译码器电缆的保养

方法

2.3 维

护采集设

备

2.3.1 能测试和焊接检波器串

2.3.2 能焊接地震电缆插头

2.3.3 能组装检波器串

2.3.1 测试串联型和混联

型检波器串的方法

2.3.2 焊接串联型和混联

型检波器串的方法

2.3.3 地震电缆插头的种

类

2.3.4 地震检波器的组成

2.3.5 检波器串的组装方

法

3. 判断

地震设备

故障

3.1 测

试采集设

备

3.1.1 能使用检波器测试仪测

试检波器串参数

3.1.2 能检测译码器

3.1.1 检波器测试仪的使

用方法

3.1.2 地震检波器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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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地震检波器电阻的

测试方法及要求

3.1.4 地震检波器极性的

测试方法及要求

3.1.5 译码器的检测方法

3.2 判

断采集设

备故障

3.2.1 能判断天线故障

3.2.2 能判断遥爆系统故障

3.2.3 能判断充电器故障

3.2.1 天线故障的判断方

法

3.2.2 遥爆系统故障的判

断方法

3.2.3 充电器故障的判断

步骤

4．排除

地震设备

故障

4.1 排

除钻机故

障

4.1.1 能排除地震钻机钻井液

泵气动离合器打滑故障

4.1.2 能排除地震钻机钻井液

泵动力端异响故障

4.1.3 能排除地震钻机齿轮油

泵异响故障

4.1.4 能排除地震钻机液压系

统不启动故障

4.1.1 地震钻机钻井液泵

离合器打滑的原因

4.1.2 排除地震钻机钻井

液泵动力端异响的方法

4.1.3 排除地震钻机齿轮

油泵异响的方法

4.1.4 液压传动的工作原

理

4.1.5 液压系统的组成

4.2 排

除采集设

备故障

4.2.1 能排除地震检波器串故

障

4.2.2 能排除采集链故障

4.2.1 排除地震检波器串

故障的方法

4.2.2 排除采集链故障的

方法

5.综合

管理

5.1 管

理采集设

备

5.1.1 能进行地表踏勘

5.1.2 能管理采集链、钻井设

备和激发设备

5.1.1 地表踏勘的方法及

施工要求

5.1.2 设备管理的内容及

要求

5.2 操

作计算机

5.2.1 能使用计算机制作施工

记录文档

5.2.2 能使用办公软件编辑文

档和表格

5.2.1 施工记录文档的制

作方法

5.2.2 文档和表格的编辑

方法

6.安全

生产

6.1 安

全操作

6.1.1 能进行激发链警戒

6.1.2 能进行封井和炮线处理

6.1.3 能防止井中药包上浮

6.1.1 激发链的警戒措施

6.1.2 封井和炮线处理的

方法

6.1.3 防止井中药包上浮

的措施

6.2 风

险辨识与

防控

6.2.1 能处置焊接检波器（串）

烫伤的突发事件

6.2.2 能处置焊接电缆插头烫

伤突发事件

6.2.3 能处置钻井机械伤害突

发事件

6.2.1 烫伤突发事件的防

范措施及处置方法

6.2.2 机械伤害的防范措

施及处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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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二级/技师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维护地

震设备

1.1 维

护地震钻

机

1.1.1 能维护地震钻机动力头

1.1.2 能维护地震钻机钻井液

泵

1.1.3 能维护地震钻机分动箱

1.1.4 能维护地震钻机带传动

机构

1.1.5 能维护地震钻机气控系

统

1.1.6 能维护地震钻机液压系

统

1.1.1 钻机系统的组成

1.1.2 组装钻机动力头的

方法

1.1.3 组装钻机钻井液泵

的方法

1.1.4 传动系统部件的使

用与维护方法

1.1.5 钻机气控系统的组

装方法

1.1.6 钻机液压系统的组

成

1.2 检

测采集设

备

1.2.1 能使用测试仪检测检波

器漏电故障

1.2.2 能使用测试仪检测检波

器芯体

1.2.1 检波器漏电的测试

方法

1.2.2 检波器芯体的测试

方法

2.排除地

震设备故障

2.1 排

除地震钻

机故障

2.1.1 能排除钻机动力头主轴

转动故障

2.1.2 能排除钻井液泵排量不

足故障

2.1.3 能排除液压系统内泄故

障

2.1.1 钻机动力头主轴转

动故障的解决方法

2.1.2 钻井液泵排量不足

的解决方法

2.1.3 钻机液压系统的维

修方法

2.2 排

除译码器

故障

2.2.1 能排除译码器不开机故

障

2.2.2 能排除译码器高压故障

2.2.1 译码器不开机故障

的排除方法

2.2.2 译码器高压故障的

排除方法

2.3 排

除采集链

故障

2.3.1 能排除译码器通讯故障

2.3.2 能排除地震电缆断线故

障

2.3.1 译码器通讯故障的

排除方法

2.3.2 地震电缆线的结构

2.3.3 地震电缆的维修方

法

3.综合管

理

3.1 技

术管理

3.1.1 能完成野外地震资料采

集技术建档

3.1.2 能编制野外采集操作规

程

3.1.1 野外地震资料采集

技术建档的撰写方法

3.1.2 野外地震资料采集

操作规程的编写方法及要求

3.2 培

训

3.2.1 能进行在用的生产技

术、工艺、设备培训

3.2.2 能编写技术教学方案

3.2.1 在用生产技术、工

艺、设备的管理要求及操作

规程

3.2.2 技术教学方案的编

写方法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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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全生

产

4.1 安

全操作

4.1.1 能在施工现场组织人员

撤离

4.1.2 能布置标准化施工区域

4.1.3 能在施工现场采取自我

防护措施

4.1.1 施工现场撤离的方

案及自救措施

4.1.2 野外逃生的方法

4.1.3 施工现场自我防护

措施的内容

4.2 风

险辨识与

防控

4.2.1 能编制焊接检波器（串）

事件、事故安全预案

4.2.2 能编制焊接电缆插头事

件、事故安全预案

4.2.3 能编制钻井机械事件、

事故安全预案

4.2.1 安全预案的编制内

容

4.2.2 安全预案的编制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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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一级/高级技师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维护

地震设备

1.1 维

护地震钻

机

1.1.1 能组装齿轮传动机构

1.1.2 能检验山地钻机的性

能

1.1.1 组装齿轮传动机构的方

法

1.1.2 山地钻机性能的检验方

法

1.2 测

试遥爆系

统

1.2.1 能测试遥爆系统启动

延迟时间

1.2.2 能使用驻波功率计测

试电台功率

1.2.1 遥爆系统启动延迟时间

的测试方法

1.2.2 驻波功率计的使用方法

1.3 设

置采集设

备参数

1.3.1 能设置检波器测试仪

参数

1.3.2 能设置检波器（串）

测试参数

1.3.1 检波器测试仪参数的设

置步骤

1.3.2 检波器（串）参数的设

置方法

2.排除

地震设备

故障

2.1 排

除地震钻

机故障

2.1.1 能排除换向阀滑阀卡

滞故障

2.1.2 能排除钻机分动箱异

响故障

2.1.3 能排除链轮箱异响故

障

2.1.4 能排除齿轮油泵异响

故障

2.1.1 换向阀滑阀卡滞故障的

排除方法

2.1.2 钻机分动箱异响故障的

排除方法

2.1.3 链轮箱异响故障的排除

方法

2.1.4 齿轮油泵异响故障的排

除方法

2.2 排

除译码器

及电台故

障

2.2.1 能排除译码器不工作

故障

2.2.2 能排除电台故障

2.2.1 译码器故障的排除方法

2.2.2 电台故障的排除方法

2.3 维

修采集设

备

2.3.1 能组装交叉站和电源

站

2.3.2 能更换数传电缆插头

2.3.1 地震电缆的检修方法

2.3.2 电源站和交叉站的组成

及组装方法

2.3.3 数传电缆插头的更换方

法

3.综合

管理

3.1 技

术管理

3.1.1 能编制采集设备故障

处理方案

3.1.2 能撰写技术论文

3.1.3 能撰写施工设计报告

3.1.1 采集设备故障处理方案

的撰写方法及要求

3.1.2 技术论文的撰写方法及

要求

3.1.3 施工设计报告的编写流

程与方法

3.2 培

训

3.2.1能编写技术教学计划

3.2.2 能对培训效果进行考

核评价

3.2.3 能进行新技术、新工

3.2.1 技术教学计划的编写方

法及要求

3.2.2 培训成果考核的标准

3.2.3 新技术、新工艺、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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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新设备培训 备的管理要求及操作规程

4.安全

生产

4.1 安

全操作

4.1.1 能编制施工现场人员

撤离预案

4.1.2 能编制施工现场营救

预案

4.1.3 能编制事故应急救援

演练方案

4.1.4 能编制钻井场地事故

处理预案

4.1.1 施工现场人员撤离预案

的编制方法

4.1.2 施工现场营救预案的编

制方法

4.1.3 钻井场地事故处理措施

4.2 风

险辨识与

防控

4.2.1 能组织焊接检波器

（串）事件、事故应急演练

4.2.2 能组织焊接电缆插头

事件、事故应急演练

4.2.3 能组织钻井机械事

件、事故应急演练

4.2.4 能进行危险作业管理

4.2.5 能进行雷管及炸药管

理

4.2.1 危险作业管理的风险类

别、作业要求

4.2.2 应急演练的组织程序及

要求

4.2.3 危险作业的管理办法

4.2.4 雷管及炸药的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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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石油勘探测量工

3.2.1 五级/初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使用

测量工具

1.1 制作

物理点标志

1.1.1 能制作物理点标志

1.1.2 能使用过塑机塑封

桩号

1.1.1 测线和物理点的概念

1.1.2 测量标志制作的要求

和方法

1.1.3 过塑机的使用方法

1.2 使用

导航工具

1.2.1 能使用导航仪导航

1.2.2 能使用罗盘仪判断

方向

1.2.1 导航仪的使用方法

1.2.2 罗盘仪的使用方法

2.使用

测绘图纸

2.1 展绘

测线点

2.1.1 能绘制测站位置图

2.1.2 能绘制测线草图

2.1.3 能量算地图点大地

坐标

2.1.4 能量算地图点平面

直角坐标

2.1.1 基本方向和方位角的

概念

2.1.2 测线测量草图绘制方

法

2.1.3 大地坐标的概念

2.1.4 平面直角坐标的概念

2.2 利用

地形图

2.2.1 能利用地形图判断

地形

2.2.2 能量算地图比例尺

2.2.3 能利用地形图量算

测线长度

2.2.4 能拼接地图

2.2.1 地图的特性和内容

2.2.2 地图比例尺的概念

2.2.3 国家基本比例尺的概

念

2.2.4 地图的拼接方法

3.使用

测量仪器

3.1 维护

测量仪器

3.1.1 能使用万用表测量

仪器电池电压

3.1.2 能使用充电器充放

电

3.1.3 能对中整平仪器

3.1.4 能测量仪器天线高

3.1.1 万用表的使用和维护

方法

3.1.2 充电器的使用和维护

方法

3.1.3 对中和整平的方法

3.1.4 天线相位中心的概念

3.2 操作

测量仪器

3.2.1 能安装静态测量仪

器

3.2.2 能安装实时相位差

分参考站测量仪器

3.2.3 能安装实时相位差

分流动站测量仪器

3.2.1 静态测量仪器的安装

方法

3.2.2 实时相位差分参考站

仪器的安装方法

3.2.3 实时相位差分流动站

仪器的安装方法

4.安全

生产

4.1 安全

操作

4.1.1 能识别安全警示标

识

4.1.2 能报火警

4.1.3 能拨打人员急救电

话

4.1.4 能使用消防器材扑

灭初起火灾

4.1.1 安全警示的标识

4.1.2 火灾报警的方法和内

容

4.1.3 人员急救电话的使用

方法

4.1.4 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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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风险

辨识与防控

4.2.1 能检查供电电路漏

电保护器性能

4.2.2 能检查测量办公场

所消防器材性能

4.2.1 漏电保护器的原理

4.2.2 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4.2.3 消防栓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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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四级/中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使用测

绘图纸

1.1 展绘

测线

1.1.1 能绘制测线高程剖

面图

1.1.2 能绘制物理点偏移

设计草图

1.1.1 高程的概念

1.1.2 物理点偏移的设计方

法

1.1.3 地图制图的方法

1.2 利用

地形图

1.2.1 能在地形图上展绘

大地坐标点

1.2.2 能在地形图上展绘

平面直角坐标点

1.2.3 能量算地形图上点

的高程

1.2.1 大地坐标的概念

1.2.2 平面直角坐标的概念

1.2.3 等高线的概念

1.2.4 高程的量算方法

2.使用测

量仪器

2.1 维护

测量仪器

2.1.1 能设置实时相位差

分参考站仪器通信参数

2.1.2 能设置实时相位差

分仪器坐标系统

2.1.3 能检查实时相位差

分仪器定位结果和精度

2.1.1 实时相位差分参考站

仪器的设置方法

2.1.2 实时相位差分流动站

仪器的设置方法

2.1.3 实时相位差分的作业

精度

2.2 操作

测量仪器

2.2.1 能进行静态观测作

业

2.2.2 能进行实时相位差

分参考站观测作业

2.2.3 能进行实时相位差

分流动站放样作业

2.2.1 静态测量的作业流程

2.2.2 实时相位差分参考站

的作业流程

2.2.3 实时相位差分流动站

的作业流程

3.处理测

量数据

3.1 整理

测量数据

3.1.1 能进行平面直角坐

标正反算

3.1.2 能计算测线设计坐

标

3.1.1 平面直角坐标的正反

算方法

3.1.2 测线设计坐标的计算

方法

3.2 利用

软件计算观

测数据

3.2.1 能设置软件坐标系

统参数

3.2.2 能转储静态测量观

测数据

3.2.3 能整理静态观测数

据

3.2.4 能计算静态基线数

据

3.2.1 坐标系统的建立方法

3.2.2 地图投影的概念

3.2.3 静态数据转储和备份

方法

3.2.4 静态数据测站信息整

理方法

3.2.5 卫星定位静态基线计

算方法

4.安全生

产

4.1 安全

操作

4.1.1 能穿戴救生衣涉水

测量作业

4.1.2 能现场处置外伤

4.1.3 能现场救治中暑人

员

4.1.1 救生衣的规格、使用

方法及注意事项

4.1.2 涉水作业的注意事项

4.1.3 外伤的类型及包扎方

法

4.1.4 中暑的救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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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风险

辨识与防控

4.2.1 能辨识测量施工环

境风险点源

4.2.2 能辨识测量施工装

备操作风险

4.2.1 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

制度

4.2.2 风险的辨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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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三级/高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使用测

绘图纸

1.1 展绘

测线

1.1.1 能绘制测量导线上

线设计草图

1.1.2 能设计过障碍物导

线

1.1.3 能使用计算机辅助

绘制测线位置图

1.1.1 测量导线上线的设计

方法

1.1.2 跨越障碍物导线的设

计方法

1.1.3 计算机辅助制图的方

法

1.2 利用

地形图

1.2.1 能计算地形图分幅

编号

1.2.2 能利用地形图分析

测线地形状况

1.2.1 地形图的分幅和编号

方法

1.2.2 坡度的概念

2.使用测

量仪器

2.1 维护

测量仪器

2.1.1 能进行全站仪水准

轴的检验与校正

2.1.2 能进行全站仪视准

轴的检验

2.1.3 能进行全站仪横轴

的检验与校正

2.1.1 全站仪的基本原理

2.1.2 全站仪测量的误差来

源

2.1.3 全站仪的检验和校正

方法

2.2 操作

测量仪器

2.2.1 能进行全站仪极坐

标测量作业

2.2.2 能进行连续运行参

考系统测量作业

2.2.3 能进行卫星定位事

后相位差分测量作业

2.2.1 全站仪极坐标测量的

方法

2.2.2 连续运行参考系统的

作业方法

2.2.3 卫星定位事后相位差

分测量的作业方法

3.处理测

量数据

3.1 整理

测量数据

3.1.1 能统计测线测量中

的误差

3.1.2 能计算角度观测误

差

3.1.1 测线测量中误差的统

计方法

3.1.2 水平角二倍照准差互

差的计算方法

3.1.3 垂直角指标差互差的

计算方法

3.2 利用

软件计算观

测数据

3.2.1 能转储放样测量设

计数据

3.2.2 能转储和备份放样

测量观测数据

3.2.3 能计算测线放样测

量成果

3.2.4 能统计测量放样误

差

3.2.1 放样设计数据的编制

方法

3.2.2 卫星定位数据的转储

和备份方法

3.2.3 物探测线实测数据的

统计方法

3.2.4 放样误差的概念

4.综合管

理

4.1 维护

测量仪器

4.1.1 能维修测量仪器三

脚架

4.1.2 能焊接卫星定位仪

电缆线

4.1.1 三脚架的使用和维护

方法

4.1.2 电烙铁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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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使用

计算机

4.2.1 能使用办公软件进

行文档编辑

4.2.2 能使用办公软件进

行表格编辑

4.2.1 办公软件文档编辑的

方法

4.2.2 办公软件表格编辑的

方法

5.安全生

产

5.1 安全

操作

5.1.1 能进行心肺复苏

5.1.2 能使用消防器材扑

灭初起火灾

5.1.3 能使用安全绳下降

作业

5.1.1 心肺复苏的操作要点

5.1.2 火灾的种类

5.1.3 安全绳的分类和使用

方法

5.2 风险

辨识与防控

5.2.1 能制定测量施工环

境风险防控措施

5.2.2 能制定测量装备操

作风险防控措施

5.2.1 事件及事故的分类

5.2.2 安全风险防控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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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二级/技师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使用

测量仪器

1.1 维护

测量仪器

1.1.1 能排除静态测量仪

器运行故障

1.1.2 能排除连续运行参

考系统仪器运行故障

1.1.3 能测定棱镜加常数

1.1.1 静态测量故障及处理

的方法

1.1.2 连续运行参考站故障

及处理的方法

1.1.3 棱镜加常数的检测方

法

1.2 操作

测量仪器

1.2.1 能进行全站仪三角

高程测量

1.2.2 能进行全站仪导线

测量作业

1.2.1 全站仪三角高程的作

业方法

1.2.2 导线测量的方法

2.处理

测量数据

2.1 整理

测量数据

2.1.1 能计算三角高程高

差观测值改正

2.1.2 能计算三角高程

2.1.3 能计算导线测量边

长改正

2.1.4 能进行导线测量数

据平差

2.1.1 三角高程高差观测值

地球曲率和大气遮光的改正方

法

2.1.2 三角高程的计算方法

2.1.3 电磁波测距边长的改

正方法

2.1.4 导线测量数据的平差

方法

2.2 利用

软件计算观

测数据

2.2.1 能计算卫星定位控

制网静态基线数据

2.2.2 能计算卫星定位控

制网环闭合差

2.2.3 能统计卫星定位控

制网复测基线中误差

2.2.4 能计算控制网无约

束平差

2.2.1 卫星定位静态基线数

据处理的方法

2.2.2 卫星定位控制网环闭

合差的概念

2.2.3 控制网复测基线的概

念

2.2.4 卫星定位控制网无约

束平差方法

3.综合

管理

3.1 使用

计算机

3.1.1 能安装计算机系统

软件

3.1.2 能使用电子表格进

行函数计算

3.1.3 能对测量资料进行

压缩和保密处理

3.1.1 计算机系统的概念

3.1.2 电子表格函数的用法

3.1.3 压缩软件的用法

3.2 培训

3.2.1 能进行在用的生产

技术、工艺、设备培训

3.2.2 能编写技术教学方

案

3.2.1 在用生产技术、工艺、

设备的管理要求及操作规程

3.2.2 技术教学方案的编写

方法及要求

4.安全

生产

4.1 安全

操作

4.1.1 能组织事故现场人

员撤离

4.1.2 能进行测量装备运

输安全防护

4.1.1 事故现场情况判断、撤

离路线及疏散方式

4.1.2 测量装备运输安全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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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风险

辨识与防控

4.2.1 能制订测量施工安

全措施

4.2.2 能进行现场安全观

察与沟通

4.2.1 测量施工生产安全管

理的规定

4.2.2 安全观察与沟通的方

法

4.2.3 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

理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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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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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测量仪器

1.1 维护

测量仪器

1.1.1 能进行水准仪水准

管轴的检验与校正

1.1.2 能排除实时相位差

分参考站作业故障

1.1.3 能排除实时相位差

分流动站作业故障

1.1.1 水准仪水准管轴的检

验与校正方法

1.1.2 实时相位差分参考站

故障及处理方法

1.1.3 实时相位差分流动站

故障及处理方法

1.2 操作

测量仪器

1.2.1 能进行水准测量作

业

1.2.2 能进行太阳高度法

天文方位测量

1.2.1 水准测量的方法

1.2.2 太阳高度法天文方位

测量的方法

2.处理

测量数据

2.1 整理

测量数据

2.1.1 能编写测量数据统

计程序

2.1.2 能反算测线桩号

2.1.3 能进行单一水准测

量平差

2.1.1 编程语言的使用方法

2.1.2 测线坐标反算桩号的

方法

2.1.3 单一水准路线平差方

法

2.2 利用

软件计算观

测数据

2.2.1 能计算坐标系统转

换参数

2.2.2 能进行测量数据坐

标系统转换

2.2.3 能进行控制网约束

平差

2.2.4 能计算太阳高度法

天文方位测量数据

2.2.1 基准和投影参数的计

算方法

2.2.2 坐标系统转换的方法

2.2.3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控

制网约束平差的方法

2.2.4 太阳高度法天文方位

测量数据的处理方法

3.综合

管理

3.1 编写

技术报告

3.1.1 能编写现场踏勘报

告

3.1.2 能编写控制网平差

报告

3.1.3 能编写测量技术设

计书

3.1.4 能编写测量技术总

结

3.1.1 现场踏勘的主要内容

3.1.2 控制网平差报告的编

制方法

3.1.3 测量技术设计书的编

制方法

3.1.4 测量技术总结的编写

方法

3.2 培训

3.2.1能编写技术教学计划

3.2.2 能对培训效果进行

考核评价

3.2.3 能进行新技术、新

工艺、新设备培训

3.2.1 技术教学计划的编写

方法及要求

3.2.2 培训成果考核的标准

3.2.3 新技术、新工艺、新设

备的管理要求及操作规程

4.安全

生产

4.1 安全

操作

4.1.1 能制订测量施工计

划并组织实施

4.1.2 能编制野外施工安

全管理规定

4.1.1 测量施工计划的内容

及要求

4.1.2 测量施工安全管理的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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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风险

辨识与防控

4.2.1 能进行高危作业管

理

4.2.2 能组织事件、事故

应急演练

4.2.1 作业许可管理的规定

4.2.2 应急演练的组织程序

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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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可控震源操作工

3.3.1 五级/初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检查

可控震源

1.1 检

查电控系

统和导航

系统

1.1.1能检查电控箱体及电

缆

1.1.2能检查导航主机及电

缆

1.1.1 电控系统和导航系统的

组成及功能

1.1.2 电控系统和导航系统启

动前的检查方法

1.2 检

查可控震

源车载系

统

1.2.1 能检查液压系统

1.2.2 能检查机械系统

1.2.1 可控震源日检的方法及

注意事项

1.2.2 液压系统的组成及功能

1.2.3 底盘和电路的组成及功

能

1.3 检

查启动后

的可控震

源

1.3.1 能检查发动机

1.3.2 能检查气路系统

1.3.3能检查启动后的电控

系统和导航系统

1.3.1 发动机的检查方法及注

意事项

1.3.2 气路系统的组成、功能及

检查方法

1.3.3 电控系统及导航系统启

动后的检查方法

2.操作

可控震源

2.1 操

作电控系

统和导航

系统

2.1.1能安装电控箱体及电

台

2.1.2 能操作电控系统

2.1.3能安装导航系统主机

和电缆

2.1.4 能操作导航系统

2.1.1 电控箱体的安装方法

2.1.2 电台的安装及操作方法

2.1.3 电控系统的组成及操作

方法

2.1.4 导航系统主机和电缆的

安装方法

2.1.5 导航系统的操作方法

2.2 激

发可控震

源

2.2.1 能启动可控震源

2.2.2能进行液压系统升温

操作

2.2.3能进行升压和降压操

作

2.2.4能进行可控震源激发

2.2.5能进行行驶和熄火操

作

2.2.1 可控震源的启动方法

2.2.2 液压系统升温的操作方

法

2.2.3 升压的操作方法及注意

事项

2.2.4 降压的操作方法及注意

事项

2.2.5 可控震源的激发方法

2.2.6 可控震源行驶和熄火的

操作方法

3.维护

可控震源

3.1 维

护电控系

统和导航

系统

3.1.1能更换电控系统零部

件

3.1.2能更换导航系统零部

件

3.1.1 电控系统零部件的更换

方法

3.1.2 导航系统零部件的更换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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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保

养可控震

源车载系

统

3.2.1 能加注润滑脂

3.2.2能对轮胎和空气弹簧

进行充气和放气

3.2.3 能加注防冻液

3.2.4能更换发动机空气滤

清器

3.2.5 能更换气路管线

3.2.6 能更换电路零部件

3.2.1 润滑脂的加注方法

3.2.2 轮胎和空气弹簧的充气

和放气方法

3.2.3 防冻液的加注方法

3.2.4 发动机空气滤清器的维

护方法

3.2.5 气路管线的更换方法

3.2.6 电路零部件的更换方法

4.安全

生产

4.1 安

全操作

4.1.1能设置可控震源警示

标识

4.1.2 能报火警

4.1.3 能拨打急救电话

4.1.4能使用消防器材扑灭

初起火灾

4.1.5 能识别安全警示标

识

4.1.1 可控震源警示标识的设

置方法

4.1.2 火灾现场情况说明

4.1.3 人员受伤类型及情况说

明

4.1.4 消防器材的种类、适用范

围及使用方法

4.1.5 安全警示标识图例

4.2 风

险辨识与

防控

4.2.1能辨识可控震源施工

过程中的风险点源

4.2.2能针对风险点源采取

防控措施

4.2.1 可控震源操作的安全注

意事项

4.2.2 危害辨识与风险评价的

基本步骤

4.2.3 风险防控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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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四级/中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检查可控

震源

1.1 检查

电控系统和

导航系统

1.1.1 能对施工中的电

控系统进行检查

1.1.2 能对施工中的导

航系统进行检查

1.1.1 施工中电控系统的检

查方法

1.1.2 施工中导航系统的检

查方法

1.2 检查

可控震源车

载系统

1.2.1 能进行可控震源

周检

1.2.2 能检查空调系统

1.2.1 可控震源的周检方法

及注意事项

1.2.2 储能器的功能、结构

及工作原理

1.2.3 空调系统的组成、工

作原理及检查方法

2.操作可控

震源

2.1 操作

电控系统和

导航系统

2.1.1 能操作电控箱体

接收采集系统指令

2.1.2 能操作电控箱体

发送指令

2.1.1 电控箱体接收采集系

统指令的操作方法

2.1.2 电控箱体发送指令的

操作方法

2.2 安装

电缆

2.2.1 能安装可控震源

有线一致性测试电缆

2.2.2 能安装可控震源

无线一致性测试电缆

2.2.1 有线一致性测试电缆

的安装方法

2.2.2 无线一致性测试电缆

的安装方法

3.维护可控

震源

3.1 维护

电控系统和

导航系统

3.1.1 能维护电控系统

零部件

3.1.2 能维护导航系统

零部件

3.1.1 电控系统零部件的维

护方法

3.1.2 导航系统零部件的维

护方法

3.2 维护

可控震源车

载系统

3.2.1 能更换润滑油

3.2.2 能更换液压胶管

及仪表

3.2.3 能进行绞车维护

3.2.4 能进行空调系统

维护

3.2.5 能更换可控震源

紧固件

3.2.1 机油和齿轮油的更换

方法

3.2.2 液压胶管和仪表的性

能、分类及更换方法

3.2.3 绞车的维护步骤

3.2.4 空调系统的维护步骤

3.2.5 可控震源紧固件的更

换方法

4.安全生产

4.1 安全

操作

4.1.1 能采取自我防护

措施安全施工

4.1.2 能正确使用急救

包

4.1.3能现场救治中暑

人员

4.1.1 自我防护措施的内容

4.1.2 安全带的规格、使用

方法及注意事项

4.1.3 急救包的救治方法

4.1.4中暑人员的救治方法

4.2 风险

辨识与防控

4.2.1 能分析机械伤害

典型案例

4.2.2 能分析高空坠落

典型案例

4.2.1 事件、事故的分类分

级

4.2.2 典型事件、事故案例

4.2.3 机械伤害的定义、分

类及产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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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高空坠落的定义及产

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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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三级/高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检查

可控震源

1.1 检查

电控系统和

导航系统

1.1.1 能对施工结束后的电控

系统进行检查

1.1.2 能对施工结束后的导航

系统进行检查

1.1.1施工结束后电控系

统的检查方法

1.1.2施工结束后导航系

统的检查方法

1.2 检查

可控震源车

载系统

1.2.1 能进行可控震源月检

1.2.2 能检查可控震源预热系

统

1.2.1可控震源月检的方

法

1.2.2可控震源预热系统

的原理及检查方法

2.操作

可控震源

2.1 标定

可控震源

2.1.1 能标定可控震源

2.1.2 能对标定后的可控震源

进行检查

2.1.1可控震源标定的步

骤

2.1.2可控震源标定的技

术要求

2.2 测试

可控震源

2.2.1 能进行可控震源有线一

致性测试

2.2.2 能进行可控震源无线一

致性测试

2.2.1可控震源有线一致

性的测试方法

2.2.2可控震源无线一致

性的测试方法

3.调整

可控震源

3.1 调整

发动机

3.1.1 能调整风扇皮带松紧度

3.1.2 能调整发电机皮带松紧

度

3.1.1发动机皮带的型号

及分类

3.1.2风扇皮带松紧度的

调整方法

3.1.3发电机皮带松紧度

的调整方法

3.2 调整

振动系统和

气路系统

3.2.1 能调整振动系统低压

3.2.2 能调整气路系统压力

3.2.1低压溢流阀的功能

与特点

3.2.2低压溢流阀的调整

方法

3.2.3气路系统压力的调

整方法

4.维护

可控震源

4.1 维护

发动机

4.1.1 能更换节温器

4.1.2 能排除燃油系统空气

4.1.1节温器的更换方法

4.1.2油水分离器的维护

方法

4.1.3燃油系统排气的步

骤

4.2 维护

液压系统

4.2.1 能判断提升系统故障

4.2.2 能更换提升缸

4.2.3 能更换行车制动踏板阀

4.2.1提升系统的组成及

工作原理

4.2.2提升系统故障的判

断方法

4.2.3提升缸的结构及更

换方法

4.2.4制动系统的工作原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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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行车制动踏板阀的

更换方法

5.综合

管理

5.1 管理

可控震源

5.1.1 能管理施工记录

5.1.2 能进行地表踏勘

5.1.1施工记录的编写原

则

5.1.2地表踏勘的方法及

施工要求

5.2 操作

计算机

5.2.1 能使用计算机制作施工

记录文档

5.2.2 能使用计算机分析施工

进度报告

5.2.1施工记录文档的制

作方法

5.2.2施工进度报告的分

析方法

6.安全

生产

6.1 安全

操作

6.1.1能现场救治冻伤人员

6.1.2能使用安全工具保障人

身安全

6.1.1 冻伤防护的方法

6.1.2冻伤人员的救治方

法

6.1.3可控震源安全工具

的使用方法

6.2风险

辨识与防控

6.2.1 能辨识生产操作过程中

的风险点源

6.2.2能针对风险点源采取防

控措施

6.2.1 风险评价的方法

6.2.2 风险防控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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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二级/技师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检查

可控震源

1.1 测试

可控震源

1.1.1 能进行可控震源年检

1.1.2 能进行可控震源年检结

果分析

1.1.1 可控震源年检的方

法及注意事项

1.1.2 年检结果的分析方

法

1.2 检查

可控震源振

动性能

1.2.1 能判断振动系统工作状

况

1.2.2 能进行振动器检查

1.2.1 振动器的结构

1.2.2 振动器的工作原理

1.2.3 振动器的检查方法

2.操作

可控震源

2.1 设置

电控系统参

数

2.1.1 能设置电控箱体参数

2.1.2 能分析电控箱体参数对

振动性能的影响

2.1.1 电控系统的工作原

理

2.1.2 电控箱体参数的设

置方法

2.2 设置

导航系统参

数

2.2.1 能设置导航系统参数

2.2.2 能分析导航系统参数对

地震资料品质的影响

2.2.1 导航系统的工作原

理

2.2.2 导航系统参数的设

置方法

3.调整

可控震源

3.1 调整

发动机

3.1.1 能调整发动机气门间隙

及喷油行程

3.1.2 能调整发动机喷油正时

3.1.1 发动机气门间隙和

喷油行程的调整方法及技术

要求

3.1.2 发动机喷油正时的

调整方法及技术要求

3.2 调整

液压系统

3.2.1 能调整振动系统高压

3.2.2 能调整振动器升、降速

度和延迟时间

3.2.3 能调整静载压重

3.2.4 能调整重锤位移传感器

偏置

3.2.1 高压溢流阀的功

能、特点及调整方法

3.2.2 振动泵的结构、工

作原理及调整方法

3.2.3 提升换向阀的结

构、工作原理及调整方法

3.2.4 静载压重的调整方

法

3.2.5 重锤位移传感器的

原理及调整方法

4.维护

可控震源

4.1 维护

发动机

4.1.1 能判断发动机油路和电

路故障

4.1.2 能判断发动机配气机

构、冷却系统和润滑系统故障

4.1.1 发动机油路和电路

故障的判断方法

4.1.2 发动机配气机构、

冷却系统和润滑系统故障的

判断方法

4.2 维护

液压系统

4.2.1 能判断驱动系统故障

4.2.2 能判断液压系统温度高

故障

4.2.3 能判断振动系统升、降

压故障

4.2.1 驱动系统的组成、

原理及故障判断方法

4.2.2 液压冷却系统的组

成、原理及故障判断方法

4.2.3 振动系统的组成、

原理及故障判断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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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维护

机械系统

4.3.1 能判断变速箱和分动箱

故障

4.3.2 能判断驱动桥故障

4.3.1 变速箱和分动箱的

结构及原理

4.3.1 变速箱和分动箱的

故障判断方法

4.3.2 驱动桥的结构及故

障判断方法

5.综合

管理

5.1 技术

管理

5.1.1能完成可控震源技术建

档

5.1.2能编制可控震源操作规

程及技术改进方案

5.1.1可控震源技术建档

的撰写方法

5.1.2可控震源操作规程

的撰写方法及要求

5.1.3可控震源技术改进

方案的撰写方法及要求

5.2 培训

5.2.1 能进行在用的生产技

术、工艺、设备培训

5.2.2能编写技术教学方案

5.2.1 在用生产技术、工

艺、设备的管理要求及操作

规程

5.2.2技术教学方案的编

写方法及要求

6. 安

全生产

6.1 安全

操作

6.1.1能制定可控震源搬迁计

划

6.1.2能制定机械伤害、火灾

及交通事故的防御措施

6.1.1可控震源搬迁的流

程、要求及注意事项

6.1.2机械伤害和火灾的

产生条件及杜绝方法

6.1.3交通事故的预防措

施

6.2 风险

辨识与防控

6.2.1能制定安全措施并监督

现场实施情况

6.2.2能对施工安全的薄弱环

节提出改进措施

6.2.3能编制事故处理预案

6.2.4能处置突发事故

6.2.1可控震源的安全操

作规程

6.2.2危害辨识与风险的

评价方法

6.2.3突发事故的应急预

案

6.2.4安全生产隐患的排

查治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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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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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可控震源

1.1操作

可控震源车

载系统

1.1.1能检查液压泵压力

1.1.2能更换液压泵控制

阀块

1.1.3能检查液压马达压

力

1.1.1液压泵压力的检查方法

1.1.2液压泵控制阀块的工作

原理及更换方法

1.1.3液压马达压力的检查方

法

1.1.4液压马达控制阀块的更

换方法

1.2操作

电控系统和

导航系统

1.2.1能进行电控箱体升

级和降级操作

1.2.2能进行导航系统升

级和降级操作

1.2.1电控箱体升级和降级的

操作方法

1.2.2导航系统升级和降级的

操作方法

2.调整

可控震源

2.1调整

驱动系统参

数

2.1.1能设置驱动系统参

数

2.1.2能使用参数调整软

件排除驱动系统故障

2.1.1驱动系统参数的设置方

法

2.1.2使用参数调整软件排除

驱动系统故障的步骤

2.2调整

发动机参数

2.2.1能调整发动机参数

2.2.2能对发动机参数进

行分析

2.2.1发动机软件的功能及使

用方法

2.2.2发动机参数的调整方法

2.2.3发动机参数对发动机性

能的影响

2.3调整

液压系统

2.3.1能调整电液伺服阀

位移传感器偏置

2.3.2能调整力矩马达偏

置

2.3.1电液伺服阀的工作原理

2.3.2电液伺服阀位移传感器

偏置的调整方法

2.3.3力矩马达偏置的调整方

法

3.维护

可控震源

3.1维护

电控系统和

导航系统

3.1.1能分析电控系统和

导航系统故障

3.1.2能排除电控系统和

导航系统故障

3.1.1电控箱体电路板的功能

3.1.2地震数据采集信号的传

输流程

3.1.3电控箱体软件的操作方

法

3.1.4电控系统和导航系统故

障的排除方法

3.2排除

可控震源振

动故障

3.2.1能排除可控震源畸

变超限故障

3.2.2能排除可控震源相

位超限故障

3.2.3能排除可控震源输

出力超限故障

3.2.4能排除可控震源振

动故障

3.2.1可控震源畸变超限的分

析方法

3.2.2可控震源相位超限的分

析方法

3.2.3可控震源输出力超限的

分析方法

3.2.4可控震源振动故障的排

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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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综合

管理

4.1技术

管理

4.1.1能分析技术难题

4.1.2能制定技术难题的

改进方案

4.1.3能撰写技术论文

4.1.1技术难题改进方案的撰

写方法

4.1.2技术难题改进方案的实

施

4.1.3技术论文的撰写方法及

要求

4.2培训

4.2.1能编写技术教学计划

4.2.2 能对培训效果进行

考核评价

4.2.3能进行新技术、新

工艺、新设备培训

4.2.1 技术教学计划的编写

方法及要求

4.2.2 培训成果考核的标准

4.2.3新技术、新工艺、新设

备的管理要求及操作规程

5.安全

生产

5.1 安全

操作

5.1.1能制定安全活动计

划并组织实施

5.1.2能编制可控震源及

操作人员的安全管理规定

5.1.1可控震源安全活动的内

容

5.1.2可控震源的安全管理制

度及相关规定

5.2风险

辨识与防控

5.2.1能辨识可控震源事

故隐患

5.2.2能组织火灾事件、

事故应急演练

5.2.3能组织机械伤害事

件、事故应急演练

5.2.1作业许可管理规定

5.2.2应急演练的组织程序及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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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海洋勘探震源操作工

3.4.1 五级/初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配置

与维护震

源设备

1.1 配

置阵列主

体

1.1.1 能组装阵列浮体

1.1.2 能安装吊枪板及电

缆胶皮护套

1.1.3 能安装气枪及定深

绳

1.1.4 能连接通讯传输线

路

1.1.5 能安装高压气管及

接头

1.1.1 柔性浮体安装的技术要

求

1.1.2 气枪阵列深度绳的安装

要求

1.1.3 气枪高压气管的安装要

求

1.1.4 气枪吊枪板的安装要求

1.1.5 气枪阵列的布置图

1.1.6 阵列线路的连接要求

1.2 配

置阵列附

件

1.2.1 能安装数字包

1.2.2 能安装深度传感器

1.2.3 能安装压力传感器

1.2.4 能安装近场子波检

波器

1.2.1 深度传感器的安装要求

1.2.2 压力传感器的安装要求

1.2.3 近场检波器的安装要求

1.2.4 数字包的安装要求

1.2.5 数字包、深度传感器、

压力传感器和近场检波器的结

构组成和作用

1.3 维

护气枪阵

列

1.3.1 能维护气枪

1.3.2 能更换阵列线缆

1.3.3 能更换炮缆防折器

1.3.4能更换压力传感器、

深度传感器

1.3.1 气枪的原理和结构

1.3.2 阵列线缆的分类

1.3.3 炮缆防折器的结构及操

作流程

1.3.4 阵列线缆更换的操作流

程

1.3.5 阵列线缆的检测流程

1.3.6 压力传感器和深度传感

器的更换流程

2.操作

震源设备

2.1 操

作液压设

备

2.1.1 能进行释放气枪阵

列前的检查

2.1.2 能启停液压泵站

2.1.3 能启停液压炮缆绞

车

2.1.4 能启停液压辅助绞

车

2.1.1 液压泵站的组成及操作

规程

2.1.2 液压阀的作用与分类

2.1.3 液压炮缆绞车组成及操

作规程

2.1.4 液压辅助绞车的组成及

操作规程

2.1.5 液压系统的安全操作注

意事项

2.2 操

作空压机

2.2.1 能进行空压机启动

前的检查

2.2.2 能启停空压机海水

泵

2.2.3 能填写空压机巡检

2.2.1 空压机组的结构组成

2.2.2 空压机原动机的型号及

主要技术参数

2.2.3 空压机的日检流程

2.2.4 空压机海水冷却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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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 组成

2.3 操

作气枪控

制器

2.3.1 能操作气枪控制器

处于待机状态

2.3.2 能进行气枪激发一

致性检测

2.3.3 能填写生产记录

2.3.1 气枪控制器的种类

2.3.2 气枪控制器的结构组成

2.3.3 气枪控制器快捷键的应

用

2.3.4 气枪控制器的报警信息

2.3.5 气枪控制器的操作规程

3.故障

判断与处

理

3.1 排

除吊挂装

置故障

3.1.1 能修复定深绳断裂

故障

3.1.2 能排除浮体故障

3.1.3 能排除挂枪链条断

裂故障

3.1.1 尼龙绳的对接方法

3.1.2 尼龙绳的插扣要求

3.1.3 柔性浮体充气的操作规

程

3.1.4 截取链条的操作规程

3.2 排

除供气系

统故障

3.2.1 能排除气枪供气管

的漏气故障

3.2.2 能排除气管接头开

裂故障

3.2.3 能排除高压储气瓶

放残阀故障

3.2.1 供气管路的部件种类

3.2.2 更换气枪气管的操作流

程

3.2.3 放残阀的维护流程

3.2.4 螺纹锁固剂的使用要求

4.安全

生产

4.1 安

全操作

4.1.1 能识别安全警示标

识

4.1.2 能报火警

4.1.3 能使用手提灭火器

扑灭初起火灾

4.1.4 能识别并操作人员

落水报警按钮

4.1.1 安全警示标识图例

4.1.2 火灾现场情况说明

4.1.3 消防器材的种类、适用

范围及使用方法

4.1.4 报警按钮的操作方法

4.2 风

险辨识与

防控

4.2.1 能识别气枪甲板测

试的风险

4.2.2 能对风险点源采取

防控措施

4.2.1 安全理念、要求及健康、

安全与环境管理制度

4.2.2 气枪甲板测试操作流程

4.2.3 高压空气的操作风险识

别及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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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四级/中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配置与

维护震源设

备

1.1 维

护气枪

1.1.1 能维护气枪

1.1.2 能维护气枪电磁阀

1.1.3 能安装气枪传感器

1.1.1 气枪的结构

1.1.2 气枪电磁阀的结构和

工作原理

1.1.3 气枪传感器的结构和

工作原理

1.1.4 气枪维修工具的使用

1.1.5 气枪电磁阀的电器性

能参数

1.1.6 气枪传感器的电器性

能参数

1.2 维

护气枪阵

列

1.2.1 能组装组合气枪

1.2.2 能使用锁管机压制

气管

1.2.3 能插接钢丝和尼龙

绳扣

1.2.4 能安装配气面板高

压供气阀

1.2.5 能调节气枪沉放深

度

1.2.1 组合枪连杆的安装流

程

1.2.2 锁管机的使用注意事

项

1.2.3 绳扣的插接工艺

1.2.4 气枪沉放深度的定义

1.2.5 配气面板的结构和功

能

2.操作震

源设备

2.1 操

作液压设

备

2.1.1 能操作液压设备收

放气枪阵列

2.1.2 能更换液压马达齿

轮油

2.1.3 能使用黄油枪加注

润滑脂

2.1.1 气枪阵列收放的操作

规程

2.1.2 液压设备的维护保养

操作规程

2.1.3 润滑油品的分类

2.1.4 黄油枪的使用方法

2.2 操

作空压机

2.2.1 能保养空气过滤器

2.2.2 能保养油气分离器

2.2.3 能保养空压机气阀

2.2.4 能更换润滑油

2.2.5 能安装与调试渔人

阀

2.2.1 空气过滤器作用及维

护方法

2.2.2 机油滤清器的作用及

维护方法

2.2.3 空压机阀门的作用及

维护方法

2.2.4 油气分离器的作用及

维护方法

2.2.5 空压机润滑油的种类

2.2.6 渔人阀的连接及组成

2.3 操

作气枪控

制器

2.3.1 能设置气枪控制器

气枪容量

2.3.2 能设置气枪控制器

检波器和传感器参数

2.3.3 能导出气枪控制器

2.3.1 气枪控制器参数的设

置方法

2.3.2 气枪控制器压力传感

器参数的设置方法

2.3.3 气枪控制器深度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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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记录 器参数的设置方法

2.3.4 磁盘操作系统的命令

2.4 设

备维护

2.4.1 能更换液压阀

2.4.2 能清洁液压管路

2.4.3 能调整柔性浮体尾

部封头

2.4.1 液压控制阀的种类及

结构

2.4.2 液压管系更换的操作

流程

2.4.3 钢带固定操作流程

3.故障判

断与处理

3.1 判

断气枪阵

列故障

3.1.1 能判断气枪不同步

原因

3.1.2 能检测判断数字包

故障

3.1.3 能判断绞车操作阀

故障原因

3.1.4 能处理气枪不点火

故障

3.1.1 气枪的激发原理

3.1.2 数字包的结构及工作

原理

3.1.3 绞车的构成组成

3.1.4 气枪控制器的组成和

功能

3.2 处

理供气系

统故障

3.2.1 能处理气滑环的漏

气故障

3.2.2 能处理配气面板阀

件的漏气故障

3.2.1 供气系统的结构组成

3.2.2 气滑环的结构和工作

原理

3.2.3 配气面板的结构

4.安全生

产

4.1 安

全操作

4.1.1 能佩戴安全带登高

作业

4.1.2 能处置轻微伤害

4.1.3能现场救治中暑人

员

4.1.1 安全带的规格及使用

方法

4.1.2 高空作业的注意事项

4.1.3 轻微伤害的处理方法

4.1.4 中暑的救治方法

4.2 风

险辨识与

防控

4.2.1 能分析机械伤害典

型案例

4.2.2 能分析触电典型案

例

4.2.3 能分析火灾典型案

例

4.2.1 事件、事故的分类方法

4.2.2 机械伤害的分类及预

防措施

4.2.3 预防触电的措施

4.2.4 火灾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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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三级/高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配置

与维护震

源设备

1.1 检

查气枪震

源设备

1.1.1能检测气枪阵列气密

性

1.1.2能使用绝缘电阻表测

量电缆和电磁阀的绝缘电阻

1.1.3 能检测气枪自激

1.1.4能检测点火线和信号

线的电器性能参数

1.1.1 气枪阵列的供气管系

图

1.1.2 气枪震源的接线图

1.1.3 热风枪的使用方法

1.1.4 绝缘电阻表的使用方

法

1.1.5 数字示波器的使用方

法

1.2 制

作气枪震

源部件

1.2.1能制作高压空气管路

连接头

1.2.2能更换扩展器拖带绳

索

1.2.3 能制作炮缆湿端

1.2.4 能更换绞车吊索

1.2.5能测绘高压接头结构

图

1.2.1 配件图的绘制方法

1.2.2 炮缆的结构和功能

1.2.3 炮缆湿端电路的构成

1.2.4 固化密封胶的配置及

操作流程

1.2.5 电烙铁焊接工艺及线

路绝缘处理方法

2.操作

震源设备

2.1 操

作液压系

统

2.1.1能更换液压泵站滤器

滤芯

2.1.2能调节炮缆绞车刹车

2.1.3能更换液压设备马达

2.1.4 能完成扩展器收放

2.1.1 液压泵站的结构组成

2.1.2 液压元件的结构及故

障排除方法

2.1.3 液压收放系统操作规

程

2.1.4 扩展器收放行车的操

作规程

2.1.5 液压机械设备的制动

方式及特点

2.2 操

作物探空

压机

2.2.1 能启动空压机

2.2.2 能关闭空压机

2.2.1 空压机的组成

2.2.2 空压机安装的注意事

项

2.2.3 空压机的日常检查方

法

2.2.4 空压机的操作规程

2.2.5 空压机的参数设置方

法

2.3 操

作气枪控

制器

2.3.1能操作气枪控制器激

发气枪

2.3.2能操作气枪控制器创

建作业报告

2.3.1 气枪控制器线路板的

结构

2.3.2 气枪控制器功能菜单

参数设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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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能操作气枪控制器校

正数字包的序列号

2.3.4能操作气枪控制器校

准压力传感器

2.3.3 气枪控制器软启动的

操作方法

2.3.4 气枪控制器激发气枪

操作规程

3.故障

判断与处

理

3.1 处

理空压机

故障

3.1.1能处理冷却系统故障

3.1.2能处理排残系统故障

3.1.1 空压机冷却系统的结

构

3.1.2 空压机排残系统的结

构

3.2 排

除气枪控

制器故障

3.2.1能排除点火单元故障

3.2.2能排除主控单元与点

火单元连接故障

3.2.1 气枪控制器主控单元

的维修手册

3.2.2 气枪控制器点火单元

的维修手册

4.综合

管理

4.1 技

术质量管

理

4.1.1能根据作业合同制定

质量控制措施

4.1.2能根据采集信号或图

像判断震源技术质量

4.1.3能编写震源质量班报

4.1.1 气枪震源的质量控制

要求

4.1.2 施工技术任务书的内

容

4.1.3 气枪震源的配置文件

及行业标准

4.2 培

训

4.2.1能使用文本编辑类软

件编写培训材料

4.2.2能指导初级工及中级

工技能操作

4.2.3 能指导初、中级别操

作人员现场操作

4.2.1 文本编辑类办公软件

的使用

4.2.2 技能培训的内容

4.2.3 培训课件的编写方法

4.2.4 培训的基本环节

5.安全

生产

5.1 安

全操作

5.1.1 能进行心肺复苏

5.1.2能检测有害气体浓度

5.1.3能进行压力容器操作

前的安全检查

5.1.1 心肺复苏的操作要点

5.1.2 气体检测仪的使用方

法

5.1.3 进入密闭空间作业的

操作流程

5.1.4 压力容器操作的安全

要求

5.2 风

险识别与

防控

5.2.1能处置机械伤害突发

事件

5.2.2能处置触电突发事件

5.2.1 机械伤害的防范措施

及处置方法

5.2.2 船舶触电的防范措施

及处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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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二级/技师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配置

与维护震

源设备

1.1 配置

阵列主体

1.1.1 能导出气枪阵列信息

文件

1.1.2 能识别气枪阵列远场

子波图

1.1.3 能布设气枪阵列电缆

及高压气管

1.1.1 震源的气泡振荡原理

1.1.2 气枪阵列的技术参数

1.1.3 气枪子波的特性参数

1.1.4 气枪阵列的评价方法

1.2 调试

气枪阵列

1.2.1 能调试震源数字包

1.2.2 能装配、调试震源压

力传感器

1.2.3 能更换供气面板高压

阀组

1.2.1 压力传感器的结构和

工作原理

1.2.2 震源高压气路结构及

阀组拆装的注意事项

1.2.3 数字包的使用手册

2.操作

震源设备

2.1 操作

气枪震源

设备

2.1.1 能检测组合炮缆整体

性能

2.1.2 能安装枪阵定位装置

2.1.1 组合炮缆的组成及维

修方法

2.1.2 枪阵定位装置的结构

组成

2.2 操作

空压机

2.2.1能完成空压机5000小

时的定期维护

2.2.2 能调试渔人阀

2.2.1 空压机的保养手册

2.2.2 渔人阀的结构和工作

原理

2.3 操作

气枪控制

器

2.3.1 能配置气枪控制器

2.3.2 能绘制控制线路图

2.3.3 能绘制气枪阵列激发

时序图

2.3.1 气枪阵列的设计原理

2.3.2 气枪控制器时间控制

参数

2.3.3 气枪控制器的工作原

理

2.3.4 气枪震源的质量控制

要求

3.故障

判断与处

理

3.1 排除

空压机故

障

3.1.1 能排除报警、停车故

障

3.1.2 能判断和处理原动机

的故障

3.1.1 空压机的操作手册

3.1.2 原动机的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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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排除

气枪控制

器故障

3.2.1 能解决定位系统、地

震仪器和震源系统不同步故

障

3.2.2 能解决气枪控制器主

控单元故障

3.2.1 定位系统的工作原理

3.2.2 地震仪器的工作原理

3.2.3 气枪控制器主控单元

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4.综合

管理

4.1 质量

管理

4.1.1 能根据合同子波图判

断评定震源匹配情况

4.1.2 能根据采集图像判断

震源系统工作状况

4.1.3 能编写中震源系统工

程报告

4.1.1 地震数字采集图像读

图的注意事项

4.1.2 震源匹配及沉放深度

设计的注意事项

4.1.3 震源系统和采集联系

系统相互影响的分析

4.2 技术

管理

4.2.1 能组织完成液压泵组

性能调试

4.2.2 能组织完成炮缆绞车

传动齿圈更换

4.2.3 能组织新装电缆绞车

试车

4.2.1 液压泵组的结构组成

及调试规程

4.2.2 绞车动力的结

4.2.3 绞车工况的标准、调

试各阶段负载控制和操作注

意事项

4.2.4 更换配平调试的注意

事项

4.3 生产

管理

4.3.1 能编制阵列收放作业

具体方案

4.3.2 能编制阵列组阵方案

4.3.3 能编制自扩式震源阵

列距调节办法

4.3.1 海上作业安全及阵列

收放流程的注意事项

4.3.2 震源与系统的技术匹

配和注意事项

4.3.3 阵列扩展距离调节的

注意事项

4.4 培训

4.4.1 能进行在用的生产技

术、工艺、设备培训

4.4.2 能编写技术教学方案

4.4.1 在用生产技术、工艺、

设备的管理要求及操作规程

4.4.2 技术教学方案的编写

方法及要求

5.安全

生产

5.1 安全

操作

5.1.1 能组织人员应急疏散

5.1.2 能布置标准化施工区

域

5.1.1 事故现场情况判断、

撤离路线及疏散方式

5.1.2 标准化施工区域的布

置方法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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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风险

辨识与防

控

5.2.1 能编制机械伤害及触

电事件、事故应急预案

5.2.2 能编制人员落水事

件、事故应急预案

5.2.1 应急预案的编制内容

5.2.2应急预案的编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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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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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与维护震

源设备

1.1 配

置及设计

气枪震源

1.1.1 能识别气枪阵列远场

子波能谱分布图

1.1.2 能绘制震源布置图

1.1.1 气枪震源的设计原理

1.1.2 气枪震源的配置原则

1.2 调

试安装气

枪震源

1.2.1 能进行气枪震源液压

系统同步收放调节

1.2.2 能进行绞车滑环更换

和调试

1.2.1 液压系统的结构与工

作原理

1.2.2 机械设备的安装调试

规程

1.2.3 绞车同步操作控制的

电路组成原理

2.操作

震源设备

2.1 操

作震源设

备

2.1.1 能处理绞车电控系统

信号反馈异常

2.1.2 能组织舷外扩展臂安

装

2.1.1 电控电路和控制信号

的参数变化与设备关系

2.1.2 扩展臂的结构与安装

工艺

2.2 操

作气枪控

制器

2.2.1 能安装气枪控制器软

件系统

2.2.2 能检测气枪控制器系

统

2.2.1 气枪控制器软件系统

的安装方法

2.2.2 气枪控制器系统的组

成

3.故障

判断与处

理

3.1 判

断机械设

备故障

3.2.1 能判断液压泵冷却器

内漏部位

3.2.2 能判断绞车减速机声

音异常原因

3.2.1 冷却器的结构分类和

功能

3.2.2 绞车减速器的结构与

工作原理

3.2.3 液压的传动原理

3.2 能

处理气枪

控制器故

障

3.2.1 能处理气枪传感器信

号漂移

3.2.2 能处理气枪控制器死

机故障

3.2.1 气枪传感器信号和电

路的原理

3.2.2 气枪控制器信号的解

读及控制系统电路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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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综合

管理

4.1 管

理及指导

4.1.1 能进行新技术、新工

艺管理

4.1.2 能指导新型装备操作

4.1.1 教学课件编写方法及

要求

4.1.2 培训项目组织及策划

4.2 培

训

4.2.1能编写技术教学计划

4.2.2 能对培训效果进行考

核评价

4.2.3 能进行新技术、新工

艺、新设备培训

4.2.1 技术教学计划的编写

方法及要求

4.2.2 培训成果考核的标准

4.2.3 新技术、新工艺、新设

备的管理要求及操作规程

5.安全

生产

5.1 安

全操作

5.1.1 能依据岗位风险制定

预防措施

5.1.2 能组织震源作业中的

应急处置

5.1.1 安全理念、要求及安全

环境健康管理制度

5.1.2 危害辨识与风险评价

方法

5.1.3 应急预案处置方法

5.2 风

险辨识与

防控

5.2.1能审核震源作业中的

应急预案

5.2.2能编制高压空气系统

耐压试验风险评估

5.2.1应急预案的编制方法

5.2.2风险评估的编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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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石油重磁电勘探工

3.5.1 五级/初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重力

资料采集

1.1 使

用重力仪

1.1.1 能设置重力仪器参数

1.1.2 能操作重力仪测量数

据

1.1.3 能观测重力仪静态、动

态及一致性试验数据

1.1.4 能观测重力仪格值校

验及标定数据

1.1.1 重力仪面板的结构

1.1.2 重力仪参数的设置方法

1.1.3 重力仪的操作方法

1.1.4 重力测点数据的观测与

记录要求

1.1.5 重力仪静态、动态及一

致性试验的观测方法

1.1.6 重力仪格值校验与标定

数据的观测方法

1.2 维

护重力仪

1.2.1 能安全运移重力仪

1.2.2 能清洁重力仪主机及

附件

1.2.3 能填写重力仪日检记

录

1.2.4 能对重力仪电池充电，

能检查仪器温度、电池电量

1.2.1 重力仪运移的注意事项

1.2.2 重力仪清洁维护的要求

1.2.3 重力仪日检记录的填写

要求

1.2.4 重力仪电池的充电方法

1.3 采

集重力数

据

1.3.1 能选择重力基点点位

1.3.2 能选择重力普点点位

1.3.3 能传输重力观测数据

1.3.1 重力采集的作业流程

1.3.2 重力基点与普点的选点

要求

1.3.3 重力观测数据的传输方

法

2.磁力

资料采集

2.1 使

用磁力仪

2.1.1 能设置磁力仪参数

2.1.2 能使用磁力仪观测和

记录测点数据

2.1.3 能进行磁力仪噪声水

平、观测误差、一致性及系统

误差试验数据的观测

2.1.1 磁力仪的面板结构

2.1.2 磁力仪的参数设置

2.1.3 磁力仪的操作方法

2.1.4 磁力数据的观测与记录

方法

2.1.5 磁力仪试验数据的观测

方法

2.2 维

护磁力仪

2.2.1 能清洁磁力仪主机及

附件

2.2.2 能填写磁力仪日检记

录

2.2.3 能对磁力仪电池充电，

能检查电池电量

2.2.1 磁力仪清洁的维护要求

2.2.2 磁力仪日检记录的填写

要求

2.2.3 磁力仪电池的充电方法

2.3 采

集磁力数

据

2.3.1 能识别磁力干扰源

2.3.2 能选择磁力日变站位

置

2.3.3 能选择磁力普点点位

2.3.4 能识别磁暴引起的读

数异常

2.3.1 磁力采集的作业流程

2.3.2 磁力干扰源的分类与识

别

2.3.3 磁力选点的要求

2.3.4 磁暴的概念

2.3.5 磁力数据的传输方法



53 / 111

2.3.5 能传输磁力观测数据

3.天然

场源电法

资料采集

3.1 使

用天然场

源仪器

3.1.1 能对天然场源仪器电

瓶充电

3.1.2 能进行天然场源仪器

主机与电源线、电极线、磁棒

线、卫星天线的连接

3.1.3 能连接计算机与天然

场源仪器并设置采集参数

3.1.4 能操作天然场源仪器

进行数据采集

3.1.5 能下载天然场源仪器

记录数据

3.1.1 充电器使用和维护的方

法

3.1.2 天然场源仪器主机与附

件的连接方法

3.1.3 天然场源仪器与计算机

的连接方法

3.1.4 天然场源仪器采集参数

的设置方法

3.1.5 天然场源仪器的操作方

法

3.1.6 天然场源仪器下载数据

的方法

3.2 布

设天然场

源测点

3.2.1 能布设天然场源正交

方向的两对电极

3.2.2 能布设天然场源水平、

垂直磁棒

3.2.3 能填写天然场源野外

工作班报

3.2.1 天然场源电极的布设方

法

3.2.2 天然场源磁棒的布设方

法

3.2.3 天然场源电极线与磁棒

线的布设方法

3.2.4 天然场源野外工作班报

的填写方法

4.人工

场源电法

资料采集

4.1 使

用人工场

源仪器

4.1.1 能进行人工场源接收

仪器主机与电极线、磁棒线、

电源线的连接

4.1.2 能进行人工场源发射

仪器与供电电极、发电机、控

制盒的连接

4.1.1 人工场源接收系统的组

成

4.1.2 人工场源发射系统的组

成

4.1.3 人工场源电缆线的连接

方法

4.2 维

护人工场

源电极与

电池

4.2.1 能保养电极

4.2.2 能使用数字万用表进

行电极配对

4.2.3 能维护铅酸电瓶、锂电

池

4.2.1 电极的保养方法

4.2.2 电极的配对方法

4.2.3 铅酸电瓶、锂电池的使

用与维护方法

5.安全

生产

5.1 安

全操作

5.1.1 能识别安全警示标识

5.1.2 能报火警

5.1.3 能拨打急救电话

5.1.4 能使用消防器材扑灭

初起火灾

5.1.5 能设置人工场源高压

电源警戒区

5.1.6 能对人工场源高压直

流电缆分段警戒

5.1.1 安全警示标识知识

5.1.2 火灾报警知识

5.1.3 人员受伤类型及情况说

明

5.1.4 消防器材的种类、适用

范围及使用方法

5.1.5 人工场源高压电源警戒

区的设置要求

5.1.6 人工场源高压直流电缆

分段警戒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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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风

险识别与

防控

5.2.1 能识别重磁电施工过

程中的风险点源

5.2.2 能针对风险点源采取

防控措施

5.2.1重磁电仪器操作的安全

注意事项

5.2.2风险识别与风险评估的

基本步骤

5.2.3风险的防控措施



55 / 111

3.5.2 四级/中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重力

资料采集

1.1 选

择重力仪

试验场地

1.1.1 能选择重力仪室内静

态试验场所

1.1.2 能选择重力仪动态及

一致性试验场地

1.1.3 能选择国家重力仪格

值标定与校验场

1.1.1 重力仪室内静态试验场

所的选择方法

1.1.2 重力仪动态及一致性试

验场地的选择方法

1.1.3 国家重力仪格值标定场

的选择要求

1.2 使

用重力仪

1.2.1 能调节重力仪水泡位

置和灵敏度

1.2.2 能识别重力仪突然掉

格

1.2.3 能调改重力仪测程

1.2.1 重力仪的调节方法

1.2.2 重力仪突然掉格的原因

与处理方法

1.2.3 重力仪测程的调改方法

1.3 采

集重力数

据

1.3.1 能使用重力仪完成绝

对重力值导引

1.3.2 能布测重力基点、普点

和检查点

1.3.3 能按设定方法测量重

力近区地改数据

1.3.1 绝对重力值的导引方法

1.3.2 重力基点、连接点、普

点和检查点的布测方法

1.3.3 重力近区地改的方法

2.磁力

资料采集

2.1 测

试磁力仪

性能

2.1.1 能进行磁力噪声水平

试验

2.1.2 能进行磁力观测误差

试验

2.1.3 能进行磁力系统误差

试验

2.1.4 能进行磁力一致性试

验

2.1.1 磁力噪声水平试验的方

法

2.1.2 磁力观测误差试验的方

法

2.1.3 磁力系统误差试验的方

法

2.1.4 磁力一致性试验的方法

2.2 判

断磁力仪

故障

2.2.1 能判断磁力仪连接故

障

2.2.2 能判断磁力仪探头故

障

2.2.1 磁力仪主机与附件的连

接方法

2.2.2 磁力仪探头故障的判断

方法

2.3 采

集磁力数

据

2.3.1 能使用磁力仪观测日

变站和校验点数据

2.3.2 能进行磁力检查点布

测

2.3.1 磁力日变站和校验点的

观测记录方法

2.3.2 磁力检查点的布测方法

3.天然

场源电法

资料采集

3.1 使

用天然场

源仪器

3.1.1 能安装天然场源仪器

的数据存储设备

3.1.2 能安装并启动天然场

源仪器的联机软件

3.1.3 能测量天然场源电极

接地电阻、交流电压和直流电

压

3.1.1 天然场源仪器存储设备

的安装方法

3.1.2 天然场源仪器联机软件

的使用方法

3.1.3 万用表测量天然场源电

极接地电阻、交流电压和直流电

压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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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维

护天然场

源仪器

3.2.1 能进行天然场源仪器

日检和月检

3.2.2 能标定天然场源仪器

3.2.1 天然场源仪器的维护方

法

3.2.2 天然场源仪器的标定方

法

3.3 布

设天然场

源测点

3.3.1 能选择天然场源测点

点位

3.3.2 能检查天然场源电极

和电极线、磁棒和磁棒线的布

极状态

3.3.3 能判断天然场源仪器

各道连接状况

3.3.4 能布设天然场源参考

站

3.3.1 天然场源测点点位的选

择要求

3.3.2 天然场源电极和电极

线、磁棒和磁棒线的布设方法

3.3.3 天然场源仪器开机检查

的内容和要求

3.3.4 天然场源参考站的布设

方法

4.人工

场源电法

资料采集

4.1 使

用人工场

源仪器

4.1.1 能操作人工场源接收

仪器

4.1.2 能启动、关闭人工场源

发射机

4.1.1 人工场源接收仪器的操

作方法

4.1.2 人工场源发射仪器的操

作方法

4.2 维

护人工场

源仪器

4.2.1 能进行人工场源接收

仪和发射仪的日检和月检

4.2.2 能标定人工场源仪器

和磁棒

4.2.1 人工场源仪器的维护方

法

4.2.2 人工场源仪器和磁棒的

标定方法

4.3 布

设人工场

源测点

4.3.1 能进行人工场源选点

及测点布设

4.3.2 能布设人工场源发射

电极

4.3.3 能填写发射源布极班

报

4.3.1 人工场源测点的布设方

法

4.3.2 人工场源发射源的布极

方法

4.3.3 发射源布极班报的填写

要求

5.安全

生产

5.1安全

操作

5.1.1 能采取自我防护措施

进行作业

5.1.2 能正确使用急救包

5.1.3 能现场救治中暑人员

5.1.4 能设置人工场源供电

电极警戒区

5.1.1 自我防护的措施

5.1.2 安全带的规格、使用方

法及注意事项

5.1.3 急救包的使用方法

5.1.4 中暑人员的救治方法

5.1.5 人工场源供电电极警戒

区的设置要求

5.2 风

险识别与

防控

5.2.1 能分析机械伤害典型

案例

5.2.2 能分析山地坠落典型

案例

5.2.3 能预防高原地滚雷对

电法仪器电击损坏

5.2.1 事件、事故的分类分级

5.2.2 典型事件、事故案例

5.2.3 机械伤害的分类及发生

原因

5.2.4 引起高空坠落的原因

5.2.5 高原地滚雷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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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三级/高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重力

资料采集

1.1 分

析重力仪

试验数据

1.1.1 能进行重力仪静态、动

态和一致性试验数据分析

1.1.2 能进行重力仪格值校

验与标定试验数据分析

1.1.1 重力仪静态、动态和一

致性试验数据的分析方法

1.1.2 重力仪格值校验与标定

结果的分析及评价方法

1.2 判

断重力仪

故障

1.2.1 能判断重力仪掉温和

读数异常故障

1.2.2 能判断重力仪充电器

无输出电压故障

1.2.1 重力仪的分类与特点

1.2.2 重力仪的工作原理

1.2.3 重力仪充电器的工作

原理

1.2.4 重力仪故障的判断方法

1.2.5 重力仪充电器故障的判

断方法

1.3 采

集重力数

据

1.3.1 能对重力工区进行施

工环境踏勘

1.3.2 能布设重力基线和普

线

1.3.3 能联测重力基线

1.3.4 能评价重力检查观测

精度

1.3.1 重力工区踏勘的目的与

要求

1.3.2 重力基线和普线的布设

方法

1.3.3 重力基线的联测方法

1.3.4 重力检查点精度的评价

方法

1.4 处

理重力数

据

1.4.1 能安装重力现场处理

软件

1.4.2 能计算重力仪性能试

验数据、重力基线数据和普线

数据

1.4.3 能进行重力基点网平

差

1.4.4 能计算布格重力异常

1.4.5 能进行重力采集精度

和异常精度计算与质量评价

1.4.1 重力现场处理软件的安

装方法

1.4.2 重力仪性能试验数据、

重力基线数据和普线数据的计

算方法

1.4.3 重力基点网的平差方法

1.4.4 布格重力异常的计算方

法

1.4.5 重力异常精度的计算与

质量评价方法

2.磁力

资料采集

2.1 分

析磁力仪

试验数据

2.1.1 能进行磁力仪噪声水

平、观测误差和一致性试验数

据分析

2.1.2 能进行磁力仪系统误

差试验数据分析

2.1.1 磁力仪噪声水平、观测

误差和一致性试验数据的分析

方法

2.1.2 磁力仪系统误差试验数

据的分析方法

2.2 判

断磁力仪

故障

2.2.1 能拆装磁力仪主机

2.2.2 能判断磁力仪开机异

常、数据采集异常和系统异常

故障

2.2.1 磁力仪主机的构成与特

点

2.2.2 磁力仪的工作原理

2.2.3 磁力仪故障的判断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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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采

集磁力数

据

2.3.1 能对磁力工区进行施

工环境踏勘

2.3.2 能进行磁力干扰源调

查试验

2.3.3 能建立和联测磁力日

变站

2.3.4 能进行磁力日变改正

2.3.5 能评价磁力采集数据

质量

2.3.1 磁力工区踏勘的目的与

要求

2.3.2 磁力干扰源调查试验的

方法

2.3.3 磁力日变站的建立和联

测方法

2.3.4 磁力日变改正的方法

2.3.5 磁力采集数据质量的评

价方法

2.4 处

理磁力数

据

2.4.1 能安装磁力现场处理

软件

2.4.2 能计算磁力仪性能试

验数据和试验精度

2.4.3 能计算磁力校验点联

测数据和联测精度

2.4.4 能计算磁力观测数据

和采集精度

2.4.1 磁力现场处理软件的安

装方法

2.4.2 磁力仪性能试验数据的

计算方法

2.4.3 磁力校验点联测数据的

计算方法

2.4.4 绝对磁力值及采集精度

的计算方法

2.4.5 磁力异常精度的计算与

质量评价方法

3.天然

场源电法

资料采集

3.1 使

用天然场

源仪器

3.1.1 能监控天然场源仪器

采集状态

3.1.2 能回放天然场源仪器

采集时序信号

3.1.3 能查看天然场源仪器

采集信号功率谱

3.1.1 天然场源仪器采集状态

的监控方法

3.1.2 天然场源仪器采集时序

信号的监控方法

3.1.3 天然场源仪器采集软件

的使用方法

3.2 布

设天然场

源测点

3.2.1 能使用数字万用表判

断电极状态

3.2.2 能进行“十型”、“L

型”和“T型”电极布设

3.2.3 能布设天然场源检查

点

3.2.4 能进行天然场源电极

距长度试验布极

3.2.5 能进行天然场源仪器

一致性试验布极

3.2.6 能进行天然场源磁棒

平行噪音测试布极

3.2.1 电极状态的判断方法

3.2.2 天然场源测点的布设

要求

3.2.3 天然场源检查点的布设

要求

3.2.4 天然场源电极距长度试

验的布极要求

3.2.5 天然场源仪器一致性试

验的布极要求

3.2.6 天然场源磁棒平行噪音

测试的布极要求

4.人工

场源电法

资料采集

4.1 使

用人工场

源仪器

4.1.1 能安装人工场源计算

机串口驱动程序

4.1.2 能设置发射频率表

4.1.3 能设置发射采集启动

时间

4.1.4 能设置发射输出电流

4.1.1 人工场源计算机串口驱

动程序的安装方法

4.1.2 发射频率表的设计要求

4.1.3 设置发射采集启动时间

的要求

4.1.4 设置发射机输出电流参

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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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布

设人工场

源测点

4.2.1 能布设人工场源测点

4.2.2 能选择发射点，能布设

供电电极

4.2.1 人工场源测点的布设方

法

4.2.2 人工场源发射点的布设

方法

5.安全

生产

5.1安

全操作

5.1.1 能现场救治冻伤人员

5.1.2 能使用安全工具保障

人身安全

5.1.1 冻伤的防护方法

5.1.2 冻伤人员的救治方法

5.1.3 重磁电施工安全工具的

使用方法

5.2 风

险识别与

防控

5.2.1 能针对山洪、滑坡、泥

石流灾害避险和逃生

5.2.2 能针对恶劣天气避险

与逃生

5.2.3 能针对特殊地表环境

施工作业采取安全防控措施

5.2.1 山洪、滑坡、泥石流灾

害避险和逃生措施

5.2.2 恶劣天气条件下施工

的安全注意事项

5.2.3特殊地表环境施工的安

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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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二级/技师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重力

资料采集

1.1 准

备重力开

工验收

1.1.1 能制定重力工区踏

勘计划

1.1.2 能准备重力开工验

收资料

1.1.1 重力工区踏勘计划的内容

与要求

1.1.2 重力开工验收的内容与要

求

1.2 排

除重力仪

故障

1.2.1 能排除重力仪掉

温、读数异常故障

1.2.2 能排除重力仪充电

器无输出电压故障

1.2.1 重力仪故障的排除方法

1.2.2 重力仪充电器故障的排除

方法

1.3 采

集重力数

据

1.3.1 能建立重力基点网

1.3.2 能设计重力勘探总

精度

1.3.3 能设计重力测点观

测精度、布格改正精度、正

常场改正精度和地形改正

精度

1.3.1 重力基点网的建立方法

1.3.2 重力工区的地质任务

1.3.3 重力工区的地形地貌、人文

交通和地下地质条件

1.3.4 重力异常数值的模拟方法

1.4 处

理重力数

据

1.4.1 能进行重力仪格值

试验数据处理与评价

1.4.2 能进行重力基点网

质量评价

1.4.3 能进行重力地改数

据处理与精度评价

1.4.1 重力仪格值试验数据的处

理与评价方法

1.4.2 重力基点网平差精度计算

与质量评价的方法

1.4.3 重力地改数据处理与精度

评价的方法

2.磁力

资料采集

2.1 准

备磁力开

工验收

2.1.1 能制定磁力工区踏

勘计划

2.1.2 能准备磁力开工验

收资料

2.1.1 磁力工区踏勘计划的内容

与要求

2.1.2 磁力开工验收的内容与要

求

2.2 排

除磁力仪

故障

2.2.1 能排除磁力仪开机

异常故障

2.2.2 能排除磁力仪采集

异常故障

2.2.3 能排除磁力仪系统

异常故障

2.2.1 磁力仪面板使用与维护的

要求

2.2.2 磁力仪主机与附件的连接

要求

2.2.3 磁力仪电池性能的要求

2.2.4 磁力仪采集异常故障的排

除方法

2.2.5 磁力仪系统异常故障的排

除方法

2.3 采

集磁力数

据

2.3.1 能监控和评价磁力

观测数据质量

2.3.2 能设计磁力异常总

精度

2.3.3 能设计磁力观测精

度、正常场改正精度、高度

改正精度和日变站联测精

2.3.1 磁力观测数据质量监控与

评价的方法

2.3.2 磁力工区的地质任务

2.3.3 磁力工区的地形地貌、人文

干扰和地下地质条件

2.3.4 磁力异常数值的模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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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2.4 处

理磁力数

据

2.4.1 能计算磁力日变站

联测数据

2.4.2 能进行磁力日变站

观测数据质量评价

2.4.3 能进行磁力校验点

数据的质量评价

2.4.4 能进行磁力普线观

测数据质量评价

2.4.1 磁力日变站联测数据的计

算方法

2.4.2 磁力日变站观测数据的质

量评价方法

2.4.3 磁力校验点数据的质量评

价方法

2.4.4 磁力普线观测数据的质量

评价方法

3.天然

场源电法

资料采集

3.1 判

断天然场

源仪器故

障

3.1.1 能拆装天然场源仪

器采集站

3.1.2 能判断天然场源仪

器时间同步故障

3.1.3 能判断天然场源仪

器开、关机故障

3.1.4 能判断天然场源仪

器数据记录故障

3.1.1 天然场源仪器的结构

3.1.2 天然场源仪器组件的功能

3.1.3 天然场源仪器卫星天线的

连接方法

3.1.4 天然场源仪器卫星天线及

晶振的性能指标

3.1.5 天然场源仪器电源的连接

方法

3.1.6 天然场源仪器电源板、接口

板及电源的性能指标

3.1.7 天然场源仪器通道板及存

储设备的性能指标

3.2 测

试天然场

源仪器性

能

3.2.1 能进行天然场源仪

器白噪音测试

3.2.2 能标定天然场源仪

器

3.2.3 能计算、分析白噪

音误差和仪器标定误差

3.2.1 天然场源仪器白噪音的测

试方法

3.2.2 天然场源仪器的标定方法

3.2.3 计算、分析白噪音误差和仪

器标定误差的方法

3.3 处

理天然场

源数据

3.3.1 能检查天然场源仪

器测点参数信息

3.3.2 能查看天然场源仪

器采集信号功率谱

3.3.3 能进行天然场源采

集资料质量评价

3.3.1 天然场源仪器测点参数检

查的内容

3.3.2 天然场源现场处理软件的

使用方法

3.3.3 天然场源采集资料的质量

评价原则

4.人工

场源电法

资料采集

4.1 维

修人工场

源仪器

4.1.1 能使用示波器检测

发射机输出电压

4.1.2 能标定人工场源磁

棒

4.1.3 能维修人工场源磁

棒前置放大器

4.1.1 示波器测量高压电的方法

4.1.2 人工场源磁棒的标定方法

4.1.3 人工场源磁棒的结构与工

作原理

4.2 采

集人工场

源数据

4.2.1 能进行人工场源收

发距试验

4.2.2 能布设人工场源双

方位激发方式的观测系统

4.2.3 能布设人工场源三

4.2.1 人工场源收发距的试验方

法

4.2.2 人工场源双方位激发采集

的方法

4.2.3 人工场源三维采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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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采集方式的观测系统 4.2.4 人工场源干扰区测点的布

设方法

5.综合

管理

5.1 报

告编写

5.1.1 能编写仪器试验报

告

5.1.2 能编写开工验收报

告

5.1.3 能编写工区踏勘报

告

5.1.4 能编写工程设计变

更申请报告

5.1.1 仪器试验报告的编写要求

5.1.2 开工验收报告的编写要求

5.1.3 工区踏勘报告的编写要求

5.1.4 工程设计变更申请报告的

要求

5.2 培

训

5.2.1 能进行在用的生产

技术、工艺、设备培训

5.2.2 能编写技术教学方

案

5.2.1 在用生产技术、工艺、设备

的管理要求及操作规程

5.2.2 技术教学方案的编写方法

及要求

6.安全

生产

6.1安

全操作

6.1.1 能制定重磁电队伍

搬迁计划

6.1.2 能制定机械伤害、

火灾及交通事故的防控措

施

6.1.1 重磁电队伍搬迁的流程、要

求及注意事项

6.1.2 机械伤害和火灾的产生条

件及防范措施

6.1.2 交通事故的预防措施

6.2 风

险识别与

防控

6.2.1 能制定营地临时用

电的安全措施

6.2.2 能制定恶劣天气下

重磁电仪器的安全使用措

施

6.2.3 能制定恶劣施工环

境下重磁电施工的安全措

施

6.2.1 重磁电施工的安全操作规

程

6.2.2 临时用电的安全措施

6.2.3 恶劣天气下安全使用重磁

电仪器的方法

6.2.4 恶劣施工环境下安全使用

重磁电仪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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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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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

资料采集

1.1 维

修重力仪

故障

1.1.1 能维修重力仪掉温、读

数异常故障

1.1.2 能维修重力仪充电器无

输出电压故障

1.1.1 重力仪故障的维修方

法

1.1.2 重力仪充电器故障的

维修方法

1.2 采

集重力数

据

1.2.1 能设计重力精测剖面和

加密剖面

1.2.2 能分级建立重力基点网

1.2.3 能进行重力资料质量监

控与综合评价

1.2.1 重力精测剖面和加密

剖面的设计方法

1.2.2 重力基点网分级建网

的方法

1.2.3 重力资料的质量监控

与综合评价方法

1.3 处

理重力数

据

1.3.1 能使用绘图软件绘制重

力基点网平差示意图、布格重力

异常图和重力实际材料图

1.3.2 能进行重力收工验收资

料准备和资料归档

1.3.1 重力基础图件的绘制

要求

1.3.2 重力收工验收和资料

归档的内容与要求

2.磁力

资料采集

2.1 维

修磁力仪

2.1.1 能分析磁力仪电路

2.1.2 能维修磁力仪电源板和

控制板

2.1.1 磁力仪电路板的结构

与原理

2.1.2 磁力仪电路故障的分

析方法

2.1.3 磁力仪电路板的维修

方法

2.2 采

集磁力数

据

2.2.1 能设计磁力精测剖面和

加密剖面

2.2.2 能进行磁力资料质量监

控与综合评价

2.2.1 磁力精测剖面和加密

剖面的设计要求

2.2.2 磁力资料的监控与综

合评价方法

2.3 处

理磁力数

据

2.3.1 能使用绘图软件绘制磁

力异常图、磁力实际材料图和磁

力工作路线图

2.3.2 能完成磁力工作收工验

收资料准备和资料归档

2.3.1 磁力基础图件的绘制

要求

2.3.2 磁力收工验收和资料

归档的内容与要求

3.天然

场源电法

资料采集

3.1 维

修天然场

源仪器

3.1.1 能维修天然场源磁棒放

大器

3.1.2 能维修天然场源仪器电

源板、通道板和晶振板

3.1.1 天然场源磁棒的结构

与工作原理

3.1.2 天然场源仪器电源板、

通道板和晶振板的结构与工作

原理

3.2 处

理天然场

源数据

3.2.1 能修正天然场源仪器观

测系统错误

3.2.2 能处理、分析天然场源

磁棒平行噪声测试数据

3.2.3 能处理、分析天然场源

仪器一致性测试数据

3.2.1 天然场源观测系统错

误的修正方法

3.2.2 磁场分量极性错误的

修正方法

3.2.3 天然场源磁棒平行测

试数据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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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能进行天然场源仪器数

据去噪处理

3.2.4 天然场源仪器一致性

测试数据的计算方法

3.2.5 天然场源仪器数据的

去噪处理方法

4.人工

场源电法

资料采集

4.1 排

除人工场

源仪器故

障

4.1.1 能排除人工场源发射仪

器控制电路、整流电路和逆变电

路故障

4.1.2 能排除人工场源接收仪

器同步、数据记录和开关机故障

4.1.1 人工场源发射仪器控

制电路、整流电路和逆变电路

的工作原理

4.1.2 人工场源发射机和接

收仪器的同步要求

4.1.3 人工场源接收仪器通

道板、数传系统和存储设备的

工作原理

4.1.4 人工场源接收仪器电

源板及电源的性能指标

4.2 采

集人工场

源数据

4.2.1 能评价人工场源数据质

量

4.2.2 能查看人工场源信号同

步情况

4.2.1 人工场源数据的质量

评价原则

4.2.2 人工场源发射与接收

信号的同步要求

4.2.3 人工场源仪器质量监

控软件的使用方法

4.3 处

理人工场

源数据

4.3.1 能截取人工场源采集站

数据

4.3.2 能计算人工场源时间域

衰减曲线

4.3.3 能计算人工场源频率域

振幅和相位曲线

4.3.1 人工场源数据的截取

方法

4.3.2 人工场源时间域数据

的现场处理方法

4.3.3 人工场源频率域数据

的现场处理方法

5.综合

管理

5.1 报

告编写

5.1.1 能编制工程施工设计

5.1.2 能编写施工作业计划书

5.1.3 能编写质量控制计划

5.1.4 能编写施工总结

5.1.1 工程施工设计的内容

与要求

5.1.2 施工作业计划书的内

容与要求

5.1.3 质量控制计划的内容

与要求

5.1.4 施工总结的内容与要

求

5.2 培

训

5.2.1能编写技术教学计划

5.2.2 能对培训效果进行考核

评价

5.2.3 能进行新技术、新工艺、

新设备培训

5.2.1 技术教学计划的编写

方法及要求

5.2.2 培训成果考核的标准

5.2.3 新技术、新工艺、新设

备的管理要求及操作规程

6.安全

生产

6.1安

全操作

6.1.1 能制定安全活动计划并

组织实施

6.1.2 能编制重磁电仪器及操

作人员的安全管理规定

6.1.1 重磁电施工队伍安全

活动的内容

6.1.2 重磁电队伍的安全管

理制度及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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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风

险识别与

防控

6.2.1 能编制交通、医疗和火

灾、自然灾害事故应急预案

6.2.2 能组织山洪、滑坡和泥

石流的避险与逃生演练

6.2.3 能组织火灾事故的应急

演练

6.2.4 能组织机械伤害事件、

事故应急演练

6.2.1 交通、医疗、火灾和

自然灾害事故应急预案的编写

要求

6.2.2 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的

避险与逃生的应急措施

6.2.3 火灾事故避险与逃生

的应急措施

6.2.4 机械伤害事件和事故

的应急措施

6.2.5 应急演练的组织程序

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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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可控震源修理工

3.6.1 五级/初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检查

可控震源

1.1 检查

可控震源车

载系统

1.1.1 能检查停机状态的

发动机

1.1.2 能检查停机状态的

液压系统

1.1.3 能检查停机状态的

机械系统

1.1.4 能检查停机状态的

电路系统

1.1.5 能检查停机状态的

气路系统

1.1.1 发动机的检查方法

1.1.2 液压系统和底盘的组

成、功能及检查方法

1.1.3 电路系统的组成、功能

及检查方法

1.1.4 气路系统的组成、功能

及检查方法

1.2 检查

电控系统和

导航系统

1.2.1 能检查停机状态的

电控系统

1.2.2 能检查停机状态的

导航系统

1.2.1 电控系统的组成、功能

及检查方法

1.2.2 导航系统的组成、功能

及检查方法

2．操作

可控震源

2.1 操作

电控系统导

航系统

2.1.1 能安装电控系统和

导航系统

2.1.2 能操作电控系统和

导航系统

2.1.1 电控系统和导航系统

的安装方法

2.1.2 电控系统和导航系统

的操作方法

2.2 激发

可控震源

2.2.1 能进行可控震源驾

驶

2.2.2 能进行可控震源激

发

2.2.1 驾驶可控震源的方法

和注意事项

2.2.2 激发可控震源的方法

和注意事项

3.维修

可控震源

3.1 维修

电控系统和

导航系统

3.1.1 能更换电控箱体

3.1.2 能更换电控系统电

缆

3.1.3 能更换导航系统主

机和电缆

3.1.1 电控箱体的组成及功

能

3.1.2 电控箱体的更换方法

3.1.3 电控系统电缆的更换

方法

3.1.4 导航系统主机和电缆

的更换方法

3.2 维修

可控震源车

载系统

3.2.1 能进行轮胎和空气

弹簧充放气及更换

3.2.2 能更换滤芯、液压

胶管及液压阀

3.2.1 可控震源轮胎的选用

及更换方法

3.2.2 空气弹簧的原理、结构

及更换方法

3.2.3 滤芯、液压胶管和液压

阀的功能及更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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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维修

可控震源车

载系统

3.3.1 能更换发动机附件

3.3.2 能更换电路系统零

部件

3.3.3 能更换气路系统零

部件

3.3.1 发动机附件的更换方

法

3.3.2 电路系统零部件的更

换方法

3.3.3 气路系统零部件的更

换方法

4. 安全

生产

4.1 安全

操作

4.1.1 能识别安全警示标

识

4.1.2 能报火警

4.1.3 能拨打急救电话

4.1.4 能使用空气呼吸器

4.1.5 能安全放置可控震

源轮胎

4.1.1 安全警示标识图例

4.1.2 火灾现场的情况说明

4.1.3 人员受伤的类型及情

况说明

4.1.4 空气呼吸器的型号、适

用范围及佩戴方法

4.1.5 可控震源轮胎的放置

方法

4.2 风险

辨识与防控

4.2.1 能辨识可控震源维

修过程中的风险点源

4.2.2 能针对风险点源采

取防控措施

4.2.3 能处置突发的事故

事件

4.2.1 安全理念、要求及健

康、安全与环境管理制度

4.2.2 危害辨识与风险评价

的方法

4.2.3 风险防控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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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四级/中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检查

可控震源

1.1 检查

电控系统和

导航系统

1.1.1 能检查工作状态的

电控箱体

1.1.2 能检查工作状态的

电控系统电缆

1.1.3 检查工作状态中的

导航主机和电缆

1.1.1 工作状态的电控箱体

的检查方法

1.1.2 工作状态的电控系统

电缆的检查方法

1.1.3 工作状态的导航主机

和电缆的检查方法

1.2 检查

可控震源车

载系统

1.2.1 能检查液压系统压

力

1.2.2 能检查制动压力

1.2.3 能检查电路和气路

系统

1.2.1 液压系统压力的检查

步骤

1.2.2 制动压力的检查内容

1.2.3 启动电路和照明电路

的检查步骤

1.2.4 仪表电路的检查步骤

1.2.5 气路系统的检查步骤

2、操作

可控震源

2.1 设置

电控系统参

数

2.1.1 能设置电控箱体参

数

2.1.2 能更换电控箱体电

路板

2.1.1 电控箱体参数的定义

2.1.2 电控箱体参数的设置

方法

2.1.3 电控箱体电路板的更

换步骤

2.2 设置

导航系统参

数

2.2.1 能设置导航系统参

数

2.2.2 能将导航信息导入

导航系统

2.2.1 导航系统参数的定义

和设置方法

2.2.2 导航信息的导入方法

3、调整

可控震源

3.1 调整

液压系统

3.1.1 能调整振动系统低

压

3.1.2 能调整振动系统升

压和降压速度

3.1.3 能调整静载压重

3.1.4 能调整振动器升降

速度及延迟时间

3.1.1 振动系统升压和降压

速度的调整方法

3.1.2 可控震源低压溢流阀

的结构、工作原理及调整方法

3.1.3 提升系统的组成、工作

原理及调整方法

3.1.4 振动器的升降速度及

延迟时间调整方法

3.2 调整

气动系统

3.2.1 能调整可控震源气

压

3.2.2 能调整制动系统压

力

3.2.1 可控震源气路系统压

力的调整方法

3.2.2 制动系统压力的调整

步骤

4.维修

可控震源

4.1 维修

电控和导航

系统

4.1.1 能进行电控系统维

修

4.1.2 能进行导航系统维

修

4.1.1 电控系统的工作原理

和维修方法

4.1.2 导航系统的工作原理

和维修方法

4.2 维修

空调系统

4.2.1 能进行空调制冷剂

加注

4.2.2 能排除空调液压系

4.2.1 空调系统的原理

4.2.2 空调系统制冷剂的加

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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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故障 4.2.3 空调液压系统的检查

方法

5.安全

生产

5.1 安全

操作

5.1.1 能维护安全工具

5.1.2 能处置轻微伤害

5.1.3 能现场救治中暑人

员

5.1.4 能举升可控震源

5.1.1 安全工具的定期维护

制度及方法

5.1.2 轻微伤害的类型及处

置方法

5.1.3 中暑的救治方法

5.1.4 安全举升可控震源的

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5.2 风险

辨识与防控

5.2.1 能辨识登高作业中

的风险

5.2.2 能分析机械伤害典

型案例

5.2.3 能分析火灾典型案

例

5.2.4 能辨识焊接可控震

源的风险

5.2.1 登高作业的分级及注

意事项

5.2.2 机械伤害典型事件、事

故案例

5.2.3 机械伤害的定义、分类

及产生原因

5.2.4 火灾的定义、分类及产

生原因

5.2.5 可控震源动火作业的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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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三级/高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操作

可控震源

1.1 操作

电控系统

1.1.1 能进行可控震源标定

1.1.2 能对标定后的可控震

源进行检查

1.1.1 可控震源的标定方法

及技术要求

1.1.2 可控震源标定的技术

要求

1.2 测试

可控震源

1.2.1 能进行有线一致性测

试

1.2.2 能分析有线一致性测

试结果

1.2.1 有线一致性测试的步

骤

1.2.2 有线一致性测试结果

的内容及技术要求

2.调整

可控震源

2.1 调整

液压系统

2.1.1 能调整振动系统高压

及补油压力

2.1.2 能调整驱动系统压力

2.1.1 振动泵的组成、工作

原理及压力调整方法

2.1.2 高压溢流阀的结构、

工作原理及压力调整方法

2.1.3 驱动泵的组成、工作

原理及压力调整方法

2.2 调整

发动机

2.2.1 能调整发动机气门间

隙

2.2.2 能调整发动机喷油行

程

2.2.1 发动机气门间隙的调

整方法及技术要求

2.2.2 发动机喷油行程的调

整方法及技术要求

3.维修

可控震源

3.1 维修

电控系统和

导航系统

3.1.1 能判断电控系统和导

航系统故障

3.1.2 能排除电控系统和导

航系统故障

3.1.1 电控箱体的电路板功

能

3.1.2 地震数据采集信号的

传输流程

3.1.3 电控系统软件的操作

方法

3.1.4 电控系统和导航系统

故障的分析及解决方法

3.2 维修

可控震源车

载系统

3.2.1 能排除液压系统和驱

动桥故障

3.2.2 能排除发动机和空调

系统故障

3.2.1 振动器和驱动马达的

组成及工作原理

3.2.2 转向系统部件的工作

原理

3.2.3 驱动桥的工作原理及

故障排除方法

3.2.4 发动机故障的排除方

法

3.2.5 空调系统的故障分析

及解决方法

4.综合

管理

4.1 管理

维修设备和

油品

4.1.1 能管理维修记录

4.1.2 能管理油品和维修工

具

4.1.1 维修记录的编写原则

4.1.2 油品管理的制度

4.1.3 维修工具管理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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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操作

计算机

4.2.1 能使用计算机制作维

修记录文档

4.2.2 能使用计算机分析施

工进度报告

4.2.1 维修记录文档的制作

方法

4.2.2 施工进度报告的分析

方法

5.安全

生产

5.1安全

操作

5.1.1能维护安全量具

5.1.2能进行心肺复苏

5.1.3能使用消防器材扑灭

初起火灾

5.1.1安全量具的维护要求

5.1.2心肺复苏的操作要点

5.1.3消防器材的种类、适

用范围及使用方法

5.2风险

辨识与防控

5.2.1能处置高空坠落突发

事件

5.2.2能处置机械伤害突发

事件

5.2.3能处置触电突发事件

5.2.1高空坠落的防范措施

及处置方法

5.2.2机械伤害的防范措施

及处置方法

5.2.3触电的防范措施及处

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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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 二级/技师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操作

可控震源

1.1 操作

电控系统导

航系统

1.1.1 能使用电台写频软件

进行电台写频

1.1.2 能分析电控箱体参数

对地震资料品质的影响

1.1.3 能进行导航系统软件

的操作

1.1.4 能进行导航系统工具

软件的操作

1.1.5 能解释导航系统施工

成果

1.1.1 可控震源电台的原理

及使用方法

1.1.2 电台写频软件的使用

方法

1.1.3 电控箱体参数的设置

条件

1.1.4 导航系统导航软件的

使用方法

1.1.5 导航系统工具软件的

使用方法

1.1.6 导航系统施工成果的

解释方法

1.2 测试

可控震源

1.2.1 能使用振动性能测试

仪进行测试

1.2.2 能分析性能测试结果

1.2.1 振动性能测试仪的功

能及应用

1.2.2 振动性能的测试方法

1.2.3 振动性能的技术指标

及评价方法

2.调整

可控震源

2.1 调整

液压系统

2.1.1 能调整力矩马达传感

器的偏置

2.1.2 能调整电液伺服阀位

移传感器的偏置

2.1.3 能调整重锤位移传感

器的偏置

2.1.1 力矩马达的组成及原

理

2.1.2 力矩马达传感器偏置

的调整方法

2.1.3 电液伺服阀的组成及

原理

2.1.3 电液伺服阀位移传感

器偏置的调整方法

2.1.5 重锤位移传感器的结

构、工作原理及调整方法

2.2 调整

发动机

2.2.1 能调整发动机喷油正

时

2.2.2 能调整发动机齿轮间

隙

2.2.1 发动机喷油正时的调

整方法及技术要求

2.2.2 发动机齿轮间隙的调

整方法

3.维修

可控震源

3.1 维修

发动机

3.1.1 能解体发动机

3.1.2 能组装发动机

3.1.1 发动机的解体方法

3.1.2 发动机的组装方法

3.2 维修

液压系统

3.2.1 能解体和组装液压泵

和液压马达

3.2.2 能解体和组装液压阀

3.2.1 液压泵和液压马达的

解体及组装方法

3.2.2 电液伺服阀的解体及

组装方法

3.2.3 液压阀的解体及组装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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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维修

机械系统和

气控系统

3.3.1 能解体和组装气控阀

3.3.2 能解体和组装驱动桥

3.3.1 气控阀的解体及组装

方法

3.3.2 驱动桥的解体及组装

方法

4.综合

管理

4.1 技术

管理

4.1.1能进行设备技术建档

4.1.2能组织现场人员进行

设备维修分析

4.1.3能制订设备改进措施

4.1.1设备的维护管理制度

4.1.2设备改进措施的编写

步骤

4.2 培训

4.2.1 能进行在用的生产技

术、工艺、设备培训

4.2.2能编写技术教学方案

4.2.1 在用生产技术、工艺、

设备的管理要求及操作规程

4.2.2技术教学方案的编写

方法及要求

5.安全

生产

5.1安全

操作

5.1.1能审核工作许可内容

5.1.2能布置维修现场安全

设施

5.1.1工作许可的内容及适

用范围

5.1.2现场安全设施的布置

要求

5.2 风险

辨识与防控

5.2.1能制订安全措施

5.2.2能督导现场维修

5.2.1可控震源维修现场安

全管理规定

5.2.2现场维修督导方法

5.2.3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

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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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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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可控震源

1.1 操作

可控震源与

地震数据采

集系统

1.1.1 能进行可控震源

与地震数据采集系统通信

1.1.2 能进行无线一致

性和电台一致性延迟校准

测试

1.1.3 能进行零时校准

和加速度表极性测试

1.1.4 能进行极性和脉

冲测试

1.1.1 无线一致性和电台一致

性延迟校准的测试步骤

1.1.2 无线一致性和电台一致

性延迟校准的技术指标

1.1.3 零时校准及技术指标的

评价方法

1.1.4 极性和脉冲的测试步骤

和技术指标

1.1.5 加速度表极性测试的步

骤及技术指标

1.1.6 地震数据采集的技术指

标

1.2 操作

电控系统和

导航系统

1.2.1 能进行电控系统

的升级和降级操作

1.2.2 能进行导航系统

升级和降级操作

1.2.1 电控系统的升级和降级

操作方法

1.2.2 导航系统的升级和降级

操作方法

2．调整

可控震源

2.1 调整

驱动系统参

数

2.1.1 能使用调整软件

调试可控震源驱动系统

2.1.2 能析驱动系统参

数对可控震源的影响

2.1.1 驱动系统参数调整软件

的功能及应用

2.1.2 驱动系统参数调整软件

的使用方法

2.2 调整

发动机参数

2.2.1 能使用发动机软

件调整发动机参数

2.2.2 能分析发动机参

数对发动机性能的影响

2.2.1 发动机软件功能及应用

2.2.2 发动机参数的调整方法

3.维修

可控震源

3.1 维修

发动机

3.1.1 能检测发动机零

部件

3.1.2 能维修发动机零

部件

3.1.1 发动机零部件的检测方

法

3.1.2 发动机零部件的维修方

法

3.2 维修

液压系统

3.2.1 能排除可控震源

畸变超限的故障

3.2.2 能排除可控震源

相位超限的故障

3.2.3 能排除可控震源

输出力超限的故障

3.2.1 可控震源畸变超限的分

析及排除方法

3.2.2 可控震源相位超限的分

析及排除方法

3.2.3 可控震源输出力超限的

分析及排除方法

4.综合

管理

4.1 技术

管理

4.1.1能编制可控震源

故障处理方案

4.1.2能撰写技术论文

4.1.1可控震源故障处理方案

的撰写方法及要求

4.1.2技术论文的撰写方法及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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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培训

4.2.1能编写技术教学计

划

4.2.2 能对培训效果进

行考核评价

4.2.3能进行新技术、新

工艺、新设备培训

4.2.1 技术教学计划的编写方

法及要求

4.2.2 培训成果考核的标准

4.2.3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

的管理要求及操作规程

5.安全

生产

5.1安全

操作

5.1.1能制订维修安全

计划并组织实施

5.1.2能编制安全管理

规定

5.1.1 可控震源维修安全计划

的内容及要求

5.1.2 可控震源安全管理的内

容

5.2风险

辨识与防控

5.2.1能进行高危作业

管理

5.2.2能组织事件、事故

应急演练

5.2.1作业许可管理规定

5.2.2应急演练的组织程序及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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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海洋勘探数据采集工

3.7.1 五级/初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操控

海洋勘探

数据采集

设备

1.1 准

备采集设

备

1.1.1 能固定声学探头

1.1.2 能更换采集电缆定位控

制设备的锂电池

1.1.3 能用拖缆定位与控制系

统测试定位控制设备

1.1.1声学探头的工作原理

及安装方法

1.1.2锂电池的使用规范及

废旧锂电池的处理规定

1.1.3拖缆定位与控制系统

的基本功能和使用方法

1.1.4采集电缆定位控制设

备的功能

1.2 收

放采集设

备

1.2.1 能收放定深浮体、定位

浮标

1.2.2 能核对并记录采集设备

的序列号和外观状态

1.2.3 能摘挂采集电缆定位控

制设备

1.2.1 定深浮体、定位浮标

的物理参数和索具的配置要

求

1.2.2影响水下采集电缆状

态的因素

1.2.3海洋勘探数据采集水

下设备的分类

1.2.4采集电缆定位控制设

备的基本组成和工作原理

1.2.5采集电缆及定位控制

设备的配置要求

2.海洋

勘探数据

资料采集

2.1 数

据采集作

业

2.1.1 能记录空气枪报错信息

2.1.2 能监控采集水下设备的

状态

2.1.1震源控制系统空气枪

的分类和状态信息

2.1.2测线的基本状态及参

数定义

2.1.3采集水下设备的参数

定义和使用要求

2.2 数

据资料记

录与存储

2.2.1 能设置磁带盘号和磁带

文件记录数量上限

2.2.2 能进行磁带分装操作

2.2.1采集系统数据输出的

参数要求

2.2.2磁带分装的规程及格

式标准

3.设备

维护及故

障处理

3.1 采

集专业设

备维护及

故障处理

3.1.1 能保养专用工具

3.1.2 能保养声速剖面仪

3.1.3 能更换定位浮标防腐装

置

3.1.4 能更换采集专业设备的

索具

3.1.1专用工具的保养细则

及要求

3.1.2声速剖面仪的组成及

保养注意事项

3.1.3定位浮标的组成和设

备的防腐原理

3.1.4采集专业设备索具的

使用要求

3.2 采

集辅助设

3.2.1 能检查及维护机械设备

的固定装置

3.2.1 螺栓的材质分类、韧

度值、扭力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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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维护及

故障处理

3.2.2 能保养采集电缆绞车 3.2.2采集电缆绞车的基本

结构

3.2.3 润滑油的种类、规格

参数

4.安全

生产

4.1 安

全操作

4.1.1 能识别工作现场安全警

示标识

4.1.2 能识别并操作人员落

水、火警报警按钮

4.1.3 能识别并操作液压泵应

急停按钮

4.1.4 能识别应急逃生路线

4.1.1安全警示标志的分类

4.1.2船舶应急报警装置的

种类、适用范围及使用方法

4.1.3液压应急停的操作方

法

4.1.4海上应急逃生的方法

4.2 风

险辨识与

防控

4.2.1 能辨识工作环境和生产

操作过程中的人员落水、滑倒风

险

4.2.2 能针对工作风险点源采

取自我保护措施

4.2.1健康安全环保的管理

要求

4.2.2 使用工具、设施设备

的安全注意事项

4.2.3工作环境的安全要求

4.2.4风险点源的分类和辨

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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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四级/中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操控

海洋勘探

数据采集

设备

1.1 准

备采集设

备

1.1.1能检查采集电缆（节点）

密封圈的状态

1.1.2能拆卸和连接采集电缆

（节点）的接头

1.1.3 能安装定深浮体

1.1.4能制作枪阵声学拖带索

具

1.1.1 密封圈的分类

1.1.2 采集电缆（节点）的

物理特性及接口类别

1.1.3 定深浮体的安装要求

1.1.4 常用索具的规格型

号、更换标准

1.1.5 枪阵声学索具的制作

方法

1.2 收

放采集设

备

1.2.1 能操作液压设备

1.2.2 能启、停液压泵

1.2.3 能收放采集电缆（节

点）、定深浮体、定位浮标

1.2.1 液压设备和遥控系统

的组成和功能

1.2.2 手动液压阀的工作原

理

1.2.3 电磁阀的组成

1.2.4 遥控器控制面板的组

成和功能定义

1.2.5 液压泵启、停的操作

要求

1.2.6 收放水下设备的操作

要求

2.海洋

勘探数据

资料采集

2.1 数

据采集作

业

2.1.1能配置单炮记录图形用

户界面参数

2.1.2能用震源控制系统激发

震源

2.1.3 能给采集电缆设备加

电、断电

2.1.4能实时监控震源的状态

2.1.5能启动和结束采集作业

2.1.1 质量监控系统图形用

户界面参数的配置方法

2.1.2 震源控制系统软件的

参数设置要求

2.1.3 采集电缆加电和数据

传输的过程和工作原理

2.1.4 震源控制箱体的组成

及端口组成

2.1.5 震源控制系统延迟、

近场数据的特性

2.1.6 启动、结束采集作业

的基本流程

2.2 数

据记录与

存储

2.2.1能输出采集数据到磁带

和移动存储硬盘

2.2.2能将采集数据存储到磁

盘阵列

2.2.1 磁带和移动存储硬盘

的存储要求

2.2.2 磁盘阵列的组成和功

能

3.设备

维护及故

障处理

3.1 采

集专业设

备维护及

故障处理

3.1.1能拆卸并组装采集电缆

定位控制设备

3.1.2能进行采集电缆定位控

制设备深度传感器的校准

3.1.1 采集电缆定位控制设

备的组成

3.1.2 采集电缆定位控制设

备深度传感器的校准方法



79 / 111

3.1.3能更换采集电缆回收器

电池

3.1.4能更换定位浮标控制盒

3.1.3 采集电缆回收器的组

成及功能

3.1.4 定位浮标控制盒的组

成

3.2 采

集辅助设

备维护及

故障处理

3.2.1能更换缆间扩展绳导流

板

3.2.2 能更换声学线缆

3.2.1 缆间绳导流板的结构

3.2.2 声学线缆的规格参

数、测量方法

4.安全

生产

4.1 安

全操作

4.1.1能佩戴安全带登高作业

4.1.2能用工作艇更换采集电

缆定位控制设备

4.1.3能在高温高湿环境下采

取防中暑的预防措施

4.1.1 安全带的规格、使用

方法及注意事项

4.1.2 登高作业的注意事项

4.1.3 工作艇作业的操作流

程

4.1.4 特种作业的分类、申

请流程

4.1.5 中暑的特征和救治方

法

4.2 风

险辨识与

防控

4.2.1能分析工作艇作业伤害

事故典型案例

4.2.2 能分析火灾典型案例

4.2.1 工作艇作业操作规程

4.2.2 火灾的定义、分类及

产生原因

4.2.3 事件、事故的分类分

级

4.2.4 典型事故案例的原因

分析及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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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 三级/高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操控

海洋勘探

数据采集

设备

1.1 准

备采集设

备

1.1.1 能组装定位浮标

1.1.2能读取水下定位设备信

息

1.1.3能安装及更换采集电缆

连接包

1.1.4能调整采集电缆平衡配

置

1.1.5 能安装及收放探杆

1.1.1 定位浮标的基本组成

1.1.2 水下定位设备的类别

和功能

1.1.3 采集电缆连接包的信

号传输及结构组成，

1.1.4 采集电缆平衡配置的

计算方法

1.1.5 探杆的组成及收放要

求

1.2 收

放采集设

备

1.2.1能监控液压泵组工作状

态

1.2.2能操作液压设备控制系

统软件

1.2.3能测试采集电缆（节点）

1.2.4能测试和操控采集定位

控制设备

1.2.1 继电器的工作原理

1.2.2 液压泵组控制箱体的

组成及功能

1.2.3 液压设备控制系统软

件图形用户界面的参数设置

1.2.4 采集电缆排缆器的工

作原理及参数设置

1.2.5 采集电缆（节点）及

拖缆定位与控制系统的组成和

功能

2 海洋

勘探数据

资料采集

2.1 数

据采集作

业

2.1.1能用质量控制软件监控

采集地震数据

2.1.2能用综合导航软件监控

实时导航定位数据

2.1.3 能检查采集参数

2.1.4能生成采集系统的下线

报告

2.1.5能进行数据采集系统日

检和月检

2.1.1 质量控制软件作业参

数的设置

2.1.2 海洋勘探数据采集作

业的流程

2.1.3 采集系统下线报告的

组成和参数定义

2.1.4 日检和月检项目的定

义和作用

2.1.5 综合导航系统数据的

记录流程

2.2 数

据记录存

储

2.2.1能转存和删除磁盘阵列

的数据

2.2.2能进行磁带机记录格式

设置

2.2.1 磁盘阵列数据存储的

数据流程

2.2.2 磁带机的参数设置

3.设备

维护及故

障处理

3.1 采

集专业设

备维护及

故障处理

3.1.1能维修采集电缆定位控

制设备

3.1.2能更换采集电缆回收器

的充气瓶

3.1.3 能保养测深仪

3.1.4能更换不间断电源的电

池

3.1.5能更换磁盘阵列的硬盘

3.1.1 定位控制设备传感器

和马达的工作原理

3.1.2 采集电缆回收器充气

瓶的安全操作方法

3.1.3 测深仪的结构组成和

功能

3.1.4 不间断电源常规参数

的定义和电池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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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磁盘阵列的工作原理

3.2 采

集辅助设

备维护及

故障处理

3.2.1能制作和更换采集辅助

设备的索具

3.2.2 能组织更换主拖带绳

3.2.3 能更换前导段防折器

3.2.1 嵌入式插绳的方法

3.2.2 迪尼玛绳的物理特性

3.2.3 前导段防折器的结构

及安装方法

4.综合

管理

4.1 技

术管理

4.1.1.能编写海洋勘探采集

专业设备操作规程

4.1.2能编制液压设备保养方

案

4.1.3能编写采集作业故障及

排查方法总结

4.1.1 海洋勘探采集专业设

备的操作要求

4.1.2 设备保养计划的编写

要求与内容

4.1.3 总结材料的编写要求

与内容

4.2 现

场管理

4.2.1 能组织收放缆作业

4.2.2 能组织维护水下设备

4.2.1 收放缆作业的流程

4.2.2 工作艇作业操作须知

5.安全

生产

5.1 安

全操作

5.1.1能分析海洋勘探数据采

集生产操作过程中的风险点源

5.1.2能发现并纠正生产操作

过程中的不安全行为

5.1.1 工作安全分析的方法

5.1.2 安全工具的使用方法

5.1.3 危害辨识与风险评价

方法

5.2 风

险辨识与

防控

5.2.1能处置机械伤害突发事

件

5.2.2 能处置火灾突发事件

5.2.3能处置锂电池突发事件

5.2.4能分析人员落水典型案

例

5.2.1 机械伤害的防范措施

及处置方法

5.2.2 火灾的防范措施及处

置方法

5.2.3 锂电池安全使用规范

5.2.4 人员落水的防范措施

及处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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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 二级/技师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海洋

勘探数据

资料采集

1.1 采集

控制系统的

安装

1.1.1 能连接采集控制系统

的硬件

1.1.2 能安装采集记录系统

的操作系统及专业软件

1.1.1 采集控制系统的结

构和功能

1.1.2 采集控制系统的接

口定义

1.1.3 采集记录系统的安

装步骤和注意事项

1.2 采集

控制系统参

数配置

1.2.1 能根据作业要求配置

勘探作业的水下设备

1.2.2 能进行采集数据的质

量控制

1.2.1 采集控制系统常规

参数设置

1.2.2 操作系统的远程登

录和网络配置

1.2.3 海洋勘探数据采集

的技术要求

2.设备

维护及故

障处理

2.1 采集

仪器设备维

护及故障处

理

2.1.1 能判断并处理采集电

缆（节点）漏电及通讯故障

2.1.2 能判断并处理阵列漏

气及通讯故障

2.1.3 能判断并处理定位浮

标供电故障

2.1.4 能判断并处理液压遥

控装置的通讯故障

2.1.5 能判断并修理前导段、

甲板电缆、滑环故障

2.1.1 采集电缆（节点）和

电缆连接包的物理特性及工

作原理

2.1.2 地震信号的采集和

数据传输流程

2.1.3 空气枪激发的工作

原理

2.1.4 定位浮标供电装置

和控制盒的工作原理

2.1.5 液压遥控装置的组

成和工作原理

2.1.6 前导段、甲板电缆、

滑环的结构组成

2.2 采集

导航设备维

护及故障处

理

2.2.1 能判断并处理枪阵声

学定位设备故障

2.2.2 能判断并处理相对全

球导航卫星系统定位信号丢失

故障

2.2.1 枪阵声学定位设备

的组成和工作原理

2.2.2 相对全球导航卫星

系统定位信号的干扰因素

3.综合

管理

3.1 技术

管理

3.1.1 能进行采集设备检修

管理

3.1.2 能进行采集数据质量

管理

3.1.3 能制定采集设备大、中

修理方案

3.1.1 海洋勘探采集设备

检修管理方法

3.1.2 海洋勘探数据质量

管理方法

3.1.3 地震勘探作业技术

规范

3.1.4 海洋地震勘探设备

大、中修方案编写方法

3.2 现场

管理

3.2.1 能组织实施特种作业

3.2.2 能组织水下设备的应

急回收

3.2.1 特种作业许可证的

申请流程

3.2.2 地震测线布置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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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能指导完成导航资料

后处理作业

本原则

3.2.3 设备保养计划的编

写要求与内容

3.2.4 导航资料后处理的

基本原理及流程

3.3 培训

3.3.1 能进行在用的生产技

术、工艺、设备培训

3.3.2 能编写技术教学方案

3.3.1 在用生产技术、工

艺、设备的管理要求及操作

规程

3.3.2 技术教学方案的编

写方法及要求

4.安全

生产

4.1 安全

操作

4.1.1 能组织水下更换采集

设备

4.1.2 能组织收放扩展器

4.1.1 更换水下设备操作

规程

4.1.2 事故现场情况判断、

撤离路线及疏散方式

4.1.3 扩展器收放操作规

程

4.2 风险

辨识与防控

4.2.1 能编制设备巡检方案

4.2.2 能编制锂电池故障应

急处置方案

4.2.3 能针对风险点源采取

防控措施

4.2.1 可视化巡检的编制

要求

4.2.2 锂电池安全使用规

范

4.2.3 风险点源的辨识方

法及防控措施



84 / 111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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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

勘探数据

资料采集

1.1 采集

控制系统的

安装

1.1.1 能完成采集控制系统

的联机测试

1.1.2 能完成采集控制系统

更新升级

1.1.1 采集控制系统安装、

测试要求

1.1.2采集控制系统更新升

级的步骤和要求

1.2 采集

控制系统参

数配置

1.2.1 能完成多船作业参数

配置

1.2.2 能测试和配置复杂工

区作业参数

1.2.1多船作业的要求和配

置

1.2.2复杂工区作业需求分

析和配置测试

2.设备

维护及故

障处理

2.1 采集

仪器故障处

理

2.1.1 能判断并处理采集辅

助箱体故障

2.1.2 能判断并处理采集设

备网络故障

2.1.3 能判断并处理采集设

备服务器故障

2.1.4 能解决采集设备硬件

和软件不兼容问题

2.1.1采集辅助箱体的功能

及组成

2.1.2采集设备网络协议的

配置

2.1.3服务器数据库清理的

命令

2.1.4服务器软件的安装及

测试步骤

2.1.5采集设备软件和硬件

升级的要求

2.2 采集

导航设备故

障处理

2.2.1 能判断导航设备数据

传输故障

2.2.2 能判断并处理导航设

备硬件故障

2.2.1导航数据的传输流程

2.2.2综合导航设备的工作

原理

3.综合

管理

3.1 技术

管理

3.1.1 能根据要求确定作业

参数配置

3.2.2 能组织编写水下设备

的拖带扩展方案

3.1.3 能验证工区坐标系统

转换参数

3.1.4 能编写综合导航报告

3.1.1物探数据采集作业的

技术规程

3.1.2采集仪器的安装要求

3.1.3 参考椭球体的概念

3.1.4 测量中的坐标系统

3.1.5水下设备不同环境下

的物理特性

3.1.6综合导航报告编制规

范

3.2 现场

管理

3.2.1 能制定工区施工方案

3.2.2 能组织完成采集水下

设备收放

3.2.3 能组织实施数据采集

资料质量监控

3.2.4 能编写采集设备应急

回收方案

3.2.1导航开工参数的配置

要求匹配前面技能要求

3.2.2水下设备的收放流程

及注意事项

3.2.3物探数据采集作业的

质量控制流程

3.2.4应急预案的编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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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培训

3.3.1能编写技术教学计划

3.3.2 能对培训效果进行考

核评价

3.3.3 能进行新技术、新工

艺、新设备培训

3.3.1技术教学计划的编写

方法及要求

3.3.2培训成果考核的标准

3.3.3 新技术、新工艺、新

设备的管理要求及操作规程

4.安全

生产

4.1 安全

操作

4.1.1 能编制登高作业方案

4.1.2 能编制工作艇作业方

案

4.1.3 能编制海洋石油勘探

采集作业的应急处置方案

4.1.1受限空间作业方案的

编制内容及要求

4.1.2工作艇作业方案的编

制内容及要求

4.1.3危害辨识与风险评价

方法

4.1.4应急处置的作业要求

4.2 风险

辨识与防控

4.2.1 能进行危险作业管理

4.2.2 能组织突发事故事件

的处理和应急演练

4.2.3 能根据典型事故案例

制定防控措施

4.2.1危险作业管理的风险

类别、作业要求

4.2.2应急演练的组织程序

及要求

4.2.3 应急预案、救援方法

及注意事项

4.2.4典型事故案例的原因

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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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电缆检波器检修工

3.8.1 五级/初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使用检

波器维修工

具

1.1 使用

检波器测试

仪表

1.1.1 能使用万用表测量

电阻和电流

1.1.2 能使用万用表测量

电容

1.1.3 能使用绝缘表测

量检波器绝缘电阻

1.1.1 万用表的使用方法

1.1.2 电容的主要参数和选

择原则

1.1.3 绝缘表测试绝缘电阻

的方法

1.1.4 检波器绝缘的要求

1.2 使用

检波器测试

工具

1.2.1 能使用电烙铁焊接

芯线

1.2.2 能使用电动螺丝刀

拆装检波器外壳

1.2.3 能使用破线机破线

1.2.1 焊接的操作方法

1.2.2 焊料的使用和选择要

求

1.2.3 电烙铁的结构及使用

方法

1.2.4 电动螺丝刀的使用方

法

1.2.5 破线机的使用方法

2.维修检

波器（串）

2.1 检测

检波器

2.1.1 能用万用表检测检

波器阻值

2.1.2 能用万用表检测检

波器极性

2.1.1 检波器型号、电阻值

及连接方式

2.1.2 检波器阻值的检测方

法

2.1.3 检波器极性的判断方

法

2.2 更换

检波器配件

2.2.1 能更换检波器护

壳、尾椎和插头

2.2.2 能更换检波器防水

套和电缆线

2.2.1 检波器各部件的作用

及装配要求

2.2.2 更换电缆线的注意事

项

2.2.3 电缆线打结的方法

2.3 排除

检波器故障

2.3.1 能维修检波器极性

故障

2.3.2 能维修检波器断路

故障

2.3.3 能更换检波器芯

体

2.3.1 检波器极性故障、断

路故障的维修方法

2.3.2 检波器芯体结构及更

换的要求

2.3.3 芯体焊接工艺及质量

的要求

2.4 测试

检波器

2.4.1 能连接检波器测试

仪

2.4.2 能识读检波器测试

指标

2.4.1 检波器测试仪的连接

和使用方法

2.4.2 检波器测试指标的含

义

3.检修地

震电缆

3.1 检测

地震电缆

3.1.1 能用数字万用表

检测电缆同一插头电阻值

3.1.2 能用数字万用表

检测电缆不同插头电阻值

3.1.1 数字万用表使用方法

3.1.2 地震电缆的检测方法

3.1.3 电缆同一插头测量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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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电缆不同插头测量方

法

3.2 装配

地震电缆

3.2.1 能装配地震电缆插

头

3.2.2 能更换地震电缆线

3.2.1 地震电缆插头的种类

3.2.2 地震电缆插头的装配

流程

3.2.3 地震电缆线的更换流

程

4.安全生

产

4.1 安全

操作

4.1.1 能识别电缆检波器

检修现场安全警示标识

4.1.2 能报火警

4.1.3 能拨打人员急救电

话

4.1.1 安全警示标识的内容

4.1.2 火灾报警的方法和内

容

4.1.3 人员急救电话的使用

方法

4.2 风险

辨识与防控

4.2.1 能检测供电系统漏

电保护器性能

4.2.2 能检查现场消防器

材

4.2.1 漏电保护器的原理

4.2.2 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4.2.3 消防栓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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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 四级/中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使用检

波器维修工

具

1.1 使用

检波器测试

仪表

1.1.1 能使用绝缘表检测

地震电缆绝缘性能

1.1.2 能用数字万用表

检测电缆漏电值

1.1.3 能使用检波器测试

仪检测芯体

1.1.1 电缆绝缘电阻的指标

1.1.2 绝缘表的使用注意事

项

1.1.3 电缆漏电电阻的指标

1.1.4 检波器测试仪的工作

原理和使用方法

1.1.5 检波器芯体的参数

1.2 使用

检波器测试

工具

1.2.1 能维护电烙铁

1.2.2 能查找电动螺丝刀

的断路故障

1.2.3 能使用电源变换器

1.2.1 电烙铁的常见故障及

维护保养

1.2.2 电动螺丝刀的常见故

障及修理方法

1.2.3 电源变换器的使用方

法

2.维修检

波器（串）

2.1 焊接

检波器

2.1.1 能焊接检波器电缆

过路线

2.1.2 能焊接检波器芯体

与电缆的连接线

2.1.1 检波器串电缆线的选

择要求

2.1.2 焊点清洁要求

2.2 排除

检波器故障

2.2.1 能排除检波器的阻

值异常故障

2.2.2 能排除检波器的开

路故障

2.2.3 能排除检波器漏电

故障

2.2.1 检波器串阻值故障的

处理方法

2.2.2 检波器串开路故障的

处理方法

2.2.3 检波器串漏电的检查

及处理方法

2.3 组装

检波器

2.3.1 绘制检波器电路连

接图

2.3.2 按照电路图组装检

波器

2.3.1 检波器串组合分类

2.3.2 检波器串电路连接图

绘制方法

2.3.3 检波器串组装技术要

求

2.4 测试

检波器

2.4.1 能选择参数卡查看

参数

2.4.2 能查看和选择测试

项

2.4.3 能统计测试结果

2.4.1 能识别检波器串的各

种型号

2.4.2 各种型号检波器串的

参数指标

2.4.3 检波器测试仪的操作

流程及保养方法

3.检修地

震电缆

3.1 维修

地震电缆

3.1.1 能剥地震电缆护套

3.1.2 能更换地震电缆插

头

3.1.3 能查找地震电缆断

点

3.1.1 地震电缆护套破线的

方法

3.1.2 地震电缆插头的组成

及焊接要求

3.1.3 地震电缆断点仪的工

作原理及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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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装配

地震电缆

3.2.1 能装配地震电缆与

采集站

3.2.2 能用测试系统检测

电缆指标

3.2.1 采集链的组成

3.2.2 采集站和电缆的更换

步骤和注意事项

3.2.3 采集链装配的注意事

项

4.安全生

产

4.1 安全

操作

4.1.1 能现场处置外伤

4.1.2 能现场救治中暑人

员

4.1.1 外伤的类型及包扎的

方法

4.1.2 急救包的使用方法

4.1.3 中暑的救治方法

4.2 风险

辨识与防控

4.2.1 能辨识检修环境风

险点源

4.2.2 能辨识检修设备操

作风险

4.2.1 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

制度

4.2.2 风险的辨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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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 三级/高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使用检

波器维修工

具

1.1 使用

检波器测试

仪表

1.1.1 能使用光功率计测

量光纤通断

1.1.2 能使用数字万用表

测量采集站基座漏电

1.1.1 地震光缆的组成和测

试方法

1.1.2 光功率计参数设定和

对光缆断点的判断方法

1.1.3 采集站基座测量的方

法

1.2 维修

检波器测试

仪

1.2.1 能排除检波器测试

仪开关、保险的故障

1.2.2 能维修检波器测试

仪探头

1.2.1 检波器测试仪更换开

关、保险的注意事项

1.2.2 打开检波器测试仪面

板的注意事项

1.2.3 检波器测试仪探头的

极性

2.维修检

波器（串）

2.1 测试

检波器

2.1.1 能识别节点仪器型

号

2.1.2 能启动节点仪器

2.1.3 能埋置节点仪器

2.1.1 节点仪器的分类

2.1.2 启动节点仪器的方法

2.1.3 节点仪器埋置的要求

2.2 排除

检波器故障

2.2.1 能排除检波器阻值

故障并画出故障检修图

2.2.2 能排除检波器短路

故障并画出故障检修图

2.1.1 绘制检波器串检修图

的注意事项

2.2.2 检波器串故障的维修

方法

3.检修地

震电缆

3.2 排除

地震电缆故

障

3.2.1 能维修地震电缆短

路故障

3.2.2 能操作打磨机做全

节点打磨

3.2.3 能操作注塑机做全

节点注塑

3.2.1 地震电缆短路的测试

及维修方法

3.2.2 打磨机的使用方法

3.2.3 注塑机的使用方法

3.3 检测

地震电缆

3.3.1 能使用排列助手检

测地震电缆的数据传输性

能

3.3.2 能使用地震电缆断

点仪定位断点

3.3.1 排列助手与地震电缆

的连接

3.3.2 排列助手检测电缆传

输的方法

3.3.3 电缆断点仪与地震电

缆的连接和测试方法

4.综合管

理

4.1 管理

设备

4.1.1 能管理设备台账

4.1.2 能填写维修记录

4.1.1 维修设备台账的管理

方法

4.1.2 维修记录的填写方法

4.2 使用

办公软件

4.2.1 能进行文档编辑

4.2.2 能制作演示文稿

4.2.1 文档编辑的方法

4.2.2 演示文稿的制作方法

5.安全生

产

5.1 安全

操作

5.1.1 能进行心肺复苏

5.1.2 能使用消防器材扑

灭初起火灾

5.1.1 心肺复苏的操作要点

5.1.2 火灾的种类

5.2 风险 5.2.1 能制定检修环境风 5.2.1 事件及事故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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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识与防控 险防控措施

5.2.2 能制定检修设备风

险防控措施

5.2.2 安全风险防控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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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 二级/技师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使用检

波器维修工

具

1.1 使用

检波器测试

仪表

1.1.1 能使用排列助手检

测地震电缆的性能

1.1.2 能使用光缆测试仪

测试光缆的性能

1.1.3 能完成检波器性能

测试并传输测试结果

1.1.1 排列助手的使用步骤

1.1.2 排列助手维护的注意

事项

1.1.3 光缆测试仪的使用方

法

1.1.4 地震光缆光电转换盒

的拆装步骤

1.1.5 检波器测试仪数据处

理、统计的方法

1.1.6 检波器测试仪与计算

机的连接方法

1.2 安装

测试软件

1.2.1 能安装测试系统的

测试软件

1.2.2 能安装检波器测试

仪的系统软件

1.2.1 测试系统参数的设置

方法

1.2.2 检波器测试仪参数设

置及数据存储方法

2.维修检

波器（串）

2.1 维护

检波器

2.1.1 能对节点仪器进行

充放电

2.1.2 能更换节点仪器

电池

2.1.1 节点仪器的充放电方

法

2.1.2 节点仪器电池的更换

方法

2.2 检测

检波器

2.2.1 能重新建立参数卡

并测试检波器

2.2.2 能打印测试记录

2.2.1 勘探项目对检波器的

技术要求

2.2.2 打印测试记录的规范

要求

3.检修地

震电缆

3.1 检测

地震电缆

3.1.1 能检测采集链传输

并处理传输故障

3.1.2 能使用测试系统测

试采集站的指标

3.1.1 电缆传输故障的处理

方法

3.1.2 采集链的传输指标和

检测方法

3.1.3 采集站的参数指标

3.1.4 测试系统的维护保养

方法

3.2 维修

地震电缆

3.2.1 能维修地震电缆断

线故障并注塑

3.2.2 能装配地震电缆与

采集站并标定采集站位置

3.2.3 能更换光缆光电转

换盒

3.2.4 能维修采集站短路

故障

3.2.1 电缆的全节点维修步

骤及注意事项

3.2.2 注塑机注塑的工艺要

求

3.2.3 光电转换的原理

3.2.4 光缆的维修和测试方

法

3.2.5 采集站维修的注意事

项

4.综合管

理

4.1 制作

课件

4.1.1 能制作多媒体技术

培训课件

4.1.1 办公软件的使用方法

4.1.2 多媒体的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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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能制作方法课件

4.1.3 能制作培训课件

4.1.3 培训方案的编制方法

4.2 培训

4.2.1 能进行在用的生产

技术、工艺、设备培训

4.2.2 能编写技术教学方

案

4.2.1 在用生产技术、工艺、

设备的管理要求及操作规程

4.2.2 技术教学方案的编写

方法及要求

5.安全生

产

5.1 安全

操作

5.1.1 能组织事故现场人

员撤离

5.1.2 能布置标准化检修

作业区域

5.1.1 事故现场情况判断、

撤离路线及疏散方式

5.1.2 标准化施工区域的布

置方法及要求

5 .2 风险

辨识与防控

5.2.1 能制订电缆和检波

器检修作业安全措施

5.2.2 能进行现场安全观

察与沟通

5.2.1 电缆和检波器生产安

全管理的规定

5.2.2 安全观察与沟通的方

法

5.2.3 安全生产隐患的治理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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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检波器制造工

3.9.1 五级/初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制作

检波器零

部件

1.1 成

型上接触

片

1.1.1 能辨识不合格上接

触片

1.1.2 能使用上接触片成

型机成型上接触片

1.1.1 上接触片加工质量要求

1.1.2 上接触片的成型工艺

1.1.3 上接触片成型机的操作规

程

1.2 线

圈涂漆

1.2.1 能使用涂漆机进行

线圈涂漆

1.2.2 能使用烘箱烘烤线

圈

1.2.1 涂漆机的操作规程

1.2.2 线圈的涂漆、烘烤工艺

1.2.3 烘箱温度、时间的设置方法

2. 测

试检波器

芯体、内

部零部件

及检波器

串参数

2.1 线

圈称重及

分档

2.1.1 能使用电子天平进

行线圈称重

2.1.2 能根据称重值进行

线圈分档

2.1.1 电子天平的使用方法

2.1.2 线圈的称重与分档工艺

2.2 选

配磁系统

2.2.1 能辨识不合格磁钢、

补偿环及磁靴

2.2.2 能选配磁系统

2.2.1 磁钢、补偿环及磁靴的加工

质量要求

2.2.2 磁系统的选配工艺

3. 组

装检波器

芯体

3.1 颠

振及烘烤

检波器芯

体

3.1.1 能设置颠振仪参数

3.1.2 能使用颠振仪进行

检波器芯体颠振

3.1.3 能使用烘箱烘烤检

波器芯体

3.1.1 颠振仪的操作方法

3.1.2 检波器芯体的颠振、烘烤工

艺

3.1.3 检波器芯体颠振和烘烤的

作用

3.2 焊

接电阻

3.2.1 能使用电阻折弯机

进行电阻折弯

3.2.2 能选择与检波器型

号相匹配的色环电阻

3.2.3 能使用尖嘴钳安装

电阻

3.2.4 能使用电烙铁焊接

电阻

3.2.1 电阻折弯机的操作规程

3.2.2 色环电阻的识别方法

3.2.3 阻尼电阻的安装方法

3.2.4 电烙铁的使用方法

4.组装

和检测检

波器串

4.1 电

缆破线及

捆扎

4.1.1 能识别电缆线规格

及型号

4.1.2 能使用破线机破线

4.1.3 能使用扎带捆扎电

缆组

4.1.1 电缆线的构成及型号命名

4.1.2 破线机的操作规程

4.1.3 电缆的破线及捆扎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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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检

波器芯体

装壳

4.2.1 能使用扭矩扳手紧

固尾锥

4.2.2 能进行芯体装壳

4.2.3 能使用电动螺丝刀

或专用螺丝紧固机紧固顶盖

螺母

4.2.1 芯体的装壳工艺

4.2.2 电动螺丝刀的使用方法

4.2.3 螺丝紧固机的操作方法

4.2.4 尾锥及防水帽的作用

5.安全

生产

5.1 安

全操作

5.1.1 能识别安全警示标

识

5.1.2 能使用专用劳动保

护用品

5.1.3 能安全用电

5.1.4 能使用现场配置的

消防器材

5.1.1 安全警示标识图例

5.1.2 作业场所个人防护的安全

要求

5.1.3 安全用电的基本要求

5.1.4 消防器材的种类、适用范围

及使用方法

5.2 风

险辨识与

防控

5.2.1 能识别本岗位的职

业病危害因素

5.2.2 能识别工作场所的

不安全因素

5.2.3 能识别有毒有害物

品及危险化学品

5.2.1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分类

5.2.2 安全检查的内容、方法及要

求

5.2.3 有毒有害物品及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

5.2.4 有毒有害物品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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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 四级/中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制作

检波器零

部件

1.1 装

配外壳组

件

1.1.1 能辨识不合格外壳、

下盖及密封圈

1.1.2 能使用外壳封压机

封压外壳组件

1.1.3 能辨识不合格外壳

组件

1.1.4 能使用清洗设备清

洗外壳组件

1.1.1 外壳、下盖及密封圈的加工

质量要求

1.1.2 外壳封压机的操作流程

1.1.3 外壳的封压工艺

1.1.4 外壳清洗设备的操作流程

1.2 线

架配对及

粘接

1.2.1 能根据线架电导率

选择线架

1.2.2 能使用涂胶设备进

行线架涂胶

1.2.3 能使用紫外光固化

设备固化线架

1.2.4 能使用点漆工装进

行过线槽点漆

1.2.5 能使用烘箱烘烤线

架

1.2.1 线架的配对粘接工艺

1.2.2 涂胶设备的操作流程

1.2.3 紫外光固化设备的操作流

程

1.2.4 紫外光固化的基本原理

1.2.5 线架过线槽的点漆工艺

2. 测

试检波器

芯体、内

部零部件

及检波器

串参数

2.1 测

量线架高

度

2.1.1 能使用标准块校准

线架高度测试仪

2.1.2 能使用线架高度测

试仪测试线架高度

2.1.3 能根据测试值对线

架分档

2.1.1 线架高度测试仪的操作流

程

2.1.2 线架的测高分档工艺

2.1.3 线架测高在检波器芯体装

配中的作用

2.2 测

量磁系统

磁高度

2.2.1 能使用标准块校准

磁系统高度测试仪

2.2.2 能使用磁系统高度

测试仪测试磁系统高度

2.2.3 能根据测试值对磁

系统分档

2.2.1 磁系统高度测试仪的操作

流程

2.2.2 磁系统的测高分档工艺

2.2.3 磁系统测高在芯体装配中

的作用

3.组装

检波器芯

体

3.1 装

配检波器

芯体

3.1.1 能辨识不合格外壳、

密封圈及上盖

3.1.2 能进行芯体装配

3.1.3 能使用三点压封设

备初固上盖

3.1.4 能使用频率预校设

备预校频率

3.1.1 外壳、密封圈及上盖的加工

质量要求

3.1.2 检波器芯体的装配工艺

3.1.3 三点压封设备的操作流程

3.1.4 频率预校设备的操作流程

3.1.5 上盖、下接触片及绝缘片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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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封

压检波器

芯体

3.2.1 能使用制氮设备制

氮

3.2.2 能使用检波器芯体

封压设备封压芯体

3.2.3 能辨识检波器芯体

封压质量

3.2.1 制氮设备的操作流程

3.2.2 检波器芯体充氮的作用

3.2.3 检波器芯体封压设备的操

作流程

3.2.4 检波器芯体的封压工艺

4.组装

和检测检

波器串

4.1 测

试检波器

串电阻、

极性

4.1.1 能使用万用表测试

检波器串电阻

4.1.2 能使用微安表测试

检波器极性

4.1.1 万用表测试电阻的方法

4.1.2 微安表测试极性的方法

4.2 测

试检波器

串绝缘性

4.2.1 能进行检波器串泡

水

4.2.2 能使用绝缘电阻测

试仪测试检波器串的绝缘电

阻

4.2.1 检波器串的泡水工艺

4.2.2 绝缘电阻测试仪的操作流

程

4.2.3 检波器串的绝缘性能要求

5.安全

生产

5.1 安

全操作

5.1.1 能按照设备操作规

程操作检波器制造设备

5.1.2 能紧固零部件

5.1.1 检波器制造设备的操作流

程

5.1.2 松动零部件的紧固方法

5.2 风

险辨识与

防控

5.2.1 能进行职业病危害

因素检查并提出防护措施

5.2.2 能进行工作场所危

害因素检查并提出防护措施

5.2.3 能进行有毒、有害及

腐蚀性物质的泄露检查并提

出防护措施

5.2.1 职业病的防护措施

5.2.2 工作场所的安全防护措施

5.2.3 有毒、有害及腐蚀性物质防

泄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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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 三级/高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制作

检波器零

部件

1.1 热

处理弹簧

片

1.1.1 能辨识不合格蚀刻弹

簧片

1.1.2 能根据弹簧片型号选

择热处理模具

1.1.3 能进行弹簧片装模

1.1.4 能设置热处理炉参数

1.1.5 能使用热处理炉热处

理弹簧片

1.1.1 铍青铜材料的特性

1.1.2 弹簧片蚀刻的质量要求

1.1.3 模具与弹簧片参数的关系

1.1.4 弹簧片的热处理工艺

1.1.5 热处理炉的操作方法

1.2 制

作上盖

1.2.1 能辨识不合格绝缘

子、上接触片及上盖

1.2.2 能使用绝缘子铆压机

铆压绝缘子

1.2.3 能使用上接触片铆压

机铆压上接触片

1.2.4 能使用电烙铁焊接上

接触片

1.2.1 绝缘子、上盖及上接触片

的加工质量要求

1.2.2 上盖的制作工艺

1.2.3 绝缘子铆压机和上接触片

铆压机的操作流程

2. 测

试检波器

芯体、内

部零部件

及检波器

串参数

2.1 测

试弹簧片

参数

2.1.1 能设置弹簧片测试仪

的参数值

2.1.2 能使用标准弹簧片校

准弹簧片测试仪

2.1.3 能进行弹簧片测试分

档

2.1.1 弹簧片测试仪的操作规程

2.1.2 弹簧片的外观要求

2.1.3 弹簧片的测试分档工艺

2.1.4 弹性系数和支撑力的定义

2.2 测

试线架电

导率

2.2.1 能设置电导率测试仪

参数

2.2.2 能校准电导率测试仪

2.2.3 能使用电导率测试仪

测试线架电导率

2.2.4 能通过调整烘烤温度

及时间调整线架电导率

2.2.1 电导率测试的环境要求

2.2.2 环境温度对电导率测试值

的影响

2.2.3 电导率测试仪的操作流程

2.2.4 线架的电导率测试工艺

2.2.5 烘烤温度、时间与线架电

导率的关系

2.2.6 线架电导率对检波器阻尼

值的影响

3.组装

检波器芯

体

3.1 绕

制线圈

3.1.1 能根据产品选择漆包

线型号

3.1.2 能设置绕线机参数

3.1.3 能根据产品型号更换

绕线工装及选择绕制程序

3.1.4 能使用绕线机绕制线

圈

3.1.5 能使用万用表测量线

圈电阻

3.1.6 能判定不合格线圈

3.1.1 绕线机张力、漆包线线径

及环境温度对线圈电阻的影响

3.1.2 漆包线电阻与温度的关系

公式

3.1.3 绕线机的操作流程

3.1.4 绕线机的参数设置方法

3.1.5 线圈的绕制工艺

3.1.6 万用表测线圈电阻的方法

3.2 检 3.2.1 能设置充退磁设备参 3.2.1 检波器芯体充退磁设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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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器芯体

充退磁

数

3.2.2 能使用充退磁设备进

行检波器芯体充退磁

操作流程

3.2.2 检波器芯体充退磁的工艺

3.2.3 检波器阻尼灵敏度的匹配

要求

4.组装

和检测检

波器串

4.1 焊

接检波器

芯体与电

缆线

4.1.1 能识别检波器串连接

图

4.1.2 能根据标记套管颜色

判定焊接方式

4.1.3 能使用电烙铁焊接检

波器芯体与电缆线

4.1.1 检波器串连接图的识图方

法

4.1.2 标记套管颜色及位置所代

表的含义

4.2 处

理指标超

差检波器

串

4.2.1 能计算检波器串电阻

4.2.2 能处理电阻值超差检

波器串

4.2.3 能处理极性不合格检

波器串

4.2.4 能处理频率、阻尼及

失真度超差检波器串

4.2.5 能处理灵敏度超差检

波器串

4.2.6 能处理绝缘电阻超差

检波器串

4.2.1 检波器串电阻的计算方法

4.2.2 电阻超差检波器串的处理

方法

4.2.3 极性不合格检波器串的处

理方法

4.2.4 频率、阻尼及失真度超差

检波器串的处理方法

4.2.5 灵敏度超差检波器串的处

理方法

4.2.6 绝缘电阻超差检波器串的

处理方法

5.综合

管理

5.1 使

用文档编

辑软件

5.1.1 能使用软件进行文件

编制

5.1.2 能使用软件进行数据

统计分析

5.1.1 计算机的基本操作方法

5.1.2 数据统计分析的方法

5.2 组

织管理

5.2.1 能进行班组生产管理

5.2.2 能完成班组中的质量

检查工作

5.2.1 班组管理的要求

5.2.2 班组质量检查的要求

6 安全

生产

6.1 安

全操作

6.1.1 能保存危险化学品

6.1.2 能组织更换易损部件

6.1.1 危险化学品的存储方法

6.1.2 危险化学品储存装置的安

全评价方法

6.1.3 易损部件的更换方法

6.2 风

险辨识与

防控

6.2.1 能组织工序安全检查

并对隐患提出整改意见

6.2.2 能组织工序轻微安全

事故的分析并制订预防措施

6.2.3 能提出工序有毒有害

物质泄漏的防治办法

6.2.1 安全隐患的检查规范

6.2.2 安全事故的分析方法及预

防措施

6.2.3 废气、废水和废渣排放的

要求

6.2.4 有害物质泄漏的应急处置

预案

3.9.4 二级/技师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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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作

检波器零

部件

1.1 氧

化线架

1.1.1 能辨识不合格线架

1.1.2 能配置线架氧化溶

液

1.1.3 能操作线架氧化生

产线氧化线架

1.1.4 能使用镀层测厚仪

测试线架氧化厚度

1.1.5 能使用绝缘电阻测

试仪测试线架绝缘性能

1.1.1 线架的外观要求

1.1.2 线架的氧化工艺

1.1.3 线架氧化溶液的配比方法

1.1.4 线架氧化生产线的操作流

程

1.1.5 镀层测厚仪的操作流程

1.1.6 绝缘电阻测试仪的操作流

程

1.1.7 线架的氧化方法

1.2 蚀

刻弹簧片

1.2.1 能使用切割机进行

铍青铜带切割

1.2.2 能使用贴膜机进行

铍青铜片贴膜

1.2.3 能使用曝光机进行

曝光

1.2.4 能使用显影机进行

显影

1.2.5 能使用蚀刻机进行

铍青铜片蚀刻

1.2.6 能使用数显投影仪、

锥度规测量弹簧片尺寸并根

据测试结果调整蚀刻机参数

1.2.1 常见酸碱的分类

1.2.2 切割机、贴膜机、显影机

及蚀刻机的操作规程

1.2.3 显影溶液的配比方法

1.2.4 数显投影仪的使用方法

1.2.5 弹簧片蚀刻溶液的配比方

法

1.2.6 弹簧片的蚀刻工艺

1.2.7 蚀刻参数对弹簧片尺寸的

影响

1.3 弹

簧片镀金

1.3.1 能进行镀金生产线

参数设置

1.3.2 能配置弹簧片酸洗

溶液和镀金溶液

1.3.3 能操作镀金生产线

进行弹簧片镀金

1.3.4 能使用镀层测厚仪

进行弹簧片镀金层厚度测试

1.3.1 弹簧片镀金生产线的操作

流程

1.3.2 镀金溶液的配比方法

1.3.3 弹簧片的镀金工艺

1.3.4 镀层测厚仪的操作方法

1.3.5 弹簧片镀层的质量要求

2. 测

试检波器

芯体、内

部零部件

及检波器

串参数

2.1 测

试检波器

芯体参数

2.1.1 能在测试仪上输入

检波器芯体的测试指标

2.1.2 能使用检波器测试

仪测试检波器芯体的参数

2.1.3 能对阻尼灵敏度不

匹配的检波器芯体进行分档

2.1.4 能进行检波器芯体

充退磁

2.1.1 检波器芯体测试指标的输

入方法

2.1.2 检波器测试仪的操作流程

2.1.3 检波器芯体的测试工艺

2.1.4 检波器芯体阻尼灵敏度的

关系

2.2 测

试检波器

串参数

2.2.1 能在测试仪上输入

检波器串的测试指标

2.2.2 能使用检波器测试

仪测试检波器串的参数

2.2.3 能传输检波器（串）

测试结果文件

2.2.1 检波器串测试指标的输入

方法

2.2.2 检波器串频率、阻尼及灵

敏度的计算方法

2.2.3 检波器（串）测试结果的

传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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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组装

检波器芯

体

3.1 卡

装检波器

芯体

3.1.1 能判断线圈、磁系

统、弹簧片及卡簧的加工质量

3.1.2 能根据线圈高度、磁

系统高度选择绝缘片厚度

3.1.3 能根据线圈重量选

配弹簧片

3.1.4 能装配弹簧片并紧

固卡簧

3.1.1 磁系统、线圈系统、弹簧

片及卡环的加工质量要求

3.1.2 绝缘片厚度与线圈高度、

磁系统高度的关系

3.1.3 弹簧片支撑力对线圈中心

度的影响

3.1.4 弹簧片的卡装工艺

3.2 焊

接检波器

芯体

3.2.1 能弯制张力环

3.2.2 能焊接检波器芯体

3.2.3 能使用烙铁测温仪

测试烙铁温度

3.2.1 张力环的弯制方法

3.2.2 检波器芯体的焊接工艺

3.2.3 烙铁测温仪的使用方法

4.组装

和检测检

波器串

4.1 焊

接电缆过

路线

4.1.1 能使用电缆打结机

打结

4.1.2 能绘制检波器串连

接图

4.1.3 能根据检波器串连

接图分置及剪裁电缆芯线

4.1.4 能焊接电缆过路线

4.1.1 电缆打结机的操作流程

4.1.2 检波器串的连接要求

4.1.3 电缆过路线的焊接工艺

4.2 检

波器串指

标超差原

因分析及

整改

4.2.1 能分析检波器串电

阻超差的原因并进行整改

4.2.2 能分析检波器串极

性不合的原因并进行整改

4.2.3 能分析检波器串频

率、阻尼及失真度超差的原因

并进行整改

4.2.4 能分析检波器串灵

敏度超差的原因并进行整改

4.2.5 能分析检波器串绝

缘电阻超差的原因并进行整

改

4.2.1 检波器串电阻超差的原因

分析方法及整改措施

4.2.2 检波器串极性不合格的原

因分析方法及整改措施

4.2.3 检波器串频率、阻尼及失

真度超差的原因分析方法及整改措

施

4.2.4 检波器串灵敏度超差的原

因分析方法及整改措施

4.2.5 检波器串绝缘电阻超差的

原因分析方法及整改措施

5.综合

管理

5.1 推

广应用新

技术

5.1.1 能组织中小型技术

革新项目

5.1.2 能进行新技术应用

总结

5.1.3 能对现行生产工艺

技术提出改进措施

5.1.1 技术革新的方法及要求

5.1.2 检波器制造的新技术

5.1.3 技术的总结及应用

5.2 组

织管理

5.2.1 能辅助质量检查验

收工作

5.2.2 能编写阶段性生产

总结报告

5.2.3 能编写不合格品分

析报告

5.2.1 质量检查验收的方法

5.2.2 工作总结的编写方法及要

求

5.2.3 不合格品分析报告的编写

方法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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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培

训

5.3.1 能进行在用的生产

技术、工艺、设备培训

5.3.2 能编写技术教学方

案

5.3.1 在用生产技术、工艺、设

备的管理要求及操作规程

5.3.2 技术教学方案的编写方法

及要求

6.安全

生产

6.1 安

全操作

6.1.1 能配置线架氧化生

产线、弹簧片蚀刻生产线、弹

簧片镀金生产线溶液

6.1.2 能处理废弃危化品

6.1.3 能处理有毒、有害及

腐蚀性物质的轻微泄漏事故

6.1.1 危险化学品的使用说明

6.1.2 氧化溶液、蚀刻溶液及镀

金溶液的配置方法

6.1.3 废弃危化品的处理办法

6.1.4 有毒、有害及腐蚀性物质

轻微泄漏事故的处理方法

6.2 风

险辨识与

防控

6.2.1 能编制岗位安全操

作流程

6.2.2 能编制岗位安全应

急预案

6.2.3 能编制岗位环保应

急预案

6.2.4 能对环保隐患进行

评估及处理

6.2.1 安全管理的相关办法

6.2.2 安全应急预案的编制方法

6.2.3 环保应急预案的编制方法

6.2.4 环保管理的相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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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权重表

4.1 石油地震勘探工

4.1.1 理论知识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五级/

初级工

（%）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

师

（%）

基本

要求

职业道德 5 5 5 5 5

基础知识 25 25 15 15 10

相关

知识

要求

操作地震设备 30 20 15 - -

维护地震设备 30 20 15 10 5

判断地震设备故障 5 10 15 - -

排除地震设备故障 - 15 20 35 45

综合管理 - - 10 30 30

安全生产 5 5 5 5 5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100

4.1.2 技能要求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五级/

初级工

（%）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技能

要求

操作地震设备 40 25 15 - -

维护地震设备 40 30 15 10 5

判断地震设备故障 10 15 20 - -

排除地震设备故障 - 20 30 45 45

综合管理 - - 10 35 40

安全生产 10 10 10 10 10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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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石油勘探测量工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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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20 15 10

相关

知识

要求

使用测量工具 10 - - - -

使用测绘图纸 20 25 25 - -

使用测量仪器 35 30 25 25 20

处理测量数据 - 10 10 30 35

综合管理 - - 10 20 25

安全生产 5 5 5 5 5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100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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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测量工具 20 - - - -

使用测绘图纸 35 30 20 - -

使用测量仪器 40 40 35 35 25

处理测量数据 - 25 30 35 40

综合管理 - - 10 25 30

安全生产 5 5 5 5 5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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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可控震源操作工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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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20 10 10

相关

知识

要求

检查可控震源 25 20 10 10 -

操作可控震源 30 25 10 10 10

调整可控震源 - - 25 25 35

维护可控震源 10 20 15 10 10

综合管理 - - 10 15 20

安全生产 5 5 5 15 10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100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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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可控震源 40 40 20 10 -

操作可控震源 40 35 20 15 5

调整可控震源 - - 20 25 30

维护可控震源 10 15 20 25 30

综合管理 - - 10 15 20

安全生产 10 10 10 10 15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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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海洋勘探震源操作工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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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20 15 10

相关

知识

要求

配置与维护震源设备 25 25 25 20 15

操作震源设备 20 20 15 10 10

故障判断与处理 20 20 20 35 40

综合管理 - - 10 10 15

安全生产 5 5 5 5 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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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与维护震源设备 45 40 30 20 15

操作震源设备 35 30 20 20 15

故障判断与处理 15 25 30 35 45

综合管理 - - 15 20 20

安全生产 5 5 5 5 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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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石油重磁电勘探工

4.5.1 理论知识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五级/

初级工

（%）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基本

要求

职业道德 5 5 5 5 5

基础知识 20 20 20 15 10

相关

知识

要求

重力资料采集 20 15 15 10 5

磁力资料采集 15 15 15 10 10

天然场源电法资料采集 20 20 20 25 25

人工场源电法资料采集 15 20 20 20 20

综合管理 - - - 10 20

安全生产 5 5 5 5 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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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力资料采集 35 30 20 10 5

磁力资料采集 35 25 20 10 5

天然场源电法资料采集 10 20 25 25 25

人工场源电法资料采集 15 20 30 30 35

综合管理 - - - 20 25

安全生产 5 5 5 5 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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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可控震源修理工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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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20 15 10

相关

知识

要求

检查可控震源 30 20 - - -

操作可控震源 25 20 15 10 5

调整可控震源 - 15 20 25 30

维修可控震源 10 10 20 20 25

综合管理 - - 15 15 15

安全生产 5 5 5 10 10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100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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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可控震源 35 25 20 - -

操作可控震源 40 25 15 10 5

调整可控震源 - 20 25 30 30

维修可控震源 15 20 20 30 30

综合管理 - - 10 20 25

安全生产 10 10 10 10 10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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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海洋勘探数据采集工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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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20 15 10

相关

知识

要求

操控海洋勘探

数据采集设备
35 30 20 - -

海洋勘探数据

资料采集
25 20 15 10 5

设备维护及故

障处理
5 15 20 30 40

综合管理 - - 15 35 35

安全生产 5 5 5 5 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4.7.2 技能操作权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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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控海洋勘探

数据采集设备
45 40 25 - -

海洋勘探数据

资料采集
40 40 25 15 10

设备维护及故

障处理
10 15 20 40 45

综合管理 - - 25 40 40

安全生产 5 5 5 5 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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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电缆检波器检修工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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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本

要求

职业道德 5 5 5 5

基础知识 25 20 10 5

相关

知识

要求

使用检波器维修工具 15 20 25 25

维修检波器（串） 35 30 25 20

检修地震电缆 15 20 25 30

综合管理 - - 5 10

安全生产 5 5 5 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4.8.2 技能要求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五级/

初级

（%）

四级/

中级

（%）

三级/

高级

（%）

二级/

技师

（%）

技能

要求

使用检波器维修工具 35 30 30 20

维修检波器（串） 40 35 25 20

检修地震电缆 20 30 30 35

综合管理 - - 10 20

安全生产 5 5 5 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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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检波器制造工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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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本

要求

职业道德 5 5 5 5

基础知识 25 20 15 10

相关

知识

要求

制作检波器零部件 25 20 15 10

测试检波器芯体、内部

零部件及检波器串参

数

25 20 15 10

组装检波器芯体 10 15 20 25

组装和检测检波器串 5 15 20 25

综合管理 - - 5 10

安全生产 5 5 5 5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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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技能

要求

制作检波器零部件 30 25 15 10

测试检波器芯体、内部

零部件及检波器串参

数

35 30 20 15

组装检波器芯体 20 25 30 30

组装和检测检波器串 10 15 20 25

综合管理 - - 10 15

安全生产 5 5 5 5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