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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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家文物局组织有关专家，制定了《文物

修复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21 年版）》（以下简称《标准》）。

一、本《标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 年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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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物修复师从业人员的职业活动内容进行规范细致描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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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画彩塑文物修复师、纺织品文物修复师、

金属文物修复师、石质文物修复师、陶瓷文物修复师、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出土（水）竹

木漆器文物修复师、土遗址文物修复师、木作文物修复师、泥瓦作文物修复师、油漆作文物

修复师、石作文物修复师、彩画作文物修复师十三个职业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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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主要起草人有：

壁画彩塑文物修复师：汪万福、牛贺强、付有旭、刘涛、樊再轩、张晓彤、郑军、杨文

宗、杨蕊。

纺织品文物修复师：汪自强、王淑娟、杨汝林、高雅、王允丽、傅萌、王晨、路智勇。

金属文物修复师：张鹏宇、付永海、马菁毓、杜安、霍海峻、张月玲、高雅。

石质文物修复师：王逢睿、张国军、闫宏彬、马红琳、严绍军、杨刚亮、张晓彤。

陶瓷文物修复师：张晓彤、吕淑玲、李奇、楼署红、杨蕴、王志强。

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汪自强、陈刚、汪瀚、高雅、尚力、杨泽华、何伟俊。

出土（水）竹木漆器文物修复师：方北松、汪自强、杨海亮、吴昊、赵阳、李澜、闵俊

嵘、卢燕玲、王宜飞。

土遗址文物修复师：汪万福、牛贺强、王彦武、朱晶、赵林毅、白崇斌、梁涛、赵海英。

木作文物修复师：李永革、王俪颖、何川、肖东、戈荣华、祁伟成、汤崇平。

泥瓦作文物修复师：李永革、王俪颖、何川、朱兴男、刘国卿、董养明。

油漆作文物修复师：李永革、王俪颖、何川、焦占红、张典、刘大山、王丹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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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作文物修复师：李永革、王俪颖、何川、黄滋、刘智敏、张涛、欧阳仑。

彩画作文物修复师：李永革、王俪颖、何川、张宪文、王辉、翟康志、卢振林、宋国晓。

四、本《标准》审定单位为国家文物局。审定人员有：乔云飞、周宝中、成小林、杜启

明、韩英、何海平、李黎、容波、任毅敏、王立平、杨新、查群、张金萍、郭宏、王春蕾、

潘路、郑幼明、张志红、陈家昌、周松峦、杨红、尚国华、李燕肇、顾军。

五、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得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职业技能鉴

定中心等单位的指导，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张灵芝、国家文物局顾玉才、

朱晓东、周君生、姚丞、姜文锦、孔祥芝等有关专家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感谢。

六、本《标准》业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文物局批准，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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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修复师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2021 年版）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文物修复师

1.2 职业编码

4-13-03-02

1.3 职业定义

从事文物本体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研判，保存状况分析，并进行加固、清洗、补全、

表面封护等工作的人员。
①

1.4 职业技能等级

① 壁画彩塑文物修复师职业方向：从事壁画彩塑文物现状调查、档案记录，并进行清除、加固、回贴、粘接、脱盐、修补、
协色等修复工作的人员。
纺织品文物修复师职业方向：从事纺织品文物现状调查、档案记录，并进行揭展、清理、平整、加固等修复工作的人员。
金属文物修复师职业方向：从事金属文物现状调查、档案记录，并进行清洗、除锈、加固、拼接、整形、脱盐、联接、补配、
做色、缓蚀封护等修复工作的人员。
石质文物修复师职业方向：从事石质文物现状调查、档案记录，并进行清洗、加固、粘接、补全、封护等修复工作的人员。
陶瓷文物修复师职业方向：从事陶瓷文物现状调查、档案记录，并进行清洗、脱盐、加固、粘接、补配、作色补绘等修复工
作的人员。
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职业方向：从事纸张书画文物现状调查、档案记录，并进行清洗、拼对、揭心、补洞、托心、贴条、全
色、接笔等修复工作的人员。
出土（水）竹木漆器文物修复师职业方向:从事出土（水）竹木漆器文物现状调查、档案记录，并进行加固、清洗、补全、
表面封护等修复工作的人员。
土遗址文物修复师职业方向：从事土遗址文物现状调查、工程档案记录，并运用夯补砌筑、灌浆、锚固、表面加固等技术进
行土遗址保护加固的工作人员。
木作文物修复师职业方向：运用调查、整理、补配、墩接、楦缝、归安、校正、加固、修整、制作、安装等方法，对木结构
文物建筑和文物建筑中的木质构部件进行修复的工作人员。
泥瓦作文物修复师职业方向：运用调查、整理、补配、校正、加固、归安、修复、铺墁、砌筑、苫瓦等方法，对文物建筑中
的墙体、屋面、地面进行修复的工作人员。
油漆作文物修复师职业方向：运用调查、清理、修补、加固、回贴、涂刷贴饰等方法，对文物建筑中的油漆层进行修复工作
的人员。
石作文物修复师职业方向：运用调查、整理、补配、校正、加固、归安、修复、砌筑、制作、安装等方法，对石结构的文物
建筑和文物建筑中的石构件进行修复工作的人员。
彩画作文物修复师职业方向：运用专业材料、颜料，以除尘、清污、软化、回贴、加固、封护、绘制等方法，对文物建筑中
的彩画进行修复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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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职业分为五个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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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职业环境条件

室内、外，常温。

1.6 职业能力特征

手指、手臂灵活，体力充沛，动作协调；具备一定的学习能力、计算能力、判断能力、

研发能力；有较强的辨色及觉察细部特征的能力；具有一定的绘画或雕塑基础及空间感；具

备一定的表达、沟通能力。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初中毕业（或相当文化程度）。

1.8 培训参考学时

五级/初级工不少于 160 标准学时，四级/中级工不少于 140 标准学时，三级/高级工不少

于 120 标准学时，二级/技师不少于 100 标准学时，一级/高级技师不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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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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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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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相关职业：考古专业人员、文物藏品专业人员、可移动文物保护专业人员、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专业人员、考古探掘工、古
建筑琉璃工、古建筑修建人员，历史学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档案专业人员、服装裁剪和洗染织补人员、纺织品和服装
裁剪缝纫人员、工艺美术品制作人员等，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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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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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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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年（含）以上。

（3）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高级

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本职业或

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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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

生）。

（4）具有大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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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级/中级

工职业资格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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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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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年（含）以上。

（3）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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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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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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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年（含）以上。

① 相关专业：文物修复与保护、文物保护技术，文物展示利用技术、文物考古技术、文物与博物馆学、文化遗产、历史学、
考古学、地质学、生物科学、科学技术史、材料科学与工程、建筑学、测绘科学与技术、风景园林、图书馆学、档案学、信
息与计算科学、应用物理学、应用化学、化学生物学、防灾减灾科学与工程、材料化学、土木工程、土木、水利与交通工程、
测绘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地质工程、勘查技术与工程、服装设计与工艺教育、丝绸设计与工程、木材料学与工程、家具
设计与工程、历史建筑保护工程、应用生物科学、雕塑、陶瓷艺术设计等，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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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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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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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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min，综合评审时间不少于

30 min。

1.9.5 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考场不少于 40 m
2
，备有 20 套以上桌椅，单人单行单列，有良好的照明、

通风环境。技能考核场所具有良好的采光、通风条件，现场实操场地配备保护棚以及 5套以

上文物修复师各职业方向专用操作台、工具和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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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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纪守法，不以物惑。

（2）道德当身，心存敬畏。

（3）实事求是，谋定后动。

（4）爱岗敬业，精益求精。

（5）钻研业务，科技创新。

2.2 基础知识

2.2.1 文物修复师基础知识

（1）文物保护基础知识。

（2）文物分析技术常识。

（3）预防性保护常识。

（4）相关化学基础知识。

（5）调查分析统计知识。

（6）美术、绘画、雕塑知识。

（7）静物摄影、摄像基础知识。

（8）绘图基础知识。

（9）办公软件基础知识。

2.2.1.1 壁画彩塑文物修复师基础知识

（1）古代壁画史基础知识。

（2）雕塑史基础知识。

（3）古代壁画制作知识。

（4）古代彩塑制作相关知识。

（5）壁画彩塑颜料知识。

（6）壁画彩塑病害成因知识。

（7）壁画彩塑专用工具操作知识。

（8）壁画彩塑修复材料种类、性能及使用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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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壁画彩塑修复工艺及操作知识。

（10）壁画彩塑实验操作知识。

（11）壁画彩塑包装、运输相关知识。

（12）壁画彩塑保存环境相关知识。

2.2.1.2 纺织品文物修复师基础知识

（1）纺织材料基础知识。

（2）纺织品形制类别基础知识。

（3）织物基本组织知识。

（4）服饰裁剪基础知识。

（5）织物染整工艺知识。

（6）纺织品清洁基础知识。

（7）手工缝纫基础知识。

2.2.1.3 金属文物修复师基础知识

（1）金属文物制作工艺基础知识。

（2）金属文物修复的基本程序。

（3）金属文物背景资料整理相关知识。

（4）金属文物病害相关知识。

（5）常用修复材料的使用方法。

（6）常用工具设备的使用方法。

2.2.1.4 石质文物修复师基础知识

（1）岩石类型与性质基础知识。

（2）岩石风化及破坏基础知识。

（3）石质文物制作工具基础知识。

（4）石质文物制作工艺基础知识。

（5）保护材料种类、性质及使用基础知识。

（6）文物病害分类及图示知识。

2.2.1.5 陶瓷文物修复师基础知识

（1）陶瓷文物定义、分类及基本原则。



9

（2）陶瓷制作历史、现状及发展。

（3）陶瓷工艺基础知识。

（4）陶瓷保护修复历史知识。

（5）陶瓷保护修复技术知识。

2.2.1.6 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基础知识

（1）中国古代书画基础知识。

（2）纸张书画装裱基础知识。

（3）纸张书画材料基础知识。

（4）纸张书画保护基础知识。

2.2.1.7 出土（水）竹木漆器文物修复师基础知识

（1）出土（水）竹木漆器文物保护概论。

（2）不同时期的出土（水）竹木漆器的主要种类及制作工艺。

（3）出土（水）竹木漆器文物修复原则与基本流程。

（4）出土（水）竹木漆器文物修复木工和漆工设备使用常识。

（5）出土（水）竹木漆器文物保存条件与环境控制知识。

2.2.1.8 土遗址文物修复师基础知识

（1）土遗址常见类型、建筑工艺及建造材料。

（2）土遗址病害类型、特征及成因。

（3）土遗址测绘知识。

（4）土工试验基础知识。

（5）材料试验基础知识。

（6）现场试验基础知识。

（7）修复设备工具的使用基础知识。

（8）修复材料基础知识。

（9）稳定性加固工艺知识。

（10）表面修复加固工艺知识。

2.2.1.9 木作文物修复师基础知识

（1）古建筑保护技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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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物建筑常用木材的树种和材性基本知识。

（3）文物建筑基本知识。

（4）木材的名称、规格、用途。

（5）木作常用工具的名称、用途、常见病虫害。

2.2.1.10 泥瓦作文物修复师基础知识

（1）古建筑保护技术知识。

（2）文物建筑常见墙体、屋面、地面的基本形式。

（3）砖、瓦、灰等材料的名称、规格、用途。

（4）泥瓦作常用工具的名称、用途。

2.2.1.11 油漆作文物修复师基础知识

（1）古建筑保护技术知识。

（2）文物建筑油漆作基本知识。

（3）油漆作材料的名称、规格、用途。

（4）油漆作常用工具的名称、用途。

2.2.1.12 石作文物修复师基础知识

（1）中国古建筑保护技术。

（2）常用石材基础知识。

（3）文物建筑石构件部位名称。

（4）石作常用工具的名称、用途。

2.2.1.13 彩画作文物修复师基础知识

（1）中国古建筑保护技术。

（2）传统建筑彩画艺术史常识。

（3）中国彩画修缮工艺技术理论知识。

（4）彩画材料、颜料基本知识。

2.2.2 安全生产与环境保护知识

（1）文物保存、搬运及保护修复安全操作规程。

（2）消防安全相关知识。

（3）个人职业安全防护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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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环境保护相关知识。

2.2.3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知识。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相关知识。

（5）《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相关知识。

（6）《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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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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壁画彩塑文物修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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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

状

调

查

1.1 基本信

息记录

1.1.1 能使用常规测量工具测量壁

画彩塑尺寸

1.1.2 能使用文字和图像记录壁画

彩塑表面颜料及颜色组成

1.1.1 常规测量工具的

使用方法

1.1.2 颜料知识

1.2 病害记

录

1.2.1 能根据古代壁画病害与图示

规范识别壁画本体上现存的病害

1.2.2 能参照古代壁画病害与图示

规范识别彩塑本体上现存的病害

1.2.3 能使用病害专业术语记录壁

画本体病害

1.2.4 能使用病害专业术语记录彩

塑本体病害

1.2.1 《古代壁画病害

与图示》（GB/T 30237）

1.2.2 《古代壁画现状

调查规范》（WW/T 0006）

1.3 手工绘

制病害图

1.3.1 能使用数码相机拍摄正射影

像图

1.3.2 能将摄影图片转换为底图

1.3.3 能根据壁画病害与图示标准

在底图上标识病害

《古代壁画病害与图

示》（GB/T 30237）

1.4 制作材

料调查

1.4.1 能识别古代壁画类型及制作

材料

1.4.2 能识别古代彩塑制作材料

古代壁画价值、壁画制

作材料与工艺知识

1.5 壁画彩

塑结构调查

1.5.1 能根据断面处识别壁画结构

和层位

1.5.2 能根据彩塑断面处识别彩塑

结构和层位组成

1.5.1 壁画结构知识

1.5.2 彩塑结构知识

2.

修

复

材

料

制

2.1 修复材

料配制

2.1.1 能识别修复材料

2.1.2 能按照方案要求配比修复材

料

2.1.1 修复材料基础知

识

2.1.2 常用工具、量具

的使用方法

2.1.3 不同溶液的配制

知识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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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与

工

具

设

备

选

用

维

护

2.2 修复工

具和设备维护

2.2.1 能对修复工具维护

2.2.2 能对修复设备维护

2.2.1 修复工具维护方

法和知识

2.2.2 修复设备维护方

法和知识

2.3 修复工

具选用

2.3.1 能根据修复病害特征需要选

用修复工具

2.3.2 能使用修复工具治理病害

2.3.1 壁画彩塑修复专

用工具的特点

2.3.2 修复工具使用方

法

3.

本

体

修

复

3.1 操作平

台搭设

3.1.1 能搭建现场操作平台

3.1.2 能完成安全防护网的搭设

现场操作平台搭设及安

全防护知识

3.2 本体除

尘

3.2.1 能清除地仗完整壁画表面的

灰尘

3.2.2 能清除地仗完整彩塑表面的

灰尘

壁画彩塑表面灰尘的去

除方法

3.3 泥渍覆

盖去除

3.3.1 能清除地仗完整壁画表面的

泥渍覆盖

3.3.2 能清除地仗完整彩塑表面的

泥渍覆盖

壁画彩塑表面泥渍覆盖

层的去除方法

3.4 壁画背

部清理

3.4.1 能使用修复工具清理壁画背

部

3.4.2 能对壁画背部进行加固处理

3.4.1 壁画背部清理注

意事项

3.4.2 壁画背部加固方

法

3.5 新支撑

体制备

3.5.1 能使用切割工具切割支撑板

材、支撑架

3.5.2 能使用修复材料制作支撑体

隔离层

3.5.1 切割支撑板材注

意事项

3.5.2 隔离层制作知识

3.6 地仗加

固

3.6.1 能对地仗结构稳定的壁画彩

塑的脱落部位进行地仗修补、补塑、加

固

3.6.2 能对地仗结构稳定的壁画彩

塑的边沿破损部位进行地仗修补、补

塑、加固

3.6.1 壁画地仗修补的

方法

3.6.2 彩塑脱落部位补

塑注意要点

4.

档

案

记

录

4.1 修复信

息记录

4.1.1 能记录病害修复过程中使用

的修复工具

4.1.2 能记录病害修复过程中使用

的修复材料

4.1.3 能记录病害修复的步骤和工

艺

4.1.4 能使用温湿度计、照度计测量

记录修复/施工环境的温湿度、光照度

4.1.1 温湿度计、照度

计的使用方法与注意事项

4.1.2《可移动文物病害

评估技术规程 馆藏壁画

类文物》（WW/T 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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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电子档

案制作

4.2.1 能使用计算机办公软件录入

修复信息记录

4.2.2 能使用计算机软件在施工展

开图中标出修复位置、修复范围，并完

成电子归档

施工日志记录要求

4.3 管理修

复资料

4.3.1 能根据《文物保护工程文件归

档整理规范》合作收集管理修复资料

4.3.2 能根据文物保护竣工验收要

求补充资料

《古代壁画保护修复档

案规范》（GB/T 3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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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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

状

调

查

1.1 本体

病害调查

1.1.1 能使用病害术语描述本体现存

病害特征

1.1.2 能使用常规仪器观察壁画彩塑

病害程度

1.1.3 能利用相机正光、侧光拍摄技

术多方位记录收集壁画彩塑照片

1.1.1 观察学知识、形

态分布学知识

1.1.2 壁画病害术语知

识

1.1.3 彩塑病害术语知

识

1.1.4 正光、侧光拍摄

技术要点，如病害照片的

分辨率、范围、角度、灯

光等

1.1.5 壁画彩塑病害影

像记录的技术要求

1.2 计算

机绘制病害

图

1.2.1 能使用病害图例绘制计算机病

害图

1.2.2 能根据计算机绘图软件统计病

害面积

1.2.1 病害图绘制知识

1.2.2 计算机绘图软件

知识

1.3 制作

材料调查

1.3.1 能使用常规仪器观察识别壁画

材料

1.3.2 能使用常规仪器观察识别彩塑

材料

1.3.1 放大镜、小型便

携式显微镜的使用和观察

方法

1.3.2 壁画彩塑制作材

料相关知识

1.4 制作

工艺调查

1.4.1 能使用常规仪器观察判断壁画

的结构和制作过程

1.4.2 能使用常规仪器观察判断彩塑

的结构和制作过程

1.4.1 壁画彩塑制作工

艺知识

1.4.2 常规仪器使用方

法和知识

1.5 修复

史调查

1.5.1 能搜集、查阅壁画彩塑修复使

用材料、工艺、处理方法的历史档案资

料

1.5.2 能整理分析壁画彩塑相关的修

复史资料

1.5.1 壁画彩塑修复历

史调查与搜集方法

1.5.2 档案、文献查阅

方法

2.

修

复

材

料

制

2.1 修复

材料配制

2.1.1 能检验已配制修复材料是否达

到设计要求

2.1.2 能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调整配制

比例

修复材料配制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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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与

工

具

设

备

选

用

维

护

2.2 修复

工具制作

2.2.1能根据壁画彩塑修复工作需要，

制作注射器、修复刀、修复铲和修复锯

等

2.2.2 能对现有设备进行改进优化

修复工具的选用与制作

技术要领

3.

本

体

修

复

3.1 预加

固处理

3.1.1 能对支撑体稳定的壁画彩塑进

行预加固工作

3.1.2 能对壁画彩塑用化学加固增强

本体强度

预加固方法知识

3.2 安全

防护

3.2.1 能对有失稳壁画进行临时支撑

3.2.2 能对有失稳彩塑进行临时支撑
安全防护要点

3.3 起甲

病害修复

3.3.1 能对地仗完整的壁画彩塑的颜

料层龟裂、起甲病害进行疏通、软化处

理

3.3.2 能对地仗完整的壁画彩塑的颜

料层龟裂、起甲病害进行加固、回贴

3.3.1 壁画彩塑修复操

作要点和方法

3.3.2 壁画彩塑修复程

序的要求和工艺知识

3.3.3 壁画彩塑起甲病

害修复方法

3.4 彩塑

加固

3.4.1 能完成彩塑肢体松动部位加固

修复

3.4.2 能完成彩塑肢体残损部位加固

修复

彩塑结构稳定性及加固

知识

3.5 地仗

脱落加固修

补

3.5.1 能对脱落面积较大但支撑体稳

定的壁画地仗脱落处进行加固修补

3.5.2 能对支撑体稳定的壁画边沿破

损处进行加固填补

3.5.3 能根据分析需求进行地仗取样

工作

3.5.1 地仗修补注意事

项

3.5.2 《古代壁画地仗

层可溶盐分析的取样与测

定》（WW/T 0032）

3.6 历史

加固剔除

3.6.1 能对壁画历史加固进行剔除

3.6.2 能对彩塑历史加固进行剔除

历史边沿加固剔除要点

及注意事项

3.7 脱盐

处理

3.7.1 能对地仗完整的壁画、彩塑酥

碱病害进行加固及支顶脱盐处理

3.7.2 能对地仗完整的彩塑酥碱病害

进行加固及支顶脱盐处理

3.7.1 酥碱病害修复工

艺

3.7.2 脱盐工艺及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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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新支

撑体安装

3.8.1 能采用粘接方式完成新支撑体

的安装

3.8.2 能采用机械固定的方式完成新

支撑体的安装

3.8.1 壁画支撑体材质

选择及制作要点

3.8.2 壁画表面地仗处

理要求

3.9 壁画表

面附着物的

去除

3.9.1 能使用物理化学方法去除壁画

表面附着的贴纸、贴布

3.9.2 能使用溶剂去除壁画表面的黏

合剂

去除残留物的物理化学

方法

4.

档

案

记

录

4.1 修复

信息记录

4.1.1能根据修复实际情况记录施工/

修复日志

4.1.2能使用相机拍摄现场工作照片，

记录整理归档

4.1.1 施工/修复日志

填写要求

4.1.2 摄影记录要求

4.2 电子

档案制作

4.2.1 能使用计算机办公软件记录和

绘制修复图

4.2.2 能使用计算机绘图软件完成壁

画彩塑测绘图的绘制（平面图、立面图、

剖面图）

4.2.3 能使用计算机软件统计病害面

积

4.2.1 测绘图绘制要求

4.2.2 计算机绘图软件

的基础知识

4.2.3 病害图绘制要求

4.3 档案

资料管理

4.3.1 能根据《文物保护工程文件归

档整理规范》收集管理档案资料

4.3.2 能根据文物保护竣工验收要求

核查资料完整性，完善并补齐资料

4.3.1《文物保护工程归

档整理规范》（WW/T 0024）

4.3.2 文物保护竣工验

收要求

5.

实

验

操

作

5.1 除尘

现场修复试

验

5.1.1 能根据设计方案对壁画彩塑表

面降尘进行除尘试验

5.1.2 能用文字和图像描述试验区域

降尘病害特征，并拍摄记录修复前后及

修复过程照片

除尘的主要方法和注意

要点

5.2 泥渍

清除修复试

验

5.2.1 能根据设计方案要求选择试验

区域

5.2.2 能根据设计方案进行泥渍病害

的修复试验

5.2.3 能用文字和图像描述试验区域

泥渍病害特征，拍摄进行修复前后及修

复过程拍照，并对试验过程中使用材料、

工艺、现象和结果进行记录

5.2.1 泥渍病害程度的

分级判断

5.2.2 泥渍病害清除方

法和清除技术要求

5.2.3 泥渍病害清除效

果要求

5.3 污染

物清除现场

修复试验

5.3.1 能根据设计方案要求选择污染

物试验区域

5.3.2 能根据设计方案进行污染物病

害的修复试验

5.3.3 能用文字和图像描述试验区域

病害，进行修复前后及修复过程拍照，

5.3.1 污染物病害程度

的判断和分级

5.3.2 污染物清除的主

要方法和常规材料知识

5.3.3 污染物清除效果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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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记录试验过程中使用去污材料、去污

方法、工艺、现象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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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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

状

调

查

1.1 病害调

查

1.1.1 能根据病害分布判断起甲、空

鼓、酥碱、污染等病害范围、特征、数量

（面积或者长度）、程度

1.1.2 能归纳总结病害分布特点和规

律

1.1.3 能编制病害调查报告

1.1.1 病害调查报告

编制知识

1.1.2 古代壁画保护

方案编制知识

1.2 制作材

料调查

1.2.1 能使用工具完成样品的采集

1.2.2 能合作编写制作材料调查报告

样品采集的方法和

知识

1.3 制作工

艺调查

1.3.1 能汇总工艺调查结果

1.3.2 能合作编写制作工艺调查报告
资料整理汇总方法

1.4 修复史

调查

1.4.1 能根据壁画彩塑表面状况，结合

修复历史档案文献查阅结果，核对历史修

复痕迹

1.4.2 能合作编写修复史调查报告

1.4.1 修复史的相关

知识

1.4.2 修复材料和修

复工艺发展史

2.

修

复

材

料

制

备

与

工

具

设

备

选

用

维

护

2.1 修复材

料的选用与

制备

2.1.1 能根据不同地仗/胎体色泽、强度

配制地仗修复材料

2.1.2 对壁画彩塑表面油渍、动物排泄

物、霉斑污染制备清除材料

2.1.1 污染物清除材

料知识

2.1.2 溶剂、表面活

性剂知识

2.1.3 修复材料选择

及制备要点

2.1.4 修复材料使用

原则

2.2 设备选

用与维护

2.2.1 能操作吸尘器、空压机、切割机、

微型钻等常用设备对壁画彩塑进行修复

2.2.2 能维护常用设备

2.2.1 设备选用与维

护

2.2.2 吸尘器、空压

机的操作规范

2.3 工具的

制作与改进

2.3.1 能根据壁画彩塑修复的需要改进

支顶架、支顶枪、支顶板等修复工具，达

到力度可调，提高可控性

2.3.2 能根据壁画彩塑形状制作异形支

撑体

工具改进的技术要

领，以及支顶架、支顶

板选材与制作技术要

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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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

体

修

复

3.1 表面污

染物去除

3.1.1 能使用化学试剂或生物材料去除

壁画彩塑表面霉斑

3.1.2 能使用清洗材料对壁画表层上的

油渍污染进行清理

3.1.3 能对壁画彩塑表层上的动物排泄

物进行清理

3.1.4 能对壁画彩塑表层上的水渍污染

物进行去除修复

3.1.1 污渍去除工艺

和注意事项

3.1.2 烟熏去除工艺

和注意事项

3.1.3 动物排泄物去

除工艺和注意事项

3.2 起甲病

害壁画修复

3.2.1 能对壁画起甲病害进行加固、回

贴

3.2.2 能对彩塑起甲病害进行加固、回

贴

3.2.1 起甲病害修复

工艺

3.2.2 起甲病害壁画

修复操作要点

3.3 疱疹病

害壁画修复

3.3.1 能使用修复工具对地仗完整的疱

疹病害进行修复

3.3.2 能使用脱盐材料对疱疹修复部位

进行脱盐处理

3.3.1 疱疹病害修复

工艺

3.3.2 修复工具的使

用方法

3.3.3 脱盐材料使用

方法

3.4 酥碱病

害修复

3.4.1 能使用修复工具对壁画、彩塑酥

碱病害进行加固

3.4.2 能使用脱盐材料对酥碱修复部位

进行脱盐处理

酥碱病害修复工艺

3.5 空鼓病

害壁画加固

3.5.1 能对地仗完整未出现错位、开裂

的壁画空鼓病害进行灌浆加固、回贴

3.5.2 能使用脱盐材料对空鼓修复部位

进行脱盐处理

3.5.1 空鼓病害修复

工艺及要点

3.5.2 脱盐工艺及要

点

3.6 粉化病

害壁画修复

3.6.1 能使用粘合剂对壁画粉化病害进

行加固处理

3.6.2 能使用粘合剂对彩塑粉化病害进

行加固处理

粉化病害壁画修复

操作要点

3.7 盐霜处

理

3.7.1 能使用物理方法对壁画彩塑的盐

霜进行去除

3.7.2 对使用粘合剂对脱盐部位进行加

固处理

《古代壁画脱盐技

术规范》（WW/T 0031）

3.8 地仗加

固

3.8.1 能对地仗存在裂缝的空鼓壁画进

行灌浆加固、回贴

3.8.2 能对壁画彩塑裂隙进行加固填补

空鼓壁画防护及修

复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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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微生物

病害修复

3.9.1 能使用物理和化学方法对微生物

进行灭活处理

3.9.2 能使用生物化学试剂清除微生物

污染物

微生物病害修复方

法和注意事项

3.10 彩 塑

加固修补

3.10.1 能对彩塑肢体断裂、残损进行加

固

3.10.2 能对彩塑肢体断裂、残损进行修

补

彩塑修复工艺和要

点

4.

档

案

记

录

4.1 修复信

息记录

4.1.1 能根据施工内容发现修复记录中

存在的问题，并及时纠正

4.1.2 能根据施工内容对保护修复档案

中的文字资料、图纸资料、图像资料进行

校正

4.1.1 古代壁画保护

修复档案规范

4.1.2 施工图纸绘制

要求

4.2 电子档

案制作与管

理

4.2.1 能使用计算机、扫描仪等对修复

过程形成的资料数字化，制作电子档案

4.2.2 能使用计算机、数据库管理电子

档案

4.2.1 工程档案整理

编辑要求

4.2.2 计算机操作知

识

4.2.3 数字化处理技

术

4.3 竣工报

告编制

4.3.1 能根据工程档案规范要求，收集、

整理、分析施工过程中形成的文字、实验

数据、影像资料

4.3.2 能按照工程验收要求，合作编写

竣工报告

4.3.1 工程修复难点

4.3.2 竣工报告编写

知识

5.

实

验

操

作

5.1 盐霜、

微生物、钙质

结核病害现

场修复试验

5.1.1 能根据设计方案要求选择盐霜、

微生物、钙质结核病害试验区域

5.1.2 能根据设计方案进行盐霜、微生

物、钙质结核病害的修复试验

5.1.3 能用文字和图像描述试验区域盐

霜、微生物、钙质结核病害，进行修复前

后及修复过程拍照，并记录试验过程中使

用材料、工艺、现象和结果

5.1.1 盐霜、钙质结

核病害的修复方法和

技术要求

5.1.2 微生物病害灭

活知识和清除方法

5.2 地仗加

固现场修复

试验

5.2.1 能根据设计方案要求选择地仗加

固试验区域

5.2.2 能根据设计方案进行地仗加固修

复试验

5.2.3 能用文字和图像描述地仗加固试

验区域病害，进行修复前后及修复过程拍

照，并对试验过程中使用材料、工艺、现

象和结果进行记录

5.2.1 地仗层病害类

型和病害特点

5.2.2 地仗层病害加

固方法和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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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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

状

调

查

1.1 病害调

查

1.1.1 能依据现状调查的文字信息、

图像信息对壁画彩塑现存状况进行评

估

1.1.2 能使用监测设备对壁画彩塑

病害进行持续性监测，判断病害的活动

性

1.1.3 能根据壁画彩塑现状调查的

文字资料、图片信息，结合现场实际勘

察，对病害进行风险评估

1.1.4 能审核病害调查报告

1.1.1 壁画彩塑病害影

响因素

1.1.2 壁画彩塑现存状

况分析要点

1.1.3 活动性病害调查

技术要领

1.1.4 病害风险性评估

知识

1.1.5 壁画彩塑病害监

测技术

1.2 制作材

料调查

1.2.1 能决定样品调查取样位置

1.2.2 能完成制作材料调查报告

1.2.1 化学仪器分析知

识

1.2.2 调查报告编写知

识

1.3 制作工

艺调查

1.3.1 能总结制作工艺的独特性

1.3.2 能完成制作工艺调查报告

壁画彩塑制作工艺特点

知识

1.4 修复史

调查

1.4.1 能对历史修复进行评估

1.4.2 能完成修复史报告

档案编制与资料调查知

识

2.

修

复

材

料

制

备

与

工

具

设

备

选

用

维

护

2.1 修复材

料的选用与

配制

2.1.1 根据不同工艺或修复程序选

用修复材料

2.1.2 根据不同工艺或修复程序配

制修复材料

2.1.1 修复材料使用原

则

2.1.2 修复材料选择及

制备要点

2.1.3 溶剂、表面活性

剂知识

2.1.4 污染物清除材料

知识

2.2 修复设

备的操作与

改造

2.2.1 能根据修复需要改造现有修

复设备

2.2.2 能操作内窥镜、超景深显微系

统、蒸汽保护笔、超声波清洗仪、激光

清洗机等设备对壁画观察、修复

2.2.1 设备选用与维护

知识

2.2.2 内窥镜、超景深

显微系统、蒸汽保护笔、

超声波清洗仪、激光清洗

机的操作规范

2.3 修复工

具的设计与

制作

2.3.1 能根据修复需要设计制作修

复工具

2.3.2 能根据异形壁画或变形彩塑

修复需要制作支顶架、支顶板

工具改进的技术要领，

以及异形支顶架、支顶板

选材与制作技术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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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

体

修

复

3.1 酥碱壁

画修复

3.1.1 能对地仗酥碱并空鼓的壁画

进行加固、灌浆、归位

3.1.2 能对地仗酥碱、颜料层起甲并

空鼓的壁画进行加固归位

3.1.3 能对地仗酥碱并颜料层起甲

的壁画进行加固归位

壁画多种复合病害修复

方法、要点和注意事项

3.2 空鼓壁

画加固

3.2.1 能对地仗空鼓且开裂、错位的

壁画进行加固回贴、整形修复

3.2.2 能对地仗空鼓且支撑体不稳

定的壁画进行加固回贴

3.2.3 能使用锚杆锚固空鼓壁画

复杂壁画空鼓病害修复

加固方法、要点和注意事

项

3.3 碎片拼

接

3.3.1 能对壁画碎片进行拼接

3.3.2 能对彩塑碎片或碎块进行拼

接

3.3.1 壁画碎片拼接要

点

3.3.2 彩塑碎片、碎块

拼接要点

3.4 彩塑脱

落修复

3.4.1 能使用工具和修复材料对彩

塑脱落的部位进行归位加固

3.4.2 能依据彩塑历史信息对彩塑

残损、脱落部位进行修补

3.4.1 彩塑修复工艺和

注意事项

3.4.2 彩塑补塑要点

3.5 彩塑糟

朽骨架的修

复

3.5.1 能使用工具和材料对彩塑糟

朽骨架加固

3.5.2 能使用工具和材料对彩塑糟

朽骨架更换

骨架糟朽更换知识要点

3.6 壁画揭

取搬迁归安

3.6.1 能使用工具揭取壁画

3.6.2 能使用工具和材料搬迁壁画

3.6.3 能对揭取搬迁的壁画归安

3.6.1 壁画揭取、回贴

工艺及注意事项

3.6.2 壁画搬迁操作要

点

3.6.3 壁画运输包装技

术要求

3.7 本体协

色

3.7.1 能根据画面整体效果对补做

的地仗层表面进行协色处理

3.7.2 能根据文物修复保护原则对

协色部位进行可识别处理

3.7.1 美术绘画知识

3.7.2 保护修复原则

4.

档

案

记

录

4.1 修复档

案编写

4.1.1 能根据施工内容和竣工验收

要求综合分析现有档案资料

4.1.2 能根据施工内容和竣工验收

要求完成修复档案整理汇编

古代壁画保护修复档案

编写规范及要求

4.2 竣工报

告编写

4.2.1 能根据施工内容和竣工验收

要求综合分析现有修复项目中存在的

重点、难点问题

4.2.2 能根据施工内容和竣工验收

要求完成修复竣工报告的编写

壁画保护修复档案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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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竣工图

纸审核

4.3.1 能根据施工实际情况综合分

析现有竣工图

4.3.2 能按照竣工验收要求审核竣

工图

4.3.1 壁画彩塑竣工图

验收要点

4.3.2 保护修复工程竣

工图绘制规范

5.

实

验

操

作

5.1 起甲、

酥碱、疱疹、

粉化、空鼓病

害现场修复

试验

5.1.1 能根据设计方案要求选择起

甲、酥碱、疱疹、粉化、空鼓病害试验

区域

5.1.2 能根据设计方案进行起甲、酥

碱、疱疹、粉化、空鼓病害的修复试验

5.1.3 能用文字和图像描述起甲、酥

碱、疱疹、粉化、空鼓病害并完成修复

试验报告

5.1.1 起甲、酥碱、疱

疹、粉化、空鼓病害试验

区域的选择要点

5.1.2 起甲、酥碱、疱

疹、粉化、空鼓病害修复

工艺和技术要求

5.1.3 起甲、酥碱、疱

疹、粉化、空鼓病害修复

效果要求

5.2 碎片拼

接、木骨架加

固现场修复

试验

5.2.1 能根据设计方案要求选择碎

片拼接、木骨架加固试验区域

5.2.2 能根据设计方案进行碎片拼

接、木骨架加固病害的修复试验

5.2.3 能用文字和图像描述试验区

域病害，并完成碎片拼接、木骨架加固

现场修复试验报告

5.2.1 碎片拼接、木骨

架加固试验区域的选择要

点

5.2.2 碎片拼接、木骨

架加固修复工艺和技术要

点

5.2.3 碎片拼接、木骨

架加固修复效果要求

5.3 揭取试

验

5.3.1 能根据设计方案要求选择揭

取试验区域

5.3.2 能根据设计方案进行揭取试

验

5.3.3 能完成揭取试验报告

5.3.1 揭取试验区域的

选择要点

5.3.2 揭取的主要方法

和操作要点

5.4 单一病

害修复试验

效果评估

5.4.1 能根据设计方案和试验结果

评估修复效果

5.4.2 能根据设计方案和试验结果

验证设计方案材料的适用性

5.4.3 能根据设计方案和试验结果

验证设计方案中修复工艺的实操性

5.4.1 修复效果评估方

法和知识

5.4.2 设计方案要求

5.5 单一病

害修复工艺

优化

5.5.1 能根据修复试验中实际操作

情况分析修复工艺的特点

5.5.2 能根据修复试验中存在的问

题对单一病害的修复工艺进行优化

修复工艺的科学性和合

理性判断

6.

技

术

管

理

和

6.1 技术管

理

6.1.1 能根据施工现场编制现场管

理制度

6.1.2 能根据施工现场具体情况和

工程实施组织方案实施现场管理

6.1.1 文物保护工程管

理知识

6.1.2 文物保护工程技

术知识

6.2 技术培

训

6.2.1 能按照三级/高级工及以下级

别人员业务要求编写技能培训计划与

6.2.1 技能培训计划编

写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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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训

方案

6.2.2 能按照技能培训计划和方案

对三级/高级工及以下级别人员进行技

术培训示范

6.2.2 技能培训方案编

写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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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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

状

调

查

1.1 病害调

查

1.1.1 能审订本体现状调查报告

1.1.2 能控制本体现状调查的流程

和内容

1.1.1 现状调查报告主

体结构和重点内容

1.1.2 病害调查流程控

制与管理知识

1.2 制作材

料调查

1.2.1 能审订制作材料调查报告

1.2.2 能控制制作材料调查的流程

和内容

1.2.1 制作材料调查报

告主体结构和主要组成

1.2.2 制作材料调查流

程控制与管理知识

1.3 制 作

工艺调查

1.3.1 能审订制作工艺调查报告

1.3.2 能控制制作工艺调查的流程

和内容

1.3.1 制作工艺梳理和

总结知识

1.3.2 制作工艺调查流

程控制与管理知识

1.4 修复史

调查

1.4.1 能审订修复史调查报告

1.4.2 能控制修复史调查的流程和

内容

1.4.1 修复材料、工艺

和方法梳理总结要点

1.4.2 修复史调查流程

控制与管理知识

2.

修

复

材

料

制

备

与

工

具

设

备

选

用

维

护

2.1 修复材

料的控制与

评估

2.1.1 能对修复材料质量进行控制

2.1.2 能对修复材料配制过程进行

质量控制

2.1.1 修复材料质量评

价知识

2.1.2 修复材料操作流

程控制

2.2 修复设

备的性能评

价

2.2.1 能对修复设备适用性进行控

制

2.2.2 能对修复设备有效性进行控

制

修复设备性能评价知识

2.3 修复工

具的性能评

价

2.3.1 能对修复工具适用性进行控

制

2.3.2 能对修复工具有效性进行控

制

修复工具性能评价知识

3.

本

体

修

复

3.1 叠加病

害修复

3.1.1 能使用修复工具和材料进行

多种病害共存的壁画病害修复

3.1.2 能使用修复工具和材料进行

多种病害共存的彩塑病害修复

3.1.3 能对叠加病害修复的工艺进

行优化

3.1.4 能用文字和图像描述试验区

3.1.1 病害修复工艺科

学性、合理性分析知识

3.1.2 新材料应用和工

艺优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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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病害，进行修复前后及修复过程拍

照，并对试验过程中使用材料、工艺、

现象和结果进行记录

3.2 修复效

果评估

3.2.1 能对壁画彩塑整体修复效果

进行评估

3.2.2 能对评估中发现的问题提出

解决方案

3.2.1 评估程序要求

3.2.2 评估技术方法

3.3 预防性

保护

3.3.1 能对壁画彩塑赋存环境提出

要求

3.3.2 能对壁画彩塑的维护提出建

议

预防性保护知识

4.

档

案

记

录

4.1 修复档

案审订

4.1.1 能审订修复档案内容、格式、

完整性

4.1.2 能根据审订结果提出修改意

见

修复档案规范知识

4.2 竣工报

告审订

4.2.1 能审订修复竣工报告内容、格

式、完整性

4.2.2 能根据竣工报告审订结果提

出修改意见

竣工报告组成及结构知

识

4.3 竣工图

纸审订

4.3.1 能审订竣工图纸内容、格式、

完整性

4.3.2 能根据审订结果提出修改意

见

竣工图绘制规范知识

5.

实

验

操

作

5.1 叠加病

害现场修复

试验

5.1.1 能根据设计方案要求选择叠

加病害的试验区域

5.1.2 能根据设计方案进行叠加病

害的修复试验

5.1.1 叠加病害试验区

域的选择要点

5.1.2 设计方案要求

5.2 叠加病

害修复试验

效果评估

5.2.1 能根据设计方案和试验结果

评估修复效果

5.2.2 能根据设计方案和试验结果

验证设计方案材料的适用性

5.2.3 能根据设计方案和试验结果

验证设计方案中修复工艺的实操性

叠加病害修复效果评估

方法和知识

5.3 叠加病

害修复工艺

优化

5.3.1 能根据修复试验中实际操作

情况分析修复工艺的特点

5.3.2 能根据修复试验中存在的问

题对叠加病害的修复工艺进行优化

叠加病害修复工艺和技

术要点

6.

技

术

管

理

6.1 技术文

件编制的培

训

6.1.1 能根据文物保护工程要求和

经验，撰写关于如何编制以下技术文件

的培训讲义：壁画彩塑修复工程竣工报

告、现状评估报告、施工方案、施工组

织管理方案

6.1.1 壁画彩塑修复工

程分析

6.1.2 施工组织设计文

件编制规程

6.1.3 保护修复工程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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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培

训

6.1.2 能根据培训讲义对二级/技师

及以下级别人员进行培训

工报告编写规范

6.2 管理技

术培训

6.2.1 能根据文物保护工程管理要

求和工程管理经验，编写壁画彩塑修复

工程管理讲义

6.2.2 能根据文物保护工程管理要

求和培训讲义讲授壁画彩塑工程管理

经验和知识

6.2.1 文物保护工程管

理知识

6.2.2 文物保护工程管

理培训讲义的编写要点

6.3 修复技

术培训

6.3.1 能根据文物保护工程修复要

求和经验，编写修复培训讲义

6.3.2 能根据文物保护工程修复要

求和经验对二级/技师及以下级别人员

进行修复技术培训

6.3.1 文物保护工程修

复要求

6.3.2 文物保护修复技

术培训讲义的编写要点

7.

技

术

创

新

与

交

流

7.1 技术创

新

7.1.1 能通过实验研究和保护修复

实践对设备提出改进意见

7.1.2 能通过实验研究和保护修复

实践对工艺提出改进意见

7.1.3 能通过实验研究和保护修复

实践对修复工具和材料提出改进意见

壁画彩塑保护修复的综

合性知识

7.2 技术交

流

7.2.1 能通过交流评价修复项目中

设备、工具、材料、工艺的优劣

7.2.2 能通过交流推广新设备、新技

术、新工艺

修复经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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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纺织品文物修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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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

状

调

查

1.1 基本信

息调查

1.1.1 能使用软尺等测量工具

测量平面纺织品文物尺寸

1.1.2 能使用影像器材拍摄纺

织品文物整体影像

1.1.1 平面纺织品文物测量

方法与注意事项

1.1.2 摄影、摄像基础知识

1.2 病害调

查

1.2.1 能识别纺织品文物病害

1.2.2 能识读纺织品文物病害

图

《馆藏丝织品病害与图示》

（WW/T 0013）

1.3 工艺材

料调查

1.3.1 能区分天然纤维与化学

纤维

1.3.2 能识别丝、毛、棉、麻

等纺织品文物纤维

1.3.1 天然纤维与化学纤维

特征及鉴别方法

1.3.2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

方法 第 3 部分：显微镜法》

（FZ/T 01057.3）

2.

修

复

材

料

制

备

与

工

具

设

备

选

用

维

护

2.1 修复材

料选用与处

理

2.1.1 能对纺织品文物背衬织

物进行平整处理

2.1.2 能对修复辅助材料进行

预处理

2.1.1 纺织品文物平整方法

2.1.2 辅助材料缝纫、熨烫

方法与注意事项

2.2 工具制

作选用与设

备维护

2.2.1 能制作竹签、支撑物、缓

冲物等工具

2.2.2 能根据修复工艺准备缝

针、剪刀、镊子、毛刷、竹签等

工具

2.2.1 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

工具制作方法

2.2.2 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

基础工具使用方法

3.

本

体

修

复

3.1 本体除

尘

3.1.1 能用毛刷等工具去除无

糟朽纺织品文物表面灰尘

3.1.2 能用除尘设备去除无糟

朽纺织品文物表面灰尘

3.1.1 小工具除尘方法与注

意事项

3.1.2 设备除尘方法与注意

事项

3.2 本体清

洁

3.2.1 能使用棉签、竹签等工具

以物理方法去除纺织品文物表面

附着污染物

3.2.2 能使用棉签等工具配合

3.2.1 纺织品文物物理清洁

方法与注意事项

3.2.2 清洗剂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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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剂去除纺织品文物表面污染

物

3.3 本体加

固

3.3.1 能将纺织品文物残片转

移至背衬上，调整至正确形状和

位置

3.3.2 能用多种针法加工纺织

品文物修复材料

3.3.1 纺织品文物移动、复

位方法与注意事项

3.3.2 跑针、回针、钉针、

缭针、锁边针、鱼骨针、铺针

等技术方法

4.

档

案

记

录

4.1 修复信

息记录

4.1.1 能记录纺织品文物保护

修复基本信息

4.1.2 能记录纺织品文物保护

修复步骤

4.1.3 能拍摄修复过程工作照

4.1.1 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

基本信息记录方法

4.1.2 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

流程和要求

4.1.3 《馆藏丝织品保护修

复档案记录规范》（WW/T 0015）

4.2 修复报

告编制

4.2.1 能根据纺织品文物保护

修复结项验收要求补充本人记录

资料

4.2.2 能影印项目不同阶段评

审意见并收集对应的修改资料

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结项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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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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

状

调

查

1.1 基本信

息调查

1.1.1 能用测量工具测量立体

纺织品文物的尺寸

1.1.2 能用影像器材拍摄细节

1.1.3 能辨识并记录纺织品文

物的历史修复痕迹

1.1.4 能记录纺织品文物保存

修复环境温湿度

1.1.1 立体纺织品文物测量

方法与注意事项

1.1.2 影像器材微距拍摄知

识

1.1.3 纺织品文物修复痕迹

识别方法

1.1.4 温湿度记录仪使用方

法

1.2 病害调

查

1.2.1能按1:1比例手绘病害图

1.2.2 能绘制电子病害图
病害图绘制方法

1.3 工艺材

料调查

1.3.1 能鉴别平纹、斜纹和缎纹

组织结构

1.3.2 能描述与记录纺织品文

物颜色

1.3.3 能用仪器观察并测量织

物密度、纱线捻度、捻向和投影

宽度

1.3.4 能辨识并记录织、染、印、

绘等工艺

1.3.1 平纹、斜纹和缎纹组

织基础知识

1.3.2 颜色描述记录方法

1.3.3 色卡、色度仪等使用

方法

1.3.4 织物观察、测量方法

1.3.5 纺织品织、染、印、

绘等工艺特征与辨识方法

2.

修

复

材

料

制

备

与

工

具

设

备

选

用

维

护

2.1 修复材

料选用与处

理

2.1.1 能筛选平面纺织品文物

的背衬织物

2.1.2 能根据纺织品文物特点

和保存状态选择缝线

2.1.1 纺织品文物背衬织物

选用方法

2.1.2 纺织品文物缝线选用

方法

2.2 工具制

作选用与设

备维护

2.2.1 能选用、加工压重物

2.2.2 能维护、保养常用小工具

2.2.1 纺织品文物压重物加

工方法

2.2.2 常用小工具维护、保

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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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

体

修

复

3.1 本体揭

展

3.1.1 能对粘连纺织品文物进

行回潮处理

3.1.2 能用竹签、镊子等工具揭

展粘连纺织品文物

3.1.1 粘连纺织品文物回潮

方法与注意事项

3.1.2 粘连纺织品文物揭展

方法与注意事项

3.2 本体除

尘

3.2.1 能用综合方法去除无糟

朽纺织品文物表面灰尘

3.2.2 能用综合方法去除无糟

朽纺织品文物深层灰尘

3.2.1 纺织品文物综合除尘

方法与注意事项

3.2.2 纺织品文物表面灰尘

去除方法

3.3 本体清

洗

3.3.1 能用多种方法进行清洗

试验

3.3.2 能清洗无糟朽纺织品文

物

3.3.1 纺织品文物清洗试验

方法与注意事项

3.3.2 纺织品文物常用清洗

剂使用方法与注意事项

3.4 本体平

整

3.4.1 能回潮无糟朽纺织品文

物

3.4.2 能矫形无糟朽纺织品文

物

3.4.3 能固形无糟朽纺织品文

物

3.4.1 无糟朽纺织品文物回

潮方法与注意事项

3.4.2 无糟朽纺织品文物矫

形方法与注意事项

3.4.3 无糟朽纺织品文物固

形方法与注意事项

3.5 本体加

固

3.5.1 能将单片无糟朽纺织品

文物固定在背衬织物上

3.5.2 能拆卸并复原原有纺织

品文物缝线

3.5.1 纺织品文物加固方法

与注意事项

3.5.2纺织品文物缝线拆卸、

复原方法与注意事项

4.

档

案

记

录

4.1 修复信

息记录

4.1.1 能根据修复实际情况记

录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日志

4.1.2 能拍摄纺织品文物保护

修复过程中文物整体及局部的照

片，记录整理归档

4.1.1 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

日志填写要求

4.1.2 摄影记录要求

4.2 修复报

告编制

4.2.1 能规范填写纺织品文物

保护修复过程中新发现的病害和

重要的文物信息

4.2.2 能完成纺织品文物保护

修复项目自评估

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项目自

评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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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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

状

调

查

1.1 基本信

息调查

1.1.1 能辨识并记录纺织品文

物历史修复工艺

1.1.2 能采集并统计评估保存

与修复环境数据

1.1.1 纺织品文物修复痕迹

识别方法

1.1.2 纺织品文物保存与修

复环境数据采集、统计评估方

法

1.1.3 《博物馆照明设计规

范》（GB/T 23863）

1.1.4 《馆藏文物保存环境

质量检测技术规范》（WW/T

0016）

1.2 病害调

查

1.2.1 能对纺织品文物病害进

行统计

1.2.2 能对纺织品文物病害取

样

1.2.1 《可移动文物病害评

估技术规程 丝织品类文物》

（WW/T 0059）

1.2.2 纺织品文物病害取样

方法与注意事项

1.3 工艺材

料调查

1.3.1 能使用显微镜鉴别重组

织、绒组织和罗组织等织物

1.3.2 能采用综合方法鉴别纺

织品纤维

1.3.3 能辨识并记录纺织品文

物的刺绣、编结等工艺

1.3.4 能辨别纺织品文物的形

制并绘制形制图

1.3.1 重组织、绒组织和罗

组织基本知识

1.3.2 纤维形貌显微观察方

法

1.3.3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

方法》（FZ/T 01057）

1.3.4 纺织品刺绣、编结工

艺特征

1.3.5 常见古代织物纹样和

形制图绘制方法

2.

修

复

材

料

制

备

与

工

具

2.1 修复材

料的选用与

处理

2.1.1 能筛选立体纺织品文物

的背衬织物和衬垫材料

2.1.2 能筛选纺织品文物包覆

材料

2.1.1 纺织品文物背衬织物

和衬垫材料选用方法

2.1.2 纺织品文物包覆材料

选用方法

2.2 工具制

作选用与设

备维护

2.2.1 能对调湿设备进行日常

维护

2.2.2 能对除尘设备进行日常

2.2.1 调湿设备维护方法与

注意事项

2.2.2 除尘设备维护方法与



34

设

备

选

用

维

护

维护 注意事项

3.

本

体

修

复

3.1 本体揭

展

3.1.1 能回潮板结纺织品文物

3.1.2 能揭展板结纺织品文物

3.1.1 板结纺织品文物回潮

方法与注意事项

3.1.2 板结纺织品文物揭展

方法与注意事项

3.2 本体除

尘

3.2.1 能用综合方法去除糟朽

纺织品文物表面灰尘

3.2.2 能用综合方法去除糟朽

纺织品文物深层灰尘

3.2.1 去除糟朽纺织品文物

表面灰尘方法与注意事项

3.2.2 去除糟朽纺织品文物

深层灰尘方法与注意事项

3.3 本体清

洗

3.3.1 能根据试验结果配制清

洗溶液

3.3.2 能清洗糟朽纺织品文物

3.3.1 糟朽纺织品文物清洗

方法与注意事项

3.3.2 纺织品文物清洗溶液

配制方法

3.4 本体平

整

3.4.1 能回潮糟朽纺织品文物

3.4.2 能矫形糟朽纺织品文物

3.4.1 糟朽纺织品文物回潮

方法与注意事项

3.4.2 糟朽纺织品文物矫形

方法与注意事项

3.5 本体加

固

3.5.1 能将多片无糟朽纺织品

文物拼合、固定在背衬织物上

3.5.2 能将包覆材料与纺织品

文物缝合

3.5.1 纺织品文物拼合、加

固方法与注意事项

3.5.2 包覆材料与纺织品文

物缝合方法与注意事项

4.

档

案

记

录

4.1 修复信

息记录

4.1.1 能根据修复实际情况核

查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日志并修

改

4.1.2 能核查影像资料并及时

补拍归档

4.1.3 能绘制修复后纺织品文

物裁剪图、形制图、纹样图

4.1.1 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

日志核查要求

4.1.2 影像资料核查要求

4.1.3 纺织品文物裁剪图、

形制图、纹样图绘制方法

4.2 修复报

告编制

4.2.1 能编写纺织品文物预防

性保护建议

4.2.2 能编写纺织品文物保护

修复报告

4.2.1 纺织品文物预防性保

护知识

4.2.2 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

报告编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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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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

状

调

查

1.1基本信息

调查

1.1.1 能评估历史修复材料现

状

1.1.2 能分析环境因素对纺织

品文物保存的影响

1.1.1 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

材料识别

1.1.2 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

材料评估方法

1.1.3 纺织品文物保存环境

知识

1.1.4 温湿度和空气质量调

控设备使用知识

1.1.5 温湿度和空气质量调

控材料使用知识

1.1.6 光照设备使用知识

1.2 病害调

查

1.2.1 能综合评估纺织品文物

病害

1.2.2 能指导三级/高级工及以

下级别人员开展纺织品文物病害

调查工作

纺织品文物病害综合评估方

法

1.3 工艺材

料调查

1.3.1 能根据纹样等织物特征，

拼对复原残片

1.3.2 能复原缺失纺织品文物

的纹样、形制并绘图

1.3.1 纺织品文物形制复原

方法

1.3.2 纺织品文物纹样复原

方法

2.

修

复

材

料

制

备

与

工

具

设

备

选

用

维

2.1 修复材

料的选用与

处理

2.1.1 能对缝线进行染色

2.1.2 能对背衬织物进行染色

2.1.1 染料使用方法

2.1.2 染整工艺技术

2.2 工具制

作选用与设

备维护

2.2.1 能设计支撑模具

2.2.2 能制作支撑模具

纺织品文物支撑模具设计方

法与制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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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3.

本

体

修

复

3.1 本体清

洗

3.1.1 能清洗无糟朽纺织品文

物与其他材质的复合文物

3.1.2 能评估纺织品文物清洗

技术可行性和效果

3.1.1 无糟朽纺织品文物与

其他材质的复合文物清洗方法

与注意事项

3.1.2 污染物清洗效果评价

方法

3.2 本体平

整

3.2.1 能对糟朽纺织品文物进

行固形

3.2.2 能对纺织品文物平整技

术进行技术改进

糟朽纺织品文物固形方法与

注意事项

3.3 本体加

固

3.3.1 能将糟朽纺织品文物固

定在背衬织物上

3.3.2 能确定背衬织物尺寸、布

局并安置到位

3.3.1 糟朽纺织品文物加固

方法与注意事项

3.3.2 背衬织物设计方法

4.

技

术

管

理

和

培

训

4.1 设计方

案编制

4.1.1 能编制纺织品文物保护

修复方案

4.1.2 能编制纺织品文物保护

修复经费预算

4.1.1 《馆藏丝织品保护修

复方案编写规范》（WW/T 0014）

4.1.2 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经

费预算要求

4.2 项目管

理

4.2.1 能对纺织品文物保护修

复项目流程进行管理

4.2.2 能参与部分纺织品文物

保护修复标准的起草和修订

4.2.1 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

项目流程管理知识

4.2.2 标准编制规程

4.3 技术培

训

4.3.1 能编制培训计划与方案

4.3.2 能进行纺织品文物保护

修复实操教学

实操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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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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

状

调

查

1.1 现状调

查

1.1.1 核定基本信息调查结果

1.1.2 能进行纺织品文物价值

评估

1.1.1 博物馆藏品保管办法

1.1.2 纺织品文物价值评估

要求与方法

1.2 病害调

查

1.2.1 能进行病害机理分析

1.2.2 能审定病害评估结果

1.2.1 病害机理分析知识

1.2.2 纺织品文物材质特性

2.

本

体

修

复

2.1 本体清

洗

2.1.1 能清洗糟朽纺织品文物

与其他材质的复合文物

2.1.2 能进行纺织品文物清洗

技术创新

糟朽纺织品文物与其他材质

的复合文物清洗方法与注意事

项

2.2 本体平

整

2.2.1 能根据纺织品文物保存

状况对平整效果进行评估

2.2.2 能对纺织品文物平整技

术进行技术创新

纺织品文物平整效果评估方

法

2.3 本体加

固

2.3.1 能解决纺织品文物加固

技术及工艺难题

2.3.2 能对纺织品文物保护修

复加固方法和效果进行评估

纺织品文物加固效果评估方

法

3.

技

术

管

理

和

培

训

3.1 设计方

案编制

3.1.1 能独立编写纺织品文物

保护修复方案

3.1.2 能指导二级/技师及以下

级别人员编写纺织品文物保护修

复方案

3.1.1 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

方案编制规范

3.1.2 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

项目申报相关法规知识

3.2 技术管

理

3.2.1 能指导二级/技师及以下

级别人员对纺织品文物进行保护

修复

3.2.2 能对纺织品文物保护修

复质量进行评估

3.2.3 能提出纺织品文物保护

修复方法的改进措施

3.2.1 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

技术管理知识

3.2.2 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

质量评估方法

3.3 技术培

训

3.3.1 能参与编写纺织品文物

保护修复培训讲义、教材

3.3.2 能制定纺织品文物保护

修复培训计划

3.3.3 能编写纺织品文物保护

修复培训教案

3.3.4 能对纺织品文物保护修

复进行理论和实践教学指导

3.3.1 培训计划编写知识

3.3.2 培训课程设计知识

3.3.3 理论与实践教学要求

3.3.4 讲义、教程编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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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

术

创

新

与

交

流

4.1 方案编

制

4.1.1 能审核纺织品文物保护

修复方案

4.1.2 能审核纺织品文物保护

修复经费预算

4.1.1 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

方案审核要求

4.1.2 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

经费预算审核要求

4.2 项目管

理与技术推

广

4.2.1 能对纺织品文物保护修

复项目进行综合管理

4.2.2 能推广所研发的新设备、

新技术、新工艺等

4.2.1 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

项目综合管理知识

4.2.2 新设备、新技术、新

工艺推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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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金属文物修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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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

状

调

查

1.1 基本信

息调查

1.1.1 能正确提取、摆放各

类金属文物

1.1.2 能用直尺、卡尺等工具

测量、记录文物尺寸

1.1.3 能用电子秤、天平等

仪器称量并记录文物的重量

1.1.4 能识别文物器型名称

1.1.1 金属文物安全搬

运、摆放方法

1.1.2 常用量具使用方法

1.1.3 金属文物器型分类

1.2 病害调

查

1.2.1 能识别文物病害类型

1.2.2 能识读文物病害图

1.2.3 能手绘病害示意图

1.2.1《馆藏青铜质和铁质

文物病害与图示》（GB/T

30686）

1.2.2 尺寸测量及面积计

算方法

2.

修

复

材

料

制

备

与

工

具

设

备

选

用

维

护

2.1 修复材

料制备

2.1.1 能配制清洗、粘接修复

材料

2.1.2 能正确使用、清洗玻

璃仪器

2.1.1 玻璃仪器使用方法

2.1.2 化学试剂的配制方

法

2.2工具制作

选用与设备维

护

2.2.1 能用吸尘器等除尘设

备对金属文物进行清洁。

2.2.2 能制作简单工具，如

竹刀，调胶刀等

2.2.3 能正确使用消防器具

2.2.1 金属文物修复常用

工具制作与使用方法

2.2.2《文物系统博物馆风

险等级和安全防护级别的规

定》（GA 27）

3.

本

体

修

复

3.1 本体除

尘

3.1.1 能用毛刷、棉签等工

具清除稳定文物表面附着的积

尘

3.1.2 能用吸尘器清除稳定

文物表面附着的积尘

3.1.1 毛刷在金属文物除

尘中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3.1.2 吸尘器在金属文物

除尘中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

项

3.2 本体清

洗

3.2.1 能用竹木工具去除文

物表面土垢

3.2.2 能清除疏松附着物和

3.2.1 金属文物附着物的

物理清洗方法

3.2.2 金属文物疏松附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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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污 物的化学清洗方法

3.3 本体拼

接

3.3.1 能根据残片特征辨别

残片归属

3.3.2 能完成金属文物残片

的拼对并标记

3.3.1 金属文物断口表面

特征识别与分类方法

3.3.2 金属文物拼对方法

及注意事项

4.

档

案

记

录

4.1修复信息

记录

4.1.1 能记录不同病害修复

过程中使用的修复工具

4.1.2 能记录不同病害修复

过程中使用的修复材料

4.1.3 能记录不同病害修复

的步骤和工艺

4.1.4 能拍摄修复过程工作

照

4.1.1《馆藏金属文物保护

修复记录规范》（GB/T 30687）

第 4章 保护修复记录文本内

容

4.1.2 工作照拍摄注意事

项

4.2 修复报

告编制

4.2.1 能根据文物保护修复

结项验收要求补充本人记录资

料

4.2.2 影印项目不同阶段评

审意见并收集对应的修改资料

4.2.1《馆藏金属文物保护

修复记录规范》（GB/T 30687）

第 5章 保护修复档案记录形

式

4.2.2 文物保护修复结项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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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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

状

调

查

1.1 基本信息

调查

1.1.1 能进行金属文物相关

背景资料整理

1.1.2 能使用相机、摄像机

等设备记录文物保存现状。

1.1.1 文献检索及整理方

法

1.1.2 相机、摄像机使用方

法与注意事项

1.2 病害调查

1.2.1 能绘制电子病害图

1.2.2 能使用手术刀、镊子

等工具采集文物样品

1.2.1 电子病害图绘制知

识

1.2.2 文物取样方法与注

意事项

1.3 工艺调查

1.3.1 能识别金属文物材质

1.3.2 能识别金属文物常见

制作工艺

1.3.1 青铜、铁、金银、铅

锡等材质种类与识别方法

1.3.2 铸造、锻打、锤揲等

制作工艺特征与识别方法

1.4 修复史调

查

1.4.1 能用放大镜辨识金属

文物修复痕迹

1.4.2 能用紫外线荧光灯辨

识金属文物粘接、做色区域

修复痕迹的特征与识别方

法

1.5 环境调查

1.5.1 能用温湿度计测量保

护修复现场与保存环境温湿度

数据

1.5.2 能用便携式环境监测

仪采集保存环境数据

1.5.1 温湿度计的使用方

法与注意事项

1.5.2 便携式环境监测仪

器使用方法与注意事项

2.

修

复

材

2.1 修复材料

制备

2.1.1 能根据文物残缺部位

选择适用的补配材料

2.1.2 能配制焊接用焊锡、

助焊剂

2.1.1 青铜器文物补配材

料分类与使用方法

2.1.2 焊锡、助焊剂配制方

法与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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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制

备

与

工

具

设

备

选

用

维

护

2.2 工具制作

选用与设备维护

2.2.1 能制作和维护金属文

物修复补色常用工具

2.2.2 能选用材质、大小、形

状合适的物体放置或支撑文物

本体

2.2.3 能检查工具、设备的状

况，排除安全隐患

2.2.1 补色工具制作与使

用方法

2.2.2 文物摆放安全知识

2.2.3 安全用电知识

2.2.4 工具、设备的安全使

用注意事项

3.

本

体

修

复

3.1 本体除尘

3.1.1 能用综合方法清除具

有鎏金、镶嵌等装饰工艺金属

文物附着的积尘

3.1.2 能用综合方法清除具

有彩绘、螺钿等装饰工艺文物

表面附着的积尘

金属文物综合除尘方法与

注意事项

3.2 本体清洗

3.2.1 能用手术刀去除层状

堆积和表面硬结物

3.2.2 能用电动工具去除层

状堆积和表面硬结物

3.2.1 手术刀清理除锈方

法与注意事项

3.2.2 电动工具清理除锈

方法与注意事项

3.3 本 体 粘

（焊）接

3.3.1 能完成文物残片拼对、

粘（焊）接操作

3.3.2 能用锉焊口焊接工艺

焊接文物

3.3.1 破碎文物的拼对方

法

3.3.2 青铜器焊接与粘接

方法与注意事项

3.3.3 青铜器锉焊口方法

与注意事项

3.3.4 青铜器镀锡焊接方

法与注意事项

3.3.5 金银器焊接方法与

注意事项

3.3.6 金属文物胶粘剂使

用方法与注意事项

3.4 本体补配

3.4.1 能塑形补配较小面积

残缺

3.4.2 能用钣金工艺补配较

小面积残缺

3.4.1 塑形方法

3.4.2 铜片锤打成型方法

与注意事项

3.5 本体缓蚀

与封护

3.5.1 能配制金属文物缓蚀

剂

3.5.2 能配制金属文物封护

剂

3.5.1 金属文物缓蚀剂配

制方法与注意事项

3.5.2 金属文物封护剂配

制方法与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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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档

案

记

录

4.1 修复信息

记录

4.1.1 能根据修复实际情况

记录修复日志

4.1.2 能拍摄修复过程中文

物整体及局部的照片，记录整

理归档

4.1.1《馆藏金属文物保护

修复记录规范》（GB/T 30687）

第6章 书写要求及第7章 保

护修复记录的存档要求

4.1.2 摄影记录要求

4.2 修复报告

编制

4.2.1 能记录修复过程中新

发现的病害和重要的文物信息

4.2.2 能完成项目自评估

4.2.1 修复报告编写要求

4.2.2 修复项目自评估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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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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

状

调

查

1.1 病害调查

1.1.1 能对病害进行统计

1.1.2 能完成本体材料现状

评估

《可移动文物病害评估技

术规程 金属类文物》（WW/T

0058）第 6 章 文物信息收集

及第 7章 病害识别

1.2 工艺调查

1.2.1 能辨识鎏金、贴金、

泥金等金属文物表面装饰工艺

1.2.2 能使用视频显微镜对

金属文物纹饰、铭文制作工艺

进行分析鉴别

1.2.1 鎏金、贴金、泥金等

金属表面装饰工艺方法与特

征

1.2.2 金属文物纹饰、铭文

制作方法与特征

1.3 修复史调

查

1.3.1 能辨识金属文物原有

修复部位的修复工艺

1.3.2 能选用相应的分析检

测设备对原有修复部位修复工

艺进行分析检测

金属文物修复工艺的识别

方法

2.

修

复

材

料

制

备

与

设

备

工

具

选

用

维

护

2.1 修复材料

制备

2.1.1 能配制加固剂、封护

剂等溶液

2.1.2 能制作脱盐纸浆

2.1.1 加固剂、封护剂制备

与使用方法

2.1.2 脱盐纸浆的制备方

法与要求

2.2 工具制作

选用与设备维护

2.2.1 能制作整形用铅锤、

铅砧等工具

2.2.2 能维护喷笔、喷枪等

补色工具

2.2.1 整形工具制作与使

用方法

2.2.2 喷笔、喷枪的使用方

法和注意事项

3.

本

体

修

复

3.1 本体加固

3.1.1 能对金属文物表面附

着的纺织品、席纹、彩绘等痕

迹进行（预）加固

3.1.2 能对腐蚀、矿化严重

的文物本体进行（预）加固

3.1.1 金属文物常用加固

剂的配制及使用方法

3.1.2《室外铁质文物缓蚀

工艺规范》（WW/T 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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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本体清洗

（脱盐）

3.2.1 能用化学试剂去除表

面硬结物

3.2.2 能使用物理方法去除

层状堆积和表面硬结物

3.2.3 能去除老化修复材料

3.2.4 能对金属文物有害锈

进行稳定性处理

3.2.5 能对金属文物进行脱

盐处理

3.2.1 化学试剂称量操作

方法与注意事项

3.2.2 化学试剂的配制方

法与注意事项

3.2.3 有害锈鉴别与稳定

性处理方法

3.2.4 纸浆贴敷脱盐方法

与注意事项

3.2.5 超声波震荡浸泡脱

盐方法与注意事项

3.3 本 体 粘

（焊）接

3.3.1 能用钻孔加芯粘（焊）

接、撬压、扭压焊接工艺完成

金属文物的拼对、粘（焊）接

3.3.2 能制作支撑物完成金

属文物连接处理

3.3.1 金属文物粘接方法

与注意事项

3.3.2 钻孔加芯工艺方法

与注意事项

3.3.3 青铜器扭压法焊接

方法与注意事项

3.3.4 支撑物制作方法

3.4 本体整形

3.4.1 能用扭、压、顶撑等

技术进行整形处理

3.4.2 能使用模压法对金属

文物进行整形处理

3.4.1 青铜器整形方法与

注意事项

3.4.2 金银器加工整形方

法与注意事项

3.5 本体补配

与补色

3.5.1 能用翻模技术进行补

配

3.5.2 能用钣金、锤揲等技

术补配较大面积的残缺

3.5.3 能对树脂补配区域进

行补色处理

3.5.4 能用化学方法对金属

补配区域进行协色处理

3.5.1 翻模补配工艺方法

与注意事项

3.5.2 铜片、金银等金属补

配锤揲成型方法与注意事项

3.5.3 色彩搭配与调色方

法

3.5.4 化学腐蚀方法与注

意事项

3.6 本体缓蚀

与封护

3.6.1 能在通风橱中对金属

文物进行缓蚀处理

3.6.2 能封护金属文物

3.6.1 金属文物缓蚀剂使

用方法与注意事项

3.6.2 金属文物封护剂使

用方法与注意事项

3.6.3《室外铁质文物封护

工艺规范》（WW/T 0041）

4.

档

案

记

4.1 修复信息

记录

4.1.1 能根据修复实际情况

核查修复日志并修改

4.1.2 能核查影像资料并及

时补拍归档

4.1.1 修复日志核查要求

4.1.2 影像资料核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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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4.2 修复报告

编制

4.2.1 能编写预防性保护建

议

4.2.2 能编写修复报告

4.2.1 预防性保护知识

4.2.2《馆藏文物预防性保

护方案编写规范》（WW/T

0066）

4.2.3《馆藏文物保存环境

控制甲醛吸附材料》（WW/T

0067）

4.2.4《馆藏文物保存环境

控制调湿材料》（WW/T 0068）

4.2.5 《馆藏文物防震规

范》（WW/T 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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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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

状

调

查

1.1 病害调查

1.1.1 能通过 X 射线探伤照

片判定金属文物存在的隐性病

害

1.1.2 能进行病害评估

1.1.1 X 射线探伤照片识读

方法

1.1.2《可移动文物病害评

估技术规程 金属类文物》

（WW/T 0058）第 8 章 病害性

质判别及第 9 章 文物病害评

估

1.2 工艺调查

1.2.1 能使用便携 X 射线荧

光光谱仪判定金属文物材质

1.2.2 能辨识工艺缺陷

1.2.1 便携 X 射线荧光光

谱仪使用方法与注意事项

1.2.2 X 射线照片、CT 照片

的识读方法与注意事项

1.2.3 文物分析检测数据

的识读方法与注意事项

1.3 修复史调

查

1.3.1 能辨识旧有修复材料

及其老化情况

1.3.2 能使用便携 X 射线荧

光光谱仪设备分析原有修复材

料

金属文物保护修复材料识

别及老化评估方法与注意事

项

1.4 环境调查

1.4.1 能综合各类检测数据

分析环境因素对金属文物保存

的不利影响，并提出改善措施

1.4.2 能提出预防性保护建

议

环境因素对金属文物的作

用方式及调控技术和方法

2.

修

复

材

料

制

备

与

设

备

工

具

选

用

维

护

2.1 修复材料

制备

2.1.1 能筛选和配制金属文

物缓蚀剂、封护剂

2.1.2 能配制倍半碳酸钠等

金属文物稳定性处理试剂

2.1.1 金属文物缓蚀剂复

配方法及筛选方法

2.1.2 金属文物封护剂复

配方法及筛选方法

2.2 工具制作

选用与设备维护

2.2.1 能维护便携 X 射线荧

光光谱仪

2.2.2 能维护电导率仪

2.2.1 便携 X 射线荧光光

谱仪使用方法和维护注意事

项

2.2.2 电导率仪使用方法

和维护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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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

体

修

复

3.1 本体清洗

（脱盐）

3.1.1 能去除复合材质金属

文物表面层状堆积和表面硬结

物

3.1.2 能对复合材质金属文

物不稳定锈蚀产物进行清洗及

稳定性处理

3.1.1 复合材质金属文物

清洗方法与注意事项

3.1.2 复合材质金属文物

不稳定锈蚀处理方法与注意

事项

3.2 本 体 粘

（焊）接

3.2.1 能完成复合金属文物

的拼对

3.2.2 能完成复合金属文物

粘（焊）接处理

复合金属文物粘（焊）接方

法与注意事项

3.3 本体整形

3.3.1 能运用加温整形技术

对金属文物进行整形处理

3.3.2 能设计并制作整形器

具，对金属文物进行整形处理

3.3.1 加温整形方法与注

意事项

3.3.2 整形工具设计与制

作方法

3.4 本体补配

与补色

3.4.1 能对复合金属文物进

行综合补配

3.4.2 能制作合金材质补配

铸件并补配

3.4.3 能进行单一材质文物

补色处理

3.4.1 复合金属文物补配

方法与常用材料

3.4.2 制作合金铸件补配

金属文物的方法与注意事项

3.4.3 金属文物锈蚀产物

形貌特征及常用补色方法

3.4.4 金属文物常用补色

材料及使用方法

3.5 本体缓蚀

与封护

3.5.1 能对缓蚀效果进行评

价

3.5.2 能对封护效果进行评

价

3.5.1 金属缓蚀剂缓蚀效

果评价要求

3.5.2 金属封护剂涂覆评

价要求

4.

技

术

管

理

和

培

训

4.1 设计方案

编制

4.1.1 能编制保护修复方案

4.1.2 能编制预算

4.1.1《馆藏金属文物保护

修复方案编写规范》（WW/T

0009）

4.1.2 文物修复经费预算

要求

4.2 项目管理

4.2.1 能对金属文物修复项

目流程进行管理

4.2.2 能对金属文物保护修

复项目资金使用进行管理

4.2.1 保护修复项目流程

管理知识

4.2.2 金属文物保护修复

项目资金使用要求

4.3 技术培训

4.3.1 能编制培训计划与方

案

4.3.2 能进行金属文物保护

修复实操教学

4.3.1 培训计划与方案编

制要求

4.3.2 实操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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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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

状

调

查

1.1 病害调查
1.1.1 能进行病害机理分析

1.1.2 能审定病害评估结果

影响金属文物腐蚀因素与

分析方法

1.2 工艺调查

1.2.1 能分析复合金属文物

制作工艺

1.2.2 能组织开展文物制作

工艺调查

复合金属文物制作方法与

分类

2.

修

复

材

料

制

备

与

设

备

工

具

选

用

维

护

2.1 修复材料

制备

2.1.1 能制备和使用错金银、

鎏金等复合金属文物所用修复

材料

2.1.2 能选择和制备金属与

有机质复合文物所用修复材料

错金银、鎏金等复合金属文

物修复材料的制备、使用方法

与注意事项

2.2 工具制作选

用与设备维护

2.2.1 组织工具、设备的改造

2.2.2 组织工具、设备的研发

工具、设备及使用工艺的改

造与研发知识

3.

本

体

修

复

3.1 本体清洗

(脱盐)

3.1.1 能对金属与有机质复

合文物进行清洗（脱盐）

3.1.2 能评估清洗效果

金属与有机质复合文物清

洗（脱盐）方法与注意事项

3.2 本 体 粘

（焊）接

3.2.1 能对金属与有机质复

合文物进行回帖、粘接

3.2.2 能对金属与有机质复

合文物进行稳定性处理

3.2.1 金属与有机质复合

文物回帖、粘接方法与注意事

项

3.2.2 金属与有机质复合

文物稳定性处理方法与注意

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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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本体补配

与补色

3.3.1 能对带有纹饰的金属

文物补配部位錾刻花纹

3.3.2 能复原处理鎏金、贴

金、泥金、描金、彩（漆）绘

等表面装饰

3.3.1 金属文物纹饰錾刻

方法

3.3.2 金属文物表面装饰

工艺复原方法与注意事项

4.

技

术

管

理

和

培

训

4.1 方案编制
4.1.1 能审核修复方案

4.1.2 能审核经费预算

4.1.1 金属文物保护修复

方案审核要求

4.1.2 文物修复经费预算

审核要求

4.2 项目管理

4.2.1 能对金属文物保护修

复项目技术实施进行管理

4.2.2 能参与部分文物修复

标准的起草和修订

4.2.1 金属文物保护修复

项目技术实施管理知识

4.2.2 文物修复标准编制

规程

4.3 技术培训

4.3.1 能进行金属文物保护

修复理论教学

4.3.2 能参与编写修复培训

讲义、教材

4.3.1 理论教学要求

4.3.2 讲义、教材编制要求

5.

技

术

创

新

与

交

流

5.1 技术创新

5.1.1 能结合新技术对金属

文物保护修复技术进行改进和

创新

5.1.2 能结合新材料对金属

文物保护修复技术进行改进和

创新

5.1.1 金属文物保护修复

新技术应用要求及注意事项

5.1.2 金属文物保护修复

新材料应用要求及注意事项

5.2 技术交流

5.2.1 能总结保护修复技术

要点和心得，并进行实操演示

5.2.2 能推广保护修复新设

备、新材料、新工艺等

5.2.1 金属文物保护修复

技术要点

5.2.1 金属文物保护修复

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使用

方法及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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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石质文物修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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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

状

调

查

1.1 基本信

息调查

1.1.1 能收集整理文物历史信

息

1.1.2 能测量记录文物类型、尺

寸等基本信息

1.1.3 能用照相、摄像设备采

集、记录文物现状影像，并分类

归档

1.1.1 照相机、摄像机使用

方法

1.1.2 计算机图像处理软件

使用知识

1.2 病害调

查

1.2.1 能识别石质文物病害类

型

1.2.2 能用照相、摄像设备采

集、记录文物病害，并分类归档

1.2.3 能结合病害图判定石质

文物表面污染物类别、性质及分

布

1.2.1 石质文物病害类型及

特征

1.2.2 计算机图文处理软件

使用知识

2.

本

体

修

复

2.1 除尘

2.1.1 能根据文物表面状况选

择除尘工具和方法

2.1.2 能使用工具清除文物表

面浮尘

2.1.1 除尘工具使用方法

2.1.2 除尘劳动防护知识

2.2 清洗

2.2.1 能使用刷子、棉签、竹签

及手术刀等工具清除表面污染物

2.2.2 能使用超声波、气动及电

动等工具清除表面污染物

2.2.1 刷子、棉签、竹签及

手术刀等工具使用方法

2.2.2 超声波、气动及电动

等工具使用方法

2.3 加固
2.3.1 能粘接加固小型块石

2.3.2 能完成裂隙封堵加固

2.3.1 常用粘接材料及其使

用方法

2.3.2 常用裂隙封堵材料及

其使用方法

3.

档

案

记

录

3.1 修复信

息记录

3.1.1 能完成文献资料电子化

处理

3.1.2 能采用仪器记录现场温

湿度等环境数据

3.1.1 《石质文物保护修复

档案记录规范》（WW/T 0012）

3.1.2 温湿度仪等设备的使

用方法

3.2 档案管

理

3.2.1 能完成纸质资料的编录

归档

3.2.2 能完成电子档案的存储、

查询和整理

文物档案分类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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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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

状

调

查

1.1 基本信

息调查

1.1.1 能识读考古资料与图件

1.1.2 能收集文物保存环境资

料

1.1.3 能开展文物赋存环境调

查

1.1.1 石质文物考古常识

1.1.2 文物赋存环境常识

1.2 病害调

查

1.2.1 能测量并手绘病害图

1.2.2 能使用专业术语描述病

害特征

1.2.1 石质文物病害类型及

特征

1.2.2 《馆藏砖石文物病害

与图示》（GB/T 30688）

1.2.3 绘图基本知识

1.3 样品采

集

1.3.1 能按规程完成采样操作

1.3.2 能完成样品的描述和编

录

1.3.1 《石质文物保护工程

勘察规范》（WW/T 0063）

1.3.2 采样工具及方法

1.3.3 样品编录方法

2.

修

复

材

料

制

备

与

工

具

设

备

选

用

维

护

2.1 修复工

具设备使用

2.1.1 能使用常用修复工具

2.1.2 能操作常用修复设备
修复工具设备操作方法

2.2 修复工

具设备维护

2.2.1 能维护常用修复工具

2.2.2 能维护常用修复设备

2.2.1 修复工具保养知识

2.2.2 修复设备维护知识

3.

本

体

修

复

3.1 清洗

3.1.1 能使用溶剂法、贴敷法等

化学方法清除表层污染物

3.1.2 能完成清洗试验，优化清

洗方法

3.1.3 能去除植物病害

3.1.1 溶剂法、贴敷法等操

作知识

3.1.2 石质文物化学清洗材

料、方法和适用条件

3.1.3 石质文物植物病害知

识

3.2 脱盐

3.2.1 能通过机械方法清除表

面积盐

3.2.2 能使用脱脂棉、纸浆等完

脱盐材料和方法



53

成脱盐

3.3 加固

3.3.1 能根据文物表面状况，细

化表层渗透加固方案

3.3.2 能使用滴注、喷涂等方法

完成表层渗透加固

3.3.1 石质文物表层加固原

理及工艺

3.3.2 石质文物表层渗透加

固材料、工具和方法

3.3.3 《砖石质文物吸水性

能测定 表面毛细吸收曲线法》

（WW/T 0065）

3.4 粘接
3.4.1 能粘接文物断裂块石

3.4.2 能粘接开裂岩体

3.4.1 石质文物粘接加固材

料知识

3.4.2 石质文物粘接加固工

艺及技术要求

3.5 补全

3.5.1 能通过填补方法对缺失

进行补全操作

3.5.2 能对结构性缺失进行补

全操作

3.5.3 能使用传统及现代材料

封堵处理裂缝

3.5.1 石质文物补全原则、

材料与方法

3.5.2 裂缝封堵材料与工艺

3.6 封护

3.6.1 能配制封护试剂

3.6.2 能通过涂敷、喷淋等方法

完成封护操作

3.6.1 封护试剂配制及操作

知识

3.6.2 封护工具使用方法

4.

档

案

记

录

4.1 修复信

息记录

4.1.1 能编写修复日志

4.1.2 能采用影像设备完成修

复过程信息记录

修复日志概念与填写规范

4.2 档案编

制

4.2.1 能完成图纸会审工作

4.2.2 能分类收集整理施工过

程资料

4.2.3 能按标准完成资料整理

装订

4.2.1 图纸会审程序、内容

4.2.2 施工档案管理知识

4.2.3 施工档案整理与装订

规范

4.2.4《文物保护工程文件归

档整理规范》(WW/T 0024)“6.

工程文件的立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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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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

状

调

查

1.1 病害

调查

1.1.1 能识别石质文物材质类型

1.1.2 能判定石质文物病害类型

1.1.3 能使用计算机辅助绘图软

件绘制病害图

1.1.1 岩石分类基础知识

1.1.2 CAD 绘图软件操作方

法

1.2 工艺

调查

1.2.1 能辨识石质文物类型及造

型特征

1.2.2 能辨识石质文物的工艺和

结构特点

1.2.1 石质文物分类知识

1.2.2 石质文物工艺知识

2.

修

复

材

料

制

备

与

工

具

设

备

选

用

维

护

2.1 材料

配制

2.1.1 能安全储存与管理材料

2.1.2 能按要求配制修复材料

2.1.3 能计算原材料用量

2.1.1 石质文物常用修复材

料的种类、特性及储存知识

2.1.2 石质文物常用修复材

料配制要求

2.1.3 材料密度、质量、体

积换算知识

2.2 修复

器具制作与

改进

2.2.1 能设计和制作专用修复工

具

2.2.2 能设计和制作专用防护装

置

2.2.1 石质文物专用修复工

具

2.2.2 专用防护装置的设计

常识

3.

本

体

修

复

3.1 清洗

3.1.1 能使用喷砂机、蒸汽清洗

机等设备清除污染物

3.1.2 能运用综合方法抑制与清

除微生物病害

3.1.1 喷砂机、蒸汽清洗机

的工作原理及操作知识

3.1.2 微生物病害及防治知

识

3.2 脱盐

3.2.1 能细化脱盐工艺

3.2.2 能使用电导率仪检测脱盐

效果，控制脱盐程度

3.2.1 电导率与盐含量换算

3.2.2 盐的种类与破坏知识

3.3.3 电导率仪使用方法

3.3 预加

固

3.3.1 能完成石质文物表面彩绘

预加固处理

3.3.2 能完成石质文物松动块体

预加固处理

3.3.1 石质文物彩绘及地仗

知识

3.3.2 石质文物预加固的方

法及适用条件

3.4 加固

3.4.1 能完成裂隙封闭、灌浆管

埋设、灌浆等裂隙灌浆操作

3.4.2 能使用工具设备完成钻

孔、灌浆和锚固操作

3.4.1 裂隙封堵和灌浆材料

的性质和使用方法

3.4.2 岩石硬度及钻具基本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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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岩石锚固设备基本操

作

3.5 粘接
3.5.1 能配制粘接材料

3.5.2 能完成起翘表层粘接归位

3.5.1 石质文物粘接加固材

料的特性及配制方法

3.5.2 石质文物粘接加固工

艺及技术要求

3.6 补全

3.6.1 能通过塑形、翻模、雕刻

等方法完成补配

3.6.2 能对彩绘石质文物进行必

要的补色处理

3.6.3 能对补全部位进行协调处

理

3.6.1 打磨、塑形、翻模的

基本知识

3.6.2 石质文物粘接材料基

本知识

3.6.3 颜料调色基本知识

3.6.4 协调处理基本方法

3.7 封护

3.7.1 能根据文物现状，确定封

护处理范围和程度

3.7.2 能根据设计方案，通过试

验确定封护施工工艺流程

封护效果检测分析技术

4.

档

案

记

录

4.1 修复

详图与流程

编制

4.1.1 能绘制局部施工大样图

4.1.2 能编制局部施工流程说明

4.1.1 大样图绘制方法

4.1.2 施工流程方法

4.2 修复

信息记录

4.2.1 能填写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4.2.2 能完成分部分项验收记录

建筑工程关于隐蔽工程和分

部分项工程验收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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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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

状

调

查

1.1 现场检

测

1.1.1 能使用环境检测设备采

集环境数据

1.1.2 能使用检测设备采集岩

石性能数据

1.1.1 环境检测设备使用方

法

1.1.2 岩石检测设备使用方

法

1.2 修复史

调查

1.2.1 能辨识石质文物历史修

复痕迹

1.2.2 能记录历次修复过程

1.2.1 历史修复工艺、材料

常识

1.2.2 历史修复记录方法

2.

修

复

材

料

制

备

与

工

具

设

备

选

用

维

护

2.1 材料配

制与使用

2.1.1 能通过检测报告判定修

复材料

2.1.2 能通过材料试验配制材

料，并优化施工工艺

2.1.3 能评估材料的修复效果

2.1.1 石质文物修复材料检

测评估方法

2.1.2 石质文物修复材料配

制方法

2.1.3 回弹仪、超声波、电

法、卡斯特瓶等常用检测手段

2.2 检测分

析仪器的使

用维护

2.2.1 能使用两种以上石质文

物检测分析仪器

2.2.2 能维护两种以上石质文

物检测分析仪器

2.2.1 检测分析仪器操作规

程

2.2.2 检测分析仪器维护方

法

3.

本

体

修

复

3.1 清洗

3.1.1 能使用激光清洗设备清

除文物表面污染物

3.1.2 能实施彩绘石质文物表

面污染物清洗操作

3.1.3 能评估清洗效果，提出改

进措施及建议

3.1.1 石质文物表面清洗常

用方法及技术要求

3.1.2 激光清洗原理及操作

知识

3.1.3 彩绘颜料的清洗方法

3.1.4 石质文物清洗效果评

估方法

3.2 预加固

3.2.1 能对石质文物粉末状、鳞

片状、空鼓、起翘等脆弱表面进

行预加固处理

3.2.2 能对结构失稳部位进行

临时支撑

3.2.1 石质文物病害分类知

识

3.2.2 石质文物常用加固剂

的配制及使用方法

3.2.3 石质文物结构支撑方

法

3.3 加固

3.3.1 能使用整体浸泡渗透方

法完成加固操作

3.3.2 能完成彩绘石质文物表

3.3.1 浸泡渗透加固原理、

方法和设备

3.3.2 彩绘石质文物的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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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加固 知识

3.3.3 岩石加固效果评估方

法

3.4 粘接

3.4.1 能完成断裂岩体的锚固、

归位粘接与固定

3.4.2 能完成碎裂文物的拼对、

锚固与粘接

3.4.1 石质文物粘接加固材

料知识

3.4.2 石质文物粘接加固方

法及效果评估

4.

档

案

记

录

4.1 施工组

织

4.1.1 能完成施工技术交底

4.1.2 能编写施工组织报告

4.1.1 施工工艺流程基本知

识

4.1.2施工组织报告的内容、

要求与编制方法

4.2 档案编

制

4.2.1 能合作绘制修复竣工图

纸

4.2.2 能合作编制修复竣工报

告

竣工报告格式、内容与要求

知识

5.

技

术

管

理

和

培

训

5.1 质量管

理

5.1.1 能根据要求检查现场施

工质量

5.1.2 能指导三级/高级工及以

下级别人员进行质量控制活动

5.1.1 施工质量检验基本知

识

5.1.2 质量控制活动相关知

识

5.2 技术管

理

5.2.1 能编制技术管理计划

5.2.2 能根据设计方案要求细

化施工计划，并对机械、材料和

人员进行合理调配

5.2.1 施工计划编制方法

5.2.2 施工人员管理、材料

管理和机械管理知识

5.3 技术培

训

5.3.1 能对三级/高级工及以下

级别人员进行技能指导

5.3.2 能编制技能培训讲义

5.3.1 技能培训方法

5.3.2 技能培训讲义编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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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

状

调

查

1.1 调 查

报告编写

1.1.1 能根据调查信息和数据

编写现状调查报告

1.1.2 能根据现状调查细化修

复工艺

1.1.1 现状调查报告编写技

术要求

1.1.2 修复工艺常识

1.2 病 害

评估

1.2.1 能根据调查与监测结果

进行保护工程风险预测

1.2.1 《可移动文物病害评

估技术规程 石质文物》（WW/T

0062）

1.2.2 保护工程风险预测评

估

1.2.3 监测报告编制要点

2.

本

体

修

复

2.1 清洗

2.1.1 能评估清洗效果，控制清

洗程度

2.1.2 能根据设计方案，编制清

洗施工方案

2.1.1 石质文物表面清洗方

法

2.1.2 石质文物清洗效果评

估方法

2.2 预加固

2.2.1 能评估预加固效果

2.2.2 能根据设计方案和文物

病害现状，通过试验确定预加固

操作方案

石质文物预加固效果评估技

术

3.

档

案

记

录

3.1 资料审

核

3.1.1 能审核修复材料进场合

格资料

3.1.2 能审核工法流程报告资

料

3.1.3 能参与完成修复工程的

现场验收工作

3.1.1 石质文物修复材料种

类、性能等知识

3.1.2 工程竣工、验收等管

理知识

3.1.3 工程管理知识

3.2 报告审

核

3.2.1 能审核病害现状调查报

告

3.2.2 能审核现场试验报告、修

复报告

3.2.3 能审核工程竣工报告

3.2.1 调查报告编制要求

3.2.2 工程竣工报告编制要

求

4.

技

术

管

理

和

培

训

4.1 技术管

理

4.1.1 能管理项目施工全过程

4.1.2 能根据现场情况调整施

工计划，优化施工方案

4.1.3 能提出并实施生产效率

改进计划

4.1.1 施工项目管理基础知

识

4.1.2 施工方案编制方法

4.1.3 生产效率优化知识

4.2 技术培

训

4.2.1 能对二级/技师及以下级

别人员进行理论和实际操作培训

4.2.2 能编写培训计划和培训

大纲

培训计划和培训大纲编写方

法

5. 5.1 技术创 5.1.1 能应用并推广石质文物 5.1.1石质文物修复新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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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术

创

新

与

交

流

新 修复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设备

5.1.2 能完成仪器设备改造

5.1.3 能提出石质文物修复技

术革新方案，解决技术难题

新材料和新设备知识

5.1.2 石质文物修复仪器设

备改造方法

5.1.3 技术革新方案编制方

法

5.2 技术交

流

5.2.1 能组织技术人员进行主

题和专项技术学习与交流

5.2.2 能总结文物修复经验，编

写技术报告

5.2.1 专业学术会议组织与

管理方法

5.2.2 文献查阅与写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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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陶瓷文物修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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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

状

调

查

1.1 基本信

息调查

1.1.1 能记录名称、登录号、年

代、来源、质地、尺寸、出土时

间、出土地点、收藏时间、收藏

地点、存放方式

1.1.2 能记录文物来源地的保

存环境信息

1.1.3 能用工具测量陶瓷文物

尺寸、质量

1.1.1 文物信息及记录要求

1.1.2 长度及质量测量工具

的使用方法

1.1.3 保存环境信息记录要

求

1.2 病害调

查

1.2.1 能目测识别陶瓷文物病

害类型

1.2.2 能记录病害基本信息

1.2.3 能手绘病害示意图

1.2.1 《可移动文物病害评

估技术规程 陶质文物》（WW/T

0056）

1.2.2 《陶质彩绘文物病害

与图示》（WW/T 0021）

2.

修

复

材

料

制

备

与

工

具

设

备

选

用

维

护

2.1 材料制

备

2.1.1 能配制常用清洗溶液

2.1.2 能配制常用加固溶液

2.1.3 能准备脱盐材料

2.1.1 常用清洗溶液性能及

制备知识

2.1.2 常用加固溶液性能及

制备知识

2.1.3 常用脱盐材料性能知

识

2.2 工具制

作选用与设

备维护

2.2.1 能自制棉签、涂刷笔、竹

刀、牛角刀等

2.2.2 能对修复工具和设备进

行清洗、除锈、干燥等保养

2.2.1 简单工具制作方法

2.2.2 常用工具保养知识

2.2.3 常用设备保养知识

3.

本

体

修

复

3.1 试验与

准备

3.1.1 能进行单一方法清洗试

验并进行效果评估

3.1.2 能完成酥粉病害加固试

验并进行效果评估

3.1.1 单一方法清洗试验方

法与要求

3.1.2 酥粉病害加固试验方

法与要求

3.2 清 洗

脱盐

3.2.1 能用毛刷、洗耳球等工

具进行表面除尘

3.2.1 清洗工具使用方法及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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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能用棉签、手术刀等工具

对稳定本体进行附着物的物理清

除

3.2.2 附着物的物理清洗方

法及注意事项

3.3 加固粘

接

3.3.1 能用低黏度胶带对残片

预拼对并做标识

3.3.2 能用加固剂对酥粉、剥釉

等病害进行加固

3.3.1 残片拼对方法及注意

事项

3.3.2 文物标识方法及注意

事项

3.3.3 酥粉病害加固方法及

注意事项

3.4 补配

3.4.1 能用石膏等材料对残缺

面积小的陶器进行补配

3.4.2 能用砂纸、刀片等对补

配部位进行简单修整

3.4.1 石膏的使用方法及注

意事项

3.4.2 陶器补配方法及注意

事项

3.4.3 修整方法及注意事项

3.5 作色补

绘

3.5.1 能用毛笔对陶器补缺部

位进行作色

3.5.2 能用毛笔对陶器小面积

补配部位进行简单纹饰绘制

3.5.1 平涂作色技法及注意

事项

3.5.2 陶器手绘技法及注意

事项

4.

档

案

记

录

4.1 修复信

息记录

4.1.1 能记录不同类型病害修

复过程中使用的修复工具

4.1.2 能记录不同类型病害修

复过程中使用的修复材料

4.1.3 能记录不同病害修复的

步骤和工艺

4.1.4 能测量、记录修复过程中

的温湿度、光照度

4.1.5 能拍摄修复过程工作照

4.1.1 《可移动文物病害评

估技术规程 瓷器类文物》

（WW/T 0057）

4.1.2 温湿度计、照度计的

使用方法与注意事项

4.1.3 工作照拍摄注意事项

4.2 修 复

报告编制

4.2.1 能根据文物保护修复结

项验收要求补充本人记录资料

4.2.2 影印项目不同阶段评审

意见并收集对应的修改资料

4.2.1 《陶质彩绘文物保护

修复方案编写规范》（WW/T

0022）

4.2.2 文物保护修复结项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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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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

状

调

查

1.1 基本信

息调查

1.1.1 能描述并记录器型特点

1.1.2 能描述并记录装饰内容

1.1.3 能描述并记录制作工艺

1.1.4 能记录文物保存和修复

环境数据并描述包装形式

1.1.1 陶瓷工艺基本知识

1.1.2 环境数据记录要求

1.2 病害调

查

1.2.1 能用放大镜或便携显微

镜观察病害类型及形态

1.2.2 能运用专业术语对病害

进行描述

1.2.3 能绘制电子病害图

1.2.1 放大镜、便携显微镜

的使用方法

1.2.2 电子病害图绘制知识

2.

修

复

材

料

制

备

与

工

具

设

备

选

用

维

护

2.1 材料制

备

2.1.1 能配制粘接材料

2.1.2 能准备制模材料

2.1.3 能配制补配材料

2.1.1 常用粘接材料性能知

识

2.1.2 常用制模材料性能知

识

2.1.3 常用补配材料性能及

其调色知识

2.2 工具制

作选用与设

备维护

2.2.1 能选用材质、大小、形状

合适的物体放置或支撑文物本体

2.2.2 能检查工具、设备的状

况，排除安全隐患

2.2.1 文物摆放安全知识

2.2.2 安全用电知识

2.2.3 工具、设备的安全使

用注意事项

3.

本

体

修

复

3.1 试验与

准备

3.1.1 能进行多种物理清洗方

法对比试验并进行效果评估

3.1.2 能进行断面加固试验并

进行效果评估

3.1.1 物理清洗试验方法与

要求

3.1.2 断面加固试验方法与

要求

3.2 清洗脱

盐

3.2.1 能对陶器进行除霉防霉

处理

3.2.2 能用超声波清洗仪、蒸汽

清洗仪等电动、气动小型设备清

除本体附着物

3.2.1 清洗设备使用方法及

注意事项

3.2.2 加温设备使用方法及

注意事项

3.2.3 浸泡脱盐方法及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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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能用物理、化学等方法拆

解、清除陶瓷器老化修复材料

3.2.4 能用浸泡法脱盐

事项

3.3 加固粘

接

3.3.1 能对陶瓷残片断面进行

加固

3.3.2 能粘接陶瓷残片数量为 5

片以下的小型陶瓷器

3.3.1 断面加固方法及注意

事项

3.3.2 小型器物简单粘接技

术及注意事项

3.4 补配

3.4.1 能用石膏等材料对残缺

面积较大的陶瓷器进行补配

3.4.2 能用树脂、石粉等材料对

残缺面积较小的瓷器进行补配

3.4.3 能用砂纸、刀片等对补

配部位进行精细修整

3.4.1 石膏补配方法及注意

事项

3.4.2 树脂补配方法及注意

事项

3.5 作色补

绘

3.5.1 能用毛笔、喷笔等工具对

单色釉瓷器补配部位进行均匀作

色

3.5.2 能对陶器小面积补配部

位进行复杂纹饰绘制

3.5.1 作色技法及注意事项

3.5.2 喷笔使用方法及注意

事项

4.

档

案

记

录

4.1 修复信

息记录

4.1.1 能根据修复实际情况记

录修复日志

4.1.2 能拍摄修复过程中文物

整体及局部的照片，记录整理归

档

4.1.1 《陶质彩绘文物保护

修复档案记录规范》（WW/T

0023）

4.1.2 修复日志填写要求

4.1.3 摄影记录要求

4.2 修复报

告编制

4.2.1 能记录修复过程中新发

现的病害和重要的文物信息

4.2.2 能完成项目自评估

4.2.1 修复报告编写要求

4.2.2 《文物保护项目评估

规范》（WW/T 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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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三级/高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现

状

调

查

1.1 基本信

息调查

1.1.1 能用放大镜或显微镜观

察器物材质特征

1.1.2 能识别和描述保护、修复

痕迹，辨识老化修复材料并查找

修复历史信息

1.1.3 能用照相、摄像设备对文

物信息进行采集

1.1.4 能用温湿度计、照度计等

仪器监测文物修复、保存环境

1.1.1 显微镜的使用方法

1.1.2 陶瓷修复传统工艺

1.1.3 温湿度计、照度计等

环境设备使用知识与要求

1.2 病 害

调查

1.2.1 能对病害进行统计

1.2.2 能用显微拍摄设备记录

病害细节特征

1.2.1 病害统计知识

1.2.2 显微拍摄知识

2.

修

复

材

料

制

备

与

工

具

设

备

选

用

维

护

2.1 材料制

备

2.1.1 能配制作色材料

2.1.2 能配制补绘材料

2.1.1 常用作色材料性能及

其调色知识

2.1.2 常用补绘材料性能及

发色原理

2.2 工具制

作选用与设

备维护

2.2.1 能制作临时支护装置

2.2.2 能制作处理异形补配与

打磨等的特殊工具

2.2.1 支护装置制作要求

2.2.2 异形工具、打磨工具

制作知识

3.

本

体

修

复

3.1 试验与

准备

3.1.1 能进行化学清洗试验并

进行效果评估

3.1.2 能进行多种粘接材料联

合使用试验并进行效果评估

3.1.1 化学清洗试验方法与

要求

3.1.2 粘接试验方法与要求

3.2 清 洗

脱盐

3.2.1 能用物理方法清除不稳

定病害

3.2.1 不稳定病害物理清除

方法及注意事项



65

3.2.2 能用化学方法清除不稳

定病害

3.2.3 能使用贴敷法脱盐

3.2.2 不稳定病害化学清除

方法及注意事项

3.2.3 贴敷脱盐方法及注意

事项

3.3 加固粘

接

3.3.1 能加固彩绘陶起翘、脱落

的彩绘层

3.3.2 能粘接碎片数量为 10 片

以下的小型陶瓷器

3.3.3能粘接碎片数量为5片以

下的大型陶瓷器

3.3.1 彩绘陶起翘、脱落的

彩绘层加固技术及注意事项

3.3.2 小型陶瓷器复杂粘接

技术及注意事项

3.3.3 大型陶瓷器简单粘接

技术及注意事项

3.4 补配

3.4.1 能用多种补配材料和方

法对残缺情况复杂的陶瓷器进行

翻模补配

3.4.2 能用多种打磨工具对补

配部分进行精细修整

3.4.1 补配材料使用方法及

注意事项

3.4.2 翻模技术及注意事项

3.5 作色补

绘

3.5.1 能用毛笔、喷笔对单色釉

瓷器补配部分进行渐变作色

3.5.2 能绘制陶器大面积补配

部分的纹饰

3.5.1 毛笔渐变作色技法及

注意事项

3.5.2 喷笔单色瓷器渐变作

色技法及注意事项

4.

档

案

记

录

4.1 修 复

信息记录

4.1.1 能根据修复实际情况核

查修复日志并修改

4.1.2 能核查影像资料并及时

补拍归档

4.1.1 修复日志核查要求

4.1.2 影像资料核查要求

4.2 修 复

报告编制

4.2.1 能编写预防性保护建议

4.2.2 能编写修复报告

4.2.1 预防性保护知识

4.2.2 修复报告编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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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二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现

状

调

查

1.1 基本信

息调查

1.1.1 能用取样工具对附着物

进行取样

1.1.2 能用便携仪器检测本体

材料成分、色度等

1.1.3 能用便携仪器检测附着

物成分

1.1.4 能收集、评估文物修复、

保存环境数据

1.1.1 附着物取样方法

1.1.2 便携 X 荧光、色差仪

等仪器的使用方法

1.1.3 环境数据分析与评估

知识

1.2 病害调

查

1.2.1 能判定病害性质

1.2.2 能进行病害评估

1.2.1 陶瓷文物病害稳定性

评估知识

1.2.2 陶瓷文物病害风险评

估知识

2.

修

复

材

料

制

备

与

工

具

设

备

选

用

维

护

2.1 材料制

备

2.1.1 能制定材料使用方案

2.1.2 能总结、分析修复材料使

用缺陷

2.1.1 修复材料使用方法及

注意事项

2.1.2 修复材料性能评价知

识

2.2 工具制

作选用与设

备维护

2.2.1 能收集整理工具、设备使

用缺陷

2.2.2 能总结分析工具、设备使

用缺陷

2.2.1 修复工具、设备使用

方法及注意事项

2.2.2 修复工具、设备性能

评价知识

3.

本

体

修

复

3.1 试验与

准备

3.1.1 能进行综合清洗方法试

验并进行效果评估

3.1.2 能进行薄胎陶瓷粘接试

验并进行效果评估

3.1.1 综合清洗试验方法与

要求

3.1.2 薄胎陶瓷粘接试验方

法与要求

3.2 清 洗

脱盐

3.2.1 能用综合方法清洗病害

稳定的彩绘陶

3.2.2 能用综合方法清洗冲线、

裂隙、硬结物等

3.2.1 病害稳定的彩绘陶清

洗方法及注意事项

3.2.2 冲线、裂隙、硬结物

等清洗方法及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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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加固粘

接

3.3.1 能粘接 10 片以上的陶瓷

器残片

3.3.2能粘接5片以下的薄胎陶

瓷器残片

3.3.1 复杂情况粘接技术及

注意事项

3.3.2 薄胎陶瓷器粘接方法

及注意事项

3.4 补配

3.4.1 能对雕塑类陶瓷器缺

失部分进行有依据的塑形补配

3.4.2 能补配刻、划、剔花等

工艺的陶瓷器纹饰缺失部分

3.4.1 塑形技术及注意事项

3.4.2 刻、划、剔花等补配

技术及注意事项

3.5 作 色

补绘

3.5.1 能对窑变釉、花釉瓷器补

配部分进行渐变作色

3.5.2 能补绘瓷器彩绘纹饰

3.5.1 窑变釉、花釉瓷器渐

变作色技法及注意事项

3.5.2 瓷器彩绘纹饰补绘技

法及注意事项

4.

技

术

管

理

和

培

训

4.1 设 计

方案编制

4.1.1 能编制保护修复方案

4.1.2 能编制预算
文物修复经费预算要求

4.2 项 目

管理

4.2.1 能对陶瓷文物修复项目

流程进行管理

4.2.2 能对陶瓷文物保护修复

项目资金使用进行管理

4.2.1 保护修复项目流程管

理知识

4.2.2 陶瓷文物保护修复项

目资金使用要求

4.3 技 术

培训

4.3.1 能编制培训计划与方案

4.3.2 能进行陶瓷器保护修复

实操教学

4.3.1 培训计划与方案编制

要求

4.3.2 实操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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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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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体

修

复

1.1 试验与

准备

1.1.1 能进行开片瓷器清洗试

验并进行效果评估

1.1.2 能进行辅助构件固定粘

接试验并进行效果评估

1.1.1 开片瓷器清洗试验方

法与要求

1.1.2 辅助构件固定粘接试

验方法与要求

1.2 清 洗

脱盐

1.2.1 能用综合方法清洗病害

不稳定的彩绘陶

1.2.2 能用综合方法清洗开片

瓷器

1.2.1 病害不稳定的彩绘陶

清洗方法及注意事项

1.2.2 开片瓷器清洗方法及

注意事项

1.3 加固粘

接

1.3.1能粘接5片以上的薄胎陶

瓷器残片

1.3.2 能制作、使用辅助构件，

加固粘接大型陶瓷器

辅助构件制作、使用方法及

注意事项

1.4 补配

1.4.1能组织采用3D打印等新技

术进行补配

1.4.2 能组织开展缺失部件的

复制

1.4.1 3D 打印技术及注意事

项

1.4.2 陶瓷复制工艺及注意

事项

1.5 作 色

补绘

1.5.1 能补绘开片纹瓷器

1.5.2 能补绘刻、划、剔花等工

艺的瓷器纹饰

1.5.1 开片纹补绘技法及注

意事项

1.5.2 刻、划、剔花等纹饰

瓷器补绘技法及注意事项

2.

技

术

管

理

和

培

训

2.1 方 案

编制

2.1.1 能审核修复方案

2.1.2 能审核经费预算

2.1.1 陶瓷文物保护修复方

案审核要求

2.1.2 文物修复经费预算审

核要求

2.2 技 术

管理

2.2.1 能对陶瓷文物保护修复

项目技术实施进行管理

2.2.2 能参与部分文物修复标

准的起草和修订

2.2.1 陶瓷文物保护修复项

目技术实施管理知识

2.2.2 文物修复标准编制规

程

2.3 技 术

培训

2.3.1 能进行陶瓷器保护修复

理论教学

2.3.2 能参与编写修复培训讲

义、教材

2.3.1 理论教学要求

2.3.2 讲义、教材编制要求

3.

技

术

创

3.1 技术创

新

3.1.1 能组织修复材料性能的

改进与研发

3.1.2 能组织修复工具、设备的

改造与研发

3.1.1 陶瓷文物修复材料的

性能改进与研发知识

3.1.2 陶瓷文物修复工具、

设备的改造与研发知识

3.2 技术交

流

3.2.1 能交流修复经验与心得

3.2.2 能推广所改进与研发的

3.2.1 修复技能分析知识

3.2.2 推广所改进与研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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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与

交

流

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等 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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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

3.6.1 五级/初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现

状

调

查

1.1 基 本

信息调查

1.1.1 能收集整理文物相关历

史信息

1.1.2 能测量记录文物类型、

尺寸等基本信息

1.1.3 能使用相机等设备采

集、记录文物现状影像，并分类

归档

1.1.1 纸张书画文物画芯、

镶料的测量方法

1.1.2 相机、摄像机的使用

方法

1.1.3 计算机操作基本知识

1.2 病 害

调查

1.2.1 能识别纸张书画文物本

体的病害类型

1.2.2 能运用专业术语描述并

记录病害特征

1.2.1 纸张书画文物病害种

类的知识

1.2.2 判断纸张书画文物病

害种类的方法

1.3 本 体

材料调查

1.3.1 能识别纸本画芯帘纹的

方向

1.3.2 能识别绢本画芯的经纬

方向和密度

1.3.1 纸本书画材质的基本

知识

1.3.2 绢本书画材质的基本

知识

1.4 环 境

调查

1.4.1 能使用温湿度计测量室

内温湿度

1.4.2 能使用照度计测量室内

光照强度

1.4.1 温湿度计使用和温湿

度记录方法

1.4.2 照度计的使用和照度

记录方法

2.

修

复

材

料

制

备

与

工

具

设

备

2.1 修 复

材料制备

2.1.1 能制作淀粉浆糊

2.1.2 能制作面粉浆糊

2.1.1 淀粉浆糊的制作和保

存知识

2.1.2 面粉浆糊的制作和保

存知识

2.2 设 备

使用与维护

2.2.1 能使用常用装裱修复工

具

2.2.2 能调节修复场所的温湿

度

2.2.3 能清洁和修整裱画墙

2.2.1 打浆机、电吹风、电

钻、锯杆机、压平机的使用方

法

2.2.2 空调、除湿机、加湿

器的使用方法

2.2.3 裱画墙的维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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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用

维

护 2.3 工 具

使用与制作

2.3.1 能对棕刷和排笔进行加

工处理

2.3.2 能制作针锥、竹起子等

工具

2.3.3 能使用裁纸刀、针锥、

排笔、棕刷、竹起子、砑石、剪

刀、喷雾器等修复工具

2.3.1 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常

用工具使用方法

2.3.2 纸张书画文物常用工

具的制作方法

3.

整

体

修

复

3.1 整 体

（本体）除尘

3.1.1 能使用毛笔、排笔等工

具清除纸张书画文物表面的灰尘

3.1.2 能使用专用吸尘器清除

纸张书画文物表面灰尘

3.1.1 纸张书画文物表面灰

尘的去除方法

3.1.2 专用吸尘器的使用方

法

3.2 本 体

装裱

3.2.1 能装裱镜片

3.2.2 能装裱一色裱立轴

3.2.1 镜片装裱的方法

3.2.2 立轴装裱的方法

4.

档

案

记

录

4.1 装 裱

信息记录

4.1.1 能记录修复过程

4.1.2 能撰写修复日志
纸张书画文物装裱修复流程

4.2 电 子

档案制作

4.2.1 能使用各类电子软件记

录装裱内容

4.2.2 能使用电子设备储存装

裱过程的图片、视频资料

《馆藏纸质文物保护修复档

案记录规范》（WW/T 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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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四级/中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现

状

调

查

1.1 基 本

信息调查

1.1.1 能识别装裱的形制与品

式

1.1.2 能对绫、绢、锦等材料

进行文字记录和图像采集

1.1.1 书画装裱形制与品式

知识

1.1.2 绫、绢、锦等的图案

知识

1.2 病 害

调查

1.2.1 能手工绘制病害图

1.2.2 能使用软件绘制纸张书

画文物病害图

1.2.3 能使用专业术语描述病

害特征

1.2.1 《馆藏纸质文物病害

分类与图示》（WW/T 0026）

1.2.2 绘图基本知识

1.3 本 体

材料调查

1.3.1 能识别纸本书画文物的

主要材质类别

1.3.2.能识别绢本书画文物的

主要材质类别

1.3.1 纸本书画材质鉴别的

基本知识

1.3.2 绢本书画材质鉴别的

基本知识

1.4 整 体

工艺调查

1.4.1 能辨识并记录装裱工艺

1.4.2 能绘制品式图

1.4.1 传统纸张书画形制的

知识

1.4.2 品式图的绘制方法

1.5 修 复

史调查

1.5.1 能识别并记录历史修复

痕迹

1.5.2 能识别并记录纸张书画

文物曾做过的接笔和全色

修复痕迹的识别方法

1.6 环 境

调查

1.6.1 能对修复场所的温湿度

进行规范记录

1.6.2 能测量并记录修复场所

的空气质量

1.6.1 温湿度测量设备的使

用方法

1.6.2 空气质量检测设备的

使用方法

2.

修

复

材

2.1 修 复

材料选用与

处理

2.1.1 能选择稀薄绢或化纤纸

对纸本画在揭画芯时进行加固

2.1.2 能选择水油纸或化纤纸

对绢本画在揭画芯时进行加固

水油纸、化纤纸、稀薄绢的

加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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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制

备

与

工

具

设

备

选

用

维

护

2.2 设 备

使用与维护

2.2.1 能使用清洗槽清洗纸张

书画文物

2.2.2 能使用色度仪测试纸张

书画文物颜色

2.2.3 能使用拷贝台进行隐

补、贴折条等步骤操作

2.2.1 清洗槽的使用方法

2.2.2 色度仪的使用方法

2.2.3 拷贝台的使用方法

2.3 工 具

使用与制作

2.3.1 能使用放大镜观察书画

文物表面状况

2.3.2 能根据要求磨制马蹄刀

2.3.3 能使用锯子、锉刀手工

制作地杆、榫头

2.3.1 放大镜的使用方法

2.3.2 磨制马蹄刀的方法

2.3.3 制作与使用常用工具

的方法

3.

整

体

修

复

3.1 整 体

清洗

3.1.1 能根据文物材质、病害

情况，选择清洗方式

3.1.2 能使用浸泡、淋洗等方

法在清洗槽、裱台上清洗

3.1.3 能针对典型污染物种类

选择清洗剂

3.1.4 能使用棉签和水、酒精

等溶剂进行局部清洗

3.1.1 纸张书画文物表面清

理方法

3.1.2 纸张书画文物的清洗

方法

3.1.3 纸张书画文物清洗剂

的类型和使用方法

3.2 本 体

修复

3.2.1 能对破损本体进行拼

对、复原及平整处理

3.2.2 能使用揭、搓、捻的手

法揭除覆褙纸

3.2.3 能使用揭、搓、捻的手

法揭除命纸

3.2.4 能修刮残缺处边缘

3.2.5 能选择与本体材质相近

的补纸，并补全

3.2.6 能选择和染制合适的命

纸

3.2.7 能对托制完成的本体背

面局部或整体打胶矾水

3.2.8 能进行全色处理

3.2.9 能对本体折痕进行贴折

条加固处理

3.2.1 残破纸张书画文物拼

对、复原、平整方法

3.2.2 纸张书画文物覆褙纸

和命纸揭除的知识和方法

3.2.3 残破纸张书画文物的

平整粘贴方法

3.2.4 明胶、明矾的配比知

识

3.2.5 绘画基础知识

3.2.6 纸张书画文物加固断

折的方法

3.3 本 体

装裱

3.3.1 能装裱蝴蝶装册页和推

蓬装册页

3.3.2 能装裱扇面

3.3.2 能对托料进行染色处理

3.3.1 画芯颜色、厚薄与选

择命纸的知识

3.3.2 册页、扇面的装裱知

识

3.3.3 绫绢染制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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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档

案

记

录

4.1 修 复

信息记录

4.1.1 能准确记录修复过程关

键步骤及使用的材料

4.1.2 能采集修复过程中关键

步骤的图像、视频资料

4.1.1 纸张书画文物修复规

范记录知识

4.1.2 文物摄影、摄像技术

4.2 电 子

档案制作

4.2.1 能使用电子软件记录修

复过程中的文字资料

4.2.2 能使用电子设备采集图

像、影像资料

4.3 修 复

报告编制

4.3.1 能参与编写纸张书画文

物修复报告中的文字部分

4.3.2 能参与编写纸张书画文

物修复报告中的图像、影像部分

纸张书画文物修复报告编写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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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三级/高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现

状

调

查

1.1 病 害

调查

1.1.1 能综合评估纸张书画文

物的病害

1.1.2 能根据文物病害程度提

出修复意见

1.1.1 纸张书画病害评估方

法

1.1.2 各类病害对纸张书画

文物的影响作用知识

1.2 本 体

材料调查

1.2.1 能识别书画文物特殊类

别材质，如缂丝、刺绣、唐卡等

1.2.2 能使用拷贝台、放大镜、

显微镜等工具和设备调查本体的

材质和保存状态

1.2.1 文物材质的知识

1.2.2 拷贝台、放大镜、显

微镜的操作方法

1.3 整 体

工艺调查

1.3.1 能根据残损纸张书画文

物确认原有形制品式

1.3.2 能根据整体残损和历史

价值，确定原裱的去留

1.3.1 传统书画装裱历史的

知识

1.3.2 传统书画装裱工艺与

形制品式的对应关系

1.4 修 复

史调查

1.4.1 能辨识历史修复所使用

的材料及其老化程度

1.4.2 能使用拷贝台调查修复

工艺

1.4.1 纸张书画文物保护修

复材料识别及老化评估方法

1.4.2 拷贝台使用方法

1.5 环 境

调查

1.5.1 能对修复场所的光源进

行评估

1.5.2 能对纸张书画文物保存

环境进行综合评估

1.5.1 预防性保护的相关知

识

1.5.2 保存环境的评估方法

2.

修

复

材

料

制

备

与

工

具

设

备

选

用

维

护

2.1 修复

材料的使用

与处理

2.1.1 能对补纸进行染色

2.1.2 能对补绢进行染色

2.1.1 色彩学的基本知识

2.1.2 染色基础知识

2.2 设 备

使用与维护

2.2.1 能指导四级/中级工及

以下级别人员进行裱台的维护

2.2.2 能指导四级/中级工及以

下级别人员进行裱画墙的维护

2.2.3 能使用裁纸机

2.2.1 裱台的维护知识

2.2.2 裱画墙的维护知识

2.2.3 裁纸机的使用方法

2.3 工 具

使用与制作

2.3.1 指导四级/中级工及以

下级别人员正确使用与加工常用

工具

2.3.2 能按照砑装要求加工砑

石

2.3.1 制作与使用常用工具

的方法

2.3.2 选择和加工砑石的常

识

3. 3.1 整 体 3.1.1 能对纸张书画文物进行 3.1.1 纸张书画文物复杂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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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体

修

复

清洗 综合清洗

3.1.2 能进行返铅处理

3.1.3 能加固写印色料

害的清洗方法

3.1.2 双氧水的使用方法

3.1.3 写印色料的加固方法

3.2 本体

修复

3.2.1 能根据绢本本体的材质

选择经纬密度、色泽相近的补绢，

并对齐经纬方向进行补全

3.2.2 能在有依据的前提下对

笔墨缺损处进行接笔处理，并能

进行全色处理

3.2.3 能对特殊纸张，如笺纸

等进行配补

3.2.1 补绢选择及处理的知

识

3.2.2 纸张书画文物绘画技

法

3.2.3 绘画染料的知识

3.2.4 古代常见加工纸的制

作工艺

3.3 本 体

装裱

3.3.1 能进行挖镶处理

3.3.2 能装裱横披

3.3.3 能装裱包边手卷和转边

手卷

3.3.4 能装裱通景屏

3.3.1 横披的装裱知识

3.3.2 月牙杆的制作知识

3.3.3 通景屏装裱的知识

4.

档

案

记

录

4.1 修 复

信息记录

4.1.1 能规范记录保护修复日

志

4.1.2 能使用计算机软件绘制

形制图

纸张书画文物修复日志记录

规范

4.2 电 子

档案制作

4.2.1 能对保护修复中的文字

记录、归档整理

4.2.2 能对保护修复中的图

片、影像资料进行加工处理

纸张书画文物保护修复档案

记录规范

4.3 修 复

报告编制

4.3.1 能独立评估保护修复效

果

4.3.2 能独立编写保护修复报

告

纸张书画文物保护修复报告

的撰写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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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 二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现

状

调

查

1.1 病 害

调查

1.1.1 能指导文物病害调查工

作

1.1.2 能总结和评估纸张书画

文物病害调查工作

1.1.1 纸张书画病害统计的

知识

1.1.2 纸张书画文物病害统

计与评估的知识

1.2 本 体

材料调查

1.2.1 能识读纤维分析检测结

果

1.2.2 能识读常规颜料的仪器

分析检测结果

1.2.1 纤维分析检测的知识

1.2.2 颜料分析检测的原理

1.3 整 体

工艺调查

1.3.1 能辨识并记录特殊纸本

书画文物的工艺特征

1.3.2 能辨识并记录特殊绢本

书画文物的工艺特征

1.3.1 中国传统特殊纸张的

鉴别知识

1.3.2 中国传统特殊绢、绫、

锦的鉴别知识

1.4 修 复

史调查

1.4.1 能分析历史修复工艺

1.4.2 能评估历史修复的合理

性并确定补纸、补绢的去留

纸张书画文物保护修复材料

识别及老化状态评估

1.5 环 境

调查

1.5.1 能识读修复环境检测报

告

1.5.2 能评估修复环境影响因

素

文物保存环境学的知识

2.

修

复

材

料

制

备

与

工

具

设

备

选

用

维

护

2.1 修 复

材料的使用

与处理

2.1.1 能选择符合文物保护要

求的修复材料

2.1.2 能对修复用补绢进行全

色处理

2.1.1 古代常见写印色料的

种类与染色方法

2.1.2 《馆藏文物包装材料

无酸纸质材料》（WW/T 0077）

2.1.3 绢本书画补材全色方

法

2.2 设 备

使用与维护

2.2.1 能使用低压清洗台

2.2.2 能使用视频显微镜

2.2.1 低压清洗台的使用方

法

2.2.2 视频显微镜的操作知

识

2.3 工 具

使用与制作

2.3.1 能根据工作需要设计定

制修复工具

2.3.2 能根据工作需要改进现

有工具

2.3.1 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工

具使用特点和基本知识

2.3.2 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工

具的设计与改进知识

3.

整

体

修

3.1 本 体

装裱

3.1.1 能装裱撞边手卷

3.1.2 能装裱经折装册页

3.1.3 能装裱大型、拼接纸张

书画文物

3.1.1 撞边手卷的装裱知识

3.1.2 经折装册页的装裱知

识

3.1.3 书画装裱技巧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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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运用方法

3.1 整 体

清洗

3.1.1 能清洗残破、糟朽本体

3.1.2 能清洗重彩书画

3.1.1 残破、脆弱纸张书画

文物的清洗方法

3.1.2 重彩纸张书画文物的

清洗方法

3.2 本 体

修复

3.2.1 能对需要保留命纸的本

体进行复位处理

3.2.2 能处理分层夹宣

3.2.3 能修复破损严重的各类

糟朽纸张书画文物

3.2.4 能对材质特殊、缺损严

重的本体进行全色接笔

3.2.1 绢本书画画芯保留命

纸的处理方法

3.2.2 破损严重的纸张书画

文物的修复方法

3.2.3 材质特殊、缺损严重

的纸张书画文物的修复方法

3.2.4 古书画全色接笔的方

法

4.

档

案

记

录

4.1 修 复

信息记录

4.1.1 能对修复记录进行总

结、优化、审核

4.1.2 能指导三级/高级工及

以下级别人员完成修复信息记录

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分析、总

结、整理知识

4.2 电 子

档案制作
能对电子档案进行总结和优化

4.3 修 复

报告编制

4.3.1 能对已完成的修复报告

进行总结和优化

4.3.2 能指导学员完成修复报

告的制作

纸张书画文物保护修复档案

的编制、归类、总结知识

5.

技

术

管

理

和

培

训

5.1 设 计

方案编制

5.1.1 能独立完成信息采集工

作

5.1.2 能主持完成修复设计方

案

5.1.1 文物保护修复方案编

制规范

5.1.2 文物保护经费预算标

准

5.2 技 术

管理

5.2.1 能对纸张书画文物修复

工艺流程进行管理

5.2.2 能撰写技术报告、技术

论文

研究报告和技术论文的撰写

方法

5.3 技 术

培训

5.3.1 能进行纸张书画文物保

护修复的理论和操作技能培训

5.3.2 能撰写技能培训讲义

5.3.1 培训需求信息收集和

分析方法

5.3.2 技能培训讲义的开发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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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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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

体

修

复

1.1 整体清

洗

1.1.1 能对各类纸张书画文物

的清洗效果进行评估

1.1.2 能对各类纸张书画文物

的清洗进行指导

1.1.1 清洗效果评估知识

1.1.2 分析与预防知识

1.2 本体修

复

1.2.1 能揭展固结、粘连本体

1.2.2 能综合评估本体修复效

果

1.2.3 能对修复中出现的复杂

疑难问题提出解决方法

1.2.1 固结纸张书画的揭展

方法

1.2.2 纸张书画文物修复效

果的评估方法

1.3 本体装

裱

1.3.1 能对复杂装裱形制纸张

书画文物进行指导

1.3.2 能对复杂装裱形制纸张

书画文物进行评估

1.3.1 纸张书画文物装裱和

修复的综合知识

1.3.2 传统装裱形制的相关

文献记载

2.

技

术

管

理

和

培

训

2.1 设 计

方案编制

2.1.1 能指导纸张书画文物修

复方案的编制

2.1.2 能审核纸张书画文物修

复方案

2.1.1 规章与规范的制定原

则、程序与方法

2.1.2 《馆藏纸质文物保护

修复方案编写规范》（WW/T

0025）

2.2 技术管

理

2.2.1 能管理纸张书画修复项

目

2.2.2 能根据实际调整修复计

划，优化修复方案

2.2.3 能对纸张书画修复质量

进行检查与评定

2.2.1 纸张书画文物保护修

复标准

2.2.2 纸张书画文物修复质

量评判标准

2.3 技术培

训

2.3.1 能制定培训计划和培训

大纲

2.3.2 能进行理论和实践相关

内容的授课

2.3.3 能够撰写修复项目的立

项报告和结项报告

培训计划和培训大纲的编写

方法

3.

技

3.1 技 术

创新

能应用新材料、新工艺、新设

备

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的

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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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创

新

与

交

流

3.2 学 术

交流

3.2.1 能组织开展技术交流

3.2.2 能撰写技术论文

3.2.1 学术交流基本要求

3.2.2 撰写技术论文的相关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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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出土（水）竹木漆器文物修复师

3.7.1 五级/初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现

状

调

查

1.1 基本信

息调查

1.1.1 能用直尺、卡尺等测量出

土（水）竹木漆器文物的尺寸

1.1.2 能用电子秤、天平等测量

出土（水）竹木漆器文物的质量

1.1.3 能用计算机录入出土

（水）竹木漆器文物基本信息

1.1.4 能用拍摄器材拍摄出土

（水）竹木漆器文物的照片

1.1.1 文物尺寸测量方法

1.1.2 文物质量测量方法

1.1.3《馆藏文物登录规范》

（WW/T 0017）

1.2 病害调

查

1.2.1 能识别出土（水）竹木

漆器文物病害类型

1.2.2 能描述出土（水）竹木

漆器文物病害及特征

《馆藏出土竹木漆器类文物

病害分类与图示》（WW/T 0003）

1.3 材料调

查

1.3.1 能区别漆器的木胎与陶

胎

1.3.2 能区别竹材与木材

1.3.1 木材基本知识

1.3.2 出土（水）竹木漆器

文物材质鉴别方法

2.

修

复

材

料

制

备

与

工

具

设

备

选

用

维

护

2.1 修复

材料选用与

处理

2.1.1 能正确使用出土（水）

竹木漆器文物清洗材料

2.1.2 能配制出土（水）竹木

漆器文物清洗溶液

2.1.1 出土（水）竹木漆器

文物清洗材料性质

2.1.2 出土（水）竹木漆器

文物清洗溶液配制方法

2.2 设备工

具选用与维

护

2.2.1 能选用毛刷、排笔、竹

签等工具用于出土（水）竹木漆

器文物除尘及清洗

2.2.2 能选用不同规格吸尘器

用于出土（水）竹木漆器文物除

尘

2.2.1 常用除尘、清洗工具

使用方法

2.2.2 文物专用吸尘器使用

方法

3.

本

体

修

3.1 本体

除尘

3.1.1 能使用毛刷、排笔等清

洁工具去除出土（水）竹木漆器

文物表面灰尘

3.1.2 能使用文物专用吸尘器

3.1.1 出土（水）竹木漆器

文物表面除尘方法

3.1.2 出土（水）竹木漆器

文物包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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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吸除出土（水）竹木漆器文物表

面灰尘

3.1.3 能使用无酸纸、塑料薄

膜等材料制作出土（水）竹木漆

器文物防尘包装

3.1.3《文物运输包装规范》

（GB/T 23862）

3.1.4 《馆藏文物包装材料

无酸纸质材料》（WW/T 0077）

3.2 本体

清洗

3.2.1 能识别出土（水）竹木漆

器文物污染物类型

3.2.2 能选用出土（水）竹木

漆器文物清洗方式

3.2.3 能使用棉签、毛刷、试

纸、比色卡进行局部清洗实验

3.2.4 能使用乙醇、丙酮等清

洗材料去除出土（水）竹木漆器

文物表面污染物

3.2.5 能使用竹签、角刀等工

具剥离出土（水）竹木漆器文物

表面污染物

3.2.1 出土（水）竹木漆器

文物污染物类型

3.2.2 出土（水）竹木漆器

文物清洗材料性质

3.2.3 出土（水）竹木漆器

文物清洗方法

3.3 本体

加固

3.3.1 能拼对断裂的出土（水）

竹木漆器文物

3.3.2 能使用生漆、动植物胶

粘接出土（水）竹木漆器文物胎

体

3.3.1 出土（水）竹木漆器

文物器型种类

3.3.2 生漆、动植物胶性质

3.3.3 生漆、动植物胶使用

方法

4.

档

案

记

录

与

报

告

编

制

4.1 修复信

息记录

4.1.1 能记录出土（水）竹木漆

器文物保护修复基本信息

4.1.2 能完成出土（水）竹木漆

器文物保护修复日志

4.1.1 《馆藏出土竹木漆器

文物保护修复档案记录规范》

（WW/T 0011）

4.1.2 出土（水）竹木漆器

文物保护知识

4.2 电子档

案制作

4.2.1 能使用计算机录入出土

（水）竹木漆器文物保护修复信

息

4.2.2 能使用计算机录入出土

（水）竹木漆器文物保护修复日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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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四级/中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现

状

调

查

1.1 基本信

息调查

1.1.1 能手绘和使用绘图软件

绘制出土（水）竹木漆器文物图

形

1.1.2 能使用体视显微镜观察

出土（水）竹木漆器文物表面形

貌

1.1.1 出土（水）竹木漆器

文物器型种类

1.1.2 计算机绘图软件使用

方法

1.1.3 体视显微镜使用方法

1.2 病害调

查

1.2.1 能用电脑绘制出土（水）

竹木漆器文物病害图

1.2.2 能使用测色仪测量出土

（水）竹木漆器文物色度

测色仪使用方法

1.3环境调查

1.3.1 能使用温湿度计检测出

土（水）竹木漆器文物保存环境

的温湿度

1.3.2 能使用照度计检测出土

（水）竹木漆器文物保存环境的

光照度

1.3.1 《博物馆照明设计规

范》（GB/T 23863）

1.3.2 温湿度计使用方法

1.3.3 照度计使用方法

2.

修

复

材

料

制

备

与

工

具

设

备

选

用

维

护

2.1 修复材

料选用与处

理

2.1.1 能选用出土（水）竹木

漆器文物胎体修复材料

2.1.2 能选用出土（水）竹木

漆器文物漆灰层修复材料

2.1.1 出土（水）竹木漆器

文物胎体修复材料性质

2.1.2 出土（水）竹木漆器

文物漆灰层修复材料性质

2.2 设备工

具选用与维

护

2.2.1 能选用木工加工设备工

具进行出土（水）竹木漆器文物

胎体补配

2.2.2 能选用漆工加工设备工

具进行漆器文物漆灰层补配

2.2.3 能维护木工、漆工加工

设备工具

2.2.1 木工加工设备工具使

用方法

2.2.2 漆工加工设备工具使

用方法

3.

本

体

修

复

3.1 本 体

清洗

3.1.1 能正确选用清洗材料去

除顽固污染物

3.1.2 能使用色度仪测量清洗

前后出土（水）竹木漆器文物色

度变化

色度仪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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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本 体

粘接

3.2.1 能使用生漆、动植物胶拼

对粘接出土（水）竹木漆器文物

胎体

3.2.2 能使用生漆、动植物胶拼

对粘接出土（水）竹木漆器文物

漆灰层

3.3 本 体

补配

3.3.1 能使用竹木工工具制作

出土（水）竹木漆器文物胎体残

缺部分

3.3.2 能使用漆工工具补配漆

器文物漆灰层

3.3.1 木工工具使用方法

3.3.2 漆工工具使用方法

4.

档

案

记

录

与

报

告

编

制

4.1 修 复

信息记录

4.1.1 能记录修复过程中使用

的材料及工艺

4.1.2 能采集修复过程影像

4.2 电子档

案制作

4.2.1 能编辑处理出土（水）竹

木漆器文物修复过程影像

4.2.2 能制作出土（水）竹木

漆器文物修复电子档案

计算机绘图软件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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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 三级/高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现

状

调

查

1.1 病 害

调查

1.1.1 能对出土（水）竹木漆

器文物病害做出综合评估

1.1.2 能测量出土（水）竹木

漆器文物含水率、干缩率

1.1.1 《可移动文物病害评

估技术规程竹木漆器类文物》

（WW/T 0060）

1.1.2 各类病害对出土（水）

竹木漆器文物的影响及分析知

识

1.1.3 《出土竹木漆器类文

物含水率测定失重法》（WW/T

0086）

1.2 本 体

工艺及历次

修复调查

1.2.1 能识别并记录出土（水）

竹木漆器文物制作工艺

1.2.2 能识别并记录出土（水）

竹木漆器文物历次修复痕迹

1.2.1 出土（水）竹木漆器

文物制作工艺

1.2.2 出土（水）竹木漆器

文物修复工艺

1.3 环境调

查

1.3.1 能对出土（水）竹木漆

器文物保存环境指标进行检测和

记录

1.3.2 能掌握出土（水）竹木

漆器文物保存环境要求

1.3.1 《馆藏文物保存环境

质量检测技术规范》（WW/T

0016）

1.3.2 《馆藏文物保护环境

控制 甲醛吸附材料》（WW/T

0067）

1.3.3 《馆藏文物保护环境

控制 调湿材料》（WW/T 0068）

1.3.4《馆藏文物防震规范》

（WW/T 0069）

1.3.5 《博物馆建筑设计规

范》（JGJ 66）

2.

修

复

材

料

制

备

与

工

具

设

备

选

用

2.1 修 复

材料选用

2.1.1 能选用丙三醇、聚乙二

醇等材料用于漆膜软化

2.1.2 能选用色漆用于漆膜层

补配

2.1.1 漆膜软化材料性质

2.1.2 色漆性质

2.2 设备工

具选用维护

2.2.1 能选用制漆设备工具精

制生漆

2.2.2 能选用矫形设备工具用

于出土（水）竹木漆器文物矫形

2.2.3 能选用热风枪、恒温恒

湿箱等设备工具用于漆器文物漆

膜软化

2.2.1 制漆设备工具使用方

法

2.2.2 矫形设备工具使用方

法

2.2.3 漆膜软化设备工具使

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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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

护

3.

本

体

修

复

3.1 本体矫

形

3.1.1 能使用矫形设备工具对

出土（水）竹木漆器文物矫形

3. 1.2 能使用石膏、硅胶等制

作出土（水）竹木漆器文物定形

模具

3.1.2 能使用定形模具对干燥

过程中的出土（水）竹木漆器文

物定形

3.1.1 出土（水）竹木漆器

文物矫形方法

3.1.2 出土（水）竹木漆器

文物定形模具制作方法

3.1.3 出土（水）竹木漆器

文物定形模具使用方法

3.2 本体粘

接

3.2.1 能配制漆膜软化试剂

3.2.2 能使用漆膜软化试剂和

设备软化漆器文物漆膜

3.2.3 能使用生漆、动植物胶

拼对粘接漆器文物漆膜

3.2.1 漆膜软化试剂配制方

法

3.2.2 漆膜软化操作方法

3.3 本体补

配

3.3.1 能精制生漆

3.3.2 能调制色漆用于漆器文

物漆膜补配

3.3.3 能使用漆工工具及设备

补配漆器文物漆膜

3.3.4 能使用竹木工工具及设

备补配竹木质文物

3.3.1 生漆性质

3.3.2 生漆精制方法

3.3.3 色漆调制方法

3.3.4 髹漆方法

3.3.5 竹编方法

4.

档

案

记

录

与

报

告

编

制

4.1 修 复

信息记录

4.1.1 能记录出土（水）竹木

漆器文物保护修复信息

4.1.2 能完成出土（水）竹木

漆器文物保护修复档案

4.2 修复报

告编写

4.2.1 能评估出土（水）竹木

漆器文物保护修复效果

4.2.2 能编制出土（水）竹木

漆器文物保护修复报告

《馆藏出土竹木漆器文物保

护修复方案编写规范》（WW/T

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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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 二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修

复

材

料

制

备

与

工

具

设

备

选

用

维

护

1.1 修 复

材料选用

1.1.1 能选用脱盐材料用于出

土（水）竹木漆器文物脱盐

1.1.2 能选用脱色材料用于出

土（水）竹木漆器文物脱色

1.1.3 能选用脱水材料用于出

土（水）竹木漆器文物脱水

1.1.1 出土（水）竹木漆器

文物脱盐材料性质

1.1.2 出土（水）竹木漆器

文物脱色材料性质

1.1.3 出土（水）竹木漆器

文物脱水材料性质

1.2 设 备

工具选用与

维护

1.2.1 能选用脱盐设备用于出

土（水）竹木漆器文物脱盐

1.2.2 能选用脱色设备用于出

土（水）竹木漆器文物脱色

1.2.3 能选用脱水设备用于出

土（水）竹木漆器文物脱水

1.2.4 能维护脱盐、脱色、脱

水设备

1.2.1 出土（水）竹木漆器

文物脱盐设备使用方法

1.2.2 出土（水）竹木漆器

文物脱色设备使用方法

1.2.3 出土（水）竹木漆器

文物脱水设备使用方法

2.

本

体

修

复

2.1 本体脱

盐

2.1.1 能配制脱盐溶液用于出

土（水）竹木漆器文物脱盐

2.1.2 能使用脱盐方法开展出

土（水）竹木漆器文物脱盐

2.1.1 出土（水）竹木漆器

文物脱盐溶液配制方法

2.1.2 出土（水）竹木漆器

文物脱盐方法

2.2 本体脱

色

2.2.1 能配制脱色溶液用于竹、

木器文物脱色

2.2.2 能使用脱色方法开展竹、

木器文物脱色

2.2.1 出土（水）竹木漆器

文物脱色溶液配制方法

2.2.2 出土（水）竹木漆器

文物脱色方法

2.3 本体脱

水

2.3.1 能配制脱水溶液用于出

土（水）竹木漆器文物脱水

2.3.2 能使用脱水方法开展出

土（水）竹木漆器文物脱水

2.3.1 出土（水）竹木漆器

文物脱水溶液配制方法

2.3.2 出土（水）竹木漆器

文物脱水方法

2.4 本体补

配

2.4.1 能配制彩绘材料用于出

土（水）竹木漆器文物纹饰绘制

2.4.2 能补配出土（水）竹木

漆器文物残缺纹饰

2.4.1 出土（水）竹木漆器

文物彩绘材料配制方法

2.4.2 出土（水）竹木漆器

文物彩绘工艺

3.

档

案

记

录

与

报

3.1 修 复

档案记录

3.1.1 能审核出土（水）竹木

漆器文物保护修复档案

3.1.2 能指导出土（水）竹木

漆器文物保护修复档案编制

出土（水）竹木漆器文物保

护知识

3.2 修复报

告编制

3.2.1 能审核出土（水）竹木

漆器文物保护修复报告

3.2.2 能指导出土（水）竹木漆

《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方案

编写规范》（WW/T 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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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编

制

器文物保护修复报告编制

4.

技

术

管

理

和

培

训

4.1 方 案

编制

4.1.1 能完成出土（水）竹木

漆器文物保护修复方案编制

4.1.2 能组织协调出土（水）

竹木漆器文物保护修复方案编制

工作

4.2 技术培

训

4.2.1 能进行出土（水）竹木

漆器文物保护修复理论知识授课

4.2.2 能进行出土（水）竹木

漆器文物修复操作技能培训

出土（水）竹木漆器文物保

护修复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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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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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体

修

复

1.1 本 体

补配

1.1.1 能使用髹漆工具和竹木

工工具补配雕镂类出土（水）竹

木漆器文物

1.1.2 能使用髹漆工具和竹木

工工具补配镶嵌类出土（水）竹

木漆器文物

1.1.3 能使用髹漆工具补配戗

划类漆器文物

1.1.4 能使用髹漆工具补配堆

起类漆器文物

1.1.5 能使用髹漆工具补配罩

明类漆器文物

1.1.1 雕镂类竹木漆器制作

工艺

1.1.2 镶嵌类竹木漆器制作

工艺

1.1.3 戗划类漆器制作工艺

1.1.4 堆起类漆器制作工艺

1.1.5 罩明类漆器制作工艺

1.1.6 竹木工工具、髹漆工

具等传统工具的制作及使用

1.2 本 体

随色

1.2.1 能使用矿植物颜料、动

植物胶、生漆等材料用于出土

（水）竹木漆器文物随色

1.2.2 能使用笔刷、砂纸等工

具用于出土（水）竹木漆器文物

随色部位的光泽和肌理调整

1.2.1 色彩原理

1.2.2 随色方法

2.

技

术

管

理

和

培

训

2.1 方案

编制

2.1.1 能指导出土（水）竹木

漆器文物保护修复方案编制

2.1.2 能审核出土（水）竹木

漆器文物保护修复方案

2.2 技术管

理

2.2.1 能指导出土（水）竹木漆

器文物保护修复工作

2.2.2 能检查与评定出土（水）

竹木漆器保护修复质量

2.2.1 项目质量管理要求

2.2.2 出土（水）竹木漆器

文物保护修复操作规程

2.3 技术培

训

2.3.1 能制定出土（水）竹木

漆器文物培训计划

2.3.2 能编写出土（水）竹木

漆器文物培训教材

2.3.1 培训课程开发方法

2.3.2 出土（水）竹木漆器

文物保护修复知识

3.

技

术

创

新

与

交

流

3.1 技术

创新

3.1.1 能通过实验研究改进出

土（水）竹木漆器文物修复设备

工具、材料和工艺

3.1.2 能将新设备工具、新材

料、新工艺应用于出土（水）竹

木漆器文物保护修复

3.1.1 新设备、新材料、新

工艺信息

3.1.2 新设备、新材料、新

工艺在出土（水）竹木漆器文

物保护修复中的应用信息

3.2 学术交

流

3.2.1 能撰写科研项目立项与

结项报告

3.2.2 能主持或参与科研项目

3.2.1 科研项目立项报告的

基本内容及申报程序

3.2.2 科研项目结项报告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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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开发

3.2.3 能开展学术交流和撰写

技术论文

写

3.2.3 科研项目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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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土遗址文物修复师

3.8.1 五级/初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现

状

调

查

1.1 基本

信息调查

1.1.1 能判断土遗址基本类型

1.1.2 能用定位工具确定遗址

基本方位、核心区的经纬度及高

程

1.1.3 能用常用测量工具测量

遗址基本尺寸

1.1.1 土遗址的分类方法

1.1.2 常用测量工具的使用

方法

1.2 病害

调查

1.2.1 能识别并用专业术语描

述土遗址的主要病害

1.2.2 能填写土遗址病害信息

记录表

1.2.3 能拍摄土遗址病害照片

1.2.1 《土遗址保护工程勘

察规范》（WW/T 0040）条款 3，

6.4.5，附录 A

1.2.2 土遗址常见病害类

型、特征

1.3 建造

材料调查

1.3.1 能识别土遗址建造材料

类型

1.3.2 能识别土遗址建造材料

构成

土质学及材料学基础知识

2.

修

复

材

料

制

备

与

工

具

设

备

选

用

维

护

2.1 修复

工具及设施

准备

2.1.1 能根据修复内容准备相

关保护修复工具

2.2.2 能完成简单脚手架及遮

阳网的搭设

2.2.1 土遗址专用工具使用

要求

2.2.2 脚手架、遮阳网的搭

设及安全防护要求

2.2 修复

材料制备

2.2.1 能识别土遗址保护修复

材料

2.2.2 能准备修复加固原材料

2.2.1 常用工具、量具的使

用方法

2.2.2 灌浆材料的制备要求

3.

本

体

修

复

3.1 临时

支护

3.1.1 能完成文物本体的临时

支护

3.1.2 能搭设临时保护设施

土遗址稳定性加固的要求

3.2 表面

防护处理

3.2.1 能完成表面清理

3.2.2 能完成表面拉毛处理
土遗址表面处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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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试

验

操

作

4.1 前期准

备

4.1.1 能完成原状土样、扰动土

样的取样

4.1.2 能准备试验扰动土样

4.1.3 能制备试验原状土样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

/T 50123）条款 1、2、3、4

4.2 试验测

试

4.2.1 能做土的密度、含水量、

颗粒分析室内试验

4.1.2 能使用基本试验操作工

具

《土遗址保护试验技术规

范》（WW/T 0039）条款 3、4.

1、4.2、4.5

5.
档

案

记

录

5.1 修复

信息记录

5.1.1 能填写施工日志

5.1.2 能记录修复现场温度、

湿度、光照度、风速

5.1.1 施工日志记录相关知

识

5.1.2 温/湿度计、照度计使

用方法

5.2 电子

档案制作

5.2.1 能完成文字资料的归档

5.2.2 能完成图像资料的归档

《文物保护工程文件归档整

理规范》（WW/T 0024）条款 3、

5.1、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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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 四级/中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现

状

调

查

1.1 病害

调查

1.1.1 能绘制土遗址的平面图、

立面图及剖面图

1.1.2 能用绘图软件绘制遗址

病害图，统计病害工程量

1.1.3 能用计算机图像处理软

件对土遗址整体照片进行分区编

辑，并能进行照片变形、拼接等处

理

1.1.1 《土遗址保护工程勘

察规范》（WW/T 0040）条款 6.

4.2、6.4.3、6.4.4

1.1.2 病害统计要求

1.2 建造

材料及工艺

调查

1.2.1 能识别土遗址的结构

1.2.2 能识别土遗址的不同建

造工艺

1.2.1 土质学、土力学及材

料学基础知识

1.2.2 土遗址建造工艺及结

构知识

1.3 修复

史调查

1.3.1 能搜集、查阅土遗址历史

档案资料

1.3.2 能根据土遗址表面状况

拍摄修复痕迹

土遗址历史调查与搜集方法

1.4 环境

调查

1.4.1 能收集土遗址所处的区

域地质、气候、水文环境资料

1.4.2 能收集环境污染方面的

资料

1.4.1 环境调查方法及要求

1.4.2 工程地质条件

2.

修

复

材

料

制

备

与

工

具

设

备

选

用

维

护

2.1 工具

选用与制作

2.1.1 能选用适合处理不同病

害的修复工具

2.1.2 能用常用修复工具进行

裂隙等病害的修复

土遗址专用工具使用方法

2.2 设备

选用与维护

2.2.1 能安装修复设备

2.2.2 能调试修复设备

修复设备安装、调试及维护

方法

2.3 修复

材料的选用

与制备

2.3.1 能截取并制作锚杆

2.3.2 能拌制泥浆、配制灌浆材

料

2.3.1 锚杆锚固方法及操作

要点

2.3.2 土遗址修复材料的特

点

2.3.3 溶液配制方法

2.3.4 灌浆材料的制备方法

3.

本

体

3.1 表面

防护处理

3.1.1 能用灰浆或草泥完成土

遗址剥落部位的修补加固

3.1.2 能完成喷、渗的表面防护

土遗址表面防护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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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复

处理

3.2 砌补

加固

3.2.1 能对土遗址小于 1 m
2
悬

空部位进行支顶加固

3.2.2 能对土遗址进行土坯砌

补加固

3.2.1 支顶加固操作要点和

注意事项

3.2.2 土遗址夯补砌筑加固

工艺

3.3 裂缝

及冲沟加固

3.3.1 能对土遗址宽度小于 0.

5 cm 的裂缝进行灌浆或修补堵塞

3.3.2 能对冲沟部位进行整治

3.3.1 裂隙灌浆加固工艺

3.3.2 冲沟整治加固工艺

3.4 环境

治理

3.4.1 能按照设计要求对遗址

体根部进行排水处理

3.4.2 能根据设计要求对遗址

周边环境进行整治

排水及环境整治要求及方法

4.

试

验

操

作

4.1 模拟

试块制作

4.1.1 能完成试验样品的制作

4.1.2 能完成试验样品的养护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

T 50123）条款 4.3、4.4

4.2 性能

测试

4.2.1 能完成修复材料（草泥、

灰浆等）抗拉强度测试试验

4.2.2 能完成修复材料（草泥、

灰浆等）抗压强度测试试验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

T 50123）条款 20

5.

档

案

记

录

5.1 修复

信息记录

5.1.1 能完成修复过程影像资

料的记录

5.1.2 能填写施工档案（修复档

案）

文物保护工程文件归档整理

相关知识

5.2 电子

档案制作

5.2.1 能通过计算机办公软件

记录和绘制修复图

5.2.2 能通过计算机图像处理

软件，对土遗址的整体照片、分区

照片进行编辑

制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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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 三级/高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现

状

调

查

1. 1 病害

调查

1.1.1 能完成土遗址历史图片

类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1.1.2 能拍摄病害特征照片

1.1.3 能使用计算机软件对土

遗址照片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及归

档

1.1.1《文物保护工程文件文

档整理规范》（WW/T 0024）条

款 6.1、6.4.6

1.1.2《文物保护工程文件归

档整理规范》（WW/T 0024）条

款 5.2.11

1 . 2 建造

材料及工艺

调查

1.2.1 能拍摄土遗址建造材料、

建造工艺特征照片

1.2.2 能手绘或用绘图软件绘

制建造工艺图

1.2.3 能用专业术语描述完整

的建造工艺

1.2.4 能使用计算机软件对土

遗址建造材料、建造工艺特征照片

进行分类、整理及归档

1.2.1 工程制图要求

1.2.2 土遗址制作工艺及结

构知识

1. 3 修复

史调查

1.3.1 能根据土遗址表面状况，

记录修复痕迹

1.3.2 能整理土遗址历史档案

资料

1.3.1 土遗址历史调查、搜

集方法及记录方法

1.3.2 历史档案资料整理相

关知识

1. 4 环境

调查

1.4.1 能调查土遗址所处的区

域地质、气候、水文环境资料

1.4.2 能调查环境污染方面的

资料

1.4.1 环境调查方法及要点

1.4.2 工程地质条件

2.

修

复

材

料

制

备

与

工

具

设

备

选

用

维

护

2.1 工具使

用与制作

2.1.1 能改进修复工具

2.1.2 能使用改进后的工具

土遗址修复工具的技术参数

要求

2.2 设备使

用与维护

2.2.1 能操作钻机、空压机、喷

雾器等修复设备

2.2.2 能维护修复设备

2.2.1 修复设备操作要领

2.2.2 修复设备维护方法

2. 3 修复

材料的选用

与制备

2.3.1 能配制修补材料

2.3.2 能配制随色材料

2.3.1 修补材料配制要点

2.3.2 随色材料配制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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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

体

修

复

3. 1 安全

防护

3.1.1 能对修复设备安全性进

行现场检查与评估

3.1.2 能对临时支顶防护的安

全性进行现场检查与评估

3.1.1 设备仪器性能、管理

要点

3.1.2 安全防护要求

3. 2 图纸

识别

3.2.1 能识读施工图中病害的

类型及范围

3.2.2 能识读施工图中加固措

施的工艺流程及做法

工程制图要求

3. 3 表面

加固

3.3.1 能完成遗址表面风化病

害加固

3.3.2 能完成雨蚀病害加固

3.3.1 土的工程性质知识

3.3.2 材料性能知识

3. 4 裂缝

灌浆加固

3.4.1 能完成裂缝充填注浆加

固

3.4.2 能完成裂缝表面封护

灌浆材料性能及加固工艺

3.5 锚固

3.5.1 能用土钉对土遗址开裂

病害进行锚固

3.5.2 能用常规锚杆对土遗址

裂缝病害进行锚固与封护

土遗址锚固技术

3.6 夯补砌

筑

3.6.1 能用夯补技术对土遗址

进行夯土修补

3.6.2 能用砌筑技术对土遗址

进行修补

夯补和砌筑工艺要求

4.

试

验

操

作

4. 1 室内

试验

4.1.1 能完成土的物理性质试

验

4.1.2 能完成土的化学性质、水

理性质试验

《土遗址保护试验技术规

范》（WW/T 0039）条款 5.1

4 . 2 现场

试验

4.2.1 能完成防风化现场试验

4.2.2 能完成现场颜色对比试

验

色差、色度知识

5.

档

案

记

录

5. 1 修复

信息记录

5.1.1 能编辑整理保护修复档

案文字资料

5.1.2 能编辑整理保护修复档

案图纸资料、图像资料

《文物保护工程文件文档整

理规范》（WW/T 0024）条款 5、

6

5 . 2 电子

档案制作

5.2.1 能绘制修复图纸

5.2.2 能完成保护修复档案的

整理及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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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 二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现

状

调

查

1. 1 病害

调查

1.1.1 能根据遗址环境及病害

特征分析土遗址病害成因

1.1.2 能依据现状调查的文字

信息及图像信息分析总结土遗址

的保存现状

1.1.1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 50021）条款 3.3、51.1.

2 《干燥类土遗址保护加固工

程设计规范》（WW/T 0038）条

款 4.1

1.1.3《土遗址保护工程勘察

规范》（WW/T 0040）条款 5.2、

6.3、6.4.1

1. 2 建造

材料及工艺

调查

1.2.1 能对建造材料及工艺调

查调查结果进行总结

1.2.2 能对建造材料及工艺调

查调查结果进行分析与评估

土遗址建造工艺

1. 3 修复

史调查

1.3.1 能对修复史调查结果进

行总结

1.3.2 能对修复史调查结果进

行分析与评估

遗址修复史调查和分析评估

知识

1. 4 环境

调查

1.4.1 能完成环境调查结果的

总结

1.4.2 能完成环境调查结果的

分析与评估

1.4.1 环境调查与评估

1.4.2 工程地质条件

2.

本

体

修

复

2.1 脱盐

2.1.1 能按设计要求完成土遗

址脱盐处理

2.1.2 能按设计要求完成土遗

址酥碱病害修复治理

2.1.1 土遗址脱盐工艺

2.1.2 土遗址酥碱病害加固

工艺

2.2 锚固

2.2.1 能完成预应力锚杆的锚

固与封护

2.2.2 能完成预应力锚索的锚

固与封护

锚固加固技术

3.

试

验

操

作

3. 1 室内

试验

3.1.1 能完成测试试样力学性

质试验

3.1.2 能完成试验结果的分析

总结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

T 50123）条款 10、19、21

3. 2 现场

试验

3.2.1 能完成加固措施的工艺

试验

3.2.2 能完成材料的现场适应

性试验

《土遗址保护试验技术规

范》（WW/T 0039）条款 6、7、

8、9、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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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档

案

记

录

4.1 修复信

息记录

4.1.1 能审校保护修复档案文

字资料

4.1.2 能审校保护修复档案图

纸资料、图像资料

审校文字资料、图纸资料、

图像资料知识

4. 2 修复

报告编制

4.2.1 能审校修复图纸

4.2.2 能编写保护修复报告

《干燥类土遗址保护加固工

程设计规范》（WW/T 0038）条

款 7

5.

技

术

管

理

与

培

训

5. 1 施工

方案编制

5.1.1 能编制分部分项工程的

施工方案

5.1.2 能校核分部分项工程的

施工方案

《干燥类土遗址保护加固工

程设计规范》（WW/T 0038）条

款 5、6

5. 2 技术

管理

5.2.1 能进行分部分项工程的

现场管理

5.2.2 能撰写分部分项工程的

技术总结报告

5.2.1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知

识

5.2.2 文物保护工程技术知

识

5. 3 技术

培训

5.3.1 能编写土遗址修复技能

培训大纲和教案

5.3.2 能对三级、四级、五级

文物修复师进行修复操作示范

5.3.1 技能培训大纲

5.3.2 技能培训课程开发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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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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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

状

调

查

1.1 病害调

查

1.1.1 能分析判断土遗址保存

现状

1.1.2 能判断病害发展趋势

病害成因及机理

1.2 风险性

评估

1.2.1 能进行多种病害综合作

用风险评估

1.2.2 能评估赋存环境变化对

遗址的破坏风险

预防性保护理念

2.

本

体

修

复

2.1 修复加

固

2.1.1 能修复加固土遗址掏蚀

和粉化共存病害

2.1.2 能修复加固土遗址片状

剥蚀、酥碱和粉化共存病害

2.1.3 能修复加固土遗址酥碱、

掏蚀和粉化等多种共存病害

2.1.4 能修复加固威胁土遗址

稳定的病害，包括大范围坍塌开

裂、环境地势危险区段的遗址加固

2.1.5 能解决保护修复技术中

的疑难问题

《土遗址保护工程勘察规

范》（WW/T 0040）条款 6.4.7

2.2 土遗址

生物（微生物）

病害防治

2.2.1 能修复加固土遗址动物

病害，如白蚁、黄蜂、地鼠病害

2.2.2 能修复加固土遗址微生

物病害，如苔藓、霉菌等

土遗址生物病害的防治方法

2.3 修复效

果评价

2.3.1 能对修复加固质量进行

评价

2.3.2 能对修复加固技术进行

评价

《文物保护项目评估规范》

（WW/T 0070）

3.

试

验

操

作

3.1 试验结

果评价

3.1.1 能对室内试验结果进行

评价

3.1.2 能对现场试验结果进行

分析与评价

《土遗址保护工程勘察规

范》（WW/T 0040）条款 6.6

3.2 修复工

艺的优化与创

新

3.2.1 能完成灌浆、夯补工具的

优化与创新试验

3.2.2 能完成土遗址修复加固

措施的工艺优化与创新试验

材料、工具改进方法和知识

4.

档

案

记

录

4.1 审核修

复档案

4.1.1 能审核保护修复档案文

字资料

4.1.2 能审核保护修复档案图

纸资料、图像资料

施工文档整理知识

4.2 验收修 4.2.2 能对保护修复档案进行 《文物保护工程文件归档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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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档案 验收

4.2.2 能完成保护修复档案的

评价

理规范》（WW/T 0024）条款 5、

6、7

5.

技

术

管

理

与

培

训

5.1 施工方

案编制

5.1.1 能指导编制分部分项工

程的施工方案

5.1.2 能审核分部分项工程的

施工方案

施工组织管理知识

5.2 技术管

理

5.2.1 能根据病害特点调整优

化修复方案

5.2.2 能根据现场修复情况对

修复效果进行评定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知识

5.3 技术培

训

5.3.1 能对二级/技师及以下级

别人员进行技能培训

5.3.2 能讲授保护修复技术和

修复经验

5.3.3 能编制技能培训计划

5.3.1 文物保护修复要求

5.3.2 培训计划的编写方法

6.

技

术

创

新

与

交

流

6.1 技术创

新

6.1.1 能结合现场需求、通过实

验研究改进修复设备

6.1.2 能结合现场需求、通过实

验研究改进修复工艺

土遗址保护加固的综合性知

识

6.2 技术交

流

6.2.1 能评价修复项目中材料、

工艺的优劣

6.2.2 能推广新设备、新技术、

新工艺

材料性能试验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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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木作文物修复师

3.9.1 五级/初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现

状

调

查

1.1 基本信息调查

1.1.1 能识别主要木作

构件、部件

1.1.2 能测量柱、梁、椽

等较规则形状构件的尺寸

并记录

1.1.3 能识别主要木材

病虫害

1.1.1 木作构件、部

件名称

1.1.2 建筑测量知

识

1.1.3 木材病虫害

知识

1.2 残损和病害调查

1.2.1 能识别木作残损

和病害的类型和表象

1.2.2 能对柱、梁、椽类

构件的残损和病害情况进

行文字记录

1.2.1 残损和病害

的基本知识

1.2.2 柱、梁、椽等

构件的残损和病害记

录要求

1.3 材料调查

1.3.1 能识别松木、杉木

等木作常用木材属种

1.3.2 能根据木构件的

纹路、颜色、气味等判断木

材的属种

1.3.1《文物建筑维

修基本材料 木材》

（WW/T 0051）

1.3.2 木材属性相

关知识

1.3.3 文物建筑常

用木材的识别知识

2.

修

复

材

料

制

备

与

工

具

设

备

选

用

维

护

2.1 材料的使用与制备

2.1.1 能使用木工工具

加工木材规格料

2.1.2 能正确码放、保存

木材规格料

2.1.3 能使用骨胶、乳胶

等黏结剂对柱、梁、枋、檩

等构件进行剔补、粘接

2.1.1 木材规格料

的尺寸规格

2.1.2木材规格料的

保存方法

2.1.3 骨胶、乳胶等

黏结剂的性能和适用

范围

2.2 工具使用与制作

2.2.1 能制作安装斧把、

凿把等

2.2.2 能用粗磨石开刃，

能用细磨石磨斧刃、凿刃

2.2.3 能用铁、藤、牛皮

绳等盘凿箍

2.2.4 能使用刨、锯、凿、

铲、斧等木工工具

2.2.1 斧把、锤把、

凿把等的制作、安装方

法

2.2.2 安全生产、安

全生产防护常识

2.2.3 木作工具刃

部磨制方法

2.2.4 盘凿箍的方

法

2.2.5 刨、锯、凿、

铲、斧等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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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

体

修

复

3.1 识读图纸

3.1.1 能识别木作线型

符号和文字标注

3.1.2 能识读施工图纸

上门、窗等简单标识

3.1.1 木作线型符

号和文字的含义

3.1.2 门、窗施工图

纸的识读知识

3.2 制作样板

3.2.1 能对柱、檩等简单

木构件放样

3.2.2 能对放好线的样板

进行加工

3.2.1 木结构基础

知识

3.2.2 柱、檩构件划

线、样板制作方法

3.3 加工制作及安装

3.3.1 能制作安装以一

马三枪、正搭正交芯屉为代

表的风门、槅扇、槛窗等

3.3.2 能制作安装正身

部位的椽望、连檐等构件

3.3.1 木作操作基

本知识

3.3.2 木作加工安

装的一般流程和要求

3.3.3 木作榫卯的

制作方法和连接知识

3.3.4 一马三枪、正

搭正交等芯屉的制作

方法

3.4 门、窗修复

3.4.1 能对残损缺失的

门窗构件进行剔补、补配

3.4.2 能整体修复以一

马三枪、正搭正交芯屉为代

表的风门、槛窗、槅扇等

3.4.1 木作修复基

本知识

3.4.2 风门、槛窗、

槅扇等修复方法

4.

档

案

记

录

4.1 记录归档

4.1.1 能记录局部修复

过程

4.1.2 能将修复过程的

记录文字整理为电子文件

资料

4.1.1 修复过程记

录要求

4.1.2电子文档的整

理方法

4.2 资料编制
能编写局部修复工作日

志

修复日志的编写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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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 四级/中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现

状

调

查

1.1 基本信息调查

1.1.1 能识别文物建筑

的构造

1.1.2 能测量斗栱、门、

窗等较复杂形体构件、部件

的尺寸并进行记录

1.1.1 文物建筑的

常用榫卯知识

1.1.2古建筑测量方

法

1.2 残损和病害调查

1.2.1 能归纳木作残损和

病害的类型、表象、致因

1.2.2 能对斗栱、门、窗

等构件、部件的残损和病害

情况进行文字记录

1.2.1 残损和病害

的检测报告识读

1.2.2 斗栱、门、窗

等部件的残损和病害

记录要点

1.3 工艺调查

1.3.1 能识别木作工具

1.3.2 能识别柱、梁、椽

等较规则形状构件的工艺

特点

1.3.1 木作工具的

种类和用途

1.3.2 斗栱、柱、梁、

椽等构件的制作步骤

1.4 修复史调查

1.4.1 能识别文物修复

的可辨识性处理方法

1.4.2 能识别已修复构件

的部位

1.4.3 能统计已修复构

件、部件的数量

1.4.1 文物修复的

原则

1.4.2文物修复痕迹

的表象

1.4.3文物修复设计

和施工的文件

2.

修

复

材

料

制

备

与

工

具

设

备

选

用

维

护

2.1 工具使用与制作

2.1.1 能制作大、二、小

锯

2.1.2 能制作大、二、小

刨

2.1.3 能使用各种线刨、

槽刨，起各种线槽

2.1.4 能用料拨拨料

2.1.1 大、二、小锯

的制作方法

2.1.2 大、二、小刨

的制作方法

2.1.3 线刨、槽刨的

使用方法

2.1.4 料拨的使用

方法

2.2 修复材料的使用与

制备

2.2.1 能进行枋、檩、椽

等类构件的选材

2.2.2 能根据不同部位

的枋、檩、椽等类构件进行

制备

2.2.1木构件选材的

国家标准

2.2.2 枋、檩、椽等

类构件的选料要求

2.2.3 不同部位的

枋、檩、椽等类构件的

选料要求

3.

本
3.1 识读图纸

3.1.1 能识读抬梁式、穿

斗式梁架等一般的施工图

3.1.1 抬梁式、穿斗

式梁架施工图的识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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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修

复

3.1.2 能识读图纸尺寸标

注等内容

方法

3.1.2建筑制图知识

3.2 制作样板

3.2.1 能对山花板、博风

板等异形构件放样

3.2.2 能对放好线的样板

进行加工

3.2.1 山花板、博风

板等异形构件的构造

知识

3.2.2 山花板、博风

板等异形构件的拼接

方法

3.3 加工制作及安装

3.3.1 能制作并安装以

步步锦、双交四椀等芯屉为

代表的风门、槛窗、槅扇等

3.3.2 能制作枋、檩等类

构件

3.3.1 木作的加工

制作方法

3.3.2 步步锦、双交

四椀等芯屉的风门、槛

窗、槅扇等的制作方法

3.4 门、窗修复与柱子墩

接

3.4.1 能修复以步步锦、

双交四椀等芯屉为代表的

风门、槛窗、槅扇等

3.4.2 能进行柱子的墩

接

3.4.1 木作修复基

本原则

3.4.2 步步锦、双交

四椀等芯屉的风门、槛

窗、槅扇等的修复方法

3.4.3 墩接柱子的

方法

4.

档

案

记

录

4.1 记录归档

4.1.1 能将修复记录过

程的文字、电子资料、修复

工作日志进行整理、归档

4.1.2 能拍摄修复过程

照片

4.1.1 修复文件档

案的整理归档要求

4.1.2影像采集设备

的使用方法

4.2 资料编制
能编写完整的修复工作

日志



105

3.9.3 三级/高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现

状

调

查

1.1 残损和病害调查

1.1.1 能复核残损和病

害的类型、数量、程度

1.1.2 能根据残损和病

害提出修复建议

1.1.1 残损和病害

的检测报告识读

1.1.2 斗栱、门窗等

构件、部件的残损和病

害修复措施

1.2 构部件安全性能调

查

1.2.1 能进行构件、部件

安全性能初步评估

1.2.2 能对构件、部件的

安全情况进行文字记录，并

配示意图

1.2.1 构件、部件安

全稳定状态识别

1.2.2 构件、部件非

安全稳定状态表象

1.3 工艺调查

1.3.1 能识别斗栱、门窗

等较复杂形体构件、部件的

工艺特点

1.3.1 斗栱、门、窗

等构件、部件的制作步

骤

1.4 修复史调查

1.4.1 能识别已修复构

件、部件的修复工艺

1.4.2 能汇总已修复构

件、部件的数量和修复方法

1.4.1 文物修复的

成效评价原则和方法

1.4.2 文物修复设

计和施工的文件

2.

修

复

材

料

制

备

与

工

具

设

备

选

用

维

护

2.1 工具使用与制作

2.1.1 能制作以单双皮

条线、两柱香线、大小盖凹

面为代表的起线刨

2.1.2 能制作钢丝锯、锛

子

2.1.3 能使用锛子锛砍

原木

2.1.4 能使用钢丝锯锯

板材

2.1.5 能用磨石磨起线

刨刃和锛刃

2.1.6 能用锵子锵钢丝

锯条

2.1.1 起线刨、钢丝

锯、锛子的制作方法

2.1.2 锛子的使用

方法

2.1.3 钢丝锯的使

用方法

2.1.4 起线刨刃、锛

刃的磨制方法

2.1.5 钢丝锯锯条

锵制方法

2.2 修复材料的使用与

制备

2.2.1 能进行门、窗等的

配料

2.2.2 能进行柱、梁等类

构件的选料

2.2.1 门、窗等的配

料要求

2.2.2 柱、梁等类构

件的选料要求

3.

本

体

修

3.1 识读施工图

3.1.1 能识读正身和柱

头部位的斗栱施工图

3.1.2 能识读翼角部位的

施工图

3.1.1 正身和柱头

部位斗栱的构造知识

3.1.2 翼角部位的

构造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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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3.2 制作样板

3.2.1 能进行以正搭正

交、正搭斜交、三交六椀为

代表的槅扇、芯屉放样

3.2.2 能进行以异形花

罩、毗卢帽为代表的装修放

样

3.2.3 能对放好线的样

板进行加工

3.2.1 正搭正交、正

搭斜交等装修形式的

内部构造

3.2.2 装修纹样的

纹饰内涵和表现手法

3.3 加工制作及安装

3.3.1 能制作安装以三

交六椀、冰裂纹为代表的芯

屉的风门、槛窗、槅扇等

3.3.2 能制作安装以一

斗三升、一斗二升为代表的

斗栱

3.3.3 能制作安装正交

角梁、窝角梁等

3.3.4 能制作安装抬梁

式、穿斗式的硬山、悬山梁

架

3.3.1 三交六椀、冰

裂纹芯屉的风门、槛

窗、槅扇的制作方法

3.3.2 斗栱规矩、构

造、比例及制作的基本

知识

3.3.3 抬梁式、穿斗

式梁架的制作方法

3.4 手工雕刻

3.4.1 能描绘几何图案纹

样

3.4.2 能进行平面几何

图案的雕刻

3.4.1 传统图案纹

样的寓意和特点

3.4.2 木雕基本手

法

3.5 工料计算

3.5.1 能进行门、窗等装

修工料的计算

3.5.2 能进行硬山、悬山

梁架的木构件工料计算

3.5.1 工料数量统

计方法

3.5.2 工料计算知

识

3.6 大木加固

3.6.1 能根据整体木构架

残损现状进行加固支撑和

支顶戗杆

3.6.2 能进行大木构件的

抗震加固

3.6.1 木结构抗震

和力学基础知识

3.6.2 木结构抗震

整体加固施工方法

4.

档

案

记

录

4.1 记录归档

4.1.1 能对修复记录文

字、影像资料进行整理、总

结

4.1.2 能审核修复记录

4.1.1 记录档案资

料的整理方法

4.1.2 修复记录的

审核要求

4.2 资料编制
能编写修复工艺技术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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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 二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现

状

调

查

1.1 残损和病害调查

1.1.1 能分析残损和病

害的原因

1.1.2 能提出残损和病

害的专项修复意见

1.1.3 能编写现状调查报

告

1.1.1 残损和病害

检测报告结论与建议

的甄别

1.1.2 残损和病害

的修复原则与措施

1.1.3 现状调查报

告编写方法

1.2 工艺调查

1.2.1 能根据历史信息

和木构件的材料、工艺特

征，初判其时代和价值

1.2.2 能识别木作的工艺

特点

1.2.1 木作工艺的

时代特征和价值内涵

1.2.2 木作的制作

与安装方法

1.3 修复史调查

1.3.1 能鉴别已修复构

件、部件的添加材料

1.3.2 能检查已修复构

件、部件的安全稳定程度

1.3.1 木构件安全

稳定性知识

1.3.2 文物修复实

施方案

2.

修

复

材

料

制

备

与

工

具

设

备

选

用

维

护

2.1 工具使用与制作

2.1.1 能制作总丈杆、分

丈杆

2.1.2 能使用线坠、水平

仪等测量工具进行现场测

量

2.1.3 能制作斜刀、大/

小圆刀、正/反口刀、大/小

扁铲、大/小斜凿等雕刻工

具

2.1.1 丈杆排放方

法

2.1.2 线坠、水平

仪等测量工具的使用

方法

2.1.3 木作雕刻刀

的制作方法

2.2 修复材料的使用与

制备

2.2.1 能进行楠木、柏木

等特殊木材的选料

2.2.2 能进行梁架、斗

栱、翼角等的配料

2.2.1 楠木、柏木的

材料性能、力学性能

2.2.2 梁架、斗栱、

翼角等的配料要求

3.

本

体

修

复

3.1 制作样板

3.2.1 能进行斗栱放样

3.2.2 能进行翼角部位

放样

3.2.3 能对放好线的样

板进行加工

3.2.1 斗栱和翼角

部位的规矩、构造、比

例关系

3.2.2 斗栱和翼角

部位与其他相连构件、

部件的构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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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加工制作及安装

3.2.1 能制作安装斗栱

3.2.2 能制作安装翼角

3.2.3 能制作安装六角、

翼角椽、八角翼角椽等

3.2.4 能制作安装以歇

山、庑殿、攒尖等为代表的

建筑梁架

3.2.1 斗栱的制作、

安装方法

3.2.2 翼角的制作、

安装方法

3.2.3 歇山、庑殿、

攒尖等梁架的制作、安

装方法

3.3 手工雕刻

3.3.1 能描绘图案纹样

3.3.2 能进行裙板、绦环

板上以云盘线、如意线等为

代表的一般手工雕刻

3.3.1 木雕基本手

法

3.3.2 云盘线、如意

线等雕刻方法

3.4 铁活加固

3.4.1 能进行大木构件

的局部铁活加固

3.4.2 能进行整体梁架修

复的铁活加固

3.4.1 柱、梁、檩等

构件的加固铁活名称

和功能

3.4.2 整体梁架修

复的铁活加固方法

4.

档

案

记

录

4.1 记录归档 能审核档案资料

4.2 资料编制 能编写修复报告

5.

技

术

管

理

和

培

训

5.1 实施方案编制

5.1.1 能独立编制木作

修复实施方案

5.1.2 能绘制节点详图

5.1.1 方案的制定

原则和方法

5.1.2 节点的构造

和绘制方法

5.2 技术管理

5.2.1 能对翼角、翘飞、

角梁、斗栱等木构件的工料

进行计算

5.2.2 能按照方案组织

施工

5.2.3 能合理调配和其

他工种的衔接

5.2.1 木作工料的

构成和费用计算方法

5.2.2 施工管理知

识

5.3.3 木作特殊部

位和难做节点的处理

方法

5.2.4 泥瓦作、石

作、油漆作、彩画作的

工艺常识

5.3 技术培训

5.3.1 能在施工现场进

行实际操作指导

5.3.2 能收集和分析培

训需求信息

5.3.3 能按计划开展培

训

5.3.1 木作及其修

复理论

5.3.2 木作及其修

复操作的程序和质量

要求

5.3.3 培训需求信

息收集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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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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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

状

调

查

1.1 病害和残损调查

1.1.1 能分析判断残损

和病害的发展趋势

1.1.2 能提出残损和病

害的综合修复建议

1.1.1 残损和病害

发展趋势的分析方法

1.1.2 残损和病害

修复原则与措施

1.2 修复史调查
1.2.1能综合分析历次修

复状况、提出修复措施

1.2.1 修复史信息

收集与分析方法

2.

本

体

修

复

2.1 制作样板

2.1.1 能制作雀替、圆雕

花板、冰裂纹芯屉等装修样

板

2.1.2 能绘制木作工程

中的节点、构件的大样图

2.1.1 雀替、圆雕花

板、冰裂纹芯屉等放样

板的制作方法

2.1.2 木作节点图

和大样图的绘制方法

2.2 加工制作及安装

2.2.1 能制作、安装圆

形、多边形藻井

2.2.2 能制作、安装复合

型建筑木构架

2.2.1 圆形、多边形

藻井的制作、安装方法

2.2.2 复合型建筑

的制作、安装方法

2.3 手工雕刻

2.3.1 能描拓纹样图案

2.3.2 能进行三浮云、荷

叶墩、垂花头、牌楼花板、

雀替花牙子等木雕的制作

2.3.1 纹样图案的

吉祥寓意和时代特征

2.3.2 木雕技法

2.4 校正梁架

2.4.1 能对梁架局部进

行打牮拨正和托梁换柱

2.4.2.能够对梁架整体

进行校正纠偏

2.4.1 打牮拨正和

托梁换柱的操作步骤

及要求

2.4.2 整体梁架构

造知识

3.

管

理

和

培

训

3.1 审核实施方案

3.1.1 能审核修复实施

方案和修复报告

3.1.2能绘制修复施工图

样

3.1.1 修复方案的

评判依据

3.1.2 修复图样的

绘制方法

3.2 技术管理

3.2.1 能编写木作工程

施工组织计划

3.2.2 能审核工料计划

表并提出优化建议

3.2.1 木作施工技

术规程

3.2.2 工料定额计

算方法

3.3 技术培训

3.3.1 能进行实际操作

指导，传授修复技术

3.3.2能编写木作技能培

训讲义

3.3.1 培训内容的

选择依据

3.3.2 讲义的编写

方法

4. 4.1 技术创新 4.1.1 能在木构件、部件 4.1.1 木作施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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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术

创

新

与

交

流

修复过程中，评估、判断新

材料、新工艺、新技术、新

设备的适用性

术难点的措施处理方

法

4.1.2 木作新材料、

新工艺、新技术、新设

备的相关知识

4.2 技术交流

4.2.1 能在专业学术会

议上进行技术交流

4.2.2 能撰写专项技术

论文

4.2.1 专业学术交

流的基本要求

4.2.2 撰写论文的

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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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泥瓦作文物修复师

3.10.1 五级/初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现

状

调

查

1.1 基本信息调查
能按类型测量并记录砖、

瓦的尺寸

1.1.1 砖、瓦尺寸类

型常识

1.1.2 砖、瓦尺寸测

量记录方法

1.2 病害调查
能识别屋面、墙体、地面

的常见病害

屋面、墙体、地面常

见病害形式

1.3 本体材料调查

1.3.1 能识别砖、瓦、灰

的基本种类

1.3.2 能识别砖、瓦的基

本造型

1.3.1 砖、瓦、灰的

基本种类知识

1.3.2 砖、瓦的基本

造型知识

2.

修

复

材

料

制

备

与

工

具

设

备

选

用

维

护

2.1 工具使用与制作

2.1.1 能使用瓦刀、灰

板、抹子、尺板、砍斧等工

具

2.1.2 能校对砍砖用制

子

2.1.3 能清理灰板、抹子

的灰迹

2.1.1 泥瓦作常用

工具的使用方法

2.1.2 制子校对方

法

2.1.3 灰板、抹子的

灰迹清理方法

2.2 修复材料的使用与

制备

2.2.1 能进行丝缝墙、淌

白墙的砖料加工制作

2.2.2 能进行生石灰浆、

老浆灰、素灰、夹垄灰、青

浆等简单灰浆的调配

2.2.1 丝缝墙、淌白

墙的砖料加工方法

2.2.2 生石灰浆、老

浆灰、素灰、夹垄灰、

青浆的调配方法

3.

本

体

修

复

3.1 屋面苫背、�瓦

3.1.1 能进行墙帽苫背、

金刚墙苫小背、瓦墙帽瓦等

一般屋面的苫背

3.1.2 能进行望板勾板

缝与苫抹护板灰

3.1.3 能进行屋面清垄

3.1.1 泥瓦作苫背、

�瓦工艺

3.1.2 古建筑屋面、

墙体构造知识

3.2 墙体砌筑

3.2.1 能进行糙砖墙、碎

砖墙等简单墙体的砌筑

3.2.2 能用纸筋灰、砂子

灰、月白灰、红麻刀灰进行

3.2.1 糙砖墙、碎砖

墙砌筑方法

3.2.2 纸筋灰、砂子

灰、月白灰、红麻刀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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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灰 抹灰做法

3.3 地面铺墁

3.3.1 能用方砖或城砖

铺墁十字缝地面

3.3.2 能进行三合土地

面的夯筑

3.3.1 十字缝地面

铺墁做法

3.3.2 三合土地面

的夯筑方法

4.

档

案

记

录

4.1 记录归档

4.1.1 能记录局部修复

过程

4.1.2 能将修复过程记

录文字整理为电子文件资

料

4.1.1 修复过程记

录要求

4.1.2 电子文档的

整理方法

4.2 资料编制
能编写局部修复工作日

志

修复日志的编写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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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2 四级/中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现

状

调

查

1.1 基本信息调查

1.1.1 能识别砖、瓦、灰

等材料的种类

1.1.2 能识别砖、瓦、灰

等材料的规格

砖、瓦、灰等材料的

种类和规格知识

1.2 病害调查
能认知屋面、墙体、地面

的病害类型

屋面、墙体、地面常

见病害类型知识

1.3 本体材料调查
能判断砖、瓦、灰的质量

优劣

砖、瓦、灰的种类及

质量要求

2.

修

复

材

料

制

备

与

工

具

设

备

选

用

维

护

2.1 工具使用与制作

2.1.1 能制作抹灰用灰

板、抹子、尺板、木敲手

2.1.2 能使用担子板（靠

尺）、水平尺、线坠进行测

量

2.1.1 灰板、抹子、

尺板和木敲手的制作

方法

2.1.2 担子板（靠

尺）、水平尺、线坠等

工具的使用方法

2.1.3 安全生产常

识、安全生产防护知识

2.2 修复材料的使用与

制备

2.2.1 能进行干摆墙砖、

墁地陡板砖、方砖、柳叶砖

等一般砖料的加工制作

2.2.2 能进行月白灰、包

金土浆、中麻刀灰等一般灰

浆的调配

2.2.1一般砖料的加

工方法

2.2.2九浆十八灰的

调配方法

3.

本

体

修

复

3.1 样板制作 能制作砍砖用的制子
砍砖制子的制作方

法

3.2 屋面苫背、�瓦

3.2.1 能进行卷棚硬山

等一般屋面的�瓦

3.2.2 能进行屋面的查

补整修

3.2.1 硬山顶屋面

构造

3.2.2 卷棚硬山�

瓦方法

3.2.3 屋面查补整

修方法

3.3 墙体砌筑

3.3.1 能进行硬山墀头、

干摆墙、丝缝墙、淌白墙或

空斗墙、冰盘檐、真假硬顶

墙帽等一般墙体的砌筑

3.3.2 能发糙砖平券或

木梳背券

3.3.1 墙体墀头构

造做法

3.3.2 砖券的构造

做法

3.3.3 淌白墙及空

斗墙的砌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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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能进行墙体下碱

的剔补

3.3.4 冰盘檐、真假

硬顶墙帽的砌筑方法

3.3.5 墙体下碱的

剔补方法

3.4 地面铺墁

3.4.1 能进行陡板地面、

柳叶地面、方砖地面细墁等

一般地面铺墁

3.4.2 能进行糙墁地面

整修

3.4.1 泥瓦作地面

细墁做法

3.4.2 糙墁地面的

整修方法

4.

档

案

记

录

4.1 记录归档

4.1.1 能将修复记录过

程的文字、电子资料、修复

工作日志整理归档

4.1.2 能拍摄修复过程

照片

4.1.1 修复文件档

案的整理归档要求

4.1.2影像采集设备

的使用方法

4.2 资料编制
能编写完整的修复工作

日志

《文物建筑工程资

料管理规程（试行）》

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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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3 三级/高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现

状

调

查

1.1 病害调查
能根据屋面、墙体、地面

病害类型初步判断成因

屋面、墙体、地面病

害成因知识

1.2 本体材料调查

1.2.1 能识别砖、瓦的时

代特征

1.2.2 能识别砖、瓦的历

史信息

砖、瓦材料的各历史

时期的时代特征

1.3 本体工艺调查

1.3.1 能识别屋面、墙

体、地面的基本工艺做法

1.3.2 能识别历次修复

区域与范围

屋面、墙体、地面的

一般工艺做法

2.

修

复

材

料

制

备

与

工

具

设

备

选

用

维

护

2.1 工具使用与制作
能制作錾子、煞刀、墩锤、

阳阴角抿子、扁子、刃子

錾子、煞刀、墩锤、

阳阴角抿子、扁子、刃

子等工具制作方法

2.2 修复材料的使用与

制备

2.2.1 能进行油灰、黑矾

水等复杂灰浆的调制

2.2.2 能进行砖檐砖、脊

料砖、异形砖等复杂砖料的

加工

2.2.1 油灰、黑矾水

的特性、用途、调制方

法

2.2.2 砖檐砖、脊料

砖、异形砖的砍磨方法

3.

本

体

修

复

3.1 识读图纸
能识读地面、墙体、屋面

修复施工图纸

泥瓦作施工图纸的

识读方法

3.2 样板制作

能制作弧形树池子牙子

砖、八字砖、砖头砖、混砖、

枭砖、炉口砖等一般的样板

各类异形砖样板制

作规制

3.3 屋面苫背、�瓦

3.3.1 能进行小式攒尖

屋顶、圆亭、歇山、硬山、

过垄脊等复杂屋面的�瓦

3.3.2 能进行屋面捉节

加垄

3.3.1 各类屋面�

瓦做法

3.3.2 屋面捉节加

垄工艺技术

3.4 墙体砌筑
3.4.1 能进行龟背墀头

等复杂墙体的砌筑

3.4.1 龟背墀头的

砌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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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能进行鸡嗉檐、披

水檐、菱角檐、砖瓦檐、道

僧帽、宝顶盒、馒头顶、兀

脊顶、鹰不落顶等复杂墙体

的砌筑

3.4.3 能进行残损抹灰

墙面的修补

3.4.2 砌筑工艺方

法

3.4.3 抹灰墙面修

补方法

3.5 地面铺墁

3.5.1 能进行城砖斜柳

叶、人字纹、条砖斜墁、八

方锦地面、甬路三五交叉龟

背锦、一封书、褥子面、方

砖甬路、条砖海墁等复杂地

面的铺墁

3.5.2 能铺装卵石路（石

子路）

3.5.3 能整修细墁地面

3.5.1 各类地面铺

墁做法

3.5.2 各种地面形

式的排砖方法

3.5.3 卵石路（石子

路）的铺装做法

3.5.4 细墁地面整

修方法

4.

档

案

记

录

4.1 记录归档

4.1.1 能对修复记录文

字、影像资料进行整理与总

结

4.1.2 能审核修复记录

4.1.1 记录档案资

料的整理方法

4.1.2 修复记录的

审核要求

4.2 资料编制
能编写修复工艺技术流

程

修复工艺技术流程

的编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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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4 二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现

状

调

查

1.1 病害调查

1.1.1 能分析瓦面、墙

体、地面病害的成因

1.1.2 能分析瓦面、墙

体、地面病害的影响因素

瓦面、墙体、地面病

害的影响因素

1.2 本体工艺调查

1.2.1 能识别琉璃瓦面、

布�瓦面，青灰背、月白灰

背、锡背、焦碴背等屋面工

艺做法特征

1.2.2 能识别各种墙体、

地面的工艺作法

1.2.3 能识别已修复构

件的修复工艺

1.2.1 屋面、墙体、

地面的工艺作法知识

1.2.2《文物建筑维

修基本材料 青瓦》

（WW/T 0050）

1.2.3《清代官式建

筑修缮材料 琉璃瓦》

（WW/T 0073）

1.2.4《文物建筑维

修基本材料 青砖》

（WW/T 0049）

2.

修

复

材

料

制

备

与

工

具

设

备

选

用

维

护

2.1 工具使用与制作

2.1.1 能制作砖雕雕刻

刀

2.1.2 能使用雕刻刀进

行砖料雕刻

2.1.3 能用磨刀石对砖

雕雕刻刀磨刃

2.1.1 雕刻刀制作

方法

2.1.2 雕刻刀磨刃

方法

2.2 修复材料的使用与

制备

2.2.1 能进行天盘、天

混、面筋条圭角、耳子砖、

砖斗拱、三岔头等复杂砖料

的加工

2.2.2 能进行影壁、须弥

座、匾额、透风等复杂砖雕

的制作

2.2.1 各种砖料的

制备方法

2.2.1 砖雕图案知

识

2.2.3 砖雕制作方

法

3.

本

体

修

复

3.1 补配修复样板制作

能制作镐楔砖、须弥座、

博缝头、马蹄磉、线枋子等

复杂的补配修复样板

各类补配修复样板

的制作方法

3.2 屋面苫背、�瓦

3.2.1 能进行多层十字

歇山顶等复杂屋面形式的

�瓦、挑脊

3.2.2 能进行残损掉釉

3.2.1 多层十字歇

山顶等复杂屋面形式

的�瓦、挑脊方法

3.2.2 残损掉釉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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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构件的修复 璃构件的修复方法

3.3 墙体砌筑

3.3.1 能进行细作垛头

或墀头、漏窗、装饰线等复

杂墙体的砌筑

3.3.2 能砌筑异形的细

作砖券

3.3.1 异形砌体、琉

璃砌体及特殊砌体的

做法

3.3.2 异形砖券的

细作砌筑方法

3.4 地面铺墁
能进行金砖地面的挖补、

修整

金砖地面的挖补、修

整方法

4.

档

案

记

录

4.1 记录归档 能审核修复档案资料
修复档案资料的评

判标准

4.2 资料编制 能编写修复报告

5.

技

术

管

理

和

培

训

5.1 方案编制

5.1.1 能编制修复实施

方案

5.1.2 能绘制分部分项

修复节点图

5.1.1 修复实施方

案的制定原则与方法

5.1.2 节点图的绘

制方法

5.2 技术管理

5.2.1 能进行修复的工

料计算

5.2.2 能按照修复实施

方案组织施工

5.2.3 能与木作、石作、

油漆作、彩画作进行基本的

实操工序交接与合作

5.2.1 工料构成及

费用计算方法

5.2.2 施工管理知

识

5.2.3 特殊部位及

难节点处理方法

5.2.1 木作、石作、

油漆作、彩画作等专业

基本知识

5.3 技术培训

5.3.1 能对三级/高级工

及以下级别人员进行理论

指导

5.3.2 能在施工现场对

三级/高级工及以下级别人

员进行实际操作指导

5.3.3 能收集和分析培

训需求信息

5.3.4 能按照培训计划

进行培训工作

培训需求信息收集

和分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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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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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

状

调

查

1.1 病害调查 能编制现状调查报告
现状调查报告编制

方法

1.2 本体工艺调查

1.2.1 能根据历史信息

和砖、瓦等材料、工艺特征

判断其时代和价值

1.2.2 能识别已修复区

域的安全稳定程度

屋面、墙体、地面的

安全稳定判定原则

2.

本

体

修

复

2.1 屋面苫背、�瓦

2.1.1 能进行屋面的局

部揭瓦

2.1.2 能进行残损脊饰

件的修复

2.1.3 能进行屋面脊饰

件灰塑的修复

2.1.1 屋面局部揭

瓦方法

2.1.2 残损脊饰件

的修复方法

2.1.3 屋面脊饰件

灰塑的修复方法

2.2 墙体砌筑
能进行影壁、砖雕等墙体

的修复与加固

砖雕类墙体的修复

方法

2.3 地面铺墁

2.3.1 能进行卵石路（石

子地）的放样

2.3.2 能进行异形地面

的排砖

2.3.3 能进行残损卵石

路（石子地）的局部修补

2.3.1 卵石路（石子

地）的放样方法

2.3.2 异形地面的

排砖方法

3.

技

术

管

理

和

培

训

3.1 方案编制

3.1.1 能审核并评价修

复实施方案

3.1.2 能绘制修复施工

图

3.1.3 能审核修复报告

3.1.1 修复实施方

案的评判标准

3.1.2 修复施工图

的绘制方法

3.1.3 修复报告的

评判标准

3.2 技术管理

3.2.1 能审核修复的施

工图

3.2.2 能编制修复竣工

报告

3.2.1 泥瓦作施工

测量的基本知识

3.2.2 古建筑文物

保护相关规定

3.3 技术培训

3.3.1 能对二级/技师及

以下级别人员进行实际操

作指导

3.3.2 能对二级/技师及

以下级别人员进行理论指

导

3.3.3 能根据业务需求

3.3.1 培训内容的

选择依据

3.3.2 培训计划的

主要内容

3.3.3 讲义的编写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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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培训计划和方案

3.3.4 能讲授文物修复

原理和修复技术

3.3.5 能编写文物修复

培训讲义

4.

技

术

创

新

与

交

流

4.1 技术创新

能在泥瓦作修缮过程中

对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

进行研发和创新

新工艺、新材料、新

设备的相关信息及研

发方法

4.2 学术交流

4.2.1 能在专业学术会

议上进行技术交流

4.2.2 能撰写专项技术

论文

4.2.1 专业研究的

基本方法

4.2.2 撰写论文的

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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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油漆作文物修复师

3.11.1 五级/初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现

状

调

查

1.1 基本信

息调查

1.1.1 能测量地仗病害的面积及深

度

1.1.2 能够拍摄油漆层的整体与局

部照片

1.1.3 能够在现场手工绘制简单油

漆分层示意图

1.1.1 地仗测量方

法

1.1.2 油漆测量方

法

1.2 病害调

查

1.2.1 能识别地仗的病害类型

1.2.2 能识别油皮的病害类型

1.2.3 能识别贴饰的病害类型

1.2.4 能识别涂刷面层的病害类型

1.2.1 地仗的病害

形式分类

1.2.2油皮的病害形

式分类

1.2.3贴饰的病害形

式分类

1.2.4涂刷面层的病

害形式分类

1.3 本体材

料调查

1.3.1 能识别油料的基本类型

1.3.2 能识别灰料的基本类型

1.3.3 能识别贴饰的基本类型

1.3.4 能识别浆料的基本类型

1.3.1 油料的基本

分类

1.3.2灰料的基本分

类

1.3.3贴饰的基本分

类

1.3.4浆料的基本分

类

2.

修

复

材

料

制

备

与

工

具

设

备

选

用

维

2.1 修复材

料的使用与制

备

2.1.1 能打油满，调制血料腻子、大

白腻子

2.1.2 能梳麻、弹麻

2.1.3 能配制各种规格砖灰

2.1.1材料调配方法

及注意事项

2.1.2 梳麻、弹麻操

作方法

2.1.3 砖灰的调配

及存放条件

2.2 工具的

使用与制作

2.2.1 能正确使用挠子、斧子、铁板、

刷子、板子等传统工具

2.2.2 能制作麻梳子

2.2.1 传统工具的

使用方法

2.2.2 油漆作工具

基本维护保养方法

2.2.3 麻梳子制作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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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3.

本

体

修

复

3.1 做地仗

3.1.1 能进行地仗木基层处理

3.1.2 能进行地仗木基层的砍净挠

白、撕缝、楦缝、下竹钉的工艺操作

3.1.3 能进行地仗木基层防腐涂刷

的工艺操作

3.1.4 能进行地仗木基层汁油浆的

工艺操作

3.1.1地仗木基层的

处理方法

3.1.2地仗木基层处

理的质量要求

3.1.3地仗木基层防

腐处理工艺

3.2 油皮涂

饰

3.2.1 能进行头道油和二道油的工

艺操作

3.2.2 能进行椽望头道油涂刷操作

油皮的分级操作工

艺

3.3 灰浆涂

刷

3.3.1 能进行清理基层、找补腻子、

攒磨腻子的基底处理操作

3.3.2 能进行包金土浆、灰浆、红浆、

白浆的涂刷

3.3.3 能进行成品保护操作

3.3.1 基底处理的

操作工艺

3.3.2灰浆涂刷的操

作工艺

3.3.3成品保护的方

法

3.4 修复操

作

3.4.1 能进行第一道油漆残损修复

3.4.2 能进行单皮灰破损地仗残损

修复

3.4.3 能进行修复过程中的防护和

成品保护操作

3.4.1 油漆作修复

基本知识

3.4.2 地仗、油漆操

作工艺及质量要求

3.4.3《古建筑彩画

保护修复技术要求》相

关知识

3.4.4修复过程中的

防护和成品保护规范

4.

档

案

记

录

4.1 记录归

档

4.1.1 能记录局部修复过程

4.1.2 能将修复过程记录文字整理

为电子文件资料

4.1.1 修复过程记

录要求

4.1.2 电子文档的

整理方法

4.2 资料编

制
能编写局部修复工作日志

修复日志的编写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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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 四级/中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现

状

调

查

1.1 基本信息调查

1.1.1 能用取型器、尺子测量

框线和门窗线的尺寸

1.1.2 能识别框线和门窗线

的类型

1.1.1油漆或地仗异

形结构的形状套取方

法及测绘知识

1.1.2框线和门窗线

的类型特征

1.2 病害调查

1.2.1 能分析地仗的病害类

型并记录病害信息

1.2.2 能分析油皮的病害类

型并记录病害信息

1.2.1 地仗病害类

型

1.2.2 油皮病害类

型

1.3 本体材料调查

1.3.1 能判断油料的质量优

劣

1.3.2 能判断灰料的质量优

劣

1.3.1油料质量判定

知识

1.3.2灰料质量判定

知识

1.4 本体工艺调查

1.4.1 能识别单皮灰、一麻五

灰、油皮的工艺做法

1.4.2 能绘制和标注工艺分布

图纸

1.4.1 材料调制方

法及工艺

1.4.2建筑图纸绘制

或标注规范

1.5 修复史调查

1.5.1 能识别历次修复的区

域

1.5.2 能记录并拍摄修复痕

迹

1.5.1修复痕迹调查

方法

1.5.2文物信息记录

方法

2.

修

复

材

料

制

备

与

工

具

设

备

选

用

维

护

2.1 修复材料的使

用与制备

2.2.1 能调配常用颜料光油

2.2.2 能调配单皮灰地仗灰

料

2.2.3 能调配广红浆

2.2.1 颜料光油的

调配方法

2.2.2 地仗灰料的

调配方法和适用范围

2.2.3广红浆调配方

法

2.2 工具的使用与

制作

2.1.1 能正确使用金夹子、麻

轧子、油栓等传统工具

2.1.2 能根据修复对象制作

合适规格的油栓、麻轧子、板子、

金夹子

油漆作工具制作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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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

体

修

复

3.1 做地仗

3.1.1 能制作各类地仗

3.1.2 能进行地仗钻生的工

艺操作

3.1.1地仗的制作方

法、工艺要求及质量标

准

3.1.2地仗钻生的工

艺要求及质量标准

3.2 油皮涂饰

3.2.1 能进行打底工艺操作

3.2.2 能进行罩面工艺操作

3.2.3 能进行搓油工艺操作

3.2.1打底工艺要求

及质量标准

3.2.2罩面工艺要求

及质量标准

3.2.3 搓油工艺要

求及质量标准

3.3 灰浆涂刷

3.3.1 能确认调配灰浆的材

料

3.3.2 能调配粉刷用灰浆

3.3.1各种涂料的性

能、使用部位及调配方

法

3.3.2 灰浆配比及

配制工艺

3.4 修复操作

3.4.1 能进行“一麻五灰”地

仗、“一布四灰”地仗的残损修

复

3.4.2 能进行柱子、槛框油漆

残损的修复

3.4.3 能进行一般的贴金工

艺修复

3.4.1 油漆作工艺

操作流程及质量要求

3.4.2 油漆作常见

质量通病的预防及处

理方法

4.

档

案

记

录

4.1 记录归档

4.1.1 能将修复记录过程的

文字、电子资料、修复工作日志

整理、归档

4.1.2 能拍摄修复过程照片

4.1.1 修复文件档

案的整理归档要求

4.1.2影像采集设备

的使用方法

4.2 资料编制 能编写完整的修复工作日志
修复工艺技术流程

的编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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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 三级/高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现

状

调

查

1.1 病害调查

1.1.1 能根据地仗病害

类型初步判断成因

1.1.2 能根据油漆病害类

型初步判断成因

1.1.1 地仗的病害

成因知识

1.1.2 油漆的病害

成因知识

1.2 本体材料调查

1.2.1 能根据历史信息、

地仗的材料和工艺做法、上

覆彩画等识别其时代特征

1.2.2 能根据历史信息、

油漆的材料和工艺做法、上

覆彩画等识别其时代特征

1.2.1 地仗材料的

各时代特征

1.2.2 油漆材料、彩

画的各时代特征

1.3 本体工艺调查

1.3.1 能识别“一布一麻

六灰”地仗的工艺做法

1.3.2 能识别油、漆、贴

金等工艺做法

1.3.1 地仗的工艺

做法

1.3.2 油、漆、贴金

的工艺做法

1.4 修复史调查

1.4.1 能识别已修复构

件（地仗或油漆）的修复工

艺

1.4.2 能识别已修复构

件的材料构成

1.4.3 能查阅、搜索修复

档案

1.4.1 修复地仗和

油漆的工艺方法

1.4.2 各时期修复

材料特征

1.4.3 修复历史调

查与搜集方法

2.

修

复

材

料

制

备

与

工

具

设

备

选

用

维

护

2.1 修复材料的使用与

制备

2.1.1 能根据颜色需求

调配相应颜料光油

2.1.2 能配制一麻五灰、

二步六灰的地仗材料

2.1.3 能熬制灰油

2.1.4 能配制金浆、打金

沫、打净满

2.1.5 能配制粘接材料

2.1.1 颜料光油的

调配方法

2.1.2 一麻五灰、二

步六灰的地仗材料调

配方法

2.1.3 灰油熬制方

法

2.1.4 金浆配制方

法

2.1.5 打金沫、打净

满的操作方法和注意

事项

2.1.6 粘接材料的

种类、效果和配制方法

2.2 工具的使用与制作

2.2.1 能制作各种类型

竹轧子

2.2.2 能用牛角刀进行压

2.2.1 竹轧子的制

作方法

2.2.2 牛角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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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操作 方法

3.

本

体

修

复

3.1 做地仗

3.1.1 能进行地仗轧线

工艺操作

3.1.2 能梳理地仗操作

流程

3.1.3 能处理地仗基底

的各种瑕疵

3.1.4 能处理地仗操作

中的工艺问题

3.1.1 旧地仗处理

操作技法

3.1.2 轧线的操作

技法

3.1.3 地仗操作流

程

3.1.4 防腐材料识

别

3.1.5 防腐处理工

艺

3.2 油皮涂饰

3.2.1 能进行油皮的贴

金、扫金、埿金、烫蜡工艺

操作

3.2.2 能进行三油一光工

艺操作

3.2.3 能梳理油皮操作

流程

3.2.1 贴金、扫金、

埿金、烫蜡的工艺要求

3.2.2 三油一光的

工艺要求

3.2.3 油皮操作流

程

3.3 修复操作

3.3.1 能对带雕刻的残

损部位进行地仗、油漆、扫

金、贴金修复

3.3.2 能进行残损线口

的修复、旧地仗清理、回帖、

找补、随色

3.3.3 能梳理修复操作

流程

3.3.1 线口修复方

法

3.3.2 带雕刻的油

漆修复方法

3.3.3 旧地仗回帖

方法

3.3.4 传统工具的

使用方法

3.3.5 修复操作流

程

4.

档

案

记

录

4.1 记录归档

4.1.1 能对修复记录文

字、影像资料进行整理、总

结

4.1.2 能审核修复记录

4.1.1 记录档案资

料的整理方法

4.1.2 修复记录的

审核要求

4.2 资料编制
能编写修复工艺技术流

程

修复工艺技术流程

的编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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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4 二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现

状

调

查

1.1 病害调查

1.1.1 能分析地仗病害

对文物本体产生的影响

1.1.2 能分析油皮病害对

文物本体产生的影响

1.1.3 能判断地仗基底的

稳定程度

1.1.4 能编写病害报告和

修复处理方案

1.1.1 地仗的病害

影响

1.1.2 油皮的病害

影响

1.1.3 检测工具的

使用方法

1.1.4 检测报告的

编写方法与解读方法

1.1.5 病害修复方

法与修复处理方案的

编写方法

1.2 本体工艺调查

1.2.1 能识别地仗材料

的时代特征，并编写调查报

告

1.2.2 能识别油漆材料

的时代特征，并编写调查报

告

1.2.1 地仗不同时

期的材料和工艺做法

1.2.2 油漆不同时

期的材料和工艺做法

1.2.3 调查报告编

写方法

1.3 修复史调查

1.3.1 能确认修复对象

的材料及安全稳定程度

1.3.2 能对修复史调查结

果进行总结归纳

1.3.1 地仗和油漆

的安全评估方法

1.3.2 资料汇总和

文物记录文件编制规

范

2.

修

复

材

料

制

备

与

工

具

设

备

选

用

维

护

2.1 修复材料的使用与

制备

2.1.1 能熬制光油、金胶

油

2.1.2 能发制血料

2.1.3 能制备漆

2.1.4 能选用和配制清

理、回帖等修复材料

2.1.1 熬制光油的

配比、工艺及注意事项

2.1.2 血料发制方

法

2.1.3 漆的制备方

法

2.1.4 修复材料的

性能、效果及配制方法

2.2 工具的使用与制作

2.2.1 能修整和使用竹

轧子

2.2.2 能制作和使用羊毛

漆推光刷

2.2.3 能制作扫金用安金

笔

2.2.1 竹轧子的修

整和使用方法

2.2.2 羊毛刷制作

和使用方法

2.2.3 安金笔的制

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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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

体

修

复

3.1 油漆涂饰

3.1.1 能进行油漆高等

级木材的着色及烫蜡

3.1.2 能进行光油颜色的

调配

3.1.3 能根据气候条件确

定油漆作各道工艺的实施

时间节点

3.1.1 油漆高等级

木材的着色及烫蜡工

艺

3.1.2 光油颜色调

配知识

3.1.3 油漆作各道

工艺实施的气候要求

3.2 带雕刻的油漆操作
能进行带雕刻部位的扫

青、扫绿、做字工艺操作

3.2.1 带雕刻区域

的扫青、扫绿、做字做

法工艺

3.2.2 带雕刻的修

复条件与技术要求

3.3 修复操作

3.3.1 能进行油漆各层

残损部位的修复

3.3.2 能进行油漆中的补

金、扫金、泥金残损部位的

修复

3.3.3 能判定修复质量及

效果

3.3.4 能处理修复材料与

旧材料的衔接

3.3.1 漆片修复方

法

3.3.2 贴金、补金、

扫金、泥金修复方法

3.3.3 修复材料与

旧材料的衔接方法

4.

档

案

记

录

4.1 记录归档 能审核修复档案资料
修复档案资料的评

判标准

4.2 资料编制 能编写修复报告
修复报告的编写方

法

5.

技

术

管

理

和

培

训

5.1 修复方案编制

5.1.1 能编制油漆作文

物修复方案

5.1.2 能根据现状以其调

查报告修订修复方案

5.1.1 方案的制定

原则与方法

5.1.2《文物建筑修

缮施工组织设计编制

规程》相关知识

5.2 技术管理

5.2.1 能进行油漆修复

的工料计算

5.2.2 能按照修复施工

方案组织实施专项施工

5.2.3 能与相关专业进

行实操工序衔接

5.2.1 油漆工料构

成计算方法

5.2.2 专项施工管

理知识

5.2.3 油漆特殊部

位及复杂节点处理方

法

5.3 技术培训

5.3.1 能对三级/高级工

及以下级别人员进行理论

指导

培训需求信息收集

和分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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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能在施工现场对

三级/高级工及以下级别人

员进行实际操作指导

5.3.3 能收集和分析培

训需求信息

5.3.4 能按照培训计划

进行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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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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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

状

调

查

1.1 判定现状调查

文件的真实性

审核现状调查文件资料和图纸

内容，并结合分项修复方案，对

综合方案进行评估

识读文物建筑保

护项目分项修复方

案

1.2 判定现状调查

文件的准确性

根据评估结果调整、修改现状调

查报告

文物现状调查文件

编制规程

2.

本

体

修

复

2.1 带雕刻的油

漆操作

2.1.1 能进行带复杂雕刻的油

漆工艺的操作，并根据木材质地进

行清水、堆灰制作

2.1.2 能进行“黑推磨漆”油漆

工艺操作

2.1.1 清水、堆灰制

作工艺操作方法

2.1.2“黑推磨漆”

工艺操作方法

2.2 修复操作

2.2.1能进行残损带雕刻的文字

拓字、刻字、堆字，以及木胎字的

修复

2.2.2 能进行“黑推磨漆”油漆

修复

2.2.1 残损带雕刻

的文字修复工艺

2.2.2 刮漆工艺

2.2.3 “黑推磨漆”

工艺的颜色调配

3.

技

术

管

理

和

培

训

3.1 方案编制

3.1.1 能撰写修复报告并总结

修复工序及工艺流程

3.1.2 能审核修复报告

文物修复相关法律、

法规

3.2 技术管理

3.2.1 能提出油漆作修复质量

深度要求

3.2.2能评定油漆作修复方案的

可行性

3.2.3 能对质量、进度进行控制

3.2.1 油漆作修复

技术

3.2.2 古建筑文物

保护相关规定

3.2.3 修复操作质

量、进度控制要点

3.3 技术培训

3.3.1 能在施工现场对二级/技

师及以下级别人员进行实际操作

指导

3.3.2 能对二级及以下级别修

复师进行理论指导

3.3.3 能根据业务需求制定培

训计划和方案

3.3.4 能讲授文物修复原理和

修复技术

3.3.5 能编写文物修复培训讲

义

3.3.1 培训内容的

选择依据

3.3.2 培训计划的

主要内容

3.3.3 讲义的编写

方法

4.

技
4.1 技术创新

4.1.1 在允许范围内，能按要求

对油漆作修复过程中提出新材料、

4.1.1 油漆作修复

技术难点的处理措施



131

术

创

新

与

交

流

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进行创新

研发

4.1.2 能对新材料、新工艺、新

技术、新设备进行试验和应用

4.1.2 油漆作修复

过程中新材料、新工

艺、新技术、新设备的

相关信息

4.2 技术交流

4.2.1 能进行油漆作修复技术

交流和技术推广

4.2.2 能撰写专业技术论文

4.2.1 技术交流的

基本要求

4.2.2 专业技术论

文的撰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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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石作文物修复师

3.12.1 五级/初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现

状

调

查

1.1 基本信息调查

1.1.1 能测量石构件的

尺寸

1.1.2 能做现状记录

石构件的测量基本

方法

1.2 病害调查

1.2.1 能认知石构件的

常见病害

1.2.2 能在高级修复师指

导下现场辨认病害类型

1.2.1 石构件的常

见病害

1.2.2《可移动文物

病害评估技术规程 石

质文物》（WW/T 0062）

1.3 本体材料调查

1.3.1 能识别常见石材

的基本类型

1.3.2 能熟知常见石材产

地

常见石材的分类

2.

修

复

材

料

制

备

与

工

具

设

备

选

用

维

护

2.1 材料的使用与制备

2.1.1 能使用錾子、扁

子、锤子、斧子等工具

2.1.2 能使用墨斗弹线

石作工具的使用方

法

2.2 工具使用与制作

2.2.1 能选择适配平面

铺装的石材

2.2.2 能选用墙体砌筑的

材料

常见石材的选配知

识

3.

本

体

修

复

3.1 石构件加工制作

3.1.1 能按线进行打荒、

刷道、剁斧等工艺操作

3.1.2 能砌筑块石墙体

3.1.1 石材传统加

工的基本要领

3.1.2 石材表面加

工的基本质量要求

3.2 石构件安装

3.2.1 能进行平面残损石

构件的拆卸

3.2.2 能进行平面石构件

的安装

3.2.1 石构件基本

类型

3.2.2 平面石构件

的安装施工方法

3.2.3 平面石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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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现场放线、抄平基

本知识

3.3 石构件整理、遴选 能进行平面石构件清理
平面石构件的清理

方法

3.4 修复操作
能进行平面石构件非结

构裂缝的修复

平面石构件修复基本

知识、原则

4.

档

案

记

录

4.1 记录归档

4.1.1 能记录局部修复

过程

4.1.2 能将修复过程记

录文字整理为电子文档

4.1.1 修复过程记

录要求

4.1.2 电子文档的

整理方法

4.2 资料编制
能编写局部修复工作日

志

局部修复工作日志

的编写方法



134

3.12.2 四级/中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现

状

调

查

1.1 基本信息调查

1.1.1 能识别文物建筑

常用的四大类石材

1.1.2 能判定文物建筑常

用石材的性能

1.1.1《文物建筑维

修基本材料 石材》

（WW/T 0052）

1.1.2常用石材产地

知识

1.2 病害调查

1.2.1 能识别石构件的典

型病害类型

1.2.2 能辩识设计方案中

的病害图

《馆藏砖石文物病

害与图示》（GB/T

30688）

1.3 本体材料调查

1.3.1 能识别原有构件

与后配构件

1.3.2 能查找石构件上的

文字信息

维修技术方案中相

关内容

1.4 本体工艺调查

1.4.1 能识别石构件刷

道、剁斧等基础加工工艺

1.4.2 能判断石构件连接

方式

中国古建筑瓦石营

造中刷道、剁斧知识

2.

修

复

材

料

制

备

与

工

具

设

备

选

用

维

护

2.1 修复材料的使用与

制备

2.1.1 能从四大类石材

中选用古建筑常用石材

2.1.2 能选择适配两面、

立体构件的石材

2.1.3 能核计榫卯尺寸

2.1.1 四大类石材

相关知识

2.1.2中国古建筑瓦

石营造中材料使用知

识

2.2 工具使用与制作

2.2.1 能根据石材特性

选用适合工具

2.2.2 能根据工艺特征选

用适合工具

石材加工工具使用

方法

3.

本

体

修

3.1 石构件加工制作

3.1.1 能修复素面石构件

3.1.2 能进行线刻构件

的放线

3.1.3 能进行线刻石构

石构件加工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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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件的加工制作

3.2 石构件安装

3.2.1 能进行台明、须弥

座等构件的拆卸

3.2.2 能进行台明、须弥

座等构件的安装

3.2.1 台明、须弥座

等构件的安装施工方

法

3.2.2 石构件安装

操作中平尺、弯尺、卷

尺及平水管的使用方

法

3.2.3 传统灰浆使

用知识

3.3 石构件整理、遴选
能对雕刻类石构件进行

整理、遴选

雕刻类石构件的清

理方法

3.4 修复操作

3.4.1 能对位移的石构

件进行归安

3.4.2 能对开裂的石构

件进行粘接

3.4.1 石构件修复

基本知识、原则

3.4.2 石构件施工

的操作规程及质量标

准

3.4.3 石构件粘接

方法

4.

档

案

记

录

4.1 记录归档

4.1.1 能对修复过程中

的文字记录、电子资料、修

复工作日志进行整理、归档

4.1.2 能对修复过程进

行影像采集

4.1.1 修复文件档

案的整理归档要求

4.1.2影像采集设备

的使用方法

4.2 资料编制
能编写完整的修复工作

日志

修复工作日志的编

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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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3 三级/高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现

状

调

查

1.1 病害调查

1.1.1 能根据石构件病

害类型初步判断原因

1.1.2 能现场相互对应设

计方案中的病害类型

石构件的病害成因

1.2 本体材料调查

1.2.1 能识别石构件的

时代特征

1.2.2 能识别石构件的

历史信息

1.2.1 不同区域石

构件的材料特征

1.2.2 文物建筑年

代鉴定相关知识

1.3 本体工艺调查

1.3.1 能识别石构件雕

刻加工工艺

1.3.2 能分析地域特征

1.3.3 能查明特殊构造连

接方式

1.3.1 不同区域石

构件的工艺特征

1.3.2 中国古建筑

瓦石营造中的雕刻相

关知识

1.4 历次维修调查

1.4.1 能识别历次维修

的范围

1.4.2 能识别历次维修

的内容

《石质文物保护工

程勘察规范》（WW/T

0063）相关知识

2.

修

复

材

料

制

备

与

工

具

设

备

选

用

维

护

2.1 修复材料的使用与

制备

2.1.1 能选择修复的适配

石材

2.1.2 能选择适配雕刻

的石材

2.1.3 能选择修复的适配

灰浆

传统灰浆的调制方

法

2.2 工具使用与制作

2.2.1 能修整錾子、扁

子、锤子、斧子等工具

2.2.2 能修整雕刻工具

錾子、扁子、锤子、

斧子等工具的修整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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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

体

修

复

3.1 石构件加工制作

3.1.1 能进行浅浮雕构

件的放样

3.1.2 能进行浅浮雕石

构件的加工制作

3.1.3 能补配常规石构件

的榫卯

3.1.1 石构件比例

关系及制作基本知识

3.1.2 石构件的标

准加工要求

3.2 石构件安装

3.2.1 能进行立体构件

拆卸

3.2.2 能进行立体构件

安装

3.2.1 石构件安装

保护措施相关知识

3.2.2 立体构件安

装相关知识

3.3 石构件整理、遴选

3.3.1 能对原有石构件进

行整理、分类

3.3.2 能对原有石构件进

行甄别、利用

3.3.1 石构件分类

知识

3.3.2 文物建筑修

缮加固维修技术

3.4 修复操作

3.4.1 能进行素面残缺

的石构件修复

3.4.2 能对沉降的石构

件进行归安

3.4.1 素面残缺的

石构件修复知识

4.

档

案

记

录

4.1 记录归档

4.1.1 能对修复记录文

字、影像资料进行整理、总

结

4.1.2 能审核修复记录

4.1.1 记录档案资

料的整理方法

4.1.2 修复记录的

审核要求

4.2 资料编制
能编写修复工艺技术流

程

修复工艺技术流程

的编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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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4 二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现

状

调

查

1.1 病害调查

1.1.1 能分析石构件病

害产生原因

1.1.2 能判断石构件病

害发展趋势

石构件病害影响的

相关知识

1.2 本体工艺调查

1.2.1 能辨识结构较为

复杂的石牌坊、石塔等建筑

的构造特征

1.2.2 能辨识结构较为复

杂的石牌坊、石塔等建筑的

工艺特点

1.2.1 石牌坊、石塔

等结构较为复杂建筑

的工艺特征知识

1.2.2 文物建筑瓦

石营造中工艺相关知

识

1.3 本体材料调查

1.3.1 能根据石构件的

历史信息，初步判断其时代

1.3.2 能根据石构件的

历史信息，初步判断其价值

1.3.1 文物建筑瓦

石营造中材料相关知

识

1.3.2 文物建筑史

基本常识

1.4 历次维修调查

1.4.1 能辨识历次维修

的材料

1.4.2 能辨识历次维修

的牢固度

2.

修

复

材

料

制

备

与

工

具

设

备

选

用

维

护

2.1 修复材料的使用与

制备

2.1.1 能调制不同工艺要

求的灰浆

2.1.2 能识别选用石材的

缺陷

传统灰浆的调制方

法

2.2 工具使用与制作

2.2.1 能提出特需工具

的制作要求

2.2.2 能修整传统吊装工

具

2.2.1 特需工具的

特点及相关工艺

2.2.2 传统吊装工

具的基本原理

3.

本

体

3.1 石构件加工制作

3.1.1 能制作修复高浮

雕石构件、榫接构件

3.1.2 能补配石构件的特

3.1.1 高浮雕制作

工艺

3.1.2 榫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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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复

殊榫卯

3.2 石构件安装

3.2.1 能进行整体构架

的拆卸

3.2.2 能进行整体构架

的安装

整体构架各构件加

工、安装施工工艺

3.3现场实施工艺流程方

案编制

能制定单项实施工艺流

程方案

3.3.1 施工组织设

计编制方法

3.3.2 文物建筑工

艺流程

3.4 修复操作

3.4.1 能对走闪的石构

件进行归安

3.4.2 能对残损或缺失的

构件进行修复、替换

3.4.3 能进行浮雕刻构

件裂隙的修复

3.4.1 归安石构件

的工艺程序及要求

3.4.2 石构件修复

知识

3.4.3 浮雕刻构件

粘接方法

4.

档

案

记

录

4.1 记录归档 能审核修复档案资料
修复档案资料的评

判标准

4.2 资料编制 能编写修复报告

4.2.1 修复报告编

制要求

4.2.2《石质文物保

护修复档案记录规范》

（WW/T 0012）中相关

内容

5.

技

术

管

理

和

培

训

5.1 技术管理

5.1.1 能进行石构件修

复的工料计算

5.1.2 能按照修复施工

方案组织实施

5.1.3 能与相关专业进

行实操工序衔接

5.1.1 石构件工料

构成计算方法

5.1.2 专项施工管

理知识

5.1.3 石构件特殊

部位及复杂节点处理

方法

5.2 技术培训

5.2.1 能对三级/高级工

及以下级别人员进行理论

指导

5.2.2 能在施工现场对

三级/高级工及以下级别人

员进行实际操作指导

5.2.3 能收集和分析培

训需求信息

5.2.4 能按照培训计划

进行培训工作

培训需求信息收集

和分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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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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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

状

调

查

1.1 病害调查

1.1.1能确认和完善设计

方案中的各种病害

1.1.2能分析石构件病害

产生原因及影响因素

文物建筑修缮技术

知识

1.2 本体材料调查

能根据石构件材料、工艺

特征的历史信息，准确判断

其制作年代及产地

文物建筑修缮技术

知识

1.3 本体工艺调查 能总结工艺特征
文物建筑瓦石营造

技术

1.4 历次维修调查

1.4.1 能判断历次维修

不当的范围

1.4.2能判断历次维修不

当的内容

文物建筑年代鉴定

知识

2.

修

复

材

料

制

备

与

工

具

设

备

选

用

维

护

2.1 修复材料的使用与

制备

2.1.1能调制用于灌浆的

灰浆

2.1.2能选用加固适配的

铁件

2.1.1 灌浆灰浆的

调制方法

2.1.2《文物建筑修

缮工程操作规程 第 1

部分：瓦石作》（DB11/T

889.1）

2.2 工具使用与制作

2.2.1 能创新制作特需

加工工具

2.2.2 能改良传统工具

特需加工工具的制

作方法

3.

本

体

修

复

3.1 石构件加工制作

3.1.1 能修复纹饰复杂

的透雕构件

3.1.2 能修复残损圆雕

构件

透雕、圆雕制作工艺

3.2 石构件安装 能够进行整体构架拨正
石结构构架相关知

识

3.3 修复操作

3.3.1 能进行透雕构件

的修补、粘接

3.3.2 能进行断裂石构

3.3.1 透雕构件粘

接方法

3.3.2《古建筑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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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暗埋销件的操作 结构维修与加固技术

规范》（GB/T 39056）

3.4 现场实施方案编制

3.4.1能制定整体修复实

施工艺、操作流程

3.4.2能编制实施工艺方

案

3.4.1 施工组织设

计编制方法

3.4.2 文物建筑修

缮技术

4.

技

术

管

理

和

培

训

4.1 技术管理

能针对石构件加固修复

技术措施方案，提出合理化

建议

石构件修复系统知

识

4.2 技术培训

4.2.1 能在施工现场对

二级/技师及以下级别人员

进行实际操作指导

4.2.2 能对二级/技师及

以下级别人员进行理论指

导

4.2.3 能根据业务需求

制定培训计划和方案

4.2.4 能讲授文物修复

技术

4.2.1 培训计划

4.2.2 培训要点

5.

技

术

创

新

与

交

流

5.1 技术创新

能在石构件修复过程中

评估并判断新材料、新工

艺、新技术、新设备的适用

性

5.1.1 石构件施工

技术难点的措施处理

方法

5.1.2 石构件新材

料、新工艺、新技术、

新设备的相关知识

5.2 学术交流

5.2.1 能在专业学术会

议上进行技术交流

5.2.2 能撰写专项技术

论文

5.2.1 专业研究的

基本方法

5.2.2 专项技术论

文的撰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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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彩画作文物修复师

3.13.1 五级/初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现

状

调

查

1.1 基本信息调查

1.1.1 能识别彩画的绘

制部位

1.1.2 能识别绘制彩画

部位构件名称

1.1.3 能测量彩画构件

的基本尺寸

1.1.1 彩画基本术

语

1.1.2文物建筑主要

构件名称

1.1.3 度量工具使

用方法

1.2 病害调查
能识别彩画病害主要种

类
彩画的病害知识

1.3 本体材料调查 能识别彩画主要颜色
彩画颜色的基本知

识

2.

修

复

材

料

制

备

与

工

具

设

备

选

用

维

护

2.1 工具使用与制作

2.1.1 能识别绘制彩画

的传统工具

2.1.2 能使用和维修各种

彩画工具

彩画传统工具及其

使用、维修方法

2.2 材料的使用与制备

2.2.1 能辨识主要彩画

材料、颜料

2.2.2 能区分颜料的有

毒和无毒，并能安全使用

2.2.3 能进行彩画颜色

标号

2.2.1有毒材料的安

全使用知识

2.2.2 彩画颜色标

号知识与方法

3.

本

体

修

复

3.1 基层处理
能进行彩画基层处理操

作
彩画基层处理知识

3.2 彩画绘制
3.2.1 能扎谱子、拍谱子

3.2.2 能刷大色、包黄胶
彩画的基本操作

4.

档

案

记

录

4.1 记录归档

4.1.1 能记录调查、局部

修复过程

4.1.2 能将调查、局部修

复过程记录文字整理为电

子文档

4.1.1 局部修复过

程记录要求

4.1.2 电子文档的

整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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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资料编制
能编写局部修复工作日

志

局部修复工作日志

的编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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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2 四级/中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现

状

调

查

1.1 基本信息调查

1.1.1 能识别彩画类别

1.1.2 能识别彩画的主要

纹饰特征

不同地域彩画的纹

饰特点

1.2 病害调查

1.2.1 能识别彩画病害

种类

1.2.2 能辨识彩画基底

的病害

彩画基底病害知识

1.3 本体材料调查

1.3.1 能识别彩画主要

材料的类别

1.3.2 能识别彩画主要

颜料的类别

1.3.1 彩画材料分

类知识

1.3.2 彩画颜料分

类知识

1.4 本体工艺调查

1.4.1 能识别彩画基底的

基本工艺

1.4.2 能识别彩画的基

本工艺

1.4.1 彩画基底工

艺基本知识

1.4.2 彩画工艺基

本作法

1.5 修复史调查

1.5.1 能识别已修复彩

画构件的名称

1.5.2 能识别并记录已

修复彩画的部位、名称

彩画原状调查和修

复史调查知识

2.

修

复

材

料

制

备

与

工

具

设

备

选

用

维

护

2.1 工具使用与制作

2.1.1 能根据彩画修复

的需要识别和使用不同的

工具

2.1.2 能制作彩画修复

需要的一般工具

2.1.1 彩画传统工

具的使用方法

2.1.2 彩画传统工

具的制作方法

2.2 材料的使用与制备

2.2.1 能调制彩画大、小

色

2.2.2 能调配沥粉材料

2.2.3 能按传统方法熬

制胶水

2.2.4 能辨识彩画主要

材料、颜料的性质和用途

2.2.1 彩画颜料的

调配方法

2.2.2 沥粉材料的

调配制方法

2.2.3 彩画主要材

料、颜料的性质和用途

3.

本

体

3.1 起谱子

3.1.1 能看懂简单彩画

纹样

3.1.2 能起简单的彩画谱

3.1.1 简单识图知

识

3.1.2 彩画谱子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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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复

子 本知识

3.2 彩画绘制

3.2.1 能沥大粉、拉大

黑、拉大粉

3.2.3 能刷大、小色

3.2.2 能按照谱子进行

简单的局部纹饰绘制

3.2.1 沥粉、刷色知

识

3.2.1彩画纹饰基本

工艺及操作知识，简单

识图知识

3.3 彩画贴金

3.3.1 能打金胶

3.3.2 能进行小、点面贴

金

彩画贴金工艺

3.4 修复操作

3.4.1 能识别和绘制彩

画病害图示符号

3.4.2 能按照传统方法

对残损部位完成拓描

3.4.1《古代建筑彩

画病害与图示》（WW/T

0030）

3.4.2 彩画谱子拓

描知识

4.

档

案

记

录

4.1 记录归档

4.1.1 能将修复过程中

的文字记录、电子资料、修

复工作日志进行整理、归档

4.1.2 能对修复过程进

行影像采集

4.1.1 修复文件档

案的整理归档要求

4.1.2影像采集设备

的使用方法

4.2 资料编制
能编写完整的修复工作

日志

修复工作日志的编

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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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3 三级/高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现

状

调

查

1.1 病害调查

1.1.1 能完整进行各种

彩画病害调查、描述及记录

1.1.2 能对病害样本准

确取样

1.1.1 调查、描述及

记录方法

1.1.2 彩画的残损、

病害知识

1.1.3 病害调查取

样知识

1.2 本体材料调查

1.2.1 能识别彩画成品

使用的材料类别

1.2.2 能识别彩画成品

使用的颜料类别

1.3 本体工艺调查

1.3.1 能识别彩画基底的

工艺

1.3.2 能识别彩画的工

艺

1.3.1 基底工艺知

识

1.3.2 彩画工艺的

作法

1.4 修复史调查
能完整记录已修复部位

的现存状态
调查、记录方法

2.

修

复

材

料

制

备

与

工

具

设

备

选

用

维

护

2.1 工具使用与制作
能制作并使用彩画修复

工具

彩画修复传统工具

的制作和使用方法

2.2 材料的使用与制备

2.2.1 能辨识各种彩画

材料、颜料

2.2.2 能制作各色标样

板

2.2.3 能调配各种颜料、

制备各种胶料

2.2.4 能进行彩画修复

的工料计算

2.2.1 彩画材料、颜

料知识

2.2.2 彩画颜料、胶

料调制方法

2.2.3 工料计算方

法

3.

本

体

修

复

3.1 起谱子
能根据修复的需要起彩

画谱子
彩画谱子知识

3.2 彩画绘制

3.2.1 能鉴别基底质量对

新绘彩画质量的影响

3.2.2 能进行号色、各种

纹饰沥粉

3.2.1 彩画基底基

本做法及质量验收知

识

3.2.2 彩画纹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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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能进行彩画工艺

的操作和彩画纹饰的绘制

归类知识

3.2.3 传统彩画绘

制知识

3.3 彩画贴金
能进行各种彩画贴金操

作
彩画贴金方法

3.4 修复操作

3.4.1 能进行彩画表面

清污除尘处理

3.4.2 能进行彩画软化、

回帖、加固

3.4.1 彩画作修复

基本知识、原则

3.4.2 彩画制作工

艺技术及质量要求

4.

档

案

记

录

4.1 记录归档

4.1.1 能对修复记录文

字、影像资料进行整理、总

结

4.1.2 能审核修复记录

4.1.1 记录档案资

料的整理方法

4.1.2 修复记录的

审核要求

4.2 资料编制
能编写修复工艺技术流

程

修复工艺技术流程

的编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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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4 二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现

状

调

查

1.1 病害调查

1.1.1 能根据病害类型

分析残损原因

1.1.2 能判断病害对彩画

的影响

彩画残损成因相关

知识

1.2 本体工艺调查

能根据历史信息和彩画

的材料、颜料、纹饰判断其

时代及工艺特征

彩画工艺特征相关

知识

1.3 修复史调查

能根据史料、档案、现状

识别已修复部位的现存状

态

不同历史时期、不同

地域的彩画基本知识

2.

修

复

材

料

制

备

与

工

具

设

备

选

用

维

护

2.1 工具使用与制作

能指导三级/高级工及以

下级别人员制作、使用各种

彩画修复工具

2.2 修复材料的使用与

制备

2.2.1 能指导各色标样

板的制作

2.2.2 能检查、认定各色

标样板的质量

2.2.3 能鉴别各种材料、

颜料的质量和颜料之间的

化学反应

颜料的基本化学性

质

3.

本

体

修

复

3.1 起谱子
能解决在起、拍、套谱子

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

构件变形与谱子的

比例关系

3.2 彩画绘制

3.2.1 能绘制各种复杂

彩绘纹饰

3.2.2 能绘制白活

3.2.3 能完整绘制从业

地区不同时代、不同种类的

彩画

3.2.1 彩画的时代

特征、特点、工艺流程、

操作技法

3.2.2 绘画知识

3.3 彩画小样绘制 能绘制各类彩画小样
彩画小样的绘制方

法

3.4 彩画修复操作 3.4.1 能进行彩画随色 古建筑彩画保护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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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操作

3.4.2 能进行彩画补绘

工艺操作

3.4.3 能进行彩画重绘

工艺操作

修复原则

4.

档

案

记

录

4.1 记录归档 能审核修复档案资料
修复档案资料的评

判标准

4.2 资料编制 能编写修复报告
修复报告的编写方

法

5.

技

术

管

理

和

培

训

5.1 设计方案编制
能编制彩画修复工程施

工方案

彩画修复工程施工

方案的编制原则与方

法

5.2 技术管理

5.2.1 能编制彩画修复

的工料计划

5.2.2 能按照施工方案

组织实施

5.2.3 能协调不同工种

交叉作业

5.2.1 彩画修复工

料计划基本知识

5.2.2 彩画施工管

理知识

5.3 技术培训

5.3.1 能对三级/高级工

及以下级别人员进行彩画

理论和实际操作培训

5.3.2 能按照培训计划

组织培训

培训需求信息收集

和分析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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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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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

状

调

查

1.1 病害调查

1.1.1 能核定彩画病害调

查成果

1.1.2 能评估病害对彩画

影响的程度

彩画病害评估知识、

方法

1.2 本体工艺调查
能根据调查成果总结、核

定工艺的时代特征

调查、统计、分析方

法

1.3 修复史调查

能根据修复史调查成果，

分析历次修复对彩画的影

响

彩画的发展演变进

程

2.

本

体

修

复

2.1 起谱子

2.1.1 能对各类彩画谱

子的绘制进行指导

2.1.2 能审定各类彩画

谱子

2.1.1 不同时代、地

域彩画纹饰的特征

2.1.2 不同时代、地

域彩画的演变关系

2.2 彩画绘制

2.2.1 能对各类彩画工

艺进行指导

2.2.2 能解决彩画绘制

中的疑难问题

2.2.3能对完成的彩画进

行质量自评

2.2.1 彩画理论知

识、工艺技法

2.2.2 彩画验收相

关知识

2.2.3 补绘及随色

处理方法

2.3 彩画小样绘制

2.3.1 能确定、指导绘制

彩画小样

2.3.2 能鉴定彩画小样

质量

彩画小样绘制方法

及认定

2.4 彩画临摹

2.4.1能进行文物彩画的

临摹、仿制

2.4.2能指导文物彩画的

临摹、仿制

文物彩画临摹、仿制

方法

3.

技

术

管

理

和

培

训

3.1 方案编制
能审核彩画修复实施方

案

修复实施方案的审

定

3.2 修复成果评价 能总结分析修复成果
修复方案成果的评

价

3.3 技术管理

3.3.1 能细化彩画修复

施工图样

3.3.2 能沟通彩画修复

施工的工艺和技术

3.3.1 识图与制图

相关知识

3.3.2 有效沟通相

关知识

3.4 技术培训

3.4.1 具有操作示范能

力，能进行实际操作指导

3.4.2 能进行彩画理论

3.4.1 彩画保护实

际操作技术和传授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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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

3.4.3 能根据业务需求

制定培训计划和方案

3.4.2 培训计划和

方案编制方法

4.

技

术

创

新

与

交

流

4.1 技术创新

4.1.1 在允许范围内,能

按要求对彩画修复过程中

提出新材料、新工艺、新技

术、新设备进行创新研发

4.1.2 能对新材料、新工

艺、新技术、新设备进行试

验和应用

4.1.1 彩画修复技

术难点的处理措施

4.1.2 彩画修复过

程中新材料、新工艺、

新技术、新设备的相关

信息

4.2 技术交流

4.2.1 能进行彩画修复

技术交流和技术推广

4.2.2 能撰写专业技术

论文

4.2.1 技术交流的

基本要求

4.2.2 专业技术论

文的撰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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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权重表

4.1 壁画彩塑文物修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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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25 15 10 5

相关

知识

要求

现状调查 30 30 15 10 5

修复材料制备与工具

设备选用维护
20 20 15 10 5

本体修复 5 10 35 35 30

档案记录 5 5 10 15 5

实验操作 — 5 5 5 5

技术管理和培训 — — — 10 20

技术创新与交流 — — — — 2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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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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状调查 35 30 15 10 5

修复材料制备与工具

设备选用维护
35 30 15 10 5

本体修复 15 20 40 40 40

档案记录 15 15 20 15 5

实验操作 — 5 10 15 5

技术管理和培训 — — — 10 20

技术创新与交流 — — — — 2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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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纺织品文物修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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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0 5

相关

知识

要求

现状调查 15 15 10 10 5

修复材料制备与工具

设备选用维护
20 15 15 10 —

本体修复 30 40 45 45 35

档案记录 5 5 10 — —

技术管理和培训 — — — 20 25

技术创新与交流 — — — — 2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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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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状调查 20 15 10 10 5

修复材料制备与工具

设备选用维护
20 15 10 10 —

本体修复 50 60 65 60 55

档案记录 10 10 15 — —

技术管理和培训 — — — 20 25

技术创新与交流 — — — — 1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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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金属文物修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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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15 5 5

相关

知识

要求

现状调查 15 15 10 5 5

修复材料制备与工具

设备选用维护
15 15 15 10 5

本体修复 35 40 45 40 35

档案记录 5 5 10 20 —

技术管理和培训 — — — 15 25

技术创新与交流 — — — — 2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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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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状调查 20 15 10 5 5

修复材料制备与工具

设备选用维护
20 15 10 10 5

本体修复 50 60 65 60 55

档案记录 10 10 15 10 —

技术管理和培训 — — — 15 20

技术创新与交流 — — — — 1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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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石质文物修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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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20 15 10 5

相关

知识

要求

现状调查 25 20 20 10 5

修复材料制备与工具

设备选用维护
— 10 10 10 —

本体修复 30 35 40 35 40

档案记录 10 10 10 15 10

技术管理和培训 — — — 15 20

技术创新与交流 — — — — 1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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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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状调查 25 20 10 5 5

修复材料制备与工具

设备选用维护
— 15 20 15 —

本体修复 50 55 60 50 50

档案记录 25 10 10 20 15

技术管理和培训 — — — 10 20

技术创新与交流 — — — — 1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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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陶瓷文物修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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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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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0 5 —

相关

知识

要求

现状调查 25 30 30 20 —

修复材料制备与工具

设备选用维护
15 10 5 5 —

本体修复 25 30 40 50 50

档案记录 5 10 10 — —

技术管理和培训 — — — 15 20

技术创新与交流 — — — — 2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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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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技能

要求

现状调查 10 30 20 10 —

修复材料制备与工具

设备选用维护
20 10 10 5 —

本体修复 50 50 50 60 60

档案记录 20 10 20 — —

技术管理和培训 — — — 25 30

技术创新与交流 — — — — 1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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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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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0 15 5 5

相关

知识

要求

现状调查 15 10 15 10 —

修复材料制备与工具

设备选用维护
20 15 10 10 —

整体修复 35 40 40 50 40

档案记录 5 10 15 10 —

技术管理和培训 — — — 10 30

技术创新与交流 — — — — 2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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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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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状调查 20 15 15 10 —

修复材料制备与工具

设备选用维护

25 20 15 10 —

整体修复 50 55 60 60 60

档案记录 5 10 10 10 —

技术管理和培训 — — — 10 30

技术创新与交流 — — — — 1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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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出土（水）竹木漆器文物修复师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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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相关

知识

要求

现状调查 20 15 10 — —

修复材料制备与工具

设备选用维护
25 25 20 20 —

本体修复 20 30 40 50 55

档案记录与报告编制 5 5 10 5 —

技术管理和培训 — — — 15 20

技术创新与交流 — — — — 1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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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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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状调查 30 25 10 — —

修复材料制备与工具

设备选用维护
35 30 25 15 —

本体修复 25 35 50 60 70

档案记录与报告编制 10 10 15 5 —

技术管理和培训 — — — 20 20

技术创新与交流 — — — — 1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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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土遗址文物修复师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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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20 15 10 5

相关

知识

要求

现状调查 25 20 15 10 5

修复材料制备与工具

设备选用维护
20 15 10 — —

本体修复 10 25 35 40 40

档案记录 5 10 10 10 5

试验操作 5 5 10 15 5

技术管理和培训 — — — 10 25

技术创新与交流 — — — — 1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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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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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状调查 35 30 15 10 10

修复材料制备与工具

设备选用维护
30 20 15 — —

本体修复 15 25 40 45 40

档案记录 15 15 20 15 5

试验操作 5 10 10 20 5

技术管理和培训 — — — 10 25

技术创新与交流 — — — — 1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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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木作文物修复师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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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5

相关

知识

要求

现状调查 15 15 10 10 5

修复材料制备与工具

设备选用维护
15 15 15 10 —

本体修复 35 40 40 45 50

档案记录 5 5 10 10 —

技术管理和培训 — — — 10 20

技术创新与交流 — — — — 1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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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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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状调查 15 15 10 10 5

修复材料制备与工具

设备选用维护
15 15 10 10 —

本体修复 60 60 65 60 60

档案记录 10 10 15 10 —

技术管理和培训 — — — 10 20

技术创新与交流 — — — — 1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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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泥瓦作文物修复师

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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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相关

知识

要求

现状调查 15 15 10 10 10

修复材料制备与工具

设备选用维护
15 15 15 10 —

本体修复 35 40 40 45 45

档案记录 5 5 10 10 —

技术管理和培训 — — — 10 20

技术创新与交流 — — — — 1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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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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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状调查 15 15 10 10 10

修复材料制备与工具

设备选用维护
15 15 10 10 —

本体修复 60 60 65 65 65

档案记录 10 10 15 10 —

技术管理和培训 — — — 5 15

技术创新与交流 — — — — 1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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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油漆作文物修复师

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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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5 5 5 5

基础知识 25 20 20 10 5

相关

知识

要求

现状调查 10 20 20 10 10

修复材料制备与工具

设备选用维护
15 15 15 10 —

本体修复 35 35 30 45 45

档案记录 5 5 10 10 —

技术管理和培训 — — — 10 15

技术创新与交流 — — — — 2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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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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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状调查 25 25 25 10 10

修复材料制备与工

具设备选用维护
15 15 10 10 —

本体修复 50 50 50 55 55

档案记录 10 10 15 15 —

技术管理和培训 — — — 10 15

技术创新与交流 — — — — 2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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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石作文物修复师

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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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5

相关

知识

要求

现状调查 10 10 10 10 5

修复材料制备与工具

设备选用维护
15 15 10 10 10

本体修复 40 45 45 40 40

档案记录 5 5 10 10 —

技术管理和培训 — — — 15 20

技术创新与交流 — — — — 1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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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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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状调查 15 15 10 10 10

修复材料制备与工具

设备选用维护
15 15 15 10 10

本体修复 60 60 65 60 60

档案记录 10 10 10 10 —

技术管理和培训 — — — 10 10

技术创新与交流 — — — — 1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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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彩画作文物修复师

4.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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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5

相关

知识

要求

现状调查 15 15 10 10 5

修复材料制备与工具

设备选用维护
15 15 15 10 —

本体修复 35 40 40 45 45

档案记录 5 5 10 10 —

技术管理和培训 — — — 10 25

技术创新与交流 — — — — 1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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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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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状调查 15 15 10 10 5

修复材料制备与工具

设备选用维护
15 15 10 10 —

本体修复 60 60 65 60 60

档案记录 10 10 15 10 —

技术管理和培训 — — — 10 20

技术创新与交流 — — — — 1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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