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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为规范从业者的从业行为，引导职业教育培训的方向，为职业技能鉴定提

供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客观

需要，立足培育消工匠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组

织有关专家，制定了《消毒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22年版）》（以下简称《标

准》）。

一、本《标准》严格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编制技术规程（2018 年版）》

有关要求，以“职业活动为导向、职业技能为核心”为指导思想，对消毒员从

业人员的职业活动内容进行规范细致描述，对各等级从业者的技能水平和理论

知识水平进行了明确规定。

二、本《标准》依据有关规定将本职业分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

级/高级工、二级/技师四个等级，包括职业概况、基本要求、工作要求和权重表

四个方面的内容。

三、本《标准》起草单位有：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制协会、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人民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河北医科大学、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协和医院、上海利康精准医疗技术有

限公司。主要起草人有：张流波、黄晓芸、佟颖、朱仁义、徐燕、魏秋华、康

维钧、李六亿、张青、卞雪莲。

四、本《标准》审定单位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解放军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市

西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制协会、吉林大学健康研究院、

现代职业教育研究院、北京围手术期医学研究会。审定人员有：姚楚水、黄清

臻、李新武、于礼、申同洋、田靓、崔树玉、孙启华、张军平、李凡、易久，

陆琳。

五、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得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

中心、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制协会、北京市朝阳区卫建功成职业培训学校等单

位，以及葛恒双、刘永澎、贾成千、王文龙、李炎、季恒清、姜洪荣、王劲等

有关专家的指导和大力支持，在此一并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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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标准》业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准，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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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员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2022 年版）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消毒员

1.2 职业编码

4-14-04-02

1.3 职业定义

从事消毒知识宣传、消毒药剂配制，对环境、场所、物品进行消毒和消毒

效果评价，及消毒设备保养、维护的公共卫生防控辅助人员。

1.4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共设四个等级，分别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

二级/技师。

1.5 职业环境条件

室内、外；常温、低温。

1.6 职业能力特征

身体健康，能进行正常交流和表述，色觉、嗅觉正常，肢体灵活、动作协

调。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初中毕业（或相当文化程度）。

1.8 培训参考学时

五级/初级工 120 标准学时，四级/中级工 120 标准学时，三级/高级工 100

标准学时，二级/技师 80 标准学时。

1.9 职业技能鉴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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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①工作 1 年（含）以上。

（2）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学徒期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 年（含）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6 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②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

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

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5 年（含）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10 年（含）以上。

（3）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等级证书），

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

业生）；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等级证书），

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

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4）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

①相关职业：临床和口腔医师、公共卫生与健康医师、医疗卫生技术人员、护理人员、其他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检验检疫工程技术人员、兽医兽药技术人员、有害生物防制员、环境

卫生服务人员、居民服务人员、健康服务人员、防疫员、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员、住宿服务

人员、畜禽饲养人员、水产养殖人员、水产品加工人员、动植物疫病防制人员，下同。

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见职业规范附录，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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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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 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等级证书）

的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专业工作 3 年（含）

以上；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

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 年（含）以上。

1.9.2 鉴定方式

分为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以及综合评审。理论知识考试采用闭卷笔试

方式或机考方式，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专业应掌握的基本要求和相关知识

要求；技能考核主要采用现场模拟操作和问答的方式进行，主要考核从业人员

从事本职业应具备的技能水平；综合评审主要针对技师，通常采取审阅申报材

料、答辩等方式进行全面评议和审查。

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和综合评审均实行百分制，成绩皆达 60 分（含）

及以上者为合格。

1.9.3 监考人员、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理论知识考试中的监考人员与考生配比为 1:15，且每个考场不少于 2 名监

考人员；技能考核中的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为 1:10，且考评员为 3 人（含）以

上单数；综合评审委员为 3 人（含）以上单数。

1.9.4 鉴定时间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60 min，技能考核时间不少于 30 min，综合评审

时间不少于 20 min。

1.9.5 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进行；技能考核在配有消毒器械、消毒剂、配制

器材、被消毒物样品、个人防护用品等必要设备、工具和材料的场所进行；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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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评审在配备多媒体设备的室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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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本要求

2.1 职业道德

2.1.1 职业道德基本知识

2.1.2 职业守则

（1）诚实守信，遵纪守法。

（2）爱岗敬业，忠于职守。

（3）规范操作，安全防护。

（4）认真负责，主动耐心。

（5）节约材料，保护环境。

2.2 基础知识

2.2.1 消毒基础知识

（1）消毒概要。

（2）消毒员职业特点。

（3）消毒及防护知识宣传。

2.2.2 预防医学基础知识

（1）微生物、病原微生物相关知识。

（2）传染病防控知识。

（3）流行病学知识。

（4）环境卫生学知识。

（5）卫生化学知识。

2.2.3 消毒剂

（1）消毒剂的种类、原理及用途。

（2）消毒液的配制。

（3）消毒剂使用注意事项。

2.2.4 消毒灭菌器械

（1）消毒灭菌器械的分类、原理及用途。

（2）常用消毒器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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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常用灭菌设备知识。

2.2.5 个人安全防护

（1）个人防护用品种类。

（2）职业暴露处理知识。

（3）应急及现场处置知识。

2.2.6 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知识。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知识。

（5）《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相关知识。

（6）《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相关知识。

（7）《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相关知识。

（8）《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相关知识。

（9）《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相关知识。

（10）《消毒管理办法》相关知识。

（11）《消毒服务机构卫生规范》相关知识。

（12）《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规定》相关知识。

（13）《进出境动物防疫消毒技术规范总则》相关知识。

（14）《国境口岸消毒技术规范总则》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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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要求

本标准对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的技能要求

和相关知识要求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的要求。

3.1 五级/初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消 毒

灭菌前

准备

1.1 个人防护与

拟消毒对象准备

1.1.1 能进行一级防护

1.1.2 能清洁拟消毒对象

1.1.3 能做好手卫生

1.1.1 一级防护的定义、要

求、防护用品的正确穿脱程

序和注意事项

1.1.2 清洁方法

1.1.3 手卫生要求及方法

1.2 消毒液配制

1.2.1 能识别常用化学消毒剂

1.2.2 能根据消毒液配制量计算

片剂消毒剂的用量

1.2.3 能根据消毒稀释液的配制

量计算一元液体消毒剂的用量

1.2.4 能用片剂消毒剂配制消毒

液

1.2.5 能用一元液体消毒剂配制

消毒液

1.2.6 能根据消毒面积或消毒对

象数量计算所需消毒液的配制量

1.2.1 化学消毒剂的定义、分

类、剂型

1.2.2 消毒液配制方法及注意

事项

1.2.3 消毒液配制常用工具

1.2.4 消毒液的浓度表示方法

2. 消 毒

灭菌实

施

2.1 消毒实施

2.1.1 能用浸泡法进行消毒

2.1.2 能用擦拭法、拖拭法进行

消毒

2.1.3 能用喷雾法进行消毒

2.1.4 能使用手动喷雾器消毒

2.1.5 能使用消毒柜、紫外线消

毒灯进行消毒

2.1.6 能针对消毒剂对物品的危

害采取简单的防护措施

2.1.1 浸泡法的适用范围、操

作要求和注意事项

2.1.2 擦拭法、拖拭法的适用

范围、操作要求和注意事项

2.1.3 喷雾法的定义、适用范

围、操作要求和注意事项

2.1.4 手动喷雾器的适用范

围、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2.1.5 消毒柜的适用范围、使

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2.1.6 紫外线消毒灯的适用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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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2.1.7 消毒剂的危害及防护措

施

2.2 消毒后物品

处理

2.2.1 能对剩余消毒剂进行处理

2.2.2 能对消毒后物品表面残留

消毒剂进行处理

2.2.1 剩余消毒剂的处理方法

2.2.2 消毒后物品表面残留消

毒剂的处理方法

2.3 消毒记录

2.3.1 能记录消毒实施过程

2.3.2 能记录消毒物品发放、使

用情况

2.3.1 现场记录的内容

2.3.2 现场记录的注意事项

3. 消 毒

灭菌评

估

3.1 清洁效果评

估
能用目测法判定清洗效果

目测法的判定方法和判定标

准

3.2 消毒液浓度

测定
能用试纸测定消毒液浓度

试纸测定的原理、适用范

围、测定方法

4. 消 毒

灭菌设

备保养

维护

4.1 器械设备保

养

4.1.1 能对手动喷雾器进行组

装、拆卸、清洗、保养、存放

4.1.2 能对消毒柜、紫外线消毒

灯进行保养

4.1.1 手动喷雾器的基本结

构、工作原理、类型及保养

注意事项

4.1.2 消毒柜的基本结构、工

作原理、类型及保养注意事

项

4.1.3 紫外线消毒灯的基本结

构、工作原理、类型及辐照

强度要求、测定方法及保养

注意事项

4.2 器械设备维

护

4.2.1 能检查和排除手动喷雾器

使用过程中出现的漏水漏气、出

雾不良、流滴等故障

4.2.2 能检查排除紫外线灯使用

过程中出现的接触不良、灯管发

黑等故障

4.2.1 手动喷雾器故障排除知

识

4.2.2 紫外线消毒灯故障排除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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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四级/中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消 毒

灭菌前

准备

1.1 个人防护与

拟消毒对象准备

1.1.1 能进行二级防护

1.1.2 能根据消毒对象、环境选

择消毒方法

1.1.3 能在三级/高级工及以上级

别人员的指导下对特定环境进行

消毒准备

1.1.1 二级防护的定义、要求

1.1.2 二级防护用品的种类、

防护原理及正确穿脱程序和

注意事项

1.1.3 消毒方法选择的依据

1.2 消毒剂配制

1.2.1 能根据空间及容积计算消

毒液配制量

1.2.2 能根据消毒液配制量计算

粉剂消毒剂的用量

1.2.3 能用粉剂消毒剂配制消毒

液

1.2.4 能根据消毒液配制量计算

二元包装消毒剂的用量

1.2.5 能用二元包装消毒剂配制

消毒液

1.2.1 消毒容积和空间体积的

测量方法

1.2.2 天平的使用方法

1.2.3 二元包装消毒剂的定义

1.2.4 二元包装消毒剂配制方

法

1.2.5 二元包装消毒剂配制注

意事项

1.3 灭菌前准备
能将待灭菌物品装载入小型压力

蒸汽灭菌器
待灭菌物品的装载方法

2. 消 毒

灭菌实

施

2.1 消毒实施

2.1.1 能使用熏蒸法进行消毒

2.1.2 能操作电动喷雾器进行物

体表面消毒

2.1.3 能操作电动喷雾器进行空

气消毒

2.1.4 能操作空气消毒机进行消

毒

2.1.1 熏蒸法的定义、适用范

围、操作要点和注意事项

2.1.2 电动喷雾器的适用范

围、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2.1.3 空气消毒机的适用范

围、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2.2 灭菌实施
能操作小型压力蒸汽灭菌器进行

物品灭菌

小型压力蒸汽灭菌器的适用

范围、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2.3 消毒灭菌后

物品处理
能正确处理消毒后废弃物品

消毒后废弃物品的分类、包

装、运输等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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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消毒灭菌记

录

2.4.1 能对熏蒸消毒工作进行规

范记录

2.4.2 能对小型压力蒸汽灭菌工

作进行规范记录

2.4.1 熏蒸消毒记录要求

2.4.2 小型压力蒸汽灭菌记录

要求

3. 消 毒

灭菌评

估

3.1 清洁效果评

估

3.1.1 能用三磷酸腺苷（ATP）生

物荧光检测仪判定清洁效果

3.1.1ATP 生物荧光检测仪使

用方法

3.1.2 清洁效果判定标准

3.2 浓度测定
能用酒精计、余氯计等设备在消

毒现场进行快速测定

3.2.1 消毒剂浓度快速测定方

法

3.2.2 消毒现场常用快速测定

设备

3.2.3 消毒现场快速测定注意

事项

3.3 化学指示物

判定

3.3.1 能正确选择、使用化学指

示物

3.3.2 能进行小型压力蒸汽灭菌

器包内、包外化学指示物判读

3.3.3 能用灭菌过程验证装置

（PCD）进行小型压力蒸汽灭菌

的批量监测

3.3.1 化学指示物的定义、分

类

3.3.2 化学指示物的适用范围

3.3.3 化学指示物测试的方法

3.3.4 化学指示物测定的影响

因素及注意事项

3.4 生物指示物

判定

3.4.1 能正确选择、使用生物指

示物

3.4.2 能根据生物指示物颜色变

化对灭菌效果进行判定

3.4.1 生物指示物的定义

3.4.2 生物指示物的测试方法

3.4.3 生物指示物显示的意义

3.4.4 出现阳性结果的处理方

法

4. 消 毒

灭菌设

备保养

维护

4.1 器械设备保

养

4.1.1 能保养电动喷雾器

4.1.2 能保养空气消毒机

4.1.3 能保养小型压力蒸汽灭菌

器

4.1.1 电动喷雾器的基本结

构、工作原理、类型、清洗

及保养方法

4.1.2 空气消毒机的基本结

构、工作原理、类型、清洗

及保养方法

4.1.3 小型压力蒸汽灭菌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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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结构、工作原理、类

型、清洗及保养方法

4.2 器械设备维

护

能排除电动喷雾器使用过程中出

现的喷头堵塞、开关失灵等小故

障

电动喷雾器的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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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三级/高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消 毒

灭菌前

准备

1.1 个人防护与

消毒对象准备

1.1.1 能根据洪涝、地震等自然

灾害造成和可能造成的污染情况

选用消毒剂和消毒方法

1.1.2 能根据洪涝、地震等自然

灾害造成和可能造成的污染情况

制定消毒方案

1.1.3 能根据自然灾害造成的污

染情况选用防护用品

1.1.4 能指导四经/中级工及以下

级别人员进行消毒准备

1.1.1 自然灾害可能导致的传

染病

1.1.2 自然灾害发生后的应急

消毒方法及注意事项

1.2 消毒剂配制
1.2.1 能对消毒产品进行管理

1.2.2 能配制低温消毒剂

1.2.1 消毒产品管理方法

1.2.2 低温消毒剂的配制方法

2. 消 毒

灭菌实

施

2.1 消毒实施

2.1.1 能使用机动喷雾器消毒

2.1.2 能正确使用二氧化氯发生

器、臭氧消毒器、次氯酸钠发生

器、酸性电解水发生器进行消毒

2.1.1 机动喷雾器的适用范

围、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2.1.2 二氧化氯发生器的适用

范围、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2.1.3 臭氧消毒器的适用范

围、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2.1.4 次氯酸钠发生器的适用

范围、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2.1.5 酸性电解水发生器的适

用范围、使用方法及注意事

2.2 灭菌实施

2.2.1 能使用大型压力蒸汽灭菌

器灭菌

2.2.2 能使用过氧化氢气体等离

子体低温灭菌器灭菌

2.2.1 大型压力蒸汽灭菌器的

适用范围、使用方法及注意

事项

2.2.2 过氧化氢气体等离子体

低温灭菌器的适用范围、使

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2.3 消毒灭菌后

物品处理

2.3.1 能在二级/技师指导下对已

消毒环境和物品进行样品采集、

2.3.1 样品采集的准备

2.3.2 采样点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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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

2.3.2 能对灭菌后的物品进行灭

菌质量确认并保存

2.3.3 样品采集、保存方法及

注意事项

2.3.4 灭菌质量的确认方法

2.3.5 灭菌后物品的保存方法

2.4 消毒灭菌记

录

2.4.1 能对机动喷雾器、二氧化

氯发生器、臭氧消毒器、次氯酸

钠发生器、酸性电解水发生器消

毒工作进行规范记录

2.4.2 能对大型压力蒸汽灭菌

器、过氧化氢气体等离子体低温

灭菌器灭菌工作进行规范记录

2.4.1 二氧化氯发生器、臭氧

消毒器、次氯酸钠发生器、

酸性电解水发生器消毒工作

记录规范

2.4.2 大型压力蒸汽灭菌器、

过氧化氢气体等离子体低温

灭菌器灭菌记录工作规范

3. 消 毒

灭菌评

估

3.1 化学指示物

判定

3.1.1 能正确使用过氧化氢气体

等离子体低温灭菌器的化学指示

物进行灭菌过程监测和灭菌效果

评估

3.1.2 能正确使用报警装置

3.1.1 过氧化氢气体等离子体

低温灭菌器化学指示物的分

类、测试方法和注意事项

3.1.2 报警装置的使用、判读

方法和注意事项

3.2 生物指示物

判定

能根据过氧化氢气体等离子体低

温灭菌器生物指示物颜色变化对

灭菌效果进行评估

3.2.1 过氧化氢气体等离子体

低温灭菌器生物指示物的使

用方法、正确判读和注意事

项。

3.2.2 出现阳性结果的处理方

法

4. 消 毒

灭菌设

备保养

维护

4.1 器械设备保

养

4.1.1 能保养机动喷雾器

4.1.2 能保养二氧化氯发生器、

臭氧消毒器、次氯酸钠发生器、

酸性电解水发生器、大型压力蒸

汽灭菌器、过氧化氢气体等离子

体低温灭菌器

4.1.1 机动喷雾器的基本结

构、工作原理、类型及保养

方法

4.1.2 二氧化氯发生器的基本

结构、工作原理、类型及保

养方法

4.1.3 臭氧消毒器的基本结

构、工作原理、类型及保养

方法

4.1.4 次氯酸钠发生器的基本

结构、工作原理、类型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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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方法

4.1.5 酸性电解水发生器的基

本结构、工作原理、类型及

保养方法

4.1.6 大型压力蒸汽灭菌器的

基本结构、工作原理、类型

及保养方法

4.1.7 过氧化氢等离子体低温

灭菌器的基本结构、工作原

理、类型及保养方法

4.2 器械设备检

修

能排除机动喷雾器使用过程中出

现的油道堵塞、积碳、高压线老

化熔断等小故障

机动喷雾器的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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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二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消 毒

灭菌前

准备

1.1 个人防护与

消毒对象准备

1.1.1 能根据传染病疫情和消毒

对象选用消毒剂和消毒方法

1.1.2 能根据传染病疫情、消毒

对象和消毒过程评价制定消毒方

案

1.1.3 能选择消毒过程评价方法

1.1.4 能根据疫情及消毒因子选

择防护用品

1.1.5 能进行三级防护

1.1.1 传染病疫情的消毒方案

制定

1.1.2 疫源地消毒方案制定

1.1.3 消毒过程评价相关知识

1.1.4 三级防护的定义、要求

1.1.5 三级防护用品的正确穿

脱程序和注意事项

1.2 消毒剂配制

能根据污染的病原体种类和相关

标准、法规确定化学消毒剂的种

类及剂型

1.2.1 化学消毒剂消毒效果的

影响因素与使用注意事项

1.2.2 化学消毒剂的储存、运

输安全

2. 消 毒

灭菌实

施

2.1 消毒实施

2.1.1 能使用环氧乙烷、过氧乙

酸等消毒因子进行密闭空间消毒

2.1.2 能使用内镜清洗消毒机进

行消毒

2.1.1 使用环氧乙烷、过氧乙

酸等消毒因子进行空间消毒

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2.1.2 内镜清洗消毒机的基本

结构、类型及适用范围

2.1.3 内镜清洗消毒机的使用

方法及注意事项

2.2 灭菌实施

2.2.1 能使用环氧乙烷灭菌器灭

菌

2.2.2 能使用低温蒸汽甲醛灭菌

器灭菌

2.2.1 环氧乙烷灭菌器的基本

结构、类型及适用范围

2.2.2 环氧乙烷灭菌器的使用

方法及注意事项

2.2.3 低温蒸汽甲醛灭菌器的

基本结构、类型及适用范围

2.2.4 低温蒸汽甲醛灭菌器的

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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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消毒灭菌后

物品处理

能对已消毒环境、物品的采集样

品进行预处理并送检

样品预处理的方法和注意事

项

2.4 消毒灭菌记

录

2.4.1 能对疫点随时消毒和终末

消毒工作进行规范记录

2.4.2 能对内镜清洗消毒机消毒

工作进行规范记录

2.4.3 能对环氧乙烷灭菌器、低

温蒸汽甲醛灭菌器灭菌工作进行

规范记录

2.4.1 疫点随时消毒和终末消

毒工作记录规范

2.4.2 内镜清洗消毒机消毒工

作记录规范

2.4.3 环氧乙烷灭菌器、低温

蒸汽甲醛灭菌器灭菌工作记

录规范

3. 消 毒

灭菌评

估

3.1 泄露监测

3.1.1 能使用报警装置判定空气

中环氧乙烷浓度

3.1.2 能使用报警装置判定空气

中甲醛浓度

3.1.1 环氧乙烷的限量值、中

毒危害及急救措施

3.1.2 环氧乙烷报警装置的操

作要点和注意事项

3.1.3 甲醛的限量值、中毒危

害及急救措施

3.1.4 甲醛报警装置的使用、

判读方法和注意事项

3.2 化学指示物

判定

3.2.1 能用环氧乙烷灭菌器化学

指示物进行灭菌过程监测和灭菌

效果评估

3.2.2 能用低温蒸汽甲醛灭菌器

化学指示物进行灭菌过程监测和

灭菌效果评估

3.2.1 环氧乙烷灭菌器化学指

示物的原理、适用范围、操

作要点、注意事项及测定影

响因素

3.2.2 低温蒸汽甲醛灭菌器化

学指示物的原理、适用范

围、操作要点、注意事项及

测定影响因素

3.3 生物指示物

判定

3.3.1 能根据环氧乙烷灭菌器生

物指示物颜色变化对灭菌效果进

行监测

3.3.2 能根据低温蒸汽甲醛灭菌

器生物指示物颜色变化对灭菌效

果进行监测

3.3.1 环氧乙烷灭菌器生物指

示物的使用方法、判读方

法、注意事项及阳性结果处

理办法

3.3.2 低温蒸汽甲醛灭菌器生

物指示物的使用方法、判读

方法、注意事项及阳性结果

处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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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消 毒

灭菌设

备保养

维护

4.1 设备保养
能保养内镜清洗消毒机、环氧乙

烷灭菌器、低温蒸汽甲醛灭菌器

4.1.1 内镜清洗消毒机的清

洗、保养和维护方法

4.1.2 环氧乙烷灭菌器的保养

和维护方法

4.1.3 低温蒸汽甲醛灭菌器的

保养和维护方法

5. 培 训

指导

5.1 培训

5.1.1 能对三级/高级工及以下级

别人员进行技能培训

5.1.2 能制定培训计划、大纲

5.1.1 消毒技能培训内容和方

法

5.1.2 培训计划、大纲的制定

方法

5.2 指导

5.2.1 能对三级/高级工及以下级

别人员进行技术应用、现场操作

等方面的指导

5.2.2 能对消毒知识进行普及宣

传

5.2.1 技术应用、现场操作指

导要点

5.2.2 消毒宣传普及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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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权重表

4.1 理论知识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五级/

初级工

(%)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基本要求
职业道德 5 5 5 5

基础知识 40 35 30 20

相关知识

要求

消毒灭菌前准备 20 15 15 10

消毒灭菌实施 20 20 20 15

消毒灭菌评估 10 15 20 25

消毒灭菌设备保养

维护
5 10 10 15

培训指导 — — — 10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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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技能要求

消毒灭菌前准备 40 35 30 20

消毒灭菌实施 35 30 25 15

消毒灭菌评估 15 20 25 30

消毒灭菌设备保养

维护
10 15 20 20

培训指导 — — — 1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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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附录

技工院校专业目录中的本专业或相关专业

专业类 专业名称

服务类

物业管理

酒店管理

家政服务

护理

农业类

畜禽生产与疫病防治

畜牧兽医

水产养殖

农产品保鲜与加工

宠物医疗与护理

轻工类

食品加工与检验

粮食工程

食品营养与卫生

食品质量与安全

医药类

药物制剂

化学制药

生物制药

药物分析与检验

资源环境类 生态环境监测技术

环境管理

其他 环境保护与检测

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中的本专业或相关专业

专业类 专业名称

农林牧渔类

畜禽生产与疾病防治

畜牧兽医

宠物养护与经营

淡水养殖

海水生态养殖

农产品保鲜与加工

农产品营销与储运

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

农业与农村用水

农村环境监测

农产品质量检测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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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类 专业名称

资源环境类

环境监测技术

环境管理

环境治理技术

生态环境保护

应急管理与减灾技术

加工制造类
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

制冷和空调设备运行与维修

医疗设备安装与维护

轻纺食品类
食品生物工艺

民族风味食品加工技术

粮油储运与检验技术

医药卫生类

护理

农村医学

医学检验技术

药品食品检验

医学生物技术

制药技术

生物技术制药

药品食品检验

制药设备维修

卫生信息管理

生物药物检验

公共管理与服务类

物业管理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社区公共事务管理

社会保障事务

家政服务与管理

普通高等学校（专科）、高等职业教育学校专业目录中的本专业或相关专业

专业类 专业名称

农业类

植物保护与检疫技术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绿色食品生产与检验

农产品流通与管理

畜牧业类

畜牧兽医

动物医学

动物药学

动物防疫与检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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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类 专业名称

动物医学检验技术

宠物养护与训导

畜牧工程技术

畜牧业经济管理

渔业类

水产养殖技术

海洋渔业技术

水族科学与技术

水生动物医学

渔业经济管理

环境保护类

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

农村环境保护

室内环境检测与控制技术

环境工程技术

环境信息技术

污染修复与生态工程技术

清洁生产与减排技术

环境评价与咨询服务

安全类
安全健康与环保

职业卫生技术与管理

市政工程类
市政工程技术

环境卫生工程技术

房地产类 物业管理

水土保持与水环境类 水环境监测与治理

生物技术类

食品生物技术

化工生物技术

药品生物技术

农业生物技术

生物产品检验检疫

食品工业类

食品加工技术

食品质量与安全

食品贮运与营销

食品检测技术

食品营养与卫生

食品营养与检测

药品制造类

药品生产技术

兽药制药技术

药品质量与安全

制药设备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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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类 专业名称

食品药品管理类
药品经营与管理

药品服务与管理

粮食储检类 粮油储藏与检测技术

临床医学类
临床医学

口腔医学

护理类 护理

药学类 药学

医学技术类

医学检验技术

医学生物技术

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

公共卫生与卫生管理类

预防医学

公共卫生管理

卫生监督

卫生信息管理

公共事业类
社会工作

社区管理与服务

公共服务类 家政服务与管理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的本专业或相关专业

专业类 专业名称

化学类

化学

应用化学

化学生物学

生物科学类

生物科学

生物技术

生态学

整合科学

化工与制药类

制药工程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能源化学工程

化学工程与工业生物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工程

环境科学

环境生态工程

环保设备工程

资源环境科学

水质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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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类 专业名称

生物医学工程类
生物医学工程

临床工程技术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质量与安全

粮食工程

食品营养与检验教育

生物工程类
生物工程

生物制药

植物生产类
应用生物科学

菌物科学与工程

动物生产类
动物科学

经济动物学

动物医学类

动物医学

动物药学

动植物检疫

实验动物学

水产类

水产养殖类

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

水生动物医学

基础医学类

基础医学

生物医学

生物医学科学

临床医学类 临床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

预防医学

食品卫生与营养学

卫生监督

全球健康学

药学类

药学

药物制剂

药物分析

药物化学

药事管理

海洋药学

医学技术类

医学检验技术

医学实验技术

卫生检验与检疫

工商管理类 物业管理

农业经济管理类 农业经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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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类 专业名称

公共管理类 公共事业管理

公共管理类
城市管理

健康服务与管理

旅游管理类 酒店管理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1.2  职业编码
	1.3  职业定义
	1.4  职业技能等级
	1.5  职业环境条件
	1.6  职业能力特征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1.8  培训参考学时
	1.9.1  申报条件
	1.9.2  鉴定方式
	1.9.3  监考人员、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1.9.4  鉴定时间
	1.9.5  鉴定场所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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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基础知识
	2.2.1  消毒基础知识
	2.2.2  预防医学基础知识
	2.2.3  消毒剂
	2.2.4  消毒灭菌器械
	2.2.5  个人安全防护
	2.2.6  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
	3. 工作要求
	3.1  五级/初级工
	3.2  四级/中级工
	3.3  三级/高级工
	3.4  二级/技师
	4.  权重表
	4.1 理论知识权重表
	4.2技能要求权重表
	5.附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