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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应急管理厅
关于印发《四川省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

考试点建设标准》的通知
川应急规〔2022〕2号

各市（州）应急管理局，各有关单位：

《四川省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建设标准》经应

急厅 2022 年第 6次厅长办公会审议通过。本标准自印发之日起

施行，有效期 5年，由应急厅负责解释。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

彻执行。

四川省应急管理厅

2022年 11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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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建设
通用标准

1. 制定依据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安全生产资格考试

与证书管理暂行办法》《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大纲和考核标准》

《煤矿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大纲及考核标准》《特种作业安全技

术实际操作考试标准（试行）》《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

备配备标准（试行）》《煤矿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标准（试

行）》等。

2. 考试管理制度建设

2.1 组织机构

2.1.1 考试点申请单位具有法人资格，能独立或经授权承担法律责

任。

2.1.2 考试点应当配备不少于5名考务工作人员，其中包括考试点负

责人，考试设备维护人员，考试管理及网络系统维护员，考卷及档案管

理员，财务人员,考场安全员等；根据考位数量配备相应数量的考评员；

至少配备2名以上的监考员。

2.1.3 绘制组织构架图

2.1.4 实操考评员名册，考评员应具有专科以上文化程度、中级以上

专业技术职务或者技师以上资格和实操考评员证（国家和四川省安全生

产考试中心颁发），熟悉相应的实操考评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

2.1.5 考务人员名册

2.1.6 设备管理人员名册

2.2 岗位责任制

2.2.1 各类人员的岗位责任制度

2.2.2 各类人员的岗位安全责任书

2.3 考试管理规章制度

2.3.1 考试组织实施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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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考试档案管理制度

2.3.3 安全保卫制度

2.3.4 设备器材管理制度

2.4 实操考试安全操作规程

根据本单位考试设备设施和操作工艺类型，编制整理相关考试安全

操作规程。

3.考试信息化管理

3.1 考试管理信息系统

3.1.1 接入四川省安全生产培训考试综合管理平台。

3.2 考试视频监控系统

3.2.1 安装考试监控摄像头

每个独立的考场（理论、实操）需设置至少两个清晰度不低于720P，
且可转角变焦、带有音频输入接口的摄像头，并要求摄像头能够覆盖整

个考场，避免死角,确保对考试现场情况进行音频、视频实时监控，同时

接入省、市监控平台。考试点机房网络接入应当配备不小于100兆的光纤。

3.2.2 装配监控影像存储设备

装配可存储6年电子监控影像数据的影像存储设备。

3.3 考试电脑配置

3.3.1 软件系统基本要求：Windows 7 64位操作系统。

3.3.2 硬件系统基本要求：CPU主频2.5GHz以上，内存8G以上，硬盘

100G以上，配有100M以上网卡。

3.3.3 网络系统基本要求：具备固定IP，禁止访问与考试系统无关的

网站。

3.4 考试网络配置

3.4.1 考场有互联网接入，网络带宽采用上下行对称的互联网接入方

式。

3.4.2 考场互联网带宽至少为100Mbps。
3.4.3 必须采用固定的IP地址（出口和入口）和MAC地址。

3.4.4 将互联网的外网地址和相关端口映射到视频采集的编码设备

上。

3.5 实操考评设备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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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考评专用手机，android系统，CPU主频1.8GHz以上，运行内存

6G以上，4G及以上手机网络。

3.6 身份识别

在考场入口设置1-2台具备人脸识别功能的安全生产考试认证终端，

供核对考生身份使用。

3. 考试及办公场所

4.1 考试场所基本条件

4.1.1 有固定的场所，提供场地使用证明文件（产权证明或租赁合

同），使用期限3年以上。

4.1.2 考试点应当具备理论考试考场和实际操作考试考场。考试点应

当在醒目位置悬挂“四川省或xx市（州）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

试点 第xx号”标识。考试点编号由四川省安全生产考试中心发放。

4.2 考区

4.2.1 理论考场

设置独立理论考场不少于100m2。

4.2.2 实操考场

按实操考试项目配备独立考室，根据考室数量确定考区总面积，考

区总面积原则上不少于200m2，考区至少有2个安全出口，设置消防疏散

通道，确保无安全隐患。

4.3 库房

4.3.1 根据每个特种作业考试类别，存放满足考试需要的耗材、劳动

防护用品用房，原则上不少于20m2。

4.3.2 涉及危险品耗材的存放，按国家相关要求单独设置存放地点。

库房保持通风，并配备消防设备。

4.4 考务室

4.4.1 考务室不少于60m2，应当分别设置监考人员、考评人员、考务

人员办公室、更衣室及考生报名办公室等。

4.4.2 按实操考试项目为考评员配备所需的劳动防护用品。

4.4.3 考务室配备必要的办公设备及辅助设施，包括电脑、打印机、

复印机、传真机等。

4.5 档案室



—8—

档案室不少于20m2，并配备满足工作需要的档案柜，保持通风良好、

防潮防火防盗。

4.6 候考室

候考室面积不小于60m2，具有考前纪律宣讲与考前等待作用，配备

一定数量的桌椅。具备上互联网条件，配置一台计算机和一台壁挂式液

晶显示器；设置公示板，公布考试点管理规定、考试规则、考试科目时

间表、考生注意事项等，并设置考生咨询处、考生物品存放处、茶水供

应处。

4. 考试过程控制管理

5.1 考前准备

5.1.1 考场设备安排表

5.1.2 监考员、实操考评员安排表

5.1.3 考试计划和数据下载安装

5.1.4 考试前宣布考场纪律和考试要求

5.2 考中实施

5.2.1 监考巡视记录表

5.2.2 考生现场组织引导方案

5.2.3 实操考评员现场考评记录

5.2.4 信息系统技术支持记录

5.3 考后管理

5.3.1 考试成绩统计表

5.3.2 实操考试数据上传

5.3.3 考生意见反馈表

6. 考试应急管理

6.1 考试现场应急处置预案制定

6.2 考试应急管理机构和人员分工

6.3 考试应急响应程序和保障措施

6.4 考试应急预案宣传培训

6.5 考试应急预案演练记录

7. 安全文化建设

7.1.1 设置安全文化墙、宣传栏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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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明显位置悬挂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安全用语、引导标识、警

示标牌等

7.1.3 设置多媒体设备，循环播放安全生产宣传教育片

7.1.4 张贴特种作业宣传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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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理论场地
设备标准

1. 总则

为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提供理论考试场地及设备设施

标准。

2. 场地设备配备

2.1 考位面积

每个考试点应设置1个以上独立的理论考场，且理论考场总使用面积

不低于100m2,其中公共区域面积至少为10m2，安全通道宽度至少为1m。

每个考位至少为1.5m2，考试机统一朝向讲台码放。

2.2 考试计算机配置标准

2.2.1 考试机配置要求

考试机 基本要求 推荐配置

软件系统 操作系统：Windows 7 操作系统：Windows 7

硬件系统
CPU：奔腾双核处理器2.9GHz

内存：2GBDDR3

CPU：酷睿i3双核处理器3.4GHz

内存：4GBDDR3

网络系统 具备固定IP 具备固定IP

2.2.2 考场监控设备配置标准

监控摄像头 基本要求

像素 高于100万像素

分辨率 分辨率大于 1280x720（720P）

功能 音视频同步，考场无死角

网络协议 完善支持ONVIF协议

2.2.3 网络互联互通要求

考场需要有互联网接入，考场互联网带宽至少为100M。互联网的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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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必须采用固定IP地址，并在互联网接入设备中设置相关策略，将互联

网的外网地址和相关端口映射到视频采集的编码设备上。

2.3 考场基本配置

2.3.1 考场安全

考试计算机房必须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进行建设，确保无安全隐患，并

选择环境安静、便于管理、整洁、通风好的标准教室，考试区域实行封闭

式管理；消防设施按标准配备并经消防部门验收合格，设置有关安全指示

标志、安全警示标语、考场规则等。

2.3.2 身份识别

在考场入口设置1-2台具备人脸识别功能的安全生产考试认证终端，

供核对考生身份使用。

2.3.3 考试设备设施设置

按《四川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四川省安全生产培训考试分

中心和安全生产知识考试点建设标准>的通知》（川安监函〔2016〕38号）

规定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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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实操场地
设备标准

（通用部分）

1．总则

为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提供实操考试场地及设备设施

标准。

2．场地设备配备

2.1 网络互联互通要求

每个实操考场需要有互联网接入，采用上下行对称的互联网接入方式

（LAN），并根据考场数量部署满足考试所需的网络带宽，至少为100M，

用于考试数据传输，每台计算机须使用固定IP地址。

2.2 实操考评员计算机配置要求

名称 最低配置 推荐配置

软件系统
操作系统：Windows 7

软件环境：IE8 浏览器

操作系统：Win7 及以上

软件环境：IE8 浏览器及以上

硬件系统
CPU：酷睿 i3 2.4 GHz

内存：4GBDDR2

USB安全生产考试认证终端

CPU：酷睿 i5 2.6 GHz及以上

内存：4GBDDR3

USB安全生产考试认证终端2.3 实操考评员位置面积

每个实操考评员位置至少为1.5m2。

2.4 监控设备配置标准

监控摄像头 基本要求

像素 高于100万像素

分辨率 分辨率大于 1280x720（720P）

功能 音视频同步，考场无死角

网络协议 完善支持 ONVIF协议

2.5 考场基本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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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设施器材

根据不同的作业类别，按照有关要求配备相应的设备、仪器、工具、

劳动防护用品、安全标志、考试耗材、消防器材等。

2.5.2 考场安全

必须按照环境保护、劳动保护、安全和消防等各项要求建设和使用，

配备必要的安全设施设备、防护用品、应急救援设施器材等，设置有关安

全指示标志、警示标语、考场规则等，确保无安全隐患。

2.5.3 身份识别

在考场入口设置1-2台具备人脸识别功能的安全生产考试认证终端，

供核对考生身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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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电工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
场地设备配备标准

1．总则

1.1 考场设置

分为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

场应急处置4个考场，每个考场设置不同的考位。

1.2 考位设置

1.2.1 安全用具使用考场考位

设置电工仪器仪表安全使用、电工安全用具使用、电工安全标示的辨

识等3个考位。

1.2.2 安全操作技术考场考位

设置10KV高压开关柜的停（送）电操作、10KV高压成套配电装置的

运行维护、10KV柱上变压器的停（送）电操作、10KV高压开关柜故障判

断及倒闸操作、10KV线路挂设保护接地线等5个考位。

1.2.3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考场

设置判断作业现场存在的安全风险和职业危害、排除作业现场存在的

安全风险和职业危害等2个考位。

1.2.4 现场应急处置考场

设置触电事故现场的应急处理、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操作、灭火器的选

择和使用等3个考位。

1.3 有关要求

考场应设置候考室、设备材料库等。考试设备器材具体数量应根据实

际考核量设置，设备器材需在固定位置码放，并且码放整齐。按照每种类

型考位的功能用途和安全要求不同，确定相应的作业面积，并配置相应的

考试设备及防护设施。不同考位使用的高压柜每个考试点仅需配置一套。

2.1 考场一：安全用具使用

2.1.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含公共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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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11 电工仪器仪表安全使用

2 K12 电工安全用具使用

3 K13 电工安全标示的辨识

2.1.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高压电工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人事〔2018〕18号）“2.1 安全用具使用”设备配备

的有关规定。

2.2 考场二：安全操作技术

2.2.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10m2。

2.2.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21 10kV高压开关柜的停（送）电操作

2 K22 10kV高压成套配电装置的巡视检查

3 K23 10kV柱上变压器的停（送）电操作

4 K24 10kV高压开关柜故障判断及处理

5 K25 10kV线路挂设保护接地线

6 K26 变压器绝缘测量

7 K27 电力电缆绝缘测试

8 K28 变压器分接开关调整

9 K29 导线在绝缘子上绑扎

2.2.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高压电工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人事〔2018〕18号）“2.2 安全操作技术”设备配备

的有关规定。

2.3 考场三：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

2.3.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2.3.2 考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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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31 判断作业现场存在的安全风险和职业危害

2 K32 排除作业现场存在的安全风险和职业危害

2.3.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高压电工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人事〔2018〕18号）“2.3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

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4 考场四：作业现场应急处置

2.4.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2.4.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41 触电事故现场的应急处理

2 K42 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操作

3 K43 灭火器的选择和使用

2.4.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高压电工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人事〔2018〕18号）“2.4 作业现场应急处置”及其

附录8设备配备标准的有关规定。

3. 考位应用

3.1 考位确定

由考试系统或考生从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

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4个考场中，各抽取1个考位，组成实际操作

考试考题。

3.2 考位权重

实际操作考试试题总分值为100分，80分（含）以上为考试合格，若

考题中设置有否决项，否决项未通过，则实操考试不合格。安全用具使用、

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4个考场抽

取的每个考位考试分值权重分别为20%、4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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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电工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
场地设备配备标准

1．总则

1.1 考场设置

分为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场

应急处置四个考场，每个考场设置不同考位。

1.2 考位设置

1.2.1 安全用具使用考场

设置电工仪表安全使用、电工安全用具使用、电工安全标示的辨识

等3个考位。

1.2.2 安全操作技术考场

设置电动机单项连续运转接线（带点动控制）、三相异步电动机正

反运行的接线及安全操作、单相电能表带照明灯的安装及接线、带熔断

器（断路器）、仪表、电流互感器的电动机运行控制电路接线、导线的

连接等5个考位。

1.2.3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考场

设置判断作业现场存在的安全风险和职业危害、排除作业现场存在

的安全风险和职业危害等2个考位。

1.2.4 作业现场应急处置考场

设置触电事故现场的应急处理、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操作、灭火器的

选择和使用等3个考位。

1.3 有关要求

考场应设置候考室、设备材料库等。考试设备器材具体数量应根据

实际考核量设置，设备器材需在固定位置码放，并且码放整齐。按照每

种类型考位的功能用途和安全要求不同，确定相应的作业面积，并配置

相应的考试设备及防护设施。

2．场地设备配备

2.1 考场一：安全用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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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含公共区域）。

2.1.2 考试项目

序号 编号 考试项目

1 K11 电工仪表安全使用

2 K12 电工安全用具使用

3 K13 电工安全标示的辨识

2.1.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低压电工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1 安全用具使用”设备

配备的有关规定。

2.2 考场二：安全操作技术

2.2.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10m2。

2.2.2 考试项目

序号 编号 考试项目

1 K21 电动机单项连续运转接线（带点动控制）

2 K22 三相异步电动机正反运行的接线及安全操作

3 K23 单相电能表带照明灯的安装及接线

4 K24 带熔断器（断路器）、仪表、电流互感器的电动机运行控制电路接线

5 K25 导线的连接

2.2.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低压电工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2 安全操作技术”设备

配备的有关规定。

2.3 考场三：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

2.3.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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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考试项目

序号 编号 考试项目

1 K31 判断作业现场存在的安全风险和职业危害

2 K32 排除作业现场存在的安全风险和职业危害

2.3.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低压电工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3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

除”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4 考场四：作业现场应急处置

2.4.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2.4.2 考试项目

序号 编号 考试项目

1 K41 触电事故现场的应急处理

2 K42 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操作

3 K43 灭火器的选择和使用

2.4.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低压电工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4 作业现场应急处置”

及其附录8设备配备标准的有关规定。

3. 考位应用

3.1 考位确定

由考试系统或考生从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

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 4个考场中，各抽取 1个考位，组成实际操

作考试考题。

3.2 考位权重

实际操作考试试题总分值为 100 分，80分（含）以上为考试合格，

若考题中设置有否决项，否决项未通过，则实操考试不合格。安全用具使

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 4个考

场抽取的每个考位考试分值权重分别为 20%、4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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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爆电气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
场地设备配备标准

1．总则

1.1 考场设置

防爆电气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分为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

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4个考场，每个考场设

置不同的考位。

1.2 考位设置

1.2.1 安全用具使用考场

设置常用电工仪表的安全使用、防爆电气作业个人防护用品的使用、

常用安全标示的辨识等3个考位。

1.2.2 安全操作技术考场

设置防爆电气设备选型与辨识、防爆电气设备保护接地和防雷接地、

防爆电气电缆引入装置安装、防爆结合面的安装等4个考位。

1.2.3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考场

设置指出隔爆型控制柜所存在的安全隐患1个考位。

1.2.4 现场应急处置考场

设置触电事故现场的应急处理、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操作、灭火器的

选择和使用等3个考位。

1.3 有关要求

考场应设置候考室、设备材料库等。考试设备器材具体数量应根据

实际考核量设置，设备器材需在固定位置码放，并且码放整齐。按照每

种类型考位的功能用途和安全要求不同，确定相应的作业面积，并配置

相应的考试设备及防护设施。不同考位使用的高压柜每个考试点仅需配

置一套。

本标准适用于除煤矿以外的防爆电气作业。

2．场地设备配备

2.1 考场一：安全用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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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含公共区域）。

2.1.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11 常用电工仪表的安全使用

2 K12 防爆电气作业个人防护用品的使用

3 K13 常用安全标示的辨识

2.1.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防爆电气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1 安全用具使用”设备

配备的有关规定。

2.2 考场二：安全操作技术

2.2.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10m2。

2.2.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21 防爆电气设备选型与辨识

2 K22 防爆电气设备保护接地和防雷接地

3 K23 防爆电气电缆引入装置安装

4 K24 防爆结合面的安装

2.2.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防爆电气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2 安全操作技术”设备

配备的有关规定。

2.3 考场三：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

2.3.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2.3.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31 指出隔爆型控制柜所存在的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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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防爆电气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3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

除”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4 考场四：作业现场应急处置

2.4.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2.4.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41 触电事故现场的应急处理

2 K42 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操作

3 K43 灭火器的选择和使用

2.4.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防爆电气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4 作业现场应急处置”及

其附录8设备配备标准的有关规定。

3. 考位应用

3.1 考位确定

由考试系统或考生从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

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4个考场中，各抽取1个考位，组成实际操作

考试考题。

3.2 考位权重

实际操作考试试题总分值为100分，80分（含）以上为考试合格，若

考题中设置有否决项，否决项未通过，则实操考试不合格。安全用具使用、

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4个考场抽

取的每个考位考试分值权重分别为20%、4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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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电缆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
场地设备配备标准

1. 总则

1.1 考场设置

分为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

场应急处置4个考场，每个考场设置不同的考位。

1.2 考位设置

1.2.1 安全用具使用考场考位

设置10kV三芯铠装电力电缆绝缘摇测，10kV验电器检查、使用与保

管，电工安全标示的辨识等3个考位。

1.2.2 安全操作技术考场考位

设置电力电缆线路核相操作、电力电缆安全施工中各种绳扣的打结操

作、电力电缆型号截面识别、电缆终端头的制作安装、10kV电力电缆户

内热缩终端头制作、10kV电力电缆户内冷缩终端头安全操作、10kV线路

挂设保护接地线等7个考位。

1.2.3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考场

设置判断作业现场存在的安全风险和职业病危害、排除作业现场存在

的安全风险和职业病危害等2个考位。

1.2.4 现场应急处置考场

设置触电事故现场的应急处理、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操作、灭火器的选

择和使用等3个考位。

1.3 有关要求

考场应设置候考室、设备材料库等。考试设备器材具体数量应根据实

际考核量设置，设备器材需在固定位置码放，并且码放整齐。按照每种类

型考位的功能用途和安全要求不同，确定相应的作业面积，并配置相应的

考试设备及防护设施。不同考位使用的高压柜每个考试点仅需配置一套。

2. 场地设备配备

2.1 考场一：安全用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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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含公共区域）。

2.1.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11 10 kV三芯铠装电力电缆绝缘摇测

2 K12 10 kV验电器检查、使用与保管

3 K13 电工安全标示的辨识

2.1.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电力电缆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人事〔2018〕18号）“2.1安全用具使用”设备配备

的有关规定。

2.2 考场二：安全操作技术

2.2.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10m2。

2.2.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21 电力电缆线路核相操作

2 K22 电力电缆安全施工中各种绳扣的打结操作

3 K23 电力电缆型号截面识别

4 K24 电缆终端头的制作安装

5 K25 10kV电力电缆户内热缩终端头制作

6 K26 10kV电力电缆户内冷缩终端头安全操作

7 K27 10kV线路挂设保护接地线

2.2.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电力电缆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人事〔2018〕18号）“2.2安全操作技术”设备配备

的有关规定。

2.3 考场三：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

2.3.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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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31 判断作业现场存在的安全风险和职业危害

2 K32 排除作业现场存在的安全风险和职业危害

2.3.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电力电缆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人事〔2018〕18号）“2.3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

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4 考场四：作业现场应急处置

2.4.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2.4.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41 触电事故现场的应急处理

2 K42 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操作

3 K43 灭火器的选择和使用

2.4.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电力电缆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人事〔2018〕18号）“2.4 作业现场应急处置”及其

通用部分《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的有关规定。

3. 考位应用

3.1 考位确定

由考试系统或考生从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

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4个考场中，各抽取1道实操题，组成实际操

作考试考题。

3.2 考位权重

实际操作考试试题总分值为100分，80分（含）以上为考试合格，若

考题中设置有否决项，否决项未通过，则实操考试不合格。安全用具使用、

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4个考场各

抽取的每道实操题，考试分值权重分别为20%、4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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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电保护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
场地设备配备标准

1. 总则

1.1 考场设置

分为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

场应急处置4个考场，每个考场设置不同的考位。

1.2 考位设置

1.2.1 安全用具使用考场考位

设置继电保护常用仪器仪表使用、常用安全用具的检查及使用等2个
考位。

1.2.2 安全操作技术考场考位

设置分立元件电磁型电流继电器检验、电流互感器极性检验 (运行中

变电站10kV馈线间隔）、电流速断保护检验（线路微机保护装置）、线

路重合闸自动装置检验等4个考位。

1.2.3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考场

设置断路器合闸回路故障查找、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拒动、跳闸回

路断线故障查找等3个考位。

1.2.4 现场应急处置考场

设置触电事故现场的应急处理、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操作、灭火器的选

择和使用等3个考位。

1.3 有关要求

考场应设置候考室、设备材料库等。考试设备器材具体数量应根据实

际考核量设置，设备器材需在固定位置码放，并且码放整齐。按照每种类

型考位的功能用途和安全要求不同，确定相应的作业面积，并配置相应的

考试设备及防护设施。不同考位使用的高压柜每个考试点仅需配置一套。

2. 场地设备配备

2.1 考场一：安全用具使用

2.1.1 考位面积



—27—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含公共区域）。

2.1.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11 继电保护常用仪器仪表使用

2 K12 常用安全用具的检查及使用

2.1.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继电保护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人事〔2018〕18号）“2.1安全用具使用”设备配备

的有关规定。

2.2 考场二：安全操作技术

2.2.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10m2。

2.2.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21 分立元件电磁型电流继电器检验。

2 K22 电流互感器极性检验 (运行中变电站10kV馈线间隔）

3 K23 电流速断保护检验（线路微机保护装置）

4 K24 线路重合闸自动装置检验

2.2.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继电保护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人事〔2018〕18号）“2.2安全操作技术”设备配备

的有关规定。

2.3 考场三：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

2.3.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2.3.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31 断路器合闸回路故障查找

2 K32 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拒动

3 K33 跳闸回路断线故障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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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继电保护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人事〔2018〕18号）“2.3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

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4 考场四：作业现场应急处置

2.4.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2.4.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401 触电事故现场的应急处理

2 K402 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操作

3 K403 灭火器的选择和使用

2.4.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继电保护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人事〔2018〕18号）“2.4 作业现场应急处置”及其

通用部分《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的有关规定。

3. 考位应用

3.1 考位确定

由考试系统或考生从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

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4个考场中，各抽取1道实操题，组成实际操

作考试考题。

3.2 考位权重

实际操作考试试题总分值为100分，80分（含）以上为考试合格，若

考题中设置有否决项，否决项未通过，则实操考试不合格。安全用具使用、

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4个考场各

抽取的每道实操题，考试分值权重分别为20%、4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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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试验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
场地设备配备标准

1. 总则

1.1 考场设置

分为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

场应急处置4个考场，每个考场设置不同的考位。

1.2 考位设置

1.2.1 安全用具使用考场考位

设置电工仪表使用、电工安全用具使用、电工安全标示的辨识等3个
考位。

1.2.2 安全操作技术考场考位

设置变压器变压比试验操作、氧化锌避雷器直流试验操作、电流互感

器励磁特性试验操作、变压器绕组的介质损测量操作、断路器动作时间特

性测量操作等5个考位。

1.2.3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考场

设置互感器绝缘劣化隐患排查、变压器绕组和引线连接故障排查、断

路器触头接触故障排查等3个考位。

1.2.4 现场应急处置考场

设置触电事故现场的应急处理、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操作、灭火器的选

择和使用等3个考位。

1.3 有关要求

考场应设置候考室、设备材料库等。考试设备器材具体数量应根据实

际考核量设置，设备器材需在固定位置码放，并且码放整齐。按照每种类

型考位的功能用途和安全要求不同，确定相应的作业面积，并配置相应的

考试设备及防护设施。不同考位使用的高压柜每个考试点仅需配置一套。

2. 场地设备配备

2.1 考场一：安全用具使用

2.1.1 考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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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含公共区域）。

2.1.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11 电工仪表使用

2 K12 电工安全用具使用

3 K13 电工安全标示的辨识

2.1.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电气试验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人事〔2018〕18号）“2.1安全用具使用”设备配备

的有关规定。

2.2 考场二：安全操作技术

2.2.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10m2。

2.2.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21 变压器变压比试验操作

2 K22 氧化锌避雷器直流试验操作

3 K23 电流互感器励磁特性试验操作

4 K24 变压器绕组的介质损测量操作

5 K25 断路器动作时间特性测量操作

2.2.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电气试验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人事〔2018〕18号）“2.2安全操作技术”设备配备

的有关规定。

2.3 考场三：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

2.3.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2.3.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31 互感器绝缘劣化隐患排查

2 K32 变压器绕组和引线连接故障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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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33 断路器触头接触故障排查

2.3.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电气试验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人事〔2018〕18号）“2.3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

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4 考场四：作业现场应急处置

2.4.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2.4.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41 触电事故现场的应急处理

2 K42 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操作

3 K43 灭火器的选择和使用

2.4.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电气试验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人事〔2018〕18号）“2.4 作业现场应急处置”及其

通用部分《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的有关规定。

3. 考位应用

3.1 考位确定

由考试系统或考生从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

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4个考场中，各抽取1道实操题，组成实际操

作考试考题。

3.2 考位权重

实际操作考试试题总分值为100分，80分（含）以上为考试合格，若

考题中设置有否决项，否决项未通过，则实操考试不合格。安全用具使用、

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4个考场各

抽取的每道实操题，考试分值权重分别为20%、4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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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化焊接与热切割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
考试点场地设备配备标准

1．总则

1.1 考场设置

熔化焊接与热切割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分为安全用具使用、

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4个考场，每

个考场设置不同的考位。

1.2 考位设置

1.2.1 安全用具使用考场

设置焊条电弧焊劳动防护用品的选用、二氧化碳焊劳动防护用品的

选用、氩弧焊劳动防护用品的选用、气焊（割）劳动防护用品的选用等4
个考位。

1.2.2 安全操作技术考场

设置焊条电弧焊安全操作技术、二氧化碳焊安全操作技术、氩弧焊

安全操作技术、气焊（割）安全操作技术等4个考位。

1.2.3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考场

设置判断作业现场存在的安全风险和职业危害1个考位。

1.2.4 作业现场应急处置考场

设置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操作、灭火器的选择和使用等2个考位。

1.3 有关要求

考场应设置候考室、设备材料库等。考试设备器材具体数量应根据

实际考核量设置，设备器材需在固定位置码放，并且码放整齐。按照每

种类型考位的功能用途和安全要求不同，确定相应的作业面积，并配置

相应的考试设备及防护设施。

2．场地设备配备

2.1 考场一：安全用具使用

2.1.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含公共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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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11 焊条电弧焊劳动防护用品的选用

2 K12 二氧化碳焊劳动防护用品的选用

3 K13 氩弧焊劳动防护用品的选用

4 K14 气焊（割）劳动防护用品的选用

2.1.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熔化焊接与热切割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

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1 安全用具使

用”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2 考场二：安全操作技术

2.2.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10m2。

2.2.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21 焊条电弧焊安全操作技术

2 K22 二氧化碳焊安全操作技术

3 K23 氩弧焊安全操作技术

4 K24 气焊（割）安全操作技术

2.2.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熔化焊接与热切割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

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2 安全操作技

术”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3 考场三：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

2.3.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2.3.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31 判断作业现场存在的安全风险和职业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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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防爆电气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3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

除”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4 考场四：作业现场应急处置

2.4.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2.4.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41 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操作

2 K42 灭火器的选择和使用

2.4.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熔化焊接与热切割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

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4 作业现场应

急处置”及其附录8设备配备标准的有关规定。

3. 考位应用

3.1 考位确定

由考试系统或考生从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

隐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4个考场中，各抽取1个考位，组成实际

操作考试考题。

3.2 考位权重

实际操作考试试题总分值为100分，80分（含）以上为考试合格，若

考题中设置有否决项，否决项未通过，则实操考试不合格。安全用具使

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4个考

场抽取的每个考位考试分值权重分别为20%、4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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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焊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场地设备
配备标准

1．总则

1.1 考场设置

分为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

场应急处置4个考场，每个考场设置不同的考位。

1.2 考位设置

1.2.1 安全用具使用考场

设置个人防护用品的选用1个考位。

1.2.2 安全操作技术考场

设置压力焊安全操作技术1个考位。

1.2.3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考场

设置判断作业现场存在的安全风险和职业危害1个考位。

1.2.4 作业现场应急处置考场设置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操作、灭火器的

选择和使用等2个考位。

1.3 有关要求

考场应设置候考室、设备材料库等。考试设备器材具体数量应根据

实际考核量设置，设备器材需在固定位置码放，并且码放整齐。按照每

种类型考位的功能用途和安全要求不同，确定相应的作业面积，并配置

相应的考试设备及防护设施。

2．场地设备配备

2.1 考场一：安全用具使用

2.1.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含公共区域）。

2.1.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11 个人防护用品的选用

2.1.3 设备配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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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压力焊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1 安全用具使用”设备配

备的有关规定。

2.2 考场二：安全操作技术

2.2.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10m2。

2.2.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21 压力焊安全操作技术

2.2.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压力焊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2 安全操作技术”设备配

备的有关规定。

2.3 考场三：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

2.3.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2.3.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31 判断作业现场存在的安全风险和职业危害

2.3.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压力焊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3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

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4 考场四：作业现场应急处置

2.4.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2.4.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41 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操作

2 K42 灭火器的选择和使用

2.4.3 设备配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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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压力焊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4 作业现场应急处置”及

其附录8设备配备标准的有关规定。

3. 考位应用

3.1 考位确定

由考试系统或考生从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

隐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4个考场中，各抽取1个考位，组成实际

操作考试考题。

3.2 考位权重

实际操作考试试题总分值为100分，80分（含）以上为考试合格，若

考题中设置有否决项，否决项未通过，则实操考试不合格。安全用具使

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4个考

场抽取的每个考位考试分值权重分别为20%、4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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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高架设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
场地设备配备标准

1．总则

1.1 考场设置

分为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

场应急处置4个考场，每个考场设置不同的考位。

1.2 考位设置

1.2.1 安全用具使用考场

设置安全帽、安全带、防滑鞋的佩戴和使用1个考位。

1.2.2 安全操作技术考场

设置双排落地扣件式钢管脚手架搭设与拆除、双排钢管跨越架搭设、

单排毛竹（或木杆）跨越架搭设等3个考位。

1.2.3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考场

设置查找脚手架存在的安全隐患、扣件式钢管脚手架部件的判废等2
个考位。

1.2.4 作业现场应急处置考场

设置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操作、创伤包扎等2个考位。

1.3 有关要求

考场应设置候考室、设备材料库等。考试设备器材具体数量应根据

实际考核量设置，设备器材需在固定位置码放，并且码放整齐。按照每

种类型考位的功能用途和安全要求不同，确定相应的作业面积，并配置

相应的考试设备及防护设施。

2．场地设备配备

2.1 考场一：安全用具使用

2.1.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含公共区域）。

2.1.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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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11 安全帽、安全带、防滑鞋的佩戴和使用

2.1.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登高架设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1 安全用具使用”设备

配备的有关规定。

2.2 考场二：安全操作技术

2.2.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20m2。

2.2.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21 双排落地扣件式钢管脚手架搭设与拆除

2 K22 双排钢管跨越架搭设

2.2.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登高架设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2 安全操作技术”设备

配备的有关规定。

2.3 考场三：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

2.3.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2.3.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31 查找脚手架存在的安全隐患

2 K32 扣件式钢管脚手架部件的判废

2.3.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登高架设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3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

除”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4 考场四：作业现场应急处置

2.4.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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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41 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操作

2 K42 创伤包扎

2.4.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登高架设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4 作业现场应急处置”

及其附录8设备配备标准的有关规定。

3. 考位应用

3.1 考位确定

由考试系统或考生从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

隐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4个考场中，各抽取1个考位，组成实际

操作考试考题。

3.2 考位权重

实际操作考试试题总分值为100分，80分（含）以上为考试合格，若

考题中设置有否决项，否决项未通过，则实操考试不合格。安全用具使

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4个考

场抽取的每个考位考试分值权重分别为20%、4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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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处安装、维护、拆除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
考试点场地设备配备标准

1．总则

1.1 考场设置

分为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

场应急处置4个考场，每个考场设置不同的考位。

1.2 考位设置

1.2.1 安全用具使用考场

设置安全帽、安全带、防滑鞋的佩戴和使用1个考位。

1.2.2 安全操作技术考场

设置平台搭设与拆除、操作吊篮进行清洗作业、操作单人吊具进行

清洗作业等3个考位。

1.2.3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考场

设置零部件判废1个考位。

1.2.4 作业现场应急处置考场

设置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操作、创伤包扎等2个考位。

1.3 有关要求

考场应设置候考室、设备材料库等。考试设备器材具体数量应根据

实际考核量设置，设备器材需在固定位置码放，并且码放整齐。按照每

种类型考位的功能用途和安全要求不同，确定相应的作业面积，并配置

相应的考试设备及防护设施。

2．场地设备配备

2.1 考场一：安全用具使用

2.1.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含公共区域）。

2.1.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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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11 安全帽、安全带、防滑鞋的佩戴和使用

2.1.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高处安装、维护、拆除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

标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1 安全用具

使用”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2 考场二：安全操作技术

2.2.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20m2。

2.2.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21 平台搭设与拆除

2 K22 操作吊篮进行清洗作业

3 K23 操作单人吊具进行清洗作业

2.2.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高处安装、维护、拆除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

标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2 安全操作

技术”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3 考场三：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

2.3.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2.3.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31 零部件判废

2.3.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登高架设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3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

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4 考场四：作业现场应急处置

2.4.1 考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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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2.4.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41 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操作

2 K42 创伤包扎

2.4.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高处安装、维护、拆除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

标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4 作业现场

应急处置”及其附录8设备配备标准的有关规定。

3. 考位应用

3.1 考位确定

由考试系统或考生从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

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4个考场中，各抽取1个考位，组成实际操作

考试考题。

3.2 考位权重

实际操作考试试题总分值为100分，80分（含）以上为考试合格，若

考题中设置有否决项，否决项未通过，则实操考试不合格。安全用具使用、

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4个考场抽

取的每个考位考试分值权重分别为20%、4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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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与空调设备运行操作作业安全技术实际
操作考试点场地设备配备标准

1．总则

1.1 考场设置

分为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

场应急处置4个考场，每个考场设置不同的考位。

1.2 考位设置

1.2.1 安全用具使用考场

设置万用表、钳型电流表、绝缘电阻表的正确操作，制冷系统中温

度仪表的测量操作，活塞式冷水机组停机的操作，充注制冷剂后的验证

操作，活塞式冷水机组充注制冷剂操作等5个考位。

1.2.2 安全操作技术考场

设置制冷设备压力保护装置认知、制冷系统中制冷剂与润滑油的认

知、活塞式制冷压缩机正常工作时各部件温度测量操作、制冷设备的压

力保护和安全装置调整操作、氨制冷系统的安全运行操作中危害及救护

措施等5个考位。

1.2.3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考场

设置制冷压缩机产生“液击”的故障排除操作、空调设备中安全阀

的认知、制冷系统检漏的操作、真空泵的正确使用操作、螺杆式冷水机

组中有关安全保护器件认知操作等5个考位。

1.2.4 作业现场应急处置考场

设置灭火器的选择和使用、空调制冷系统中截止阀安全操作、空气

调节系统中风管防火阀认知、氨对人体的伤害认知、热氨融霜的安全操

作等5个考位。

1.3 有关要求

考场应设置候考室、设备材料库等。考试设备器材具体数量应根据

实际考核量设置，设备器材需在固定位置码放，并且码放整齐。按照每

种类型考位的功能用途和安全要求不同，确定相应的作业面积，并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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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考试设备及防护设施。大型制冷机组设备每个考试点仅需配备一

套。

2．场地设备配备

2.1 考场一：安全用具使用

2.1.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含公共区域）。

2.1.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11 万用表、钳型电流表、绝缘电阻表的正确操作

2 K12 制冷系统中温度仪表的测量操作

3 K13 活塞式冷水机组停机的操作

4 K14 充注制冷剂后的验证操作

5 K15 活塞式冷水机组充注制冷剂操作

2.1.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空调与制冷设备运行操作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

配备标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1 安全

用具使用”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2 考场二：安全操作技术

2.2.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10m2。

2.2.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21 制冷设备压力保护装置认知

2 K22 制冷系统中制冷剂与润滑油的认知

3 K23 活塞式制冷压缩机正常工作时各部件温度测量操作

4 K24 制冷设备的压力保护和安全装置调整操作

5 K25 氨制冷系统的安全运行操作中危害及救护措施

2.2.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空调与制冷设备运行操作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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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标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2 安全操

作技术”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3 考场三：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

2.3.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2.3.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31 制冷压缩机产生“液击”的故障排除操作

2 K32 空调设备中安全阀的认知

3 K33 制冷系统检漏的操作

4 K34 真空泵的正确使用操作

5 K35 螺杆式冷水机组中有关安全保护器件认知操作

2.3.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空调与制冷设备运行操作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

备标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3 作业现

场安全隐患排除”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4 考场四：作业现场应急处置

2.4.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2.4.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41 灭火器的选择和使用

2 K42 空调制冷系统中截止阀安全操作

3 K43 空气调节系统中风管防火阀认知

4 K44 氨对人体的伤害认知

5 K45 热氨融霜的安全操作气调节系统中风管防火阀认知

2.4.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空调与制冷设备运行操作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

备标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4 作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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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应急处置”及其附录8设备配备标准的有关规定。

3. 考位应用

3.1 考位确定

由考试系统或考生从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

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4个考场中，各抽取1个考位，组成实际操作

考试考题。

3.2 考位权重

实际操作考试试题总分值为100分，80分（含）以上为考试合格，若

考题中设置有否决项，否决项未通过，则实操考试不合格。安全用具使用、

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4个考场抽

取的每个考位考试分值权重分别为20%、4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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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与空调设备安装修理作业安全技术实际
操作考试点场地设备配备标准

1．总则

1.1 考场设置

分为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

场应急处置4个考场，每个考场设置不同的考位。

1.2 考位设置

1.2.1 安全用具使用考场

设置单相交流异步电动机检测技术，空调设备常用的低压电器认知，

钻削的安全操作，万用表、钳型电流表、绝缘电阻表的正确操作，使用

人字架吊装设备的安全操作等5个考位。

1.2.2 安全操作技术考场

设置制冷管道的连接操作、Φ12紫铜管喇叭口制作与连接操作、热力

膨胀阀的正确更换操作、制冷系统的吹污操作、活塞式制冷压缩机阀组

部分的检修操作等5个考位。

1.2.3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考场

设置氟利昂制冷设备的制冷系统内制冷剂回收操作、水泵的安装操

作、三通修理表阀正确使用、空调和制冷系统中的管材认知、管道切割

操作等5个考位。

1.2.4 作业现场应急处置考场

设置砂轮磨削的安全操作、制冷压缩机零部件清洗的安全操作、空

调水系统的压力试验操作、制冷设备充注制冷剂的操作、灭火器的选择

和使用等5个考位。

1.3 有关要求

考场应设置候考室、设备材料库等。考试设备器材具体数量应根据

实际考核量设置，设备器材需在固定位置码放，并且码放整齐。按照每

种类型考位的功能用途和安全要求不同，确定相应的作业面积，并配置

相应的考试设备及防护设施。大型制冷机组设备每个考试点仅需配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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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

2．场地设备配备

2.1 考场一：安全用具使用

2.1.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含公共区域）。使用人字架吊装设备的安

全操作考位面积20m2。

2.1.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11 单相交流异步电动机检测技术

2 K12 空调设备常用的低压电器认知

3 K13 钻削的安全操作

4 K14 万用表、钳型电流表、绝缘电阻表的正确操作

5 K15 使用人字架吊装设备的安全操作

2.1.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空调与制冷设备安装修理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

配备标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1 安全

用具使用”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2 考场二：安全操作技术

2.2.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10m2。

2.2.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21 制冷管道的连接操作

2 K22 Φ12紫铜管喇叭口制作与连接操作

3 K23 热力膨胀阀的正确更换操作

4 K24 制冷系统的吹污操作

5 K25 活塞式制冷压缩机阀组部分的检修操作

2.2.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空调与制冷设备安装修理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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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标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2 安全

操作技术”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3 考场三：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

2.3.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2.3.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31 氟利昂制冷设备的制冷系统内制冷剂回收操作

2 K32 水泵的安装操作

3 K33 三通修理表阀正确使用

4 K34 空调和制冷系统中的管材认知

5 K35 管道切割操作

2.3.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空调与制冷设备安装修理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

配备标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3 作业

现场安全隐患排除”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4 考场四：作业现场应急处置

2.4.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2.4.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41 砂轮磨削的安全操作

2 K42 制冷压缩机零部件清洗的安全操作

3 K43 空调水系统的压力试验操作

4 K44 制冷设备充注制冷剂的操作

5 K45 灭火器的选择和使用

2.4.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空调与制冷设备安装修理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

备标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4 作业现

场应急处置”及其附录8设备配备标准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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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考位应用

3.1 考位确定

由考试系统或考生从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

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4个考场中，各抽取1个考位，组成实际操作

考试考题。

3.2 考位权重

实际操作考试试题总分值为100分，80分（含）以上为考试合格，若

考题中设置有否决项，否决项未通过，则实操考试不合格。安全用具使用、

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4个考场抽

取的每个考位考试分值权重分别为20%、4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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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非金属矿井通风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
考试点场地设备配备标准

1．总则

1.1 考场设置

分为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

场应急处置4个考场，每个考场设置不同的考位。

1.2 考位设置

1.2.1 安全用具使用考场

设置测距仪、风速仪的操作，测尘仪器、有毒有害气体检测仪器的

操作，压差计、测压仪的操作等3个考位。

1.2.2 安全操作技术考场

设置风机正常运行及反转操作、风机运行工况监测、风量控制调节、

风机变频调速控制操作、局部通风设备的安装使用等5个考位。

1.2.3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考场

设置局部工作面烟尘隐患排除、采场污风串联隐患排查等2个考位。

1.2.4 作业现场应急处置考场

设置炮烟中毒应急处理、井下着火应急处理、风机故障应急处理、

自救器的正确使用等4个考位。

1.3 有关要求

考场应设置候考室、设备材料库等。考试设备器材具体数量应根据

实际考核量设置，设备器材需在固定位置码放，并且码放整齐。按照每

种类型考位的功能用途和安全要求不同，确定相应的作业面积，并配置

相应的考试设备及防护设施。

2．场地设备配备

2.1 考场一：安全用具使用

2.1.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20m2（含公共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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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11 测距仪、风速仪的操作

2 K12 测尘仪器、有毒有害气体检测仪器的操作

3 K13 压差计、测压仪的操作

2.1.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金属非金属矿井通风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

标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1 安全用具

使用”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2 考场二：安全操作技术

2.2.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20m2。

2.2.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21 风机正常运行及反转操作

2 K22 风机运行工况监测

3 K23 风量控制调节

4 K24 风机变频调速控制操作

5 K25 局部通风设备的安装使用

2.2.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金属非金属矿井通风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

标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2 安全操作

技术”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3 考场三：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

2.3.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20m2。

2.3.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31 局部工作面烟尘隐患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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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32 采场污风串联隐患排查

2.3.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金属非金属矿井通风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

标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3 作业现场

安全隐患排除”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4 考场四：作业现场应急处置

2.4.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2.4.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41 炮烟中毒应急处理

2 K42 井下着火应急处理

3 K43 风机故障应急处理

4 K44 自救器的正确使用

2.4.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金属非金属矿井通风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

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4 作业现场应

急处置”及其附录8设备配备标准的有关规定。

3. 考位应用

3.1 考位确定

由考试系统或考生从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

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4个考场中，各抽取1个考位，组成实际操作

考试考题。

3.2 考位权重

实际操作考试试题总分值为100分，80分（含）以上为考试合格，若

考题中设置有否决项，否决项未通过，则实操考试不合格。安全用具使用、

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4个考场抽

取的每个考位考试分值权重分别为20%、4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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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矿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场地设备
配备标准

1．总则

1.1 考场设置

分为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3
个考场，每个考场设置不同的考位。

1.2 考位设置

1.2.1 安全操作技术考场

设置坝体浸润线观测、库水位及干滩长度观测、尾矿排放安全操作、

子坝堆筑安全操作、框架式排水井拱板安装操作、排水斜槽盖板安装操

作、坝体渗流水观测等7个考位。

1.2.2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考场

设置坝体隐患排查、防排洪系统隐患排查等2个考位。

1.2.3 作业现场应急处置考场

设置库水位超警戒线应急处置、坝体滑坡应急处置等2个考位。

1.3 有关要求

考场应设置候考室、设备材料库等。考试设备器材具体数量应根据

实际考核量设置，设备器材需在固定位置码放，并且码放整齐。按照每

种类型考位的功能用途和安全要求不同，确定相应的作业面积，并配置

相应的考试设备及防护设施。

2．场地设备配备

2.1 考场一：安全操作技术

2.1.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20m2（含公共区域）。

2.1.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11 坝体浸润线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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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12 库水位及干滩长度观测

3 K13 尾矿库排放安全操作

4 K14 子坝堆筑安全操作

5 K15 框架式排水井拱板安装操作

6 K106 排水斜槽盖板安装操作

7 K107 坝体渗流水观测

2.1.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尾矿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家安全

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3.1 安全操作技术”设备配备的

有关规定。

2.2 考场二：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

2.2.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20m2。

2.2.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21 坝体隐患排查

2 K22 防排洪系统隐患排查

2.2.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尾矿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家安全

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3.2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设

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3 考场三：作业现场应急处置

2.3.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20m2。

2.3.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31 库水位超警戒线应急处置

2 K32 坝体滑坡应急处置

2.3.3 设备配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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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尾矿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家安全

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3.3 作业现场应急处置”设备配

备的有关规定。

3. 考位应用

3.1 考位确定

由考试系统或考生从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

场应急处置等 3个考场中，各抽取 1个考位，组成实际操作考试考题。

3.2 考位权重

实际操作考试试题总分值为 100 分，80分（含）以上为考试合格。

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 3个考场抽

取的每个考位考试分值权重分别为 40%、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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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安全检查作业安全
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场地设备配备标准

1．总则

1.1 考场设置

分为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

场应急处置4个考场，每个考场设置不同的考位。

1.2 考位设置

1.2.1 安全用具使用考场

设置便携式检测仪、矿灯（手电筒）的检查与操作，个人劳动防护

用品的正确穿戴，矿山安全标志的识别等3个考位。

1.2.2 安全操作技术考场

设置运输巷道安全检查，井下采场作业安全检查，井下掘进凿岩爆

破安全检查，溜井安全检查，罐笼提升安全检查，斜井提升作业安全检

查，局部通风机通风安全检查，采场顶板安全检查，透水征兆安全检查

等9个考位。

1.2.3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考场

设置事故隐患整改程序1个考位。

1.2.4 作业现场应急处置考场

设置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操作、创伤包扎、冒顶片帮事故应急处置、

透水事故应急处置、自救器的正确使用等5个考位。

1.3 有关要求

考场应设置候考室、设备材料库等。考试设备器材具体数量应根据

实际考核量设置，设备器材需在固定位置码放，并且码放整齐。按照每

种类型考位的功能用途和安全要求不同，确定相应的作业面积，并配置

相应的考试设备及防护设施。

2．场地设备配备

2.1 考场一：安全用具使用

2.1.1 考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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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20m2（含公共区域）。

2.1.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11 便携式检测仪、矿灯（手电筒）的检查与操作

2 K12 个人劳动防护用品的正确穿戴

3 K13 矿山安全标志的识别

2.1.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安全检查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

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1
安全用具使用”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2 考场二：安全操作技术

2.2.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20m2。

2.2.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21 运输巷道安全检查

2 K22 井下采场作业安全检查

3 K23 井下掘进凿岩爆破安全检查

4 K24 溜井安全检查

5 K25 罐笼提升安全检查

6 K206 斜井提升作业安全检查

7 K207 局部通风机通风安全检查

8 K208 采场顶板安全检查

9 K209 透水征兆安全检查

2.2.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安全检查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

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2
安全操作技术”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3 考场三：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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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20m2。

2.3.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31 模拟采场事故隐患整改程序

2.3.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安全检查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

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3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4 考场四：作业现场应急处置

2.4.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2.4.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41 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操作

2 K42 创伤包扎

3 K43 冒顶片帮事故应急处置

4 K44 透水事故应急处置

5 K45 自救器的正确使用

2.4.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安全检查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

点设备配备标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4
作业现场应急处置”及其附录8设备配备标准的有关规定。

3. 考位应用

3.1 考位确定

由考试系统或考生从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

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4个考场中，各抽取1个考位，组成实际操作

考试考题。

3.2 考位权重

实际操作考试试题总分值为100分，80分（含）以上为考试合格，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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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题中设置有否决项，否决项未通过，则实操考试不合格。安全用具使用、

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4个考场抽

取的每个考位考试分值权重分别为20%、4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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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安全检查作业安全
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场地设备配备标准

1．总则

1.1 考场设置

分为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

场应急处置4个考场，每个考场设置不同的考位。

1.2 考位设置

1.2.1 安全用具使用考场

设置个人劳动防护用品的正确穿戴、矿山安全标志的识别等2个考

位。

1.2.2 安全操作技术考场

设置露天边坡安全检查、台阶安全检查、穿孔作业安全检查、爆破

装药作业安全检查、铲装作业安全检查、道路运输安全检查、排土场安

全检查、尾矿库安全检查、供用电系统安全检查等9个考位。

1.2.3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考场

设置事故隐患的整改程序1个考位。

1.2.4 作业现场应急处置考场

设置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操作、创伤包扎等2个考位。

1.3 有关要求

考场应设置候考室、设备材料库等。考试设备器材具体数量应根据

实际考核量设置，设备器材需在固定位置码放，并且码放整齐。按照每

种类型考位的功能用途和安全要求不同，确定相应的作业面积，并配置

相应的考试设备及防护设施。

2．场地设备配备

2.1 考场一：安全用具使用

2.1.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20m2（含公共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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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11 个人劳动防护用品的穿戴

2 K12 矿山安全标志的识别

2.1.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安全检查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

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1
安全用具使用”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2 考场二：安全操作技术

2.2.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20m2。

2.2.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21 露天边坡安全检查

2 K22 台阶安全检查

3 K23 穿孔作业安全检查

4 K24 爆破装药作业安全检查

5 K25 铲装作业安全检查

6 K206 道路运输安全检查

7 K207 排土场安全检查

8 K208 尾矿库安全检查

9 K209 供用电系统安全检查

2.2.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安全检查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

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2
安全操作技术”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3 考场三：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

2.3.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2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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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31 事故隐患的整改程序

2.3.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安全检查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

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3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4 考场四：作业现场应急处置

2.4.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 m2。

2.4.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41 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操作

2 K42 创伤包扎

2.4.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安全检查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

点设备配备标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4
作业现场应急处置”及其附录8设备配备标准的有关规定。

3. 考位应用

3.1 考位确定

由考试系统或考生从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

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 4个考场中，各抽取 1个考位，组成实际操作

考试考题。

3.2 考位权重

实际操作考试试题总分值为 100 分，80分（含）以上为考试合格，

若考题中设置有否决项，否决项未通过，则实操考试不合格。安全用具使

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 4个考

场抽取的每个考位考试分值权重分别为 20%、4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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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非金属矿山提升机操作作业安全技术
实际操作考试点场地设备配备标准

1．总则

1.1 考场设置

分为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3个
考场，每个考场设置不同的考位。

1.2 考位设置

1.2.1 安全操作技术考场

设置单绳缠绕式竖井提升机运行操作、多绳摩擦式竖井提升机运行

操作、单绳缠绕式斜井提升机运行操作等3个考位。

1.2.2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考场

设置主电机、液压站检查，盘形闸、钢丝绳检查，风机、操作台、

控制柜、监视器检查等3个考位。

1.2.3 作业现场应急处置考场

设置过卷事故应急处置操作、过速事故应急处置操作、提升机在运

转中立即停车的状态判断及处置、突然停电时的应急处置操作、运行中

安全保护装置动作而突然停车时的应急处置操作等5个考位。

1.3 有关要求

考场应设置候考室、设备材料库等。考试设备器材具体数量应根据

实际考核量设置，设备器材需在固定位置码放，并且码放整齐。按照每

种类型考位的功能用途和安全要求不同，确定相应的作业面积，并配置

相应的考试设备及防护设施。

2．场地设备配备

2.1 考场一：安全操作技术

2.1.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20 m2。

2.1.2 考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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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11 单绳缠绕式竖井提升机运行操作

2 K12 多绳摩擦式竖井提升机运行操作

3 K13 单绳缠绕式斜井提升机运行操作

2.1.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金属非金属矿山提升机操作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

配备标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1 安全

操作技术”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2 考场二：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

2.2.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20 m2。

2.2.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31 主电机、液压站检查

2 K32 盘形闸、钢丝绳检查

3 K33 风机、操作台、控制柜、监视器检查

2.2.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金属非金属矿山提升机操作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

配备标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2 作业

现场安全隐患排除”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3 考场三：作业现场应急处置

2.4.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 m2。

2.4.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41 过卷事故应急处置操作

2 K42 过速事故应急处置操作

3 K43 提升机在运转中立即停车的状态判断及处置

4 K44 突然停电时的应急处置操作

5 K45 运行中安全保护装置动作而突然停车时的应急处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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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金属非金属矿山提升机操作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

配备标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3 作业

现场应急处置”设备配备标准的有关规定。

3. 考位应用

3.1 考位确定

由考试系统或考生从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

场应急处置等3个考场中，各抽取1个考位，组成实际操作考试考题。

3.2 考位权重

实际操作考试试题总分值为100分，80分（含）以上为考试合格；若

考题中设置有否决项，否决项未通过，则实操考试不合格。安全操作技术、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3个考场抽取的每个考位考

试分值权重分别为40%、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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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非金属矿山支柱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
考试点场地设备配备标准

1．总则

1.1 考场设置

分为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3个
考场，每个考场设置不同的考位。

1.2 考位设置

1.2.1 安全操作技术考场

设置棚架（梯形钢支架）支护作业、浇灌混凝土碹支护作业、锚

杆（砂浆锚杆、摩擦锚杆）支护作业、喷浆支护作业等4个考位。

1.2.2 作业现场隐患排除考场

设置裂隙、断层的认知，撬毛作业等2个考位。

1.2.3 作业现场应急处置考场

设置冒顶应急处置、透水应急处置、创伤包扎、自救器的正确使用

等4个考位。

1.3 有关要求

考场应设置候考室、设备材料库等。考试设备器材具体数量应根据

实际考核量设置，设备器材需在固定位置码放，并且码放整齐。按照每

种类型考位的功能用途和安全要求不同，确定相应的作业面积，并配置相

应的考试设备及防护设施。

2．场地设备配备

2.1 考场一：安全操作技术

2.1.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20m2。

2.1.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11 设置棚架（梯形钢支架）支护作业

2 K12 浇灌混凝土碹支护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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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13 锚杆（砂浆锚杆、摩擦锚杆）支护作业

4 K14 喷浆支护作业

2.1.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金属非金属矿山支柱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

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1 安全操作技

术”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2 考场二：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

2.2.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20m2。

2.2.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31 裂隙、断层的认知

2 K32 撬毛作业

2.2.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金属非金属矿山支柱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

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2 作业现场安

全隐患排除”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3 考场三：作业现场应急处置

2.3.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2.3.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41 冒顶应急处置

2 K42 透水应急处置

3 K43 创伤包扎

4 K44 自救器的正确使用

2.3.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金属非金属矿山支柱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

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3 作业现场应

急处置”及其附录8设备配备标准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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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考位应用

3.1 考位确定

由考试系统或考生从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

场应急处置等 3个考场中，各抽取 1个考位，组成实际操作考试考题。

3.2 考位权重

实际操作考试试题总分值为 100 分，80分（含）以上为考试合格；

若考题中设置有否决项，否决项未通过，则实操考试不合格。安全操作技

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 3个考场抽取的每个考

位考试分值权重分别为 40%、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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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非金属矿山井下电气作业安全技术实际
操作考试点场地设备配备标准

1．总则

1.1 考场设置

分为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

场应急处置4个考场，每个考场设置不同的考位。

1.2 考位设置

1.2.1 安全用具使用考场

设置电工仪器仪表安全使用、电工安全用具使用、电工安全标示辨

识等3个考位。

1.2.2 安全操作技术考场

设置电动机单向连续运转接线（带点动控制），三相异步电动机正

反运行的接线及安全操作，单相电能表带照明灯的安装及接线，带熔断

器（断路器）、仪表、电流互感器的电动机运行控制电路接线，导线的

连接，井下变压器的接线及安全操作，井下不同电气线路电缆的选择，

矿井提升机安全回路电气线路故障处理，井下电动铲运机移动变压器跌

落保险停送电操作等9个考位。

1.2.3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考场

设置判断作业现场存在的安全风险、职业危害，排除作业现场存在

的安全风险、职业危害等2个考位。

1.2.4 作业现场应急处置考场

设置触电事故现场的应急处理、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操作、灭火器的

选择和使用、自救器的正确使用等4个考位。

1.3 有关要求

考场应设置候考室、设备材料库等。考试设备器材具体数量应根据

实际考核量设置，设备器材需在固定位置码放，并且码放整齐。按照每

种类型考位的功能用途和安全要求不同，确定相应的作业面积，并配置

相应的考试设备及防护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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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场地设备配备

2.1 考场一：安全用具使用

2.1.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20m2（含公共区域）。

2.1.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11 电工仪器仪表安全使用

2 K12 电工安全用具使用

3 K13 电工安全标示辨识

2.1.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金属非金属矿山井下电气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

配备标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1 安全

用具使用”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2 考场二：安全操作技术

2.2.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20m2。

2.2.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21 电动机单向连续运转接线（带点动控制）

2 K22 三相异步电动机正反运行的接线及安全操作

3 K23 单相电能表带照明灯的安装及接线

4 K24 带熔断器（断路器）、仪表、电流互感器的电动机运行控制

电路接线
5 K25 导线的连接

6 K206 井下变压器的接线及安全操作

7 K207 井下不同电气线路电缆的选择

8 K208 矿井提升机安全回路电气线路故障处理

9 K209 井下电动铲运机移动变压器跌落保险停送电操作

2.2.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金属非金属矿山井下电气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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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标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2 安全

操作技术”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3 考场三：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

2.3.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20m2。

2.3.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31 判断作业现场存在的安全风险、职业危害

2 K32 排除作业现场存在的安全风险、职业危害

2.3.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金属非金属矿山井下电气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

配备标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3 作业

现场安全隐患排除”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4 考场四：作业现场应急处置

2.4.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2.4.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41 触电事故现场的应急处理

2 K42 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操作

3 K43 灭火器的选择和使用

4 K44 自救器的正确使用

2.4.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金属非金属矿山井下电气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

备标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4 作业现

场应急处置”及其附录8设备配备标准的有关规定。

3. 考位应用

3.1 考位确定

由考试系统或考生从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

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4个考场中，各抽取1个考位，组成实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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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考题。

3.2 考位权重

实际操作考试试题总分值为100分，80分（含）以上为考试合格，若

考题中设置有否决项，否决项未通过，则实操考试不合格。安全用具使用、

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4个考场抽

取的每个考位考试分值权重分别为20%、4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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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非金属矿山排水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
考试点场地设备配备标准

1．总则

1.1 考场设置

分为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3
个考场，每个考场设置不同的考位。

1.2 考位设置

1.2.1 安全操作技术考场

设置水泵的开启、关闭1个考位。

1.2.2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考场

设置盘根故障的判断与处理，进水底阀故障的判断与处理，水泵

运行时电流、电压异常的判断与处理，轴承温度异常的判断与处理等

4个考位。

1.2.3 作业现场应急处置考场

设置水管不出水的应急处置、水管爆管的应急处置、突然停电的应

急处置、淹井事故的应急处置、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操作、创伤包扎、自

救器的正确使用等7个考位。

1.3 有关要求

考场应设置候考室、设备材料库等。考试设备器材具体数量应根据

实际考核量设置，设备器材需在固定位置码放，并且码放整齐。按照每

种类型考位的功能用途和安全要求不同，确定相应的作业面积，并配置相

应的考试设备及防护设施。

2．场地设备配备

2.1 考场一：安全操作技术

2.1.1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20m2（含公共区域）。

2.1.2 考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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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21 水泵的开启、关闭

2.1.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金属非金属矿山排水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

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1 安全操作技

术”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2 考场二：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

2.2.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2.2.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31 盘根故障的判断与处理

2 K32 进水底阀故障的判断与处理

3 K33 水泵运行时电流、电压异常的判断与处理

4 K34 轴承温度异常的判断与处理

2.2.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金属非金属矿山排水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

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3作业现场安全

隐患排除”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3 考场三：作业现场应急处置

2.3.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2.3.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41 水管不出水的应急处置

2 K42 水管爆管的应急处置

3 K43 突然停电事故的应急处置

4 K44 淹井事故的应急处置

5 K45 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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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K406 创伤包扎

7 K407 自救器的正确使用

2.3.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金属非金属矿山排水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

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4作业现场应急

处置”及其附录8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3. 考位应用

3.1 考位确定

由考试系统或考生从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

场应急处置等 3个考场中，各抽取 1个考位，组成实际操作考试考题。

3.2 考位权重

实际操作考试试题总分值为 100 分，80分（含）以上为考试合格。

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 3个考场抽

取的每个考位考试分值权重分别为 40%、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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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非金属矿山爆破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
考试点场地设备配备标准

1．总则

1.1 考场设置

分为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

场应急处置4个考场，每个考场设置不同的考位。

1.2 考位设置

1.2.1 安全用具使用考场

设置电雷管起爆试验、电雷管电阻值测定、导爆管传爆试验等3个
考位。

1.2.2 安全操作技术考场

设置电力起爆网络的连线与起爆、导爆管网络的连线与起爆、炮

孔装药作业等3个考位。

1.2.3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考场

设置盲炮的处理1个考位。

1.2.4 作业现场应急处置考场

设置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操作、灭火器的选择和使用、创伤包扎、自

救器的正确使用等4个考位。

1.3 有关要求

考场应设置候考室、设备材料库等。考试设备器材具体数量应根据

实际考核量设置，设备器材需在固定位置码放，并且码放整齐。按照每

种类型考位的功能用途和安全要求不同，确定相应的作业面积，并配置相

应的考试设备及防护设施。

2．场地设备配备

2.1 考场一：安全用具使用

2.1.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10m2（含公共区域）。

2.1.2 考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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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11 电雷管起爆试验

2 K12 电雷管电阻值测定

3 K13 导爆管传爆试验

2.1.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金属非金属矿山爆破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

标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1 安全用具

使用”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2 考场二：安全操作技术

2.2.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10m2。

2.2.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21 电力起爆网络的连线与起爆

2 K22 导爆管网络的连线与起爆

3 K23 炮孔装药作业

2.2.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金属非金属矿山爆破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

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2 安全操作技

术”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3 考场三：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

2.3.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2.3.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31 盲炮的处理

2.3.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金属非金属矿山爆破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

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3 作业现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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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隐患排除”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4 考场四：作业现场应急处置

2.4.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2.4.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41 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操作

2 K42 灭火器的选择和使用

3 K43 创伤包扎

4 K44 自救器的正确使用

2.4.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金属非金属矿山爆破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

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4 作业现场应

急处置”及其附录8设备配备标准的有关规定。

3. 考位应用

3.1 考位确定

由考试系统或考生从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

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 4个考场中，各抽取 1个考位，组成实际操作

考试考题。

3.2 考位权重

实际操作考试试题总分值为 100 分，80分（含）以上为考试合格，

若考题中设置有否决项，否决项未通过，则实操考试不合格。安全用具使

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 4个考

场抽取的每个考位考试分值权重分别为 20%、40%、30%、10%。



—81—

钻井司钻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
场地设备配备标准

1．总则

1.1 考场设置

分为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

场应急处置4个考场，每个考场设置不同的考位。

1.2 考位设置

1.2.1 安全用具使用考场

设置安全标志识别、校正指重表、更换钻井泵安全阀、操作液气大

钳等4个考位。

1.2.2 安全操作技术考场

设置起下钻操作刹把，检查绞车液压盘刹车及液动系统，使用PDC
钻头，使用螺杆钻具，选、装LT型可退式卡瓦打捞筒（蓝状卡瓦）等

5个考位。

1.2.3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考场

设置司钻巡回路线检查、黏卡的判断与排除、循环短路的判断与排

除、拆装水龙头冲管总成等4个考位。

1.2.3 作业现场应急处置考场

设置钻进中防喷演习、硫化氢事故的预防与处置、单人徒手心肺复

苏操作、灭火器的选择和使用、正压式空气呼吸器的使用等5个考位。

1.3 有关要求

考场应设置候考室、设备材料库等。考试设备器材具体数量应根据

实际考核量设置，设备器材需在固定位置码放，并且码放整齐。按照每

种类型考位的功能用途和安全要求不同，确定相应的作业面积，并配置相

应的考试设备及防护设施。不同考位使用的钻井井场（模拟）每个考试

点仅需配置一套。

2．场地设备配备

2.1 考场一：安全用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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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含公共区域）。

2.1.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11 安全标志识别

2 K12 校正指重表

3 K13 更换钻井泵安全阀

4 K14 操作液气大钳

2.1.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钻井司钻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1 安全用具使用”设备配

备的有关规定。

2.2 考场二：安全操作技术

2.2.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0m2。

2.2.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21 起下钻操作刹把

2 K22 检查绞车液压盘刹车及液动系统

3 K23 使用PDC钻头

4 K24 使用螺杆钻具

5 K25 选、装LT型可退式卡瓦打捞筒（蓝状卡瓦）

2.2.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钻井司钻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2 安全操作技术”设备配

备的有关规定。

2.3 考场三：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

2.3.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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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31 司钻巡回路线检查

2 K32 黏卡的判断与排除

3 K33 循环短路的判断与排除

4 K34 拆装水龙头冲管总成

2.3.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钻井司钻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3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

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4 考场四：作业现场应急处置

2.4.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0m2。

2.4.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41 钻进中防喷演习

2 K42 硫化氢事故的预防与处置

3 K43 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操作

4 K44 灭火器的选择和使用

5 K45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的使用

2.4.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钻井司钻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4 作业现场应急处置”及

其附录8设备配备标准的有关规定。

3. 考位应用

3.1 考位确定

由考试系统或考生从安全用具使用、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场

应急处置等 3个考场中，各抽取 1个考位，从安全操作技术考场中抽取 2
个考位（其中起下钻操作刹把为必考且规定为否决项），组成实际操作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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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考题。

3.2 考位权重

实际操作考试试题总分值为 100 分，80分（含）以上为考试合格，

若考题中设置有否决项，否决项未通过，则实操考试不合格。安全用具使

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 4个考

场抽取的每个考位考试分值权重分别为 15%、4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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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司钻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
场地设备配备标准

1．总则

1.1 考场设置

分为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

场应急处置4个考场，每个考场设置不同的考位。

1.2 考位设置

1.2.1 安全用具使用考场

设置旋塞的现场检查和保养、防喷器的现场检查和保养等2个考位。

1.2.2 安全操作技术考场

设置起下作业平稳操作定点刹车、校正井架操作、打印操作、使

用螺杆钻具钻水泥塞、使用滑块卡瓦打捞矛打捞操作等5个考位。

1.2.3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考场

设置XJ250修井机现场巡回检查、发动机发动不着的故障排除、处理

砂卡事故等3个考位。

1.2.4 作业现场应急处置考场

设置起下油管状态下发现溢流时的关井操作程序、单人徒手心肺复

苏操作、灭火器的选择和使用、正压式空气呼吸器的使用等4个考位。

1.3 有关要求

考场应设置候考室、设备材料库等。考试设备器材具体数量应根据

实际考核量设置，设备器材需在固定位置码放，并且码放整齐。按照每

种类型考位的功能用途和安全要求不同，确定相应的作业面积，并配置相

应的考试设备及防护设施。不同考位使用的作业井场（模拟）每个考试

点仅需配置一套。

2．场地设备配备

2.1 考场一：安全用具使用

2.1.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含公共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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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11 旋塞的现场检查和保养

2 K12 防喷器的现场检查和保养

2.1.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作业司钻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1 安全用具使用”设备配

备的有关规定。

2.2 考场二：安全操作技术

2.2.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0m2。

2.2.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21 起下作业平稳操作定点刹车

2 K22 校正井架操作

3 K23 打印操作

4 K24 使用螺杆钻具钻水泥塞

5 K25 使用滑块卡瓦打捞矛打捞操作

2.2.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作业司钻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2 安全操作技术”设备配

备的有关规定。

2.3 考场三：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

2.3.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0m2。

2.3.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31 XJ250修井机现场巡回检查

2 K32 发动机发动不着的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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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33 处理砂卡事故

2.3.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作业司钻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3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

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4 考场四：作业现场应急处置

2.4.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0m2。

2.4.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41 起下油管状态下发现溢流时的关井操作程序

2 K42 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操作

3 K43 灭火器的选择和使用

4 K44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的使用。

2.4.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作业司钻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4 作业现场应急处置”及

其附录8设备配备标准的有关规定。

3. 考位应用

3.1 考位确定

由考试系统或考生从安全用具使用、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场

应急处置等 3个考场中，各抽取 1个考位，从安全操作技术考场中抽取 2
个考位（其中起下作业平稳操作定点刹车为必考），组成实际操作考试

考题。

3.2 考位权重

实际操作考试试题总分值为 100 分，80分（含）以上为考试合格，

若考题中设置有否决项，否决项未通过，则实操考试不合格。安全用具使

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 4个考

场抽取的每个考位考试分值权重分别为 15%、50%（起下作业平稳操作

定点刹车占 30%，另一题占 20%）、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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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气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
场地设备配备标准

1．总则

1.1 考场设置

分为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

场应急处置4个考场，每个考场设置不同的考位。

1.2 考位设置

1.2.1 安全用具使用考场

设置安全标志识别、安全检测仪器使用、空气呼吸器使用、煤气设

备符号识别等4个考位。

1.2.2 安全操作技术考场

设置立式排水器操作、NK型水封阀操作、抽堵盲板操作、煤气管

道水封清洗操作、煤气工艺流程及安全生产等5个考位。

1.2.3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考场

设置管道停送煤气、加热炉煤气停复役、容器内动火检修、煤气管

道动火准备、违章查找等5个考位。

1.2.4 作业现场应急处置考场

设置煤气中毒人员抢救、煤气设备着火处理、煤气设备爆炸处理、

煤气柜泄漏处理、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操作等5个考位。

1.3 有关要求

考场应设置候考室、设备材料库等。考试设备器材具体数量应根据

实际考核量设置，设备器材需在固定位置码放，并且码放整齐。按照每

种类型考位的功能用途和安全要求不同，确定相应的作业面积，并配置相

应的考试设备及防护设施。

2．场地设备配备

2.1 考场一：安全用具使用

2.1.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20m2（含公共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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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11 安全标志识别

2 K12 安全检测仪器使用

3 K13 空气呼吸器使用

4 K14 煤气设备符号识别

2.1.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煤气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家安全

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1 安全用具使用”设备配备的

有关规定。

2.2 考场二：安全操作技术

2.2.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20m2。

2.2.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21 立式排水器操作

2 K22 NK型水封阀操作

3 K23 抽堵盲板操作

4 K24 煤气管道水封清洗操作

5 K25 煤气工艺流程及安全生产

2.2.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煤气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家安全

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2 安全操作技术”设备配备的

有关规定。

2.3 考场三：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

2.3.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2.3.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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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31 管道停送煤气

2 K32 加热炉煤气停复役

3 K33 容器内动火检修

4 K34 煤气管道动火准备

5 K35 违章查找

2.3.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煤气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家安全

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3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设

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4 考场四：作业现场应急处置

2.4.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2.4.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41 煤气中毒人员抢救

2 K42 煤气设备着火处理

3 K43 煤气设备爆炸处理

4 K44 煤气柜泄漏处理

5 K45 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操作

2.4.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煤气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家安全

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4 作业现场应急处置”及其附

录8设备配备标准的有关规定。

3. 考位应用

3.1 考位确定

由考试系统或考生从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

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 4个考场中，各抽取 1个考位，组成实际操作

考试考题。

3.2 考位权重

实际操作考试试题总分值为 100 分，80分（含）以上为考试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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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考题中设置有否决项，否决项未通过，则实操考试不合格。安全用具使

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 4个考

场抽取的每个考位考试分值权重分别为 20%、4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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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安全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
场地设备配备标准

1．总则

1.1 考场设置

分为安全用具使用、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3个
考场，每个考场设置不同的考位，

1.2 考位设置

每个考场分别按照《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标准》（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有关危险化学品光气及光气化、

氯碱电解等15种不同工艺设置相应的考位。

1.3 有关要求

考场应设置候考室、设备材料库等。考试设备器材具体数量应根据

实际考核量设置，设备器材需在固定位置码放，并且码放整齐。按照每

种类型考位的功能用途和安全要求不同，确定相应的作业面积，并配置相

应的考试设备及防护设施。

2．场地设备配备

2.1 考场一：安全用具使用

2.1.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10m2（含公共区域），且满足危险化学品不同

工艺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标准的相关要求。

2.1.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11 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操作

2 K12 灭火器的选择和使用

3 K13 创伤包扎

4 K14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的使用

2.1.3 设备配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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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危险化学品安全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1 安全用具使用”

及其附录8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2 考场三：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

2.2.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10m2，且满足危险化学品不同工艺作业安全技

术实际操作考试标准的相关要求。

2.2.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31 危险化学品工艺异常状况处理

2.2.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危险化学品安全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2 作业现场隐患排

除和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的有关规定，具有能满足实际操作考试需要的仿

真模拟软件系统和计算机房所需要的设备设施，其中仿真模拟软件系统应

包含考试内容中规定的附录6、附录7中通用单元和特定单元的异常情况处

理及应急处置。具体操作项目可根据实际考试需要设置。

2.3 考场四：作业现场应急处置

2.3.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10m2，且满足危险化学品不同工艺作业安全技

术实际操作考试标准的相关要求。

2.3.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41 危险化学品工艺应急处置

2.3.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危险化学品安全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2 作业现场隐患排

除和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的有关规定，具有能满足实际操作考试需要的仿

真模拟软件系统和计算机房所需要的设备设施，其中仿真模拟软件系统应

包含考试内容中规定的附录6、附录7中通用单元和特定单元的异常情况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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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及应急处置。具体操作项目可根据实际考试需要设置。

3. 考位应用

3.1 考位确定

由考试系统或考生从安全用具使用考场抽取 2个考位，从作业现场安

全隐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 2个考场中，各抽取 1个考位，组成实

际操作考试考题。

3.2 考位权重

实际操作考试试题总分值为 100 分，80分（含）以上为考试合格。

安全用具使用、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 3个考场分

值权重分别为 40%（2个考位权重各占 20%）、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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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自动化控制仪表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
考试点场地设备配备标准

1．总则

1.1 考场设置

分为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

场应急处置4个考场，每个考场设置不同的考位。

1.2 考位设置

1.2.1 安全用具使用考场

设置安全标识识别、仪表常用工具仪器正确使用、个人防护用品正

确使用、防爆仪表防爆标志辨识等4个考位。

1.2.2 安全操作技术考场

设置带控制点的工艺流程图符号识别、智能安全棚参数设置、仪

表联锁的摘除与投用、压力（差压）变送器正确校验、调节阀的故障

处理、在DCS上完成控制回路的参数设置和投用等6个考位。

1.2.3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考场

设置作业现场安全风险与职业危害辨识、防爆仪表危险场所隐患查

找、DCS控制系统报警信息识读与确认、仪表控制系统防雷接地隐患检

查处理等4个考位。

1.2.4 作业现场应急处置考场

设置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操作、灭火器的选择和使用、正压式空气呼

吸器的使用、仪表信号电流故障处理等4个考位。

1.3 有关要求

考场应设置候考室、设备材料库等。考试设备器材具体数量应根据

实际考核量设置，设备器材需在固定位置码放，并且码放整齐。按照每

种类型考位的功能用途和安全要求不同，确定相应的作业面积，并配置相

应的考试设备及防护设施。

2．场地设备配备

2.1 考场一：安全用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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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10m2（含公共区域）。

2.1.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11 安全标识识别

2 K12 仪表常用工具仪器正确使用

3 K13 个人防护用品正确使用

4 K14 防爆仪表防爆标志辨识

2.1.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化工自动化控制仪表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

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1 安全用具使

用”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2 考场二：安全操作技术

2.2.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10m2。

2.2.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21 带控制点的工艺流程图符号识别

2 K22 智能安全棚参数设置

3 K23 仪表联锁的摘除与投用

4 K24 压力（差压）变送器正确校验

5 K25 调节阀的故障处理

6 K206 在DCS上完成控制回路的参数设置和投用

2.2.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化工自动化控制仪表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

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2 安全操作技

术”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3 考场三：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

2.3.1 考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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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10m2。

2.3.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31 作业现场安全风险与职业危害辨识

2 K32 防爆仪表危险场所隐患查找

3 K33 DCS控制系统报警信息识读与确认

4 K34 仪表控制系统防雷接地隐患检查处理

2.3.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化工自动化控制仪表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

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3 作业现场安

全隐患排除”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4 考场四：作业现场应急处置

2.4.1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2.4.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41 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操作

2 K42 灭火器的选择和使用

3 K43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的使用

4 K44 仪表信号电流故障处理

2.4.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化工自动化控制仪表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

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4 作业现场应

急处置”及其附录8设备配备标准的有关规定。

3. 考位应用

3.1 考位确定

由考试系统或考生从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

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 4个考场中，各抽取 1个考位，组成实际操作

考试考题。

3.2 考位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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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操作考试试题总分值为 100 分，80分（含）以上为考试合格，

若考题中设置有否决项，否决项未通过，则实操考试不合格。安全用具使

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 4个考

场抽取的每个考位考试分值权重分别为 20%、4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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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火药制造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
场地设备配备标准

1．总则

1.1 考场设置

分为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

场应急处置4个考场，每个考场设置不同的考位。

1.2 考位设置

1.2.1 安全用具使用考场

设置个人防护用品的穿戴及使用1个考位。

1.2.2 安全操作技术考场

设置原材料称量的安全操作、烟火药混合的安全操作、球形药粒

（亮珠）制作的安全操作、手工制作药柱的安全操作、机器制作药柱

的安全操作、效果件收取包装的安全操作等6个考位。

1.2.3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考场

设置作业现场风险辨识的安全操作1个考位。

1.2.4 作业现场应急处置考场

设置灭火器的选择和使用、火灾时人员自救的安全操作、机械伤害

事故自救的安全操作等3个考位。

1.3 有关要求

考场应设置候考室、设备材料库等。考试设备器材具体数量应根据

实际考核量设置，设备器材需在固定位置码放，并且码放整齐。按照每

种类型考位的功能用途和安全要求不同，确定相应的作业面积，并配置相

应的考试设备及防护设施。

2．场地设备配备

2.1 考场一：安全用具使用

2.1.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含公共区域）。

2.1.2 考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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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11 个人防护用品的穿戴及使用

2.1.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烟火药制造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1 安全用具使用”设备

配备的有关规定。

2.2 考场二：安全操作技术

2.2.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10m2。

2.2.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21 原材料称量的安全操作

2 K22 烟火药混合的安全操作

3 K23 球形药粒（亮珠）制作的安全操作

4 K24 手工制作药柱的安全操作

5 K25 机器制作药柱的安全操作

6 K206 效果件收取包装的安全操作

2.2.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烟火药制造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2 安全操作技术”设备

配备的有关规定。

2.3 考场三：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

2.3.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2.3.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31 作业现场风险辨识的安全操作

2.3.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烟火药制造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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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3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

除”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4 考场四：作业现场应急处置

2.4.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2.4.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41 灭火器的选择和使用

2 K42 火灾时人员自救的安全操作

3 K43 机械伤害事故自救的安全操作

2.4.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烟火药制造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4 作业现场应急处置”

及其附录8设备配备标准的有关规定。

3. 考位应用

3.1 考位确定

由考试系统或考生从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

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 4个考场中，各抽取 1个考位，组成实际操作

考试考题。

3.2 考位权重

实际操作考试试题总分值为 100 分，80分（含）以上为考试合格。

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

置等 4个考场抽取的每个考位考试分值权重分别为 20%、4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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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火药制造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
场地设备配备标准

1．总则

1.1 考场设置

分为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

场应急处置4个考场，每个考场设置不同的考位。

1.2 考位设置

1.2.1 安全用具使用考场

设置个人防护用品的穿戴及使用1个考位。

1.2.2 安全操作技术考场

设置三元混合的安全操作、油压机的安全操作、造粒机的安全操

作等3个考位。

1.2.3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考场

设置压粒的安全隐患检查、造粒的安全隐患检查等2个考位。

1.2.4 作业现场应急处置考场

设置事故发生时正确的逃生办法、灭火器的选择与使用等2个考位。

1.3 有关要求

考场应设置候考室、设备材料库等。考试设备器材具体数量应根据

实际考核量设置，设备器材需在固定位置码放，并且码放整齐。按照每

种类型考位的功能用途和安全要求不同，确定相应的作业面积，并配置相

应的考试设备及防护设施。

2．场地设备配备

2.1 考场一：安全用具使用

2.1.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含公共区域）。

2.1.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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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11 个人防护用品的穿戴及使用

2.1.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黑火药制造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1 安全用具使用”设备

配备的有关规定。

2.2 考场二：安全操作技术

2.2.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10m2。

2.2.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21 三元混合的安全操作

2 K22 油压机的安全操作

3 K23 造粒机的安全操作

2.2.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黑火药制造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2 安全操作技术”设备

配备的有关规定。

2.3 考场三：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

2.3.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2.3.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31 压粒的安全隐患检查

2 K32 造粒的安全隐患检查

2.3.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黑火药制造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3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

除”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4 考场四：作业现场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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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2.4.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41 事故发生时正确的逃生办法

2 K42 灭火器的选择与使用

2.4.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黑火药制造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4 作业现场应急处置”

及其附录8设备配备标准的有关规定。

3. 考位应用

3.1 考位确定

由考试系统或考生从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

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 4个考场中，各抽取 1个考位，组成实际操作

考试考题。

3.2 考位权重

实际操作考试试题总分值为 100 分，80分（含）以上为考试合格，

若考题中设置有否决项，否决项未通过，则实操考试不合格。安全用具使

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 4个考

场抽取的每个考位考试分值权重分别为 20%、4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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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火线制造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
场地设备配备标准

1．总则

1.1 考场设置

分为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

场应急处置4个考场，每个考场设置不同的考位。

1.2 考位设置

1.2.1 安全用具使用考场

设置个人防护用品的穿戴及使用1个考位。

1.2.2 安全操作技术考场

设置烟火药机械湿法混药安全操作、引火线制造安全操作、浆引

和绕引安全操作、切引和割引安全操作等4个考位。

1.2.3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考场

设置人的不安全行为辨识与排除、物的危险状态辨识与排除等2个考

位。

1.2.4 作业现场应急处置考场

设置灭火器的选择与使用、火灾时人员的自救、机械伤害事故的自

救等3个考位。

1.3 有关要求

考场应设置候考室、设备材料库等。考试设备器材具体数量应根据

实际考核量设置，设备器材需在固定位置码放，并且码放整齐。按照每

种类型考位的功能用途和安全要求不同，确定相应的作业面积，并配置相

应的考试设备及防护设施。

2．场地设备配备

2.1 考场一：安全用具使用

2.1.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含公共区域）。

2.1.2 考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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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11 个人防护用品的穿戴及使用

2.1.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引火线制造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1 安全用具使用”设备

配备的有关规定。

2.2 考场二：安全操作技术

2.2.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10m2。

2.2.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21 烟火药机械湿法混药安全操作

2 K22 引火线制造安全操作

3 K23 浆引和绕引安全操作

4 K24 切引和割引安全操作

2.2.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引火线制造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2 安全操作技术”设备

配备的有关规定。

2.3 考场三：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

2.3.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2.3.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31 人的不安全行为辨识与排除

2 K32 物的危险状态辨识与排除

2.3.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引火线制造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3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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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4 考场四：作业现场应急处置

2.4.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2.4.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41 灭火器的选择与使用

2 K42 火灾时人员的自救

3 K43 机械伤害事故的自救

2.4.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引火线制造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4 作业现场应急处置”

及其附录8设备配备标准的有关规定。

3. 考位应用

3.1 考位确定

由考试系统或考生从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

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 4个考场中，各抽取 1个考位，组成实际操

作考试考题。

3.2 考位权重

实际操作考试试题总分值为 100 分，80分（含）以上为考试合格，

若考题中设置有否决项，否决项未通过，则实操考试不合格。安全用具使

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 4个考

场抽取的每个考位考试分值权重分别为 20%、4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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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花爆竹产品涉药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
考试点场地设备配备标准

1．总则

1.1 考场设置

分为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

场应急处置4个考场，每个考场设置不同的考位。

1.2 考位设置

1.2.1 安全用具使用考场

设置个人防护用品的穿戴及使用1个考位。

1.2.2 安全操作技术考场

设置压药安全操作、组合烟花装发射药安全操作、礼花弹合球安

全操作、鞭炮装药安全操作等4个考位。

1.2.3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考场

设置作业现场风险辨识的安全操作1个考位。

1.2.4 作业现场应急处置考场

设置灭火器的选择与使用、火灾时人员的自救、机械伤害事故的自

救等3个考位。

1.3 有关要求

考场应设置候考室、设备材料库等。考试设备器材具体数量应根据

实际考核量设置，设备器材需在固定位置码放，并且码放整齐。按照每

种类型考位的功能用途和安全要求不同，确定相应的作业面积，并配置相

应的考试设备及防护设施。

2．场地设备配备

2.1 考场一：安全用具使用

2.1.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含公共区域）。

2.1.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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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11 个人防护用品的穿戴及使用

2.1.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烟花爆竹产品涉药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

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1 安全用具使

用”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2 考场二：安全操作技术

2.2.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10m2。

2.2.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21 压药安全操作

2 K22 组合烟花装发射药安全操作

3 K23 礼花弹合球安全操作

4 K24 鞭炮装药安全操作

2.2.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烟花爆竹产品涉药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

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2 安全操作技

术”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3 考场三：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

2.3.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2.3.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31 作业现场风险辨识的安全操作

2.3.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烟花爆竹产品涉药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

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3 作业现场安

全隐患排除”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4 考场四：作业现场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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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2.4.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41 灭火器的选择与使用

2 K42 火灾时人员的自救

3 K43 机械伤害事故的自救

2.4.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烟花爆竹产品涉药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

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4 作业现场应

急处置”及其附录8设备配备标准的有关规定。

3. 考位应用

3.1 考位确定

由考试系统或考生从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

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 4个考场中，各抽取 1个考位，组成实际操

作考试考题。

3.2 考位权重

实际操作考试试题总分值为 100 分，80分（含）以上为考试合格，

若考题中设置有否决项，否决项未通过，则实操考试不合格。安全用具使

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 4个考

场抽取的每个考位考试分值权重分别为 20%、40%、20%、20%。



—111—

烟花爆竹储存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
场地设备配备标准

1．总则

1.1 考场设置

分为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

场应急处置4个考场，每个考场设置不同的考位。

1.2 考位设置

1.2.1 安全用具使用考场

设置个人防护用品的穿戴及使用1个考位。

1.2.2 安全操作技术考场

设置库房至汽车搬运的安全操作、汽车至库房搬运的安全操作、

烟花爆竹储存保管的安全操作等3个考位。

1.2.3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考场

设置作业现场风险辨识的安全操作1个考位。

1.2.4 作业现场应急处置考场

设置火灾时人员自救的安全操作、灭火器的选择与使用等2个考位。

1.3 有关要求

考场应设置候考室、设备材料库等。考试设备器材具体数量应根据

实际考核量设置，设备器材需在固定位置码放，并且码放整齐。按照每

种类型考位的功能用途和安全要求不同，确定相应的作业面积，并配置相

应的考试设备及防护设施。

2．场地设备配备

2.1 考场一：安全用具使用

2.1.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含公共区域）。

2.1.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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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11 个人防护用品的穿戴及使用

2.1.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烟花爆竹储存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1 安全用具使用”设备

配备的有关规定。

2.2 考场二：安全操作技术

2.2.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20m2。

2.2.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21 库房至汽车搬运的安全操作

2 K22 汽车至库房搬运的安全操作

3 K23 烟花爆竹储存保管的安全操作

2.2.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烟花爆竹储存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2 安全操作技术”设备

配备的有关规定。

2.3 考场三：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

2.3.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2.3.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31 作业现场风险辨识的安全操作

2.3.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烟花爆竹储存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3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

除”设备配备的有关规定。

2.4 考场四：作业现场应急处置

2.4.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2.4.2 考试项目



—113—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41 火灾时人员自救的安全操作

2 K42 灭火器的选择与使用

2.4.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烟花爆竹储存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2.4 作业现场应急处置”

及其附录8设备配备标准的有关规定。

3. 考位应用

3.1 考位确定

由考试系统或考生从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

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置等 4个考场中，各抽取 1个考位，组成实际操

作考试考题。

3.2 考位权重

实际操作考试试题总分值为 100 分，80分（含）以上为考试合格。

安全用具使用、安全操作技术、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作业现场应急处

置等 4个考场抽取的每个考位考试分值权重分别为 20%、4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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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瓦斯检查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
场地设备配备标准

1. 总则

1.1 考场设置

分为便携式光学甲烷检测仪安全操作、甲烷、二氧化碳、一氧化碳检

测安全操作2个考场，每个考场设置相应考位。

1.2 考位设置

1.2.1 便携式光学甲烷检测仪安全操作考场

设置外观安全检查、药品性能安全检查、气路系统安全检查、光路系

统安全检查及仪器调零安全操作考位。

1.2.2 甲烷、二氧化碳、一氧化碳浓度检测安全操作考场

设置甲烷浓度检测安全操作、二氧化碳浓度检测安全操作 、一氧化

碳浓度检测安全操作考位（模拟采煤或掘进工作面）。

1.3 有关要求

考场应设置候考室、设备仪器材料库等、具体数量应根据实际考核量

设置，设备器材需在固定位置码放整齐。按照每种类型考位的功能用途和

安全要求不同，确定相应的作业面积，并配置相应的通风器材、设备。

2. 场地设备配备

2.1 考场一：便携式光学甲烷检测仪使用

2.1.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含公共区域）。

2.1.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11 外观安全检查

2 K12 药品性能安全检查

3 K13 气路系统安全检查

4 K14 光路系统安全检查

5 K15 仪器调零安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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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煤矿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标准（试行）》（国家煤

矿安全监察局煤安监行管〔2016〕19号）的有关规定。

2.2 考场二：甲烷、二氧化碳、一氧化碳浓度检测安全操作

2.2.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2.2.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21 甲烷浓度检测安全操作

2 K22 二氧化碳浓度检测安全操作

3 K23 一氧化碳浓度检测安全操作

2.2.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煤矿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标准（试行）》（国家煤

矿安全监察局煤安监行管〔2016〕19号）的有关规定。

3. 考位应用

3.1 考位确定

由考试系统从便携式光学甲烷检测仪安全操作和甲烷、二氧化碳、一

氧化碳浓度检测安全操作，组成实际操作考试考题。

3.2 考位权重

实际操作考试试题总分值为 100 分，80分（含）以上为考试合格，

若考题中设置有否决项，否决项未通过，则实操考试不合格。每个考试分

值权重分别为 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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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井下爆破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
考试点场地设备配备标准

1．总则

1.1 考场设置

分为爆破前安全准备、装药、连线安全操作、起爆安全操作及拒爆、残

爆安全处理（必考科目）3 个考场，每个考场设置相应考位。

1.2 考位设置

1.2.1 爆破前安全准备考场

设置发爆器安全检查、电雷管安全检查、炸药安全检查及起爆药卷安全制

作考位。

1.2.2 装药、连线安全操作考场

设置装药安全操作、连线安全操作考位。（模拟采煤或掘进工作面）。

1.2.3 起爆安全操作及拒爆、残爆安全处理（必考科目）考场设置起爆

安全操作、全网路拒爆原因查找、拒爆残爆安全处理考位。（模拟采煤或

掘进工作面）。

1.3 有关要求

考场应设置候考室、设备材料库等。考试设备器材具体数量应根据

实际考核量设置，设备器材需在固定位置码放，并且码放整齐。按照每

种类型考位的功能用途和安全要求不同，确定相应的作业面积，并配置相

应的井下爆破器材及防护设备设施。

2．场地设备配备

2.1 考场一：爆破前安全准备

2.1.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含公共区域）。

2.1.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11 发爆器安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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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12 电雷管安全检查

3 K13 炸药安全检查

4 K14 起爆药卷安全制作

2.1.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煤矿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标准（试行）》（国家煤

矿安全监察局煤安监行管〔2016〕19号）的有关规定。

2.2 考场二：装药、连线安全操作

2.2.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2.2.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21 装药安全操作

2 K22 连线安全操作

2.2.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煤矿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标准（试行）》（国家煤

矿安全监察局煤安监行管〔2016〕19号）的有关规定。

2.3 考场三：起爆安全操作及拒爆、残爆安全处理

2.3.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2.3.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31 起爆安全操作

2 K32 全网路拒爆原因查找

3 K33 拒爆残爆安全处理

2.3.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煤矿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标准（试行）》（国家煤

矿安全监察局煤安监行管〔2016〕19号）的有关规定。

3. 考位应用

3.1 考位确定

由考试系统从爆破前安全准备和装药、连线安全操作中随机抽取1个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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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科目与起爆安全操作及拒爆、残爆安全处理（必考科目）考场科目，组成

实际操作考试考题。

3.2 考位权重

实际操作考试试题总分值为 100 分，80分（含）以上为考试合格，

若考题中设置有否决项，否决项未通过，则实操考试不合格。每个考场科

目考试分值权重分别为 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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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探放水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
场地设备配备标准

1．总则

1.1 考场设置

设置一个与探放水实物相适应的钻机安设位置或探放水模拟考试设

备，分为钻机设备的安全检查与钻机试运转的安全操作（必考科目）、探

放水安全操作、套管安装、封孔及注浆安全操作3个考场，每个考场设置

相应考位。

1.2 考位设置

1.2.1 安全检查与钻机试运转安全操作考场

设置安全检查与钻机试运转的安全操作考位。

1.2.2 探放水安全操作考场

设置探放水开孔安全操作、钻孔安全操作、放水操作、收工安全操作

考位。

1.2.3 套管安装、封孔及注浆考场

设置套管安装与封孔安全操作、注浆安全操作、收工安全操作考位。

1.3 有关要求

考场应设置候考室、设备材料库等。考试设备器材具体数量应根据实

际考核量设置，设备器材需在固定位置码放，并且码放整齐。按照每种类

型考位的功能用途和安全要求不同，确定相应的作业面积，并配置相应的

考试设备及防护设施。

2．场地设备配备

2.1 考场一：安全检查与钻机试运转安全操作

2.1.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实物面积不小于15m2，模拟考试面积至少为10m2（含

公共区域）。

2.1.2 考试项目

2.1.3 设备配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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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煤矿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标准（试行）》（国家煤

矿安全监察局煤安监行管〔2016〕19号）的有关规定。

2.2 考场二：探放水安全操作

2.2.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实物面积不小于15m2，模拟考试面积至少为10m2。

2.2.2 考试项目

序号 编号 考试项目

1 K21 开孔安全操作

2 K22 钻孔安全操作

3 K23 放水安全操作

4 K24 收工安全操作

2.2.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煤矿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标准（试行）》（国家煤

矿安全监察局煤安监行管〔2016〕19号）的有关规定。

2.3 考场三：套管安装、封孔及注浆安全操作

2.3.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实物面积不小于15m2，模拟考试面积至少为10m2。

2.3.2 考试项目

序号 编号 考试项目

1 K31 套管安装与封孔安全操作

2 K32 注浆安全操作

3 K33 收工安全操作

2.3.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煤矿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标准（试行）》（国家煤

矿安全监察局煤安监行管〔2016〕19号）的有关规定。

序号 编号 考试项目

1 K11 安全检查

2 K12 钻机试运转安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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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考位应用

3.1 考位确定

由考试系统从探放水钻机运行的安全操作和套管安装、封孔及注浆安

全操作考场科目中随机抽取1个，与钻机设备的安全检查与钻机试运转的

安全操作（必考科目）组成实际操作考试考题。

3.2 考位权重

实际操作考试试题总分值为100分，80分（含）以上为考试合格，若

考题中设置有否决项，否决项未通过，则实操考试不合格。每个考场科目

考试分值权重分别为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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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安全检查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
场地设备配备标准

1. 总则

1.1 考场设置

分为采煤系统安全检查、掘进系统安全检查、井下电气系统安全检查、

提升运输系统安全检查、“一通三防”安全检查、井下探放水安全检查，

每个考场设置相应考位。

1.2 考位设置

1.2.1 采煤系统安全检查考场

设置“三违”现象检查、液压支架安全检查、采煤机安全检查、安全

出口安全检查考位（模拟采煤工作面）。

1.2.2 掘进系统安全检查考场

设置“三违”现象检查、顶板支护安全检查、掘进机安全检查、运输

设备设施安全检查、爆破安全检查考位（模拟掘进工作面）。

1.2.3 井下电气系统安全检查考场

设置“三违”现象检查、电气设备防爆安全检查、电气设备安全保护

装置安全检查、井下电缆安全检查考位（模拟采煤或掘进工作面）。

1.2.4 提升运输系统安全检查考场

设置“三违”现象检查、主提升机安全检查、电机车安全检查、平巷

人行车安全检查、辅助运输安全检查考位（模拟提升运输系统）。

1.2.5 “一通三防”安全检查考场

设置“三违”现象检查、采煤工作面“一通三防”安全检查、掘进工

作面“一通三防”安全检查、安全监测监控系统安全检查考位（模拟采煤

或掘进工作面）。

1.2.6 井下探放水安全检查考场

设置“三违”现象检查、探放水作业前安全检查、探放水作业过程安

全检查、探放水作业效果安全检查考位（模拟探放水）。

1.3 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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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场应设置候考室、设备材料库等。考试设备器材具体数量应根据实

际考核量设置，设备器材需在固定位置码放，并且码放整齐。按照每种类

型考位的功能用途和安全要求不同，确定相应的作业面积，并配置具有满

足实际操作考试需要的实物或者模拟装置和仪器仪表功能齐全、性能稳

定、操作可靠、安全环保。

2. 场地设备配备

2.1 考场一：采煤工作面系统安全检查

2.1.1 考位

采煤工作面系统。

2.1.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11 “三违”现象检查

2 K12 液压支架安全检查

3 K13 采煤机安全检查

4 K14 安全出口安全检查

2.1.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煤矿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标准（试行）》（国家煤

矿安全监察局煤安监行管〔2016〕19号）的有关规定。

2.2 考场二：掘进工作面系统安全检查

2.2.1 考位

掘进工作面系统。

2.2.2 考试项目

2.2.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煤矿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标准（试行）》（国家煤

矿安全监察局煤安监行管〔2016〕19号）的有关规定。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21 “三违”现象检查

2 K22 顶板支护安全检查

3 K23 掘进机安全检查

4 K24 运输设备设施安全检查

5 K25 爆破安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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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考场三：井下电气系统安全检查

2.3.1 考位

井下线路或用电设备。

2.3.2 考试项目

2.3.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煤矿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标准（试行）》（国家煤

矿安全监察局煤安监行管〔2016〕19号）的有关规定。

2.4 考场四：提升运输系统安全检查

2.4.1 考位

提升运输系统。

2.4.2 考试项目

2.4.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煤矿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标准（试行）》（国家煤

矿安全监察局煤安监行管〔2016〕19号）的有关规定。

2.5 考场五：“一通三防”安全检查

2.5.1 考位

采煤、掘进工作面。

2.5.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31 “三违”现象检查

2 K32 电气设备防爆安全检查

3 K33 电气设备安全保护装置安全检查

4 K34 井下电缆安全检查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41 “三违”现象检查

2 K42 主提升机安全检查

3 K43 电机车安全检查

4 K44 平巷人车安全检查

5 K45 辅助运输安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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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煤矿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标准（试行）》（国家煤

矿安全监察局煤安监行管〔2016〕19号）的有关规定。

2.6 考场六：井下探放水安全检查

2.6.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10m2。

2.6.2 考试项目

2.6.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煤矿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标准（试行）》（国家煤

矿安全监察局煤安监行管〔2016〕19号）的有关规定。

3. 考位应用

3.1 考位确定

由考试系统从采煤系统安全检查、掘进系统安全检查、井下电气系统

安全检查、提升运输系统安全检查、“一通三防”安全检查、井下探放水

安全检查中随机抽取两个科目组成实际操作考试试卷。

3.2 考位权重

实际操作考试试题总分值为100分，80分及以上为考试合格，每个考

场考试分值权重分别为50%、50%。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51 “三违”现象检查

2 K52 采煤工作面“一通三防”安全检查

3 K53 掘进工作面“一通三防”安全检查

4 K54 安全监测监控系统安全检查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61 “三违”现象检查

2 K62 探放水作业前安全检查

3 K63 探放水作业过程安全检查

4 K64 探放水作业效果安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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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瓦斯抽采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
场地设备配备标准

1. 总则

1.1 考场设置

分为瓦斯抽采泵安全操作、瓦斯抽采钻孔施工安全操作、瓦斯抽采参

数检测安全操作3个考场，每个考场设置相应考位。

1.2 考位设置

1.2.1 瓦斯抽采泵安全操作考场

设置安全检查、真空泵安全操作、回转泵安全操作考位（模拟采煤或

掘进工作面）。

1.2.2 瓦斯抽采钻孔施工安全操作考场

设置安全检查、钻孔施工安全操作、加、卸钻杆安全操作、停钻安全

操作、封孔安全操作、收工安全操作考位。

1.2.3 瓦斯抽采参数检测安全操作考场

设置操作前准备、管道内瓦斯检测、管道内负压检测安全操作考位（实

物）。

考场应设置候考室、设备材料库等。考试设备器材具体数量应根据实

际考核量设置，设备器材需在固定位置码放，并且码放整齐。按照每种类

型考位的功能用途和安全要求不同，确定相应的作业面积，并配置相应的

通风、瓦斯抽采器材、设备。

2. 场地设备配备

2.1 考场一：瓦斯抽采泵安全操作

2.1.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含公共区域）。

2.1.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11 安全检查

2 K12 真空泵安全操作

3 K13 回转泵安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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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煤矿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标准（试行）》（国家煤

矿安全监察局煤安监行管〔2016〕19号）的有关规定。

2.2 考场二：瓦斯抽采钻孔施工安全操作

2.2.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2.2.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21 安全检查

2 K22 钻孔施工安全操作

3 K23 加、卸钻杆安全操作

4 K24 停钻安全操作

5 K25 封孔安全操作

6 K26 收工安全操作

2.2.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煤矿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标准（试行）》（国家煤

矿安全监察局煤安监行管〔2016〕19号）的有关规定。

2.3 考场三：瓦斯抽采参数检测安全操作

2.3.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2.3.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21 操作前准备

2 K22 管道内瓦斯检测安全操作

3 K23 管道内负压检测安全操作

2.3.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煤矿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标准（试行）》（国家煤

矿安全监察局煤安监行管〔2016〕19号）的有关规定。

3. 考位应用

3.1 考位确定

由考试系统从瓦斯抽采泵安全操作、瓦斯抽采钻孔施工安全操作和瓦

斯抽采参数检测安全操作三个科目中任抽两个科目组成实际操作考试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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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3.2 考位权重

实际操作考试试题总分值为100分，80分（含）以上为考试合格，若考

题中设置有否决项，否决项未通过，则实操考试不合格。每个考位考试分

值权重分别为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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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防突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
场地设备配备标准

1. 总则

1.1 考场设置

分为防突钻孔施工安全操作、防突预测常用指标测定安全操作2个考

场，每个考场设置相应考位。

1.2 考位设置

1.2.1 防突钻孔施工安全操作考场

设置安全检查、钻孔施工安全操作、收工安全操作考位。

1.2.2 防突预测常作指标测定安全操作考场。

设置钻孔瓦斯涌出初速度q值测定安全操作、钻屑瓦斯解吸指标△h2
值测定安全操作、钻屑瓦斯解吸指标 k1值测定安全操作、钻屑量s测定安

全操作考位（模拟采煤、掘进工作面）

考场应设置候考室、设备材料库等。考试设备器材具体数量应根据实

际考核量设置，设备器材需在固定位置码放，并且码放整齐。按照每种类

型考位的功能用途和安全要求不同，确定相应的作业面积，并配置相应的

通风、防突器材、设备。

2. 场地设备配备

2.1 考场一：防突钻孔施工安全操作

2.1.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含公共区域）。

2.1.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11 安全检查

2 K12 钻孔施工安全操作

3 K13 收工安全操作

2.1.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煤矿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标准（试行）》（国家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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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安全监察局煤安监行管〔2016〕19号）的有关规定。

2.2 考场二：防突预测常用指标测定安全操作

2.2.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5m2。

2.2.2 考试项目

2.2.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煤矿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标准（试行）》（国家煤

矿安全监察局煤安监行管〔2016〕19号）的有关规定。

3. 考位应用

3.1 考位确定

由考试系统从防突钻孔施工安全操作、防突预测常用指标测定安全操

作，组成实际操作考试考题。

3.2 考位权重

考试试题总分值为100分，80分（含）以上为考试合格，若考题中设置

有否决项，否决项未通过，则实操考试不合格。每个考场科目分值权重分

别为50%、50%。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21 钻孔瓦斯涌出初速度q值测定安全操作

2 K22 钻屑瓦斯解吸指标△ h2测定安全操作

3 K23 钻屑瓦斯解吸指标 k1值测定

4 K24 钻屑量s测定安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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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井下电气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
场地设备配备标准

1．总则

1.1 考场设置

设置一个与井下电气作业实物相适应的场所或井下电气作业模拟考

试设备，分为井下低压电气设备停、送电安全操作（必考科目）、井下风

电、甲烷电闭锁接线安全操作、井下电气保护装置检查与整定安全操作、

井下电缆连接与故障判断安全操作、井下变配电运行安全操作、井下电气

设备防爆安全检查 6个考场，每个考场设置相应考位。

1.2 考位设置

1.2.1 井下低压电气设备停、送电安全操作考场

设置停电准备、停电安全操作、送电安全操作考位。

1.2.2 井下风电、甲烷电闭锁接线安全操作考场

设置接线前安全检查、闭锁开关接线安全操作、局部通风机控制开关

接线安全操作、甲烷监控分站接线安全操作考位。

1.2.3 井下电气保护装置检查与整定安全操作考场

设置漏电保护装置检查与整定安全操作、保护接地装置安装与拆除安

全操作、过流保护装置检查与整定安全操作考位。

1.2.4 井下电缆连接与故障判断安全操作考场

设置井下电缆连接安全操作、井下电缆故障判断安全操作考位。

1.2.5 井下变配电运行安全操作考场

设置“操作票” 填写、“操作票” 执行、井下变配电运行故障判断与

处理考位。

1.2.6 井下电气设备防爆安全检查考场

设置防爆安全检查准备、防爆安全检查、防爆安全检查结果处理考位。

1.3 有关要求

考场应设置候考室、设备材料库等。考试设备器材具体数量应根据实

际考核量设置，设备器材需在固定位置码放，并且码放整齐。按照每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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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考位的功能用途和安全要求不同，确定相应的作业面积，并配置相应的

考试设备工器具及防护设施。

2．场地设备配备

2.1 考场一：井下低压电气设备停、送电安全操作

2.1.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实物面积不小于 10m2 ，模拟考试面积至少为 5m2

（含公共区域）。

2.1.2 考试项目

序号 编号 考试项目

1 K11 停电准备

2 KI2 停电安全操作

3 K13 送电安全操作

2.1.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煤矿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标准（试行）》（国家煤

矿安全监察局煤安监行管〔2016〕19号）的有关规定。

2.2 考场二：井下风电、甲烷电闭锁接线安全操作

2.2.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实物面积不小于10m2 ，模拟考试面积至少为5m2。

2.2.2 考试项目

序号 编号 考试项目

1 K21 接线前安全检查

2 K22 闭锁开关接线安全操作

3 K23 局部通风机控制开关接线安全操作

4 K24 甲烷监控分站接线安全操作

2.2.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煤矿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标准（试行）》（国家煤

矿安全监察局煤安监行管〔2016〕19号）的有关规定。

2.3 考场三：井下电气保护装置检查与整定安全操作

2.3.1 考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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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考位面积：实物面积不小于10m2 ，模拟考试面积至少为5m2。

2.3.2 考试项目

序号 编号 考试项目

1 K31 漏电保护装置检查与整定安全操作

2 K32 保护接地装置安装与拆除安全操作

3 K33 过流保护装置检查与整定安全操作

2.3.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煤矿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标准（试行）》（国家煤

矿安全监察局煤安监行管〔2016〕19号）的有关规定。

2.4 考场四：井下电缆连接与故障判断安全操作

2.4.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实物面积不小于10m2 ，模拟考试面积至少为5m2。

2.4.2 考试项目

序号 编号 考试项目

1 K41 井下电缆连接安全操作

2 K42 井下电缆故障判断安全操作

2.4.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煤矿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标准（试行）》（国家煤

矿安全监察局煤安监行管〔2016〕19号）的有关规定。

2.5 考场五：井下变配电运行安全操作

2.5.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实物面积不小于10m2 ，模拟考试面积至少为5m2。

2.5.2 考试项目

序号 编号 考试项目

1 K51 “操作票” 填写

2 K52 “操作票” 执行

3 K53 井下变配电运行故障判断与处理

2.5.3 设备配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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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煤矿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标准（试行）》（国家煤

矿安全监察局煤安监行管〔2016〕19号）的有关规定。

2.6 考场六：井下电气设备防爆安全检查

2.6.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实物面积不小于10m2 ，模拟考试面积至少为5m2。

2.6.2 考试项目

序号 编号 考试项目

1 K61 防爆安全检查准备

2 K62 防爆安全检查

3 K63 防爆安全检查结果处理

2.6.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煤矿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标准（试行）》（国家煤

矿安全监察局煤安监行管〔2016〕19号）的有关规定。

3. 考位应用

3.1 考位确定

由考试系统从井下风电、甲烷电闭锁接线安全操作、井下电气保护装置

检查与整定安全操作、井下电缆连接与故障判断安全操作、井下变配电运行

安全操作、井下电气设备防爆安全检查中随机抽取一个考试科目与井下低

压电气设备停、送电安全操作（必考科目）组成实际操作考试考题。

3.2 考位权重

实际操作考试试题总分值为 100分，80分（含）以上为考试合格，若

考题中设置有否决项，否决项未通过，则实操考试不合格。每个考场考试

分值权重分别为 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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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安全监测监控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
考试点场地设备配备标准

1．总则

1.1 考场设置

设置一个与监测监控作业实物相适应的场所或监测监控作业模拟考

试设备，分为矿用传感器安装安全操作、矿用传感器安全调校（必考科目）、

井下监控分站参数设置安全操作 3个考场，每个考场设置相应考位。

1.2 考位设置

1.2.1 矿用传感器安装安全操作（考场

设置传感器安全检查、信号电缆敷设安全操作、传感器安装安全操作

考位。

1.2.2 矿用传感器安全调校考场

设置矿用低浓度载体催化甲烷传感器安全调校考位（含：调校前准备、

传感器安全调校）、矿用瓦斯抽采热导式甲烷传感器安全调校考位（含：

传感器自检、、传感器安全调校）、矿用低浓度红外甲烷传感器及风速传

感器安全调校考位（含：低浓度红外甲烷传感器安全调校、矿用风速传

感器安全调校）。

1.2.3 井下监控分站参数设置安全操作考场

设置参数设置准备、参数设置安全操作考位。

1.3 有关要求

考场应设置候考室、设备材料库等。考试设备器材具体数量应根据实

际考核量设置，设备器材需在固定位置码放，并且码放整齐。按照每种类

型考位的功能用途和安全要求不同，确定相应的作业面积，并配置相应的

考试设备工器具及防护设施。

2．场地设备配备

2.1 考场一：矿用传感器安装安全操作

2.1.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实物面积不小于 10m2 ，模拟考试面积至少为 5m2（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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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区域）。

2.1.2 考试项目

序号 编号 考试项目

1 K11 传感器安全检查

2 KI2 信号电缆敷设安全操作

3 K13 传感器安装安全操作

2.1.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 煤矿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标准（试行）》（国家煤

矿安全监察局煤安监行管〔2016〕19号）的有关规定。

2.2 考场二：矿用传感器安全调校

2.2.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实物面积不小于5m2 ，模拟考试面积至少为5m2。

2.2.2 考试项目

2.2.2.1 矿用低浓度载体催化甲烷传感器安全调校

序号 编号 考试项目

1 K21 调校前准备

2 K22 传感器安全调校

2.2.2.2 矿用瓦斯抽采热导式甲烷传感器安全调校

序号 编号 考试项目

1 K21 传感器自检

2 K22 传感器安全调校

2.2.2.3 矿用低浓度红外甲烷传感器及风速传感器安全调校

序号 编号 考试项目

1 K21 低浓度红外甲烷传感器安全调校

2 K22 矿用风速传感器安全调校

2.2.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煤矿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标准（试行）》（国家煤

矿安全监察局煤安监行管〔2016〕19号）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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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考场三：井下监控分站参数设置安全操作

2.3.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实物面积不小于10m2 ，模拟考试面积至少为5m2。

2.3.2 考试项目

序号 编号 考试项目

1 K31 参数设置准备

2 K32 参数设置安全操作

2.3.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 煤矿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标准（试行）》（国家煤

矿安全监察局煤安监行管〔2016〕19号）的有关规定。

3. 考位应用

3.1 考位确定

由考试系统从矿用传感器安装安全操作、井下监控分站参数设置安全操

作中随机抽取一个科目，再从矿用传感器安全调校（必考科目）中随机抽

取一个子科目，组成实际操作考试考题。

3.2 考位权重

实际操作考试试题总分值为 100分，80分（含）以上为考试合格，若

考题中设置有否决项，否决项未通过，则实操考试不合格。每个考场考试

分值权重分别为 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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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提升机操作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
场地设备配备标准

1．总则

1.1 考场设置

设置一个与提升系统相适应的机房或提升机模拟考试设备，分为提升

机作业前安全检查、提升机安全操作1个考场设置相应考位。

1.2 考位设置

1.2.1 提升机作业前安全检查考场

设置机房安全检查、运行装置安全检查、试运转安全操作考位。

1.2.2 提升机安全操作考场

设置开机安全操作、提升运行安全操作、停机安全操作及收工安全操

作考位。

1.3 有关要求

考场应设置候考室、设备材料库等。考试设备器材具体数量应根据实

际考核量设置，设备器材需在固定位置码放，并且码放整齐。按照每种类

型考位的功能用途和安全要求不同，确定相应的作业面积，并配置相应的

考试设备及防护设施。

2．场地设备配备

2.1 考场一：提升机作业前安全检查

2.1.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实物面积不小于 150m2 ，模拟考试面积至少为 10m2

（含公共区域）。

2.1.2 考试项目

序号 编号 考试项目

1 K11 机房安全检查

2 KI2 运行装置安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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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13 试运转安全操作

2.1.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 煤矿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标准（试行）》（国家煤

矿安全监察局煤安监行管〔2016〕19号）的有关规定。

2.2 考场一：提升机安全操作

2.2.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实物面积不小于150m2 ，模拟考试面积至少为10m2。

2.2.2 考试项目

序号 编号 考试项目

1 K21 开机的安全操作

2 K22 提升运行安全操作

3 K23 停机安全操作

4 K24 收工安全检查

2.2.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 煤矿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标准（试行）》（国家煤

矿安全监察局煤安监行管〔2016〕19号）的有关规定。

3. 考位应用

3.1 考位确定

由考试系统从提升机作业前安全检查和提升机安全操作，组成实际操

作考试考题。

3.2 考位权重

实际操作考试试题总分值为 100分，80分（含）以上为考试合格，若

考题中设置有否决项，否决项未通过，则实操考试不合格。每个考位考试

分值权重分别为 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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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采煤机操作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
场地设备配备标准

1．总则

1.1 考场设置

分为采煤机作业前安全检查、采煤机安全操作共1个考场，每个考场

设置相应考位。

1.2 考位设置

1.2.1 采煤机作业前安全检查考场

设置作业环境安全检查、运行装置安全检查、试运转安全操作考位。

1.2.2 采煤机安全操作考场

设置开机安全操作、截割安全操作、停机安全操作、收工安全操作

考位。

1.3 有关要求

考场应设置候考室、设备材料库等。考试设备器材具体数量应根据实

际考核量设置，设备器材需在固定位置码放，并且码放整齐。按照每种类

型考位的功能用途和安全要求不同，确定相应的作业面积，并配置相应的

考试设备及防护设施。不同考位使用的高压柜每个考试点仅需配置一套。

2．场地设备配备

2.1 考场一：采煤机作业前安全检查

2.1.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10m2（含公共区域）。

2.1.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11 作业环境安全检查

2 K12 运行装置安全检查

3 K13 试运转安全操作

2.1.3 设备配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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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煤矿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标准（试行）》（国家煤

矿安全监察局煤安监行管〔2016〕19号）的有关规定。

2.2 考场一：采煤机安全操作

2.2.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10m2。

2.2.2 考试项目采煤机安全操作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21 开机安全操作

2 K22 截割安全操作

3 K23 停机安全操作

4 K24 收工安全操作

2.2.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 煤矿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标准（试行）》（国家煤

矿安全监察局煤安监行管〔2016〕19号）的有关规定。

3. 考位应用

3.1 考位确定

由考试系统从采煤机作业前安全检查、采煤机安全操作考场中，各抽取

1个考位，组成实际操作考试考题。

3.2 考位权重

实际操作考试试题总分值为 100分，80分（含）以上为考试合格，若

考题中设置有否决项，否决项未通过，则实操考试不合格。每个考位考试

分值权重分别为 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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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掘进机操作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点
场地设备配备标准

1．总则

1.1 考场设置

分为掘进机作业前安全检查、掘进机安全操作共1个考场，每个考场

设置相应考位。

1.2 考位设置

1.2.1 掘进机作业前安全检查考场

设置作业环境安全检查、运行装置安全检查、试运转安全操作考位。

1.2.2 掘进机安全操作考场

设置开机安全操作、截割安全操作、停机安全操作、收工安全操作

考位。

1.3 有关要求

考场应设置候考室、设备材料库等。考试设备器材具体数量应根据实

际考核量设置，设备器材需在固定位置码放，并且码放整齐。按照每种类

型考位的功能用途和安全要求不同，确定相应的作业面积，并配置相应的

考试设备及防护设施。不同考位使用的高压柜每个考试点仅需配置一套。

2．场地设备配备

2.1 考场一：掘进机作业前安全检查

2.1.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10m2（含公共区域）。

2.1.2 考试项目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11 作业环境安全检查

2 K12 运行装置安全检查

3 K13 试运转安全操作

2.1.3 设备配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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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煤矿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标准（试行）》（国家煤

矿安全监察局煤安监行管〔2016〕19号）的有关规定。

2.2 考场一：掘进机安全操作

2.2.1 考位面积

每个考位面积至少为10m2。

2.2.2 考试项目掘进机安全操作

序号 考位编号 考试项目

1 K21 开机安全操作

2 K22 截割安全操作

3 K23 停机安全操作

4 K24 收工安全操作

2.2.3 设备配备标准

执行《 煤矿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标准（试行）》（国家煤

矿安全监察局煤安监行管〔2016〕19号）的有关规定。

3. 考位应用

3.1 考位确定

由考试系统从掘进机作业前安全检查和掘进机安全操作，组成实际操

作考试考题。

3.2 考位权重

实际操作考试试题总分值为 100分，80分（含）以上为考试合格，若

考题中设置有否决项，否决项未通过，则实操考试不合格。每个考位考试

分值权重分别为 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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