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对口升学考试 

资源环境类专业职业技能考试大纲（试行） 

 

根据我省高等院校人才选拔需要和我省中等职业学校教育

教学实际，参照教育部颁布的资源环境类相关专业教学标准，制

订我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对口升学考试资源环境类专业职业技

能考试大纲。 

一、考核目标与要求 

（一）知识要求 

1．认识和识别煤矿地质与矿图基本知识。 

2．明确井田开拓、井下巷道布置、巷道掘进与支护的操作

规范。 

3．掌握回采工艺、煤矿机械、矿井供电、煤炭洗选、煤炭

综合利用原理及应用。 

4．了解矿井通风与安全、煤矿环境与环境保护的基本操作

办法。 

（二）能力要求 

1．注重考查学生煤矿生产中常用仪器操作及数据处理的基

本技能、矿图的识读和简单绘制能力。 

2．严格执行工作作业规范、工艺规程和安全操作规程。 

3．正确使用并维护相关工具（设备），保持工作环境整齐、

清洁，文明生产。 

4．有岗位工作的职业技巧，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敬业精

神和合作态度。 



 

 

    二、考试范围与要求 

根据不同生源专业将资源环境专业大类归并为 A、B、C、D

四个专业群。A 为采煤通风专业群，涵盖采矿技术专业（煤矿开

采方向）和矿井通风与安全专业（煤矿开采方向）；B 为煤炭加

工专业群（涵盖煤炭综合利用专业）；C 为地质测量专业群（涵

盖地质与测量专业）；D 为矿山机电、矿山机电运行与维修专业

群。 

（一）考试范围 

职业技能考试分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基本技能两部分。 

1．专业基础知识为纸笔测试，主要考查学生采煤工作中应

知应会理论知识。 

2．专业基本技能为操作考试，主要测试考生理解和掌握有

关基本技能、基本实践操作的水平，以及综合运用理论和技能，

解决技能操作基本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要点 

 

第一部分 专业基础知识 

 

煤矿地质与矿图基本知识；煤矿生产概况；井田开拓;井下巷

道布置，巷道掘进与支护，回采工艺，矿井通风与安全，煤矿环

境与环境保护、煤矿机械、矿井供电、煤炭洗选、煤炭综合利用

等12部分。 

 

第二部分 专业基本技能 

 

A 类采煤通风专业群 



 

 

（涵盖煤矿开采方向的采矿技术专业和煤矿开采方向的 

矿井通风与安全专业） 

 

（1）气候条件测定；（2）巷道风量测定；（3）瓦斯浓度测

定；（4）矿图识读与绘制等技能，主要考查考生使用相应的温度

计、气压计、湿度计、风表、瓦斯鉴定器及绘图工具等和气候条

件测定、风量测定、甲烷浓度测定、二氧化碳浓度测定、矿图识

读与绘制等技能。 

 

 

B 类煤炭加工专业群 

（涵盖煤炭综合利用专业） 

 

（1）在煤堆上采集全水分煤样；（2）制备共用煤样；（3）

空气干燥煤样挥发分测定；（4）浮沉实验；（5）工业用水总硬度

的测定等五项。 

 

C 类地质测量专业群 

（涵盖地质与测量专业） 

 

(1)地质罗盘的使用；(2)常用测量仪器（水准仪、全站仪等）

基本操作；(3)图根导线内外业；(4)等外水准测量内外业 

 

D 类矿山机电专业群 

（涵盖矿山机电专业和矿山机械运行与维修专业） 



 

 

（1）电工实训室电工仪表及工具使用；（2）常用低压电器

与变压器使用与维护；（3）三相异步电动机使用及其控制；（4）

单相异步电动机使用及其控制；（5）直流电动机使用及其控；（6）

井下中央变电所供电设备使用、操作及维护；（7）采取变电所供

电设备使用、操作及维护。 

附件：资源环境类专业职业技能考试说明及大纲 



 

山西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对口升学考试 

资源环境类专业职业技能考试说明 

 

一、考试选拔对象及范围 

山西省中等职业学校（含普通中专学校、职业中专学校、职业

高中学校、成人中专学校、技工学校）应届毕业生及具有我省户籍

的省内外中等职业学校的往届毕业生。 

二、考试形式、结构及难易度 

（一）考试形式 

职业技能考试分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基本技能两部分。 

1．专业基础知识为纸笔测试，分值为90分。主要考查学生应

知应会理论知识。专业基础知识考试为所有本专业考生共同必答。 

2．专业基本技能为操作测试，分值为210分。根据不同生源专

业将资源环境专业大类归并为 A、B、C、D 四个专业群。A 为采煤

通风专业群，涵盖采矿技术专业（煤矿开采方向）和矿井通风与安

全专业（煤矿开采方向）；B 为煤炭加工专业群，涵盖煤炭综合利

用专业；C 为地质测量专业群，涵盖地质与测量专业；D 为矿山机

电专业群，涵盖矿山机电专业、矿山机械运行与维修专业。依据不

同的专业群专业标准进行考查。主要考查本专业群的学生专业教学

标准要求的专业基本技能。 

（二）试题结构 



1．专业基础知识题型包括单项（多项）选择题10个（20分）、

填空题10个（20分）、判断题10个（20分）、简答题3个（15分）

和分析计算题1个（15分）。要求覆盖知识点85%以上。考试时间为 

90 分钟。 

2．专业基本技能为操作测试，采用手工操作和设备操作形式。

要求覆盖核心操作技能85%以上。按照相关专业技能要求分级赋分

210分。考试时间为120分钟。 

（三）试题难易度 

试题难易度比例结构：易∶较易∶较难=4 4∶ ∶2。 

专业基础知识：按照 A 级--对应了解；B 级—对应理解；C 级

—对应掌握运用的层次分解考查要求。 

专业技能操作：按照 A 级—对应严格规程；B 级—对应熟练使

用；C 级—对应解决实际问题的层次分解考查要求。 

三、考试内容及总体要求 

 

第一部分  专业基础知识 

 

考试内容包括煤矿地质与矿图基本知识、煤矿生产概况、井田

开拓、井下巷道布置、巷道掘进与支护、回采工艺、矿井通风与安

全、煤矿环境与环境保护、煤矿机械、矿井供电、煤炭洗选和煤炭

综合利用基础知识。此部分为本专业所有参加考试学生的必考范

围。 



按照 A 级--对应了解；B 级—对应理解；C 级—对应掌握运用

的层次，将知识点考查要求分解如下： 

单元（章节）内容主题 知识点内容条目 
考查要求

（ABC级） 

第一单元 煤矿地质与矿图基础知识 

（1）地质年代与煤的形成 

C 
（2）煤系、煤层的赋存情况 

（3）煤层的地质构造赋存状况 

（4）矿图基础知识 

第二单元 煤矿生产概况 
（1）矿井生产系统 

C 
（2）矿井巷道分类 

第三单元 井田开拓 

（1）煤田划分井田 

C 
（2）矿井储量、年产量和服务年限 

（3）井田再划分及开采顺序、水平内巷道布置 

（4）井田开拓方式 

第四单元 井下巷道布置 
（1）井底车场类型以及选择原则 

B 
（2）主要运输布置方式 

第五单元 巷道掘进与支护 

（1）围岩分类与井巷地压 

B 
（2）钻眼爆破 

（3）巷道支护 

（4）巷道掘进 

第六单元 回采工艺 

（1）采煤方法及分类 

C （2）采煤工作面  矿山压力 

（3）走向长壁采煤法 

第七单元 矿井通风与安全 

（1）矿井通风 

B （2）矿井瓦斯与矿尘 

（3）矿井火灾、水灾及顶板事故的防治 

第八单元 煤矿环境与环境保护 

（1）煤矿排矸治理 

A （2）煤矿开采塌陷坑治理 

（3）煤矿噪声、废水治理 

第九单元 煤矿机械 

（1）液压传动基本知识 

B 

（2）采煤机 

（3）液压支架 

（4）刮板输送机 

（5）其他矿用机械 



第十单元 矿井供电 

（1）矿井供电系统 

B 
（2）井下供电安全技术 

（3）常用的矿井供电设备 

（4）煤矿通信与监控系统 

第十一单元 煤炭洗选 

（1）重力选煤、浮力选煤 

A 
（2）影响分选煤效果的因素 

（3）评价分选效果的指标 

（4）重介质选煤时降低介质损耗的措施 

第十二单元 煤炭综合利用 

（1）煤炭开发与利用中的环境问题 

A 

（2）影响分选煤效果的因素 

（3）煤的配合加工利用技术 

（4）动力配煤的质量标准与工艺流程 

（5）型煤生产技术 

 

第二部分  专业技能操作考试 

 

A 类采煤通风专业群 

（涵盖煤矿开采方向的采矿技术专业、煤矿开采方向的 

通风与安全专业） 

 

（一）考试内容与说明 

采煤通风专业群的专业职业技能考试内容有两部分组成，第一

部分为仪器操作技能，主要包括项目 1—项目 3 的内容；第二部分

为矿图识读与绘制技能，主要包括项目 4—项目 6 的内容。考试中

抽取其中的 2 项进行操作考试，其中在项目 1—项目 3 中抽取 1 项，

在项目 4—项目 6 中抽取 1 项。 

    项目一：气候条件测定 

    能正确使用温度计测定空气的温度。正确使用风扇式干湿温度



计测定空气的相对温度。正确使用恐吓气压计测定空气的绝对压力

并校正读数。会计算空气的密度。 

    项目二：巷道风量测定 

    能口述井下测风地点的要求、机械式风表的结构、机械式风表

种类和用途、述测风方法的种类和选择。能正确完成测风操作步骤，

会计算巷道平均风速。正确测算巷道断面积。正确处理数据，会计

算巷道风量。及时正确记录数据。 

    项目三：瓦斯浓度测定 

    能口述瓦斯测定地点的相关规定、瓦斯测定次数的相关规定。

能手指口述光学瓦斯鉴定器的主要构造、检查光学瓦斯鉴定器的完

好性。能利用光学瓦斯鉴定器检测甲烷浓度。能利用光学瓦斯鉴定

器检测二氧化碳浓度。能及时正确记录数据。 

    项目四：绘制井巷断面图 

    能根据给定条件，按比例画出巷道断面轮廓。能画出巷道断面

支护形式。能画出各种巷道、设备辅助线。能正确标注尺寸。能计

算出所制巷道断面的断面面积，知道绘图的规范性。 

    项目五：根据煤层底板等高线平面图绘制某一剖面图 

    能按比例绘制剖面图上的等高线及标尺。能准确的将交点投影

到剖面图上。能准确的将对应煤层底板等高线特征点连线。能将断

层或巷道交点投影到剖面图上。能判断断层性质或标注巷道名称。

知道绘图的规范性。 

    项目六：采区巷道布置图生产系统填绘 

    能够识读采区巷道布置图，根据巷道用途及服务范围进行分

类。能够绘制生产系统图例。能够填绘标明采区生产系统。能够读



图及分析题意，根据图中获取的采煤工作面参数，计算采煤工作面

产量。知道绘图的规范性。 

（二）技能操作考核要点 

专业基本技能考试满分为210分，其中仪器操作技能部分为110

分，矿图识读与绘制技能部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包

括转场时间。 

专业基本技能考试采用现场操作形式，考生根据考题的要求，

按照相关的操作规程完成考题所要求的作业任务。 

按照 A 级—对应严格规程；B 级—对应熟练使用；C 级—对应

解决实际问题的层次分解考查要求。 
技能操作 

内容主题 
操作步骤要点条目 

考查要求 

（ABC 级） 
赋分 

项目 1. 

气候 

条件测定 

（1）井下空气温度的测定 A 20 

（2）相对湿度的测定 B 30 

（3）空气压力的测定 C 30 

（4）空气的密度的计算 B 30 

项目 2. 

巷道风量 

测定 

（1）测风地点的选择 A 10 

（2）机械式风表的主要构造 A 10 

（3）测风仪表的种类和选用 B 20 

（4）测风方法的种类和选择 C 20 

（5）平均风速的测定 C 20 

（6）测风断面积的测算 B 10 

（7）风量的测算 A 10 

（8）记录 A 10 

项目 3. 

瓦斯浓度 

测定 

（1）瓦斯测定地点的相关规定 A 10 

（2）瓦斯测定次数的相关规定 A 10 

（3）光学瓦斯鉴定器的主要构造 B 20 

（4）检查光学瓦斯鉴定器的完好性 B 20 

（5）利用光学瓦斯鉴定器检测甲烷浓度 C 20 

（6）利用光学瓦斯鉴定器检测二氧化碳浓度 C 20 

（7）记录 A 10 



项目 4. 

 绘制井巷 

断面图 

（1）根据给定条件，按比例画出巷道断面轮廓 A 20 

（2）画出支护形式 B 20 

（3）画出各种巷道、设备辅助线 C 20 

（4）标注尺寸 B 20 

（5）巷道断面面积计算、绘图的规范性 B 20 

项目 5. 

根据煤层底 

板等高线平面

图绘制某一剖

面图 

（1）按比例绘制等高线及标尺 B 20 

（2）将交点投影到剖面图上 B 20 

（3）对应煤层底板等高线特征点连线 B 20 

（4）将断层或巷道交点投影到剖面图上 C 20 

（5）判断断层性质或标注巷道名称 A 10 

（6）绘图的规范性 A 10 

项目 6. 

采区巷道布置

图生产系统 

填绘 

（1）识读采区巷道布置图，根据巷道用途及服务范

围进行分类 
B 20 

（2）绘制生产系统图例 A 20 

（3）填绘标明采区生产系统 B 20 

（4）读图及分析题意，获取采煤工作面参数，计算

采煤工作面产量 
C 20 

（5）绘图的规范性 A 20 

 

B 类煤炭加工专业群 

（涵盖煤炭综合利用专业） 

 

（一）考试内容与评价 

考试内容：（1）在煤堆上采集全水分煤样；（2）制备共用煤样；

（3）空气干燥煤样挥发分测定；（4）浮沉实验；（5）工业用水总

硬度的测定。煤炭加工专业群技能测试部分设置 5 个项目，由考生

现场抽签确定其中 1 个为测试项目。测试时间不超过 90 分钟（根

据命题具体确定测试时间），试卷分值为 210 分。按照 A 级—对应

严格规程；B 级—对应熟练使用；C 级—对应解决实际问题的层次

分解考查要求。 



B类煤炭加工专业群技能操作分值分布表 

项目 分值 比例 

测试前准备 20 9.5% 

知识点测试 20 66.7% 

实际操作 140 9.5% 

后续处理 30 14.3% 

合计 210 100% 

 

B类煤炭加工专业群技能操作评价表 
技能操作

内容 
操作步骤要点 

考查要求

（ABC级） 
赋分 

项目 1. 

在煤堆上

采集全水

分煤样 

（1）测试前准备能够准时参赛，并按照实验要求穿戴劳动保护用品。 C 20 

（2）知识点测试。理解采样中的名词术语，明确煤样采集执行的国

标。 
B 20 

（3）确定子样个数。能够根据煤堆的质量，煤的灰分和煤种确定最

少子样数。 
A 20 

（4）选择采样工具, 能够根据煤的最大粒度选择采样铲。 A 20 

（5）确定采样方法。能根据子样数，采样地点正确选择采样的方法，

系统法或随机法。 
A 20 

（6）采样。能在煤堆上正确划分采样小区域，确定采集子样的位置，

并使用采样工具进行采样。 
B 50 

（7）样品的收集。将采集的子样分别放在收集袋中密封后放至采样

桶中。 
B 30 

（8）后续处理。实验完毕，能够将使用过的采样工具放回原处，将

场地上撒落的煤粉清理干净。 
C 30 

 

 

项目 2. 

制备共用

煤样 

 

（1）测试前准备。能够准时参赛，并按照实验要求穿戴劳动保护用

品。 
C 20 

（2）知识点测试。理解煤样制备涉及的名词术语，明确煤样制备执

行的国标。 
A 20 

（3）说明共用煤样制取的程序,能正确叙述共用煤样制备的步骤。 B 20 

（4）选择制样工具。正确选取制备煤样所使用的机械、筛子和其它 A 20 



 

 

项目 2. 

制备共用

煤样 

工具。 

（5）进行破碎操作。正确开动破碎机械并进行操作。 B 30 

（6）进行混匀操作按照三堆法进行混匀操作。 B 30 

（7）进行缩分操作。根据样品留取量确定缩分的方法并进行操作。 B 30 

（8）留取煤样并保存。在制样过程中按照要求留取全水分煤样和一

般分析煤样。 
B 10 

（9）后续处理。实验完毕，能够将使用过的制样工具清理干净放回

原处，将电器设备总闸关闭，场地上撒落的煤粉清理干净。 
B 30 

项目 3. 

空气干燥

煤样挥发

分测定 

（1）测试前准备,能够准时参赛，并按照实验要求穿戴劳动保护用

品。 
C 20 

（2）知识点测试, 明确测定煤中挥发分产率执行的国家标准。简要

说明煤中挥发分测定原理和测定方法。 
A 30 

（3）准备工作。选择煤样，选取测定所需要的仪器、称量工具、器

具，开启高温炉。 
A 20 

（4）进行测定。平行煤样测定，能够正确进行煤样的称量、高温炉

的开启，调节温度、放取样品，时间控制，冷却称量操作。 
A 60 

（5）数据记录。能够在记录表上认真及时准确记录实验数据。 B 30 

（6）结果分析。根据实验数据计算结果，根据精密度要求确定结果

的准确性。 
B 20 

（7）后续处理。实验完毕，能够将使用过的高温炉关闭、天平归零、

坩埚清理后放回至高温炉、其它工具放回原处，将实验台面清理干

净。 

C 30 

项目 4. 

浮沉 

实验 

（1）测试前准备,能够准时参赛，并按照实验要求穿戴劳动保护用

品。 
C 20 

（2）知识点测试, 简要说明浮沉原理。 B 10 

（3）选取仪器、设备及用具。能正确选择浮沉实验使用的密度计、

称量天平、干燥箱等仪器设备。 
A 20 

（4）重液配制。能按照要求配制不同密度级的重液，包括配制的操

作和密度的调整。 
A 40 

（5）进行浮沉实验。能够正确进行煤样的称量、煤样浮沉、浮物捞

取、过滤、煤样冲洗、干燥、称量。 
A 60 

（6）数据记录。能够在记录表上认真及时准确记录实验数据。 B 10 

（7）结果分析。能够根据实验数据计算个密度级煤样产率。 B 20 



（8）后续处理。实验完毕，能够将实验后的液体放至指定的容器内

收集，将使用过的实验工具清理干净并放回原处，将实验台面清理

干净。 

C 30 

项目 5. 

工业用水

总硬度的

测定 

（1）测试前准备,能够准时参赛，并按照实验要求穿戴劳动保护用

品。 
C 20 

（2）知识点测试, 能够简要说明测定项目的滴定方法和原理。 B 20 

（3）选取选择滴定仪器和所需试剂。能够正确选择项目滴定所需要

的滴定管，容量瓶，移液管等分析仪器，确定使用的标准溶液、药

品和试剂。 

A 20 

（4）选择指示剂。能够根据滴定项目和方法确定指示剂。 A 20 

（5）进行标定和滴定操作。平行煤样测定，能够正确使用滴定管，

容量瓶，移液管等测定仪器，进行溶液的移取、指示剂滴加、滴定、

终点确定、读数等操作。 

A 60 

（6）数据记录。能够在记录表上认真及时准确记录实验数据。 B 20 

（7）结果分析。能够根据实验数据计算结果，根据精密度要求确定

结果的准确性。 
B 20 

（8）后续处理。实验完毕，能够将实验后的液体放至指定的容器内

收集，将使用过的玻璃仪器清洗干净并放回原处，将实验台面清理

干净。 

C 30 

（二）考试流程 

项目一：在煤堆上采集全水分煤样 

10 名考生为一组，同时进入室外考场，根据《测定报告表》上

给定的条件，计算子样数，在提供的采样工具中选择所需工具，而

后进行样品的采集和收集。   

(1)测试前准备：能够准时参赛，并按照实验要求穿戴劳动保护

用品，领取《测定报告表》。  

(2)知识点测试：在《测定报告表》上解答给出的问题。  

(3)实际操作：按照给定的采样条件，确定子样个数，选择采样

工具，按照正确的采样方法进行采样，并对样品进行收集。 

(4)后续处理：实验完毕，能够将使用过的采样工具放回原处，



将场地上撒落的煤粉清理干净。 

项目二：制备共用煤样 

10 名考生为一组，同时进入考场，先解答《测定报告表》中的

问题，而后利用破碎机、筛子、铲子等设备和工具完成制备煤样任

务。 

(1)测试前准备：能够准时参赛，并按照实验要求穿戴劳动保护

用品，领取《测定报告表》。  

(2)知识点测试：在《测定报告表》上解答给出的问题。  

(3)实际操作：按照给定的采样条件，确定子样个数，选择采样

工具，按照正确的采样方法进行采样，并对样品进行收集。 

(4)后续处理：实验完毕，能够将使用过的采样工具放回原处，

将场地上撒落的煤粉清理干净。 

项目三：空气干燥煤样挥发分测定 

15 名考生为一组，同时进入考场，先解答《测定报告表》中的

问题，而后利用天平、高温炉、干燥器等实验仪器完成挥发分测定

操作，并根据实验数据计算出挥发分产率。 

(1)测试前准备：能够准时参赛，并按照实验要求穿戴劳动保护

用品，领取《测定报告表》。 

(2)知识点测试：在《测定报告表》上解答给出的问题。  

(3)实际操作：能够正确进行煤样的称量、高温炉的开启和温度

调节，准确控制时间，完成冷却称量操作，能够及时准确记录实验

数据并根据实验数据计算结果和精密度要求得出结论。 

(4)后续处理：实验完毕，能够将使用过的高温炉关闭、天平归

零、坩埚清理后放回至高温炉、其它工具放回原处，将实验台面清



理干净。 

项目四：浮沉实验 

10 名考生为一组，同时进入考场，先解答《测定报告表》中的

问题，而后利用天平、量筒、密度计、干燥器等工具完成挥发分的

测定，并根据实验数据计算出密度级煤样产率。 

(1)测试前准备：能够准时参赛，并按照实验要求穿戴劳动保护

用品，领取《测定报告表》。 

(2)知识点测试：在《测定报告表》上解答给出的问题。  

(3)实际操作：能够正确选取并使用仪器、设备及用具，完成重

液配制、煤样的称量、煤样浮沉、浮物捞取过滤、煤样冲洗、干燥

称量操作，根据实验数据计算每个密度级煤样产率。 

(4)后续处理：实验完毕，能够将实验后的液体放至指定的容器

内收集，将使用过的实验工具清理干净并放回原处，将实验台面清

理干净。 

项目五：工业用水总硬度的测定 

15 名考生为一组，同时进入考场，先解答《测定报告表》中的

问题，而后利用天平、容量瓶、滴定管等仪器完成 EDTA 溶液的配

制和标定以及水硬度的测定，并根据实验数据计算出水的总硬度。 

 (1)测试前准备：能够准时参赛，并按照实验要求穿戴劳动保

护用品，领取《测定报告表》。 

(2)知识点测试：在《测定报告表》上解答给出的问题。  

(3)实际操作：能够正确选取并使用滴定仪器，准确选取所需试

剂、标准溶液和指示剂，完成标定和滴定操作，根据实验数据计算

出水的总硬度。 



(4)后续处理：实验完毕，能够将实验后的液体放至指定容器内

收集，将使用过的玻璃仪器清洗干净并放回原处，将实验台面清理

干净。 

（三）测试环境及人员配备 

每一个操作平台设置 1-2 位监考老师，在考生技能操作过程中

记录考生的操作步骤、工具使用和文明生产的违规情况。 

①测试考场根据该实验的需要配备样品、试剂、仪器、仪表、

以及工具。 

②测试考场根据该实验的要求为每位考生准备劳动保护用品

（如白大褂、白手套、石棉手套等）。 

③测试考场根据实验的内容提供测试试卷、《测定报告表》及

《测试步骤及考核标准表》。 

（四）注意事项 

①考生应自带学习用具，包括：计算器、铅笔、直尺、黑色签

字笔等。 

②测试过程中，大型的数量较少的设备，如破碎机、高温炉等，

学生要根据监考老师的要求 2-3 人共用一台。 

③测试过程中如发现仪器、仪表缺少或损坏，可向监考老师提

出，经监考老师确认，若是准备过程中造成短缺或损坏的予以补发

或更换；由于考生操作不当造成损坏的酌情扣分；考生野蛮操作造

成损坏的照价赔偿并责令其退出考场。 

④考生在进行操作达到规定时间后，不管完成与否，必须立即

停止操作。 

 



 

C 类地质测量专业群 

（涵盖地质与测量专业） 

 

（一）考试内容与说明 

(1)地质罗盘的使用；(2)常用测量仪器（水准仪、全站仪等）基

本操作；(3)图根导线内外业；(4)等外水准测量内外业。测试时间不

超过 90 分钟（根据命题具体确定测试时间），试卷分值为 210 分。

按照 A 级—对应严格规程；B 级—对应熟练使用；C 级—对应解决

实际问题的层次分解考查要求。 

 

C 类专业群技能操作评价表 

技能操作内容主题 操作步骤要点条目 
考查要求 

（ABC 级） 
赋分 

项目 1. 

地质罗盘的使用技

能测试 

（1）说出地质罗盘各组成部分的名称 A 50 

（2）方位的测定 B 100 

（3）角度的测定 B 60 

项目 2. 

测量仪器使用技能

测试 

（1）全站仪和 DS3水准仪结构构件认识 A 60 

（2）全站仪对中整平 B 50 

（3）水准仪基本使用 B 50 

（4）安全规范作业 A 50 

项目 3. 

图根导线内外业技

能测试 

（1）全站仪架设 A 70 

（2）转角观测计算 B 70 

（3）导线边距离观测计算 C 70 

项目 4. （1）水准仪架设 A 70 



（二）考试流程与要求 

项目一：地质罗盘使用技能测试 

设备要求：DOY-1 型地质盘仪 

工作环境：野外地层出露处或室内模拟环境下 

操作要求： 

①手指口述说出地质罗盘各组成部分的名称及用途（主要包括

磁针、水平刻度盘、竖直刻度盘、水准仪、瞄准器等）； 

②正确使用地质罗盘进行方位的测定，并正确记录，方位角误

差在 5°范围内。主要包括待测目标的方位测量、线状构造的方位测

量、导线方位测量、岩层走向测量、岩层倾向测量； 

③正确使用地质罗盘进行角度的测定，误差在 3°范围内，要求

结合前面测量的方位进行产状表示。主要包括断层面倾角测量、节

理面倾角测量、岩层面倾角测量。 

项目二：测量仪器使用技能测试 

设备要求：全站仪和 DS3 型微倾水准仪 

工作环境：校园操场 

操作要求： 

①手指口述说出全站仪和 DS3 水准仪结构构件名称，并简单介

绍构件功能正确，正确认识基本的轴系关系； 

②按相应规程规范要求步骤进行全站仪对中整平。对中误差不

大于 2mm,圆水准气泡居中，水准管气泡偏离零点不超过 1 格为止，

三脚架、脚螺旋、微动制动螺旋、对中器等部件使用正确； 

等外水准测量内外

业技能测试 

（2）一测站高差观测 B 70 

（3）一测站记录计算 C 70 



③按相应规程规范进行水准仪基本使用。基本使用步骤为：安

置仪器，粗略整平；照准标尺，望远镜调焦；精确整平，标尺读数。

步骤正确，整平精度高，照准标尺没有视差，对标尺读数正确。 

④整体操作过程符合安全规范作业要求。仪器运送及开箱装箱

操作合理；使用中对仪器构件的正确使用及保护合理；操作符合标

准规程。 

项目三：图根导线内外业技能测试 

设备要求：全站仪 

工作环境：校园操场 

操作要求： 

①全站仪架设符合规范要求。全站仪在某测站上对中整平正确

合格，不超限；三脚架螺旋拧紧； 

②按要求进行转角观测计算要求。转角按照测回法观测一测

回，上下半测回角值互差小于 40"；手簿记录计算一测回角值正确

合格。 

③按要求进行导线边距离观测计算要求。对图根导线某转角观

测同时对相关某一导线边观测；观测一测回，一测回 4 次读数，互

差小于 5mm；手簿记录计算一测回平均值正确合格。 

项目四：等外水准测量内外业技能测试 

设备要求：DS3 型微倾水准仪 

工作环境：校园操场 

操作要求： 

①水准仪架设要符合规范要求。DS3 水准仪在某测站上整平正

确合格，气泡居中；三脚架螺旋拧紧。 



②按要求进行一测站高差观测。采用双面尺法施测；观测顺序

正确；视线长度小于 100m，前后视距差小于 10m；黑红面读数差

小于 4mm;黑红面所测高差之差小于 6mm。 

③按要求进行一测站记录计算。后、前视距及视距差计算正确；

同一标尺黑红面读数差计算正确，黑红面所测高差之差计算正确，

记录标准按规范执行。 

（三）注意事项 

考生在进行操作达到规定时间后，不管完成与否，必须立即停

止。考生必须遵守仪器操作规程，正确使用仪器设备。不得野蛮操

作，不得损坏仪器、设备等，否则，一经发现立即责令其退出考场。 

 

D 类矿山机电专业群 

（涵盖矿山机电专业、矿山机械运行与维修专业） 

 

（一）考试内容与说明 

考试内容分磁力启动器接线及整定；电动机控制电路安装与调

试等技能，主要考查考生使用相应的电工工具及仪表和机电设备安

装、检修、电路原理图识读与绘制等技能。根据矿山机电专业技能

操作要求进行分级。 

A 级——了解相关设备的结构、原理、应用等相关知识，严格

执行相关设备的安装与调试的工艺规程和安全操作规程。 

B 级——熟练使用相关设备的安装与调试的螺丝刀、尖嘴钳、

手钳、剥线钳、万用表、摇表（兆欧表）等电工工具及仪表设备。 



C 级——能够解决相关设备的安装与调试、故障排除等实际问

题。 

D 类矿山机电专业群专业评价操作评价表 
技能操作 

内容主题 
操作步骤要点条目 

考查要求 

（ABC 级） 
赋分 

项目 1. 

电动机正

反转接线

操作 

（1）元件安装，元件布置合理、元件安装正确、元件安装紧固。 A 20 

（2）配线，配线正确齐全；导线长短适宜；线头眼圈顺时针方

向弯曲；线头在接线柱上绕足一圈；导线裸露部分长度不超过

10mm；接线头不允许压绝缘外皮；接线端钮正确齐全；接线头

无毛刺；接线紧固并导电良好。 

C 100 

（3）外观质量，选线正确；横平竖直，整齐美观；交叉线应架

空跨接；布线长短、高低、转角匀称。 
A 40 

（4）试验，电源、电动机、按钮接线正确；检查线路思路清楚；

试验成功。 
B 40 

（5）安全文明作业，工作服穿戴整齐，常用工具佩戴齐全；工

作场地于净卫生；正确使用万用表；操作符合安全规程。 
A 10 

项目 2. 

相鼠笼式

异步电动

机 Y－△降

压起动控

制 

（1）元件安装，元件布置合理、元件安装正确、元件安装紧固。 A 20 

（2）配线，配线正确齐全；导线长短适宜；线头眼圈顺时针方

向弯曲；线头在接线柱上绕足一圈；导线裸露部分长度不超过

10mm；接线头不允许压绝缘外皮；接线端钮正确齐全；接线头

无毛刺；接线紧固并导电良好。 

C 100 

（3）外观质量，选线正确；横平竖直，整齐美观；交叉线应架

空跨接；布线长短、高低、转角匀称。 
A 40 

（4）试验，电源、电动机、按钮接线正确；检查线路思路清楚；

试验成功。 
B 40 

（5）安全文明作业，工作服穿戴整齐，常用工具佩戴齐全；工

作场地于净卫生；正确使用万用表；操作符合安全规程。 
A 10 

项目 3. 

相鼠笼式

异步电动

机的能耗

制动控制 

（1）元件安装，元件布置合理、元件安装正确、元件安装紧固。 A 20 

（2）配线，配线正确齐全；导线长短适宜；线头眼圈顺时针方

向弯曲；线头在接线柱上绕足一圈；导线裸露部分长度不超过

10mm；接线头不允许压绝缘外皮；接线端钮正确齐全；接线头

无毛刺；接线紧固并导电良好。 

C 100 



（3）外观质量，选线正确；横平竖直，整齐美观；交叉线应架

空跨接；布线长短、高低、转角匀称。 
A 40 

（4）试验，电源、电动机、按钮接线正确；检查线路思路清楚；

试验成功。 
B 40 

（5）安全文明作业，工作服穿戴整齐，常用工具佩戴齐全；工

作场地于净卫生；正确使用万用表；操作符合安全规程。 
A 10 

项目 4. 

采掘电气

维修 

（1）磁力启动器与负载线接线，接线要求：按照接线要求进行

磁力启动器与负载线的接线。 

规范化操作要求:打开上接线箱盖或使用兆欧表摇测绝缘

前检测瓦斯；手指口述瓦斯浓度 1%以下、顶板及周围环境良好，

可以操作电气设备；停止并闭锁磁力启动器手把；停止并闭锁

分路馈电开关手把；在馈电开关手把上挂“有人工作，禁止合

闸”警示牌；正确进行验电放电；作业过程中身体各部位无碰

伤（破皮、见血）；不准在隔爆面上剁电缆、放工具。（30分） 

磁力启动器与负载接线工艺要求：电缆进线嘴压紧后不晃动；

零件齐全，进线嘴与密封圈之间有金属垫圈；电缆护套切割齐

整伸入长度5—15mm；密封圈外径与进线装置内径间隙≤1.5mm，

内径与电缆外径差＜1mm。考试操作完后，抽电缆检查其密封圈

有无损伤，割削是否平整；芯线剥削后，应对氧化层进行处理；

接线压接紧固、无毛刺、不压胶皮；控制线长度适当、布局合

理，不触及相线芯线和导体；接线腔内清洁无异物，隔爆面要

涂防锈油脂，上盖紧固后检查隔爆间隙，间隙符合要求。（120

分） 

B 150 

（2）系统调试及运行，磁力启动器调试，并在调试时正确使用

仪表；正确启动电动机。 
B 50 

（3）安全文明作业，工作服穿戴整齐，常用工具佩戴齐全；工

作场地于净卫生；正确使用万用表；操作符合安全规程。 
A 10 

四、考试评价结果 

1．本考试成绩结果体现为合格和不合格，合格分数线由省考

试中心研究确定，并向社会公布。专业基础知识与专业基本技能考

试分数之和达到当年“合格分数线”即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若考



生只参加其中一项考试，其考试成绩按“不合格”计。成绩不合格的

考生不得录取。 

2．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全国技工院校职业技能竞赛

和全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近三年相关专业项目一、二、三等奖的学

生，可免于参加职业技能考试，按成绩合格计，并在录取总成绩中

享受加分奖励政策。 

    五、教材参考范围 

1．《采煤概论》（王君利，劳动版） 

2．《矿井开拓与开采》（重庆大学出版社，主编：陈雄）； 

3．《矿井通风》（重庆大学出版社，主编：喻晓峰）； 

4．《矿井瓦斯防治》（重庆大学出版社，主编：陈雄、何荣

军等）； 

5．《煤矿地质》（机械工业出版社，主编：刘建平、王正荣）。 

6．《煤化学》（煤炭工业出版社，主编：赵新发） 

7．《选矿工艺》（煤炭工业出版社，主编：解国辉） 

8．《分析化学》（化学工业出版社，主编：王红云）。 

9．《地质基础》（煤炭工业出版社，主编：李华奇） 

10．《构造地质学》（地质出版社，主编：孙超） 

11．《测量技术基础》（地质出版社，主编：彭志良） 

12．《地形测量》（重庆大学出版社，主编：李天河） 

13．《测绘基础知识》（测绘出版社，主编：崔有祯） 

14．《电机与拖动》（杜德昌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15．《矿山供电》（李德俊主编，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附件：1．专业基础知识考试样题 

          2．专业技能操作考试样题 

 

                                      

                                       

 

 

 

 

 

 

 

 

 

 

 

 

 

 

 

 

 



 

专业基础知识样题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0 个小题，每题 2分，共 20 分。在每个小题给出的四个备选答案中选取

一项正确答案，请把正确答案前面的字母填入题后的括号内） 

1．不属于褶皱构造的是（  ） 

A.向斜     B.背斜     C.断层   D.穹窿 

2．花岗岩属于（   ） 

A.岩浆岩    B.沉积岩     C.变质岩   D.煤系岩石 

3．上盘相对上升，下盘相对下降的断层属于（   ） 

A.正断层    B.逆断层    C.平推断层  D.地垒 

4.划分矿井储量的范围是（  ） 

A.煤田   B.井田    C.矿区  D.采区 

5.不属于中型矿井的是（  ） 

A.30 万吨/年    B.60 万吨/年    C.90 万吨/年   D.45 万吨/年 

6.不属于巷道施工主要工序的是（   ） 

A.破岩     B.装岩      C.排水    D.运岩 

7.不属于钻眼工具的是（   ） 

A.煤电钻    B.凿岩机     C.空压机   D.岩石电钻 

8.不属于起爆器材的是（   ）   

A.炸药     B.雷管     C.发爆器  D.导爆索 

9.目前煤矿井下广泛应用的巷道支护类型是（   ）   

A.木支架    B.石材整体式支架    C.锚喷网联合支护  D.装配式钢筋混凝土支架 

10.采煤工作面昼夜三个班，其中两个班采煤，一个班准备，属于（  ） 

A.两采一准    B.三采一准    C.三班采煤，边采边准  D.两准一采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5 个小题，每题 4 分，共 20 分。在每个小题给出的五个备选答案中选取

两项以上正确答案，把所选项前面的字母填在题后的括号内） 

 1.下列哪些巷道不属于开拓巷道。（   ） 



A．轨道下山   B.区段运输平巷  C.开切眼  D.运输大巷  E.立井井筒 

2.采煤工作面循环作业图表是工作面作业规程的主要内容。它主要包括那几部分。（） 

A.工作面的循环作业图、B.劳动组织表、C.技术经济指标表、D.循环工艺流线图、E.工作面布置图 

3.煤矿常用三相交流电的电压有（） 

A．35kV   B．10kV  C. 6kV  D.660V  E.127 V 

4.我国常用的煤质指标有（） 

A．水分  B．灰分  C. 挥发分  D.角质层厚度  E.发热量和含矸率 

5．为了准确反映地质图中点的位置，必须使用坐标系统。常用的坐标系统有（  ）。 

A．山地坐标  B．平原坐标   C. 地理坐标  D.平面直角坐标  E.黄海坐标 

三、判断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题 2分，共 20 分。判断每小题的内容是否正确，正确的在题后的

括号内划“√”，错误的在题后的括号内划“×”） 

1.矿井通风方法广泛采用压入式通风（  ） 

2.煤是由岩石演变而成的（  ） 

3.硫、磷是煤中的有害成分（  ） 

4.在煤炭的各种类别中，无烟煤是煤化程度最高的煤种（  ） 

5.煤层厚度在 3.5 以上的为厚煤层（   ） 

6.煤层倾角在 25°以下的为缓倾斜煤层（  ） 

7.井型在 120 万吨/年以上的矿井为大型矿井（  ） 

8.矿井储量越大，服务年限越短（  ） 

9.掘进工作面的局部通风机一般采用抽出式通风方式（   ） 

10.一氧化碳是一种有剧毒的气体（  ）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4个小题，每题 5分，共 20分） 

1.简述倾斜长壁采煤法的主要优点。 

2．瓦斯爆炸的条件具体是什么？ 

3．简述高程和标高的区别与联系。 

4．简述矿井通风的任务。 

五、分析计算题（本大题共 3个小题，第 1、2小题各 3分，第 3小题 4分，共 10 分） 

1.某矿井巷道布置如图所示。请根据给定的示意图回答以下问题： 



（1）该矿井的开拓方式为        。 

（2）指出图中各序号的巷道名称。 

（3）说明图中开拓巷道、准备巷道、回采巷道各有哪些。 

 
 

2----3（略） 

 

 

 

 

 

 

 



 

专业技能操作考试样题 

 

一、采煤通风专业群  

题目：巷道风量测定（110 分） 

考生在指定的巷道中完成巷道风速、风量的测定任务。 

技术要求： 

（1）考生在指定地点手指口述完成“测风地点选择的依据和有要求；风表的构造组成；风表的

种类和选择依据；测风的执表方法、测风动作要领”等项目内容；  

（2）考生在指定地点按照规范的动作程序完成风速测定和记录；完成巷道断面参数的测定。 

（3）考试现场布置有操作台，选手在操作台上完成测定参数的数据整理，填制完成巷道风量测

定记录表、计算表。 

（4）测定任务结束后，选手应将仪器、说明书、校正曲线等装入盒内，并由监考人员验收。 

注意事项： 

（1）比赛位选手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比赛。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的，监考人员终止此项比赛进

程。 

（2 仪器仪表容易损坏，参赛者一定要爱护仪器、仪表，禁止碰触风表叶轮、叶片，严禁用嘴吹

启动叶轮。 

二、煤炭加工专业群（涵盖煤炭综合利用专业） 

题目：  空气干燥煤样挥发分测定 

测试内容：基本知识点。准备工作。称量操作。高温干馏操作。冷却操作。数据记录及计算。 

主要试剂、仪器、设备 

序号 名称 数量 规格或说明 

1 石棉网 6个  

2 变色硅胶 1瓶 工业用品 

3 挥发分坩埚 20个 带有配合严密盖的瓷坩埚， 

4 马弗炉 3个 带有高温计和调温装置。 

5 干燥器 6个 内装变色硅胶或粒状无水氯化钙 

6 分析天平 6个 感量0.0001g。 

7 坩埚架 3个 用镍铬丝或其他耐热金属丝制成。 

8 压饼机 1个 螺旋式或杠杆式压饼机 

9 秒表 6个  



10 坩埚夹 6个  

考生主要装备 

序号 主要装备 规格 备注 

1 工作服   

2 石棉手套   

3 白手套   

测试时间：120分钟 

测试环境：实验室内操作 

 

测定报告表： 

 

空气干燥煤样挥发分产率测定报告表 

 

院校：                                         

考生姓名：___________ 考生编号：_____________ 

测试时间：________________ 

项目 内容 

知识点 

测定项目执行的标准  

测定原理和方法  

实验 

数据 

煤样编号  

坩埚编号   

坩埚质量/g   

煤样+坩埚质量/g   



 

 

 

测试步骤及考核标准： 

测试步骤 考核要点 分值 评分 得分 

1.测试前准

备 

①能够准时参赛 
20 

10  

②按照实验要求穿戴劳动保护用品。 10  

2.知识点 
①测定项目执行的标准 

30 
10  

②测定原理和方法 20  

3.实验准备 

①选取煤样 

20 

4  

②选取坩埚、天平、坩埚架等 6  

③开启马弗炉并设置 6  

④打开排气筒阀门 4  

4.称量煤样 

①清洁天平 

20 

1  

②天平水平的检查及水平调节 3  

③天平零点的调节 2  

④干燥器的使用 1  

⑤坩埚的称量 3  

⑥煤样的取放及称量 4  

⑦天平门的开关 1  

⑧试样称量在±10%范围内 2  

⑨称量结束煤样摊平 2  

⑩称量结束关闭天平 1  

5.干馏 

操作 

①调节马弗炉的温度 
20 

5  

②放在坩埚架 3  

煤样质量/g   

焦渣+坩埚质量/g   

煤样加热后减轻的质量/g   

煤样水分 Mad / %   

Vad / % 给定 给定 

平均值 / %   



③将煤样迅速放入马弗炉 8  

④查看温度并计时 4  

6.冷却称量

操作 

①取出坩埚 

30 

4  

②先在石棉网上在空气中冷却5分钟，而后放

入干燥器中继续冷却至室温。 
6  

③冷却后称量 20  

7.数据记录

及处理 

①数据记录及时真实，不得涂改 

20 

10  

②计算公式准确 8  

③计算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有效数字 2  

8.结果准确

度 

①误差≤0.5% 

20 

20  

 

 

②0.5%<误差≤1.0% （15） 

③误差>1.0% （10） 

9.实验完毕

后续处理 

①关闭高温炉电源和排气扇电源。 

30 

5  

②将坩埚内的焦渣倒入指定的收集容器，而

后将坩埚放至高温炉内进行加热去焦油处

理。 

10  

③其它工具放回原处 10  

④清理干净实验台面。 5  

共计 210   

三、地质测量专业群 

题目：等外水准测量内外业技能测试 

考核标准及评分细则 

序号 项目 测评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1 
 

水 
准 
仪 
架 
设 

粗略整平 15 圆水准气泡居中给 15 分 

仪器安置 25 
架腿高度适中稳固，架头水平，中心螺旋及三脚架

螺旋拧紧给 25分，不合理酌情扣分 

仪器位置 15 仪器距前后尺距离相等给 15 分，不合理酌情扣分 

仪器装箱 15 
观测计算结束，仪器装箱，三脚架收回放到原地，

给 15分，，不合理酌情扣分 

2 

一 
测 
站 
高 
差 
观 
测 

观测顺序正确 25 后-后-前-前观测顺序给 25 分 

消除视差 15 尺子成像清晰，读数没有视差给 15分 

观测内容正确 15 一测站顺序观测 8个读数给 15分 

观测过程标准 15 
正确使用各种部件和螺旋，不能损坏仪器，不能骑

架腿等给 15 分，不合理酌情扣分 

3 一 记录位置正确 10 各种读数正确记入手簿相应栏中给 10 分 



测 
站 
记 
录 
计 
算 

记录内容正确完整 10 没有记错少填读数给 10分 

记录标准正确 20 

铅笔填写，厘米和毫米位数字不得改动，米和分米
位改动时，须用一条线划掉错误数字，在上方填写
正确数字；禁止擦涂改和连环更改等给 20 分，不

符合规定重测 

记录计算取位正确 10 
记录计算按规范取位，上中下丝读数取位至毫米，

视距及视距差高差中数取位至米，给 10分 

计算检核内容完整正确 20 
前后视距不超过 100m,视距差不超过 10m；同一标
尺黑红面读数差不超过 4mm，黑红面所测高差之差

不超过 6mm，给 20分，超限重测 

合计 210  

 

四、矿山机电 专业群 

题目：电动机正反转控制接线操作 

要求和说明： 

1.按照下图安装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正反转控制线路，并通电试验。 

2.将元、器件安装在配电线路板的合理位置上，并用单芯塑料绝缘电线进行配线； 

3.电源电压为 380 伏，其引入线、三联按钮可用电缆接在配电线路板的接线端子上； 

4.主线路的输出线接在相应的端子上，并用电缆与电动机连接，配线完毕用万用表检查无误

后，方可通电试验。 

考试时间：120分钟。 

 
 

测试设备、工具及配线表 

类 别 名     称 规   格 数   量 

设 
 
 
 

备 

接触器 380v15A 2 只 

热继电器 380v15A 1 只 

刀闸开关 380v16A 1 只 

熔断器 380v15A 1 只 

接线端子排 380v15A 2 个 

万用表  1 块 

三相异步电动机 Y802-4 380(Y) 1 台 



三联按钮 380v15A 1 只 

电源插头 380v15A 1 只 

工 
 
具 

皮带  1 套 

工具套  1 个 

尖嘴钳  1 把 

手钳  1 把 

剥线钳  1 把 

一字螺丝刀  1 把 

十字螺丝刀  1 把 

配 

线 

塑胶线(红) 2.5mm2 7 米 

塑胶线(黄) 1.5mm2 6 米 

电缆线 2.5 mm2 4 米 



电动机正反转接线操作考核项目及评分标准： 

 考号                                           总分               

 

序

号 

考 核

项目 
技 术  要  求 

配 

分 
评  分  标  准 扣分 扣分依据 

1 
元
件
安

装 

元件布置合理 6 一处不合理扣 1 分   

元件安装正确 8 一处不合要求扣 1 分   

元件安装紧固 6 一处松动扣 1 分   

2 
配 
 

线 

配线正确齐全 20 多(或少)配—根扣 1 分   

导线长短适宜 10 过长（或过短)—根扣 1 分   

线头眼圈顺时针方向弯曲 10 逆时针方向弯曲一根扣 1 分   

线头在接线柱上绕足一圈 10 不足或超过一圈一处扣 1 分  
 

导线裸露部分长度不超过
10mm 

10 一处超长扣 1 分  
 

接线头不允许压绝缘外皮 10 一处压绝缘扣 1 分   

接线端钮正确齐全 10 错配一个扣 1 分   

接线头无毛刺 10 一处有毛刺扣 1 分   

接线紧固，导电良好 10 —处松动扣 1 分   

3 

外 

观 

质 

量 

选线正确 10 
主回路、控制回路选线错误各

扣一分 
 

 

横平竖直，整齐美观 10 一处不合要求扣 1 分   

交叉线应架空跨接 10 一处不合要求扣 1 分   

布线长短、高低、转角匀称 10 —处不合要求扣 1 分  
 

4 试
验 

电源、电动机、按钮接线正确 12 一处错误扣 1 分   

检查线路思路清楚 8 
主回路、控制回路检查不清楚

各扣一分 
 

 

试验成功 20 
—次不成功扣 5 分，两次不成

功扣 10 分 
 

 

5 

安 

全 

文 

明 

作 

业 

工作服穿戴整齐，常用工具佩

戴齐全 
2 

工作服不整齐扣 1 分 

工具佩戴不齐全扣 1 分 
 

 

工作场地于净卫生 2 不卫生扣 1 分   

正确使用万用表 2 
选挡错误扣 1 分，未调零扣 1

分，读数错误扣 1 分 
 

 

操作符合安全规程 4 
通电和断电操作顺序错误一处

扣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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