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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为规范从业者的从业行为, 引导职业教育培训的方向, 为职业

技能评价提供依据,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和 《中华人民

共和国职业教育法》,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客观需要, 立

足培育工匠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

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有关专家, 制定了 《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员国家

职业标准 (2024 年版)》 (以下简称 《标准》)。
一、 本 《标准》 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 (2022 年

版)》 为依据, 严格按照 《国家职业标准编制技术规程 (2023 年

版)》 有关要求, 以 “职业活动为导向、 职业技能为核心” 为指导

思想, 对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员从业人员的职业活动内容进行规范细

致描述, 对各等级从业者的技能水平和理论知识水平进行了明确规

定。
二、 本 《标准》 依据有关规定将本职业分为五级 /初级工、 四

级 /中级工、 三级 /高级工、 二级 /技师和一级 /高级技师五个等级,
包括职业概况、 基本要求、 工作要求和权重表四个方面的内容。

三、 本 《标准》 起草单位有: 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与考试中心、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清华大学、 机械工业教育发展中心、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浙江大学

高端装备研究院、 江苏汇博机器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华航唯

实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易智时代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中

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兵器工业标准化研究所、 上海商汤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优诺科技有限公司、 潍坊职业学院、 山东

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贵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金蝶软件 (中国)
有限公司、 上海智能制造功能平台有限公司、 达客智数 (广州) 科

技有限公司、 郑州捷安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大学、 达闼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上海交

通大学、 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通技术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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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亚龙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有: 蒋艳、
郝志强、 窦克勤、 李君、 咸汝平、 唐毅强、 杨东裕、 李清、 刘加勇、
任磊、 谢海波、 禹鑫燚、 刘浪、 王红梅、 薛炳、 郭文涛、 李亚健、
孔峰、 徐希炜、 崔学鹏、 黄思齐、 彭璐、 郑宇、 李明、 高志生、 方

明、 张志辉、 王大宁、 陆明、 陈亮、 何小龙、 胡亚东、 颜侃、 吕子

乒、 王柏村。
四、 本 《标准》 审定单位有: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与考试中心、

清华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中国航

发集团研究院、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北京临近空间飞行器系统工

程研究所、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华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冠金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同元软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树根互联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审定人员有: 周明、 姚明、 谭志彬、
张和明、 张霖、 聂蓉梅、 陆海鹰、 刘霞、 铁鸣、 白国利、 陈敏杰、
张桥、 王战、 韩玉春。

五、 本 《标准》 在制定过程中, 得到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

心张灵芝的指导和大力支持, 在此一并感谢。
六、 本 《标准》 业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批

准, 自公布之日①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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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24 年 1 月 31 日, 本 《标准》 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工业和信息化

部办公厅关于颁布数字化解决方案设计师等 2 个国家职业标准的通知》 (人社厅发

〔2024〕 12 号) 公布。



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员
国家职业标准

(2024 年版)

1. 职业概况

1. 1　 职业名称

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员 S

1. 2　 职业编码

4-04-05-10

1. 3　 职业定义

使用仿真工具和数字孪生平台, 构建、 运行和维护数字孪生应
用, 以监控、 预测并优化实体系统运行状态的人员。

1. 4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共设五个等级, 分别为: 五级 / 初级工、 四级 / 中级工、
三级 / 高级工、 二级 / 技师、 一级 / 高级技师。

1. 5　 职业环境条件

室内、 外, 常温。

1. 6　 职业能力特征

具有学习、 分析、 表达、 计算和逻辑思维能力, 具有空间感、
形体知觉和色觉。

1. 7　 普通受教育程度

高中毕业 (或同等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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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职业培训要求

1. 8. 1　 培训参考时长

五级 / 初级工不少于 160 标准学时; 四级 / 中级工不少于 150 标

准学时; 三级 / 高级工不少于 120 标准学时; 二级 / 技师不少于 80 标

准学时; 一级 / 高级技师不少于 50 标准学时。

1. 8. 2　 培训教师

培训五级 / 初级工、 四级 / 中级工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三级 / 高级

工及以上职业资格 (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或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专

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培训三级 / 高级工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二级 /
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 (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或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培训二级 / 技师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一级 /
高级技师职业资格 (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或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

职务任职资格; 培训一级 / 高级技师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一级 / 高级

技师职业资格 (技能等级) 证书 2 年以上或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

职务任职资格 2 年以上。

1. 8. 3　 培训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培训在标准教室或计算机机房进行; 操作技能培训在

具有计算机、 网络仿真工具、 教学用数字孪生平台等软硬件设施完

善的模拟现场或实训场所进行。

1. 9　 职业技能评价要求

1. 9. 1　 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可申报五级 / 初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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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满 16 周岁, 拟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①工作。
(2) 年满 16 周岁,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可申报四级 / 中级工:
(1)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
(2)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 / 初级工职业资格 (职业技能等

级) 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3 年。
(3) 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②的技工院校或中等及以上职业院

校、 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教育毕业证书 (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可申报三级 / 高级工:
(1)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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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相关职业: 数字化解决方案设计师、 计算机程序设计员、 计算机软件测试员、 人

工智能训练师、 信息系统适配验证师、 虚拟现实产品设计师、 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 区

块链应用操作员、 智能硬件装调员、 物联网安装调试员、 信息通信网络运行管理员、 工业

互联网工程技术人员、 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 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 导航与位置服务

工程技术人员、 自动控制工程技术人员、 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 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
下同。

本专业或相关专业: 技工学校工业互联网与大数据应用、 工业互联网技术应用、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数字化设计与制造、 智能制造技术应用、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工业机

器人应用与维护、 计算机网络应用、 计算机程序设计、 计算机信息管理、 物联网应用技

术、 数字化设计与制造、 智能制造技术应用等, 中等职业学校机电技术应用、 数控技术应

用、 工业自动化仪表及应用、 电气设备运行与控制、 计算机应用、 计算机网络技术、 软件

与信息服务、 电子信息技术、 电子技术应用、 现代通信技术应用、 机械制造技术、 工业机

器人技术应用、 物联网技术应用等, 高等职业学校工业互联网应用、 工业互联网技术、 数

控技术、 智能焊接技术、 工业设计、 智能制造装备技术、 机电一体化技术、 电气自动化技

术、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智能控制技术、 工业机器人技术、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应用电

子技术、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 软件技术、 嵌入式技

术应用、 云计算技术应用、 现代通信技术、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工业工程技术、 机械装备

制造技术、 物联网应用技术、 智能互联网络技术、 智能建造技术, 普通高等学校机械制造

及其自动化、 机械电子工程、 车辆工程、 精密仪器及机械、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电力电

子与电力传动、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系统工程、 模式识别与智

能系统、 导航、 制导与控制、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计算机应用技术、 飞行器设计、 人机与

环境工程、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 计算机技术、 软件工程、 控制工程、 大数据技术与工

程、 机械工程、 车辆工程、 新能源汽车工程、 智能车辆工程、 航空航天、 飞行器设计与工

程、 飞行器制造工程、 航空宇航制造工程、 航空发动机工程、 智能制造技术等, 下同。



(2)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 / 中级工职业资格 (职业技能等

级) 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4 年。
(3) 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

格) 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4) 具有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高级工班及以上毕业证

书 (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5)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 / 中级工职业资格 (职业技能等

级) 证书, 并取得高等职业学校、 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本专业

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 (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6) 取得经评估论证的高等职业学校、 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

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毕业证书 (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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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技能等

级) 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
(2) 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

格) 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 并在取得本职业

或相关职业三级 / 高级工职业资格 (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后, 从事本

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3) 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

格) 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4)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 / 高级工职业资格 (职业技能等

级) 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 技师学院毕业生,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

关职业工作满 2 年。
(5)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 / 高级工职业资格 (职业技能等

级) 证书满 2 年的技师学院预备技师班、 技师班学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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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技能等

级) 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
(2) 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

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 并在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 / 技师职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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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后,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3) 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高级职称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

格) 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1. 9. 2　 评价方式

分为理论知识考试、 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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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技能考核主要采用模拟操作或现

场操作等方式进行, 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具备的技能水

平; 综合评审主要针对二级 / 技师和一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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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技能考核和综合评审均实行百分制, 成绩

皆达 60 分 (含) 以上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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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技能考核中的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不

低于 1 ∶ 5, 且考评人员为 3 人 (含) 以上单数; 综合评审委员为 3
人 (含) 以上单数。

1. 9. 4　 评价时长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90
 

min, 操作技能考核时间不少于

120
 

min, 综合评审时间不少于 20
 

min。

1. 9. 5　 评价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场所为标准教室或计算机机房; 操作技能考核在

具有计算机、 网络、 仿真工具、 教学用数字孪生平台等软硬件设施

完善的模拟现场或实训场所进行; 综合评审在配备必要多媒体设备

的室内或工作现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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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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于钻研, 业务精益求精。
(2) 忠于职守, 保障数据安全。
(3) 知行合一, 敢于探索实践。
(4) 敬业爱岗, 增强服务意识。

2. 2　 基础知识

2. 2. 1　 通用知识

(1) 计算机操作系统基础知识。
(2) 计算机网络基础知识。
(3) 软件编程基础知识。
(4) 软件测试基础知识。
(5) 统计学概述。
(6) 系统工程概述。
(7) 物联网系统概述。
(8) 应用场景基础知识。

2. 2. 2　 数字孪生基础知识

(1) 数字孪生基本概念。
(2) 结构设计基础知识。
(3) 数字孪生模型构建与应用技术概述。
(4) 人机交互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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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3　 数字孪生应用常用知识

(1) 虚实交互基本概念。
(2) 可视化技术与应用基础知识。
(3) 数字孪生应用场景概述。
(4) 传感器技术与应用基础知识。
(5) 工业控制技术与应用基础知识。
(6) 工业通信技术与应用基础知识。
(7) 数字孪生中英文专业术语。

2. 2. 4　 信息安全与安全生产基础知识

(1) 信息安全基本概念。
(2) 应用安全和数据安全基础知识。
(3) 安全用电相关知识。
(4) 防火、 防爆、 防水、 防盗知识。

2. 2. 5　 相关法律、 法规知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相关知识。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相关知识。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相关知识。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 相关知识。
(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相关知识。
(6) 《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法》 相关知识。
(7)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相关知识。
(8)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 相关知

识。
(9)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 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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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要求

本标准对五级 / 初级工、 四级 / 中级工、 三级 / 高级工、 二级 / 技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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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级 /初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平
台
运
维

　 1. 1 平台

装卸

　 1. 1. 1 能按照操作规范安

装数字孪生平台

　 1. 1. 2 能按照操作规范卸

载数字孪生平台

　 1. 1. 1 数字孪生平台安装

方法

　 1. 1. 2 数字孪生平台卸载

方法

　 1. 2 平台

维护

　 1. 2. 1 能实时监测数字孪

生平台运行状态

　 1. 2. 2 能记录和上报数字

孪生平台的报警和故障信息

　 1. 2. 1 数字孪生平台监测

方法

　 1. 2. 2 数字孪生平台故障

记录方法

2.
应
用
测
试

　 2. 1 应用

测试执行

　 2. 1. 1 能安装数字孪生应

用测试工具

　 2. 1. 2 能运用测试工具或

脚本执行数字孪生应用测试

操作

　 2. 1. 3 能调用数字孪生应

用测试其基本功能是否正常

　 2. 1. 1 数字孪生应用测试

工具安装方法

　 2. 1. 2 数字孪生应用测试

工具或脚本操作方法

　 2. 1. 3 数字孪生应用测试

执行方法

　 2. 2 应用

测试数据记

录

　 2. 2. 1 能离线和在线采集

数字孪生应用测试数据

　 2. 2. 2 能填写数字孪生应

用测试文档和测试记录

　 2. 2. 1 离线测试数据采集

方法

　 2. 2. 2 在线测试数据采集

方法

　 2. 2. 3 测试数据记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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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3.
应
用
操
作

　 3. 1 应用

操作执行

　 3. 1. 1 能检查数字孪生应

用运行前的功能

　 3. 1. 2 能根据业务需要加

载相应的数字孪生应用模块

　 3. 1. 3 能操控数字孪生应

用, 进行启动、 暂停和停止

　 3. 1. 1 数字孪生应用功能

检查方法

　 3. 1. 2 数字孪生应用加载

方法

　 3. 1. 3 数字孪生应用操作

方法

　 3. 2 应用

操作记录

　 3. 2. 1 能检查数字孪生应

用运行数据和操作记录

　 3. 2. 2 能导出数字孪生应

用运行数据和操作记录

　 3. 2. 3 能备份数字孪生应

用运行数据和操作记录

　 3. 2. 1 数字孪生应用数据

检查方法

　 3. 2. 2 数字孪生应用数据

导出方法

　 3. 2. 3 数字孪生应用数据

备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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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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
台
运
维

　 1. 1 平台

调试

　 1. 1. 1 能在离线和在线模

式下调试数字孪生平台

　 1. 1. 2 能填写数字孪生平

台调试记录单

　 1. 1. 3 能对数字孪生平台

进行试运行

　 1. 1. 1 数字孪生平台调试

方法

　 1. 1. 2 数字孪生平台调试

记录方法

　 1. 1. 3 数字孪生平台试运

行方法

　 1. 2 平台

维护

　 1. 2. 1 能定期升级数字孪

生平台的软硬件

　 1. 2. 2 能记录数字孪生平

台升级日志, 定期备份升级

日志

　 1. 2. 3 能撰写数字孪生平

台维护报告

　 1. 2. 1 数字孪生平台升级

方法

　 1. 2. 2 数字孪生平台升级

日志记录和备份方法

　 1. 2. 3 数字孪生平台维护

报告撰写方法

2.
应
用
测
试

　 2. 1 应用

测试用例编

制

　 2. 1. 1 能分析数字孪生应

用测试文档

　 2. 1. 2 能描述数字孪生应

用测试任务内容与边界

　 2. 1. 3 能根据应用场景设

计数字孪生应用测试用例

　 2. 1. 1 数字孪生应用测试

文档分析方法

　 2. 1. 2 数字孪生应用测试

任务要素

　 2. 1. 3 数字孪生应用测试

用例编制要求

　 2. 2 应用

测试数据处

理

　 2. 2. 1 能提取、 清洗和筛

选数字孪生应用测试数据

　 2. 2. 2 能按要求统计、 分

类与整理数字孪生应用测试

数据

　 2. 2. 3 能撰写数字孪生应

用测试报告

　 2. 2. 1 数字孪生应用测试

数据预处理方法

　 2. 2. 2 数字孪生应用测试

数据统计、 分类与整理方

法

　 2. 2. 3 数字孪生应用测试

报告体例格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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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3.
应
用
操
作

　 3. 1 应用

控制

　 3. 1. 1 能设定数字孪生应

用的控制参数

　 3. 1. 2 能采用急停操作等

安全控制措施

　 3. 1. 1 数字孪生应用控制

参数设定方法

　 3. 1. 2 数字孪生应用安全

控制措施

　 3. 2 应用

状态跟踪

　 3. 2. 1 能设定和实时调控

数字孪生应用状态

　 3. 2. 2 能跟踪和判断数字

孪生应用状态

　 3. 2. 3 能撰写数字孪生应

用状态记录报告

　 3. 2. 1 数字孪生应用状态

设定方法

　 3. 2. 2 数字孪生应用状态

调控方法

　 3. 2. 3 数字孪生应用状态

跟踪和判断方法

　 2. 2. 4 记录报告撰写方法

　 3. 3 应用

操作问题收

集

　 3. 3. 1 能收集、 分类和汇

总数字孪生应用操作问题

　 3. 3. 2 能撰写数字孪生应

用操作问题总结报告

　 3. 3. 1 数字孪生应用操作

问题收集、 分类和汇总方

法

　 3. 3. 2 数字孪生应用操作

问题总结报告撰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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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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
台
运
维

　 1. 1 平台

联调联试

　 1. 1. 1 能部署数字孪生平

台联合调试环境

　 1. 1. 2 能编写数字孪生平

台联调联试程序

　 1. 1. 3 能联合调试数字孪

生平台

　 1. 1. 4 能记录数字孪生平

台联合调试过程

　 1. 1. 1 数字孪生平台调试

环境部署方法

　 1. 1. 2 联调联试程序开发

方法

　 1. 1. 3 数字孪生平台联合

调试方法

　 1. 1. 4 数字孪生平台联合

调试过程记录方法

　 1. 2 平台

维护

　 1. 2. 1 能对数字孪生平台

进行升级试运行测试

　 1. 2. 2 能分析处理数字孪

生平台升级过程中的问题

　 1. 2. 3 能分析和处理数字

孪生平台的报警和故障

　 1. 2. 1 数字孪生平台升级

试运行方法

　 1. 2. 2 数字孪生平台升级

测试和问题分析处置方法

　 1. 2. 3 数字孪生平台升级

指导文件编制方法

　 1. 2. 4 数字孪生平台故障

分析和处置方法

2.
应
用
开
发

　 2. 1 物理

对象数据处

理

　 2. 1. 1 能按照数据采集要

求明确物理对象数据来源

　 2. 1. 2 能配置典型通信接

口

　 2. 1. 3 能利用相关设备,
在线或离线采集物理对象数

据

　 2. 1. 4 能根据存储策略存

储物理对象数据

　 2. 1. 5 能以图表等形式显

示采集的物理对象数据

　 2. 1. 1 物理对象数据分类

方法

　 2. 1. 2 典型通信接口配置

方法

　 2. 1. 3 物理对象数据采集

设备使用方法

　 2. 1. 4 物理对象数据存储

方法

　 2. 1. 5 物理对象数据显示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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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2.
应
用
开
发

　 2. 2 数字

孪生模型导

入与配置

　 2. 2. 1 能根据物理对象的

类型对数字孪生模型进行分

类

　 2. 2. 2 能导入搭建好的数

字孪生模型, 并与数字孪生

平台集成

　 2. 2. 3 能根据物理对象的

属性配置数字孪生模型的参

数

　 2. 2. 4 能测试数字孪生模

型和模型驱动接口

　 2. 2. 5 能在查看器中监控

数字孪生模型参数

　 2. 2. 1 数字孪生模型分类

方法

　 2. 2. 2 数字孪生模型导入

方法

　 2. 2. 3 数字孪生模型与平

台集成方法

　 2. 2. 4 数字孪生模型参数

配置方法

　 2. 2. 5 数字孪生模型驱动

接口测试方法

　 2. 2. 6 数字孪生模型监控

方法

　 2. 3 虚实

映射关系建

立

　 2. 3. 1 能建立物理对象数

据和数字孪生模型的驱动接

口的映射关系

　 2. 3. 2 能测试数字孪生虚

实映射关系

　 2. 3. 3 能使用数字孪生平

台工具驱动数字孪生模型,
对物理对象的信号做出响应

　 2. 3. 1 数字孪生虚实映射

方法

　 2. 3. 2 数字孪生虚实映射

关系测试方法

3.
应
用
测
试

　 3. 1 应用

测试验证环

境构建

　 3. 1. 1 能搭建数字孪生应

用的测试环境

　 3. 1. 2 能配置数字孪生应

用的功能、 性能和安全性测

试工具

　 3. 1. 1 数字孪生系统及应

用测试环境搭建流程

　 3. 1. 2 数字孪生应用测试

工具配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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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3.
应
用
测
试

　 3. 2 应用

功能验证

　 3. 2. 1 能编写数字孪生应

用的功能验证测试脚本

　 3. 2. 2 能根据测试结果验

证数字孪生应用的功能是否

正确

　 3. 2. 1 数字孪生应用功能

验证测试脚本编写方法

　 3. 2. 2 数字孪生应用功能

验证方法

　 3. 3 应用

性能评估

　 3. 3. 1 能编写数字孪生应

用的性能测试脚本

　 3. 3. 2 能根据测试结果判

断数字孪生应用的性能是否

达到要求

　 3. 3. 3 能分析数字孪生应

用性能瓶颈

　 3. 3. 4 能对数字孪生应用

性能进行优化

　 3. 3. 1 数字孪生应用性能

测试脚本编写方法

　 3. 3. 2 数字孪生应用性能

评估方法

　 3. 3. 3 数字孪生应用性能

瓶颈产生原因

　 3. 3. 4 数字孪生应用性能

优化方法

　 3. 4 应用

安全性评估

　 3. 4. 1 能编写数字孪生应

用的安全性测试脚本

　 3. 4. 2 能根据测试结果判

断数字孪生应用是否存在安

全性问题

　 3. 4. 1 数字孪生应用安全

测试脚本编写方法

　 3. 4. 2 数字孪生应用安全

分析方法

4.
应
用
操
作

　 4. 1 应用

操作监控

　 4. 1. 1 能运用相关工具监

控数字孪生应用的操作

　 4. 1. 2 能基于数字孪生应

用监测并控制物理对象运行

状态

　 4. 1. 1 数字孪生应用操作

监控方法

　 4. 1. 2 数字孪生应用操作

规程

　 4. 1. 3 物理对象运行状态

监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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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4.
应
用
操
作

　 4. 2 应用

操作异常处

置

　 4. 2. 1 能处理数字孪生应

用操作异常导致的报警和故

障等问题

　 4. 2. 2 能运行工具排查故

障

　 4. 2. 3 能记录和汇总数字

孪生应用操作异常的现象和

原因

　 4. 2. 4 能根据数字孪生应

用操作异常原因提出合理改

进建议

　 4. 2. 1 数字孪生应用操作

异常处理方法

　 4. 2. 2 数字孪生应用操作

故障定位方法

　 4. 2. 3 数字孪生应用操作

异常记录和汇总方法

　 4. 2. 4 数字孪生应用操作

异常改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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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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
用
方
案
规
划

　 1. 1 应用

需求整理

　 1. 1. 1 能整理调查问卷,
并从不同层级、 对象、 业务

类型统计数字孪生应用需求

　 1. 1. 2 能在数字孪生应用

需求整理的基础上, 筛选共

性和典型需求

　 1. 1. 1 问卷调研方法

　 1. 1. 2 需求分析方法

　 1. 2 应用

需求分析

　 1. 2. 1 能设计数字孪生应

用需求调研计划和调研问卷

　 1. 2. 2 能根据调研计划,
组织数字孪生应用需求调研

工作

　 1. 2. 3 能在数字孪生应用

需求筛选结果中提炼出本质

需求

　 1. 2. 4 能编制数字孪生应

用需求调研报告

　 1. 2. 1 调查研究设计与实

施方法

　 1. 2. 2 市场 / 技术调研方

法

　 1. 2. 3 对标分析方法

　 1. 2. 4 本质需求提炼方法

　 1. 2. 5 需求调研报告编制

方法

2.
应
用
开
发

　 2. 1 模型

开发和运行

环境构建

　 2. 1. 1 能部署数字孪生模

型开发运行所需软硬件环境

　 2. 1. 2 能设置软硬件环境

变量和参数

　 2. 1. 1 数字孪生模型开发

和运行环境部署方法

　 2. 1. 2 数字孪生模型开发

和运行环境参数配置规则

61

职业编码: 4-04-05-10



续表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2.
应
用
开
发

　 2. 2 物理

对象数据处

理

　 2. 2. 1 能运用数据分析工

具, 分析、 挖掘物理对象数

据中存在的关系与规律

　 2. 2. 2 能利用数据处理模

型, 筛选采集到的物理对象

数据, 并处理错误数据

　 2. 2. 3 能运用可视化工具

对物理对象数据分析结果进

行可视化呈现

　 2. 2. 1 物理对象数据分析

挖掘方法

　 2. 2. 2 物理对象数据筛选

方法

　 2. 2. 3 物理对象数据可视

化方法

　 2. 3 模型

开发

　 2. 3. 1 能设计数字孪生模

型的要素和模块

　 2. 3. 2 能组装数字孪生模

型的模块

　 2. 3. 3 能整体化构建数字

孪生模型

　 2. 3. 4 能验证和确认数字

孪生模型

　 2. 3. 1 数字孪生模型模块

设计方法

　 2. 3. 2 数字孪生模型组装

方法

　 2. 3. 3 数字孪生模型整体

构建方法

　 2. 3. 4 数字孪生模型验证

方法

　 2. 3. 5 数字孪生模型确认

方法

3.
应
用
测
试

　 3. 1 应用

测试管理

　 3. 1. 1 能设计数字孪生应

用测试项和测试指标

　 3. 1. 2 能审核数字孪生应

用测试用例

　 3. 1. 3 能编制数字孪生应

用测试计划与测试大纲

　 3. 1. 1 测试项和测试指标

编制方法

　 3. 1. 2 测试用例审核规范

　 3. 1. 3 测试计划和测试大

纲编制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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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3.
应
用
测
试

　 3. 2 应用

测试方案设

计

　 3. 2. 1 能完成数字孪生应

用测试任务的分解和优化

　 3. 2. 2 能编制数字孪生应

用测试方案

　 3. 2. 3 能审定数字孪生应

用测试报告

　 3. 2. 1 测试任务分解规范

　 3. 2. 2 测试方案编制方法

　 3. 2. 3 测试报告审定法

4.
应
用
操
作

　 4. 1 应用

控制预测

　 4. 1. 1 能基于数字孪生应

用, 描述、 分析或预测物理

对象运行状态

　 4. 1. 2 能评估数字孪生应

用操作风险等级, 并预判操

作风险

　 4. 1. 1 物理对象运行状态

分析和预测方法

　 4. 1. 2 数字孪生应用操作

风险评估和预判方法

　 4. 2 应用

控制优化

　 4. 2. 1 能根据数字孪生应

用运行状态和结果提出数字

孪生应用操作和控制优化方

案

　 4. 2. 2 能优化数字孪生应

用运行状态

　 4. 2. 1 数字孪生应用操作

和控制优化方法

　 4. 2. 2 数字孪生应用运行

状态优化方法

5.
技
术
管
理

　 5. 1 应用

操作规程制

定

　 5. 1. 1 能制定数字孪生应

用操作规程

　 5. 1. 2 能根据数字孪生技

术发展和业务需求调整、 更

新数字孪生应用操作规程

　 5. 1. 3 能控制数字孪生应

用操作规程版本

　 5. 1. 1 数字孪生应用操作

规程制定方法

　 5. 1. 2 数字孪生应用操作

规程更新方法

　 5. 1. 3 数字孪生应用操作

规程版本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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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5.
技
术
管
理

　 5. 2 应用

项目过程管

理

　 5. 2. 1 能制定数字孪生应

用项目实施计划

　 5. 2. 2 能安排数字孪生应

用项目人员的任务分工

　 5. 2. 3 能完成数字孪生应

用项目试运行及验收

　 5. 2. 1 项目实施计划编制

方法

　 5. 2. 2 多人协同作业的组

织管理方法

　 5. 2. 3 数字孪生应用项目

试运行规范

　 5. 2. 4 数字孪生应用项目

验收要求

6.
培
训
指
导

　 6. 1 技能

培训

　 6. 1. 1 能编制数字孪生应

用培训方案

　 6. 1. 2 能对三级 / 高级工

及以下级别人员进行理论知

识及操作技能培训

　 6. 1. 3 能撰写数字孪生应

用培训总结

　 6. 1. 1 培训方案编制方法

和注意事项

　 6. 1. 2 理论知识及操作技

能培训教学方法

　 6. 1. 3 培训总结撰写方法

　 6. 2 业务

指导

　 6. 2. 1 能对三级 / 高级工

及以下级别人员进行指导

　 6. 2. 2 能根据开发需求、
应用场景等现场情况变化,
调整三级 / 高级工及以下级

别人员工作安排

　 6. 2. 3 能组织数字孪生应

用常见问题专题分析, 并形

成文档

　 6. 2. 1 操作技能的指导要

求和指导方法

　 6. 2. 2 数字孪生应用常见

问题分析方法

　 6. 2. 3 数字孪生应用常见

问题文档编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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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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
用
方
案
规
划

　 1. 1 应用

需求管理

　 1. 1. 1 能审定需求调研计

划, 并统筹需求管理工作

　 1. 1. 2 能分析数字孪生应

用需求, 并给出应用建议

　 1. 1. 1 需求管理方法论

　 1. 1. 2 需求规划方法

　 1. 2 应用

场景设计

　 1. 2. 1 能基于业务需求及

对标分析, 规划典型的数字

孪生应用场景

　 1. 2. 2 能设计单个场景用

例图, 并描述当前业务痛点

　 1. 2. 3 能设计数字孪生场

景应用方案及实现效果

　 1. 2. 1 数字孪生场景规划

方法

　 1. 2. 2 数字孪生用例设计

方法

　 1. 2. 3 数字孪生场景应用

方案及效果设计方法

　 1. 3 应用

总体规划

　 1. 3. 1 能根据数字孪生应

用需求论证应用项目的必要

性和可行性

　 1. 3. 2 能基于业务目标制

定数字孪生应用项目总体要

求和目标

　 1. 3. 3 能制订数字孪生应

用技术路线和开发方案

　 1. 3. 4 能分析数字孪生应

用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

潜在风险

　 1. 3. 1 项目规划方法

　 1. 3. 2 可行性论证研究方

法

　 1. 3. 3 应用方案制订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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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2.
应
用
开
发

　 2. 1 模型

设计

　 2. 1. 1 能根据物理对象的

组成设计数字孪生模型

　 2. 1. 2 能根据物理对象的

属性设计数字孪生模型的参

数

　 2. 1. 3 能设计数字孪生模

型之间的交互机制和交互接

口

　 2. 1. 4 能根据物理对象的

动作和属性设计数字孪生模

型驱动接口

　 2. 1. 1 数字孪生模型设计

方法

　 2. 1. 2 数字孪生模型参数

设计方法

　 2. 1. 3 数字孪生模型融合

方法

　 2. 1. 4 数字孪生模型驱动

接口设计方法

　 2. 2 模型

优化

　 2. 2. 1 能优化数字孪生模

型整体架构

　 2. 2. 2 能动态优化数字孪

生模型参数

　 2. 2. 3 能调整数字孪生模

型与物理对象的虚实映射关

系

　 2. 2. 4 能调整数字孪生模

型驱动机制和驱动接口

　 2. 2. 5 能管理数字孪生模

型版本

　 2. 2. 1 数字孪生模型结构

优化方法

　 2. 2. 2 数字孪生模型参数

动态优化方法

　 2. 2. 3 虚实映射关系调整

方法

　 2. 2. 4 数字孪生模型驱动

机制调整方法

　 2. 2. 5 数字孪生模型驱动

接口调整方法

　 2. 2. 6 数字孪生模型版本

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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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3.
技
术
管
理

　 3. 1 技术

研究

　 3. 1. 1 能组织开展数字孪

生新技术、 新方法、 新器

件、 新设备研究

　 3. 1. 2 能编写数字孪生技

术发展分析报告

　 3. 1. 1 数字孪生新技术、
新方法、 新器件、 新设备

有关知识

　 3. 1. 2 数字孪生技术分析

综述方法

　 3. 2 应用

项目质量管

理

　 3. 2. 1 能制定数字孪生应

用项目质量管理规范

　 3. 2. 2 能对数字孪生应用

项目实施进行质量分析与控

制

　 3. 2. 3 能识别数字孪生应

用项目质量问题, 持续提升

项目质量

　 3. 2. 1 项目质量管理规范

主要内容

　 3. 2. 2 项目质量分析与控

制方法

　 3. 2. 3 项目质量提升方法

4.
培
训
指
导

　 4. 1 技能

培训

　 4. 1. 1 能对二级 / 技师及

以下级别人员进行理论知识

及操作技能培训

　 4. 1. 2 能编写培训教材和

实操指导书

　 4. 1. 1 培训教材编写方法

　 4. 1. 2 实操指导书编写方

法

　 4. 2 业务

指导

　 4. 2. 1 能对二级 / 技师及

以下级别人员进行业务指导

　 4. 2. 2 能评估数字孪生应

用培训效果

　 4. 2. 1 问题反馈与分析方

法

　 4. 2. 2 培训效果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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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权重表

4. 1　 理论知识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五级 /
初级工

(%)

四级 /
中级工

(%)

三级 /
高级工

(%)

二级 /
技师

(%)

一级 /
高级技师

(%)

基本

要求

职业道德 5 5 5 5 5

基础知识 30 20 15 10 5

相关

知识

要求

应用方案规划 — — — 20 30

平台运维 20 25 20 — —

应用开发 — — 15 15 20

应用测试 15 20 25 15 —

应用操作 30 30 20 15 —

技术管理 — — — 10 20

培训指导 — — — 10 2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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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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方案规划 — — — 20 30

平台运维 40 30 20 — —

应用开发 — — 20 25 25

应用测试 15 25 30 15 —

应用操作 45 45 30 20 —

技术管理 — — — 10 25

培训指导 — — — 10 2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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