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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为贯彻落实 《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 推动实施新时代

人才强国战略, 促进专业技术人员提升职业素养、 补充新知识新技能, 实现人

力资源深度开发, 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 有关规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工业和信

息化部组织有关专家, 制定了 《增材制造工程技术人员国家职业标准 (2023 年

版)》 (以下简称 《标准》)。
一、 本 《标准》 以 《国家职业分类大典 (2022 年版)》 为依据, 按照 《国

家职业标准编制技术规程 (专业技术类)》 有关要求, 坚持 “以职业活动为导

向、 以专业能力为核心” 的指导思想, 在充分考虑科技进步、 社会经济发展和

产业结构变化对增材制造工程技术人员专业要求的基础上, 以客观反映增材制

造技术发展水平及其对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要求为目标, 对增材制造工程技术

从业人员的专业活动内容进行规范细致描述, 明确了各等级专业技术人员的工

作领域、 工作内容以及知识水平、 专业能力和实践要求。
二、 本 《标准》 为首次制定, 依据有关规定将本职业分为初级、 中级、 高

级三个等级, 包括职业概况、 基本要求、 工作要求和权重表四个方面内容。
三、 本 《标准》 的编制工作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事教育司、 中国就业培训指导中心的指导下, 由中国机械工

程学会具体组织实施。
四、 本 《标准》 主要起草单位有: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西安交通大学、 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北京理工大学、 江苏海洋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华科三维科技有限公

司、 苏州中瑞智创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增材制造国家研究院有限公

司、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湖南华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国宏天易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同济大学、 上海复志

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捷诺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铂力特激光成形

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科技大学、 江苏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主要起草人有: 卢

秉恒、 王华明、 王向明、 单忠德、 陆大明、 李涤尘、 王玲、 刘长猛、 丁云飞、
史玉生、 文世峰、 周宏志、 杨锋、 孙玉春、 陈勃生、 车国栋、 巩水利、 林峰、
黄卫东、 杨永强、 陈明、 李健喆、 徐铭恩、 薛蕾、 缪云、 杨光、 鲁金忠、 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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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 刘新。
五、 本 《标准》 主要审定人员有: 唐晔、 王志敏、 余家阔、 王彩梅、 王

功、 从保强、 贾成千、 战丽、 薛莲、 王昌镇、 刘永澎。
六、 本 《标准》 业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 自颁布

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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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材制造工程技术人员
国家职业标准

(2023 年版)

1. 职业概况

1. 1　 职业名称

增材制造工程技术人员

1. 2　 职业编码

2-02-38-11

1. 3　 职业定义

从事增材制造技术、 装备、 产品研发、 设计并指导应用的工程技术人员。

1. 4　 专业技术等级

本职业共设三个等级, 分别是初级、 中级和高级。
初级、 中级和高级分为两个职业方向: 增材制造技术开发、 增材制造技术

应用。

1. 5　 职业环境条件

室内, 常温。

1. 6　 职业能力特征

具有一定的学习能力、 计算能力及表达能力, 具有较强的空间想象力, 色

觉正常。

1. 7　 普通受教育程度

大学专科学历 (或高等职业学校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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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职业培训要求

1. 8. 1　 培训时间

增材制造工程技术人员需按照本 《标准》 的职业要求参加有关课程培训,
完成规定学时, 取得学时证明。 初级 128 标准学时, 中级 128 标准学时, 高级

128 标准学时。

1. 8. 2　 培训教师

承担初级、 中级理论知识和专业能力培训任务的人员, 应具有相关职业中

级及以上专业技术等级或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
承担高级理论知识或专业能力培训任务的人员, 应具有相关职业高级专业

技术等级或相关专业高级职称。

1. 8. 3　 培训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培训在标准教室或线上平台进行; 专业能力培训应在配备相应设

备和工具 (软件) 系统等的实训场所、 工作现场或线上平台进行。

1. 9　 专业技术考核要求

1. 9. 1　 申报条件

———取得初级培训学时证明, 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可申报初级专业技

术等级:
(1) 取得技术员职称。
(2) 具备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含在读的应届毕业生)。
(3) 具备相关专业大学专科学历, 从事本职业技术工作满 1 年。
(4) 技工院校毕业生按国家有关规定申报。
———取得中级培训学时证明, 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可申报中级专业技

术等级:
(1) 取得助理工程师职称后, 从事本职业技术工作满 2 年。
(2) 具备大学本科学历 (或学士学位), 或大学专科学历, 取得初级专业

技术等级后, 从事本职业技术工作满 3 年。
(3) 具备硕士学位 (或第二学士学位), 取得初级专业技术等级后, 从事

本职业技术工作满 1 年。
(4) 具备相关专业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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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工院校毕业生按国家有关规定申报。
———取得高级培训学时证明, 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可申报高级专业技

术等级:
(1) 取得工程师职称后, 从事本职业技术工作满 3 年。
(2) 具备硕士学位, 或第二学士学位, 或大学本科学历, 或学士学位, 取

得中级专业技术等级后, 从事本职业技术工作满 4 年。
(3) 具备博士学位, 取得中级专业技术等级后, 从事本职业技术工作满 1

年。
(4) 技工院校毕业生按国家有关规定申报。

1. 9. 2　 考核方式

从理论知识和专业能力两个维度进行考核, 分别采用笔试 (机考) 考核和

实操考核的方式进行。 各项考核均实行百分制, 成绩皆达 60 分 (含) 以上者

为合格。 考核合格者获得相应专业技术等级证书。
理论知识考核采用闭卷笔试、 机考等方式进行, 主要考查增材制造工程技

术人员从事本职业应掌握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 专业能力考核采用方案设

计、 实际操作等实践考核方式进行, 主要考查增材制造工程技术人员从事本职

业应具备的实际工作能力。

1. 9. 3　 监考人员、 考评人员和考生配比

理论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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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能力考核中的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 ∶ 10, 且每场考

核考评人员为 3 人 (含) 以上单数。

1. 9. 4　 考核时间

理论知识考核时间不少于 120 分钟; 专业能力考核时间: 初级不少于 120
分钟, 中级不少于 120 分钟, 高级不少于 150 分钟。

1. 9. 5　 考核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内进行, 配置能覆盖全部考生范围的监控设备。
专业能力考核在配备符合相应等级专业技术考核的设备和工具 (软件) 系

统等的实训场所、 工作现场或线上平台进行, 需配置覆盖全部考生和工位范围

的监控设备, 并且具备增材制造设备、 计算机、 耗材和安全防护设备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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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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国敬业,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恪守职责, 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行业相关标准。
(3) 诚实守信, 承担自身能力范围与专业领域内的工作。
(4) 终身学习, 不断提高自身的工程能力与业务水平。
(5) 服务社会, 为大众福祉、 健康、 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
(6) 严于律己, 保守国家秘密、 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
(7) 清正廉洁, 反对渎职行为和腐败行为。

2. 2　 基础知识

2. 2. 1　 基本理论知识

(1) 制造工程基础知识

a. 机械制图

b. 机械设计原理与方法

c.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d. 增材制造技术基础

e. 材料成形技术

f. 金属学及热处理

(2) 材料与力学基本知识

a. 机械工程材料基础

b. 材料科学基础

c. 无机材料科学基础

d. 高分子材料基础

e. 金属材料基础

f. 工程力学

g. 热流体力学

h. 材料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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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子工程与控制工程基础知识

a. 电工电子技术

b.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c. 控制工程基础

d.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e. 程序设计语言

f. 编译技术基础

2. 2. 2　 安全文明生产、 环境保护知识

(1) 生产现场管理方法

(2) 职业健康与职业安全

(3)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2. 2. 3　 质量管理知识

(1) 企业质量管理体系

(2) 产品与工作质量要求

(3) 产品与工作质量保证措施与责任

2. 2. 4　 知识产权保护知识

(1) 专利权保护

(2) 著作权保护

(3) 商业秘密保护

(4) 反不正当竞争

2. 2. 5　 相关法律、 法规知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相关知识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相关知识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相关知识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相关知识

(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相关知识

(6)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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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要求

本 《标准》 对初级、 中级、 高级的专业能力要求及相关知识要求依次递

进, 高级别涵盖低级别的要求。

3. 1　 增材制造技术开发

3. 1. 1　 初级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专业能力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设
计
与
制
造
装
备

　 1. 1 设计

和试制装备

机械零部件

　 1. 1. 1 能完成增材制造装备常用机械零

部件的三维建模、 性能分析与工程图纸绘

制等

　 1. 1. 2 能根据增材制造装备设计标准或

规范完成装备机械零部件的试制及试验验

证

　 1. 1. 3 能根据客户需求, 在增材制造装

备设计标准或规范基础上, 完成所需增材

制造装备机械零部件结构的改进或定制

　 1. 1. 1 工程制图知识, 包括画法几

何、 三维建模、 计算机辅助设计等

　 1. 1. 2 增材制造技术基础知识, 包括

增材制造原理、 工艺与装备

　 1. 1. 3 增材制造装备基础知识, 包括

立体光固化、 粉末床熔融、 定向能量沉

积、 材料挤出成形等增材制造装备零部

件结构与功能

　 1. 1. 4 增材制造机械零部件结构优化

设计方法

　 1. 2 组装

与调试装备

核心功能部

件

　 1. 2. 1 能按照装备的装配图纸及装配要

求进行增材制造装备核心功能部件 (如
光学系统、 成形头、 在线监控、 步进 /伺
服传动等模块) 的组装与调试

　 1. 2. 2 能根据增材制造装备功能部件标

准或规范, 完成装备常用功能部件的功能

测试验证与合格评估

　 1. 2. 1 增材制造核心功能部件工作原

理

　 1. 2. 2 增材制造核心功能部件中的光

学、 机械、 电气部件的装配、 测量和功

能测试与评估方法

2.
开
发
软
件
与
控
制
系
统

　 2. 1 选型

设备控制系

统

　 2. 1. 1 能根据增材制造工艺和设备运行

工况、 成本及可靠性等需求进行控制系统

各模块的选型

　 2. 1. 2 能进行至少一种单元模块 (如运

动系统、 监控系统、 扫描系统等) 的基

本功能应用与测试

　 2. 1. 1 增材制造设备工作控制逻辑相

关知识

　 2. 1. 2 增材制造专用控制系统原理和

技术, 包括运动控制器、 可编程逻辑控

制器、 电机、 激光器、 振镜和各类传感

器等的功能、 适用范围和应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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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专业能力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2.
开
发
软
件
与
控
制
系
统

　 2. 2 开发

软件部分模

块

　 2. 2. 1 能根据工艺需求设计三维模型、
二维切片、 加工路径的数据处理流程

　 2. 2. 2 能使用基本的界面设计库、 图形

渲染库, 开发人机交互界面和可视化功能

　 2. 2. 3 能进行单一模块程序的测试和维

护

　 2. 2. 1 增材制造数据处理流程相关知

识

　 2. 2. 2 增材制造常用工业软件使用方

法

　 2. 2. 3 增材制造软件支撑库知识, 包

括界面设计库、 图形渲染库、 网格模型

处理库等

3.
研
发
材
料
与
工
艺

　 3. 1 制备

增材制造专

用材料

　 3. 1. 1 能根据材料特征 (如氧含量、 粉

末粒径、 丝材直径等) 进行材料分类

　 3. 1. 2 能根据增材制造专用材料 (如光

敏树脂、 粉材、 丝材等) 的制备工艺规

范进行材料制备

　 3. 1. 3 能进行增材制造专用材料的安全

使用与管控

　 3. 1. 1 增材制造材料类型、 材料物性

知识与适用工艺

　 3. 1. 2 增材制造专用材料的制备技

术, 包括原材料的选择、 制备方法、 材

料性能评价等

　 3. 1. 3 增材制造专用材料的安全存储

和使用方法

　 3. 2 验证

增材制造专

用材料工艺

特性

　 3. 2. 1 能完成增材制造工艺装备与材料

类型 (如丝材、 粉材、 液材等) 的适用

性匹配

　 3. 2. 2 能根据工艺过程中材料的表现形

式 (如铺粉问题、 喷头堵塞等) 评价材

料的工艺性

　 3. 2. 3 能验证增材制造专用材料的工艺

性能

　 3. 2. 1 专用材料对增材制造工艺的影

响机制相关知识

　 3. 2. 2 增材制造专用材料的工艺性评

价方法

　 3. 2. 3 增材制造专用材料表征方法

3. 1. 2　 中级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专业能力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设
计
与
制
造
装
备

　 1. 1 分析

与设计装备

功能部件

　 1. 1. 1 能完成增材制造装备功能部件的

技术需求与可行性分析

　 1. 1. 2 能根据成形原理和目标装备的需

求进行增材制造装备核心功能部件 (如
光学、 成形头、 在线监控、 步进 /伺服传

动等模块) 的选型

　 1. 1. 3 能完成增材制造装备功能部件的

结构设计、 功能设计与仿真优化

　 1. 1. 4 能完成增材制造装备功能部件的

测试与验证、 分析与优化

　 1. 1. 1 增材制造需求与装备成形能力

分析方法

　 1. 1. 2 增材制造常用电气元器件选

用、 标准件 /常用件的选型、 功能部件

选型方法与规则

　 1. 1. 3 增材制造装备结构部件优化设

计方法, 包括轻量化设计与可靠性分析

　 1. 1. 4 增材制造装备功能部件优化设

计方法, 包括功能稳定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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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专业能力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设
计
与
制
造
装
备

　 1. 2 设计

装备整体结

构

　 1. 2. 1 能根据工艺特点进行增材制造装

备整体结构和各子系统 (如光学、 控制、
密封腔体等) 的布局、 设计与仿真

　 1. 2. 2 能进行增材制造装备整体结构和

各子系统 (如光学、 控制、 密封腔体等)
的协同设计与集成并考虑经济性

　 1. 2. 3 能根据人机工程学的要求进行增

材制造装备的工业设计

　 1. 2. 4 能进行增材制造装备的安全性设

计与评估

　 1. 2. 1 增材制造装备模块化设计方法

与系统集成技术

　 1. 2. 2 增材制造装备工业系统驱动与

控制技术

　 1. 2. 3 增材制造装备人机工程学设计

方法、 外观设计方法、 造型设计方法等

　 1. 2. 4 增材制造设备安全性设计原则

与风险评估标准相关知识

　 1. 3 组装

与 调 试 装

备、 编制装

备集成工艺

规范

　 1. 3. 1 能编制增材制造装备集成工艺规

范

　 1. 3. 2 能根据增材制造装备集成工艺规

范进行增材制造装备集成和组装

　 1. 3. 3 能根据性能 /功能需求完成增材

制造装备的安装、 调试 (如精度、 各单

元联动等)
　 1. 3. 4 能编撰设备使用说明书与安全操

作规范

　 1. 3. 1 金属、 非金属等增材制造装备

的装配流程相关知识

　 1. 3. 2 金属、 非金属等增材制造装备

的调试规范相关知识

　 1. 3. 3 增材制造装备运行测试数据的

采集与分析方法

2.
开
发
软
件
与
控
制
系
统

　 2. 1 开发

数据处理软

件

　 2. 1. 1 能根据数据处理流程完成三维模

型预处理、 切片、 路径规划等数据处理模

块的开发

　 2. 1. 2 能根据应用需求完成数据处理各

模块的集成与扩展, 形成完整处理软件

　 2. 1. 3 能编撰数据处理软件使用说明书

　 2. 1. 1 增材制造专用计算机辅助设

计、 计算机辅助工程、 计算机辅助制造

软件开发方法

　 2. 1. 2 增材制造专用三维、 二维、 一

维标准格式数据的表示与解析技术

　 2. 1. 3 软件技术文件编制规范相关知

识

　 2. 2 开发

装备控制系

统软件

　 2. 2. 1 能根据装备及工艺要求, 开发将

加工路径、 扫描参数等数据解析为控制器

指令信息的软件

　 2. 2. 2 能根据增材制造工艺特征开发加

工过程质量监测模块

　 2. 2. 3 能使用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和运动

控制器进行运动等控制程序的开发

　 2. 2. 4 能根据设备要求及安全规范进行

控制系统软硬件模块的协同设计与开发

　 2. 2. 5 能编撰设备控制系统软件使用说

明书

　 2. 2. 1 增材制造效能优化方法

　 2. 2. 2 增材制造数字控制和机器视觉

的开发与应用方法

　 2. 2. 3 增材制造安全控制系统规范及

其实现方法

　 2. 2. 4 增材制造设备嵌入式系统开发

方法

　 2. 2. 5 软件测试基本方法, 如黑盒测

试和白盒测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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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专业能力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2.
开
发
软
件
与
控
制
系
统

　 2. 3 集成

与维护装备

控制系统

　 2. 3. 1 能进行装备控制系统软件与装备

的集成和联调

　 2. 3. 2 能根据装备功能要求进行控制系

统的设计、 测试与验证

　 2. 3. 3 能进行增材制造装备软硬件故障

识别与诊断

　 2. 3. 1 增材制造装备控制系统软硬件

集成方法

　 2. 3. 2 增材制造装备控制系统软硬件

调试方法

　 2. 3. 3 增材制造装备故障诊断与识别

方法

3.
研
发
材
料
与
工
艺

　 3. 1 根据

增材制造工

艺 要 求 选

择 /匹 配 原

材料

　 3. 1. 1 能根据工艺过程中材料的表现形

式 (如铺粉问题、 喷头堵塞) 更换 /选取

合适的材料

　 3. 1. 2 能识别增材制造设备工作过程中

关键部件 (如铺粉刮刀、 升降平台、 喷

头等) 与材料工艺特征之间的关系并更

换 /调整材料

　 3. 1. 3 能根据原材料物性合理配比原材

料

　 3. 1. 4 能开发材料回收再利用工艺, 并

制定回收再利用工艺规范

　 3. 1. 1 增材制造专用材料、 装备、 工

艺的协同关系相关知识

　 3. 1. 2 增材制造专用材料成分、 宏微

观特征形貌相关知识

　 3. 1. 3 材料的回收再利用工艺知识

　 3. 2 根据

增材制造工

艺特征改性

与优化材料

　 3. 2. 1 能判断工作过程中工艺参数与材

料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 调整优化材料的

工艺特征

　 3. 2. 2 能根据工艺特征制定材料的改性

与优化方案

　 3. 2. 3 能根据客户需求对专用材料进行

改性和优化

　 3. 2. 1 增材制造专用材料改性方法

　 3. 2. 2 增材制造专用材料优化方法

　 3. 2. 3 增材制造专用材料与产品精

度、 性能的影响关系相关知识

　 3. 3 新材

料增材制造

工艺研发

　 3. 3. 1 能根据材料的表现形式评价新材

料在增材制造设备工作过程中的工艺性和

经济性

　 3. 3. 2 能评价工作过程中新材料对增材

制造设备的影响, 并制定新材料的使用安

全防范与管控规范

　 3. 3. 3 能制定新开发材料增材制造全流

程工艺, 并实现试验件制造

　 3. 3. 1 增材制造新开发材料系统评测

知识, 包括材料成分、 物相、 微观组织

对材料性能、 成形能力、 适用工况的影

响等

　 3. 3. 2 增材制造材料与成形工艺之间

的作用关系相关知识, 包括成形精度与

性能的影响、 新材料工艺窗口的制定

　 3. 3. 3 增材制造材料的后处理知识,
包括系统的金属、 非金属后处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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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3　 高级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专业能力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设
计
与
制
造
装
备

　 1. 1 总体

设计与优化

装备

　 1. 1. 1 能根据用户与生产需求进行增材

制造装备的总体设计、 概念设计、 智能化

设计、 绿色节能设计与协同设计并考虑装

备的经济性

　 1. 1. 2 能对增材制造装备的总体功能、
性能进行测试与验证

　 1. 1. 3 能根据增材制造装备测试结果进

行装备及系统的总体分析与优化

　 1. 1. 4 能根据新原理 /新技术体系架构

的要求进行新型增材制造装备的研发

　 1. 1. 1 增材制造装备总体优化设计方

法

　 1. 1. 2 增材制造装备智能化技术

　 1. 1. 3 增材制造装备可靠性设计知识

　 1. 1. 4 增材制造装备绿色化设计知识

　 1. 1. 5 增材制造新原理和新方法

　 1. 2 制定

装备运维规

范

　 1. 2. 1 能建立增材制造装备故障状态指

标, 并进行关键参数阈值研究与配置

　 1. 2. 2 能根据增材制造装备设计与应用

的需求开展装备运维规范的制定

　 1. 2. 3 能根据增材制造装备性能与效益

要求制定装备运维规范

　 1. 2. 1 增材制造装备多层次系统监控

技术相关知识

　 1. 2. 2 增材制造装备数据与信息管理

和处理知识

　 1. 2. 3 增材制造装备质量 /安全管控

方法

　 1. 3 评价

和提升增材

制造装备可

靠性与经济

性

　 1. 3. 1 能制定增材制造装备可靠性测试

准则

　 1. 3. 2 能进行增材制造装备可靠性建

模、 测试与评价

　 1. 3. 3 能针对增材制造装备关键性能或

功能指标进行可靠性与经济性优化

　 1. 3. 1 增材制造装备综合测试技术

　 1. 3. 2 增材制造装备失效模式建模仿

真技术

　 1. 3. 3 增材制造装备可靠性建模与管

理技术

2.
开
发
软
件
与
控
制
系
统

　 2. 1 设计

开发数据处

理、 工艺仿

真及装备软

件总体架构

　 2. 1. 1 能根据具体领域需求完成单机、
云服务、 分布式计算 /控制、 上 /下位机等

不同架构模式软件的框架设计

　 2. 1. 2 能根据工艺流程、 计算效率、 加

工效率、 制件性能及材料消耗等需求设计

数据表达模型和处理流程

　 2. 1. 3 能根据装备、 工艺、 使用场景进

行个性化的模块调整与扩展

　 2. 1. 4 能根据硬件测试结果分析软件的

运行情况, 构建、 优化高鲁棒性的总体架

构

　 2. 1. 1 增材制造设备与工艺知识, 及

其数据处理、 数值模拟方法

　 2. 1. 2 增材制造数据接口格式、 协

议, 软件框架、 设计模式、 云制造知识

　 2. 1. 3 增材制造软硬件架构设计方

法、 自动化脚本开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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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专业能力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2.
开
发
软
件
与
控
制
系
统

　 2. 2 研发

与优化数据

处理及仿真

算法

　 2. 2. 1 能基于优化算法构建高效读写、
处理大规模数据模型的核心模块

　 2. 2. 2 能根据加工工艺的特征及需求优

化三维模型剖分、 镂空、 点阵结构处理、
加工方向、 扫描路径等算法

　 2. 2. 3 能根据特定增材制造工艺特点设

计与优化模型网格剖分、 工艺仿真数值求

解算法

　 2. 2. 4 能进行算法的时空复杂度测试、
分析与性能优化

　 2. 2. 1 增材制造相关计算机图形学算

法

　 2. 2. 2 增材制造工艺与数据的深度学

习知识

　 2. 2. 3 增材制造加工过程中的形性关

系及数值求解知识

　 2. 2. 4 增材制造数据性能调优技术

　 2. 3 研发

与优化新型

控制系统

　 2. 3. 1 能根据设备成本和性能等需求设

计规划控制系统整体方案

　 2. 3. 2 能根据控制系统方案设计硬件拓

扑结构、 数据传输模式和配套的软件接口

等

　 2. 3. 3 能优化控制系统, 以实现稳定

性、 可靠性和实时性等需求

　 2. 3. 4 能定制或自主开发专用控制器

　 2. 3. 1 增材制造控制新方法与新装置

相关知识

　 2. 3. 2 增材制造操作系统设计方法,
包括内核态程序开发、 线程调度、 中断

与异常处理和同步与异步程序开发等

　 2. 3. 3 增材制造分布式控制系统集成

技术

3.
研
发
材
料
与
工
艺

　 3. 1 研发

增材制造专

用新材料

　 3. 1. 1 能根据增材制造原理特征开发增

材制造专用新材料

　 3. 1. 2 能根据客户特定需求研发增材制

造专用新材料

　 3. 1. 3 能制定新材料增材制造全流程工

艺规范

　 3. 1. 1 基于增材制造原理的新材料研

发机理

　 3. 1. 2 高通量增材制造新材料研发方

法

　 3. 1. 3 增材制造材料制备新方法

　 3. 2 制定

新材料制备

规范与标准

　 3. 2. 1 能制定专用材料设计过程中的规

范与标准

　 3. 2. 2 能根据新材料特性和相关标准制

定新材料制备规范

　 3. 2. 3 能根据质量管理体系制定新材料

制备标准

　 3. 2. 4 能制定专用材料运输条件、 存放

环境、 安全防范与管控的规范与标准

　 3. 2. 1 增材制造专用材料设计、 制

备、 存储等系统知识

　 3. 2. 2 增材制造新材料与工艺的相互

作用原理与影响关系相关知识

　 3. 2. 3 材料质量管理体系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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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增材制造技术应用

3. 2. 1　 初级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专业能力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设
计
产
品
与
处
理
数
据

　 1. 1 根据

客户需求优

化产品三维

几何模型

　 1. 1. 1 能根据客户需求, 使用至少一种

三维建模软件建立产品三维模型

　 1. 1. 2 能根据增材制造工艺能力设计产

品工艺结构

　 1. 1. 3 能根据设备加工能力与材料特性

对产品模型进行尺寸缩放

　 1. 1. 4 能使用计算机辅助设计接口软件

将模型转换成增材制造专用格式文件

　 1. 1. 1 增材制造产品数字化建模相关

知识

　 1. 1. 2 增材制造工艺的技术特征相关

知识, 包括制造精度、 性能等

　 1. 1. 3 增材制造后处理对尺寸的影响

相关知识, 包括加工、 打磨余量等

　 1. 1. 4 增材制造建模软件、 转换接口

软件操作方法与流程

　 1. 2 分析

与设置产品

工艺辅助结

构

　 1. 2. 1 能根据增材制造工艺特点与产品

构型, 制定产品成形摆放方案

　 1. 2. 2 能使用增材制造工艺辅助软件,
设计添加辅助支撑结构

　 1. 2. 3 能使用切片软件生成增材制造生

产数据

　 1. 2. 1 辅助支撑处理软件操作流程相

关知识

　 1. 2. 2 辅助支撑结构设计知识, 包括

支撑结构材料、 类型、 作用、 工艺性以

及应用范围等

　 1. 2. 3 切片软件操作与切片数据生成

技术

2.
应
用
工
艺
与
生
产
运
维

　 2. 1 依据

工艺规范完

成工艺设置

和执行

　 2. 1. 1 能进行增材制造耗材前期处理与

准备工作

　 2. 1. 2 能识读工艺文档与数字模型, 根

据工艺规范要求进行基础工艺参数设置和

导入设备

　 2. 1. 3 能根据增材制造工艺和打印设备

支持格式, 设置和调整工艺参数, 完整执

行工艺与零件制造

　 2. 1. 1 增材制造原理相关知识

　 2. 1. 2 增材制造的工艺分类与关键工

艺参数相关知识

　 2. 1. 3 增材制造前处理工艺相关知识

　 2. 2 增材

制造设备安

全运维

　 2. 2. 1 能根据产品的成形工艺, 应用增

材制造装备安全生产并保障设备稳定运行

(如易燃材料使用、 粉尘防爆、 惰性气体

释放等)
　 2. 2. 2 能根据设备使用频率及环境, 合

理安排设备维护保养频次, 制定维护保养

计划

　 2. 2. 3 能进行材料和设备异常原因分

析、 易损组件检测与更换

　 2. 2. 1 增材制造设备的操作规范、 安

装与调试维护知识

　 2. 2. 2 增材制造原材料物理化学活

性、 储藏及使用规范相关知识

　 2. 2. 3 增材制造实验室生产安全规范

相关知识

　 2. 2. 4 增材制造设备常见故障及处理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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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专业能力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3.
后
处
理
与
检
验
产
品
制
造
质
量

　 3. 1 按照

工艺规范进

行产品后处

理

　 3. 1. 1 能根据生产需求, 对不同材质、
不同工艺及性能要求进行工艺支撑去除与

表面光整处理等

　 3. 1. 2 能根据性能要求与后处理工艺规

范, 进行不同材料的性能改善与调控

　 3. 1. 3 能根据产品要求, 制定减材加工

后处理工艺

　 3. 1. 1 增材制造专用材料相关知识,
包括金属和非金属材料等

　 3. 1. 2 增材制造材料热处理与粉末冶

金工艺相关知识

　 3. 1. 3 增材制造结构件表面减材加工

后处理方法

　 3. 2 检验

评价产品表

面质量、 尺

寸精度和验

证 产 品 动

作、 功能

　 3. 2. 1 能使用检测工具或设备进行接触

式 /非接触式检测

　 3. 2. 2 能进行产品原型的配作与装调,
开展动作功能的验证

　 3. 2. 1 增材制造产品精度与表面质量

相关知识

　 3. 2. 2 增材制造产品质量检测方法

3. 2. 2　 中级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专业能力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设
计
产
品
与
处
理
数
据

　 1. 1 根据

用户需求与

工艺特征优

化产品三维

构型

　 1. 1. 1 能根据用户要求, 对产品进行有

限元建模与分析

　 1. 1. 2 能根据增材制造工艺特点, 优化

设计产品三维构型

　 1. 1. 3 能建立三维反求模型

　 1. 1. 1 有限元仿真分析知识

　 1. 1. 2 增材制造成形工艺理论相关知

识, 包括成形工艺原理、 特殊结构成形

工艺知识、 扫描策略等

　 1. 1. 3 三维反求技术, 包括三维反求

原理、 操作流程、 数据处理与反求模型

建立

　 1. 2 根据

工艺特征制

作产品工艺

模型

　 1. 2. 1 能根据增材制造成形与后处理要

求, 设计合理的工艺结构

　 1. 2. 2 能根据节能减材要求, 优化设计

产品的工艺模型

　 1. 2. 3 能优化设计辅助支撑结构, 便于

非加工区原材料的清理和支撑去除

　 1. 2. 1 增材制造成形与后处理知识,
包括材料特性、 成形工艺调控、 后处理

方法等

　 1. 2. 2 工艺结构优化设计技术, 包括

设计成形辅助结构、 加工余量、 后处理

余量以及加工基准等

　 1. 2. 3 辅助支撑结构优化设计技术,
包括组合辅助支撑设计、 支撑结构优化

及其参数优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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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专业能力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设
计
产
品
与
处
理
数
据

　 1. 3 处理

与检验工艺

模型分层数

据

　 1. 3. 1 能分析检验产品的工艺模型数

据, 识别错误数据并修改优化

　 1. 3. 2 能选择合理的工艺对模型进行切

片分层

　 1. 3. 3 能分析检验分层数据, 识别错误

数据并修改优化

　 1. 3. 1 工艺模型检验技术, 包括模型

成形工艺性、 成形工艺参数、 扫描策略

合理性判定

　 1. 3. 2 分层数据处理技术, 包括切片

软件基本操作、 数据格式、 工艺参数选

择、 切片数据存储等

　 1. 3. 3 分层数据检查分析相关知识,
包括分层图像识别、 机器代码识错等

2.
应
用
工
艺
与
生
产
运
维

　 2. 1 根据

用户需求进

行材料选型

和制定匹配

工艺

　 2. 1. 1 能根据用户需求选择增材制造所

用材料

　 2. 1. 2 能根据用户需求进行不同增材制

造工艺的选择

　 2. 1. 3 能对现有的工艺参数及方案进行

培训讲解和技术输出

　 2. 1. 4 能根据生产工艺, 制定项目生产

基础计划并排产

　 2. 1. 1 增材制造成形影响因素和机理

相关知识

　 2. 1. 2 增材制造专用材料及其工艺特

点相关知识

　 2. 1. 3 立体光固化、 金属粉末床熔

融、 定向能力沉积、 材料挤出成形等金

属、 非金属增材制造工艺规范相关知识

　 2. 2 优化

和调整工艺

参数

　 2. 2. 1 能完成客户复杂定制化结构增材

制造

　 2. 2. 2 能进行增材制造设备参数设置及

优化、 增材制造成形工艺参数设置及优化

　 2. 2. 3 能进行增材制造工艺仿真分析,
指导增材制造生产工艺

　 2. 2. 4 能根据零件成形效果, 分析零件

成形影响因素, 并优化调整工艺参数, 构

建工艺数据库

　 2. 2. 5 能编制增材制造作业指导书, 指

导生产制造

　 2. 2. 1 增材制造工艺数据采集、 处理

与分析技术

　 2. 2. 2 增材制造不同技术的工艺影响

规律和影响机理, 包括原材料属性、 设

备精度、 加工和生产参数的优化知识

　 2. 2. 3 增材制造工艺仿真分析技术

　 2. 2. 4 增材制造工艺参数的优化和调

整方法

　 2. 2. 5 增材制造产品质量评价体系相

关知识

　 2. 3 诊断

现场设备故

障与应急处

理

　 2. 3. 1 能按照安全生产规程, 做好日常

维保, 排除安全隐患

　 2. 3. 2 能对装备的报警及时做出排查及

处理

　 2. 3. 3 能对设备故障做出分析, 提出解

决方案并更换设备元器件, 完成设备故障

应急处理

　 2. 3. 4 能编写故障处理规范与设备维护

手册

　 2. 3. 1 增材制造设备厂区生产安全规

则相关知识

　 2. 3. 2 增材制造设备故障处理应急知

识

　 2. 3. 3 增材制造设备配套工具的选择

和使用知识

　 2. 3. 4 增材制造设备整机故障判断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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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专业能力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3.
后
处
理
与
检
验
产
品
制
造
质
量

　 3. 1 制定

符合材料与

结构特征的

后处理工艺

　 3. 1. 1 能根据产品的表面处理要求, 制

定针对性的机械处理、 物理处理、 化学处

理等后处理工艺

　 3. 1. 2 能根据材料与结构特征, 制定热

处理改性方案

　 3. 1. 3 能根据产品质量要求进行增材制

造成形件的表面强化

　 3. 1. 1 增材制造产品防腐蚀表面处理

方法和工艺相关知识

　 3. 1. 2 增材制造专用材料热处理技术

原理及生产工艺相关知识

　 3. 1. 3 增材制造产品质量评价方法

　 3. 1. 4 增材制造成形件表面强化工艺

理论相关知识

　 3. 2 检验

评价产品力

学性能与内

部缺陷

　 3. 2. 1 能使用荧光等方法对产品的表面

质量进行检测, 制订产品制造质量检测方

案与规范

　 3. 2. 2 能使用检测工具或试验设备, 开

展产品力学性能测试与内部缺陷检测, 制

定检测方案与规范

　 3. 2. 3 能根据检测数据, 进行产品性能

评价

　 3. 2. 1 增材制造产品综合性能相关知

识

　 3. 2. 2 增材制造产品质量数据分析与

优化知识

　 3. 2. 3 增材制造产品测量标准、 检测

分析知识

　 3. 2. 4 增材制造产品内部结构和缺陷

检测主要方法与工艺相关知识

3. 2. 3　 高级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专业能力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设
计
产
品
与
处
理
数
据

　 1. 1 集成

一体化设计

多零件、 多

材料产品

　 1. 1. 1 能根据产品的使用环境与性能要

求进行多零件的集成一体化设计

　 1. 1. 2 能根据产品的使用环境与性能要

求进行多材料的集成一体化设计

　 1. 1. 3 能根据增材制造工艺特点对集成

设计部件进行工艺性优化

　 1. 1. 1 多材料、 整体化增材制造相关

方法

　 1. 1. 2 多零件、 多材料的功能集成一

体化设计方法

　 1. 1. 3 增材制造工艺设计体系化知

识, 包括成形工艺方法、 摆放方式、 辅

助支撑结构、 成形参数等对产品成形尺

寸精度、 内部和表面质量的影响判断

　 1. 2 优化

设计产品拓

扑结构

　 1. 2. 1 能根据产品的使用环境与性能要

求确定拓扑设计方案

　 1. 2. 2 能进行产品结构的轻量化、 光顺

化拓扑设计

　 1. 2. 3 能进行产品的功能化拓扑设计

　 1. 2. 1 基于增材制造的拓扑优化原理

与方法, 包括拓扑优化软件应用边界条

件设置方法等

　 1. 2. 2 轻量化、 光顺化拓扑设计方

法, 包括点阵结构、 流态结构等

　 1. 2. 3 功能化拓扑设计方法, 包括超

结构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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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专业能力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设
计
产
品
与
处
理
数
据

　 1. 3 制定

产 品 多 工

艺、 多工序

制造方案

　 1. 3. 1 能根据产品的结构、 材质、 功能

要求进行零件拆分

　 1. 3. 2 能根据产品拆分结果进行单元化

设计

　 1. 3. 3 能基于成本、 效率控制, 制定

增-等-减材多工艺的全流程制造方案

　 1. 3. 1 增材制造与传统制造的体系化

构架相关知识, 包括产品的机械加工和

材料成形方法等

　 1. 3. 2 多工艺、 多工序集成制造技

术, 包括制造工艺选择、 工序制定等

　 1. 3. 3 增材制造产品制造成本核算方

法

2.
应
用
工
艺
与
生
产
运
维

　 2. 1 根据

用户需求统

筹项目进度

与制定工艺

流程

　 2. 1. 1 能根据任务特征和需求, 制定增

材制造工艺流程与实施工艺方案

　 2. 1. 2 能按照方案, 提前规划设备、 物

料及人力配合, 完成物料采购存储、 人员

调度及制定外协需求等工作

　 2. 1. 3 能根据方案实施任务, 完成工艺

设计、 测试件制备及性能试验检测

　 2. 1. 4 能掌控项目整体进度, 做好项目

流转, 预测项目可能存在的风险, 提前做

好规避及补救方案

　 2. 1. 1 增材制造全流程工艺体系与管

理知识

　 2. 1. 2 增材制造与传统制造协同相关

知识

　 2. 1. 3 增材制造产品质量分析、 项目

验收等知识

　 2. 2 系统

集成应用各

类型增材制

造工艺与装

备

　 2. 2. 1 能应用多种增材制造设备, 进行

多材料、 多工艺集成化增材制造任务

　 2. 2. 2 能针对复杂工艺任务, 应用增材

制造技术结合传统加工方式, 制定多元工

艺方案

　 2. 2. 3 能应用网络集成与通信技术对设

备进行管理

　 2. 2. 4 能进行柔性生产规划及模块化增

材制造生产管理

　 2. 2. 5 能编制增材制造集成应用工艺规

范

　 2. 2. 1 增材制造新方法与新工艺相关

知识

　 2. 2. 2 多类型增材制造工艺与装备管

理系统知识

　 2. 2. 3 工业物联网、 柔性制造等相关

知识

　 2. 2. 4 增材制造系统应用效益综合评

价知识

　 2. 2. 5 增材制造集成系统综合性能评

价知识

　 2. 3 分析

产线问题与

优化产线配

置

　 2. 3. 1 能对增材制造产线效率、 经济

性、 安全性进行分析及判定, 并开发系统

性的技改方案

　 2. 3. 2 能针对零件增材制造的全流程设

备产线进行优化配置, 提升效能

　 2. 3. 3 能分析产线中设备情况、 效率等

对设备配置、 优化生产、 订单管理提出改

进方案

　 2. 3. 1 数据分析、 大数据收集归纳整

合等相关知识

　 2. 3. 2 增材制造产线运行管理相关知

识

　 2. 3. 3 增材制造产线运行智能控制相

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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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专业能力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3.
后
处
理
与
检
验
产
品
制
造
质
量

　 3. 1 开发

后处理工艺

与装备

　 3. 1. 1 能针对增材制造成形工艺的表

现, 开发具有智能化、 绿色、 安全与系统

集成化的专用后处理装置或装备

　 3. 1. 2 能根据表面质量、 精度、 性能等

相关要求制定增材制造零件后处理工艺

　 3. 1. 1 增材制造后处理工艺设计知识

　 3. 1. 2 增材制造专用后处理装备智能

化、 绿色、 安全与集成化设计方法

　 3. 1. 3 增材制造后处理设备故障机理

模型、 知识库架构相关知识

　 3. 2 针对

应用环境制

定个性化评

价策略, 系

统检测评价

产品质量

　 3. 2. 1 能根据产品的服役与应用环境制

定个性化检测方案

　 3. 2. 2 能建立产品质量系统化评价方法

　 3. 2. 3 能根据产品缺陷区域特征, 规划

配套复合加工工艺, 实施缺陷修复和精度

控制

　 3. 2. 1 增材制造复杂构件的数字制造

工艺设计知识, 包括数控加工技术、 机

器人加工技术等

　 3. 2. 2 面向增材制造的复合加工技术

与工艺知识

　 3. 2. 3 增材制造产品质量控制及质量

分析等知识

　 3. 3 开发

检测与评价

标准规范及

仪器

　 3. 3. 1 能根据生产需求, 开发面向增材

制造的专用检测仪器及专用夹、 治、 检、
辅具

　 3. 3. 2 能根据产品特性, 制定检测方案

与评价标准规范

　 3. 3. 3 能结合测试结果与评价标准, 提

供个性化的产品质量评价方案

　 3. 3. 1 面向增材制造产品的工装夹具

设计原理与制造工艺相关知识

　 3. 3. 2 增材制造产品检测设备仪器运

行原理相关知识

　 3. 3. 3 增材制造产品质量检测与控制

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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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权重表

4. 1　 理论知识权重表

4. 1. 1　 增材制造技术开发

专业技术等级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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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

设计与制造装备 25 30 35

开发软件与控制系统 25 25 25

研发材料与工艺 25 25 25

合计 100 100 100

4. 1. 2　 增材制造技术应用

专业技术等级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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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

设计产品与处理数据 25 25 25

应用工艺与生产运维 25 30 35

后处理与检验产品制造质量 25 25 25

合计 100 100 100

81

职业编码: 2-02-38-11



4. 2　 专业能力要求权重表

4. 2. 1　 增材制造技术开发

专业技术等级

项目

初级

(%)
中级

(%)
高级

(%)

专业

能力

要求

设计与制造装备 40 40 40

开发软件与控制系统 30 30 30

研发材料与工艺 30 30 30

合计 100 100 100

4. 2. 2　 增材制造技术应用

专业技术等级

项目

初级

(%)
中级

(%)
高级

(%)

专业

能力

要求

设计产品与处理数据 30 30 30

应用工艺与生产运维 40 40 40

后处理与检验产品制造质量 30 30 30

合计 100 100 100

91

职业编码: 2-02-38-11


	ILSML
	ILS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