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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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培育工匠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委托湖北省

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组织有关专家，制定了《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员国家职业技

能标准（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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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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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员的职业活动内容进行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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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

级/技师三个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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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产业变化对本职业

的影响，以及本职业发展变化的趋势。

---依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GB 37487）

有关规定，公共场所应设立卫生管理部门或配备专（兼）职卫生管理人员，具体

负责本公共场所的卫生管理工作。

---三个等级的职业能力定位是：四级/中级工---实施与执行，三级/高级工

---组织与管理，二级/技师---规划与评价。

三、本《标准》的编制由湖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组织，主要起草单位有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

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武汉大学健康学院。

四、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有：龚晨睿、谢曙光、潘力军、王怀记、崔秀青、

李菁菁、刘爽、汪春红、汪文滔。

五、本《标准》主要审定人员有： 彭瑜、钱道庚、王姣、付俊杰、袁晶、

向浩、梅勇、石红梅、蔡超、吴永浩、孙志峰。

六、本《标准》业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自公布之日①起施行。

①2021 年 12 月 2 日，本《标准》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颁布网约配送员等 18
个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的通知》（人社厅发〔2021〕92 号）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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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员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2021 年版）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员

1.2 职业编码

4-14-04-03

1.3 职业定义

从事公共场所的卫生检查、评估、宣传、指导和管理等工作的人员。

1.4 职业技能等级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员设三个等级，分别为：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

级/技师。

1.5 职业环境条件

室内、室外，常温、高温或低温工作环境。

1.6 职业能力特征

身体健康；具备从事公共场所卫生管理的一定知识及能力；有较强的观察和

理解、表达和交流，信息的获取、处理和使用，协调、管理及学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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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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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②工作 2 年（含）以上。

②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餐厅服务员、前厅服务员、客房服务员、旅店服务员、公共游览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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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取得技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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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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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等级证书），

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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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级/中级职业资格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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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年（含）以上。

（3）具有大学专科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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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技能等级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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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具有大学专科及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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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技能等级证书），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

职业工作 2年（含）以上。

所服务员、康乐服务员、道路客运服务员、铁路车站客运服务员、航空运输地面服务员、客

运船舶驾驶员、船舶业务员、港口客运员、防疫员、消毒员、营业员、收银员、物业管理员、

体育场馆管理员、游泳救生员、保洁员、保安员、后勤管理员、保卫管理员、社区工作者等，

下同。

③ 本专业或相关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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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管理，餐饮管理、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社区管理与服务，卫生检验与

检疫技术等，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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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含）以上，并获得国家级职业技能大赛个

人三等奖（含）以上或省级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个人一等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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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技能考核主要采用

现场操作、模拟操作等方式进行，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具备的技能水

平；综合评审主要针对二级/技师，通过审阅申报材料、现场答辩等方式进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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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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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min，技能考核时间不少于 90 min，综合评审

时间不少于 6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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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考核应在工作现场或模拟

现场进行，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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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视生命，关爱健康，将预防和控制疾病、维护人民的健康利益作为

自己的职业责任。

（2）依法维护社会公共卫生秩序，依法维护公众和自身的权益。

（3）具有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4）严格遵守保密制度。

2.2 基础知识

2.2.1 理论基础知识

（1）公共场所相关知识。

（2）卫生管理相关知识。

（3）室内空气、生活饮用水、食品安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环境及物品

消杀相关知识。

（4）自然灾害应对及消防安全相关知识。

2.2.2 技术基础知识

（1）卫生监督要点。

（2）健康教育知识。

（3）生活饮用水卫生要求。

（4）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要求。

（5）健康危害事故处置要求。

2.2.3 其他相关知识

（1）标识标志相关知识。

（2）安全、心理学基本知识。

（3）档案管理相关知识。

2.2.4 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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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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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相关知识。

（5）《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相关知识。

（6）《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相关知识。

（7）《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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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要求

本标准对四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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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级/中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卫

生

公

示

管

理

1.1 公示基

本内容核查

1.1.1 能识别卫生许可证照、营业执

照、卫生信誉等级、从业人员健康证明、

量化分级公示及相关规章制度

1.1.2 能检查卫生许可证照、营业执

照、卫生信誉等级、从业人员健康证明、

量化分级公示及相关规章制度的种类和

数量

1.1.1 公共场所的

基本概念和定义

1.1.2 公共场所的

卫生管理基本要求

1.2 标志标

识核查

1.2.1 能识别禁止吸烟标识

1.2.2 能识别安全标识

1.2.1 禁烟标识的

基本规范

1.2.2 安全标识的

基本规范

2.

场

所

卫

生

检

查

2.1 物品配

置核查

2.1.1 能核查相关物品的配置情况

2.1.2 能核查物品采购和出入库记录

2.1.1 公共场所物

品配置基本要求

2.1.2 物品采购和

出入库相关知识

2.2 物品储

存核查

2.2.1 能检查公共用品用具存放环境

2.2.2 能检查消毒剂、杀虫剂、灭鼠剂

等有毒有害物品的存放和管理

2.2.3 能识别不同存放容器的功能和

用途

2.2.1 公共用品存

放要求

2.2.2 有毒有害物

品存放和管理要求

2.2.3 存放容器的

要求和相关知识

3.

人

员

卫

生

核

查

3.1 健康合

格证明核查

3.1.1 能识别从业人员健康合格证明

3.1.2 能检查从业人员参加卫生知识

与法律法规培训及考核情况

3.1.1.健康合格证

基本要素

3.1.2 公共场所卫

生知识培训及考核的

基本要求

3.2 从业人

员 个 人 卫 生

习惯核查

3.2.1 能检查从业人员在工作过程中

是否具有勤洗手、勤换衣等卫生习惯

3.2.2 能核查从业人员指甲、饰物佩戴

是否符合卫生要求

3.2.1 洗手和换衣

基本规范和要求

3.2.2 公共场所从

业人员卫生相关要求

和规范

4.

卫

生

抽

4.1 室内空

气 及 物 理 因

素状况抽查

能识别场所常规指标的异常情况

微小气候(湿度、温

度、风速)、采光、照

明、噪声等指标的卫

生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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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4.2 公共用

品 用 具 卫 生

状况抽查

能识别公共用品用具换洗消毒效果是

否合格

4.2.1 公共用品用

具的知识

4.2.2 公共用品用

具换洗消毒的知识

4.3 场所通

风 换 气 和 空

调 设 施 卫 生

抽查

4.3.1 能识别场所通风换气常规指标

的异常情况

4.3.2 能协助、监督通风空调系统的清

洗、消毒作业

4.3.1 公共场所新

风量的卫生意义

4.3.2 通风空调系

统的知识

4.3.3 通风空调系

统的清洗、消毒知识

4.4 生活饮

用 水 卫 生 抽

查

4.4.1 能识别场所的生活饮用水水质

异常情况

4.4.2 能检查水质处理器的定期维护

情况

4.4.1 生活饮用水

卫生知识

4.4.2 水质处理器

的维护知识

4.5 游泳池

水、淋浴用水

卫生抽查

4.5.1 能识别场所池水水质的气味、颜

色、浊度等异常情况

4.5.2 能检查场所浸脚消毒池池水的

定期消毒记录

4.5.3 能识别游泳、沐浴场所池水水质

的卫生学检测报告

4.5.1 游泳、沐浴场

所游泳池水水质及感

官指标要求

4.5.2 游泳、沐浴场

所浸脚消毒池池水的

消毒要求

5.

健

康

危

害

事

故

应

急

5.1 应急处

置

5.1.1 能发现并上报健康危害事故

5.1.2 能协助开展应急常规处置

5.1.1 健康危害事

故的定义和分类

5.1.2 突发健康危

害事故上报与常规处

置要求

6.

卫

生

制

度

管

理

6.1 制度执

行

6.1.1 能检查卫生制度、操作规范的执

行落实情况

6.1.2 能收集、整理和保管检测报告、

清洗消毒记录、设备维护维修记录、卫生

相关产品验收记录等卫生管理资料并形

成档案

6.1.1 记录核查的

方法和要点

6.1.2 档案的收集、

整理和保管方法与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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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三级/高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卫

生

公

示

管

理

1.1公示内

容核查

1.1.1 能对公示内容进行排查

1.1.2 能根据新要求、新工作制定相应

制度规程

1.1.1 公共场所相

关制度规定和要求

1.1.2 公共场所卫

生管理的相关制度规

定和要求

1.2标志标

识核查

1.2.1 能对不同类别标识进行设置

1.2.2 能识别不同类别标识的设置意义

1.2.1 标识设置基

本知识

1.2.2 标识设置的

要求和意义

2.

场

所

卫

生

检

查

2.1物品配

置核查

2.1.1 能根据经营业务变化配齐物品种

类

2.1.2 能根据配置工作变化设计相关记

录表格

2.1.1 不同公共场

所物品种类要求

2.1.2 表格设计基

本知识

2.2物品储

存核查

2.2.1 能判断存放环境是否符合要求

2.2.2 能按照卫生要求核算公共用品用

具储备数量

2.2.1 公共场所环

境基本要求及相关知

识

2.2.2 公共场所公

共用品用具的配备和

储备要求

3.

人

员

卫

生

核

查

3.1健康合

格证明核查

能识别从业人员健康合格证明的有效

性

公共场所从业人员

的基本卫生要求

3.2从业人

员个人卫生

习惯核查

3.2.1 能协助对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工

作的从业人员进行健康管理

3.2.2 能组织从业人员进行定期健康检

查

3.2.1 公共场所健

康管理基本要求

3.2.2 从业人员健

康检查要求

4.

卫

生

抽

查

4.1室内空

气及物理因

素状况抽查

能排查可能影响场所空气质量的因素

影响公共场所空

气、微小气候(湿度、

温度、风速)、采光、

照明、噪声等指标的

常见原因

4.2公共用

品用具卫生

状况抽查

能排查可能影响公共用品用具的换洗

消毒质量的因素

公共用品用具换洗

消毒的质量要求

4.3场所通

风换气和空

调设施卫生

抽查

能排查可能影响场所新风量等通风换

气指标的因素

影响场所新风量等

通风换气指标的常见

隐患及排除方法

4.4生活饮

用水卫生抽

4.4.1 能排查可能影响生活饮用水水质

的因素

4.4.1 生活饮用水

水质常见异常情况处



9

查 4.4.2 能核查水质处理器滤芯的卫生状

况

置

4.4.2 水质处理器

滤芯的卫生管理

4.5游泳池

水、淋浴用水

卫生抽查

能排查游泳、沐浴场所池水水质卫生学

检测报告的超标指标

游泳、沐浴场所池

水水质的卫生要求

5.

健

康

危

害

事

故

应

急

5.1应急准

备

5.1.1 能开展健康危害事故应急演练

5.1.2 能核查应急设施、器材、物资的

配置情况，并提出改进建议

5.1.1 健康危害事

故应急处置演练的要

求和方法

5.1.2 应急设施、

器材、物资的性能和

配置要求

5.2应急处

置

5.2.1 能启动场所的应急预案

5.2.2 能对现场信息进行汇集、储存、

上报

5.2.3 能组织开展健康危害事故的现场

处置

5.2.1 健康危害事

故应急程序

5.2.2 现场处置的

基本要求

6.

卫

生

制

度

管

理

6.1制度的

制定

能根据工作需要制定相应的卫生管理

制度与操作规范

制度、规范制作方

法和要点

6.2档案的

运用
能运用计算机技术管理、使用档案

计算机应用技术基

础

7.

培

训

与

宣

传

7.1理论培

训

7.1.1 能对从业人员进行卫生法律法规

培训

7.1.2 能对从业人员进行卫生操作规程

及基础理论知识培训与考核

7.1.1 卫生法律法

规相关知识

7.1.2 卫生操作规

程相关知识

7.1.3 培训与考核

的组织方法和授课技

巧要点

7.2实践指

导

能对单位从业人员卫生操作进行技术

指导

相关卫生操作的具

体流程和注意事项

7.3宣传教

育
能组织开展基本卫生知识宣传

公共场所卫生宣传

教育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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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二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卫

生

公

示

管

理

1.1 公 示内

容核查

1.1.1 能对不符合现象提出整改措

施

1.1.2 能对场所的公示进行设计指

导

1.1.1 公共场所的

重点卫生要求

1.1.2 公共场所卫

生管理基本卫生知识

1.2 标 志标

识核查
能对不符合现象提出整改措施 标识设置规范要求

2.

场

所

卫

生

检

查

2.1 物 品配

置核查

2.1.1 能识别相关公共用品用具卫

生检测报告

2.1.2 能制定公共用品用具的索证

管理计划

公共场所用品用具

相关卫生要求

2.2 物 品储

存核查

2.2.1 能处置有毒有害物品污染

2.2.2 能制定危险物品管理措施

有毒有害物品污染

识别、分类和处置要

求

3.

人

员

卫

生

核

查

3.1 从 业人

员卫生状况核

查

能根据本单位形象及社会影响，更

新制定从业人员个人卫生规范
从业人员卫生规范

4.

卫

生

抽

查

4.1 室 内空

气及物理因素

状况抽查

能分析场所空气、微小气候(湿度、

温度、风速)、采光、照明、噪声异常

的原因并提出改进计划

公共场所中维持空

气、微小气候(湿度、

温度、风速)、采光、

照明、噪声等指标正

常值的必要条件

4.2 公 共用

品用具卫生状

况抽查

能评估公共用品用具换洗消毒效果

是否合格、潜在风险并提出改进计划

公共用品用具换洗

消毒方案的设计原则

和知识

4.3 场 所通

风换气和空调

设施卫生抽查

能评估场所通风换气和空调设施运

行、维护、管理措施的有效性并提出

改进计划

公共场所通风换气

和空调设施的运行、

维护和管理方案的设

计原则和知识

4.4 生 活饮

用水卫生抽查

能评估生活饮用水管理制度的有效

性并提出改进计划

生活饮用水设施的

配置、运行、维护和

管理方案的设计原则

和知识

4.5 游 泳池

水、淋浴用水

卫生抽查

能评估池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的

有效性并提出改进计划

游泳、沐浴场所用

水设施或系统的配

置、运行和维护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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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原则和知识

5.

健

康

危

害

事

故

应

急

5.1 应 急准

备

5.1.1 能制定公共场所危害健康事

故应急预案

5.1.2 能对应急机制、应急能力进行

评价

5.1.1 健康危害事

故应急预案制定知识

5.1.2 健康危害事

故应急制度和机制的

建设的知识

5.1.3 健康危害事

故应急能力评估的内

容和方法

5.2 应 急处

置

5.2.1 能指导开展应急处置

5.2.2 能应对场所突发健康危害事

故的舆情

5.2.3 能对现场情况进行初步评估

5.2.1 应急处置原

则

5.2.2 健康危害事

故信息发布、信息沟

通和新闻采访的基本

要求和方法

5.2.3 健康危害事

故现场评估要点

6.

卫

生

制

度

管

理

6.1 制 度的

规划
能提出卫生制度建立的规划

新法律法规标准的

要求

6.2 卫 生档

案管理评估
能评估卫生档案管理的效果

卫生档案管理效果

评价要点

7.

培

训

与

宣

传

7.1 理 论培

训

7.1.1 能对场所卫生理论培训需求

进行分析，并根据需求制定从业人员

卫生知识理论培训年度工作计划

7.1.2 能编写理论培训讲义

7.1.3 能对场所从业人员理论培训

效果进行评价

7.1.1 公共场所卫

生理论知识需求分析

要点

7.1.2 理论培训计

划的制定知识

7.1.3 培训讲义的

编写方法和要点

7.1.4 场所从业人

员理论培训效果评价

方法

7.2 实 践指

导

7.2.1 能对场所卫生实践指导需求

进行分析，并根据需求制定实践指导

年度计划

7.2.2 能编写实践指导手册

7.2.3 能对场所从业人员的卫生实

践操作水平进行评估

7.2.1 公共场所生

实践指导需求分析要

点

7.2.2 实践手册的

编写方法和要点

7.2.3 场所从业人

员的卫生实践操作水

平的评价方法

7.3 宣 传教

育

根据从业人员个体或群体的需求，

制定基本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计划

7.3.1 从业人员个

体或群体需求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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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7.3.2 卫生知识宣

传教育计划的制定原

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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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权重表

4.1 理论知识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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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知识 20 15 10

相关

知识

要求

卫生公示管理 15 10 5

场所卫生检查 15 10 5

人员卫生核查 10 10 5

卫生抽查 20 15 10

健康危害事故应急 10 15 20

卫生制度管理 5 10 20

培训与宣传 - 10 20

合计 100 100 100

4.2.1 技能要求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四级/中级工

（%）

三级/高级工

（%）

二级/技师

（%）

技能

要求

卫生公示管理 20 15 10

场所卫生检查 20 15 10

人员卫生核查 20 15 10

卫生抽查 20 15 10

健康危害事故应急 10 15 20

卫生制度管理 10 15 20

培训与宣传 - 10 20

合计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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