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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仿真技术（CAE流体分析师）

职业能力等级评价标准

（试行稿）
1 项目概况

1.1 项目名称

工程仿真技术（CAE流体分析师）。

1.2 项目定义

借助计算机辅助工程软件进行流体动力学仿真分析的技术人员。

1.3 能力等级

本项目共设三个等级，分别为：初级、中级、高级。

1.4 能力特征

具备流体力学相关理论基础、熟练使用 CAE 仿真软件；具备分析和解决具体工程问题

的能力；具有较强的学习、计算、逻辑思维及语言表达能力；具备项目管理能力、严谨

的工作态度和沟通和团队协作能力。

1.5 职业能力等级评价要求

1.5.1 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初级：

（1）累计从事相关职业工作 1年（含）以上；

（2）相关专业在校学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中级：

（1）取得本项目或相关职业初级评价证书（含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等）

后，累计从事相关职业工作 1年（含）以上。

（2）累计从事相关职业工作 3年（含）以上。

（3）研究生（或同等学力）及以上取得相关专业毕业证书。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高级：

（1）取得本项目或相关职业中级评价证书（含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等）

后，累计从事相关职业工作 3年（含）以上。

（2）累计从事相关职业工作 6年（含）以上。

（3）获得中级职业能力认证满 2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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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申报条件注释

（1）满足本项目高级别申报条件可申报本项目低级别。

（2）相关职业：仿真应用工程师、CAE 仿真工程师、流体仿真工程师、力学仿真工

程师类职业。

（3）相关专业：力学、机械设计、化学化工、汽车工程、土木、材料类等专业。

1.5.3 评价方式

本职业评价内容分为理论知识考试、操作技能考试和综合评审。理论知识考试以笔试

或机考方式为主，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掌握的理论基础知识及职业道德基本

知识；操作技能考试主要采用现场计算机操作方式为主，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

工作要求的技能水平；综合评审主要针对高级分析师，采取审阅申报材料、答辩等方式

对从业人员实际工作能力评价和审核。

理论知识考试、操作技能考试和综合能力评审均实行百分制。理论知识考试和操作技

能考试成绩皆达 60 分（含）以上者为合格，综合能力评审成绩达 60 分（含）以上者为

合格。

1.5.4 监考人员、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理论知识考试监考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20，且每个考场不少于 2 名监考人员；

操作技能考试监考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20，且每个考场不少于 2 名监考人员；理

论知识考试与操作技能考试考评人员为 3 名 （含）以上单数；综合评审人员为 3人

（含）以上单数。

1.5.5 评价时间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60 分钟，操作技能考试时间不少于 90 分钟，综合评审时间

不少于 30 分钟。

1.5.6 评价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或计算机机房进行；操作技能考试在具有计算机、网络、仿

真软件等软硬件设施完善的实训场所进行；综合评审在有多媒体设备配套的环境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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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要求

2.1 职业道德

（1）爱岗敬业，忠于本职工作，精诚团队协作；

（2）勤奋学习进取，精通专业技术，保证工作质量；

（3）礼貌待人，尊重客户， 热情服务，耐心周到；

（4）遵守标准与法规，遵守保密规定，保护知识产权；

（5）诚实守信、讲究信誉；

（6）遵纪守法，安全生产，遵守环保规定。

2.2 基础知识

2.2.1 流体力学基础知识

（1）流体静力学、流体运动学与流体动力学基础；

（2）可压缩与不可压缩流体；

（3）湍流理论基本原理；

（4）量纲分析与相似原理。

2.2.2 传热与传质基础知识

（1）热传导、热对流和热辐射的基础理论；

（2）稳态与非稳态导热；

（3）传质理论基础。

2.2.3 计算流体力学基础知识

（1）计算流体力学（CFD）的基本方程；

（2）流体力学基本方程的数学性质；

（3）流体有限元分析基础。

2.2.4 空气动力学基础知识

（1）可压缩空气动力学基本理论；

（2）正激波与斜激波；

（3）亚声速与超声速流动的基础知识。

2.2.5 仿真软件操作知识

（1）仿真软件环境配置及操作界面；

（2）几何模型前处理；

（3）网格模型划分；

（4）流体仿真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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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仿真后处理；

（6）流体仿真中的物理模型。

2.2.6 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标准

（1）《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法》相关知识；

（4）《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相关知识；

（5）《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相关知识；

（6）《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相关知识；

（7） GB（中国国家强制性标准）的相关知识；

（8） ISO(国际标准化组织）的相关知识；

（9）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信息技术领域国家标准相关知识。

3 工作要求

本标准对初级、中级、高级各级别的技能要求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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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初级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几何模

型前处理

1.1 几何

模型导入

1.2.1 能正确识别常见三维CAD文件

格式并导入；

1.2.2 能正确地设置导入参数，修正

导入过程中的错误。

1.1.1 仿真软件环境配置及操

作界面；

1.1.2 几何模型前处理。

1.2 模型

简化

1.2.1 能根据模型的特点和仿真需

求，裁剪和去除冗余部分；

1.2.2能根据模型的特点和仿真需求

简化模型。

1.2.1 仿真软件环境配置及操

作界面；

1.2.2 几何模型前处理。

1.3 流场

抽取

1.3.1 能通过布尔运算获取流体计算

区域；

1.3.2 能检查并修正流体计算区域模

型，确保计算区域不存在干涉现象。

1.3.1 仿真软件环境配置及操

作界面；

1.3.2 几何模型前处理。

2.网格模

型划分

2.1 网格

设定

2.1.1 能设置网格尺寸，局部加密网

格；

2.1.2 能使用仿真软件设定网格整体

参数和局部参数。

2.1.1 仿真软件环境配置及操

作界面；

2.1.1 流体有限元分析基础；

2.1.2 网格模型划分。

2.2 网格

生成

2.2.1 能对网格模型进行边界命名；

2.2.2 能使用仿真软件生成四面体网

格；

2.3.3 能划分边界层网格。

2.2.1 仿真软件环境配置及操

作界面；

2.2.2 流体有限元分析基础；

2.2.3 网格模型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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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网格

质量检查

2.3.1 能根据模型特征评估网格质

量；

2.3.2 能根据仿真需求提升网格质量

并优化网格数量。

2.3.1 仿真软件环境配置及操

作界面；

2.3.2 流体有限元分析基础；

2.3.3 几何模型前处理；

2.3.4 网格模型划分。

3.物理模

型设置

3.1 材料

属性定义

3.1.1能根据物理对象的材料和分析

需求选择合适的材料模型；

3.1.2能在仿真软件中修改材料属

性。

3.1.1仿真软件环境3.1.2配置

及操作界面

3.1.3流体仿真求解；

3.1.4流体有限元分析基础。

3.2 边界

条件定义

3.2.1 能在仿真软件中设置计算区域

条件；

3.2.2 能在仿真软件中设置边界条

件。

3.2.1仿真软件环境配置及操

作界面；

3.2.2流体仿真求解；

3.2.3流体有限元分析基础。

3.3 分析

模型选择

3.3.1 能根据分析需求设置热传导和

热对流模型；

3.3.2 能根据分析需求设置时均湍流

模型。

3.3.1 仿真软件环境配置及操

作界面；

3.3.2 流体仿真求解；

3.3.3 流体有限元分析基础；

3.3.4 流体仿真中的物理模

型。

4.求解计

算

4.1 求解

参数设置

4.1.1 能根据分析需求选择合理的求

解类型；

4.1.2 能根据计算资源，设置并行计

算参数。

4.1.1 仿真软件环境配置及操

作界面；

4.1.2 流体仿真求解；

4.1.3 计算流体力学基础知

识。

4.2 求解

过程查看

4.2.1 能实时查看计算进度、残差变

化、收敛情况等；

4.2.2 能查看中间结果，及时发现潜

在问题。

4.2.1 仿真软件环境配置及操

作界面；

4.2.2 流体仿真求解；

4.2.3 计算流体力学基础知

识。

5.结果后

处理

5.1 结果

处理

5.1.1 能使用后处理功能显示结果变

量；

5.1.2能使用后处理功能创建动画。

5.1.1 仿真软件环境配置及操

作界面；

5.1.2 仿真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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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数据

提取与统

计

5.2.1 能提取关键点或区域的数据，

进行定量分析；

5.2.2 能生成图表和曲线，展示变量

随时间、位置或其他参数的变化趋

势。

5.2.1 仿真软件环境配置及操

作界面；

5.2.2 仿真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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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级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仿真方案

分析

1.1 工程项

目分析

1.1.1 能制定流体分析项目的分析目

标，确定分析范围；

1.1.2 能识别分析模型的主要变量和

关键指标。

1.1.1 流体力学基础知识；

1.1.2 传热与传质基础知识；

1.1.3 计算流体力学基础知

识；

1.1.4 空气动力学基础知识；

1.1.5 仿真软件操作知识；

1.1.6 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标

准。

2.几何模型

前处理

2.1 几何模

型创建

2.1.1 能将二维图纸或概念转换为三

维几何模型；

2.1.2 能使用CAE软件创建三维几何模

型；

2.1.3 能利用创建参数化几何模型。

2.1.1 仿真软件环境配置及操

作界面；

2.1.2 几何模型前处理。

2.2 几何模

型导入

2.2.1 能正确识别常见三维CAD文件格

式并导入；

2.2.2 能正确地设置导入参数，修正

导入过程中的错误。

2.2.1 仿真软件环境配置及操

作界面；

2.2.2 几何模型前处理。

2.3 模型简

化

2.3.1 能根据模型的特点和仿真需

求，裁剪和去除冗余部分；

2.3.2 能根据模型的特点和仿真需求

简化模型。

2.3.1 仿真软件环境配置及操

作界面；

2.3.2 几何模型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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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流场抽

取

2.4.1 能通过布尔运算获取流体计算

区域；

2.4.2 能检查并修正流体计算区域模

型，确保计算区域不存在干涉现象。

2.4.1 仿真软件环境配置及操

作界面；

2.4.2 几何模型前处理。

3.网格模型

划分

3.1 网格类

型选择

3.1.1 能根据物理对象的流场特征和

分析目的选择合适的单元类型；

3.1.2 能区分三角形、四边形、四面

体、六面体、多面体等网格单元类型的

几何形状和适用范围。

3.1.1 仿真软件环境配置及操

作界面；

3.1.2 流体有限元分析基础；

3.1.3 网格模型划分。

3.2 网格设

定

3.2.1 能设置网格尺寸，局部加密网

格；

3.2.2 能使用仿真软件设定网格整体

参数和局部参数。

3.2.1 仿真软件环境配置及操

作界面；

3.2.2 流体有限元分析基础；

3.2.3 网格模型划分。

3.3 网格生

成

3.3.1 能对网格模型进行边界命名；

3.3.2 能使用仿真软件生成三角形、

四边形、四面体、六面体、多面体等类

型的网格文件；

3.3.3 能划分边界层网格。

3.3.1 仿真软件环境配置及操

作界面；

3.3.2 流体有限元分析基础；

3.3.3 网格模型划分。

3.4 网格质

量检查

3.4.1 能识别并修正网格扭曲、交叉

等异常状态；

3.4.2 能根据模型特征评估网格质

量；

3.4.3 能根据仿真需求提升网格质量

并优化网格数量。

3.4.1 仿真软件环境配置及操

作界面；

3.4.2 流体有限元分析基础；

3.4.3 几何模型前处理；

3.4.4 网格模型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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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物理模型

设置

4.1 材料属

性定义

4.1.1 能根据物理对象的材料和分析

需求选择合适的材料模型；

4.1.2 能在仿真软件中修改材料属

性。

4.1.1 仿真软件环境配置及操

作界面；

4.1.2 流体仿真求解；

4.1.3 流体有限元分析基础。

4.2 边界条

件定义

4.2.1 能在仿真软件中设置计算区域

条件；

4.2.2 能在仿真软件中设置边界条

件。

4.2.1 仿真软件环境配置及操

作界面；

4.2.2 流体仿真求解；

4.2.3 流体有限元分析基础。

4.3 分析模

型选择

4.3.1 能根据分析需求设置热传导和

热对流模型；

4.3.2 能根据分析需求设置时均湍流

模型。

4.3.3 能根据分析需求设置自由液面

多相流模型；

4.3.4 能根据分析需求设置颗粒多相

流模型；

4.3.5 能根据分析需求设置动网格模

型；

4.3.6 能根据分析需求设置组分扩散

模型。

4.3.1 仿真软件环境配置及操

作界面；

4.3.2 流体仿真求解；

4.3.3 流体有限元分析基础；

4.3.4 流体仿真中的物理模

型；

4.3.5 流体力学基础知识；

4.3.6 传热与传质基础知识；

4.3.7 计算流体力学基础知

识；

5.求解计算
5.1 求解参

数设置

5.1.1 能根据分析需求选择合理的求

解类型；

5.1.2 能在仿真软件中设置时间步

长、最大迭代次数、离散格式等求解参

数；

5.1.3 能根据计算资源，设置并行计

算参数。

5.1.1 仿真软件环境配置及操

作界面；

5.1.2 流体仿真求解；

5.1.3 计算流体力学基础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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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求解过

程查看

5.2.1 能实时查看计算进度、残差变

化、收敛情况等；

5.2.2 能实时查看错误或警告提示，

并理解这些信息，采取相应措施。

5.2.1 仿真软件环境配置及操

作界面；

5.2.2 流体仿真求解；

5.2.3 计算流体力学基础知

识。

5.3 求解过

程控制

5.3.1 能通过仿真软件启动、暂停、

终止、重启求解计算过程中的仿真任

务；

5.3.2 能调整时间步长、松弛因子、

库朗数等参数控制求解精度和稳定性。

5.3.1 仿真软件环境配置及操

作界面；

5.3.2 几何模型前处理；

5.3.3 网格模型划分；

5.3.4 流体仿真求解；

5.3.5 计算流体力学基础知

识。

6.结果后处

理

6.1 结果处

理

6.1.1 能使用后处理功能显示结果变

量；

6.1.2 能使用后处理功能创建动画。

6.1.1 仿真软件环境配置及操

作界面；

6.1.2 仿真后处理。

6.2 数据提

取与统计

6.2.1 能提取关键点或区域的数据，

进行定量分析；

6.2.2 能生成图表和曲线，展示变量

随时间、位置或其他参数的变化趋势。

6.2.1 仿真软件环境配置及操

作界面；

6.2.2 仿真后处理。

6.3 结果验

证

6.3.1 能验证模拟结果的物理及流体

力学合理性；

6.3.2 能根据模拟结果与实验数据进

行比较，验证模型的准确性。

6.3.1 流体力学基础知识；

6.3.2 传热与传质基础知识；

6.3.3 计算流体力学基础知

识；

6.3.4 空气动力学基础知识；

6.3.5 仿真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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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高级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仿真方案

分析

1.1 工程项

目分析

1.1.1 能制定流体分析项目的分析目

标，确定分析范围；

1.1.2 能识别分析模型的主要变量和

关键指标；

1.1.3 能系统规划仿真分析路线，并

优化与调整分析模型。

1.1.1 流体力学基础知识；

1.1.2 传热与传质基础知识；

1.1.3 计算流体力学基础知

识；

1.1.4 空气动力学基础知识；

1.1.5 仿真软件操作知识；

1.1.6 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标

准。

2.几何模型

前处理

2.1 几何模

型创建

2.1.1 能将二维图纸或概念转换为三

维几何模型；

2.1.2 能使用CAE软件创建三维几何模

型；

2.1.3 能利用创建参数化几何模型。

2.1.1 仿真软件环境配置及操

作界面；

2.1.2 几何模型前处理。

2.2 几何模

型导入

2.2.1 能正确识别常见三维CAD文件格

式并导入；

2.2.2 能正确地设置导入参数，修正

导入过程中的错误。

2.2.1 仿真软件环境配置及操

作界面；

2.2.2 几何模型前处理。

2.3 模型简

化

2.3.1 能根据模型的特点和仿真需

求，裁剪和去除冗余部分；

2.3.2 能根据模型的特点和仿真需求

简化模型。

2.3.1 仿真软件环境配置及操

作界面；

2.3.2 几何模型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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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流场抽

取

2.4.1 能通过布尔运算获取流体计算

区域；

2.4.2 能检查并修正流体计算区域模

型，确保计算区域不存在干涉现象。

2.4.1 仿真软件环境配置及操

作界面；

2.4.2 几何模型前处理。

3.网格模型

划分

3.1 网格类

型选择

3.1.1 能根据物理对象的流场特征和

分析目的选择合适的单元类型；

3.1.2 能区分三角形、四边形、四面

体、六面体、多面体等网格单元类型的

几何形状和适用范围；

3.1.3 能根据计算资源选择合适的单

元类型。

3.1.1 仿真软件环境配置及操

作界面；

3.1.2 流体有限元分析基础；

3.1.3 网格模型划分。

3.2 网格设

定

3.2.1 能设置网格尺寸，局部加密网

格；

3.2.2 能使用仿真软件设定网格整体

参数和局部参数。

3.2.1 仿真软件环境配置及操

作界面；

3.2.2 流体有限元分析基础；

3.2.3 网格模型划分。

3.3 网格生

成

3.3.1 能对网格模型进行边界命名；

3.3.2 能使用仿真软件生成三角形、

四边形、四面体、六面体、多面体等类

型的网格文件；

3.3.3 能划分边界层网格。

3.3.1 仿真软件环境配置及操

作界面；

3.3.2 流体有限元分析基础；

3.3.3 网格模型划分。

3.4 网格质

量检查

3.4.1 能识别并修正网格扭曲、交叉

等异常状态；

3.4.2 能根据模型特征评估网格质

量；

3.4.3 能根据仿真需求提升网格质量

并优化网格数量。

3.4.1 仿真软件环境配置及操

作界面；

3.4.2 流体有限元分析基础；

3.4.3 几何模型前处理；

3.4.4 网格模型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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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物理模型

设置

4.1 材料属

性定义

4.1.1 能根据物理对象的材料和分析

需求选择合适的材料模型；

4.1.2 能在仿真软件中修改材料属

性。

4.1.1 仿真软件环境配置及操

作界面；

4.1.2 流体仿真求解；

4.1.3 流体有限元分析基础。

4.2 边界条

件定义

4.2.1 能在仿真软件中设置计算区域

条件；

4.2.2 能在仿真软件中设置边界条

件。

4.2.1 仿真软件环境配置及操

作界面；

4.2.2 流体仿真求解；

4.2.3 流体有限元分析基础。

4.3 分析模

型选择

4.3.1 能根据分析需求设置热传导和

热对流模型；

4.3.2 能根据分析需求设置时均湍流

模型；

4.3.3 能根据分析需求设置自由液面

多相流模型；

4.3.4 能根据分析需求设置颗粒多相

流模型；

4.3.5 能根据分析需求设置动网格和

嵌套网格模型。

4.3.6 能根据分析需求设置组分扩散

模型；

4.3.7 能根据分析需求设置燃烧和化

学反应模型；

4.3.8 能根据分析需求设置旋转机械

模型；

4.3.9 能根据分析需求设置用户自定

义函数；

4.3.10 能根据分析需求设置流固耦合

模型；

4.3.11 能根据分析需求设置大涡模

拟。

4.3.1 仿真软件环境配置及操

作界面；

4.3.2 流体仿真求解；

4.3.3 流体有限元分析基础；

4.3.4 流体仿真中的物理模

型；

4.3.5 流体力学基础知识；

4.3.6 传热与传质基础知识；

4.3.7 计算流体力学基础知

识；

4.3.8 空气动力学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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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求解计算

5.1 求解参

数设置

5.1.1 能根据分析需求选择合理的求

解类型；

5.1.2 能在仿真软件中设置时间步

长、最大迭代次数、离散格式等求解参

数；

5.1.3 能根据计算资源，设置并行计

算参数。

5.1.1 仿真软件环境配置及操

作界面；

5.1.2 流体仿真求解；

5.1.3 计算流体力学基础知

识。

5.2 求解过

程查看

5.2.1 能实时查看计算进度、残差变

化、收敛情况等；

5.2.2 能实时查看错误或警告提示，

并理解这些信息，采取相应措施；

5.2.3 能查看中间结果，及时发现潜

在问题或调整分析策略；

5.2.4 能阅读和分析求解日志文件。

5.2.1 仿真软件环境配置及操

作界面；

5.2.2 流体仿真求解；

5.2.3 计算流体力学基础知

识。

5.3 求解过

程控制

5.3.1 能通过仿真软件启动、暂停、

终止、重启求解计算过程中的仿真任

务；

5.3.2 能调整时间步长、松弛因子、

库朗数等参数控制求解精度和稳定性；

5.3.3 能调整仿真过程中的参数来解

决不收敛问题；

5.3.4 能优化计算资源，提高求解过

程的计算效率和稳定性。

5.3.1 仿真软件环境配置及操

作界面；

5.3.2 几何模型前处理；

5.3.3 网格模型划分；

5.3.4 流体仿真求解；

5.3.5 计算流体力学基础知

识。

6.结果后处

理

6.1 结果处

理

6.1.1 能使用后处理功能显示结果变

量；

6.1.2 能使用后处理功能创建动画。

6.1.1 仿真软件环境配置及操

作界面；

6.1.2 仿真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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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数据提

取与统计

6.2.1 能提取关键点或区域的数据，

进行定量分析；

6.2.2 能生成图表和曲线，展示变量

随时间、位置或其他参数的变化趋势。

6.2.1 仿真软件环境配置及操

作界面；

6.2.2 仿真后处理。

6.3 结果验

证

6.3.1 能验证模拟结果的物理及力学

合理性；

6.3.2 能参照规范文件验证结果合理

性；

6.3.3 能判定分析结果中的异常值产

生原因；

6.3.1 能根据模拟结果与实验数据进

行比较，验证模型的准确性。

6.3.1 流体力学基础知识；

6.3.2 传热与传质基础知识；

6.3.3 计算流体力学基础知

识；

6.3.1 空气动力学基础知识；

6.3.2 仿真后处理。

6.4 结果反

馈

6.4.1 能评估模拟结果、分析模拟方

案、提出改进意见，提升性能或降低成

本；

6.4.2 能撰写包括项目分析目的、物

理模型、材料参数、边界条件、求解设

置、结果评定与总结、分析结论等内容

的仿真分析报告；

6.4.3 能根据仿真分析报告分析不同

工况下的性能差异，迭代设计方案。

6.4.1 流体力学基础知识；

6.4.2 传热与传质基础知识；

6.4.3 计算流体力学基础知

识；

6.4.4 空气动力学基础知识；

6.4.5 仿真软件操作知识；

6.4.6 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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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权重表

4.1 理论知识权重表

项目

技能等级

初级 中级 高级

（%） （%） （%）

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基本知识 5 5 5

职业守则 5 5 5

基础知识

流体力学基础知识 20 20 10

传热与传质基础知识 20 20 15

计算流体力学基础知识 10 15 15

空气动力学基础知识 10 10 10

仿真软件操作知识 30 20 20

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标准 - 5 20

合计 100 100 100

4.2 技能要求权重表

项目

技能等级

初级 中级 高级

（%） （%） （%）

技能要求

仿真方案制定 - 10 15

几何模型前处理 30 20 15

网格模型划分 30 20 15

物理模型设置 20 20 15

求解计算 10 15 20

结果后处理 10 15 20

合计 100 100 100

4.3 综合评审权重表

项目

技能等级

初级 中级 高级

（%） （%） （%）

技能要求

仿真方案制定 - - 15

几何模型前处理 - - 15

网格模型划分 - - 15

物理模型设置 - - 15

求解计算 - - 20

结果后处理 - - 20

合计 -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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