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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井工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征求意见稿）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钻井工
①

1.2 职业编码

6-16-02-02

1.3 职业定义

操作石油钻机、钻井柴油机、钻井液固控、油套管等设备，进行石油、天然

气等资源钻井作业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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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高级技师。

石油钻井工、钻井液工、钻井柴油机工、钻井地质工设五个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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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套管操作工设三个等级，分别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

1.5 职业环境条件

室内、室外、常温情况下作业为主，部分工种（岗位）、部分时间处在噪声、

高温、高压、高处、粉尘、化学试剂、有毒有害、易燃易爆场所中作业。

1.6 职业能力特征

具有一定的学习、理解、分析和判断能力；能够独立思考和处置相关问题；

视力正常，具有基本的辨别颜色能力、识图能力和空间感知能力；肢体灵活自如，

无功能性肢体障碍。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

1.8 培训参考学时

①
本职业包含石油钻井工、钻井液工、钻井柴油机工、钻井地质工和油套管操作工五个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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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级/初级工不少于 40 标准学时，四级/中级工不少于 50 标准学时，三级/

高级工不少于 60 标准学时，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不少于 120 标准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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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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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本专业
③
或相关专业

④
毕业证书，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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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年（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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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年（含）以上。

（3）具有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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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年（含）以上。

（4）具有大专及以上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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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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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②
相关职业：石油勘探工、钻井协作工、油气水井测试工、天然气开采工、石油开采工、井下作业设备操

作维修工，下同。
③
本专业：石油工程、地质工程、钻井技术、石油与天然气开采、应用化学，下同。

④
相关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设备及自动化、机械设备维修与管理、自动化仪表及应用、工业

仪表及自动化、电子仪器及电气维修、地质学、热能机械、热能与动力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腐蚀与防

护、电子测量与仪器、油料质量与计量，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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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2）具有大专及以上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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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年（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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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大专及以上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

关职业二级/技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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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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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笔试等方式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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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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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职业特点、考核方式等因

素确定，且考评人员为 3人以上单数；综合评审委员为 3人以上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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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

工、三级/高级工不少于 90min，二级/技师不少于 120min，一级/高级技师不少

于 150min；综合评审不少于 15min。

1.9.5 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进行。技能考核在具有相应的设备、工具和安全设

施等较为完善的场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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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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奉献，心系石油。

（2）遵章守纪，诚实守信。

（3）敬业有为，忠于岗位。

（4）严谨务实，团结协作。

（5）三老四严，创造和谐。

（6）规范操作，安全至上。

（7）质量优先，环保先行。

（8）厉行节俭，提质增效。

（9）勤奋学习，勇于创新。

（10）精益求精，追求卓越。

2.2 基础知识

2.2.1 地质基础知识

（1）油气藏形成的地质要素及类型。

（2）油气生成及运移的必要条件及阶段划分方法。

（3）沉积相的概念、类型及特征。

（4）地下构造的概念、类型及要素。

（5）油气储层的类型、特征、评价方法及保护技术。

（6）储层岩石的物理性质。

2.2.2 钻井工程基础知识

（1）钻井的施工工序及各工序的主要内容。

（2）常用钻井设备、钻井工具的分类、结构、作用及特性。

（3）常用钻井材料的分类及性能。

（4）海洋钻井平台及其辅助设备的分类及作用（海上操作）
⑤
。

（5）钻井设备的组成及钻机的分类。

⑤
标注“（海上操作）”的部分为海上作业的从业人员同时需要掌握的内容，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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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钻井事故的分类、原因、危害及其处理方法。

2.2.3 机械制图基础知识

（1）投影的原理及基本要求。

（2）三视图的画法及要求。

（3）零件图的表达、识读方法及要求。

（4）装配图的表达、识读方法及要求。

2.2.4 金属材料及机械基础知识

（1）常用金属材料的分类、性能及应用范围。

（2）金属材料的热处理工艺.

（3）平面机构的分类、原理、特性及使用范围。

（4）传动系统的分类、原理、特性及构件的作用。

（5）机械零部件的分类、特性、润滑及密封方式。

2.2.5 电工基础知识

（1）电路的基本概念及基本定律。

（2）电动机的分类、结构及工作原理。

（3）常用电气设备的种类及应用范围

（4）安全用电的基本常识。

2.2.6 力学基础知识

（1）物体的物理性质、受力分析方法及运动规律。

（2）材料的强度、应力状态及基本变形。

（3）构件的受力分析、破坏规律及失效模式。

（4）热力系统、热力循环、热力学定律及热力平衡状态。

（5）流体的分类、性质、运动特性及水力计算方法。

2.2.7 化学基础知识

（1）物质的量、结构、化学反应及化合物。

（2）有机物的结构特点及主要化学性质。

（3）物质的组成、含量、及形态分析方法。

（4）胶体的性质、应用领域及制备方法。

2.2.8 计量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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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定计量单位的概念和内容。

（2）计量单位的换算方法。

（3）常见计量器具的分类及用途。

2.2.9 计算机应用基础知识

（1）计算机的硬件组成及操作系统。

（2）常用办公软件的使用方法。

（3）计算机网络介绍与设置方法。

（4）计算机病毒的防护要求。

2.2.10 专业基础知识（石油钻井工）

（1）钻井柴油机的组成及功用。

（2）钻井柴油机的工作原理。

（3）钻井柴油机使用的注意事项。

（4）钻井柴油机油料的分类、特性及使用要求。

2.2.11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相关规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相关规定。

（3）《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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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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钻井工

3.1.1 五级/初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操作

钻井设

备

1.1 使

用工具、

设备

1.1.1 能加注设备润滑脂

1.1.2 能使用 B 型大钳起

下钻

1.1.3 能丈量钻具长度

1.1.4 能测量钻井液密度

1.1.5 能测量钻井液黏度

1.1.6 能预处理钻井液

（海上操作）

1.1.7 能操作使用离心泵

供液（海上操作）

1.1.1 设备润滑脂的加注工具及其

使用方法

1.1.2 B 型大钳的使用方法及起下

钻的要求

1.1.3 丈量工具的种类及其使用方

法

1.1.4 钻井液密度、黏度与钻井的

关系

1.1.5 钻井液密度、黏度的测量方

法

1.1.6 钻井液预处理器的结构原理

及使用方法（海上操作）

1.1.7 离心泵的结构原理及操作方

法（海上操作）

1.2 施

工操作

1.2.1 能操作液气大钳起

下钻

1.2.2 能操作气动小绞车

起放钻具

1.2.3 能操作旋扣钳上卸

钻铤

1.2.4 能进行井口起下钻

操作

1.2.5 能进行井口下套管

操作

1.2.1 液气大钳的操作规程

1.2.2 气动小绞车的操作规程

1.2.3 旋扣钳的操作方法

1.2.4 井口起下钻、下套管的操作

方法及要求

2.管理

钻井设

备

2.1 检

查设备

2.1.1 能识读钻井仪表数

据

2.1.2 能检查绞车

2.1.3 能检查保养 B 型大

钳

2.1.4 能识别安全接头

2.1.5 能检查钻杆

2.1.6 能检查套管

2.1.7 能填写钻井工程班

报表

2.1.8 能填写设备运转记

2.1.1 钻井的常用仪表及其读数方

法

2.1.2 钻具的种类、使用要求及检

查方法

2.1.3 井口工具的种类、使用要求

及检查方法

2.1.4 绞车的检查方法及要求

2.1.5 B 型大钳检查保养的方法

2.1.6 安全接头的规格及识别方法

2.1.7 钻杆和套管的性能要求及检

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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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表 2.1.8 钻井工程报表的内容及填写

要求

2.1.9 设备运转记录填写的内容及

要求

2.2 井

控管理

2.2.1 能完成井控防喷演

习动作

2.2.2 能识别防喷器螺栓

2.2.3 能安装钻杆止回阀

2.2.1 井控设备的组成

2.2.2 岗位井控管理职责及防喷演

习动作要求

2.2.3 防喷器螺栓的规格及要求

2.2.4 钻杆止回阀的结构原理及安

装方法

3.维护

钻井设

备

3.1 拆

装、更换

部件

3.1.1 能拆解钻井 B 型大

钳

3.1.2 能更换卡瓦部件

3.1.3 能更换绞车链条

3.1.4 能更换钻井泵排水

阀座

3.1.5 能更换固控设备筛

布（海上操作）

3.1.1 钻井 B 型大钳的结构及拆解

方法

3.1.2 卡瓦的结构组成

3.1.3 卡瓦部件的更换方法及注意

事项

3.1.4 绞车链条的更换方法及要求

3.1.5 钻井泵排水阀座的更换方法

及要求

3.1.6 固控设备的组成（海上操作）

3.1.7 筛布的使用要求及更换方法

（海上操作）

3.2 保

养设备

3.2.1 能调节气动绞车刹

车

3.2.2 能维护保养管汇阀

门

3.2.3 能保养绞车

3.2.4 能保养液气大钳

3.2.5 能保养液压锚头

3.2.6 能维护空气管汇油

雾器（海上操作）

3.2.1 气动绞车刹车的调节方法及

注意事项

3.2.2 管汇阀门的维护保养方法及

要求

3.2.3 绞车保养的方法及要求

3.2.4 液气大钳保养的方法及要求

3.2.5 液压锚头保养的方法及要求

3.2.6 管汇空气油雾器的结构组成

及维护方法（海上操作）

4.安全

生产

4.1 安

全操作

4.1.1 能识别安全警示标

识

4.1.2 能报火警

4.1.3 能拨打急救电话

4.1.4 能使用消防器材扑

灭初起火灾

4.1.5 能对配电部位操作

进行防触电防护

4.1.6 能佩戴正压式空气

呼吸器

4.1.1 安全警示标识的图例

4.1.2 火灾现场的情况说明

4.1.3 人员受伤的类型及情况说明

4.1.4 消防器材的种类、适用范围

及使用方法

4.1.5 配电部位操作防触电的方法

4.1.6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的型号、

适用范围及佩戴方法

4.2 风

险辨识与

防控

4.2.1 能辨识生产操作过

程中的风险点源

4.2.2 能针对风险点源采

取防控措施

4.2.1 安全理念、要求和健康、安

全、环境（HSE）的管理制度

4.2.2 工程技术工用量具、设施设

备、工艺流程在不同环境场所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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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4.2.3 风险点源的辨识方法及防控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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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四级/中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操

作钻井

设备

1.1 使

用工具、

设备

1.1.1 能使用液压千斤顶支

撑重物

1.1.2 能使用液压拔缸器取

阀座

1.1.3 能使用液压工具上卸

扣

1.1.4 能使用锚道机起抛锚

（海上操作）

1.1.5 能使用排管装置排管

（海上操作）

1.1.6 能使用计量设备计量

供液（海上操作）

1.1.1 千斤顶的使用方法

1.1.2 液压拔缸器的使用方法及取

阀座的注意事项

1.1.3 液压工具的使用方法及上卸

扣的注意事项

1.1.4 锚道机的操作方法及起抛锚

的程序（海上操作）

1.1.5 排管装置的作用及使用方法

（海上操作）

1.1.6 钻井液计量设备的操作规程

（海上操作）

1.2 施

工操作

1.2.1 能操作钻井绞车起放

空游车

1.2.2 能操作液压盘刹进行

钻进、起下钻、下套管作业

1.2.3 能操作井口卡瓦起下

钻铤

1.2.4 能进行起下钻杆二层

平台作业

1.2.1 钻井绞车的操作方法及起放

空游车时的注意事项

1.2.2 液压盘刹的操作方法及施工

作业时的注意事项

1.2.3 卡瓦的操作方法及起下钻铤

时的注意事项

1.2.4 二层平台操作的方法及起下

钻杆时的注意事项

2.管

理钻井

设备

2.1 检

查设备

2.1.1 能进行钻井泵启动前

的检查

2.1.2 能识别常用接头

2.1.3 能识别常用下井工具

2.1.4 能检查保养转盘

2.1.5 能检查井架

2.1.6 能检查游动系统设备

2.1.7 能检查钻井管汇

2.1.1 钻井泵启动前检查的方法及

注意事项

2.1.2 常用接头的种类及识别方法

2.1.3 常用下井工具的种类、规格

及用途

2.1.4 转盘的检查保养方法及要求

2.1.5 井架安全检查的内容及要求

2.1.6 游动系统设备的检查方法及

要求

2.1.7 钻井管汇的使用要求及检查

方法

2.2 井

控管理

2.2.1 能操作节流管汇各阀

门至待命状态

2.2.2 能进行不同工况下的

关井操作

2.2.1 节流管汇各阀门操作至待命

状态的方法和要求

2.2.2 不同工况下的关井动作及要

求

3.维

护钻井

设备

3.1 拆

装、更换

部件

3.1.1 能更换铁钻工部件

3.1.2 能安装剪切销安全阀

3.1.3 能更换排管机牙板（海

上操作）

3.1.4 能安装排管机单根吊

3.1.1 铁钻工的结构原理

3.1.2 铁钻工部件的更换方法

3.1.3 剪切销安全阀的安装方法及

要求

3.1.4 排管机的结构及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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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总成（海上操作） （海上操作）

3.1.5 排管机牙板的更换方法（海

上操作）

3.1.6 排管机单根吊卡的结构（海

上操作）

3.1.7 排管机单根吊卡总成的安装

方法（海上操作）

3.2 保

养设备

3.2.1 能保养游车大钩

3.2.2 能维护钻井泵活塞缸

套

3.2.3 能设置计量泵管汇流

程（海上操作）

3.2.4 能保养排管机（海上操

作）

3.2.5 能维护锚道机（海上操

作）

3.2.1 游车大钩的保养方法

3.2.2 钻井泵活塞的维护方法及要

求

3.2.3 计量泵流程的设置方法及要

求（海上操作）

3.2.4 排管机的工作原理及保养方

法（海上操作）

3.2.5 锚道机的结构原理及维护方

法（海上操作）

4.安全

生产

4.1 安

全操作

4.1.1 能佩戴安全带登高作

业

4.1.2 能简单处置外伤

4.1.3 能现场救治中暑人员

4.1.1 安全带的规格、使用方法及

注意事项

4.1.2 高空作业的分级及注意事项

4.1.3 外伤的类型及包扎方法

4.1.4 中暑的救治方法

4.2 风

险辨识与

防控

4.2.1 能分析机械伤害典型

案例

4.2.2 能分析触电典型案例

4.2.3 能分析火灾典型案例

4.2.1 事件、事故的分类分级

4.2.2 典型事件、事故案例

4.2.3 机械伤害的定义、分类及产

生原因

4.2.4 触电的定义、分类及产生原

因

4.2.5 火灾的定义、分类及产生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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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三级/高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

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操

作钻井

设备

1.1 使

用工具、

设备

1.1.1 能使用游标卡尺测量

轴的直径

1.1.2 能使用内径百分表测

量轴承内径

1.1.3 能使用外径千分尺测

量工件直径

1.1.4 能使用水眼尺测量钻

头水眼

1.1.1 游标卡尺的使用方法

1.1.2 内径百分表的使用方法

1.1.3 外径千分尺的使用方法

1.1.4 钻头水眼的常见规格及测

量方法

1.2 施

工操作

1.2.1 能运转钻井泵供液

1.2.2 能使用螺杆钻具钻进

1.2.3 能设置循环系统作业

流程（海上操作）

1.2.4 能进行水上/水下井

口连接作业（海上操作）

1.2.5 能进行自升式钻井平

台冲桩作业（海上操作）

1.2.1 钻井泵的结构原理及作用

1.2.2 钻井泵的运转方法及供液

要求

1.2.3 螺杆钻具的结构原理及使

用方法

1.2.4 循环系统的作业流程及操

作要求（海上操作）

1.2.5 水上/水下井口连接作业的

操作程序及要求（海上操作）

1.2.6 自升式钻井平台冲桩作业

的操作程序及要求（海上操作）

2.管

理钻井

设备

2.1 检

查设备

2.1.1 能检查钻井泵润滑系

统

2.1.2 能检测钻井泵空气包

压力

2.1.3 能检查循环系统

2.1.4 能进行钻具管理

2.1.1 钻井泵润滑系统的构造及

检查方法

2.1.2 钻井泵空气包压力检测、调

节的方法

2.1.3 循环系统检查的方法及要

求

2.1.4 钻具管理的规定及要求

2.2 井

控管理

2.2.1 能在远程控制台上操

作实施关井

2.2.2 能进行司钻法压井

2.2.1 远程控制台上操作实施关

井的步骤和要求

2.2.2 司钻法压井的步骤及要求

3.维

护钻井

设备

3.1 拆

装、更换

部件

3.1.1 能更换钻井泵易损件

3.1.2 能组装钻机防碰气控

装置

3.1.3 能拆装继气器

3.1.4 能更换高低速气开关

3.1.5 能更换牙轮钻头水眼

3.1.6 能安装套管卡瓦

3.1.1 钻井泵的结构及易损件的

更换方法

3.1.2 钻机防碰气控装置的组装

方法和要求

3.1.3 继气器的拆装方法和要求

3.1.4 高低速气开关的种类及更

换方法

3.1.5 钻井常用钻头的类型及使

用要求

3.1.6 钻头水眼的更换方法和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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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套管卡瓦的安装方法及要

求

3.2 处

理故障

3.2.1 能组装螺旋卡瓦打捞

筒

3.2.2 能排除液气大钳故障

3.2.3 能排除盘刹液压系统

压力低的故障

3.2.4 能倒划眼

3.2.5 能排除排管机故障

（海上操作）

3.2.1 螺旋卡瓦打捞筒的组装方

法和要求

3.2.2 液气大钳的常见故障及排

除方法

3.2.3 盘刹液压系统压力低故障

的排除方法

3.2.4 倒划眼的方法及要求

3.2.5 排管机的常见故障及排除

方法（海上操作）

4.安全

生产

4.1 安

全操作

4.1.1 能进行心肺复苏

4.1.2 能使用气体检测仪检

测气体浓度

4.1.3 能进行压力容器操作

前的安全准备

4.1.1 心肺复苏的操作要点

4.1.2 气体检测仪的使用方法

4.1.3 有毒、有害及可燃气体的类

型和爆炸极限

4.1.4 压力容器操作前的安全要

求

4.2 风

险辨识

与防控

4.2.1 能处置机械伤害突发

事件

4.2.2 能处置触电突发事件

4.2.3 能处置火灾突发事件

4.2.1 机械伤害的防范措施及处

置方法

4.2.2 触电的防范措施及处置方

法

4.2.3 火灾的防范措施及处置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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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二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操

作钻井

设备

1.1 使

用工具、

设备

1.1.1 能使用电气焊设备

焊工件

1.1.2 能使用水准仪测量

基础水平

1.1.3 能对盲板钻孔、攻丝

1.1.4 能操作电子司钻系

统起下钻杆

1.1.5 能操作顶部驱动设

备上卸扣

1.1.6 能使用升沉补偿系

统稳定钻柱（海上操作）

1.1.1 电气焊设备的操作方法及注

意事项

1.1.2 水准仪的使用方法及测量基

础水平的要求

1.1.3 钻孔、攻丝的操作方法及要求

1.1.4 电子司钻系统的组成及操作

程序

1.1.5 顶部驱动系统的操作程序

1.1.6 钻井平台升沉补偿系统的结

构原理及使用方法（海上操作）

1.2 施

工操作

1.2.1 能操作刹把进行起

下钻

1.2.2 能操作刹把进行下

套管

1.2.3 能进行常规取心钻

进

1.2.4 能进行水下防喷器

起下（海上操作）

1.2.5 能进行完井充填作

业（海上操作）

1.2.6 能应急关断和解脱

（海上操作）

1.2.1 起下钻刹把操作的方法及注

意事项

1.2.2 下套管刹把操作的方法及注

意事项

1.2.3 常规取心工具的结构原理及

操作方法

1.2.4 水下防喷器的结构及起下操

作程序（海上操作）

1.2.5 完井的工艺及充填作业的要

求

1.2.6 应急关断和解脱的操作方法

（海上操作）

2.管

理钻井

设备

2.1 检

查设备

2.1.1 能检查储能器

2.1.2 能检查电子单点测

斜仪

2.1.3 能检查补偿系统

2.1.4 能检查钻井绞车控

制系统

2.1.5 能检查钻井仪表传

感器

2.1.6 能检查升降系统（海

上操作）

2.1.1 储能器的检测方法及要求

2.1.2 电子单点测斜仪的结构及检

查方法

2.1.3 补偿系统的结构及检查方法

2.1.4 钻井绞车控制系统的结构原

理及检查方法

2.1.5 钻井仪表传感器的结构及检

查方法

2.1.6 升降装置的结构及检查方法

（海上操作）

2.2 调

整设备

2.2.1 能调整钻井泵十字

头间隙

2.2.2 能调试钻井泵动力

端传动机构

2.2.3 能调整钻井仪表

2.2.1 钻井泵十字头间隙的检查调

整方法

2.2.2 钻井泵检测的技术要求

2.2.3 钻井泵动力端传动机构的调

试方法和要求

2.2.4 钻井仪表的使用要求及调整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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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维

护钻井

设备

3.1 拆

装、更换

部件

3.1.1 能安装顶驱装置

3.1.2 能安装校正转盘

3.1.3 能更换水龙头下机

油密封

3.1.4 能安装取心钻头岩

心爪

3.1.1 顶驱装置的安装方法及要求

3.1.2 转盘的安装调试方法及要求

3.1.3 水龙头的结构及下机油密封

的更换方法

3.1.4 取心工具的结构及取心钻头

岩心爪的安装方法

3.2 处

理事故

3.2.1 能排除套管动力钳

钳头不转的故障

3.2.2 能进行井眼堵漏

3.2.3 能确定卡点

3.2.4 能注解卡剂

3.2.5 能处理砂桥卡钻

3.2.6 能处理缩径卡钻

3.2.7 能处理键槽卡钻

3.2.1 套管动力钳钳头不转故障的

原因及排除方法

3.2.2 井眼堵漏的处理方法

3.2.3 卡点深度的计算方法

3.2.4 解卡剂的加注方法及注意事

项

3.2.5 卡钻的常见种类及处理方法

4.综

合管理

4.1 技

术管理

4.1.1 能测绘卡瓦打捞筒

草图

4.1.2 能绘制一口井的施

工进度图

4.1.3 能编制套铣倒扣的

施工计划

4.1.4 能编写技术报告

4.1.5 能撰写技术论文

4.1.1 卡瓦打捞筒的结构类型及草

图的测绘方法

4.1.2 施工进度图的绘制方法及要

求

4.1.3 施工计划的编制方法及套铣

倒扣的施工步骤

4.1.4 技术报告和论文的编写方法

及要求

4.2 培

训

4.2.1 能进行在用的生产

技术、工艺、设备培训

4.2.2 能编写技术教学方

案

4.2.3 能制作多媒体培训

课件

4.2.1 在用生产技术、工艺、设备的

管理要求及操作规程

4.2.2 技术教学方案的编写方法及

要求

4.2.3 多媒体培训课件的制作方法

及技巧

5.安全

生产

5.1 安

全操作

5.1.1 能在事故现场组织

人员撤离

5.1.2 能布置标准化施工

区域

5.1.1 事故现场的情况判断、撤离路

线及疏散方式

5.1.2 标准化施工区域的布置方法

及要求

5.2 风

险辨识与

防控

5.2.1 能编制机械伤害事

件、事故安全预案

5.2.2 能编制触电事件、事

故安全预案

5.2.3 能编制火灾事件、事

故安全预案

5.2.1 安全预案的编制内容

5.2.2 安全预案的编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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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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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

作钻井

设备

1.1 使

用工具、

设备

1.1.1 能使用卡瓦打捞矛打

捞

1.1.2 能使用电子司钻系统

应急操作

1.1.1卡瓦打捞矛的选取原则及

使用方法

1.1.2电子司钻系统应急情况下

的操作方法及要求

1.2 施

工操作

1.2.1 能进行侧钻施工

1.2.2 能操作组合螺杆钻具

钻进

1.2.3 能进行保压密闭取心

1.2.4 能监控平台压载作业

（海上操作）

1.2.5 能进行完井酸化压裂

作业（海上操作）

1.2.1侧钻施工的操作方法及要

求

1.2.2组合螺杆钻具的操作方法

及要求

1.2.3保压取心工具的结构及操

作方法

1.2.4压载作业的操作程序及监

控方法（海上操作）

1.2.5完井酸化压裂作业的操作

程序（海上操作）

2.管

理钻井

设备

2.1 检

查设备

2.1.1 能检查维护铁钻工

2.1.2 能检测顶部驱动技术

数据

2.1.3 能检查电子司钻系统

2.1.4 能进行平台水密检查

（海上操作）

2.1.1铁钻工的检查维护方法及

要求

2.1.2 顶部驱动的工作原理

2.1.3顶部驱动技术数据的检测

方法

2.1.4电子司钻系统的检查维护

方法和要求

2.1.5钻井平台的结构及水密检

查的方法（海上操作）

2.2 调

整设备

2.2.1 能调整顶驱系统压力

2.2.2 能调试组合液压站动

力源

2.2.3 能调整液压盘式刹车

系统工作压力

2.2.1顶驱系统压力的要求及检

查调整方法

2.2.2组合液压站动力源的调试

方法及注意事项

2.2.3液压盘式刹车系统工作压

力的调整方法及要求

3.维

护钻井

设备

3.1 拆

装、更换

部件

3.1.1 能更换顶驱刹车片

3.1.2 能更换液压盘式刹车

安全钳碟簧、密封件

3.1.3 能更换顶驱中心管

3.1.1顶驱刹车片的更换方法及

要求

3.1.2 液压盘式刹车安全钳碟

簧、密封件的更换方法及要求

3.1.3顶驱中心管的更换方法及

要求

3.2 处

理故障

3.2.1 能分析并处理水平井

井漏

3.2.2 能处理钻井中上漏下

涌事故

3.2.3 能排除钻机气路故障

3.2.1水平井井漏的原因及处理

方法

3.2.2钻井中上漏下涌特殊钻井

工程事故的处理方法

3.2.3钻机气路的常见故障及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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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能诊断钻井绞车传动

机构故障

除方法

3.2.4钻井绞车传动机构故障的

现象及诊断方法

4.综

合管理

4.1 技

术管理

4.1.1 能编写钻井设备操作

技术方案

4.1.2 能编写工具操作方案

4.1.3 能填写钻井电子报表

（海上操作）

4.1.1钻井设备操作技术方案的

内容及编写要求

4.1.2钻井工具操作方案的内容

及编写要求

4.1.3钻井电子报表的内容及填

写方法（海上操作）

4.2 培

训

4.2.1 能编写技术教学计划

4.2.2 能对培训效果进行考

核评价

4.2.3 能进行新技术、新工

艺、新设备培训

4.2.1技术教学计划的编写方法

及要求

4.2.2培训效果考核评价的方法

及标准

4.2.3 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

的管理要求及操作规程

5.安全

生产

5.1 安

全操作

5.1.1 能编制受限空间作业

方案

5.1.2 能编制高空作业方案

5.1.3 能编制动火作业方案

5.1.1受限空间作业方案的编制

内容及要求

5.1.2高空作业方案的编制内容

及要求

5.1.3动火作业方案的编制内容

及要求

5.2 风

险辨识与

防控

5.2.1 能进行危险作业管理

5.2.2 能组织机械伤害事

件、事故应急演练

5.2.3 能组织触电事件、事

故应急演练

5.2.4 能组织火灾事件、事

故应急演练

5.2.1 危险作业管理的风险类别、

作业要求

5.2.2应急演练的组织程序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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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钻井液工

3.2.1 五级/初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选

配、测

试钻井

液

1.1 选配钻

井液

1.1.1 能配制淡水钻井液

1.1.2 能配制加重钻井液

1.1.3 能配制使用氢氧化钠

溶液

1.1.4 能配制使用聚合物胶

液

1.1.1 钻井液的配制要求及注

意事项

1.1.2 淡水钻井液的配制方法

和要求

1.1.3 配浆量和配浆材料用量

的计算方法

1.1.4 加重钻井液配制的计算

方法及配制方法

1.1.5 氢氧化钠的性质及作用

1.1.6 氢氧化钠溶液的配制方

法及要求

1.1.7 高分子聚合物的性质及

作用

1.1.8 聚合物胶液材料用量的

计算方法及配制方法

1.2 测试钻

井液

1.2.1 能校正密度计并测量

钻井液密度

1.2.2 能校正马氏漏斗黏度

计并测量钻井液黏度

1.2.3 能使用中压滤失仪测

量钻井液 API 滤失量、滤饼厚

度

1.2.4 能测量钻井液 pH 值

1.2.5 能使用含砂仪测量钻

井液含砂量

1.2.6 能使用固相含量测定

仪测量钻井液固相和液相含量

1.2.7 能校正直读式旋转黏

度计并测量和计算钻井液流变

参数

1.2.1 密度计的规格型号及使

用规范

1.2.2 马氏漏斗黏度计的规格

型号及使用规范

1.2.3 中压滤失仪的规格型号

1.2.4 API 滤失量和滤饼厚度

的测量方法及要求

1.2.5 pH 值的测量方法及要求

1.2.6 含砂仪的规格型号及使

用方法

1.2.7 固相含量测定仪的规格

型号及固相、液相含量的测量方

法

1.2.8 直读式旋转黏度计的规

格型号及使用规范

1.2.9 流变参数的计算方法

2.维

护、处

理钻井

液

2.1 维护钻

井液

2.1.1 能调整钻井液密度

2.1.2 能调整钻井液黏度

2.1.3 能调整钻井液 pH 值

2.1.1 影响密度的因素及调整

密度的方法

2.1.2 影响黏度的因素及调整

黏度的方法

2.1.3影响pH值的因素及调整

pH 值的方法

2.2 处理钻

井液

2.2.1 能预处理生产用水

2.2.2 能处理砂侵

2.2.1 生产用水的要求及预处

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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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砂侵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3.综

合管理

3.1 资料管

理

3.1.1 能巡回检查并填写交

接班记录

3.1.2 能填写钻井液 HSE 检

查记录

3.1.3 能填写钻井液班报表

3.1.4 能填写材料出入库记

录

3.1.1 巡回检查的路线及内容

3.1.2 钻井液工交接班的要求

及记录填写的内容要求

3.1.3 钻井液 HSE 检查记录的

填写内容及要求

3.1.4 钻井液班报表的填写内

容及要求

3.1.5 钻井液现场施工材料出

入库记录的填写方法及要求

3.2 设备管

理

3.2.1 能检查保养振动筛

3.2.2 能检查保养除气器

3.2.3 能检查保养除砂器

3.2.4 能检查保养除泥器

3.2.5 能检查保养离心机

3.2.6 能检查保养搅拌机

3.2.1 常用钻井液设备的规

格、型号

3.2.2 常用钻井液设备的检查

保养规定及使用要求

4.安全

生产

4.1 安全操

作

4.1.1 能识别安全警示标识

4.1.2 能报火警

4.1.3 能拨打急救电话

4.1.4 能使用消防器材扑灭

初起火灾

4.1.5 能对配电部位操作进

行防触电防护

4.1.6 能佩戴正压式空气呼

吸器

4.1.1 安全警示标识的图例

4.1.2 火灾现场的情况说明

4.1.3 人员受伤的类型及情况

说明

4.1.4 消防器材的种类、适用

范围及使用方法

4.1.5 配电部位操作防触电的

方法

4.1.6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的型

号、适用范围及佩戴方法

4.2 风险辨

识与防控

4.2.1 能辨识生产操作过程

中的风险点源

4.2.2 能针对风险点源采取

防控措施

4.2.1 安全理念、要求和健康、

安全、环境（HSE）的管理制度

4.2.2 工程技术工用量具、设

施设备、工艺流程在不同环境场

所的安全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4.2.3 风险点源的辨识方法及

防控措施



20

3.2.2 四级/中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选

配、测

试钻井

液

1.1 选配钻

井液

1.1.1 能添加钻井液处理剂

1.1.2 能做钻井液小型试验

1.1.3 能配制细分散钻井液

1.1.4 能配制粗分散钻井液

1.1.5 能配制不分散钻井液

1.1.1 钻井液常用处理剂的种

类、功用、区分方法、推荐用量

及添加要求

1.1.2 钻井液小型试验的方法

及要求

1.1.3 常用的钻井液体系

1.1.4 常见细分散钻井液的组

成特点及配制方法

1.1.5 常见粗分散钻井液的组

成特点及配制方法

1.1.6 常见不分散钻井液的组

成特点及配制方法

1.2 测试钻

井液

1.2.1 能测定钻井液中膨润

土含量

1.2.2 能使用加压式密度计

测量钻井液密度

1.2.3 能使用滤饼黏附系数

测定仪测量滤饼黏附系数

1.2.4 能使用电阻率测定仪

测量钻井液电阻率

1.2.5 能使用电稳定性测定

仪测量钻井液破乳电压

1.2.1 膨润土含量的测定方法

及注意事项

1.2.2 加压式密度计的用途及

测量密度的方法

1.2.3 滤饼黏附系数测定仪的

特性及测量滤饼黏附系数的操作

方法

1.2.4 电阻率测定仪的特性及

测量电阻率的操作方法

1.2.5 电稳定性测试仪的特性

及破乳电压测定的操作方法

2.维

护、处

理钻井

液

2.1 维护钻

井液

2.1.1 能调整钻井液固相含

量

2.1.2 能调整钻井液的滤失

量和滤饼质量

2.1.3 能调整钻井液流变性

能

2.1.4 能调整钻井液润滑性

能

2.1.1 钻井液固相含量的计算

方法及调整方法

2.1.2 钻井液滤失量和滤饼质

量的调整方法及要求

2.1.3 钻井液的流变参数及其

调整方法

2.1.4 钻井液润滑性的调整方

法及要求

2.2 处理钻

井液

2.2.1 能处理油气侵

2.2.2 能处理黏土侵

2.2.3 能处理水泥侵

2.2.4 能处理盐水侵

2.2.5 能处理石膏侵

2.2.6 能处理二氧化碳污染

2.2.1 油气侵对钻井液的影响

及处理方法

2.2.2 黏土侵对钻井液的影响

及处理方法

2.2.3 水泥侵对钻井液的影响

及处理方法

2.2.4 盐水侵对钻井液的影响

及处理方法

2.2.5 石膏侵的现象、危害及

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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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二氧化碳污染的来源及

处理方法

3.综

合管理

3.1 资料管

理

3.1.1 能填写固控设备运转

记录

3.1.2 能检查验收钻井液施

工材料

3.1.3 能填写钻井液小型试

验记录

3.1.1 钻井液固控设备运转记

录填写的内容及要求

3.1.2 现场钻井液施工材料的

检查验收方法及要求

3.1.3 钻井液小型试验记录的

填写内容及要求

3.2 设备管

理

3.2.1 能更换振动筛筛布

3.2.2 能更换旋流器漏斗

3.2.3 能更换压力表

3.2.1 振动筛筛布更换及调平

的方法

3.2.2 旋流器漏斗的更换方法

及要求

3.2.3 压力表的更换方法及注

意事项

4.安全

生产

4.1 安全操

作

4.1.1 能佩戴安全带登高作

业

4.1.2 能简单处置外伤

4.1.3 能现场救治中暑人员

4.1.1 安全带的规格、使用方

法及注意事项

4.1.2 高空作业的分级及注意

事项

4.1.3 外伤的类型及包扎方法

4.1.4 中暑的救治方法

4.2 风险辨

识与防控

4.2.1 能分析机械伤害典型

案例

4.2.2 能分析触电典型案例

4.2.3 能分析火灾典型案例

4.2.1 事件、事故的分类分级

4.2.2 典型事件、事故案例

4.2.3 机械伤害的定义、分类

及产生原因

4.2.4 触电的定义、分类及产

生原因

4.2.5 火灾的定义、分类及产

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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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三级/高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选

配、测

试钻井

液

1.1 选配钻

井液

1.1.1 能根据井型优选钻井

液体系

1.1.2 能配制使用泡沫钻井

液

1.1.3 能配制使用油基钻井

液

1.1.4 能配制使用盐水钻井

液

1.1.5 能配制使用深井钻井

液

1.1.6 能配制使用钻开高压

油气层前的钻井液

1.1.1 钻井液体系的综合分类

及特点

1.1.2 不同井型钻井液体系的

优选原则

1.1.3 泡沫钻井液的组成特点

及配制方法

1.1.4 油基钻井液的组成特点

及配制方法

1.1.5 盐水钻井液的组成特点

及配制方法

1.1.6 高温对深井水基钻井液

性能的影响

1.1.7 深井钻井液的配制方法

及要求

1.1.8 钻开高压油气层前钻井

液的配制方法及要求

1.2 测试钻

井液

1.2.1 能使用高温高压滤失

仪测定钻井液高温高压滤失量

1.2.2 能测定钻井液碱度

1.2.3 能测定离子的含量

1.2.1 高温高压滤失仪的特性

及操作方法

1.2.2 钻井液碱度的测定方法

及要求

1.2.3 离子测定的原理及操作

方法

1.2.4 离子浓度的计算方法

2.维

护、处

理钻井

液

2.1 维护钻

井液

2.1.1 能调整钻开油气层过

程中钻井液性能

2.1.2 能调整测井前钻井液

性能

2.1.3 能调整下套管前钻井

液性能

2.1.4 能调整固井前后钻井

液性能

2.1.1 钻开油气层过程中钻井

液的控制原则和调整方法

2.1.2 电测对钻井液性能的要

求及电阻率的调控方法

2.1.3 下套管前循环钻井液时

的安全隐患

2.1.4 下套管前循环时钻井液

的调整方法和要求

2.1.5 固井对钻井液的要求及

调整方法

2.2 处理钻

井液

2.2.1 能处理疏松易塌地层

钻井液

2.2.2 能处理掉块（落物）卡

钻钻井液

2.2.3 能处理沉砂（砂桥）卡

钻钻井液

2.2.4 能处理缩径卡钻钻井

2.2.1 疏松地层井壁不稳定的

现象、影响因素及预防措施

2.2.2 疏松易塌地层钻井液的

处理方法

2.2.3 掉块（落物）卡钻的现

象、原因及预防处理措施

2.2.4 沉砂（砂桥）卡钻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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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

2.2.5 能配制随钻堵漏钻井

液

2.2.6 能配制桥塞堵漏钻井

液

象、原因及预防处理措施

2.2.5 缩径卡钻的现象、原因

及预防处理措施

2.2.6 随钻堵漏材料的选择方

法及配制要求

2.2.7 桥塞堵漏的原理及钻井

液的配制方法

3.综

合管理

3.1 资料管

理

3.1.1 能编写钻井液完井总

结

3.1.2 能编写钻井液事故报

告

3.1.3 能编写开钻前钻井液

工作准备方案

3.1.1 钻井液完井总结的格

式、内容及编写要求

3.1.2 事故报告的格式、内容

及编写要求

3.1.3 开钻前钻井液相关设

备、仪器、材料及人员的配备要

求及方案编写方法

3.2 设备管

理

3.2.1 能分析振动筛故障原因

3.2.2 能分析旋流器故障原

因

3.2.3 能分析除泥器故障原

因

3.2.4 能分析离心机故障原

因

3.2.5 能分析搅拌器故障原

因

3.2.1 钻井液固控设备的结构

组成及工作原理

3.2.2 钻井液固控设备常见故

障的分析方法

4.安全

生产

4.1 安全操

作

4.1.1 能进行心肺复苏

4.1.2 能使用气体检测仪检

测气体浓度

4.1.3 能进行压力容器操作

前的安全准备

4.1.1 心肺复苏的操作要点

4.1.2 气体检测仪的使用方法

4.1.3 有毒、有害及可燃气体

的类型和爆炸极限

4.1.4 压力容器操作前的安全

要求

4.2 风险辨

识与防控

4.2.1 能处置机械伤害突发

事件

4.2.2 能处置触电突发事件

4.2.3 能处置火灾突发事件

4.2.1 机械伤害的防范措施及

处置方法

4.2.2 触电的防范措施及处置

方法

4.2.3 火灾的防范措施及处置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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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二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选

配、测

试钻井

液

1.1选配钻

井液

1.1.1 能根据地层、油气层特

点优选钻井液体系

1.1.2 能配制正电胶钻井液

1.1.3 能配制硅酸盐钻井液

1.1.4 能配制有机盐钻井液

1.1.5 能配制水包油钻井液

1.1.6 能配制恒流变性钻井

液（海上操作）

1.1.7 能使用聚合醇配制钻

井液

1.1.8 能用屏蔽暂堵材料保

护油气层

1.1.1 不同地层、不同油气层

钻井液的优选方法及要求

1.1.2 正电胶钻井液的特性及

配制方法

1.1.3 硅酸盐钻井液的特性及

配制方法

1.1.4 有机盐钻井液的特性及

配制方法

1.1.5 水包油钻井液的特性及

配制方法

1.1.6 恒流变性钻井液的特性

及配制方法

1.1.7 聚合醇的特性及配制钻

井液的方法

1.1.8 油气产层的物性及屏蔽

暂堵材料的选择方法

1.2测试钻

井液

1.2.1 能做钻井液抗污染能

力评价实验

1.2.2 能做钻井液抗温性能

评价实验

1.2.3 能做黏土（页岩）分散

实验

1.2.4 能做容土限评价实验

1.2.5 能做容水限评价实验

1.2.1 钻井液抗污染（黏土、

水、盐类等）能力的评价方法

1.2.2 钻井液抗温性的评价方

法

1.2.3 黏土（页岩）分散实验

的测试程序

1.2.4 容土限评价实验的测试

程序

1.2.5 容水限评价实验的测试

程序

2.维

护、处

理钻井

液

2.1维护钻

井液

2.1.1 能维护小井眼钻井液

2.1.2 能维护欠平衡钻井液

2.1.3 能维护深水钻井液（海

上操作）

2.1.4 能维护煤层气钻井液

2.1.5 能维护页岩气钻井液

2.1.1 小井眼钻井液的性能要

求及维护方法

2.1.2 欠平衡钻井液的性能要

求及维护方法

2.1.3 深水钻井液的性能要求

及维护方法（海上操作）

2.1.4 煤层气钻井液的性能要

求及维护方法

2.1.5 页岩气钻井液的性能要

求及维护方法

2.2处理钻

井液

2.2.1 能处理泥页岩井塌情

况下的钻井液

2.2.2 能处理黏附卡钻情况

下的钻井液

2.2.1 泥页岩井塌的原因及钻

井液的处理方法

2.2.2 黏附卡钻发生的原因及

钻井液的预防、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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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能配制解卡剂

2.2.4 能处理大段盐岩层、盐

膏层的钻井液

2.2.5 能进行边循环边加重

压井作业

2.2.3 解卡剂的解卡配方及配

制方法

2.2.4 盐岩层、盐膏层的特点

及危害

2.2.5 大段盐岩层、盐膏层钻

井液的处理方法和要求

2.2.6 压井的原理及压井数据

的计算方法

2.2.7 边循环边加重压井作业

的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3.综

合管理

3.1技术管

理

3.1.1 能编制单井钻井液技

术方案

3.1.2 能用表格处理软件制

作钻井液表格

3.1.3 能制定单井保护油气

层钻井液措施

3.1.1 单井钻井液技术方案的

格式及编写要求

3.1.2 表格处理软件制作常用

钻井液表格的方法

3.1.3 钻井液常用保护油气层

的方法

3.2 培训

3.2.1 能进行在用的生产技

术、工艺、设备培训

3.2.2 能编写技术教学方案

3.2.3 能制作多媒体培训课

件

3.2.1 在用生产技术、工艺、

设备的管理要求及操作规程

3.2.2 技术教学方案的编写方

法及要求

3.2.3 多媒体培训课件的制作

方法及技巧

4.安全

生产

4.1安全操

作

4.1.1 能在事故现场组织人

员撤离

4.1.2 能布置标准化施工区

域

4.1.1 事故现场情况判断、撤

离路线及疏散方式

4.1.2 标准化施工区域的布置

方法及要求

4.2风险辨

识与防控

4.2.1 能编制机械伤害事件、

事故安全预案

4.2.2 能编制触电事件、事故

安全预案

4.2.3 能编制火灾事件、事故

安全预案

4.2.1 安全预案的编制内容

4.2.2 安全预案的编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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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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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配、测

试钻井

液

1.1选配钻

井液

1.1.1 能应用流变性计算软

件计算流变形态、循环压耗、

ECD 及井眼清洁状况等参数

1.1.2 能依据计算结果优化

钻井液流变参数

1.1.1 流变性计算软件的使用

方法

1.1.2 流变形态、循环压耗、ECD

及井眼清洁状况等参数的计算方

法

1.1.3 利用计算结果优化钻井

液流变参数的方法

1.2测试钻

井液

1.2.1 能进行承压堵漏试验

1.2.2 能做超深井钻井液配

方试验

1.2.3 能进行水平井钻井液

性能评价实验

1.2.4 能评价钻井液用膨润

土

1.2.5 能评价钻井液用重晶

石

1.2.6 能评价钻井液处理剂

1.2.1 承压堵漏仪试验的操作

方法及注意事项

1.2.2 超深井钻井液配方实验

的操作程序及要求

1.2.3 水平井常用的钻井液体

系

1.2.4 水平井钻井液性能评价

实验的操作程序及要求

1.2.5 钻井液用膨润土的评价

程序及要求

1.2.6 钻井液用重晶石的评价

程序及要求

1.2.7 常用钻井液处理剂的评

价方法及技术标准

2.维

护、处

理钻井

液

2.1维护钻

井液

2.1.1 能维护钻井液防腐性

能

2.1.2 能维护压井液

2.1.3 能配制维护重晶石塞

2.1.1 钻井液腐蚀的原因及防

腐的方法

2.1.2 压井液的密度、用量的计

算方法

2.1.3 压井液的配制方法及维

护要求

2.1.4 重晶石塞的配制方法及

维护要求

2.2处理钻

井液

2.2.1 能处理井塌后钻井液

2.2.2 能处理井漏后钻井液

2.2.3 能进行窄密度窗口钻

井液施工

2.2.4 能处理钻井液硫化氢

气侵

2.2.5 能处理废弃钻井液

2.2.1 井塌的原因及钻井液的

处理方法

2.2.2 井漏的原因及钻井液的

处理方法

2.2.3 窄密度窗口钻井液的处

理方法及要求

2.2.4 硫化氢污染的预防处理

方法及要求

2.2.5 废弃钻井液对环境的影

响及处理方法

3.综

合管理

3.1技术管

理

3.1.1 能制定区域钻井液技

术方案

3.1.1 区域钻井液体系优选及

技术方案的编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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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能撰写钻井液技术论

文

3.1.2 钻井液技术论文的撰写

要求

3.2 培训

3.2.1能编写技术教学计划

3.2.2 能对培训效果进行考

核评价

3.2.3 能进行新技术、新工

艺、新设备培训

3.2.1 技术教学计划的编写方

法及要求

3.2.2 培训效果考核评价的方

法及标准

3.2.3 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

的管理要求及操作规程

4.安全

生产

4.1安全操

作

4.1.1 能编制受限空间作业

方案

4.1.2 能编制高空作业方案

4.1.3 能编制动火作业方案

4.1.1 受限空间作业方案的编

制内容及要求

4.1.2 高空作业方案的编制内

容及要求

4.1.3 动火作业方案的编制内

容及要求

4.2风险辨

识与防控

4.2.1 能进行危险作业管理

4.2.2能组织机械伤害事件、

事故应急演练

4.2.3 能组织触电事件、事

故应急演练

4.2.4 能组织火灾事件、事

故应急演练

4.2.1 危险作业管理的风险类别、

作业要求

4.2.2 应急演练的组织程序及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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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钻井柴油机工

3.3.1 五级/初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检

查、使

用钻井

柴油机

设备

1.1 使用工

具

1.1.1 能使用压杆式黄油

枪注脂

1.1.2 能使用千斤顶顶起

重物

1.1.3 能使用手钢锯锯割

钢管

1.1.4 能使用盘车工具盘

车

1.1.1 常用工具的种类、结构原

理及使用要求

1.1.2 润滑脂的加注工具及方法

1.1.3 用千斤顶顶起重物的方法

及注意事项

1.1.4 钢锯的使用方法及要求

1.1.5 盘车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1.2 检查设

备

1.2.1 能上岗巡回检查

1.2.2 能检查柴油发电机

组发电机

1.2.3 能检查自动空气压

缩机

1.2.1 柴油机的结构及系统概述

1.2.2 柴油机司助上岗巡回检查

的内容及要求

1.2.3 柴油发电机组检查的方法

及要求

1.2.4 空气压缩机检查的方法及

要求

2.检

测、运

转钻井

柴油机

设备

2.1 检测设

备

2.1.1 能检测机油泵部件

2.1.2 能检测调整风扇皮

带张紧度

2.1.1 机油泵的结构特性

2.1.2 机油泵部件的拆卸方法及

检测注意事项

2.1.3 风扇皮带张紧度检测、调

整的方法及要求

2.2 运转设

备

2.2.1 能启动柴油机

2.2.2 能启动螺杆式空气

压缩机

2.2.3 能正常停运柴油机

2.2.1 柴油机的启动方法及注意

事项

2.2.2 螺杆式空气压缩机的启动

方法和注意事项

2.2.3 柴油机正常情况下停运的

方法及注意事项

3.保

养、维

修钻井

柴油机

设备

3.保养设

备

3.1.1 能日常保养柴油机

3.1.2 能保养复合式空气

滤清器

3.1.3 能清除冷却系统水

垢

3.1.4 能清洗离心式机油

滤清器

3.1.1 柴油机日常维护保养的方

法及要求

3.1.2 复合式空气滤清器的拆装

方法及保养要求

3.1.3 冷却系统水垢的清除方法

及要求

3.1.4 离心式机油滤清器的拆

装、清洗方法及要求

3.2 维修设

备

3.2.1 能更换柴油机温度

表

3.2.2 能更换柴油机压力

表

3.2.3 能更换柴油机 V 形

3.2.1 柴油机温度表、压力表的

更换方法及要求

3.2.2 柴油机 V 形带的更换方法

及要求

3.2.3 柴油机水泵的更换方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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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3.2.4 能更换柴油机水泵

3.2.5 能更换燃油滤清器

滤芯

3.2.6 能更换润滑油滤清

器纸质滤芯

3.2.7 能更换柴油机呼吸

器

要求

3.2.4 燃油滤清器滤芯的更换方

法及要求

3.2.5 润滑油滤清器纸质滤芯的

更换方法及要求

3.2.6 柴油机呼吸器的更换方法

及要求

4.安全

生产

4.1 安全操

作

4.1.1 能识别安全警示标

识

4.1.2 能报火警

4.1.3 能拨打急救电话

4.1.4 能使用消防器材扑

灭初起火灾

4.1.5 能对配电部位操作

进行防触电防护

4.1.6 能佩戴正压式空气

呼吸器

4.1.1 安全警示标识的图例

4.1.2 火灾现场的情况说明

4.1.3 人员受伤的类型及情况说

明

4.1.4 消防器材的种类、适用范

围及使用方法

4.1.5 配电部位操作防触电的方

法

4.1.6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的型

号、适用范围及佩戴方法

4.2 风险辨

识与防控

4.2.1 能辨识生产操作过

程中的风险点源

4.2.2 能针对风险点源采

取防控措施

4.2.1 安全理念、要求和健康、

安全、环境（HSE）的管理制度

4.2.2 工程技术工用量具、设施

设备、工艺流程在不同环境场所的

安全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4.2.3 风险点源的辨识方法及防

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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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四级/中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检

查、使

用钻井

柴油机

设备

1.1 使用工

具

1.1.1 能在盲板上钻孔并加

工内螺纹

1.1.2 能用板牙制作管螺纹

1.1.1 常用加工工具的种类及使

用方法

1.1.2 在盲板上钻孔并加工内螺

纹的操作方法及要求

1.1.3 管螺纹的制作方法及注意

事项

1.2 检查设

备

1.2.1 能在上岗前检查柴油

机

1.2.2 能检查继气器

1.2.3 能检查水泵部件

1.2.1 柴油机司机上岗前的巡回

检查内容及要求

1.2.2 继气器的结构特性及拆检

方法

1.2.3 水泵的构造特性及拆检方

法

2.检

测、运

转钻井

柴油机

设备

2.1 检测设

备

2.1.1 能检测调整柴油机供

油提前角

2.1.2 能检测调整柴油单缸

气门间隙

2.1.3 能检测活塞环闭合间

隙

2.1.4 能检验柴油机气门

2.1.5 能检测活塞销直径

2.1.1 柴油机供油提前角的检

查、调整方法及要求

2.1.2 柴油机气门间隙的检查、

调整方法及要求

2.1.3 活塞环闭合间隙的检测方

法及要求

2.1.4 柴油机气门的检验方法和

要求

2.1.5 活塞销直径的检测方法及

要求

2.2 运转设

备

2.2.1 能试运转柴油机传动

装置

2.2.2 能紧急停运柴油机

2.2.1 柴油机传动装置试运转的

方法及注意事项

2.2.2 柴油机紧急停运的具体情

况及注意事项

3.保

养、维

修钻井

柴油机

设备

3.1 保养设

备

3.1.1 能校验喷油器

3.1.2 能紧固气缸盖螺母

3.1.3 能装配活塞环

3.1.4 能排出柴油机油路中

的气体

3.1.5 能给电动空气压缩机

充气

3.1.1 喷油器拆装、校验的方法

及要求

3.1.2 气缸盖螺母的紧固方法及

要求

3.1.3 活塞环的装配方法及要求

3.1.4 柴油机油路中气体的排出

方法及要求

3.1.5 电动空气压缩机充气的方

法及要求

3.2 维修设

备

3.2.1 能更换摇臂横桥

3.2.2 能更换气门弹簧

3.2.3 能更换连杆瓦

3.2.1 摇臂横桥的更换方法及要

求

3.2.2 气门弹簧的更换方法及要

求

3.2.3 连杆瓦的更换方法及要求

4.安全 4.1 安全操 4.1.1 能佩戴安全带登高作 4.1.1 安全带的规格、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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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 作 业

4.1.2 能简单处置外伤

4.1.3 能现场救治中暑人员

及注意事项

4.1.2 高空作业的分级及注意事

项

4.1.3 外伤的类型及包扎方法

4.1.4 中暑的救治方法

4.2 风险辨

识与防控

4.2.1 能分析机械伤害典型

案例

4.2.2 能分析触电典型案例

4.2.3 能分析火灾典型案例

4.2.1 事件、事故的分类分级

4.2.2 典型事件、事故案例

4.2.3 机械伤害的定义、分类及

产生原因

4.2.4 触电的定义、分类及产生

原因

4.2.5 火灾的定义、分类及产生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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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三级/高级工

职业功

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检

测、运

转钻井

柴油机

设备

1.1检测设

备

1.1.1 能 检 查 柴 油 机

(G12V190ZL 型)配气定时

1.1.2 能检测调整高压油

泵供油始点间隔角

1.1.3 能 测 量 柴 油 机

（G12V190ZL 型）缸套内径

1.1.4 能使用油品化验仪

器（电子）检测润滑油

1.1.5 能检测柴油机房设

备安装质量

1.1.1 柴油机配气机构检查的内

容及要求

1.1.2 柴油机(G12V190ZL 型)配

气定时的检查方法及要求

1.1.3 高压油泵试验台的使用方

法

1.1.4 供油始点间隔角的调整方

法及要求

1.1.5 柴油机（G12V190ZL 型）缸

套内径的测量方法及要求

1.1.6 润滑油的技术指标及更换

要求

1.1.7 油品化验仪器（电子）的

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1.1.8 机房的主要设备安装要求

及检测标准

1.2运转设

备

1.2.1 能在发生溢流时启、

停柴油机

1.2.2 能操作电控柜并组

柴油机

1.2.1 在井口发生溢流时启、停

柴油机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1.2.2 电控柜的结构及功用

1.2.3 柴油机并组的方法及注意

事项

2.保

养、维

修钻井

柴油机

设备

2.1拆检设

备

2.1.1 能拆检配气机构

2.1.2 能拆检增压器

2.1.3 能拆检高压油泵传

动装置

2.1.1 配气机构的结构及拆检方

法

2.1.2 增压器的拆检方法及要求

2.1.3 高压油泵传动装置的拆检

方法及要求

2.2维修设

备

2.2.1 能更换活塞

2.2.2 能更换气缸套

2.2.3 能研磨气门

2.2.4 能检查更换柴油机

（G12V190ZL 型）高压油泵柱

塞弹簧

2.2.1 活塞的更换方法及要求

2.2.2 气缸套的更换方法及要求

2.2.3 气门的研磨方法及要求

2.2.4 柴油机（G12V190ZL 型）高

压油泵柱塞弹簧的检查更换方法及

要求

3.故

障处理

3.1分析故

障

3.1.1 能分析柴油机润滑

油压力过低故障的原因

3.1.2 能分析柴油机润滑

油稀释故障的原因

3.1.3 能分析柴油机气启

动系统故障的原因

3.1.1 柴油机故障的分析及判断

方法

3.1.2 润滑系统压力异常故障的

现象及分析方法

3.1.3 柴油机润滑油稀释故障的

现象及分析方法

3.1.4 气启动系统故障的现象及

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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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排除故

障

3.2.1 能排除高压油泵单

缸柱塞卡滞的故障

3.2.2 能排除柴油机润滑

油温度过高的故障

3.2.3 能排除柴油机冷却

液温度过高的故障

3.2.1 柴油机性能变坏的标志

3.2.2 高压油泵单缸柱塞卡滞故

障的原因及排除方法

3.2.3 柴油机润滑油温度过高故

障的原因及排除方法

3.2.4 冷却系统冷却液温度过高

故障的原因及排除方法

4.安全

生产

4.1安全操

作

4.1.1 能进行心肺复苏

4.1.2 能使用气体检测仪

检测气体浓度

4.1.3 能进行压力容器操

作前的安全准备

4.1.1 心肺复苏的操作要点

4.1.2 气体检测仪的使用方法

4.1.3 有毒、有害及可燃气体的

类型和爆炸极限

4.1.4 压力容器操作前的安全要

求

4.2风险辨

识与防控

4.2.1 能处置机械伤害突

发事件

4.2.2 能处置触电突发事

件

4.2.3 能处置火灾突发事

件

4.2.1 机械伤害的防范措施及处

置方法

4.2.2 触电的防范措施及处置方

法

4.2.3 火灾的防范措施及处置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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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二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保

养、维

修钻井

柴油机

设备

1.1 拆检设

备

1.1.1 能检验气门摇臂轴

及轴套

1.1.2 能检验高压油泵

1.1.3 能拆检自动停车装

置

1.1.4 能拆检连杆瓦

1.1.1 燃油系统的部件及检验标

准

1.1.2 气门摇臂轴和轴套的检

测、装配方法及要求

1.1.3 高压油泵的检验方法和要

求

1.1.4 自动停车装置的结构原理

及拆检方法

1.1.5 曲柄连杆组件的拆检方法

及要求

1.1 维修设

备

1.2.1 能调整高压油泵供

油均匀度

1.2.2 能检修蓄电池启动

系统线路（24V 电源）

1.2.1 高压油泵供油均匀度的调

整方法及要求

1.2.2 蓄电池启动系统线路的检

修、连接方法及要求

2.故

障处理

2.1 分析故

障

2.1.1 能测量曲轴轴颈并

分析磨损原因

2.1.2 能分析柴油机运转

不均匀故障的原因

2.1.3 能分析气门弹簧磨

损、断裂故障的原因

2.1.1 曲轴轴颈的测量部位及磨

损原因的分析方法

2.1.2 曲轴零件的检验、装配方

法及要求

2.1.3 柴油机运转不均匀故障的

原因及分析方法

2.1.4 气门弹簧磨损、断裂故障

的原因及分析方法

2.2 排除故

障

2.2.1 能排除柴油机冒黑

烟的故障

2.2.2 能排除柴油机冒白

烟的故障

2.2.3 能排除柴油机启动

系统、润滑系统启动困难的

故障

2.2.4 能排除柴油机燃油

系统、进气系统启动困难的

故障

2.2.5 能排除柴油机燃油

系统、冷却系统功率不足的

故障

2.2.6 能排除柴油机进气

系统、增压器功率不足的故

障

2.2.1 柴油机冒黑烟故障的排除

方法

2.2.2 柴油机冒白烟故障的排除

方法

2.2.3 柴油机启动困难时启动系

统、润滑系统的故障原因及排除方

法

2.2.4 柴油机启动困难时燃油系

统、进气系统的故障原因及排除方

法

2.2.5 柴油机功率不足时燃油系

统、冷却系统的故障原因及排除方

法

2.2.6 柴油机功率不足时进气系

统、增压器的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

3.综

合管理
3.1 绘图

3.1.1 能绘制配气相位图

(G12V190ZL 型柴油机)

3.1.2 能测绘平垫图

3.1.1 配气相位图(G12V190ZL 型

柴油机)的绘制方法及要求

3.1.2 零件的测量方法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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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能识读零件图

3.1.4 能识读装配图

3.1.3 零件图的绘制方法及要求

3.1.4 零件图与装配图的区别及

其识读方法

3.2 技术管

理

3.2.1 能编写事故报告

3.2.2 能编写技术总结

3.2.1 事故报告的格式、内容及

编写要求

3.2.2 技术总结的格式、内容及

编写要求

3.3 培训

3.3.1 能编写技术教学方

案

3.3.2 能进行在用的生产

技术、工艺、设备培训

3.3.3 能制作多媒体培训

课件

3.3.4 能用 Excel 软件制

作培训表格

3.3.1 技术教学方案的编写方法

及要求

3.3.2 在用生产技术、工艺、设

备的管理要求及操作规程

3.3.3 多媒体培训课件的制作方

法及技巧

3.3.4 表格处理软件数据录入及

计算的方法

4.安全

生产

4.1 安全操

作

4.1.1 能在事故现场组织

人员撤离

4.1.2 能布置标准化施工

区域

4.1.1 事故现场情况判断、撤离

路线及疏散方式

4.1.2 标准化施工区域的布置方

法及要求

4.2 风险辨

识与防控

4.2.1 能编制机械伤害事

件、事故安全预案

4.2.2 能编制触电事件、事

故安全预案

4.2.3 能编制火灾事件、事

故安全预案

4.2.1 安全预案的编制内容

4.2.2 安全预案的编制要求



36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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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养、维

修钻井

柴油机

设备

1.1 拆检设

备

1.1.1 能拆检连杆、轴瓦、

活塞销

1.1.2 能拆卸静配合件

1.1.3 能拆卸过渡配合件

1.1.1 零件的检验方法及要求

1.1.2 连杆、轴瓦、活塞销的拆卸

方法及检验要求

1.1.3 静配合件的拆卸方法及要求

1.1.4 过渡配合件的拆卸方法及注

意事项

1.2 维修设

备

1.2.1 能检修柴油机喷油器

护套

1.2.2 能维修活塞组

1.2.3 能更换高压油泵单缸

柱塞

1.2.1 喷油器护套的检验方法及维

修要求

1.2.2 活塞组的检验、修理方法及

要求

1.2.3 高压油泵柱塞的更换方法及

要求

2.故

障处理

2.1 分析故

障

2.1.1 能分析曲轴损坏的原

因

2.1.2 能分析柴油机燃烧过

程异声的原因

2.1.3 能分析柴油机机械敲

击声的原因

2.1.4 能分析高压油泵传动

伞形齿轮故障的原因

2.1.1 曲轴损坏的原因及分析方法

2.1.2 柴油机燃油系统燃烧过程中

异常声响故障的原因及分析方法

2.1.3 柴油机机械异常声响故障的

原因及分析方法

2.1.4 高压油泵传动伞形齿轮故障

的原因及分析方法

2.2 排除故

障

2.2.1 能排除柴油机突然停

车的故障

2.2.2 能排除液力传动装置

压力过低的故障

2.2.3 能排除发电机电压过

高的故障

2.2.4 能排除发电机电压过

低的故障

2.2.5 能排除液力传动装置

控制阀的故障

2.2.1 故障排除时需检查的内容

2.2.2 柴油机突然停车故障的排除

方法

2.2.3 液力传动装置压力过低故障

的排除方法

2.2.4 发电机电压过高或过低故障

的危害及排除方法

2.2.5 液力传动的传动装置控制阀

故障的排除方法

3.综

合管理

3.1 绘图

3.1.1 能测绘螺纹连接图

3.1.2 能绘制柱塞装配图

3.1.3 能绘制套筒装配图

3.1.1 装配图的测绘方法及技术要

求

3.1.2 装配图的特殊表达方式

3.1.3 装配图拆画零件图的技术要

求

3.1.4 柱塞、套筒等装配图的测绘

方法及要求

3.2 技术管

理

3.2.1 能验收柴油机

3.2.2 能评定柴油机的经济

性

3.2.1 柴油机鉴定、验收的方法及

注意事项

3.2.2 柴油机的性能指标及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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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能撰写技术论文

3.2.4 能编写阶段性生产总

结报告

的评定方法

3.2.3 技术论文的撰写方法及要求

3.2.4 生产总结报告的编写方法及

要求

3.3 培训

3.3.1能编写技术教学计划

3.3.2 能对培训效果进行考

核评价

3.3.3 能进行新技术、新工

艺、新设备培训

3.3.1 技术教学计划的编写方法及

要求

3.3.2 培训效果考核评价的方法及

标准

3.3.3 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的

管理要求及操作规程

4.安全

生产

4.1 安全操

作

4.1.1 能编制受限空间作业

方案

4.1.2 能编制高空作业方案

4.1.3 能编制动火作业方案

4.1.1 受限空间作业方案的编制内

容及要求

4.1.2 高空作业方案的编制内容及

要求

4.1.3 动火作业方案的编制内容及

要求

4.2 风险辨

识与防控

4.2.1 能进行危险作业管理

4.2.2 能组织机械伤害事

件、事故应急演练

4.2.3 能组织触电事件、事

故应急演练

4.2.4 能组织火灾事件、事

故应急演练

4.2.1 危险作业管理的风险类别、作

业要求

4.2.2 应急演练的组织程序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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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钻井地质工

3.4.1 五级/初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管

理资料

录取设

备

1.1 安

装设置

1.1.1 能架设钻时录井仪信号

线

1.1.2 能设置钻时录井仪录井

参数

1.1.3 能设置岩屑烘干箱参数

1.1.4 能安装绞车传感器

1.1.1 钻时录井仪的结构原理及使

用方法

1.1.2 钻时录井仪的安装方法及要

求

1.1.3 岩屑烘干箱的结构及原理

1.1.4 岩屑烘干箱的操作方法及参

数设置方法

1.1.5 绞车传感器的安装方法及要

求

1.2 维

护保养

1.2.1 能日常维护保养钻时录

井仪

1.2.2 能更换常规荧光仪灯箱

熔断器

1.2.3 能更换常规荧光仪灯管

1.2.4 能日常维护保养岩屑烘

干箱

1.2.1 钻时录井仪的维护保养方法

及要求

1.2.2 常规荧光仪的结构及操作方

法

1.2.3 常规荧光仪灯箱熔断器、灯

管的更换方法

1.2.4 烘烤岩屑温度设定的要求

1.2.5 岩屑烘干箱日常维护保养的

方法及要求

2.录

取、分

析钻井

地质资

料

2.1 录

取资料

2.1.1 能填写荧光记录

2.1.2 能填写钻具记录

2.1.3 能填写交接班记录

2.1.4 能进行巡回检查

2.1.5 能识别井场常用管具

2.1.6 能丈量、编排钻具

2.1.7 能丈量、计算方入

2.1.8 能计算井深

2.1.9 能丈量补心高

2.1.10 能记录钻时

2.1.11 能实测、计算岩屑迟到

时间

2.1.12 能采集油、气、水样

2.1.1 荧光记录的填写方法及要求

2.1.2 钻具记录的填写方法及要求

2.1.3 交接班记录的填写方法及要

求

2.1.4 巡回检查的路线及内容

2.1.5 常见管具的类型及识别方法

2.1.6 钻具管理、丈量的方法及要

求

2.1.7 方入、钻余、套余、套补距、

套头深、联入的概念及计算方法

2.1.8 井深的计算方法

2.1.9 补心高的概念及丈量方法

2.1.10 录井钻前准备工作的内容

2.1.11 钻时、钻时录井的概念

2.1.12 岩屑、岩屑录井的概念及岩

屑录井的影响因素

2.1.13 岩屑迟到时间的概念

2.1.14 岩屑迟到时间的测定要求

及计算方法

2.1.15 油、气、水样的采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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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分

析解释资

料

2.2.1 能识读地质设计

2.2.2 能识别地质图件

2.2.3 能绘制钻时曲线

2.2.4 能应用钻时曲线进行地

质分析

2.2.5 能对储层岩样进行系列

对比

2.2.6 能判断真假油气显示

2.2.1 钻井地质设计的内容及识读

方法

2.2.2 构造图、剖面图、井位图、

地质预告图的识别方法

2.2.3 钻时变化的影响因素

2.2.4 钻时曲线的绘制及在地质分

析时的应用方法

2.2.5 储层岩样对比的方法及注意

事项

2.2.6 真假油气的显示及判断方法

3.收

集钻井

地质资

料

3.1 收

集数据资

料

3.1.1 能收集开钻、完井资料

3.1.2 能收集井身结构数据

3.1.3 能收集下套管资料

3.1.4 能收集固井资料

3.1.5 能收集套管试压数据

3.1.6 能收集钻井过程中油气

水侵时钻井液资料

3.1.7 能收集套后测井资料

3.1.8 能收集测井项目、井段、

比例资料

3.1.1 资料采集、整理的方法及要

求

3.1.2 完井作业的概念及固井的目

的

3.1.3 套管资料的收集方法及要求

3.1.4 固井资料的收集方法及要求

3.1.5 套管试压数据的收集方法及

要求

3.1.6 钻井过程中油气水侵时钻井

液资料的收集方法及要求

3.1.7 套后测井资料的收集方法及

要求

3.1.8 测井项目、井段、比例资料

的收集方法及要求

3.2 收

集岩样资

料

3.2.1 能捞取、清洗、晾晒、

烘烤、收装岩屑

3.2.2 能识别岩性并粗描岩屑

3.2.3 能采集岩屑样装罐

3.2.4 能挑选岩屑样品

3.2.5 能识别真假岩心

3.2.1 岩心录井的概念及注意事项

3.2.2 岩屑的捞取、清理、晾晒、

烘烤、收集的方法及要求

3.2.3 岩性识别及粗描的方法

3.2.4 装罐岩屑样的采集方法及要

求

3.2.5 岩屑样品的挑选方法及原则

3.2.6 真假岩心的识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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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整

理岩心资

料

3.3.1 能进行岩心出筒、清洗

3.3.2 能丈量、整理岩心

3.3.3 能计算取心收获率

3.3.4 能做荧光录井空白试验

3.3.5 能对岩样进行荧光湿

照、干照、滴照

3.3.1 钻井取心的目的、方式及原

则

3.3.2岩心出筒、清洗、整理和丈

量的方法及要求

3.3.3取心收获率的概念及计算方

法

3.3.4荧光录井的方法及原则

3.3.5常规荧光分析仪的操作方法

3.3.6荧光录井空白试验的方法及

要求

3.3.7对岩样进行荧光湿照、干照、

滴照的方法及要求

4.安全

生产

4.1 安

全操作

4.1.1 能识别安全警示标识

4.1.2 能报火警

4.1.3 能拨打急救电话

4.1.4 能使用消防器材扑灭初

起火灾

4.1.5 能对配电部位操作进行

防触电防护

4.1.6 能佩戴正压式空气呼吸

器

4.1.1 安全警示标识的图例

4.1.2 火灾现场的情况说明

4.1.3 人员受伤的类型及情况说明

4.1.4 消防器材的种类、适用范围

及使用方法

4.1.5 配电部位操作防触电的方法

4.1.6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的型号、

适用范围及佩戴方法

4.2 风

险辨识与

防控

4.2.1 能辨识生产操作过程中

的风险点源

4.2.2 能针对风险点源采取防

控措施

4.2.1 安全理念、要求和健康、安

全、环境（HSE）的管理制度

4.2.2 工程技术工用量具、设施设

备、工艺流程在不同环境场所的安全

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4.2.3 风险点源的辨识方法及防控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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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四级/中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录

取、分

析钻井

地质资

料

1.1 录

取资料

1.1.1 能填写完井报告附表

1.1.2 能使用定量荧光录井

仪录井

1.1.3 能使用岩石热解分析

录井仪录井

1.1.4 能使用岩石热蒸发气

相色谱分析录井仪录井

1.1.5 能做岩心的含油、含

气、含水试验

1.1.6 能收集井涌、井喷、

井漏及放空情况下的录井资料

1.1.7 能收集发生钻井工程

事故时的录井资料

1.1.1 完井报告附表的填写要求

1.1.2 定量荧光录井仪的结构原理

及操作方法

1.1.3 岩石热解分析仪的结构原理

及操作方法

1.1.4 岩石热蒸发气相色谱分析录

井仪的结构原理及操作方法

1.1.5 岩心的含油、含气、含水试验

的方法及要求

1.1.6 井涌、井喷、井漏的概念

1.1.7 井涌、井喷、井漏和放空情况

下地质录井资料的收集方法及要求

1.1.8 钻井工程事故时地质录井资

料的收集方法及要求

1.2 分

析解释资

料

1.2.1 能识读定量荧光录井

仪原始图谱

1.2.2 能整理定量荧光原始

录井资料

1.2.3 能识读岩石热解分析

原始资料

1.2.4 能识读岩石热蒸发气

相色谱分析原始资料

1.2.5 能应用 P-K 仪录井资

料进行储层物性分析

1.2.1 定量荧光录井仪原始图谱的

识读方法及要求

1.2.2 定量荧光录井资料整理的方

法及要求

1.2.3 岩石热解分析原始资料的识

读方法及要求

1.2.4 岩石热蒸发气相色谱分析原

始资料的识读方法及要求

1.2.5 P-K仪的结构原理及使用方法

1.2.6 P-K仪录井资料在分析储层物

性时的作用

2.收

集钻井

地质资

料

2.1 收

集岩样资

料

2.1.1 能采集岩心样品

2.1.2 能进行井壁取心的出

筒、整理

2.1.3 能识别井壁取心的岩

性

2.1.1 岩心样品的采集方法及取样

要求

2.1.2 井壁取心出筒、整理的方法及

要求

2.1.3 不同类型岩石的定名方法、特

性及识别方法

2.2 整

理岩心资

料

2.2.1 能划分岩屑含油级别

2.2.2 能划分井壁取心含油

级别

2.2.3 能描述岩屑样品

2.2.4 能描述井壁取心样品

2.2.1 岩屑含油级别的划分标准

2.2.2 井壁取心含油级别的划分标

准

2.2.3 岩屑和井壁取心样品的描述

方法及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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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

用钻井

地质资

料

3.1 评

价资料

3.1.1 能利用岩样判断储层

含油、气、水性

3.1.2 能利用数据资料判断

储层含油、气、水性

3.1.1 利用现场实物录井资料判断

储层含油、气、水性的方法及相关解

释标准

3.1.2 利用现场数据资料判断储层

含油、气、水性的方法及有关解释标

准

3.2 编

绘图表

3.2.1 能识读构造图、剖面

图、井位图

3.2.2 能编绘录井施工大表

3.2.3 能绘制录井曲线图

3.2.4 能绘制岩性柱状剖面

图

3.2.5 能用计算机绘制随钻

岩屑录井图

3.2.1 构造图、剖面图、井位图的要

素及识读方法

3.2.2 录井施工大表的绘制方法及

要求

3.2.3 录井曲线图的绘制方法及要

求

3.2.4 岩性柱状剖面图的绘制方法

及要求

3.2.5 随钻岩屑录井图的计算机绘

制方法及要求

4.安全

生产

4.1 安

全操作

4.1.1 能佩戴安全带登高作

业

4.1.2 能简单处置外伤

4.1.3 能现场救治中暑人员

4.1.1 安全带的规格、使用方法及注

意事项

4.1.2 高空作业的分级及注意事项

4.1.3 外伤的类型及包扎方法

4.1.4 中暑的救治方法

4.2 风

险辨识与

防控

4.2.1 能分析机械伤害典型

案例

4.2.2 能分析触电典型案例

4.2.3 能分析火灾典型案例

4.2.1 事件、事故的分类分级

4.2.2 典型事件、事故案例

4.2.3 机械伤害的定义、分类及产生

原因

4.2.4 触电的定义、分类及产生原因

4.2.5 火灾的定义、分类及产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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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三级/高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录

取、分

析钻井

地质资

料

1.1 录

取资料

1.1.1 能确定井壁取心位置

1.1.2 能确定钻井取心层位

1.1.3 能计算油气上窜速度

和高度

1.1.4 能采集凝析油气层、

硫化氢层、疏松砂岩油层的录

井资料

1.1.5 能采集混油钻井液、

欠平衡钻井、空气钻井工况下

的录井资料

1.1.6 能采集中途测试和原

钻机试油资料

1.1.1 井壁取心的概念、原则及取心

位置的确定方法

1.1.2 钻井取心的概念、原则及取心

层位的确定方法

1.1.3 后效气体检测数据的应用方

式及油气上窜速度、高度的计算方法

1.1.4 特殊油气层资料的采集方法

及要求

1.1.5 混油钻井液、欠平衡钻井、空

气钻井等特殊工况录取资料的采集方

法及要求

1.1.6 中途测试和原钻机试油资料

的采集方法及要求

1.2 分

析解释资

料

1.2.1 能利用气体录井资料

进行地质解释

1.2.2 能根据录井资料判断

钻井液性能的合理性

1.2.3 能计算断距

1.2.4 能分析确定完钻层位

和完钻井深

1.2.1 气体录井的概念

1.2.2 利用气体录井资料进行地质

解释的方法及要求

1.2.3 钻井液性能的判断方法

1.2.4 断距的概念及其计算方法

1.2.5 完钻层位和完钻井深的分析

方法及确定原则

2.收

集钻井

地质资

料

2.1 收

集岩样资

料

2.1.1 能挑选特殊岩性、油

气显示岩样

2.1.2 能挑选真岩屑

2.1.3 能制作岩样汇集

2.1.1 特殊岩性和油气显示岩样的

特征及挑选方法

2.1.2 真岩屑的特征及挑选技巧

2.1.3 岩样汇集的制作方法及要求

2.2 整

理岩心资

料

2.2.1 能制作实物剖面

2.2.2 能描述煤岩

2.2.3 能描述页岩

2.2.1 实物剖面的制作方法及要求

2.2.2 煤层气的评价方法及煤岩的

描述方法

2.2.3 页岩气的概念、特征及页岩的

描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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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

用钻井

地质资

料

3.1 评

价资料

3.1.1 能识别标志层、标准

层

3.1.2 能进行随钻地层对比、

地层划分

3.1.3 能判断井下断层、不

整合的地质现象

3.1.4 能利用常规、定量荧

光录井资料进行油气层解释

3.1.5 能综合判断储层流体

性质

3.1.6 能综合分析探井资料

3.1.7 能编写录井报告

3.1.1 标志层、标准层的特性及识别

方法

3.1.2 地层对比、地层划分的方法及

注意事项

3.1.3 井下断层、不整合地质现象的

判断方法及原则

3.1.4 常规、定量荧光录井资料在油

气层解释时的应用方法

3.1.5 气体录井、岩石热解、测井、

化验分析资料在判断储层流体性质时

综合应用的方法及要求

3.1.6 探井油、气、水层资料的综合

分析方法

3.1.7 录井报告的编写方法及要求

3.2 编

绘图表

3.2.1 能绘制录井工艺流程

图

3.2.2 能编绘录井综合图

3.2.3 能编绘岩心录井综合

图

3.2.1 录井工艺流程图的内容及绘

制方法

3.2.2 录井综合图的编绘方法及要

求

3.2.3 岩心录井综合图的编绘方法

及要求

4.安全

生产

4.1 安

全操作

4.1.1 能进行心肺复苏

4.1.2 能使用气体检测仪检

测气体浓度

4.1.3 能进行压力容器操作

前的安全准备

4.1.1 心肺复苏的操作要点

4.1.2 气体检测仪的使用方法

4.1.3 有毒、有害及可燃气体的类型

和爆炸极限

4.1.4 压力容器操作前的安全要求

4.2 风

险辨识与

防控

4.2.1 能处置机械伤害突发

事件

4.2.2 能处置触电突发事件

4.2.3 能处置火灾突发事件

4.2.1 机械伤害的防范措施及处置

方法

4.2.2 触电的防范措施及处置方法

4.2.3 火灾的防范措施及处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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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二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录

取、分

析钻井

地质资

料

1.1 录取

资料

1.1.1 能在复杂钻井条件下进

行地质录井

1.1.2 能在特殊地层条件下进

行地质录井

1.1.3 能录取工程录井参数

1.1.4 能使用元素录井仪录井

1.1.5能使用X-衍射录井仪录

井

1.1.1 复杂钻井条件下地质录井

的方法及要求

1.1.2 特殊地层条件下地质录井

的方法及要求

1.1.3 工程录井参数的种类及录

井方法

1.1.4 元素录井仪的结构原理及

操作方法

1.1.5 X-衍射录井仪的结构原理

及操作方法

1.2 分析

解释资料

1.2.1 能利用工程录井资料预

报工程异常

1.2.2 能利用元素录井资料确

定岩性

1.2.3能利用X-衍射录井资料

确定岩性

1.2.4 能制作、分析轻烃分析

样品

1.2.5 能制作、分析定量荧光

分析样品

1.2.6 能制作、分析核磁共振

分析样品

1.2.1 工程录井参数的意义及预

报工程异常的方法

1.2.2 利用元素录井资料确定岩

性的方法及要求

1.2.3利用X-衍射录井资料确定

岩性的方法及要求

1.2.4 轻烃分析仪的结构原理

1.2.5 轻烃分析样品制作、分析

的方法及要求

1.2.6 三维定量荧光仪的结构原

理

1.2.7 定量荧光分析样品的制作

及分析方法

1.2.8 核磁共振仪的结构原理

1.2.9 核磁共振分析样品的制作

及分析方法

2.应

用钻井

地质资

料

2.1 评价

资料

2.1.1 能判断实钻与设计构造

吻合情况

2.1.2 能分析地质报废井失利

的原因

2.1.3 能利用本井和邻井资料

进行单井评价

2.1.1 构造分析方法的应用方式

2.1.2 实钻与设计构造吻合情况

的判断方法及原则

2.1.3 地质报废井失利原因的分

析方法及原则

2.1.4 单井评价的方法及原则

2.2 编绘

图表

2.2.1 能绘制构造图纵、横剖

面图

2.2.2 能绘制地质构造图

2.2.1 地质剖面图的绘制方法及

要求

2.2.2 地质构造图的绘制方法及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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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综

合管理

3.1 管理

资料

3.1.1 能用计算机整理录井资

料

3.1.2 能检查、评价录井成果

资料质量

3.1.3 能编写地质监督报告

3.1.4 能编写录井施工设计书

3.1.1 录井资料整理系统的使用

方法

3.1.2 录井资料、完井资料验收

的概念、内容、方法及质量评定标

准

3.1.3 地质监督的内容及监督报

告编写的方法

3.1.4 录井施工设计的内容及质

量要求

3.2 培训

3.2.1 能进行在用的生产技

术、工艺、设备培训

3.2.2 能编写技术教学方案

3.2.3 能制作多媒体培训课件

3.2.1 在用生产技术、工艺、设

备的管理要求及操作规程

3.2.2 技术教学方案的编写方法

及要求

3.2.3 多媒体培训课件的制作方

法及技巧

4.安全

生产

4.1 安全

操作

4.1.1 能在事故现场组织人员

撤离

4.1.2 能布置标准化施工区域

4.1.1 事故现场情况判断、撤离

路线及疏散方式

4.1.2 标准化施工区域的布置方

法及要求

4.2 风险

辨识与防控

4.2.1 能编制机械伤害事件、

事故安全预案

4.2.2 能编制触电事件、事故

安全预案

4.2.3 能编制火灾事件、事故

安全预案

4.2.1 安全预案的编制内容

4.2.2 安全预案的编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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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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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用钻井

地质资

料

1.1 评

价资料

1.1.1能用测井资料评价分析

岩性、地层、油气水层

1.1.2能利用地震剖面分析地

质

1.1.3能用软件综合评价油气

层

1.1.4 能进行油藏评价

1.1.5 能预测地层压力

1.1.1 用测井资料进行储层划分、

流体性质评价的方法

1.1.2 用测井资料分析岩性、地层、

油气水层的方法

1.1.3 利用地震剖面分析、解释地

质的方法

1.1.4 油气层综合评价的方法及用

计算机软件评价的要求

1.1.5 油藏评价的方法及原则

1.1.6 地层压力的预测方法及原则

1.2 编

绘图表

1.2.1 能编制资料解释图版

1.2.2 能编制区域、邻井相关

数据表

1.2.1 资料解释图版的编制方法和

要求

1.2.2 资料采集处理解释的要求

1.2.3 区域、邻井相关数据的收集

方法及数据表的编制要求

2.地

质导向

2.1 卡

着陆点

2.1.1 能换算斜深与垂深

2.1.2能根据实钻情况调整目

的层预测深度

2.1.3能根据目的层产状确定

中完井斜角

2.1.4 能判断着陆点

2.1.1 斜深和垂深的概念及换算方

法

2.1.2 目的层预测深度的调整方法

及原则

2.1.3 中完井斜角的确定方法

2.1.4 卡着陆点和判断着陆点的方

法

2.2 水

平段地质

导向

2.2.1能判断钻头与目的层的

位置关系

2.2.2能随钻计算已钻井段地

层倾角并推断下部地层产状

2.2.3能调整井身轨迹追踪目

的层

2.2.1 地质导向软件的应用方法

2.2.2 钻头与目的层位置关系的判

断方法及近钻头围岩的识别方法

2.2.3 已钻井段地层倾角的计算方

法

2.2.4 下部地层产状的推断方法及

参考数据

2.2.5 井身轨迹的调整方法及目的

层的追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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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管

理地质导

向

2.3.1 能收集地质导向资料

2.3.2能综合分析地质导向资

料

2.3.3能预测目的层地质情况

2.3.1地质导向的概念及资料收集、

整理的方法

2.3.2 地质导向资料综合分析的方

法

2.3.3 目的层地质情况的预测方法

及相关地质资料

3.综

合管理

3.1 管

理资料

3.1.1 能验收录井条件

3.1.2能辨识录井的重点和难

点

3.1.3能检查评价录井资料录

取质量

3.1.4 能设置传输设备参数

3.1.5 能远程传输录井资料

3.1.6能传输并检查数据的准

确性

3.1.1 现场录井的条件及验收方法

3.1.2 录井施工设计的内容

3.1.3 录井重点和难点的确定方法

3.1.4 资料采集完整性、准确性的

检查评价方法及资料录取质量的检查

评价方法

3.1.5 远程传输软件的使用方法及

实时传输的内容

3.1.6 远程传输录井资料的方法及

要求

3.1.7 数据资料录入、导入、导出

及检查的方法

3.2 培

训

3.2.1能编写技术教学计划

3.2.2能对培训效果进行考核

评价

3.2.3能进行新技术、新工艺、

新设备培训

3.2.1 技术教学计划的编写方法及

要求

3.2.2 培训效果考核评价的方法及

标准

3.2.3 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的

管理要求及操作规程

4.安全

生产

4.1 安

全操作

4.1.1能编制受限空间作业方

案

4.1.2 能编制高空作业方案

4.1.3 能编制动火作业方案

4.1.1 受限空间作业方案的编制内

容及要求

4.1.2 高空作业方案的编制内容及

要求

4.1.3 动火作业方案的编制内容及

要求

4.2 风

险辨识与

防控

4.2.1 能进行危险作业管理

4.2.2 能组织机械伤害事件、

事故应急演练

4.2.3 能组织触电事件、事故

应急演练

4.2.4 能组织火灾事件、事故

应急演练

4.2.1 危险作业管理的风险类别、作

业要求

4.2.2 应急演练的组织程序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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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油套管操作工

3.5.1 五级/初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油

套管管

材管理

1.1 检

查监控管

材

1.1.1 能丈量油套管

1.1.2 能检查油套管

1.1.3 能辨识油套管参数

1.1.4 能检查油套管吊卡

1.1.5 能检查油套管卡瓦

1.1.1 油套管丈量、检查的方法

及要求

1.1.2 油套管的种类、规格及参

数

1.1.3 油套管吊卡的类型、结构

及检查方法

1.1.4 油套管卡瓦的类型、结构

及检查方法

1.2 拆

装维护管

材

1.2.1 能通径油套管

1.2.2 能保养油套管螺纹

1.2.3 能配制油套管螺纹脂

1.2.4 能检查使用快卸护丝

1.2.1 油套管通径的方法及要

求

1.2.2 油套管螺纹的特性及清

理维护的方法

1.2.3 油套管螺纹脂的配制方

法及要求

1.2.4 快卸护丝的规格型号

1.2.5 快卸护丝的检查及使用

方法

2.油

套管施

工作业

2.1 施

工准备

2.1.1 能选择油套管下入工具

2.1.2 能连接动力源附件

2.1.3 能连接油套管钳附件

2.1.4 能拆装活塞式打桩锤索

具及附件

2.1.1 油套管下入工具的种类

规格及选用原则

2.1.2 动力源附件的型号、结构

及连接方法

2.1.3 油套管钳附件的结构及

连接方法

2.1.4 活塞式打桩锤索具及附

件的结构及拆装方法

2.2 井

口拆装操

作

2.2.1 能安装环板

2.2.2 能拆装套管卡瓦

2.2.3 能连接套管头螺栓及附

件

2.2.4 能安装支撑板

2.2.1 井口环板的规格及作用

2.2.2 井口环板的安装方法及

要求

2.2.3 套管卡瓦的拆装方法

2.2.4 套管头的结构及其螺栓、

附件的安装方法

2.2.5 支撑板的规格及作用

2.2.6 支撑板的安装方法及要

求

3.油

套管设

备管理

3.1 检

查维护设

备

3.1.1 能拆装保养动力源（内燃

机）撬架

3.1.2 能检查油套管设备油料

3.1.3 能检查油套管钳外观

3.1.4 能保养油套管井口工具

3.1.1 动力源撬架的结构及拆

装保养方法

3.1.2 油套管设备油料的使用

要求及检查方法

3.1.3 油套管钳的特性及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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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能保养井口安装工具 检查要求

3.1.4 油套管井口工具的种类

及保养要求

3.1.5 井口安装工具的种类及

保养要求

3.2 故

障处理

3.2.1 能应急停止油套管钳动

力泵站设备

3.2.2 能更换油套管钳牙板

3.2.3 能处理油套管钳钳门故

障

3.2.4 能处理油套管钳手柄故

障

3.2.5 能更换油套管钳仪表

3.2.1 油套管钳动力泵站设备

应急停止的方法和要求

3.2.2 油套管钳牙板的类型及

更换方法

3.2.3 油套管钳钳门的结构及

故障的处理方法

3.2.4 油套管钳手柄的结构及

故障的处理方法

3.2.5 油套管钳仪表的使用要

求及更换方法

4.安全

生产

4.1 安

全操作

4.1.1 能识别安全警示标识

4.1.2 能报火警

4.1.3 能拨打急救电话

4.1.4 能使用消防器材扑灭初

起火灾

4.1.5 能对配电部位操作进行

防触电防护

4.1.6 能佩戴正压式空气呼吸

器

4.1.1 安全警示标识的图例

4.1.2 火灾现场的情况说明

4.1.3 人员受伤的类型及情况

说明

4.1.4 消防器材的种类、适用范

围及使用方法

4.1.5 配电部位操作防触电的

方法

4.1.6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的型

号、适用范围及佩戴方法

4.2 风

险辨识与

防控

4.2.1 能辨识生产操作过程中

的风险点源

4.2.2 能针对风险点源采取防

控措施

4.2.1 安全理念、要求和健康、

安全、环境（HSE）的管理制度

4.2.2 工程技术工用量具、设施

设备、工艺流程在不同环境场所

的安全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4.2.3 风险点源的辨识方法及

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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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四级/中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油

套管管

材管理

1.1 检

查监控管

材

1.1.1 能安装扭矩监控系统

1.1.2 能检查扭矩监控传感器

1.1.3 能检查扭矩监控电磁阀

组

1.1.4 能检查扭矩监控数据线

1.1.1 扭矩监控仪的结构及安装

方法

1.1.2 扭矩监控传感器的组成及

检查方法

1.1.3 扭矩监控电磁阀组的组成

及检查方法

1.1.4 扭矩监控数据线的组成及

检查方法

1.2 拆

装维护管

材

1.2.1 能连接、拆卸套管

1.2.2 能连接油套管附件

1.2.3 能操作灌浆器灌浆

1.2.1 油套管钳的使用要求

1.2.2 套管连接、拆卸的方法及

注意事项

1.2.3 油套管附件的结构及连接

方法

1.2.4 灌浆器的特性及操作方法

2.油

套管施

工作业

2.1 施

工准备

2.1.1 能打磨套管坡口

2.1.2 能安装特殊管材井口工

具

2.1.3 能调试油套管钳参数

2.1.4 能调试动力源参数

2.1.1 套管坡口的打磨方法及要

求

2.1.2 特殊管材井口工具的使用

特性及安装方法

2.1.3 油套管钳参数的调试方法

及要求

2.1.4 动力源参数的调试方法及

要求

2.2 井

口拆装操

作

2.2.1 能安装油套管头

2.2.2 能连接套管

2.2.3 能操作卡盘起下油套管

2.2.4 能连接完井生产管柱

2.2.5 能热切割套管

2.2.1 油套管头的密封特性及安

装方法

2.2.2 套管管柱的结构、作业程

序及连接方法

2.2.3 卡盘的操作方法及起下油

套管操作的注意事项

2.2.4 完井生产管柱的结构、作

业程序及连接方法

2.2.5 热切割设备的特性及切割

套管的方法

3.油

套管设

备管理

3.1 检

查维护设

备

3.1.1 能清洗火花熄灭器

3.1.2 能更换动力源油品

3.1.3 能维护油套管钳扭矩传

感器

3.1.4 能保养油套管卡盘工具

3.1.5 能保养坡口机

3.1.1 火花熄灭器的结构及清洗

方法

3.1.2 动力源（内燃机）油品的

使用及更换方法

3.1.3 油套管钳扭矩传感器的结

构及维护方法

3.1.4 油套管动力卡盘工具的使

用特性及保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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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坡口机的维护保养方法及

要求

3.2 故

障处理

3.2.1 能处理油套管动力源传

动机构的故障

3.2.2 能处理油套管动力源管

线泄漏的故障

3.2.3 能处理油套管钳刹车总

成的故障

3.2.4 能处理坡口机紧固件松

脱的故障

3.2.1 油套管动力源传动机构的

结构原理及故障处理方法

3.2.2 油套管动力源管线泄漏的

原因及故障排除方法

3.2.3 油套管钳刹车总成的结构

及故障排除方法

3.2.4 坡口机的结构原理及故障

处理方法

4.安全

生产

4.1 安

全操作

4.1.1 能佩戴安全带登高作业

4.1.2 能简单处置外伤

4.1.3 能现场救治中暑人员

4.1.1 安全带的规格、使用方法

及注意事项

4.1.2 高空作业的分级及注意事

项

4.1.3 外伤的类型及包扎方法

4.1.4 中暑的救治方法

4.2 风

险辨识与

防控

4.2.1 能分析机械伤害典型案

例

4.2.2 能分析触电典型案例

4.2.3 能分析火灾典型案例

4.2.1 事件、事故的分类分级

4.2.2 典型事件、事故案例

4.2.3 机械伤害的定义、分类及

产生原因

4.2.4 触电的定义、分类及产生

原因

4.2.5 火灾的定义、分类及产生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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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三级/高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1.油

套管管

材管理

1.1 检

查监控管

材

1.1.1 能监控油套管扭矩

1.1.2 能监控完井管柱上扣扭

矩

1.1.3 能监控回接上扣扭矩

1.1.4 能设置扭矩监控系统

1.1.1 油套管的机械性能及扭矩

的监控方法

1.1.2 完井管柱上扣的要求及扭

矩的监控方法

1.1.3 套管回接上扣的要求及扭

矩的监控方法

1.1.4 扭矩监控系统的设置方法

及要求

1.2 拆

装维护管

材

1.2.1 能连接隔水导管

1.2.2 能连接、拆卸特殊管材

1.2.3 能使用顶驱下套管装置

下套管

1.2.1 隔水管的结构及连接方法

1.2.2 特殊管材连接、拆卸的方

法及注意事项

1.2.3 顶驱下套管装置的机械性

能及下套管的操作方法

2.油

套管施

工作业

2.1 施

工准备

2.1.1 能连接打桩锤监控

2.1.2 能连接、拆卸回接工具

2.1.3 能连接特殊变扣接头

2.1.4 能调试采油树作业参数

2.1.5 能连接井口试压装置试

压

2.1.1 打桩作业的要求

2.1.2 打桩监控仪的结构、连接

方式及监控方法

2.1.3 套管回接的作业程序

2.1.4 回接工具的连接、拆卸方

法及注意事项

2.1.5 特殊变扣接头的种类及连

接方法

2.1.6 采油树作业参数的调试方

法及要求

2.1.7 井口试压装置的组成、连

接方式及试压方法

2.2 井

口拆装操

作

2.2.1 能使用打桩锤打桩

2.2.2 能进行冷切割

2.2.3 能安装采油树

2.2.4 能对井口装置进行试压

2.2.1 打桩锤打桩的操作方法及

要求

2.2.2 冷切割设备的特性及切割

方法

2.2.3 采油树的结构特性及安装

方法

2.2.4 井口装置试压的方法及要

求

3.油

套管设

备管理

3.1 检

查维护设

备

3.1.1 能更换动力源三滤

3.1.2 能维护油套管钳齿轮箱

总成

3.1.3 能维护油套管钳马达总

成

3.1.4 能维护扭矩监控仪电磁

阀

3.1.1 柴油机过滤器的结构及三

滤的更换方法

3.1.2 油套管钳齿轮箱总成的结

构及维护方法

3.1.3 油套管钳马达总成的结构

及维护方法

3.1.4 扭矩监控仪电磁阀的结构

及维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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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能维护油管钳增压集成

块总成

3.1.5 油管钳增压集成块总成的

特性及及维护方法

3.2 故

障处理

3.2.1 能处理动力源（内燃机）

输出压力的故障

3.2.2 能处理坡口机切割的故

障

3.2.3 能处理动力卡盘的故障

3.2.4 能处理扭矩监控设备的

故障

3.2.5 能处理灌浆器的故障

3.2.1 内燃机输出压力的要求及

压力故障的处理方法

3.2.2 坡口机的特性及切割故障

的处理方法

3.2.3 动力卡盘的特性及故障的

处理方法

3.2.4 扭矩监控设备故障的处理

方法及要求

3.2.5 灌浆器的结构及故障的处

理方法

4.综

合管理

4.1 培

训

4.1.1 能进行在用的生产技

术、工艺、设备培训

4.1.2 能制作培训多媒体课件

4.1.1 在用生产技术、工艺、设

备的管理要求及操作规程

4.1.2 制作培训多媒体课件的方

法及技巧

4.2 识

别英文标

识

4.2.1 能识别井口工具英文标

识

4.2.2 能识别油套管设备英文

标识

4.2.3 能识别作业场所英文安

全警示标识

4.2.1 井口工具和油套管设备英

文标识的识别方法

4.2.2 作业环境英文安全警示标

识的识别方法

5.安全

生产

5.1 安

全操作

5.1.1 能进行心肺复苏

5.1.2 能使用气体检测仪检测

气体浓度

5.1.3 能进行压力容器操作前

的安全准备

5.1.1 心肺复苏的操作要点

5.1.2 气体检测仪的使用方法

5.1.3 有毒、有害及可燃气体的

类型及爆炸极限

5.1.4 压力容器操作前的安全要

求

5.2 风

险辨识与

防控

5.2.1 能处置机械伤害突发事

件

5.2.2 能处置触电突发事件

5.2.3 能处置火灾突发事件

5.2.1 机械伤害的防范措施及处

置方法

5.2.2 触电的防范措施及处置方

法

5.2.3 火灾的防范措施及处置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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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权重表

4.1 石油钻井工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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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15 15

相关

知识

要求

操作钻井设备 25 25 20 15 15

管理钻井设备 25 25 20 15 15

维护钻井设备 15 20 30 30 30

综合管理 — — — 15 15

安全生产 5 5 5 5 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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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钻井设备 30 30 30 20 15

管理钻井设备 35 35 25 20 20

维护钻井设备 30 30 40 40 40

综合管理 — — — 15 20

安全生产 5 5 5 5 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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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钻井液工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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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15 10

相关

知识

要求

选配、测试钻井液 30 30 30 30 35

维护、处理钻井液 20 30 30 35 35

综合管理 15 10 10 10 10

安全生产 5 5 5 5 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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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配、测试钻井液 40 40 40 35 35

维护、处理钻井液 30 30 35 40 40

综合管理 25 25 20 20 20

安全生产 5 5 5 5 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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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钻井柴油机工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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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20 15 10

相关

知识

要求

检查、使用钻井

柴油机设备
20 15 — — —

检测、运转钻井

柴油机设备
20 20 20 — —

保养、维修钻井

柴油机设备
25 30 30 30 30

故障处理 — — 20 30 35

综合管理 — — - 15 15

安全生产 5 5 5 5 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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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使用钻井

柴油机设备
25 25 — — —

检测、运转钻井

柴油机设备
30 30 30 — —

保养、维修钻井

柴油机设备
40 40 35 35 35

故障处理 — — 30 40 40

综合管理 — — - 20 20

安全生产 5 5 5 5 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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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钻井地质工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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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相关

知识

要求

管理资料录取设备 15 — — — —

录取、分析钻井地质

资料
30 30 30 30 —

收集钻井地质资料 20 20 15 — —

应用钻井地质资料 — 20 30 30 30

地质导向 — — — — 20

综合管理 — — — 20 30

安全生产 5 5 5 5 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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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资料录取设备 15 — — — —

录取、分析钻井地质

资料
40 40 35 30 —

收集钻井地质资料 40 35 25 — —

应用钻井地质资料 — 20 35 35 35

地质导向 — — — — 20

综合管理 — — — 30 40

安全生产 5 5 5 5 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59

4.5 油套管操作工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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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本

要求

职业道德 5 5 5

基础知识 25 20 15

相关

知识

要求

油套管管材管理 15 20 20

油套管施工作业 20 20 20

油套管设备管理 30 30 30

综合管理 — — 5

安全生产 5 5 5

合计 100 100 100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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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技能

要求

油套管管材管理 30 25 25

油套管施工作业 25 30 30

油套管设备管理 40 40 35

综合管理 — — 5

安全生产 5 5 5

合计 100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