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镀膜工

浙江省职业技能标准

（征求意见稿）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镀膜工

1.2 职业编码

6-18-03-02

1.3 职业定义

操作镀膜设备，进行工件表面成膜加工处理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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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师和一级/高级技师。

1.5 职业环境条件

室内、常温。

1.6 职业能力特征

具有一定的学习和理解能力；具有一定的空间感和形体知觉；手指、手臂灵

活，动作协调；色觉、嗅觉、听觉正常。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初中毕业（或相当文化程度）。

1.8 职业培训要求

1.8.1 培训参考学时



五级/初级工不低于 200 标准学时，四级/中级工不低于 180 标准学时，三级/

高级工不低于 160 标准学时，二级/技师不低于 140 标准学时，一级/高级技师不

低于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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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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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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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高级技师的教师

应具有本职业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 2 年以上或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

职资格。

1.8.3 培训场所设备

满足教学需要的标准教室和配备有镀膜所必要的设备、工具、量具、相应检

测仪器设备的实习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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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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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以上职业院校、专

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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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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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相关职业：镀层工、氧化铝制取工、无机化学反应生产工、涂装工、无损检测员、喷涂

喷焊工等，下同

2 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材料化学、材料物理、测控技术与仪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

子科学与技术、复合材料与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工业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机电一体化、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新能源材料与器件、自动化等，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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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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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为理论知识考核、技能操作考核以及综合评审。理论知识考核采用闭卷笔

试、机考等方式，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掌握的基本要求和相关知识要



求；技能操作考核采取现场实际操作或模拟操作等方式进行，主要考核从业人员

从事本职业应具备的技能水平。理论知识考试和技能操作考核均实行百分制，成

绩均达到 60 分以上者为合格。综合评审主要针对技师和高级技师，通常采取审

阅申报材料、答辩等方式进行全面评议和审查。

1.9.3 监考人员、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理论知识考试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15（其中，采用机考方式的监

考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30），且每个考场不少于 2 名考评人员；技能操作

考核考评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10，且考评人员为 3 人以上单数，每位考生由

不少于 3 名考评员评分；综合评审委员为 3 人以上单数。

1.9.4 评价时长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90min；技能操作考核时间，五级/初级工不少于

120min，四级/中级工不少于 140min，三级/高级工不少 160min，二级/技师不少

于 180min，一级/高级技师不少于 200min；综合评审时间不少于 30min。

1.9.5 评价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应在标准教室或机房进行；技能操作考核应在配备有镀膜所必

要的设备、工艺装备及分析检测仪器等相关设备的模拟操作现场或实际操作场所

进行，考核时应事先准备必要的工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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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纪守法，爱岗敬业。

（2）尊师爱徒，团结合作。

（3）乐于钻研，开拓创新。

（4）爱护设备，安全生产。

（5）忠于职守，关注质量。

（6）保护环境，文明作业。

2.2 基础知识

2.2.1 基础理论知识

（1）产品检验基础知识。

（2）光学基础知识。

（3）光学分析检测设备工作原理。

2.2.2 镀膜专业基础知识

（1）镀膜设备基本工作原理。

（2）镀膜作业规范和流程。

（3）镀膜及辅助设备作业标准知识。

（4）镀膜异常及不良分析及改善。

（5）产品涂墨基本知识。

（6）镀膜承座相关设计方法知识。



（7）镀膜承座清洗知识。

2.2.3 机械基础知识

（1）机械基础知识。

（2）常用设备知识（分类、用途）。

（3）工具、夹具、量具的使用与维护知识。

2.2.4 安全文明生产与环境保护知识

（1）现场文明生产要求。

（2）安全操作与劳动保护知识。

（3）环境保护知识。

（4）安全用电知识。

2.2.5 质量管理知识

（1）企业的质量方针。

（2）岗位的质量要求。

（3）岗位的质量保证措施与责任。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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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相关知识。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知识。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相关知识。

（6）《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法》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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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师技能要求和相关知识依次递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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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镀膜

前准

备及

处理

1.1 处

理工艺识

别

1.1.1 能根据工作场合要求穿戴工作

防护服

1.1.2 能区别离心水洗、喷淋水洗、

治具更换、烘烤、Plasma 等处理工艺的

特点

1.1.3 能识别离心水洗、喷淋水洗、夹

具更换、烘烤、等离子等处理的不良现

象，如水迹、擦伤、变形；

1.1.1 工作防护服穿戴规范

1.1.2 离心水洗、喷淋水洗、治具

更换、烘烤、Plasma等处理的工艺

原理

1.1.3 离心水洗、喷淋水洗、夹具

更换、烘烤、等离子等处理的不良

现象种类

1.2 工

艺操作

1.2.1 能识别和区分离心设备、喷淋

设备、烘箱和等离子设备

1.2.2 能操作设备镀膜成品率在 98%

以上

1.2.3 能对二次镀膜产品进行治具更

换，外观良率达到 98.5%以上

1.2.4 能对离心水洗和喷淋水洗的水

质进行 PH 值和电阻率检测，检测精准

度达到 100%

1.2.5 能根据工艺要求，对烘箱和等

离子设备冲入相应气体

1.2.6 能对处理后的产品进行登记和

标识

1.2.1 离心设备、喷淋设备、烘箱

和等离子设备的基础知识

1.2.2 离心设备、喷淋设备、烘箱

和等离子设备的操作规范

1.2.3 镀膜相关治具的更换规范

1.2.4 水质 PH 值和电阻率检测仪

器使用标准书

1.2.5 烘箱和等离子设备冲入相

应气体的操作手法

1.2.6 产品登记的流程和标识的

规范

2.

工艺

调试

及膜

层加

工

2.1 工

艺调试

2.1.1 能读懂产品的图纸规格；

2.1.2 能根据产品的光学性能标准对

产品进行膜层厚度的拟合；

2.1.3 能对镀膜机的膜系控制软件参

数进行设定；

2.1.4 能按作业标准书操作检测设备，

完成对产品特性的测试，如反射率、透

过率、硬度等；

2.1.5 能根据产品的光学性能测试结

果. 进行膜堆拟合结果，结合成膜设备

的误差值进行实际膜层厚度的调试；

2.1.1 图纸规格的识读方法

2.1.2 膜层厚度拟合规范

2.1.3 膜系控制软件参数的基础

知识及设定要求

2.1.4 产品特性检测设备操作标

准

2.1.5 膜堆拟合操作规范和膜层

厚度调试标准



2.2 膜

层加工

2.2.1 能认识镀膜机的各部件，了解

其作用

2.2.2 能识读镀膜加工的作业流程指

导书，并在其指导下完成机台镀膜作

业；

2.2.3 能发现镀膜过程中常见的异

常，并进行简单的处理；

2.2.4 能对设备进行日常的维护和点

检；

2.2.5 能通过异常现象,追溯不良产品

信息进行产品隔离处理；

2.2.1 镀膜机台的基础知识

2.2.2 镀膜加工作业流程的识读方

法

2.2.3 镀膜膜层异常知识

2.2.4 常见异常的处理工艺

2.2.4 设备维护和点检知识

3.

膜层

品质

检测

及后

处理

3.1 产

品检验

3.1.1 能操作光学显微镜，调整倍率

和光强检测

3.1.2 能区别白点、脱膜点、脏污、

擦伤等常见外观不良，错检率低于 1%，

漏检率低于 2%

3.1.3 能记录产品检验良率和外观不

良项目

3.1.1 光学显微镜的作业标准

3.1.2 白点、脱膜点、脏污、擦伤

检验方法

3.1.3 检验良率统计规范

3.2 产

品后处理

3.2.1 能挑选擦伤、脱膜点的不良品，

不良品进行整理归档

3.2.2 能对白点不良产品进行离心喷

淋水洗处理，处理合格率 90%

3.2.3 能对脏污不良产品进行擦拭处

理，擦拭合格率 85%

3.2.4 能对镀膜产品进行捆包处理，

捆包大小高度达到标准

3.2.1 不良品的整理归档规范

3.2.2 离心喷淋水洗作业标准

3.2.3 不良品擦拭处理标准

3.2.4 产品捆包作业标准

4.

设备

维护

与保

养

4.1 设

备维护

4.1.1 能对电子枪进行打磨、配件更

换，更换后异常率低于 1%

4.1.2 能对坩埚、蒸发舟配件进行打

磨清洁，无膜层结块

4.1.3 能对晶振底座进行打磨，进行

晶振片更换，更换检测合格率 100%

4.1.1 电子枪、晶振底座的维护标

准

4.1.2 坩埚、蒸发舟配件清洁标准

4.1.3 晶振片、电子枪配件更换标

准

4.2 设

备保养

4.2.1 能按作业标准对操作设备进行

护板更换，更换后无擦板不良

4.2.2 能按作业标准对操作设备进行

清洁保养，保养后外观良率达到 98%

4.2.1 操作设备护板保养标准

4.2.2 操作设备的清洁保养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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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镀膜

前准

备及

处理

1.1 处

理 工 艺

识别

1.1.1 能区别涂墨、浸染、酸蚀等处理

工艺的特点

1.1.2 能识别涂墨、浸染、酸蚀等处理

工艺的不良现象，如溢膜、腐蚀、变色；

1.1.1 涂墨、浸染、酸蚀等处理

的工艺原理

1.1.2 涂墨、浸染、酸蚀等处理

的不良现象种类

1.2

工艺操

作

1.2.1 能识别和区分墨水、浸染液、酸

碱液的差异，正确率达 100%

1.2.2 能操作搅拌设备，设备故障率低

于 1%

1.2.3 能对墨水、浸染液和酸碱液的组

成成型识别

1.2.4 能根据工艺设定和槽体容积，进

行溶液调配，调配合格率达到 98%

1.2.5 能对调配溶液进行 PH 值、浓度、

密度检测，检测精准度达到 100%

1.2.6 能对产品厚度、颜色、通透度进

行检测

1.2.1 墨水、浸染液、酸碱液差异

的识别和区分方法

1.2.2 搅拌设备的使用规范

1.2.3 墨水、浸染液和酸碱液组

成的基础知识

1.2.4 溶液的调配要求

1.2.5 溶液 PH 值、浓度、密度的

检测方法

1.2.6 产品厚度、颜色、通透度

的检测标准

2.

工艺

调试

及膜

层加

工

2.1 工

艺调试

2.1.1 能操作膜层加工设计软件，根据

产品的标准曲线进行膜堆结构的设计；

2.1.2 能根据工艺特性对机台的扇架的

均匀性进行调试；

2.1.3 能根据图纸的环境测试要求，对

产品工艺进行信赖性的评估；

2.1.1 膜堆结构设计方法

2.1.2 机台扇架均匀性的调试规

范

2.1.3 信赖性评估技术

2.2 膜

层加工

2.2.1 能根据机台监控结果，如：温度、

气体流量、电子枪光斑形状等，进行机台

参数的优化；

2.2.2 能对生产过程的常见异常进行调

查分析，并快速对异常产品进行处理；

2.2.3 能对实际工艺和机台进行满罩率

评估，并对影响机台均匀性参数进行确认

调整；

2.2.1 机台参数优化方法

2.2.2 常见异常调查分析、异常

处理能力

2.2.3 镀膜可行性评估报告

3.

膜层

品质

检测

及后

处理

3.1 产

品检验

3.1.1 能操作分光检测设备测试 AR 膜

反射率、透过率、校准，检测合格率 100%

3.1.2 能识别镀膜产品膜色，区分和封

样品不一致的不良现象，漏检率低于 1%

3.1.3 能记录反射率、透过率数据，判

断产品合格率，错检率为 0%

3.1.4 能识读镀膜产品的各项分光特性

的规格要求

3.1.5 能识别反射率超出规格的不良，

3.1.1 分光检测设备测试方法

3.1.2 膜色检验标准规范

3.1.3 反射率、透过率数据识读方

法

3.1.4 各项分光特性的规格要求

3.1.5 反射率的标准规格



识别率 100%

3.2 产

品 后 处

理

3.2.1 能对 AR 膜反射率和透过率异常

进行反馈登记，产品挑选隔离，不良流出

0%

3.2.2 能对膜色异常产品进行返修，返

修后膜色合格率 95%

3.2.3 能对反射率和透过率隔离产品进

行判断并返修，返修合格率 95%
3.2.4 能识别膜色易变色产品，进行防

潮放置

3.2.1 反射率和透过率的异常识

别

3.2.2 异常产品的返修方法

3.2.3 隔离产品的判定标准

3.2.4 防潮放置处理工艺

4.

设备

维护

与保

养

4.1 设

备维护

4.1.1 能对镀膜设备出现的漏气不良进

行检漏及维护

4.1.2 能对电子枪配电柜进行光斑调

整，调整后光斑居中

4.1.1 镀膜设备的检漏方法

4.1.2 电子枪光斑调整要求

4.2 设

备保养

4.2.1 能对离子源等精密配件进行喷砂

保养，配件无变形

4.2.2 能对加热丝进行拆装保养，保养

后升温正常

4.2.1 精密配件喷砂保养知识

4.2.2 加热丝拆装保养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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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镀膜

前准

备及

处理

1.1处理

工艺识别

1.1.1 能区别喷涂加硬、旋涂加硬等处

理工艺的特点

1.1.2 能识别喷涂加硬、旋涂加硬等处

理工艺的不良现象，如鼓泡、脱落、散

射；

1.1.3 能根据产品需求，制定离心水

洗、喷淋水洗、治具更换、烘烤、Plasma

工艺

1.1.1 喷涂加硬、旋涂加硬等处

理工艺的特点

1.1.2 喷涂加硬、旋涂加硬等处

理的工艺原理；

1.1.3 离心水洗、喷淋水洗、治

具更换、烘烤、Plasma 工艺的设定

规范

1.2 工

艺操作

1.2.1 能识别和区分加硬液的组成部

分，正确率达 100%

1.2.2 能正确操作混合设备线体，设备

故障率低于 1%

1.2.3 能根据工艺需求和槽体容积，

进行溶液调配，调配合格率达到 100%

1.2.4 能对调配溶液进行PH值、粘度、

光泽度检测，检测精准度达到 100%

1.2.5 能对加硬产品厚度、颜色、通透

度进行检测

1.2.1 加硬液的组成知识

1.2.2 混合设备线体的操作方法

1.2.3 工艺需求

1.2.4 溶液粘度、光泽度检测方

法



2.

工艺

调试

及膜

层加

工

2.1工艺

调试

2.1.1 能根据产品的光学性能管控标

准，进行产品标准曲线的设定

2.1.2 能根据膜层信赖性的需求，结合

工艺设定标准，进行产品工艺参数设计

及工艺流程制定

2.1.3 能对产品性能参数进行数据分

析，明确产品加工的难点和管控重点，

形成相应的产品生产管控方案

2.1.1 光学性能管控标准

2.1.2 产品标准曲线的设定标准

2.1.3 产品工艺流程制定和产品

生产管控方案书写规范

2.2膜层

加工

2.2.1 能制定镀膜相关设备的硬件保

养流程，并制定相应的作业标准和点检

标准

2.2.2 能根据设计的标准曲线及管控

方案，分析膜层加工的可行性

2.2.3 能对生产过程的异常进行理论

分析，并制定相应的防呆措施，形成报

告文件，经验措施的横向推广

2.2.1 镀膜设备的硬件保养知识

2.2.2 膜层加工可行性分析方法

2.2.3 异常的理论分析要求

3.

膜层

品质

检测

及后

处理

3.1产品

检验

3.1.1 能调试自动外观检查设备，故障

率低于 0.5%

3.1.2 能操作自动外观检查设备，错检

率和漏检率都低于 0.5%

3.1.3 能识别膜裂、翘曲、固定伤等膜

层缺陷，检出率 98%；

3.1.4 能操作金相显微镜，测算不良尺

寸，准确度 100%

3.1.1 自动外观检查设备调试标准

3.1.2 自动外观检查设备的操作方

法

3.1.3 膜裂、翘曲、固定伤等膜层

缺陷的判定条件

3.1.4 金相显微镜的使用方法

3.2产品

后处理

3.2.1 能对外观机检测不良品进行复

判，复判错检率 0%

3.2.2 能对金相检测的不良尺寸进行

返修，返修合格率 100%

3.2.3 能对膜裂、翘曲、固定伤不良进

行烘烤处理，确认验证程度

3.2.1 不良品复判规范

3.2.2 不良尺寸的返修方法

3.2.3 烘烤处理工艺

4.

设备

维护

与保

4.1设备

维护

4.1.1 能对清洁处理、性能处理等设备

出现的故障问题进行维护，输出维护报

告

4.1.2 能对镀膜设备进行工件盘维护

4.1.1 设备故障维护的要求

4.1.2 工件盘维护更换方法



养 更换，机构运转正常无异响

4.2设备

保养

4.2.1 能对镀膜设备进行油泵系统保

养，保养后无漏油

4.2.2 能对镀膜设备进行分子泵系统

保养，保养后平衡度达到 100%

4.2.3 能对水反应设备进行水路保养，

保养后电阻率达到 17MΩ

4.2.1 油泵系统保养基础知识

4.2.2 分子泵系统保养基础知识

4.2.3 水反应设备水路保养基础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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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镀膜

前准

备及

处理

1.1处理

工艺识别

1.1.1 能根据产品需求，制定对应涂墨、浸

染、酸蚀工艺

1.1.2 能根据处理的不良现象，对处理工艺

进行有效调整，调整后不良率下降 30%

1.1.1 涂墨、浸染、酸蚀

工艺制定原理

1.1.2 处理工艺的调整

规范

1.2 工

艺操作

1.2.1 能对离心水洗、喷淋水洗、治具更换、

烘烤、等离子设备进行优化，包括程序和载

具，使用效果提升

1.2.2 能对墨水、浸染液、酸碱液进行调配，

满足全新工艺要求；

1.2.3 能根据工艺需求，制定工艺作业标

准书，工艺类标准书 1 份以上

1.2.4 能对溶液调配作业事项进行细化，制

定配制作业标准书

1.2.1 离心水洗、喷淋水

洗、治具更换、烘烤、等

离子设备优化的方法

1.2.2 墨水、浸染液、酸

碱液的调配要求

1.2.3 工艺作业标准书

的制定规范

1.2.4 溶液配制作业的

相关知识

2.

工艺

调试

及膜

层加

工

2.1 工

艺调试

2.1.1 能根据产品的图纸需求，制定产品的

光学性能管控标准；

2.1.2 能结合产品结构和工艺信赖性能力，

制定产品工艺设定标准；

2.1.3 能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找出设计的敏

感点，提高膜层的光学和工艺设计稳定性；

2.1.1 光学性能管控标

准

2.1.2 产品工艺设定标

准

2.1.3 数据统计分析的

方法

2.2 镀

膜加工

2.2.1 能根据产品的光学性能管控标准和工

艺流程管控标准，进行镀膜标准可量产性评

估；

2.2.2 能对设备性能参数进行数据量化分

析，明确产品加工的难点和设备管控重点；

2.2.1 工艺流程管控标

准

2.2.2 性能参数数据量

化分析的方法

2.2.3 机台硬件性能管



2.2.3 能根据设备性能波动对产品的影响，

制定相应的机台硬件性能管控标准；

控标准

3.

膜层

品质

检测

及后

处理

3.1产品

检验

3.1.1 能识别白点、脏污、擦伤、脱膜点、

固定伤、膜裂、翘曲等外观不良，准确率 100%

3.1.2 能使用分光检测设备测试 IR 膜、高

反膜、偏光膜等反射率和透过率，准确率

100%；

3.1.3 能识别温湿循环、热冲击、冷热冲

击、高低温存储、盐雾、汗液、百格等信赖

性设备和作业的差异

3.1.4 能根据作业标准操作温湿循环、热

冲击、冷热冲击、高低温存储、盐雾、汗液、

百格等信赖性设备和作业，准确度 99%

3.1.1 白点、脏污、擦伤、

脱膜点、固定伤、膜裂、

翘曲等外观不良的识别方

法

3.1.2 分光检测设备测

试规范

3.1.3 温湿循环、热冲

击、冷热冲击、高低温存

储、盐雾、汗液、百格等

信赖性设备基础知识

3.1.4 温湿循环、热冲

击、冷热冲击、高低温存

储、盐雾、汗液、百格等

信赖性设备的操作规范

3.2产品

后处理

3.2.1 能根据信赖性结果，对膜裂、翘曲、

变色等不良的镀膜工艺进行调整，调整后合

格率 100%

3.2.2 能根据 IR 膜、高反膜、偏光膜等反

射率和透过率数据，进行离子刻蚀处理，处

理结果满足规格

3.2.3 能根据信赖性结果，对脱膜不良的

镀膜产品进行退膜重镀，重镀合格率 98%

3.2.1 膜裂、翘曲、变色

等不良的镀膜工艺原理

3.2.2 离子刻蚀工艺原

理

3.2.3 退膜工艺作业标

准

4.

设备

维护

与保

养

4.1设备

维护

4.1.1 能根据检测结果对分光检测设备进

行配件改造，检测误差低于 2%

4.1.2 能对镀膜设备的整体拆解搬迁安装，

安装后设备正常运转

4.1.3 能对处理设备制作改造图纸，配件改

造后达到改善效果

4.1.1 分光检测设备配

件改造要求

4.1.2 镀膜设备的拆解、

搬迁及安装方法

4.1.3 处理设备的图纸

改造要求

4.2设备

保养

4.2.1 能对分光检测设备进行维护保养，保

养后设备误差率低于 1%

4.2.2 能对射频源、光控设备进行清洁保

养，保养后特性异常率低于 1%

4.2.1 分光检测设备的

维护保养基础知识

4.2.2 射频源、光控设备

的清洁保养基础知识



5.

培训

与指

导

5.1人员

培训

5.1.1 能根据镀膜产品信息，制作产品作业

流程图，达到 1 份

5.1.2 能对初级、中级、高级工镀膜操作

类培训资料进行编辑和修订，编辑 1 篇以上

5.1.3 能根据培训资料对初级、中级、高

级工进行培训，资料培训参与度达 90%

5.1.4 能对初级、中级、高级工进行培训

计划制定，协助 1 名技能工等级提升

5.1.5 能对反馈的外观不良现象进行分

析，输出不良解析报告，1 份以上

5.1.1 产品作业流程图

5.1.2 操作类培训资料

的编辑和修订方法

5.1.3 培训的相关规范

5.1.4 培训计划的制定

要求

5.1.5 不良解析报告制

作要求

5.2 现

场工作指

导

5.2.1 能对初级、中级、高级工进行现场培

训，对镀膜设备和辅助设备进行操作指导，

达到 10H 课时培训

5.2.2 能指导初级、中级、高级工根据解析

思路和方法解析现场不良品，协助其输出不

良报告

5.2.1 现场培训的相关

知识

5.2.2 不良解析报告的

指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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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镀膜

前准

备及

处理

1.1处理

工艺识别

1.1.1 能根据产品需求，制定对应喷涂

工艺和设备

1.1.2 能分析鼓泡和脱落的产生机理，

对处理工艺和材料进行调整，调整后不良

率为 0%；

1.1.3 能根据产品发展需求，处理工艺

新开发达到 3 个以上

1.1.1 喷涂工艺和设备的

基础知识

1.1.2 鼓泡和脱落的产生

机理

1.1.3 处理工艺新开发的

规范

1.2 工

艺操作

1.2.1 能对喷淋加硬、旋涂加硬、气化

加硬等设备进行优化，包括程序和载具，

使用效果提升

1.2.2 能对加硬液和加硬清洗液进行调

配，满足全新工艺要求；

1.2.3 能根据工艺需求，制定工艺作业

标准书，工艺类标准书 5 份以上

1.2.4 能对溶液调配作业事项进行细

化，制定配制作业标准书，达到 5 份以上

1.2.1 喷淋加硬、旋涂加

硬、气化加硬等设备优化

的方法

1.2.2 加硬液和加硬清洗

液的调配要求

1.2.3 工艺作业标准书标

准

1.2.4 配制作业标准书

标准



2.

工艺

调试

及膜

层加

工

2.1工艺

调试

2.1.1 能根据目前工艺的优缺点，进行

调整改善，并进行新镀膜工艺开发及验

证；

2.1.2 能主导制定或改进现有的检测方

法或设备，形成产品的通用标准；

2.1.3 能从原理上分析并主导信赖性相

关镀膜工艺开发和升级，达到市场领先水

平；

2.1.4 能主导新材料的开发和评价工

作；

2.1.1 现有镀膜工艺的优

缺点

2.1.2 现有检测方法或设

备的特点

2.1.3 信赖性的原理

2.1.4 新材料的基础知

识

2.2膜层

加工

2.2.1 能根据产品镀膜设计需求，制定

现有镀膜设备硬件改善方案，提升膜层加

工能力；

2.2.2 能主导推动镀膜涉笔改造方案的

平行展开工作

2.2.3 能推进镀膜加工前沿技术的开

发，完成市场调研，定制实施方案并推进；

2.2.1 设备硬件改善方

案的制定方法

2.2.2 镀膜涉笔改造方

案的相关知识

2.2.3 镀膜加工前沿技

术的市场调研方法

3.

膜层

品质

检测

及后

处理

3.1产品

检验

3.1.1 能识别 FIB、SEM、XPS、雾度、

光泽度、FTIR 等膜层分析设备和作业的

运用差异

3.1.2 能根据作业标准操作 FIB、SEM、

XPS、雾度、光泽度、FTIR 等膜层分析

设备和作业，准确度 100%

3.1.3 能识别中厚、外径、面型、扣合、

应力等检测设备的运用原理和数据

3.1.1 FIB、SEM、XPS、

雾度、光泽度、FTIR 等膜

层分析设备的识别条件

3.1.2 FIB、SEM、XPS、

雾度、光泽度、FTIR 等膜

层分析设备和作业的操作

规范

3.1.3 中厚、外径、面型、

扣合、应力等检测设备的

运用原理

3.2产品

后处理

3.2.1 能根据 FIB、SEM、XPS、雾度、

光泽度、FTIR 等膜层分析结果，识别不

良机理

3.2.2 能根据中厚、外径、面型、扣合、

应力等检测数据，对产品进行回火处理

3.2.3 能根据不良机理，对镀膜材料和

工艺进行调整，调整后确认合格率 100%

3.2.1 不良机理的原理

3.2.2 回火处理工艺

3.2.3 镀膜材料和工艺

的调整方法

4.

设备

维护

与保

养

4.1设备

维护

4.1.1 能根据产品需求制定镀膜设备改

造方案，改造后达到均匀性达到 98%

4.1.2 能对设备反油现象进行腔体维

护，维护后无油性物质

4.1.3 能对镀膜程序进行维护更新，更

新后异常率 0%

4.1.1 镀膜设备的改造

规范

4.1.2 腔体维护标准

4.1.3 镀膜程序的维护

方法



4.2设备

保养

4.2.1 能对 SEM、XPS 检测设备进行维

护保养，保养后设备异物率低于 1%

4.2.2 能对信赖性设备进行清洁保养，

保养后特性变化率低于 2%

4.2.1 SEM、XPS 检测设

备维护保养的基础知识

4.2.2 信赖性设备清洁

保养的基础知识

5.

培训

与指

导

5.1人员

培训

5.1.1 能根据镀膜产品信息，制作产品

可行性分析报告，达到 1 份

5.1.2 能对初级、中级、高级工、技师

进行薄膜设计类培训资料进行编辑和修

订，编辑 1 篇以上

5.1.3 能根据培训资料对初级、中级、

高级工、技师进行培训，资料培训参与度

达 80%

5.1.4 能对反馈的特性和信赖性不良

现象进行分析，输出不良解析报告，1 份

以上

5.1.1 产品可行性分析

报告的制作标准

5.1.2 薄膜设计类培训

资料的编辑和修订方法

5.1.3 反馈的特性和信

赖性不良现象的分析要求

5.2 现

场工作指

导

5.2.1 能对初级、中级、高级工、技师

进行现场培训，对检测设备和分析设备进

行原理性指导，达到 5H 课时培训

5.2.2 能对技师就现场的特性和信赖性

不良进行镀膜履历分析指导，制定改善流

程文件

5.2.1 检测设备和分析

设备原理性指导的规范

5.2.2 镀膜履历分析的

指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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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20 15 10 5

相

关

知

识

要

求

镀膜前准备及处理 15 20 15 10 5

工艺调试及膜层加工 20 20 25 30 35

膜层品质检测及后处理 20 20 25 25 25

设备维护与保养 15 15 15 10 10

培训与指导 - - - 10 1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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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相

关

知

识

要

求

镀膜前准备及处理 30 25 20 15 10

工艺调试及膜层加工 20 20 30 35 40

膜层品质检测及后处理 25 30 30 30 25

设备维护与保养 25 25 20 10 10

培训与指导 - - - 10 1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