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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为深入贯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改革完善技能人才评价制度的意见》

精神，规范疾病预防控制防疫人员的从业行为，引导职业教育培训工作方向，为

职业技能鉴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提供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结合我国新发突发传染病预防控制实际情况，充分考虑从业领域的发展需求及防

疫人员的规范操作需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有关专家制定了《防疫员国家

职业技能标准（2022 年版）》(以下简称《标准》)。

一、本《标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为依据，严格按照《国

家职业技能标准编制技术规程（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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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防疫员从业人员的职业活动内容进行细致描述，

对各等级从业人员的技能水平和理论水平进行了明确规定。

二、本《标准》依据有关规定将本职业分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

级/高级工、二级/技师和一级/高级技师五个等级，包括职业概况、基本要求、工

作要求、权重表和附录五个方面的内容。

三、本《标准》起草单位有：辽宁省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沈阳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河北医科大学、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沈阳市铁西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沈阳市苏家屯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要起草人有：赵东旭、蔡迎、罗

辑、孙百军、董桂华、康维钧、徐向东、李晓梅、李娟、张智、朱丽君、陈慧中、

吴旭、张岩、高冬梅、张化平、贾妮娜、刘晓丹、陈会杰、花蕾。

四、本《标准》审定单位有：北京围手术期医学研究会、北京石油化工大学、

山东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国网辽宁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中国医科大

学、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沈阳医学院、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沈阳市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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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审定人员有：陆琳、易久、刘学、赵林冰、杨建军、潘国

伟、赵卓、姚文清、段志文、王磊石、侯哲。

五、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得到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荣庆华、葛恒双、贾成千，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李安财、吴松、赵长文、

刘超群，辽宁省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姜旭、唐晓东、张建平、罗杰、王新宇、王

继军、王伟、李春泽、刘璕、王慧丽、张文超、崔丽喆，辽宁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李丹、费思平，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杨佐森、方兴，沈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苏立明、丛雪枫、吴泽明、亚云珠，河北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巩世剑、李聚

杰、龚军丽、刘杰、王俊恒，北京围手术期医学研究会陆琳，北京协和医学院冯

录召，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张朱佳子、赵丹、潘静彬，辽宁省医疗保障事务

服务中心叶放，沈阳市红十字会张春青,沈阳市沈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张建新，

沈阳市铁西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常春祥，沈阳市苏家屯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卿熙

文，沈阳医学院苏秋香，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郑亚君，沈阳市人力资源服务与

行政执法中心马江宏，鞍山市人力资源和就业服务中心朱刚，阜新市就业服务中

心范树军等专家以及现代职业教育研究院、河北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沈阳

预防医学会、河北省检验检疫学会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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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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员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2022 年版)

1.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防疫员

1.2 职业编码

4-14-04-01

1.3 职业定义

从事健康教育、疾病预防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对环境、场所、物

品进行有害微生物清除及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的公共卫生防控辅助人员。

1.4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共设五个等级，分别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

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

1.5 职业环境条件

室内、外，常温，潮湿，有毒有害。

1.6 职业能力特征

有较强的观察和理解、表达和交流能力；有一定的学习计算、组织协调、文

字图表的处理能力；四肢灵活，动作协调；听觉、视觉、色觉、嗅觉正常。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初中毕业（或相当文化程度）。

1.8 培训参考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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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学时，二级/技师 80 标准学时，一级/高级技师 80 标准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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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职业技能鉴定要求

1.9.1 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①工作 1 年(含)以上。

(2)经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并取得结业

证书。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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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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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中等职业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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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取得经评价论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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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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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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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相关职业：临床医师、公共卫生医师、全科医师、中医全科医师、疾病控制医师、健康教

育医师、社群健康助理员、卫生检疫人员、药学技术人员、乡村医生、公卫检验技师、消毒

技师、临床检验技师、医院感染控制员、护理人员、兽医兽药技术人员、有害生物防制员、

动物疫病防治员、动物检验检疫员、农产品食品检验员、生化检验员、化学检验员、药物检

验员、环境监测员、消毒员、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员、公共营养师、健康管理师、口腔医师等，

下同。

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见附录 5.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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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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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毕业证书(含尚

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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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

应届毕业生)。

(4)具有大专及以上非本专业且非相关专业毕业证书，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

职业工作 2 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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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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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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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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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鉴定方式

分为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以及综合评审。理论知识考试以笔试、机考等

方式为主，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掌握的基本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技

能考核主要采用现场操作、模拟操作、案例分析等方式进行，主要考核从业人员

③本专业或相关专业，见附录 5.2，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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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本职业应具备的技能水平；综合评审主要针对二级/技师和一级/高级技师，

通常采取审阅申报材料，答辩等方式进行全面评议和审查。

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和综合评审均实行百分制，成绩皆达 60 分(含)以上

者为合格。

1.9.3 监考人员、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理论知识考试中的监考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15，且每个考场不少于 2

名监考人员；技能考核中的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5，且考评人员为 3

人（含）以上单数；综合评审委员为 3 人（含）以上单数。

1.9.4 鉴定时间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90min，技能考核时间不少于 30min，综合评审时

间不少于 30min。

1.9.5 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或计算机教室进行；技能考核在工作现场或模拟现

场进行，应配备符合相应等级考核的设备和工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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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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2)爱岗敬业，具有高度的责任心。

(3)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

(4)坚持以预防为主的思想，把预防和控制疾病发生及传播、维护人民的健康

利益作为自己的职业责任。

(5)依法维护社会公共卫生秩序，依法维护公众和自身的权益。

(6)保护环境，降耗增效。

(7)具有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8)严格遵守保密制度。

2.2 基础知识

2.2.1 理论基础知识

(1)传染病流行病学知识。

(2)现场流行病学知识

(3)传染病防控知识。

(4)传染病的中医防治知识。

(5)卫生统计学知识

(6)公共场所的卫生知识。

(7)公共卫生监测知识。

(8)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知识。

(9)消毒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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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病原微生物及感染性疾病知识。

(11)安全防护知识。

(12)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知识。

(13)食源性疾病监测知识。

(14)卫生管理学知识。

(15)环境卫生学知识。

(16)健康教育学知识。

(17)社会医学知识。

2.2.2 技术基础知识

(1)个人防护要求。

(2)卫生处理方法。

(3)传染病防控措施。

(4)现场检测仪器的使用方法。

(5)食源性疾病防控措施。

(6)水污染防控措施。

(7)常用消毒剂的选择，现场消毒药物配制与器械使用方法。

(8)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技术。

(9)病媒生物孳生地清除和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的方法。

2.2.3 其他相关基础知识

(1) 心理健康知识。

(2) 医学伦理学知识。

2.2.4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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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相关知识。

(4)《中国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相关知识。

(5)《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相关知识。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相关知识。

(7)《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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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相关知识。

(11)《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相关知识。

(12)《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相关知识。

(13)《消毒管理办法》相关知识。

(14)《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名录》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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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作要求

本标准对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

技师的技能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的要求。

3.1 五级/初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健

康宣

教

1.1 日常宣教

1.1.1 能开展常见传染病预防控制知识宣

传和个人卫生宣教，能制作健康宣传栏，

协助组织健康宣教活动

1.1.2 能按要求收集、整理健康教育信息反

馈材料

1.1.1 健康教育宣传栏制作

方法

1.1.2 健康教育信息反馈、收

集注意事项

1.2 防疫宣教

1.2.1 能及时发布健康提示，科学指导人群

正确认识和预防疾病

1.2.2 能教授个人防护、预防性消毒等常见

传染病的基础防护知识

1.2.3 能告知人群出现相关疾病症状主动

就医流程和注意事项

1.2.1 科普宣传注意事项

1.2.2 常见传染病的预防控

制知识

2.传

染病

预防

控制

2.1 日常防疫

2.1.1 能对监测对象的个人信息、健康状

况等基本信息登记造册

2.1.2 能协助进行公共场所的基本卫生管

理，配发个人防护和消毒用品

2.1.1 健康监测登记造册方

法

2.1.2 公共场所基本卫生要

求

2.2 疫情防控

2.2.1 能发现并报告可疑的传染源

2.2.2 能配合开展病例流行病学调查和密

切接触者追查

2.2.3 能完成易感人群摸底登记

2.2.1 传染病的基本防控要

求

2.2.2 传染源及密切接触者

管理的基本要求

2.2.3 易感人群摸底登记的

方法

2.3 个人防护

2.3.1 能完成手卫生操作

2.3.2 能针对各类传染病特点完成口罩、手

套、护目镜、防护面屏、隔离衣、防水围

裙、防水鞋套和胶靴等个人防护用品的穿

脱操作

2.3.3 能指导非专业人员加强个人防护

2.3.1 手卫生操作流程

2.3.2 个人防护用品的使用

方法和注意事项

2.3.3 个人防护基本要求

2.4 消毒处理

2.4.1 能按要求准备消毒用具和器械及防

护用品，并配合开展消毒

2.4.2 能正确配制常用消毒剂，并记录消毒

实施过程

2.4.3 能对常用消毒用具和器械进行使用

及保养

2.4.1 常用消毒剂的种类

2.4.2 常用消毒剂的配制和

使用方法

2.4.3 常用消毒用具和器械

的使用及保养方法

2.5 应急处理
2.5.1 能协助储备防护物资

2.5.2 能协助设置办公场所应急区域

2.5.1 防护物资配置和保障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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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能协助实施隔离观察 2.5.2 办公场所应急区域设

置要求

2.5.3 隔离观察相关要求

3.病

媒生

物预

防控

制

3.1 病媒生物预

防控制准备

3.1.1 能进行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场所的环

境整治

3.1.2 能按要求准备常用药剂、用具和器械

3.1.1 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基

本知识

3.1.2 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常

用药剂、用具和器械使用知

识

3.1.3 常见病媒生物的孳生

特点及习性

3.2 病媒生物现

场预防控制

3.2.1 能进行常见药剂的配制

3.2.2 能操作常用预防控制器械

3.2.3 能按要求开展内、外环境的灭鼠、灭

蟑、灭蚊和灭蝇等工作

3.2.1 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常

见药剂配制方法

3.2.2 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常

用器械使用方法

3.2.3 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基

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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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四级/中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健

康宣

教

1.1 日常宣教

1.1.1 能落实健康教育计划，开展健康宣教

工作

1.1.2 能及时收集、整理、保管健康教育资

料，建立工作档案

1.1.1 常见传染病基本知识（传

染源、传播途径、防控方法）

1.1.2 个人卫生习惯知识

1.1.3 常规健康宣教相关知识

1.1.4 健康宣教档案管理要求

与方法

1.2 防疫宣教
1.2.1 能提供一对一防疫咨询服务

1.2.2 能开展心理疏导、情绪支持等

1.2.1 疫情的防疫宣教知识

1.2.2 防疫咨询技巧

1.2.3 心理疏导、情绪支持方法

2.传

染病

预防

控制

2.1 日常防疫

2.1.1 能发现发热、咳嗽、腹泻、皮疹、

黄疸、结膜红肿等常见传染病症状

2.1.2 能协助记录并及时报告可疑传染病

2.1.3 能开展公共场所中从业人员的卫生

管理

2.1.1 常用体温计的规范使用

方法

2.1.2 发热、咳嗽、腹泻、皮

疹、黄疸、结膜红肿等症状的

定义、临床表现

2.1.3 公共场所中从业人员的

卫生要求

2.2 疫情防控

2.2.1 能按照要求对传染源或可疑传染源

实施规范管理，落实隔离或医学观察各项

措施

2.2.2 能基于风险评价选择个人防护用品

2.2.3 能配合开展疫苗应急接种、查漏补

种等防疫措施

2.2.1 传染病流行病学调查基

本方法

2.2.2 传染病的个人防护等级

2.3 消毒处理

2.3.1 能核对并明确消毒的范围、对象和时

限

2.3.2 能判断各种消毒剂是否达标

2.3.3 能执行高温、压力、紫外线等常见的

物理消毒灭菌程序

2.3.4 能在相关部门或上级技术人员指导

下对公共场所进行卫生处理

2.3.1 干热灭菌器的原理、用

途、使用方法和维护方法

2.3.2 压力灭菌器的原理、用

途、使用方法和维护方法

2.3.3 紫外线消毒器械的原理、

用途、使用方法和维护方法

2.3.4 公共场所消毒规范

2.3.5 可疑污染场所消毒规范

2.3.6 物理消毒灭菌的消毒效

果监测方法

2.4 应急处理
2.4.1 能协助实行人员、区域交通管控措施

2.4.2 能协助传染病患者转诊

2.4.1 传染病病人、密切接触者

和健康危害暴露人员管理办法

2.4.2 实行区域交通管控措施

注意事项

2.4.3 实行人员进出管控措施

注意事项

3.食

源性

疾病

3.1 食品安全

管理

3.1.1 能进行食品生产许可证或食品经营

许可证的检查

3.1.2 能对食品生产、经营人员的健康证明

3.1.1 食品生产许可证或食品

经营许可证的相关要求

3.1.2 食品生产、经营人员的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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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

控制

进行检查 康证明要求

3.2 应急处理

3.2.1 能协助保护疑似食源性疾病事件现

场

3.2.2 能在有关部门或上级技术人员指导

下进行食品样品留样

3.2.1 食源性疾病事件现场保

护知识

3.2.2 食品样品留样知识

4.生

活饮

用水

污染

预防

控制

4.1 生活饮用

水卫生管理

4.1.1 能对生活饮用水的感官性状进行初

步判断

4.1.2 能协助建立生活饮用水卫生管理档

案

4.1.1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中

的感官性状指标

4.1.2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

理办法

4.2 应急处理

4.2.1 能在相关部门或上级技术人员指导

下进行生活饮用水采样

4.2.2 能在相关部门或上级技术人员指导

下进行生活饮用水消毒剂余量监测

4.2.1 生活饮用水采样方法

4.2.2 生活饮用水消毒剂余量

监测方法

5.病

媒生

物预

防控

制

5.1 病媒生物

预防控制准

备

5.1.1 能开展病媒生物本底资料调查

5.1.2 能执行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计划

5.1.3 能依据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目标选择

药剂、用具和器械

5.1.1 病媒生物本底资料调查

方法

5.1.2 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

计划执行的注意事项

5.1.3 病媒生物预防控制药剂、

用具和器械选择原则及方法

5.2 病媒生物

现场预防控

制

5.2.1 能根据病媒生物预防控制要求进行

个人防护

5.2.2 能绘制毒饵盒（站）放置分布图

5.2.3 能记录日常投入药剂与器具情况

5.2.4 能开展一般预防控制工作

5.2.1 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的个

人防护要求

5.2.2 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原理

5.2.3 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

措施和方法

5.2.4 预防控制药剂储存注意

事项

6.效

果评

价

6.1 防疫效果

评价

6.1.1 能协助评价日常防疫措施落实情况

6.1.2 能协助评价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6.1.1 日常防疫工作指标

6.1.2 疫情防控工作指标

6.2 宣教效果

评价

6.2.1 能协助开展日常健康宣教效果评价

工作

6.2.2 能协助开展防疫健康宣教效果评价

工作

6.2.1 日常健康宣教效果评价

方法与指标

6.2.2 防疫健康宣教效果评价

方法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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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三级/高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术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健

康宣

教

1.1 日常宣教

1.1.1 能编写防疫教育素材

1.1.2 能利用移动互联网、多媒体、主题讲

座等多种宣传渠道开展特定主题的宣传

活动

1.1.1 健康教育素材设计与基

本设备的使用方法

1.1.2 常规健康宣教计划、组

织等相关知识

1.2 疫情宣教

1.2.1 能科学指导人群正确认识和预防疾

病

1.2.2 对病例和密切接触者开展防疫知识

宣教

1.2.1 出现相关症状后的就诊

指引

1.2.2 病例、密切接触者管理

规范

2.传

染病

预防

控制

2.1 日常防疫

2.1.1 能开展公共场所人群的健康监测管

理

2.1.2 能对健康监测情况进行统计、总结和

报告

2.1.3 能发现并指导可疑传染病患者就诊

2.1.4 能开展公共场所环境、物表的卫生管

理

2.1.1 晨午检查、考勤登记制

度

2.1.2 数据分析方法和报告撰

写方法

2.1.3 常见传染病的诊断知识

2.1.4 公共场所基本卫生要求

2.2 疫情防控

2.2.1 能在公共场所配合开展传染源流行

病学调查和密切接触者追查

2.2.2 能汇总疫苗应急接种等防控措施开

展情况，配合评价完成质量

2.2.3 能计算个人防护用品的储备数量

2.2.1 传染病的报告方法和流

程

2.2.2 疫苗接种相关知识

2.2.3 信息统计和上报的基本

方法

2.3 消毒处理

2.3.1 疫情发生时能在相关部门指导下协

助对污染的室内空气、水质和土壤等环境

介质进行消毒

2.3.2 疫情发生时能在相关部门指导下协

助对患者血液、分泌物和呕吐物进行消毒

2.3.3 疫情发生时能在相关部门指导下协

助对污染的地面、墙壁、衣服、被褥等物

品进行消毒处理

2.3.4 疫情发生时能在相关部门指导下协

助对医疗废弃物进行消毒

2.3.1 疫源地各种污染对象的

常用消毒方法

2.3.2 污染的生物样品消毒方

法

2.3.3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

概念和种类

2.3.4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

病原体和感染途径

2.3.5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

消毒处理方法

2.3.6 医疗废弃物的分类和消

毒

2.3.7 疫源地消毒的注意事项

2.4 应急处理

2.4.1 能协助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2.4.2 能协助开展应急接种和预防性服药

2.4.3 能进行应急药品和防护用品分发

2.4.4 能协助采集患者或相关环境标本

2.4.5 能按要求保存和运送标本

2.4.1 传染病流行病学调查流

程

2.4.2 传染病流行病学调查规

范

2.4.3 传染病应急处理相关措

施和方法

2.4.4 标本的采集方法、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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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运送要求

3.食

源性

疾病

预防

控制

3.1 食品安全

管理

3.1.1 能确定食品样品留存范围、数量和期

限并组织实施

3.1.2 能协助开展日常食品安全检查

3.1.1 食品安全管理措施

3.1.2 食品安全日常检查要求

3.2 应急处理

3.2.1 能进行疑似食源性疾病事件报告

3.2.2 能协助进行疑似食源性疾病事件相

关样本的采集

3.2.3 能进行疑似食源性疾病事件的现场

样本保存

3.2.1 食源性疾病监测报告工

作规范

3.2.2 食品样本采样方法

3.2.3 食品生产加工环境样本

采样方法

3.2.4 食品从业人员生物样本

采样方法

3.2.5 食品样本保存知识

4.生

活饮

用水

污染

预防

控制

4.1 生活饮用

水卫生管理

4.1.1 能协助开展生活饮用水日常卫生检

查

4.1.2 能依据生活饮用水卫生管理制度做

好档案管理

4.1.1 生活饮用水日常检查要

求

4.1.2 生活饮用水卫生档案管

理要求

4.2 应急处理

4.2.1 能根据生活饮用水污染事件的性质

进行报告、疑点收集及样品采集

4.2.2 能根据生活饮用水污染事件的性质

进行消毒剂余量监测

4.2.1 生活饮用水污染事件报

告流程

4.2.2 生活饮用水污染事件疑

点收集方法

5.病

媒生

物预

防控

制

5.1 病媒生物

预防控制准备

5.1.1 能制定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计划

及相关制度

5.1.2 能进行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器械的保

养与维护

5.1.1 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

方案制定要求

5.1.2 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器械

的保养与维护方法

5.2 病媒生物

现场预防控制

5.2.1 能开展病媒生物物理/化学预防控制

或病媒生物综合预防控制措施

5.2.2 能对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效果进行评

价

5.2.1 病媒生物物理预防控制

措施

5.2.2 病媒生物化学预防控制

措施

5.2.3 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效果

评价方法

6.培

训指

导

6.1 理论培训

6.1.1能对四级/中级工及以下级别人员进

行传染病防控知识培训

6.1.2 能根据培训要求开展培训考核

6.1.1 组织特定人群开展培训

的基本方法

6.1.2 组织特定人群开展考核

的基本方法

6.2 技术指导

6.2.1能对四级/中级工及以下级别人员进

行基本卫生技能培训和指导

6.2.2 能根据培训要求开展技能考核

6.2.1 传染病预防、个人健康

防护等常用知识

6.2.2 组织特定人群实施教学

活动的方法

7.效

果评

价

7.1 防疫效果

评价

7.1.1 能检查健康监测、公共场所卫生管理

等日常防疫措施落实情况

7.1.2 能检查疫情报告、防控、消杀、预防

接种、宣教、服务等措施落实情况

7.1.1 疫情防控工作指标

7.1.2 防疫服务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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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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宣

教

1.1日常宣

教

1.1.1 能制定健康教育计划，组织健康宣教

工作

1.1.2 能组织主题宣传普及活动

1.1.3 能设计传染病相关健康教育宣传材料

1.1.1 健康宣教素材设计要求

1.2疫情宣

教

1.2.1 能开展疫情防控政策措施的解读和宣

传工作

1.2.2 能对疫情宣教需求进行调研，并提出

整改建议

1.2.1 传染病疫情防控策略、措施

1.2.2 疫情宣教需求调查与评价

方法

1.2.3 宣传工作要点与指标

2.传

染病

预防

控制

2.1日常防

疫

2.1.1 能协助开展传染病主动监测

2.1.2 能协助开展传染病流行情况统计分

析

2.1.3 能组织开展社区、学校、托幼、集体

单位的卫生健康活动，如群体性接种、集

体检测的组织协调等

2.1.1 传染病的临床、流行病学

等相关知识

2.1.2 传染病监测方案

2.1.3 病例主动监测和主动搜索

方法

2.1.4 信息收集、汇总和统计分

析方法

2.1.5 预防接种工作规范及相关

知识

2.2疫情防

控

2.2.1 能协助开展传染病病例的主动搜索，

发现报告疑似传染病病例

2.2.2 能协助开展传染病流行情况专项调

查

2.2.1 传染病病例主动搜索方法

2.2.2 传染源隔离的基本要求

2.2.3 传染病流行病学调查及调

查报告的撰写方法

2.3应急处

理

2.3.1 能协助开展传染病暴发疫情的调查处

理

2.3.2 能协助开展特定场所和被污染场所的

终末消毒

2.3.1 传染病暴发疫情处置流程

2.3.2 特定场所和被污染场所的

消毒措施

3.食

源性

疾病

预防

控制

3.1食品安

全管理

3.1.1 能初步制定食品安全管理方案

3.1.2 能建立食品安全管理档案

3.1.1 食品安全管理方案制定要

求

3.1.2 食品安全档案管理知识

3.2应急处

理

3.2.1 能协助进行疑似食源性疾病事件的调

查表填写

3.2.2 能协助疑似食源性疾病病人的转运和

就诊

3.2.1 食源性疾病暴发流行病学

调查表的填写方法

3.2.2 食源性疾病病人处置知识

4.生

活饮

用水

污染

预防

控制

4.1生活饮

用水卫生

管理

4.1.1 能初步制定生活饮用水卫生管理方案

4.1.2 能指导生活饮用水供水设施的清洗消

毒

4.1.1 生活饮用水卫生管理方案

制定要求

4.1.2 生活饮用水供水设施清洗

消毒方法

4.2应急处

理

4.2.1 能协助排查疑似生活饮用水污染事件

的原因

4.2.2 能协助进行疑似生活饮用水污染事件

的调查表填写

4.2.1 生活饮用水污染事件原因

排查知识

4.2.2 生活饮用水污染事件流行

病学调查表的填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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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培

训指

导

5.1理论培

训

5.1.1 能对三级/高级工及以下级别人员进

行传染病知识培训

5.1.2 能评价培训效果，优化培训案例

5.1.1 组织培训的基本方法

5.1.2 培训的技巧方法

5.2技术指

导

5.2.1 能开展个人技能培训和指导

5.2.2 能对技能水平进行考核

5.2.1 组织实施教学活动及开展

效果评价的方法

5.2.2 技能考核的方法

6.效

果评

价

6.1防疫效

果评价

6.1.1 能协助开展疫情传播风险评价

6.1.2 能协助开展疫情防控效果评价

6.1.1 疫情风险评价知识

6.1.2 疫情防疫效果评价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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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一级/高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健康

宣教

1.1 日常

宣教

1.1.1 能组织大型宣教活动

1.1.2 能优化宣教方案

1.1.1 大型宣教活动组织知识

1.1.2 宣教效果评价与改进方法

1.2 疫情宣

教

1.2.1 能制定疫情防控宣教策略

1.2.2 能对疫情防控宣教工作进行监督

1.2.1 疫情防控宣教策略

1.2.2 疫情防控宣教工作监督要

点

2.传染

病预

防控

制

2.1 日常防

疫

2.1.1 能开展传染病常规监测，发现薄弱

环节，提出防控建议

2.1.2 能参与传染病流行关键环节专项调

查研究

2.1.1 流行病学调查方法

2.1.2 预防接种效果评价方法

2.2 疫情防

控

2.2.1 能组织落实隔离传染源、应急接种

等防控措施

2.2.2 能协助开展风险评价，识别高风险

人群

2.2.3 能提出综合防控建议

2.2.4 能制订个人防护技能培训计划，编写

教案

2.2.1 工作方案撰写规范

2.2.2 传染病疫情综合分析方法

2.3 应急处

理

2. 3.1 能协助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并撰写初

始调查报告

2.3.2 能协助组织开展应急演练

2.3.1 传染病流行病学调查流程

2.3.2 传染病流行病学注意事项

3.食源

性疾

病预

防控

制

3.1 食品安

全管理

3.1.1 能制定本单位的食品安全管理办法

并监督落实

3.1.2 能识别食品安全风险

3.1.1 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要求

3.1.2 食品安全风险分析方法

3.2 应急处

理

3.2.1 能制定食源性疾病事件应急预案

3.2.2 能协助开展食源性疾病事件的流行

病学调查并撰写调查报告

3.2.3 能协助开展食源性疾病事件的应急

处理

3.2.1 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预案中食源性疾病知识

3.2.2 食源性疾病暴发流行病学调

查及报告撰写方法

3.2.3 食源性疾病暴发应急处理流

程

4.生活

饮用

水污

染预

防控

制

4.1 生活饮

用水卫生

管理

4.1.1 能制定本单位的生活饮用水卫生管

理办法并监督落实

4.1.2 能识别生活饮用水污染风险

4.1.1 生活饮用水管理制度要求

4.1.2 生活饮用水污染风险分析方

法

4.2 应急处

理

4.2.1 能制定生活饮用水污染事件应急预

案

4.2.2 能协助开展生活饮用水污染事件的

流行病学调查并撰写调查报告

4.2.3 能协助开展生活饮用水污染事件的

应急处理

4.2.1 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预案中生活饮用水污染事件知识

4.2.2 生活饮用水污染事件流行病

学调查及报告撰写方法

4.2.3 生活饮用水污染事件应急处

理流程

5.培训

指导

5.1 理论培

训

5.1.1 能制定防疫相关培训内容，编写培

训教案

5.1.2 能开展多种形式的防疫培训效果考

5.1.1 组织多种形式培训的方法

5.1.2 培训内容的制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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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评价培训效果

5.2 技术

指导

5.2.1 能协助制定个人技能评价指标与体

系，可进行调整

5.2.2 能对二级/技师及以下级别人员进行

技术指导

5.2.1 个人技能评价指标

5.2.2 技术指导方法

6.效果

评价

6.1 效果评

价

6.1.1 能协助组织、督导评价人员开展评价

6.1.2 能协助对评价实施方案进行持续改

进

6.1.1 评价体系基础知识

6.1.2 评价人员的组织与管理方

法

6.1.3 评价实施方案的改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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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权重表

4.1 理论知识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五级/

初级工

（%）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基本

要求

职业道德 5 5 5 5 5

基础知识 30 20 15 10 5

相关

知识

要求

健康宣教 10 15 15 20 15

传染病预防控制 40 20 20 20 20

病媒生物预防控制 15 15 10 - -

食源性疾病预防控制 - 10 15 15 15

生活饮用水污染预防控制 - 10 10 10 15

培训指导 - - 5 15 15

效果评价 - 5 5 5 1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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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技能要求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五级/

初级工

（%）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技

能

要

求

健康宣教 20 15 10 15 15

传染病预防控制 50 30 30 30 30

病媒生物预防控制 30 15 15 - -

食源性疾病预防控制 - 15 15 15 15

生活饮用水污染预防控制 - 20 20 15 15

培训指导 - - 5 20 20

效果评价 - 5 5 5 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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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附录

5.1 中等职业院校专业目录中的本专业或相关专业

专业类 专业名称

护理类 护理

健康管理与促进类 营养与保健

医学技术类

医学检验技术

医学生物技术

医学影像技术

中医药类

中医

中医护理

中药

藏医医疗与藏药

维医医疗与维药

蒙医医疗与蒙药

中医康复保健

药品与医疗器械类

药品生产技术

生物制药技术

化学制药技术

公共卫生与卫生管理类
卫生信息管理

预防医学

畜牧业类 畜禽生产技术

环境保护类

生态环境保护

环境监测技术

环境治理技术

生物技术类 生物产品检验检测

化工技术类
化学工艺

分析检验技术

食品类
食品营养与健康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23

5.2 普通高校、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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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医学类 临床医学

护理类

护理

护理学

助产

医学技术类

医学检验技术

医学生物技术

医学影像技术

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

卫生检验与检疫

公共卫生与卫生管理类

预防医学

公共卫生管理

卫生监督

健康管理与促进类
健康管理

医学营养

农业类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植物保护与检疫技术

绿色食品生产与检验

畜牧业类

畜牧兽医

动物医学

动物药学

动物防疫与检疫

环境保护类
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

环境工程技术

生物技术类
生物产品检验检疫

化工生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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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生物技术

农业生物技术

食品生物技术

化工技术类 应用化工技术

5.3 培训教师要求

培训本职业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三级/高级工以上

技能等级证书或相关专业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培训本职业三级/高

级工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二级/技师以上技能等级证书或相关专业中级以上专业

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培训本职业二级/技师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一级/高级技师技

能等级证书或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培训本职业一级/高级技师

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一级/高级技师技能等级证书 2 年以上或相关专业高级专业

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