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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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能评价提供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职业教育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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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有关专家，制定了《钟表维修工国家职业标准（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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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版）》

为依据，严格按照《国家职业标准编制技术规程（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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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钟

表维修工从业人员的职业活动内容进行了规范细致描述，对各等级

从业者的技能水平和理论知识水平进行了明确规定。 
二、本《标准》依据有关规定将本职业分为五级/初级工、四级/

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五个等级，包括职

业概况、基本要求、工作要求和权重表四个方面的内容。 
三、本《标准》起草单位有：中国钟表协会、珠海罗西尼表业

有限公司、天津海鸥表业集团有限公司、烟台北极星钟表（集团）

有限公司、杭州手表有限公司。主要起草人有：李夏、郭新刚、王

泽生、范双景、赵钢、杨家叶。 
四、本《标准》审定单位有：中国钟表协会、苏州新宇世家钟

表有限公司、深圳市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孔雀表业（集

团）有限公司。主要审定人员有：张宏光、王岩民、林福康、贝敬

辉、谢俊启、张放、郭迪迪、田照珂、詹英旭、唐灵军。 
五、本《标准》在制订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

中心、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全国委员会、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轻工

业职业能力评价中心、西安轻工业钟表研究所有限公司、中国商业

企业管理协会钟表商业企业管理委员会、北京市钟表质量监督检验

站、哈尔滨工业大学、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广东省钟表行业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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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依波精品（深圳）有限公司、漳州市恒丽电子有限公司、巍雅

斯名表眼镜有限公司、衡阳西渡高新产业园区等单位，以及王小兵、

杨栋国、吕瑞雪、庞黎鑫、张天芬、隋铮铮、马泽生、吉勤之、赵

领素等专家的指导和大力支持，在此一并感谢！ 
六、本《标准》业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自公布之日①起

施行。 
 

 

① 2025 年 3 月 11 日，本《标准》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颁布中式烹

调师（药膳制作师）等 13 个国家职业标准的通知》（人社厅发〔2025〕8 号）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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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表维修工 
国家职业标准 

（2025 年版） 

1.  职业概况 

1. 1 职业名称 

钟表维修工 

1. 2 职业编码 

4‒12‒04‒03 

1. 3 职业定义 

使用专业工具和检测仪器，检测、维修、保养钟表的人员。 

1. 4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共设五个等级，分别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

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 

1. 5 职业环境条件 

室内，常温，部分岗位恒温、恒湿。 

1. 6 职业能力特征 

具有一定的学习能力和表达能力，手指、手臂灵活，动作协调，

视力良好。 

1. 7 普通受教育程度 

初中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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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职业培训要求 

1. 8. 1 培训参考时长 

五级/初级工不少于 200 标准学时，四级/中级工不少于 80 标准

学时，三级/高级工不少于 56 标准学时，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

不少于 32 标准学时。 

1. 8. 2 培训教师 

培训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三级/高级

工及以上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专

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培训三级/高级工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二级/

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培训二级/技师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一级/

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

职务任职资格；培训一级/高级技师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一级/高级

技师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2 年以上或相关专业高级专业

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2 年以上。 

1. 8. 3 培训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培训在标准教室或相应的封闭场所进行；操作技能培

训在具有必备的校表仪、退磁器等常用仪器仪表和工具，通风条件

良好，光线充足，安全措施完善的场所进行。 

1. 9 职业技能评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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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满 16 周岁，拟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①工作。 

 

① 相关职业：钟表及计时仪器制造工、钟表设计师、仪器仪表工程技术人员、时

间频率计量员、仪器仪表装调工、仪器仪表维修工、钟表文物修复师（工种）、名贵钟表

鉴定师（工种）等，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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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满 16 周岁，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3 年。 
（3）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①的技工院校或中等及以上职业院

校、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0 年。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4 年。 
（3）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

格）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4）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高级工班及以上毕业证

书（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5）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并取得高等职业学校、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本专业

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6）取得经评估论证的高等职业学校、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

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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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 

（2）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
格）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并在取得本职业

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从事本

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3）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

 

① 相关专业：机械设计制造、精密仪器、机械电子工程等，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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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4）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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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职业工作满 2 年。 
（5）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满 2 年的技师学院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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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 

（2）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
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并在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

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3）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

格）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1. 9. 2 评价方式 

分为理论知识考试、操作技能考核以及综合评审。理论知识考

试采用闭卷形式，以笔试、机考方式为主，考试内容以计时仪器原

理为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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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技能考核主要采用现场实际操作方式进行，考核内

容以计时仪器实样为基础，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具备的

技能水平；综合评审主要针对二级/技师和一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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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技能考核和综合评审均实行百分制，成绩

皆达 60 分（含）以上为合格。 

1. 9. 3 监考人员、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理论知识考试中的监考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15（采用机

考方式不低于 1∶30），且每个考场不少于 2 名监考人员；操作技能

考核中的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10，且考评人员为 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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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以上单数，每位考生由不少于 3 名考评员评分；综合评审委

员为 3 人（含）以上单数。 

1. 9. 4 评价时长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90 min，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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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或相应的封闭场所进行；操作技能考

核在具有必备的校表仪、退磁器等常用仪器仪表和工具，通风条件

良好，光线充足，安全措施完善的场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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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要求 

2. 1 职业道德 

2. 1. 1 职业道德基本知识 

2. 1. 2 职业守则 

（1）遵纪守法，敬业爱岗，履行职责。 
（2）文明服务，诚信守时，保证质量。 
（3）工作严谨，精益求精，遵守规程。 

2. 2 基础知识 

2. 2. 1 机械基础知识 

（1）机械传动基础知识。 
（2）机械加工基础知识。 

2. 2. 2 电磁基础知识 

（1）电子电路基础知识。 
（2）磁和电磁转换基础知识。 
（3）电子元器件基础知识。 
（4）集成电路基础知识。 

2. 2. 3 钟表基础知识 

（1）机械钟表工作原理与结构知识。 
（2）石英钟表工作原理与结构知识。 
（3）钟表装配工艺知识。 
（4）常用钟表检测仪器、设备功能用途及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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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4 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相关知识。 
（4）《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相关知识。 
（5）《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相关知识。 
（6）《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相关知识。 
（7）《钟表售后维修服务技术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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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一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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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级/初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工 
作 
准 
备 

1.1 维 修

工 具 和 物

料准备 

1.1.1 能保养螺丝刀、镊

子、起针器、表座等常用

工具 
1.1.2 能保管和检查日常

维修配件，提出备件建议 
1.1.3 能对校表仪等常用

检测仪器进行设置 

1.1.1 螺丝刀、镊子、起

针器、表座等常用工具的保

养方法及要求 
1.1.2 保管和检查日常维

修配件的方法及要求 
1.1.3 校表仪等常用检测

仪器设置方法 

1.2 接 待

及 咨 询 服

务 

1.2.1 能记录顾客对钟表

故障的描述 
1.2.2 能检查钟表的外观

及工作状态并与顾客确认 
1.2.3 能向顾客介绍钟表

使用常识和保养知识 

1.2.1 记录顾客对钟表故

障描述的方法 
1.2.2 检查钟表外观及工

作状态的方法及要求 
1.2.3 钟表使用常识和保

养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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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2. 
故 
障 
检 
查 
与 
分 
析 

2.1 维 修

前检测 

2.1.1 能使用开表刀和起

圈机等专业工具开启手表 
2.1.2 能测量石英钟表工

作电压、功耗等指标 
2.1.3 能检测防水手表的

防水性能 
2.1.4 能检查表盘时符等

零件的牢固度 
2.1.5 能使用计量器具测

量钟表零部件尺寸和走时

精度 

2.1.1 开表刀和起圈机等

专业工具的使用方法及要求 
2.1.2 石英钟表工作电

压、功耗等指标及测量方法 
2.1.3 防水手表防水性能

检测方法 
2.1.4 表盘时符等零件牢

固度检查方法 
2.1.5 使用计量器具测量

钟表零部件尺寸和走时精

度的方法及要求 

2.2 故 障

分析 

2.2.1 能分析钟表时分针

协调差和日历换历指示差

等问题 
2.2.2 能判断钟表零部件

的变形或残损 

2.2.1 分析钟表时分针协

调差和日历换历指示差的

方法及要求 
2.2.2 判断钟表零部件变

形或残损的方法及要求 

3. 
保 
养 
与 
维 
修 

3.1 保 养

与 更 换 零

件 

3.1.1 能对普通钟表进行

拆装、清洗、注油以及日差

调整 
3.1.2 能更换常见表带、

调整表带长度 
3.1.3 能更换普通钟表的

指针 
3.1.4 能更换石英钟表的

电池及电路板、线圈等配件 

3.1.1 对普通钟表进行拆

装、清洗、注油以及日差调

整的方法及要求 
3.1.2 更换常见表带、调

整表带长度的方法 
3.1.3 更换普通钟表指针

的方法 
3.1.4 更换石英钟表电池

及电路板、线圈等配件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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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3. 
保 
养 
与 
维 
修 

3.2 故 障

排除 

3.2.1 能修复普通表带、

表扣、柄头和柄轴故障 
3.2.2 能粘合表盘时符等

零件 
3.2.3 能安装钟表的指针 
3.2.4 能简单调整钟表的

走时误差 

3.2.1 修复普通表带、表

扣、柄头和柄轴故障的方法

及要求 
3.2.2 粘合表盘时符等零

件的方法 
3.2.3 安装钟表指针的

方法 
3.2.4 调整钟表走时误差

的方法及要求 

3.3 维 修

后检验 

3.3.1 能检查维修后钟表

的表玻璃、表盘、表针、字

符等外观的清洁度 
3.3.2 能检查维修后手表

表带与表壳体连接牢固度、

表扣部件开关松紧度、表带

节之间灵活度等 
3.3.3 能检测维修后钟表

的实走日差和摆幅 

3.3.1 检查维修后钟表的

表玻璃、表盘、表针、字符

等外观清洁度的方法 
3.3.2 检查维修后手表表

带与表壳体连接牢固度、表

扣部件开关松紧度、表带节

之间灵活度等的方法 
3.3.3 检测维修后钟表实

走日差和摆幅的方法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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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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 
作 
准 
备 

1.1 维 修

工 具 和 物

料准备 

1.1.1 能修整螺丝刀、镊

子、起针器、表座、油笔等

常用工具 
1.1.2 能检测维修工具磁

化情况并退磁 
1.1.3 能对校表仪等常用

检测仪器进行日常维护

保养 

1.1.1 螺丝刀、镊子、起

针器、表座、油笔等常用工

具的修整方法及要求 
1.1.2 检测维修工具磁化

情况并退磁的方法及要求 
1.1.3 校表仪等常用检测

仪器日常维护保养的方法

及要求 

1.2 接 待

及 咨 询 服

务 

1.2.1 能辨识普通钟表品

牌及外观材质和机心类型 
1.2.2 能确定修理项目、

维修交付时间并估算维修

价格 
1.2.3 能解答钟表走时质

量、“三防”（防水、防磁、

防震）性能和外观等问题 

1.2.1 普通钟表品牌及外

观材质和机心类型辨识

方法 
1.2.2 确定修理项目、维

修交付时间和估算维修价

格的方法及要求 
1.2.3 钟表走时质量、“三

防”性能和外观等知识 

2. 
故 
障 
检 
查 
与 
分 
析 

2.1 维 修

前检测 

2.1.1 能使用开表刀和起

圈机等专业工具，开启手表

前圈、后盖等特殊结构的

表壳 
2.1.2 能测量机械手表的

瞬时日差、偏振、摆幅 
2.1.3 能对日历手表、双

显手表、自动手表的机构进

行拆装和常规检测 

2.1.1 使用开表刀和起圈

机等专业工具，开启手表前

圈、后盖等特殊结构表壳的

方法及要求 
2.1.2 测量机械手表瞬时

日差、偏振、摆幅的方法及

要求 
2.1.3 拆装和常规检测日

历手表、双显手表、自动手

表机构的方法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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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2. 
故 
障 
检 
查 
与 
分 
析 

2.1 维 修

前检测 

2.1.4 能检测手表防水性

能并判断泄漏部位 
2.1.5 能检测电波钟表走

时超差情况 

2.1.4 检测手表防水性能

并判断泄漏部位的方法及

要求 
2.1.5 检测电波钟表走时

超差的方法及要求 

2.2 故 障

分析 

2.2.1 能分析钟表日历机

构换历和自动上条机构的

故障 
2.2.2 能分析钟表的走时

故障 
2.2.3 能分析电波钟表信

号接收、基准位设置、校时

功能故障 

2.2.1 分析钟表日历机构

换历和自动上条机构故障

的方法及要求 
2.2.2 分析钟表走时故障

的方法及要求 
2.2.3 分析电波钟表信号

接收、基准位设置、校时功

能故障的方法及要求 

3. 
保 
养 
与 
维 
修 

3.1 保 养

与 更 换 零

件 

3.1.1 能对普通日历钟表

和自动手表进行清洗、注油 
3.1.2 能更换钟表机芯轮

系、摆轮、发条等零部件 
3.1.3 能更换常见的手表

玻璃和防水圈等 
3.1.4 能选配、更换特殊

类型的电池 
3.1.5 能校准电波钟表基

准位，清洗电波表 

3.1.1 普通日历钟表和自

动手表清洗、注油的方法及

要求 
3.1.2 更换钟表机芯轮

系、摆轮、发条等零部件的

方法 
3.1.3 更换常见的手表玻

璃和防水圈的方法 
3.1.4 选配、更换特殊类

型电池的方法及要求 
3.1.5 校准电波钟表基准

位、清洗电波表的方法及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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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3. 
保 
养 
与 
维 
修 

3.2 故 障

排除 

3.2.1 能排除普通钟表日

历机构和手表自动机构的

故障 
3.2.2 能更换、修复普通

机械钟表断损的发条 
3.2.3 能矫正机械钟表游

丝外端曲线的变形 
3.2.4 能调整机械钟表轮

系的轴向间隙 

3.2.1 排除普通钟表日历

机构和手表自动机构故障

的方法及要求 
3.2.2 更换、修复普通机

械钟表断损发条的方法 
3.2.3 矫正机械钟表游丝

外端曲线变形的方法 
3.2.4 调整机械钟表轮系

轴向间隙的方法 

3.3 维 修

后检验 

3.3.1 能检查维修后自动

手表、日历钟表的使用功能 
3.3.2 能检测维修后有附

加功能钟表的走时精度 
3.3.3 能检测维修后手表

的防水性能 

3.3.1 检查维修后自动手

表、日历钟表使用功能的

方法 
3.3.2 检测维修后有附加

功能钟表走时精度的方法 
3.3.3 检测手表防水性能

的方法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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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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 
作 
准 
备 

1.1 维 修

工 具 和 物

料准备 

1.1.1 能保养和修复开表

刀和起圈机等专业工具 
1.1.2 能编制常用工具、

仪器及配件的添置清单 
1.1.3 能对抛光机进行清

理和维护保养 

1.1.1 开表刀和起圈机等

专业工具的保养方法及修

复要求 
1.1.2 编制常用工具、仪

器及配件添置清单的方法

及要求 
1.1.3 抛光机清理和维护

保养的方法及要求 

1.2 接 待

及 咨 询 服

务 

1.2.1 能辨识中高档钟表

品牌的机芯类型 
1.2.2 能认识常用钟表及

零件的专业外文词汇 
1.2.3 能介绍秒表、计时

码表、双显手表等功能产品

的结构和使用方法 

1.2.1 中高档钟表品牌机

芯类型知识及辨识方法 
1.2.2 常用钟表及零件的

专业外文词汇 
1.2.3 秒表、计时码表、

双显手表等功能产品的结

构知识及使用方法 

2. 
故 
障 
检 
查 
与 
分 
析 

2.1 维 修

前检测 

2.1.1 能检测钟表的走时

质量并判断故障 
2.1.2 能检测潜水表的防

水性能 
2.1.3 能检测电路板和线

圈电阻参数 

2.1.1 检测钟表走时质量

并判断故障的方法及要求 
2.1.2 检测潜水表防水性

能的方法及要求 
2.1.3 检测电路板和线圈

电阻参数的方法及要求 

2.2 故 障

分析 

2.2.1 能分析秒表、计时

码表、双显手表、多针表等

功能产品的常见故障 

2.2.1 分析秒表、计时码

表、双显手表、多针表等功

能产品常见故障的方法及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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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2. 
故 
障 
检 
查 
与 
分 
析 

2.2 故 障

分析 

2.2.2 能根据检测结果分

析机械钟表走时误差等常

见故障 

2.2.2 分析机械钟表走时

误差等常见故障的方法及

要求 

3. 
保 
养 
与 
维 
修 

3.1 保 养

与 更 换 零

件 

3.1.1 能调配洗表液，并

对秒表、计时码表等功能产

品进行清洗和注油 
3.1.2 能更换多功能钟表

零部件 
3.1.3 能对手表表壳、表

带等外观件进行抛光并

清洗 

3.1.1 调配洗表液及对秒

表、计时码表等功能产品进

行清洗和注油的方法及

要求 
3.1.2 更换多功能钟表零

部件的方法 
3.1.3 手表表壳、表带等

外观件抛光和清洗的方法 

3.2 故 障

排除 

3.2.1 能排除表盘脚钉和

机芯上条拨针机构故障 
3.2.2 能铆合钟表的轮片

和轮轴，调整摆轮双圆盘方

位和圆盘钉高低 
3.2.3 能修整机械手表的

游丝圆、平，调整擒纵叉的

叉瓦锁值 
3.2.4 能排除防水表密封

不严等常见故障 

3.2.1 表盘脚钉和机芯上

条拨针机构故障排除方法 
3.2.2 铆合钟表的轮片和

轮轴，调整摆轮双圆盘方位

和圆盘钉高低的方法 
3.2.3 修整机械手表的游

丝圆、平，调整擒纵叉的叉

瓦锁值的方法 
3.2.4 排除防水表密封不

严等常见故障的方法 



职业编码：4-12-04-03 

16 

续表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3. 
保 
养 
与 
维 
修 

3.3 维 修

后检验 

3.3.1 能检查维修后秒

表、计时码表、双显手表等

产品的使用功能 
3.3.2 能检测维修后秒

表、计时码表、双显手表等

产品的走时精度 
3.3.3 能检测维修后钟表

的使用可靠性 

3.3.1 检查维修后秒表、

计时码表、双显手表等产品

使用功能的方法及要求 
3.3.2 检测维修后秒表、

计时码表、双显手表等产品

走时精度的方法及要求 
3.3.3 检测维修后钟表使

用可靠性的方法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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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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 
作 
准 
备 

1.1 维 修

工 具 和 物

料准备 

1.1.1 能改制维修工具 
1.1.2 能设计、制作维修

专用工具 

1.1.1 改制维修工具的方

法及要求 
1.1.2 设计、制作维修专

用工具的方法及要求 

1.2 接 待

及 咨 询 服

务 

1.2.1 能介绍陀飞轮、万

年历等复杂结构钟表的产

品特点、使用注意事项 
1.2.2 能向顾客介绍电波

钟表的使用方法和注意

事项 

1.2.1 陀飞轮、万年历等

复杂结构钟表的产品特点

及使用注意事项 
1.2.2 电波钟表的使用方

法和注意事项 

2. 
故 
障 
检 
查 
与 
分 
析 

2.1 维 修

前检测 

2.1.1 能检测人动电能手

表、光电能手表走时超差等

情况 
2.1.2 能选择、制定防水

试验的方法和检验程序 
2.1.3 能对钟表行业常用

计量单位进行换算 

2.1.1 检测人动电能手

表、光电能手表走时超差的

方法及要求 
2.1.2 选择、制定防水试

验的方法和检验程序 
2.1.3 钟表行业常用计量

单位的换算方法 

2.2 故 障

分析 

2.2.1 能分析机械钟表摆

幅异常原因、齿轮传动比失

调故障 
2.2.2 能分析人动电能表

和光电能表故障 

2.2.1 分析机械钟表摆幅

异常原因、齿轮传动比失调

故障的方法及要求 
2.2.2 分析人动电能表和

光电能表故障的方法及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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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3. 
保 
养 
与 
维 
修 

3.1 保 养

与 更 换 零

件 

3.1.1 能更换异型手表表

玻璃 
3.1.2 能对手表表壳、表

带等外观件进行打磨、拉

砂等 
3.1.3 能对陀飞轮钟进行

走时校对与调整 
3.1.4 能选配机械钟表的

发条 

3.1.1 更换异型手表表玻

璃的方法 
3.1.2 手表表壳、表带等

外观件打磨、拉砂的方法 
3.1.3 陀飞轮钟走时校对

与调整的方法及要求 
3.1.4 选配机械钟表发条

的方法及要求 

3.2 故 障

排除 

3.2.1 能制作柄轴及杆簧

类零件，铆合轮轴、轮片等

零件并调整平整度 
3.2.2 能修复钟表夹板孔

的磨损，调整摆轮动平衡修

正位差 
3.2.3 能排除机械钟报时

机构和夜间自动止报机构

故障，调整机械钟表擒纵、

调速系统 
3.2.4 能排除人动电能手

表、光电能手表的充电功能

故障 
3.2.5 能排除高档机械钟

表月相、大日历机构等附加

功能故障 

3.2.1 制作柄轴及杆簧类

零件，铆合轮轴、轮片等零

件并调整平整度的方法及

要求 
3.2.2 修复钟表夹板孔的

磨损，调整摆轮动平衡修正

位差的方法及要求 
3.2.3 排除机械钟报时机

构和夜间自动止报机构故

障，调整机械钟表擒纵、调

速系统的方法及要求 
3.2.4 排除人动电能手表、

光电能手表充电功能故障

的方法及要求 
3.2.5 排除高档机械钟表

月相、大日历机构等附加功

能故障的方法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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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3. 
保 
养 
与 
维 
修 

3.3 维 修

后检验 

3.3.1 能检查维修后电波

钟表、人动电能手表、光电

能手表等复杂结构钟表的

使用功能 
3.3.2 能检测维修后电波

钟表、人动电能手表、光电

能手表的走时精度 
3.3.3 能检查维修后机械

报时钟的使用功能 

3.3.1 检查维修后电波钟

表、人动电能手表、光电能

手表等复杂结构钟表使用

功能的方法 
3.3.2 检测维修后电波钟

表、人动电能手表、光电能

手表走时精度的方法 
3.3.3 检查维修后机械报

时钟使用功能的方法 

4. 
指 
导 
与 
培 
训 

4.1 技 术

指导 

4.1.1 能对三级/高级工

及以下级别人员进行钟表

检测的技术指导与技能

示范 
4.1.2 能对三级/高级工

及以下级别人员进行钟表

故障排除的技术指导与技

能示范 
4.1.3 能编制普通钟表的

维修技术文件 

4.1.1 对三级/高级工及

以下级别人员进行钟表检

测的技术指导与技能示范

的方法 
4.1.2 对三级/高级工及

以下级别人员进行钟表故

障排除的技术指导与技能

示范方法 
4.1.3 编制普通钟表维修

技术文件的方法 

4.2 技 术

培训 

4.2.1 能对三级/高级工

及以下级别人员进行技术

培训 
4.2.2 能制订“导师带徒”

计划和具体实施方案 
4.2.3 能编写普通钟表和

多功能钟表装配、维修技术

培训讲义 

4.2.1 对三级/高级工及

以下级别人员进行技术培

训的方法 
4.2.2 制订“导师带徒”

计划和具体实施方案的方法 
4.2.3 编写普通钟表和多

功能钟表装配、维修技术培

训讲义的方法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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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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 
障 
检 
查 
与 
分 
析 

1.1 维 修

前检测 

1.1.1 能对打簧、陀飞轮、

万年历、同轴擒纵等复杂结

构钟表的故障进行检查 
1.1.2 能判断多音机械钟

表的音质效果 

1.1.1 检查打簧、陀飞轮、

万年历、同轴擒纵等复杂结

构钟表故障的方法及要求 
1.1.2 判断多音机械钟表

音质效果的方法 

1.2 故 障

分析 

1.2.1 能分析打簧、多音

机械等复杂功能钟表的故

障 
1.2.2 能分析特种用途计

时仪器的故障 

1.2.1 分析打簧、多音机

械等复杂功能钟表故障的

方法 
1.2.2 分析特种用途计时

仪器故障的方法 

2. 
保 
养 
与 
维 
修 

2.1 保 养

与 更 换 零

件 

2.1.1 能对打簧、多音机

械等复杂多功能钟表进行

清洗、注油等保养 
2.1.2 能对特殊用途钟表

进行保养和调整 
2.1.3 能对陀飞轮表进行

走时校对与调整 

2.1.1 打簧、多音机械等

复杂多功能钟表清洗、注油

知识及保养方法 
2.1.2 特殊用途钟表保养

和调整方法 
2.1.3 陀飞轮表走时校对

与调整的方法及要求 

2.2 故 障

排除 

2.2.1 能无样制作钟表零

部件 
2.2.2 能排除机械钟手动

止报机构、布谷鸟等仿声报

时机构故障 
2.2.3 能排除打簧、陀飞

轮、万年历、同轴擒纵等复

杂结构钟表故障 

2.2.1 无样制作钟表零部

件的方法及要求 
2.2.2 排除机械钟手动止

报机构、布谷鸟等仿声报时

机构故障的方法 
2.2.3 排除打簧、陀飞轮、

万年历、同轴擒纵等复杂结

构钟表故障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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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2. 
保 
养 
与 
维 
修 

2.3 维 修

后检验 

2.3.1 能检查维修后打簧、

陀飞轮、万年历等复杂结构

钟表的使用功能 
2.3.2 能检测维修后打簧、

陀飞轮、万年历等复杂结构

钟表的走时精度 

2.3.1 检查维修后打簧、

陀飞轮、万年历等复杂结构

钟表使用功能的方法 
2.3.2 检测维修后打簧、

陀飞轮、万年历等复杂结构

钟表走时精度的方法 

3. 
指 
导 
与 
培 
训 

3.1 技 术

指导 

3.1.1 能对二级/技师进

行钟表检测技术指导与技

能示范 
3.1.2 能对技师进行钟表

故障排除技术指导与技能

示范 
3.1.3 能编制复杂多功能

钟表维修技术文件 

3.1.1 对二级/技师进行

钟表检测技术指导与技能

示范的方法 
3.1.2 对技师进行钟表故

障排除技术指导与技能示

范的方法 
3.1.3 编制复杂多功能钟

表维修技术文件的方法及

要求 

3.2 技 术

培训 

3.2.1 能对二级/技师进

行技术培训和业务指导 
3.2.2 能审查企业“导师

带徒”计划和具体实施方案 
3.2.3 能编写复杂多功能

钟表维修技术培训讲义 

3.2.1 对二级/技师进行

技术培训和业务指导的

方法 
3.2.2 审查企业“导师带

徒”计划和具体实施方案的

方法及要求 
3.2.3 编写复杂多功能钟

表维修技术培训讲义的方

法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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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权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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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10 5 5 

相关 
知识 
要求 

工作准备 20 20 10 5 — 

故障检查与分析 25 25 30 30 30 

保养与维修 40 40 45 45 50 

指导与培训 — — — 10 1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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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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准备 25 25 15 5 — 

故障检查与分析 35 35 35 25 20 

保养与维修 40 40 50 55 60 

指导与培训 — — — 15 2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