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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技术（注塑模具装调师） 

职业能力等级评价标准 

（试行稿） 

1 项目概况  

1.1 项目名称  

智能制造技术（注塑模具装调师）  

1.2 项目定义  

从事注塑模具的安装与调试、模具试配试模与修整、维护及优化的专业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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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备独立完成模具安装、调试和试模的能力；具备解读与分析模具装配图和工艺图的能

力；具备完成从模具安装到调试，再到试模整个过程的能力；具备识别并解决注塑过程中可

能出现模具的各种缺陷的能力；具备与模具设计师、工艺工程师、设备维修人员等沟通协作，

解决项目中的设计和制造问题的能力；具备制定合理的调试方案和工艺优化策略的能力；具

备注塑设备操作，注塑工艺，塑料材料相关知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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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专业大专以上院校在校学生或同等学力在职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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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年（含）以上；以及相关专业本科在校学生或同等学力在职技术人

员。  

（2）累计从事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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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学生或同等学力在职工

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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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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塑模具装调师、模具维修技师、注塑机调试员、模具装配工、模具维

护工程师、注塑工艺工程师等模具制造与调试相关职业。  

（3）相关专业：机械设计制造类：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智能制造工程技术、材料

成型及控制工程、机械设计与制造、数控技术、模具设计与制造、特种加工技术、增材制造

技术等；非金属材料类：材料工程技术、高分子材料智能制造技术、复合材料智能制造技术

等；自动化类：机电一体化技术等。 

1.5.3 评价方式  

职业能力等级评价考试包括理论知识、技能操作两个科目。  

理论知识考试以笔试为主，条件成熟时试点开展网络考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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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能操作考核主要采用现场操作、模拟操作、面试答辩等方式进行，主要考核从业人员

从事本职业应具备的技能水平。 

综合评审采取审阅申报材料、技术答辩方式进行全面评议和审查。理论知识考试和技能

操作考核均采用百分制，成绩达到 60分以上者为合格。  

1.5.4 监考人员、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理论知识考试和技能操作考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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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操作考核中考评人员为 3人以上单数。  

1.5.5 评价时间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90分钟；技能操作考核时间:初级不少于 120分钟，中级/高级

不少于 180分钟。  

1.5.6 评价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或标准联网多媒体计算机教室进行。  

技能操作考核所需设备：1）注塑模具装调设备：注塑机锁模部分、模具吊装设备、模具

加热与冷却设备；2）辅助设备：液压扳手、千分表、百分表、塞尺、计算机、打印机；3）其

他设备：监控器、测温仪、压力传感器、仿真装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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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要求  

2.1 职业道德  

（1）遵纪守法，爱岗敬业  

（2）精益求精，勇于创新  

（3）诚实守信，恪守职责  

（4）遵守规程，安全操作  

（5）认真严谨，忠于职守  

2.2 职业守则 

（1）专注专业，持续学习 

（2）勇于创新，严谨负责 

（3）客户至上，服务优质 

（4）遵规守纪，安全第一 

2.3 基础知识 

2.3.1 机械基础知识 

（1）三视图投影规律及长对正、高平齐、宽相等的绘制规则。 

（2）全剖视图、半剖视图、局部剖视图的适用场景与绘制方法。 

（3）不同种类金属材料如碳钢、合金钢、铝合金等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4）注塑模具的车、铣、钻、磨削的加工方法。 

（5）热塑性塑料或热固性塑料的注塑成型工艺。 

（6）基本尺寸、极限偏差、公差带等尺寸精度基础。 

（7）间隙配合、过渡配合、过盈配合的具体应用场景与极限偏差计算。 

（8）加热和冷却的方式改变金属材料的微观组织结构以达到改善材料性能的热处理工艺。 

（9）液压（油缸与比例/伺服阀等）执行器原理与选型应用知识。 

（10）气动（气缸与电磁阀等）执行器原理与选型应用知识。 

（11）组装技术、装配顺序、调试方法以及故障排查技巧。 

（12）质量控制工具如失效模式效应分析（FMEA）以及各种量具和检测仪器的使用方法。 

（13）划、锯、锉、钻等钳工基础知识。 

2.3.2 注塑模具基本知识  

（1）合模、注射、保压、冷却和开模顶出的注塑模具工作原理。 

（2）模架、成型部件、浇注系统、导向机构、顶出系统、冷却系统和排气系统等部分组

成注塑模具基本结构。 

（3）良好耐磨性、高强度和耐腐蚀性的注塑模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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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淬火、回火等用于提高模具硬度和耐用性，减少磨损，注塑模具热处理工艺。 

（5）注塑模具的安装装调方法。 

（6）注塑模具的日常维护与深度保养。 

（7）注塑模具的标准件及应用。 

（8）注塑模具的流道设计与浇口。 

（9）注塑模具冷却系统。 

（10）注塑模具的产品材料选择。 

2.3.3 模具安装存储与自动化知识 

（1）注塑模具与注塑机的安装固定方法。 

（2）注塑模具的转运与存储方法。 

（3）注塑生产的自动化与机器人应用。 

（4）注塑生产的能耗与环保。 

（5）注塑生产的安全管理。 

2.3.4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相关知识。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相关知识。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相关知识。 

（6）《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相关知识。 

（7）《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相关知识。 

（8）《塑料注射模模架技术条件》GB/T 12556 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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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要求  

本标准对初级、中级、高级各级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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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应的职业功能：注塑模具安装调试、注塑模具故障排除、注塑模具维护、培训与指导。 

3.1初级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注塑模

具安装调

试 

1.1模具检

查 

1.1.1 能识别模具表面的缺陷，如划痕、锈蚀、磨

损等。 

1.1.2 能检查模具分型面和浇注系统的清洁度清洁

标准，无残留塑料、无油污锈迹、无机械损伤。 

1.1.3能判断模具是否存在加工残留物（如碳化料、

脱模剂残留等）或机械损伤（如磨损、裂纹、开裂

等）。 

1.1.4 能确认模具标准件如螺钉、导柱、导套是否

齐全、安装到位。 

1.1.1 识别模具表面缺

陷的方法 

1.1.2模具清洁度标准 

1.1.3 模具零部件的配

合精度和间隙 

1.1.4 模具标准件的知

识 

1.1.5 注塑模具基本结

构 

1.2模具安

装调试 

1.2.1 能确保模具与设备模板的接触面平整，无夹

杂物或歪斜。 

1.2.2 能使用吊装设备将模具慢慢对准设备的固定

模板（定模）和动模板（动模）。 

1.2.3 能使用螺栓或夹具将模具牢固固定在设备模

板上，逐一检查紧固是否到位。 

1.2.4 能连接模具的冷却水管、气路、电加热器或

其他辅助设备接口，并确认连接牢固。 

1.2.1 注塑模具的固定

和动作 

1.2.2模架基本组成 

1.2.3 区分动定模的方

法 

1.2.4 导柱导套的作用

1.2.5 常见模仁结构及

相关部件 

1.2.6 模具浇注系统基

础 

1.2.7 模具顶出系统基

础 

1.2.8公差与配合知识 

2.注塑模

具故障排

除 

2.1故障识

别 

2.1.1 能识别常见模具故障和缺陷，如飞边、表面

划伤、缺料等。 

2.1.2 能识别模具动作异常，如顶出不平衡、导致

2.1.1 注塑模具合模力

的计算方法 

2.1.2 识别注塑模具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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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出机构回位延迟等。 气不良的方法 

2.1.3 识别注塑产品常

见表面缺陷的方法 

2.2故障排

除 

2.2.1 能按照故障操作手册，进行简单的模具故障

识别。 

2.2.2 能按照故障操作指导，进行简单的模具故障

排除。 

2.2.1故障操作手册 

3.注塑模

具维护 

3.1日常维

护 

3.1.1 能按照保养手册执行日常模具保养，如清洁

模具表面、润滑运动部件等。 

3.1.2 能在保养过程中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上报，并

记录故障现象。 

3.1.1模具清洁的方法 

3.1.2模具润滑的方法 

3.1.3 识别模具异常的

方法 

3.1.4 故障记录的原则

与方法 

3.2定期检

查 

3.2.1 能根据模具维护计划进行定期检查，包括模

具结构、运动部件、冷却系统等。 

3.2.2 能根据模具维护计划进行易损件的更换，如

顶针、弹簧、冷却水道密封圈等。 

3.2.1模具维护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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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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塑模

具安装调

试 

1.1模具检

查 

1.1.1 能识别更细微的缺陷，如模具表面的蚀纹、

麻点、抛光不良等。 

1.1.2 能进行模具的手动试模，检查开模、合模、

顶出等动作的顺畅度。 

1.1.1 模具材料的耐磨

性、韧性和抗腐蚀性的

知识 

1.2模具安

装调试 

1.2.1 能在低速试运行，观察模具开模与闭模是否

顺畅，正常表现：开模时模板匀速分离，无抖动或

异响；异常表现：开模初期卡顿，中段突然加速等。 

1.2.2 能检测试模产品的尺寸精度、外观质量和功

能是否符合产品图纸要求，并记录产品出现的缺

陷。 

1.2.1 塑料材料特性知

识 

1.2.2 识别模具开模与

闭模的方法 

1.2.3模具试模的方法 

2.注塑模

具故障排

除 

2.1故障识

别与排故 

2.1.1 能识别模具漏水、导柱磨损、移模不顺等故

障。 

2.1.2 能检测并清除冷却水道堵塞，使用化学清洗

剂或机械探针彻底疏通水路。 

2.1.1 模具导柱套润滑

方法 

2.1.2 清除模具冷却水

道堵塞的方法 

2.2故障排

除 

2.2.1 能处理模具漏水、导柱磨损、移模不顺等故

障。 

2.2.2 能进行模具局部修复，如抛光或局部补焊修

复划痕与刻蚀。 

2.2.1 模具水道修复的

方法 

2.2.2 模具流道和浇口

优化 

2.3维修计

划 

2.3.1能更换已磨损的滑块机构、倾斜顶针、气动/

液压顶出装置等。 

2.3.2能制定基础的模具维修计划，包括维修步骤、

所需材料和预计时间。 

2.3.1 识别模具常见故

障类型的方法（如磨

损、疲劳、腐蚀、变形、

开裂等，以及每种故障

产生的原因） 

2.3.2 故障诊断的方法

（包括外观检查、尺寸

测量、性能测试）  

3.注塑模

具维护 

3.1定期检

查 

3.1.1 能采用无损检测手段，如磁粉、超声等，排

查型腔、型芯及冷却通道的裂纹或疲劳损伤，防止

重大失效发生。 

3.1.1 模具的使用频率

和生产任务对保养计

划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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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能每季度或半年根据生产节奏开展一次深度

维护，包含拆解与功能检测。 

3.1.2 故障概率和风险

评估来调整保养计划 

3.2故障预

防 

3.2.1 能做到易损件进行预防性更换，减少故障发

生的概率。 

3.2.2能提出改进模具设计的建议。 

3.2.1 模具易损件失效

模式 

3.2.2 模具易损件平均

无 故 障 工 作 时 间

（MT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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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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塑模

具安装调

试 

1.1模具检

查 

1.1.1 能依据模具材料特性，评估表面处理质量对

模具寿命的影响。 

1.1.2具备对精密模具组件，如热流道系统、模芯、

型腔等，进行专业检测的能力。 

1.1.1 模具材料的金相

分析、硬度测试、应力

测试等检测方法 

1.1.2 材料寿命评估方

法和模具寿命延长策略 

1.2模具安

装调试 

1.2.1 能独立完成大型、精密、多腔模具的安装和

调试，并通过注塑机完成产品生产。 

1.2.2 能分析模具在试模过程中的异常现象，并快

速定位问题。 

1.2.1大型、精密、多腔

模具的安装和调试 

1.2.2模具制造工艺 

1.2.3 模具试模的方法 

2.注塑模

具故障排

除 

2.1故障识

别 

2.1.1 能辨别不易察觉的模具故障类别，如微小裂

纹、热处理不当导致的硬度不均匀、疲劳损伤等。 

2.1.2能识别模具故障类别属于哪类（如机械损伤、

表面处理失效等）。 

2.1.1模具故障类别 

2.2故障排

除 

2.2.1 能提出预防模具故障的措施，如无损检测、

高质量制造等。 

2.2.2能定期进行模具维护和检查，预防潜在故障。 

2.2.1 预防模具故障的

措施 

2.2.2无损检测技术 

3.注塑模

具维护 

3.1日常维

护 

3.1.1 能完成维护后，及时在维护记录表中录入传

感器曲线截图、检测报告、模具照片及故障案例，

确保全流程可追溯。 

3.1.2 能制定模具维护策略，包括预防性维护、定

期检查、故障排除等。 

3.1.1 维护记录表/维

护日志 

3.1.2模具维护策略 

3.2质量监

控 

3.2.1 能够根据产品缺陷，快速判断原因，并调整

模具。 

3.2.2 能执行作业流程，减少人为因素对产品质量

的影响。 

3.2.1作业流程 

4.培训与

指导 
4.1培训 

4.1.1能够编写模具使用维护的作业指导文件。 

4.1.2 能制定并培训其他人模具的日常检查和保养

计划。 

4.1.1有效沟通的方法 

4.1.2办公软件操作 

4.1.3 日常检查和保养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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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指导 

4.2.1 能指导初中级在模具使用后如何进行清理残

余塑胶材料。 

4.2.2能指导初中级在安装模具与调试模具。 

4.2.3 能指导初中级在模具存放前，进行防锈，润

滑处理。 

4.2.4能指导初中级模具调试工进行故障排除。 

4.2.1 培训与指导的方

法 

4.2.2模具清理的方法 

4.2.3 模具存放防锈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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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考核权重表  

4.1 理论知识权重表  

项目 

技能等级 

初级 中级 高级 

（%） （%） （%） 

基本要求 
职业道德 5 5 5 

基础知识 20 15 10 

相关知识 

注塑模具安装调试 35 20 15 

塑胶材料及注塑工艺知识 30 30 25 

注塑模具故障排除 10 30 35 

培训与指导 /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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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塑模具安装调试 40 30 20 

塑胶材料及注塑工艺知识 40 40 30 

注塑模具故障排除 20 30 40 

培训与指导 / / 10 

合计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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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录 

5.1 名词解释 

（1）FMEA是失效模式与影响分析即“潜在失效模式及后果分析”，或简称为 FMEA。FMEA

是在产品设计阶段和过程设计阶段，对构成产品的子系统、零件，对构成过程的各个工序逐

一进行分析，找出所有潜在的失效模式，并分析其可能的后果，从而预先采取必要的措施，

以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的一种系统化的活动。 

（2）MTBF（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即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是衡量一个产品（尤

其是电器产品）的可靠性指标。单位为“小时”。它反映了产品的时间质量，是体现产品在

规定时间内保持功能的一种能力。具体来说，是指相邻两次故障之间的平均工作时间，也称

为平均故障间隔。 

（3）PP聚丙烯（Polypropylene）是由丙烯单体通过加聚反应制成的半结晶的热塑性聚

合物。 

（4）PE聚乙烯（Polyethylene）是乙烯单体经聚合反应制得的一种热塑性树脂。 

（5）PS聚苯乙烯（Polystyrene）是无色透明的热塑性塑料，其中发泡聚苯乙烯俗称保

丽龙。 

（6）PC塑胶，聚碳酸酯（Polycarbonate），为非结晶性热塑性塑料。 

（7）PPS聚苯硫醚，是一种新型高性能热塑性树脂，具有机械强度高、耐高温、耐化学

药品性、难燃、热稳定性好、电性能优良等优点。 

（8）PEI 聚醚酰亚胺（Polyetherimide）是无定形聚醚酰亚胺所制造的超级工程塑料，

具有最佳的耐高温及尺寸稳定性，以及抗化学性、阻燃、电气性、高强度、高刚性等等。 

5.2 附加说明 

（1）标准中凡涉及特定相关品牌名称的表述，均可依据考试现场所配备设备的实际品牌

情况进行相应调整，确保内容与考场现有条件适配。 

（2）本标准中引用或参照的标准以当前执行版本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