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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入围国家“十三五”产教融合规划项目获

省发改委批复立项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全面提高职业教育、高等教育质量，

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更加坚实人才支撑，国家发改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在“十三五”期间实施产教融合发展工程。产教融合发展工程由 3个专项组

成，分别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应用型本科产教融合及中西部基础能力建设工程

（二期）等。

2016 年在李劲松书记的关心指导和严余松校长的亲自带领下，学校抢抓机

遇，积极作为，通过相关职能部门的合力配合，学校申报的规划项目（综合实验

楼、实训与创新大楼）成功入围国家产教融合发展规划工程，四川省共有 15 所

学校申报项目入围，其中中西部基础能力建设工程（二期）学校 6所、应用型本

科产教融合学校 4所、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学校 5所。按照文件有关内容，学校入

围项目将获得国家及省上专项建设资金 1亿元左右。此次申报项目的成功入围及

配套建设资金的落地保障将极大的改善学校的办学硬件条件，增强学校学科专业

实训实力，促进人才培养与科研创新以及学科专业建设与产业发展相融合，全面

增强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同时也为学校 2018 年本科办学合格评估和建

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奠定坚实的基础。

2016 年 9 月学校规划建设处在培训楼项目建设完工交付使用后立即按照严

余松校长的早谋划、早行动、早落实的指示要求，在实验设备处等部门的通力配

合下全力推进规划项目立项工作。3月 8日，学校实训与创新大楼项目、综合实

验楼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正式获四川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批复立项。这标志着我

校“产教融合”规划项目已经正式通过国家审核、主管部门立项，进入全面实质

性建设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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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与创新大楼项目批复总投资 10369 万元（其中购置设备 2214 台（套），

2604 万元），总建筑面积 21525.24 平方米，配套建设相关附属设施。建设工期

29 个月。

综合实验楼项目批复总投资 5627 万元（其中购置设备 340 台（套），1906

万元），总建筑面积 11055.99 平方米，配套建设相关附属设施。建设工期 29

个月。

规划建设处将继续以“敢担当、重实干、讲规矩、守纪律”的工作行为准则，

贯彻好国家有关项目实施要求，落实好学校领导的有关工作指示，严格执行好批

复文件内容，按照项目基本建设程序，积极做好两个项目开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确保项目在今年 10 月份开工建设。

560 



561 



562 



	 	 	 	 	 1.1.2 ��'���"1���	����/���

0�.��#�$2&-�(* �%
���")


�2017�264��	

	

563 



	

564 



	

565 



	

566 



	

567 



	 	 	 	 	 1.1.3 ��'���"1���	����/���

0,��3$2&-�(* �%
���")
�2017�

263�� 

568 



569 



570 



 
 

571 



1.2������	

1.2.1�.$+�3! �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1.2.2�.��#�$+�3! �	

	

	

578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0 



591 



592 



 
 

四川省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川教改办„2016‟6 号 

 

四川省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 2016年度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考核结果的通报 

 

各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实施单位： 

根据《四川省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管理办法》（川教„2015‟

17 号），我办开展了 2016 年度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考核，现

将结果通知如下： 

一、考核范围 

第一、二批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今年 6 月整合项目，以

整合后项目及项目名称为准） 

二、考核方式 

考核总分为 100 分。其中第三方机构（四川教育发展研究中

心）评估得分占 70%，我办对日常工作情况的考评得分占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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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核结果 

依据分数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次。成都学

院“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试点”等 31 个项目为“优秀”等次；四

川农业大学“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建设改革试点”等 32 个项目

为“良好”等次；成都体育学院“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

等 25 个项目为合格等次；暂无不合格等次。 

（详见附件） 

四、考核结果运用 

对获得“优秀”等次的改革试点项目给予通报表扬。考核结

果作为 2017 年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资金支持的依据；作为启

动项目退出机制的重要参考。 

希望受到表扬的改革试点项目认真总结、再接再厉、务实创

新、再创佳绩。希望“合格”等次的改革试点项目深入对照分析，

找准问题、找出差距，切实加强和改进工作。 

 
附件：2016 年度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考核结果 

 

 
 

四川省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6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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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6年度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考核结果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单位 总分 等次 

1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试点 成都学院 100 优秀 

2 区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 成都市武侯区教育局 100 优秀 

3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试点 四川农业大学 95 优秀 

4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试点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95 优秀 

5 创新创业教育综合改革试点 四川农业大学 95 优秀 

6 创新创业教育综合改革试点 成都理工大学 95 优秀 

7 创新创业教育综合改革试点 成都东软学院 95 优秀 

8 创新创业教育综合改革试点 西南科技大学 95 优秀 

9 教育对外开放改革试点 成都学院 95 优秀 

10 教育对外开放改革试点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95 优秀 

11 教育对外开放改革试点 四川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95 优秀 

12 教育对外开放改革试点 西南财经大学 95 优秀 

13 高校分配制度改革试点 成都体育学院 95 优秀 

14 高校干部任期制改革试点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95 优秀 

15 本科院校整体转型发展改革试点 四川文理学院 95 优秀 

16 本科院校整体转型发展改革试点 西南交大希望学院 95 优秀 

17 本科院校整体转型发展改革试点 成都工业学院 95 优秀 

18 本科院校整体转型发展改革试点 四川旅游学院 95 优秀 

19 本科院校整体转型发展改革试点 成都师范学院 95 优秀 

20 本科二级学院（系）、专业群转型发展改革

试点 成都中医药大学 95 优秀 

21 本科二级学院（系）、专业群转型发展改革

试点 内江师范学院 95 优秀 

22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综合改革试点 西华大学 95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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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单位 总分 等次 

23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95 优秀 

24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95 优秀 

25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 泸州市教育局 95 优秀 

26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 自贡市教育局 95 优秀 

27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 广元市教育局 95 优秀 

28 教育信息化综合改革试点 甘孜州教育局 95 优秀 

29 教育信息化综合改革试点 七中、实小东方闻道网校 95 优秀 

30 区域校园治理改革试点 广元市教育局 95 优秀 

31 办学体制机制改革试点 射洪县教体局 95 优秀 

32 区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 泸州市教育局 92.5 良好 

33 本科院校整体转型发展改革试点 绵阳师范学院 92.5 良好 

34 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建设试点 四川农业大学 90 良好 

35 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建设试点 攀枝花学院 90 良好 

36 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建设试点 西南石油大学 90 良好 

37 办学体制机制改革试点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 90 良好 

38 办学体制机制改革试点 成都市教育局 90 良好 

39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试点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90 良好 

40 师资队伍建设改革设点 四川师范大学 90 良好 

41 本科院校整体转型发展改革试点 西昌学院 90 良好 

42 本科院校整体转型发展改革试点 四川传媒学院 90 良好 

43 本科院校整体转型发展改革试点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90 良好 

44 本科院校整体转型发展改革试点 攀枝花学院 90 良好 

45 高等教育艺术体育改革单项试点 乐山师范学院 90 良好 

46 高等教育艺术体育改革单项试点  绵阳师范学院 90 良好 

47 教育信息化综合改革试点 乐山师范学院 90 良好 

48 本科二级学院（系）、专业群转型发展改革

试点 西南石油大学 90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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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单位 总分 等次 

49 本科二级学院（系）、专业群转型发展改革

试点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银杏酒店

学院 
90 良好 

50 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 四川广播电视大学 90 良好 

51 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 西南医科大学 90 良好 

52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90 良好 

53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90 良好 

54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 90 良好 

55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 成都市教育局 90 良好 

56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 广安市教育局 90 良好 

57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 大英县中等职业技术学

校 
90 良好 

58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综合改革试点 成都理工大学 90 良好 

59 创新创业教育综合改革试点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90 良好 

60 创新创业教育综合改革试点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90 良好 

61 教育对外开放改革试点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90 良好 

62 县域基础教育改革单项试点 兴文县教体文广局 90 良好 

63 县域基础教育改革单项试点 盐边县教育局 90 良好 

64 高校分配制度改革试点 成都学院 85 合格 

65 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 成都体育学院 85 合格 

66 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 西华师范大学 85 合格 

67 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 西华大学 85 合格 

68 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85 合格 

69 本科院校整体转型发展改革试点 乐山师范学院 85 合格 

70 本科院校整体转型发展改革试点 宜宾学院 85 合格 

71 高校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改革试点 乐山师范学院 85 合格 

72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综合改革试点 乐山师范学院 85 合格 

73 本科二级学院（系）、专业群转型发展改革

试点 西华师范大学 85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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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单位 总分 等次 

74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85 合格 

75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 四川管理职业学院 85 合格 

76 高等教育艺术体育改革单项试点 西南医科大学 85 合格 

77 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建设试点 成都医学院 85 合格 

78 办学体制机制改革试点 达州市教育局 85 合格 

79 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试点 攀枝花市东区教育局 85 合格 

80 师资队伍建设改革试点 宜宾县教体局 85 合格 

81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80 合格 

82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综合改革试点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80 合格 

83 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 四川理工学院 80 合格 

84 创新创业教育综合改革试点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80 合格 

85 办学体制机制改革试点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65 合格 

86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综合改革试点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65 合格 

87 区域校园治理改革试点 宜宾市翠屏区教育局 65 合格 

88 县域基础教育改革单项试点 宜宾市翠屏区教育局 65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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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3 年度四川省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立项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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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四川省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第一批）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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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附件

四川省教育厅

拟推荐立项 2020年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单

学校名称 学校代码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成都工业学院 11116 电子信息工程 080701

成都工业学院 11116 通信工程 08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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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首批“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名单 

 

一、“新工科”综合改革类项目（202个） 

（一）工科优势高校“新工科”综合改革类项目 

1.学科交叉融合类项目群 

指导专家：邱勇、邬贺铨、张欣欣、伍江、王巨宏 

序号 负责人 所在单位 项目名称 

1 曾  嵘 清华大学 能源互联网本科专业探索与实践 

2 王祖林 
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 

空、天、信、医交叉融合的新兴专业建

设探索与实践 

3 苏海佳 北京化工大学 
基于多学科交叉融合，本研贯通式高层

次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4 王秀梅 
华北电力大学

（保定） 

发挥综合性工程训练中心优势，探索构

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工程人才培养模式 

5 舒歌群 天津大学 
基于多学科交叉与产教融合的新工科专

业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6 钟诗胜 哈尔滨工业大学 
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工程人才培养模式探

索与实践 

7 伍  江 同济大学 
基于全培养链条设计的多学科深度交叉

融合的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8 杜朝辉 上海交通大学 
构建基于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工程人才培

养课程体系 

9 廖庆喜 华中农业大学 
基于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农林院校农业工

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10 王文格 湖南大学 
搭建创新型学科交叉平台，构建面向新

工科的工程训练体系 

11 李正良 重庆大学 
学科交叉、专业融合、产学研教一体化

的跨界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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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黄云清 湘潭大学 
地方高校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建设

与实践 

16 李肯立 湖南大学 
基于超算平台的大数据新工科人才培养体

系研究与实践 

17 曾宝成 湖南科技学院 
“政校企”多方协同育人模式下的大数据

学院共建与实践研究 

18 文益民 
桂林电子科技

大学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新经济对工科人才需求

的调研分析 

19 王  茜 重庆大学 
大数据科学与技术专业建设及新工科人才

培养探索与实践 

20 谈文蓉 西南民族大学 
新工科视野下创新型大数据专业人才协同

育人实践平台的建设 

3.智能制造类项目群 

指导：机械类专业教指委、自动化类专业教指委、顾佩华 

序号 负责人 所在单位 项目名称 

1 赵冬娥 中北大学 
面向工业 4.0智能制造和基于全周期工程

教育的信息工程专业改造升级研究与实践 

2 潘艳秋 大连理工大学 
面向智能制造的多学科交叉“化工过程安

全与控制工程”专业建设 

3 袁晓光 沈阳工业大学 
基于智能制造的新工科多方协同育人模式

建立与实践 

4 李康举 沈阳工学院 
基于 i5智能制造学院新工科多方协同育

人模式改革与实践 

5 温  涛 
大连东软信息

学院 

面向智能制造领域的专业交叉融合式工程

实践教育体系与实践平台构建研究 

6 闫纪红 
哈尔滨工业大

学 

面向智能制造的机械类专业新工科人才培

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7 张  洁 东华大学 

面向纺织产业“新三板”架构需求，纺织

智能制造和时尚创新设计工程的高层次应

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8 杨若凡 上海电机学院 
多方协同培育智能制造国际化应用型人才

——基于“中德智能制造学院”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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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倪中华 东南大学 
面向智能制造的高层次机械人才培养模式

研究与实践 

10 
徐建成 

李鹏飞 
南京理工大学 智能制造跨学科工程创新训练平台构建 

11 黄志刚 福州大学 
“智能制造”专业硕士学位人才培养的探

索与实践 

12 刘衍聪 
中国石油大学

胜利学院 

石油装备智能制造协同育人平台的探索与

实践 

13 吴怀宇 武汉科技大学 
面向智能制造的多方协同育人模式改革与

实践 

14 陈志刚 邵阳学院 
面向智能制造的多主体协同育人模式改革

与实践 

15 包能胜 汕头大学 
面向智能制造产业的机械类专业多学科交

叉融合改造升级路径的探索与实践 

16 张  昕 五邑大学 
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智能制造工程人才培养

模式探索与实践 

17 刘  军 
佛山科学技术

学院 

珠江西岸智能制造背景下机器人产业卓越

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 

18 罗  明 广东科技学院 
智能制造标准化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

究 

19 胡光忠 四川理工学院 
面向智能制造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专业改造升级路径探索与实践 

20 李刚俊 成都工业学院 
校企双主体协同育人，共建智能制造学院

的探索与实践 

21 陈雪峰 西安交通大学 
智能制造对新型工程科技人才的培养需求

及对策研究 

22 张  波 宁夏大学 
面向产业转型升级的智能制造方向卓越工

程师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4.计算机和软件工程类项目群 

指导：计算机类专业教指委 

序号 负责人 所在单位 项目名称 

1 林慧苹 北京大学 
“软件+”新工科人才的创新创业能力培养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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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公布 2021 年度国家级和
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

局，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部属各高等学校、部省合

建各高等学校：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实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

的通知》（教高厅函〔2019〕18 号），我部组织开展了 2021 年度

国家级和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报送工作。经各高校网上申报、

高校主管部门审核和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评议、投票

推荐，我部认定了 3730 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其中中

央赛道 1466 个、地方赛道 2264 个。同时，经各省级教育行政部

门审核、推荐，确定了 5069 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现将

名单予以公布（见附件 1、2）。请各地各高校统筹好三批国家级

和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的建设工作，持续加强专业建设，不

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培养一流人才方阵。

  附件：1. 2021 年度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单（分送）

教高厅函〔2022〕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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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021 年度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单（分送）

                           教育部办公厅               

                            2022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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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依申请公开）

部内发送：有关部领导，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                             2022 年 6 月 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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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ïBÌ�\a ¯a 030101K ¯aÒ ¯a 

51 ïBÌ�\a Õ´a 020101 Õ´aÒ Õ´a 

52 ïBÌ�\a «øRę�Þ 050103 1Røò�aÒ �a 

53 ïBÌ�\a l�lÎ 120701  l�lÎÒ ÑÁa 

54 ïBÌ�\a ï¿»ø 050205 [Røò�aÒ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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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ïBÌ�\a Ä_&~lÎ 080701 Ä_&~Ò la 

56 ïBÌ�\a Ăgė��¡b+ 082202 ¡lÎÒ la 

57 �Ċ&~lÎ\a \©Ìa 070601 \©ÌaÒ Áa 

58 �Ċ&~lÎ\a ÿ�lÎ 080902 ôÐ�Ò la 

59 �Ċ&~lÎ\a Ä_N: 120801  Ä_N:Ò ÑÁa 

60 �Ċ&~lÎ\a á;= 080801 á;=Ò la 

61 �Ċ&~lÎ\a Ä_&~lÎ 080701 Ä_&~Ò la 

62 �Ċ&~lÎ\a ć&lÎ 080703 Ä_&~Ò la 

63 �Ċ&~lÎ\a ÜØlÎ 080903 ôÐ�Ò la 

64 �Ċ&~lÎ\a Ä_Ìa��� 080702 Ä_&~Ò la 

65 �Ċ&~lÎ\a &~�ôÐÌa 070102 �aÒ Áa 

66 �Ċ&~lÎ\a ¾XlÎ 082502 ¾XÌa�lÎÒ la 

67 �Ċ&~lÎ\a ôÐ�Ìa��� 080901 ôÐ�Ò la 

68 �Ċ&~lÎ\a Õ´Ùôa 020102 Õ´aÒ Õ´a 

69 �Ċ&~lÎ\a zÄ_Ìa�lÎ 080704 Ä_&~Ò la 

70 �Ċ&~lÎ\a &~b+ 080904K ôÐ�Ò la 

71 �Ċ&~lÎ\a �¶ÑÁ 120901K �¶ÑÁÒ ÑÁa 

72 �Ċ&~lÎ\a TÁ&~Ìa 070504 TÁÌaÒ Áa 

73 �Ċ&~lÎ\a )Ä&~Ìa�lÎ 080705 Ä_&~Ò la 

74 �Ċ&~lÎ\a Ä_&~Ìa��� 080714T Ä_&~Ò la 

75 ïA\a Ä©lÎE.á;= 080601 Ä©Ò la 

76 ïA\a �¢÷ô6ĈE.á;= 080202 �¢Ò la 

77 ïA\a ğMÌa�lÎ 082701 ğMÌa�lÎÒ la 

78 ïA\a þālÎ 080207 �¢Ò la 

79 ïA\a ß·�;9lÎ 080501 ß·;9Ò la 

80 ïA\a S�lÎ 081001 S�Ò la 

81 ïA\a !ôa 120203K lNÑÁÒ ÑÁa 

82 ïA\a 8M÷ô 130504  ÷ôaÒ ã�a 

83 ïA\a lÎĈ  120105  ÑÁÌa�lÎÒ ÑÁa 

84 ïA\a }��®�Þ 030503 Ġ*}34Á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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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ïA\a «øò�a 050101 1Røò�aÒ �a 

86 ïA\a =a 070301 =aÒ Áa 

87 Pk1�\a 1a 090101 ¤¼Â8Ò 1a 

88 Pk1�\a ;¼@a 090401 ;¼@aÒ 1a 

89 Pk1�\a ;¼Ìa 090301 ;¼Â8Ò 1a 

90 Pk1�\a ça 090107T ¤¼Â8Ò 1a 

91 Pk1�\a Qã 090102 ¤¼Â8Ò 1a 

92 Pk1�\a �a 090501 �aÒ 1a 

93 Pk1�\a 1�û·�¾X 090201 áº%��¾XÂ|Ò 1a 

94 Pk1�\a 1�Õ´ÑÁ 120301  1�Õ´ÑÁÒ ÑÁa 

95 Pk1�\a è�Ìa 090701 èaÒ 1a 

96 Pk1�\a Q� 090502 �aÒ 1a 

97 Pk1�\a ¤¼%� 090103 ¤¼Â8Ò 1a 

98 Pk1�\a Â¼�� 071002 Â¼ÌaÒ Áa 

99 Pk1�\a ğMÌa�lÎ 082701 ğMÌa�lÎÒ la 

100 Pk1�\a S�lÎ 081001 S�Ò la 

101 Pk1�\a 1��¢=E.á;= 082302 1�lÎÒ la 

102 Pk1�\a Đìa 020301K ĐìaÒ Õ´a 

103 Pk1�\a STû·ÑÁ 120404  ,-ÑÁÒ ÑÁa 

104 Pk1�\a ¾XlÎ 082502 ¾XÌa�lÎÒ la 

105 Pk1�\a Ğ�Q� 082803 wÏÒ la 

106 ïB@Ì\a 2q@a 100201K 2q@aÒ @a 

107 ïB@Ì\a ģča 100202TK 2q@aÒ @a 

108 ïB@Ì\a 1ï@2q@a 100601K 1ï@ÖJÒ @a 

109 ïB@Ì\a �Áa 101101  �ÁaÒ @a 

110 ïB@Ì\a 1@a 100501K 1@aÒ @a 

111 ïB@Ì\a Gà@a 100301K Gà@aÒ @a 

112 ïB@Ì\a éa 100701  éaÒ @a 

113 ïB@Ì\a ĝė@a 100401K ,-CÂ�ĝė@aÒ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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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ïB@Ì\a ¯a 030101K ¯aÒ ¯a 

115 ïB@Ì\a Ë!#Þ�f�ÑÁ 040203 #ÞaÒ �Þa 

116 ïB@Ì\a vZ®Æa 101005  @a��Ò @a 

117 �Ċ1@é\a 1@a 100501K 1@aÒ @a 

118 �Ċ1@é\a 1éa 100801  1éaÒ @a 

119 �Ċ1@é\a đ¹��a 100502K 1@aÒ @a 

120 �Ċ1@é\a �Áa 101101  �ÁaÒ @a 

121 �Ċ1@é\a 1ï@2q@a 100601K 1ï@ÖJÒ @a 

122 �Ċ1@é\a ë@a 100503K 1@aÒ @a 

123 �Ċ1@é\a 6élÎ 081302 =l�6éÒ la 

124 �Ċ1@é\a 2q@a 100201K 2q@aÒ @a 

125 �Ċ1@é\a vZ®Æa 101005  @a��Ò @a 

126 �Ċ1@é\a ,-6�ÑÁ 120401  ,-ÑÁÒ ÑÁa 

127 �Ċ1@é\a ëéa 100803T 1éaÒ @a 

128 �Ċ1@é\a @a&~lÎ 080711T Ä_&~Ò la 

129 �Ċ1@é\a @a£ġ�� 101001  @a��Ò @a 

130 �Ċ1@é\a ĝė@a 100401K ,-CÂ�ĝė@aÒ @a 

131 Pknæ\a «øò�a 050101 1Røò�aÒ �a 

132 Pknæ\a �a�sÃ�a 070101 �aÒ Áa 

133 Pknæ\a ¼Áa 070201 ¼ÁaÒ Áa 

134 Pknæ\a �Þa 040101 �ÞaÒ �Þa 

135 Pknæ\a =a 070301 =aÒ Áa 

136 Pknæ\a lNÑÁ 120201K lNÑÁÒ ÑÁa 

137 Pknæ\a TÁÌa 070501 TÁÌaÒ Áa 

138 Pknæ\a DHa 060101 DHaÒ DHa 

139 Pknæ\a åø 050201 [Røò�aÒ �a 

140 Pknæ\a �Þ��a 040104 �ÞaÒ �Þa 

141 Pknæ\a Õ´a 020101 Õ´aÒ Õ´a 

142 Pknæ\a }��®�Þ 030503 Ġ*}34ÁöÒ ¯a 

143 Pknæ\a a7�Þ 040106 �ÞaÒ �Þ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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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Pknæ\a b+lÎ 082901 b+Ìa�lÎÒ la 

145 Pknæ\a p�ÄðÛf 130305  �8�yðaÒ ã�a 

146 Pknæ\a Ĝ5a 130202  Ĝ5�âýaÒ ã�a 

147 Pknæ\a ¯a 030101K ¯aÒ ¯a 

148 Pknæ\a Ý�a 130401  Ý�aÒ ã�a 

149 Pknæ\a {Áa 071101 {ÁaÒ Áa 

150 Pknæ\a ÿ�lÎ 080902 ôÐ�Ò la 

151 ïAnæ\a «øò�a 050101 1Røò�aÒ �a 

152 ïAnæ\a Â¼Ìa 071001 Â¼ÌaÒ Áa 

153 ïAnæ\a }��®�Þ 030503 Ġ*}34ÁöÒ ¯a 

154 ïAnæ\a ¼Áa 070201 ¼ÁaÒ Áa 

155 ïAnæ\a �Þa 040101 �ÞaÒ �Þa 

156 ïAnæ\a #Þ�Þ 040201 #ÞaÒ �Þa 

157 ïAnæ\a TÁÌa 070501 TÁÌaÒ Áa 

158 ïAnæ\a ďÂ;¼�áº%�?ÑÁ 090202 áº%��¾XÂ|Ò 1a 

159 ïAnæ\a DHanæ� 060101 DHaÒ DHa 

160 ïAnæ\a ha�Þ 040107 �ÞaÒ �Þa 

161 ïAnæ\a {Áa 071101 {ÁaÒ Áa 

162 ïAnæ\a =a 070301 =aÒ Áa 

163 ïAnæ\a !ôa 120203K lNÑÁÒ ÑÁa 

164 PkĀ=l\a =alÎ�lã 081301 =l�6éÒ la 

165 PkĀ=l\a Â¼lÎ 083001 Â¼lÎÒ la 

166 PkĀ=l\a ąÎîY��6lÎ 080206 �¢Ò la 

167 PkĀ=l\a á;= 080801 á;=Ò la 

168 PkĀ=l\a ÜØlÎ 080903 ôÐ�Ò la 

169 PkĀ=l\a ��Ìa�lÎ 080401 ��Ò la 

170 PkĀ=l\a �¢÷ô6ĈE.á;= 080202 �¢Ò la 

171 PkĀ=l\a ČċlÎ 082705 ğMÌa�lÎÒ la 

172 PkĀ=l\a !ôa 120203K lNÑÁÒ ÑÁa 

173 PkĀ=l\a S�lÎ 081001 S�Ò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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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PkĀ=l\a 6élÎ 081302 =l�6éÒ la 

175 PkĀ=l\a a7�Þ 040106 �ÞaÒ �Þa 

176 ï�aĚ 1a 090101 ¤¼Â8Ò 1a 

177 ï�aĚ 1Ri�¨�øò�a 050104 1Røò�aÒ �a 

178 ï�aĚ ;¼@a 090401 ;¼@aÒ 1a 

179 ï�aĚ ª5ªÄlÎ 081101 ª5Ò la 

180 ï�aĚ ��Ìa�lÎ 080401 ��Ò la 

181 ï�aĚ ğMÌa�lÎ 082701 ğMÌa�lÎÒ la 

182 ï�aĚ Qã 090102 ¤¼Â8Ò 1a 

183 ï�aĚ Ä_N: 120801  Ä_N:Ò ÑÁa 

184 ï�aĚ ôÐ�Ìa��� 080901 ôÐ�Ò la 

185 k>@aĚ 2q@a 100201K 2q@aÒ @a 

186 k>@aĚ @ay(a 100203TK 2q@aÒ @a 

187 k>@aĚ �Áa 101101  �ÁaÒ @a 

188 k>@aĚ ģča 100202TK 2q@aÒ @a 

189 k>@aĚ @a£ġ�� 101001  @a��Ò @a 

190 k>@aĚ Â¼@alÎ 082601 Â¼@alÎÒ la 

191 k>@aĚ Gà@a 100301K Gà@aÒ @a 

192 k>@aĚ Çð)a 101004  @a��Ò @a 

193 ÚĘnæaĚ ha�Þ 040107 �ÞaÒ �Þa 

194 ÚĘnæaĚ Ĝ5a 130202  Ĝ5�âýaÒ ã�a 

195 ÚĘnæaĚ =a 070301 =aÒ Áa 

196 ÚĘnæaĚ a7�Þ 040106 �ÞaÒ �Þa 

197 ÚĘnæaĚ Â¼Ìa 071001 Â¼ÌaÒ Áa 

198 ÚĘnæaĚ sÃ{Áa 071102 {ÁaÒ Áa 

199 0¬næaĚ ha�Þ 040107 �ÞaÒ �Þa 

200 0¬næaĚ ª8/§a 090601 ª8Ò 1a 

201 0¬næaĚ �a�sÃ�a 070101 �aÒ Áa 

202 0¬næaĚ «øò�a 050101 1Røò�aÒ �a 

203 0¬næaĚ Ý�a 130401  Ý�aÒ ã�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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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cdaĚ Â¼lÎ 083001 Â¼lÎÒ la 

205 cdaĚ ¯a 030101K ¯aÒ ¯a 

206 cdaĚ Ä_&~Ìa��� 080714T Ä_&~Ò la 

207 cdaĚ ¼Áa 070201 ¼ÁaÒ Áa 

208 Pk�ÁaĚ =alÎ�lã 081301 =l�6éÒ la 

209 Pk�ÁaĚ ha�Þ 040107 �ÞaÒ �Þa 

210 Pk�ÁaĚ ôÐ�Ìa��� 080901 ôÐ�Ò la 

211 5jnæaĚ ½¦�Þ 040108 �ÞaÒ �Þa 

212 5jnæaĚ �¶ÑÁ 120901K �¶ÑÁÒ ÑÁa 

213 5jnæaĚ �Ėa 050301 �Ė"�aÒ �a 

214 5jnæaĚ åø 050201 [Røò�aÒ �a 

215 5jnæaĚ ôÐ�Ìa��� 080901 ôÐ�Ò la 

216 5jnæaĚ Ä_&~lÎ 080701 Ä_&~Ò la 

217 �Ċ#ÞaĚ 1@a 100501K 1@aÒ @a 

218 �Ċ#ÞaĚ #Þ�Þ 040201 #ÞaÒ �Þa 

219 �Ċ#ÞaĚ ¥��¨�"Ù#Þ 040204K #ÞaÒ �Þa 

220 �Ċ#ÞaĚ Ć;õÔ 040202K #ÞaÒ �Þa 

221 �Ċ#ÞaĚ �Ėa 050301 �Ė"�aÒ �a 

222 �Ċ#ÞaĚ Ć;9#Ìa 040205 #ÞaÒ �Þa 

223 �Ċ#ÞaĚ �¶ÑÁ 120901K �¶ÑÁÒ ÑÁa 

224 �Ċ#ÞaĚ Ć;vZ 040206T #ÞaÒ �Þa 

225 �Ċ#ÞaĚ åø 050201 [Røò�aÒ �a 

226 PkĜ5aĚ Ĝ5í¸ 130201  Ĝ5�âýaÒ ã�a 

227 PkĜ5aĚ $��$���Áö 130203  Ĝ5�âýaÒ ã�a 

228 PkĜ5aĚ 8M÷ô 130504  ÷ôaÒ ã�a 

229 PkĜ5aĚ Ĝ5a 130202  Ĝ5�âýaÒ ã�a 

230 PkĜ5aĚ ×Å 130402  Ý�aÒ ã�a 

231 PkĜ5aĚ âýa 130205  Ĝ5�âýaÒ ã�a 

232 PkĜ5aĚ xĜã� 130308  �8�yðaÒ ã�a 

233 �Ċl�aĚ �¢Ä_lÎ 080204 �¢Ò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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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Ċl�aĚ ���VE�6lÎ 080203 �¢Ò la 

235 �Ċl�aĚ zÄ_Ìa�lÎ 080704 Ä_&~Ò la 

236 �Ċl�aĚ ¼²ÑÁ 120601  ¼²ÑÁ�lÎÒ ÑÁa 

237 �Ċl�aĚ ôÐ�Ìa��� 080901 ôÐ�Ò la 

238 Pk¨�aĚ ¯aë«Fø� 030101K ¯aÒ ¯a 

239 Pk¨�aĚ Ĝ5a 130202  Ĝ5�âýaÒ ã�a 

240 Pk¨�aĚ �¶ÑÁ 120901K �¶ÑÁÒ ÑÁa 

241 Pk¨�aĚ 1Ri�¨�øò�a 050104 1Røò�aÒ �a 

242 PkóeaĚ 7ćÑÁlÎ 083103TK ,b��Ò la 

243 PkóeaĚ 46Ìa�� 083101K ,b��Ò la 

244 PkóeaĚ ®ba 030601K ,baÒ ¯a 

245 �Ċ@aĚ 2q@a 100201K 2q@aÒ @a 

246 �Ċ@aĚ Â¼�� 071002 Â¼ÌaÒ Áa 

247 �Ċ@aĚ @a£ġ�� 101001  @a��Ò @a 

248 �Ċ@aĚ �Áa 101101  �ÁaÒ @a 

249 �Ċ@aĚ &~ÑÁ�&~ÓÙ 120102  ÑÁÌa�lÎÒ ÑÁa 

250 �Ċ@aĚ ĝė@a 100401K ,-CÂ�ĝė

@aÒ @a 

251 �Ċ@aĚ éa 100701  éaÒ @a 

252 �ĊnæaĚ ha�Þ 040107 �ÞaÒ �Þa 

253 �ĊnæaĚ ôÐ�Ìa��� 080901 ôÐ�Ò la 

254 �ĊnæaĚ Ý�a 130401  Ý�aÒ ã�a 

255 �ĊnæaĚ åø 050201 [Røò�aÒ �a 

256 �ĊnæaĚ {Áa 071101 {ÁaÒ Áa 

257 �Ċ\a ôÐ�Ìa��� 080901 ôÐ�Ò la 

258 �Ċ\a �¢÷ô6ĈE.á;= 080202 �¢Ò la 

259 �Ċ\a ;Å 130310  �8�yðaÒ ã�a 

260 �Ċ\a ğMÌa�lÎ 082701 ğMÌa�lÎÒ la 

261 �Ċ\a á;= 080801 á;=Ò la 

262 �Ċ\a ÿ�lÎ 080902 ôÐ�Ò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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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Ċ\a a7�Þ 040106 �ÞaÒ �Þa 

264 �Ċ\a S�lÎ 081001 S�Ò la 

265 �Ċ\a !ôa 120203K lNÑÁÒ ÑÁa 

266 �Ċ\a �¶ÑÁ 120901K �¶ÑÁÒ ÑÁa 

267 �Ċ\a ¯a 030101K ¯aÒ ¯a 

268 �Ċ\a #Þ�Þ 040201 #ÞaÒ �Þa 

269 �Ċ\a °ø 050220 [Røò�aÒ �a 

270 ��äaĚ ��Ìa�lÎ 080401 ��Ò la 

271 ��äaĚ =alÎ�lã 081301 =l�6éÒ la 

272 ��äaĚ !ôa 120203K lNÑÁÒ ÑÁa 

273 ��äaĚ S�lÎ 081001 S�Ò la 

274 ��äaĚ 2ĐlÎ 080404 ��Ò la 

275 ��äaĚ ÿ�lÎ 080902 ôÐ�Ò la 

276 �Ċ0ÿaĚ ÿ�lÎ 080902 ôÐ�Ò la 

277 �Ċ0ÿaĚ ÜØlÎ 080903 ôÐ�Ò la 

278 �Ċ0ÿaĚ ;Å 130310  �8�yðaÒ ã�a 

279 Pk"^aĚ p�ÄðÛf 130305  �8�yðaÒ ã�a 

280 Pk"^aĚ �Ĝ�3�ã� 130309  �8�yðaÒ ã�a 

281 Pk"^aĚ pLa 050303 �Ė"�aÒ �a 

282 Pk"^aĚ �`^#ã� 130508  ÷ôaÒ ã�a 

283 �Ċ�ÁaĚ !ôa 120203K lNÑÁÒ ÑÁa 

284 �Ċ�ÁaĚ �¶ÑÁ 120901K �¶ÑÁÒ ÑÁa 

285 Pk�=ã�aĚ ðñ"Ą÷ô 130502  ÷ôaÒ ã�a 

286 Pk�=ã�aĚ ;Å 130310  �8�yðaÒ ã�a 

287 PkÄyÄðaĚ �Ĝ�3�ã� 130309  �8�yðaÒ ã�a 

288 PkÄyÄðaĚ p�ÄðÛf 130305  �8�yðaÒ ã�a 

289 PklNaĚ Ä_&~lÎ 080701 Ä_&~Ò la 

290 PklNaĚ Ä_N: 120801  Ä_N:Ò ÑÁa 

291 Ä_Ì�\a�ĊaĚ ě�Ä—÷ô�ě�ÓÙ 080710T Ä_&~Ò la 

292 Ä_Ì�\a�ĊaĚ ć&lÎ 080703 Ä_&~Ò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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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 �ĊÁl\alÎ��aĚ ÿ�lÎ 080902 ôÐ�Ò la 

294 �ĊÁl\alÎ��aĚ �¢lÎ 080201 �¢Ò la 

295 �Ċ&~lÎ\aĒ�ċtÑÁaĚ ċtÑÁ 120902  �¶ÑÁÒ ÑÁa 

296 �Ċ&~lÎ\aĒ�ċtÑÁaĚ �¶ÑÁ 120901K �¶ÑÁÒ ÑÁa 

297 Pk[Rø\a�ĊaĚ åø 050201 [Røò�aÒ �a 

298 Pk[Rø\a�ĊaĚ ¯ø 050204 [Røò�aÒ �a 

299 Pk\aĔWaĚ ÿ�lÎ 080902 ôÐ�Ò la 

300 Pk\aĔWaĚ �¢÷ô6ĈE.á;= 080202 �¢Ò la 

301 Pk\aĔWaĚ mUêē 120202  lNÑÁÒ ÑÁa 

302 Pk\aĔWaĚ �Ėa 050301 �Ė"�aÒ �a 

303 ïBùÕ\a]uaĚ !ôa 120203K lNÑÁÒ ÑÁa 

304 ïBùÕ\a]uaĚ ¾X÷ô 130503  ÷ôaÒ ã�a 

305 Pk\aĔ¬aĚ lÎĈ  120105  ÑÁÌa�lÎÒ ÑÁa 

306 Pk\aĔ¬aĚ ČċlÎ 082705 ğMÌa�lÎÒ la 

307 ïBÌ�\aWmaĚ lNÑÁ 120201K lNÑÁÒ ÑÁa 

308 ïBÌ�\aWmaĚ S�lÎ 081001 S�Ò la 

309 ïB7ć\ao�aĚ 7ćĆă 081801 7ćĆăÒ la 

310 ïB7ć\ao�aĚ S�lÎ 081001 S�Ò la 

 
�

�

659 



660 



 1 

�

�

��������� � 

�

�

���������� �����	���

� ��� ��� �
�

�Ť�ƛłt�ŢǋÂĕƙ|(ĕ«)�ƫ^z_Âĕƙ»�ęŞŗ(

ÏƲQ�ĕƙ»�ĢOǚǤ(z7)ĕƙ�(»)�ǚ¾�Ƿź¬ĳ 

� � yǅÀŵÄĕƙ�Tƫ 	̂-�žŴyǅƫ^
Ğ�ƿÖƠ¯I

şu�¦č[şǂ��ŔƜę�À�sǖǈ�ÏƲaę��±�ÏƲ

*gǁŌÓ�źîŝǚƔ�ƿÖƠ �̄�±�ǣĤĕƙĒǰ��½ƨ

^ƈƥ	2010-2020 É
�¯ěşǷźĕƙǞ¦ƫ^�yǅƫ^µǷ

źĕƙǯ�Ů4ǭŁ�T*ñ�○Ė*ñ�TƎĮ�čǷ*ñ�Tƾ

Ǡ�ċkĕƙĕ¬Ēǰ� Óľ�ŗº�ƚgSĢu]ǞƥşŭƝ�

Ò¶9Ř��¯ěªyǅƫ^�Ŕč[-�çƦ� 

� � ��yǅÀŵÄĕƙ�Tƫ^şĂ¶àæ��ƥšı��Ħ~`

�¯ěǲ� 

� � 1�Ă¶àæ 

66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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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院校名称 骨干专业名称 

2386 ᄷ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物ঠ管理 

2387 ᄷ城市职业学院 ำ 

2388 ᄷ电ॏغԉᅥ科学 ֟电Ьރ电ॏຂහ 

2389 ᄷ电ॏغԉᅥ科学 供用电技术 

2390 ᄷ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动应用֟ 

2391 ᄷ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动通信技术 

2392 ᄷ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电子信工程技术 

2393 ᄷ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术 

2394 ᄷ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通信ຂහ运管理 

2395 ᄷ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ߙᅝᄦ能化工程技术 

2396 ᄷ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信̝௦与管理 

2397 ᄷּԙС职业学院 ߙᅝ工程技术 

2398 ᄷ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2399 ᄷ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动通信技术 

2400 ᄷ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术 

2401 ᄷ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402 ᄷ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௦技术与管理 

2403 ᄷ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ᄦ能ࣅ制技术 

2404 ᄷ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2405 ᄷ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生С技术 

2406 ᄷ工商职业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2407 ᄷ工商职业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408 ᄷ工商职业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术 

2409 ᄷ工商职业学院 ߙᅝઝ设计 

2410 ᄷ工商职业学院 ೊࢄҎό设计与制ᆴ 

2411 ᄷ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412 ᄷ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੦设计与制造 

2413 ᄷ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ࣅ技术 

2414 ᄷ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415 ᄷ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2416 ᄷ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车身维修技术 

2417 ᄷ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电子技术 

2418 ᄷ٤٫运输职业学院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2419 ᄷ۔ඟ职业技术学院 数ࣅ技术 

2420 ᄷ۔ඟ职业技术学院 నߑ技术 

2421 ᄷ۔ඟ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电子技术 

2422 ᄷ۔ඟ职业技术学院 ׆器制造技术 

2423 ᄷ۔ඟ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2424 ᄷ化工职业学院 工业ד技术 

2425 ᄷ化工职业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2426 ᄷ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2427 ᄷߙᅝ工程职业学院 ߙ设工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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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职成函 (2019J 10 号

教育部关于公布〈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 2015-2018 年 n 项目认定结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

局: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

计划( 2015-2018 年))项目认定的通知))(教职成厅函 (2019 J 

8 号)，经各地和有关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及公示，

现将认定的骨干专业、生产性实训基地、优质专科高等职业院校、

"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虚拟仿真实训中心、协同创新中

心、技能大师工作室等项目名单予以公布。

附件: ((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2015-2018 年)))

项目认定名单(排序不分先后)

教育部

2019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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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院校名称 骨干专业名称 

2176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酒店管理 

2177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影视动画 

2178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英语 

2179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会展策划与管理 

2180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软件技术 

2181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2182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高分子材料加工技术 

2183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设计与监理 

2184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营养与检测 

2185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商务日语 

2186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学前教育 

2187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玉器设计与工艺 

2188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 

2189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中医养生保健 

2190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中药学 

2191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人物形象设计 

2192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医疗设备应用技术 

2193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2194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2195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水利工程 

2196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术 

2197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刑事侦查技术 

2198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2199 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 戏曲表演 

2200 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移动通信技术 

2201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纺织技术 

2202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染整技术 

2203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2204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术 

2205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2206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2207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 

2208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 

2209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食品营养与检测 

2210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市政工程技术 

2211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2212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国际商务 

2213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 

2214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皮具艺术设计 

2215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投资与理财 

2216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金融管理 

2217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首饰设计与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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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院校名称 生产性实训基地名称 

833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农业公共实训中心 

834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镇街社区公共管理与服务公共实训中心 

835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专业公共实训中心 

836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先进制造技术及检测公共实训中心 

837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加工技术专业生产性实训基地 

838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现代林业公共实训中心 

839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林业类专业生产性实训基地 

840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高技能型通用管理人才培养公共实训中心 

841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广东省现代健康服务业公共实训中心 

842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食品药品公共实训中心 

843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土木工程技术公共实训中心 

844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公共实训中心 

845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技术公共实训中心 

846 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省全民健身公共实训中心 

847 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通信网络公共实训中心 

848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纺织服装公共实训中心 

849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财经商贸公共实训中心 

850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现代城市建设与服务公共实训中心 

851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食品安全与营养公共实训中心 

852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智能装备制造公共实训中心 

853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工业机器人公共实训中心 

854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广东虚拟仿真教学公共实训中心 

855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广东石油化工公共实训中心 

856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大商科综合公共实训中心 

857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商务服务公共实训中心 

858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现代商贸公共实训中心 

859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轨道装备制造公共实训中心 

860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高端机械五轴联动高技能人才培养公共实训中心 

861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经管类公共实训中心 

86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河源客家山歌、花朝戏人才培养公共实训中心 

863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医学技术公共实训中心 

864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江门传统工艺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共实训

中心 

865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与自动化设备技术应用公共实训中心 

866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制造公共实训中心 

867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 揭职院军埔电商“双创基地”公共实训中心 

868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类人才培养与技术创新公共实训中心 

869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装备制造类专业公共实训中心 

870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跨境电子商务公共实训中心 

871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化工技术类公共实训中心 

872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信息技术与创意设计共享型公共实训中心 

873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互联网技术创新创业公共实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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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示范专业拟认定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专业名称 专业负责人 专业类别

1 四川大学 汉语言文学 曹顺庆 普通本科教育

2 四川大学 口腔医学 叶玲 普通本科教育

3 电子科技大学 通信工程 李晓峰 普通本科教育

4 电子科技大学 航空航天工程 李辉 普通本科教育

5 西南交通大学 交通运输 彭其渊 普通本科教育

6 西南交通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陈维荣 普通本科教育

7 西南财经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王珏 普通本科教育

8 西南财经大学 财务管理 马永强 普通本科教育

9 西南民族大学 法学 周洪波 普通本科教育

10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交通运输 李汉成 普通本科教育

11 四川农业大学 植物保护 李庆 普通本科教育

12 四川农业大学 园林专业 刘光立 普通本科教育

13 西南石油大学 海洋油气工程 杨志 普通本科教育

14 西南石油大学 资源勘查工程 胡明 普通本科教育

15 成都理工大学 资源勘查工程 施泽进 普通本科教育

16 成都理工大学 土木工程 汤明高 普通本科教育

17 成都中医药大学 护理学专业 侯朝铭 普通本科教育

18 成都中医药大学 临床医学 罗晓红 普通本科教育

19 四川师范大学 财务管理 胡艳 普通本科教育

20 西南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李玉香 普通本科教育

21 西华大学 生物工程 向文良 普通本科教育

22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旅游管理 黄萍 普通本科教育

23 西南医科大学 中医学 魏嵋 普通本科教育

24 四川轻化工大学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李俊 普通本科教育

25 成都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叶安胜 普通本科教育

26 成都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吴向明 普通本科教育

27 川北医学院 眼视光学 兰长骏 普通本科教育

28 乐山师范学院 翻译 王林 普通本科教育

29 宜宾学院 汉语言文学 彭贵川 普通本科教育

30 绵阳师范学院 小学教育 王涛 普通本科教育

31 成都医学院 预防医学 陈建 普通本科教育

32 西昌学院 电子商务 贺盛瑜 普通本科教育

33 四川警察学院 侦查学专业 樊家林 普通本科教育

34 攀枝花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蒋志强 普通本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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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专业名称 专业负责人 专业类别

35 成都师范学院 地理科学 冉清红 普通本科教育

36 成都工业学院 通信工程 蔡方凯 普通本科教育

37 阿坝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 张晓英 普通本科教育

38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苏亚平 普通本科教育

39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周玉笛 普通本科教育

40 成都锦城学院 市场营销 杨泽明 普通本科教育

41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蒲果毅 普通本科教育

42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环境艺术设计 李玉兰 职业教育

43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纺织品检验与贸易 葛俊伟 职业教育

44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电气自动化技术 黄勤陆 职业教育

45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无人机应用技术 何先定 职业教育

46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何龙 职业教育

47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徐淳 职业教育

48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技术 张晓 职业教育

49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胡晓立 职业教育

50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鲁佳婧 职业教育

51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软件技术 周春容 职业教育

52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艾曦 职业教育

53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生物技术 邓林 职业教育

54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武友德 职业教育

55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 任运伟 职业教育

56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杨转运 职业教育

57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刘鉴秾 职业教育

58 四川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司法信息安全 邹瑛 职业教育

59 四川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安全防范技术 谢李蓉 职业教育

60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鲁淑叶 职业教育

61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王宏旭 职业教育

62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戏剧影视表演 孙奇 职业教育

63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旅游管理 黎玲 职业教育

64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 冯一娜 职业教育

65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 护理 张先庚 职业教育

66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软件技术 朱卫平 职业教育

67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吕远蓉 职业教育

68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技术 段益莉 职业教育

69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李川 职业教育

70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 陈国元 职业教育

71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畜牧兽医 胡凯 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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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拟认定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课程类型 授课类型 课程类别

1 四川大学 行政法学 姜晓萍 专业教育课程 线下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 四川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刘苹 专业教育课程 混合式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3 四川大学 法理学 王有粮 专业教育课程 混合式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4 四川大学 遗传学（双语） 王海燕 专业教育课程 线下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5 四川大学 材料分析技术 曾广根 专业教育课程 线下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6 四川大学 制革工艺学（I) 彭必雨 专业教育课程 线下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7 四川大学 高等代数-1（双语） 谭友军 专业教育课程 线下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8 四川大学 生物制药学（Ⅰ） 余蓉 专业教育课程 混合式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9 四川大学 岩石力学 谢红强 专业教育课程 混合式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10 四川大学 机器智能的神经网络方法 章毅 专业教育课程 线下课程 研究生教育

11 四川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专题研究

何洪兵 专业教育课程 混合式课程 研究生教育

12 四川大学 网络分析与综合 张英敏 专业教育课程 线下课程 研究生教育

13 四川大学 护理伦理学 张凤英 专业教育课程 线上课程 继续教育

14 电子科技大学 外国经典文学著作选读 邹涛 公共基础课程 混合式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15 电子科技大学 运营管理 刘蕾 专业教育课程 线下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16 电子科技大学 金融数学 赵武 专业教育课程 线下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17 电子科技大学 大学物理 李华 公共基础课程 混合式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18 电子科技大学 互联网思维与应用 肖文 专业教育课程 线下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19 电子科技大学 工程伦理与学术道德 陈光宇 公共基础课程 混合式课程 研究生教育

20 电子科技大学 高等电磁场理论 程钰间 专业教育课程 线下课程 研究生教育

21 西南交通大学 景观设计 王玮 专业教育课程 线下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2 西南交通大学 运动、科技与智慧人生 宋爱玲 公共基础课程 线下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3 西南交通大学 计算机学科前沿导论 杨燕 专业教育课程 线下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4 西南交通大学 材料科学基础 蒋小松 专业教育课程 线下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5 西南交通大学 轨道交通概论 付茂海 专业教育课程 线下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6 西南交通大学 通信学科前沿导论 马征 专业教育课程 线下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7 西南交通大学 自动控制原理（含实验） 赵舵 专业教育课程 线下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8 西南交通大学 基础工程 富海鹰 专业教育课程 混合式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9 西南交通大学 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 刘霓 公共基础课程 线下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30 西南交通大学 大国动力 康国政 专业教育课程 线下课程 研究生教育

31 西南交通大学 职业道德与工程伦理 夏嵩 公共基础课程 混合式课程 研究生教育

32 西南交通大学 公共政策分析 王永杰 专业教育课程 线下课程 研究生教育

33 西南交通大学 铁路桥梁 李远富、樊敏 专业教育课程 线上课程 继续教育

34 西南交通大学 大学英语 张露蓓 公共基础课程 线上课程 继续教育

35 西南财经大学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胡务 专业教育课程 线下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36 西南财经大学 公共投资学 何加明 专业教育课程 线下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37 西南财经大学 旅游文化学 张梦 专业教育课程 线下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38 西南财经大学 国民经济统计学 黎春 专业教育课程 线下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39 西南财经大学 会计学 谭洪涛 专业教育课程 线下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40 西南财经大学 商务英语 车瑜 公共基础课程 线下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41 西南财经大学 货币金融学 马如静 专业教育课程 线下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42 西南财经大学 计量经济学 龚金国 公共基础课程 混合式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43 西南财经大学 环境法 阳露昭 专业教育课程 线下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44 西南财经大学 数学分析 方敏 公共基础课程 混合式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45 西南财经大学 宏观经济学 陈晓玲 公共基础课程 线下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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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课程类型 授课类型 课程类别

241 四川警察学院 国家安全学理论 刘黎明 专业教育课程 线下课程 研究生教育

242 四川文理学院 西方经济学 孟秋菊 专业教育课程 线下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43 四川文理学院 中华文明史 张玲 公共基础课程 线下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44 四川文理学院 地域传统艺术研究 孟君 实践类课程 混合式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45 四川文理学院 电视纪录片创作 丁伟 专业教育课程 线下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46 四川文理学院
计算机在化学化工中的应
用

赖川 专业教育课程 混合式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47 成都师范学院 声乐 姚敏 专业教育课程 线下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48 成都师范学院 英语语音 黄婷 专业教育课程 混合式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49 成都师范学院
有图有真相——绘画中的
历史人文

李茜 专业教育课程 混合式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50 成都师范学院 智能机器人编程基础 杨剑 实践类课程 混合式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51 成都师范学院 Web前端开发 张敏辉 专业教育课程 混合式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52 成都师范学院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王蔚 专业教育课程 混合式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53 成都师范学院 有机化学（一） 邓国伟 专业教育课程 线下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54 成都工业学院
大学英语III、IV-跨文化
交际

林蔚 公共基础课程 线下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55 成都工业学院 高等数学 颜文勇 公共基础课程 混合式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56 成都工业学院 模拟电子技术 杨梅 专业教育课程 混合式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57 成都工业学院 FPGA设计与应用 尤小泉 专业教育课程 线下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58 成都工业学院 理论力学 张欢 专业教育课程 线下课程 继续教育

259 成都工业学院 自动控制原理 耿玉茹、赵四化专业教育课程 线下课程 继续教育

260 四川民族学院 民法总论 叶晓彬 专业教育课程 混合式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61 四川民族学院 宏观经济学 杜明义 专业教育课程 线下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62 四川民族学院 健美操基础 刘红军 专业教育课程 混合式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63 四川民族学院 乐器演奏—小提琴 樊力菡 专业教育课程 线下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64 四川旅游学院 居住空间设计 宋晶 专业教育课程 混合式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65 四川旅游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洪燕 公共基础课程 线下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66 四川旅游学院 物流工程学 甘俊伟 专业教育课程 线下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67 四川旅游学院 计算机网络 张皓瑜 专业教育课程 混合式课程 继续教育

268 四川旅游学院 西餐制作工艺 李晓 专业教育课程 混合式课程 职业教育

269 四川旅游学院 旅游学概论 况红玲 专业教育课程 混合式课程 职业教育

270 阿坝师范学院 中国近代史 刘永国 专业教育课程 线下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71 成都东软学院 财务会计（上下） 赵媛媛 专业教育课程 混合式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72 成都东软学院 企业经营模拟沙盘实训 罗阿玲 实践类课程 混合式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73 成都东软学院 综合商务英语（一） 张建华 专业教育课程 线下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74 成都东软学院 综合英语（三） 段永佳 专业教育课程 线下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75 成都东软学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郑志静 公共基础课程 混合式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76 四川传媒学院 新媒体项目管理 马建明 专业教育课程 混合式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77 四川传媒学院 形体训练 张潇云 公共基础课程 线下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78 四川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节目形态研究 陆薇 专业教育课程 混合式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79 四川传媒学院 装饰壁画 郑晓东 实践类课程 线下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80 成都文理学院 成本会计 王晓秋 专业教育课程 线下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81 成都文理学院 大学英语 雷婕 公共基础课程 混合式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82 四川工商学院 电子商务视觉设计 侯红梅 专业教育课程 混合式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83 四川工商学院 《财务管理学》课程思政 杨明 专业教育课程 混合式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84 四川工商学院 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杨居义 专业教育课程 混合式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85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区域品牌设计 高甫 专业教育课程 混合式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86 成都锦城学院 综合英语 易兰 专业教育课程 混合式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87 成都锦城学院 劳动教育 王亚利 实践类课程 混合式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288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音乐赏析 董莹莹 专业教育课程 线下课程 普通本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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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 年度广东省高职教育品牌专业建设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

号 
学校名称 专业名称（新） 

专业代码

（新） 

项目负责

人 
项目类别 备注 

1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560102 孟鑫沛 一类品牌  

2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 520304 黄铁兰 一类品牌 

撤销二类品

牌专业立项 

3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 
工业设计 560118 丘永亮 一类品牌  

4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

业学院 
环境监测与控制技

术 
520801 刘晓冰 一类品牌  

5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 
智能交通技术运用 600201 曹成涛 一类品牌  

6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畜牧兽医 510301 刘思伽 一类品牌  

7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

院 
电子商务 630801 林海 一类品牌 

撤销二类品

牌专业立项 

8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

院 
汽车车身维修技术 600210 吴云溪 一类品牌  

9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

检测 
510113 尹凯丹 一类品牌  

10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产品艺术设计 650105 伏波 一类品牌  

11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精细化工技术 570205 朱永闯 一类品牌  

12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艺 580410 王家馨 一类品牌  

13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 工商企业管理 630601 谭福河 一类品牌  

705 



 
 
— 4 — 

院 

61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旅游管理 640101 张成玉 二类品牌  

62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食品加工技术 590101 李平凡 二类品牌  

63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

院 
林业技术 510201 陈日东 二类品牌  

64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

院 
园林技术 510202 黄东兵 二类品牌  

65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

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610210 郭婷婷 二类品牌  

66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

学院 
英语教育 670106K 徐苏燕 二类品牌  

67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

院 
食品营养与检测 590107 王海波 二类品牌  

68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

院 
药品经营与管理 590301 段文海 二类品牌  

69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

术学院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610215 黄红梅 二类品牌  

70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

术学院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

与自动化技术 
530105 王敏 二类品牌  

71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

术学院 
数控设备应用与维

护 
560204 陶素连 二类品牌  

72 
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

院 
运动训练 670401 徐承建 二类品牌  

73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

作 
650102 陈文武 二类品牌  

74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 音乐表演 650219 陈宇晖 二类品牌  

75 
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

院 
软件技术 610205 林健 二类品牌  

76 
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

院 
通信技术 610301 蒋燕 二类品牌  

77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高分子材料加工技

术 
580101 梁冬 二类品牌  

78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560301 向卫兵 二类品牌  
79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工程造价 540502 劳锦洪 二类品牌  
80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建筑设计 540101 刘境奇 二类品牌  
81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540701 廖晓波 二类品牌  
82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 工程造价 540502 黄琛 二类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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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石油化工技术 570203 张燕 二类品牌  
108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560301 谢志刚 二类品牌  
109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建设工程管理 540501 庄严 二类品牌  

110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电子商务 630801 李礼 二类品牌  

111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计算机信息管理 610203 陈宝文 二类品牌  

112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610201 汪卫明 二类品牌  

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560301 王文斌 二类品牌  
114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设计 540101 陈冠宏 二类品牌  
115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610213 池瑞楠 二类品牌  
116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560113 许中明 二类品牌  

117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

术 
560702 侯文胜 二类品牌  

118 私立华联学院 市场营销 630701 张传忠 二类品牌  
119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630801 贺慧玲 二类品牌  
120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新闻采编与制作 660201 夏玉良 二类品牌  

121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 
护理 620201 陈晓霞 二类品牌  

122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 
中医学 620103K 张贵锋 二类品牌  

123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

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630502 丁世勋 二类品牌  

124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

院 
药品生产技术 590202 赵斌 二类品牌  

125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

院 
应用电子技术 610102 熊宇 二类品牌  

126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630801 郑琦 二类品牌  
127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家具艺术设计 650106 潘质洪 二类品牌  
128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软件技术 610205 何成 二类品牌  

129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 
船舶机械工程技术 560502 苏志东 二类品牌  

130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610215 马维旻 二类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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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东省高职教育一类品牌专业建设项目 

指导性基本要求 

 

一、总体目标 

1.综合实力。具备全国一流的师资、一流的教学条件、一流

的教学管理、一流的教学科研水平、一流的社会服务能力。在全

国高职院校同类专业中具有领先优势，与国际接轨，在世界同领

域具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第三方机构专业排名显著前移，或部分

建设指标名列前茅。 

2.人才培养质量。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到 95%以上或与立项

建设前相比显著提高。应届毕业生初次就业平均起薪线高，基本

工作能力和核心知识满足度高，工作与专业相关度高，职业期待

吻合度高，就业现状满意度高，就业质量稳步提升。 

3.社会认可度。新生第一志愿投档录取率达到 100%或与立

项建设前相比显著提高。普通高考统考招生录取中，第一志愿投

档线超过所在录取招生批次分数线 20 分以上或与立项建设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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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显著提高。新生报到率达到 92%以上或与立项建设前相比显著

提高。生源质量稳步提升。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和推荐度较高。 

二、分项任务 

（一）教育教学改革 

1.人才培养机制。*建立健全选课制、导师制、学分计量制、

学分绩点制、补考重修制、主辅修制、学分互认制等，探索实施

弹性学制。创新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搭建高职教育协同创新

中心、协同育人中心、技术应用中心、工程中心等。 

标志性成果：协同机制创新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省级），

协同创新（发展）中心（国家级、省级），协同育人中心（省级），

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省级），工程

中心（省级），职业院校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示范专业点（国家

级），高职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项目（国家级、省级）等。 

2.教学改革。*加快以发展型、创新型、复合型技术技能人

才培养为核心的教育教学改革。*探索小班教学（班额在 30 人以

下）和分层分类教学。*研制具有世界水准、广东特色、体现终

身教育理念、中高职本科连贯培养、系统设计的职业教育专业教

学标准和课程标准。*开展卓越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试点。深入开

展课程建设与改革，创新课堂教学，将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成果、

专业建设成果落细落小落实到课堂上。*开展校内专任教师与校

外行业企业高技能水平兼职教授共同讲授一门课程的试点。改革

教学方法和手段，强化“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广泛运用启发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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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实施以能力考核为主线的考核方

式改革；将提高学生职业技能和培养职业精神高度融合，注重学

生职业养成教育，培养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强和改进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传统教学，探索翻转

课堂和混合式课堂教学，促进泛在、移动、个性化学习方式的形

成。推进本科高校与高职院校协同育人试点，探索本科层次职业

教育的实现形式。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和自主招生培养改革试

点。强化以育人为目标的实习过程管理和考核评价。*深化教育

教学改革，培育重大理论研究成果，发表高水平教学研究论文，

积极参加省和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申报并力争获奖，充分发挥其

引领示范作用。积极探索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职业教育与终身

教育的有机结合。 

标志性成果：教学成果奖（国家级、省级），高职教育教学

改革与实践项目（国家级、省级），高职教育专业教学标准研制

项目（省级）等。 

量化指标：生均教学改革及研究专项资金，毕业生的教学满

意度≧90%等。 

3.创新创业教育。*将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和创新思维养成

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按照高质量创新创业教育的需要调配师

资、改革教法、完善实践、因材施教，促进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

教育的有机融合。建设依次递进、有机衔接、科学合理的创新创

业教育专门课程（群）。*探索将学生完成的创新实验、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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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获取、自主创业等成果折算为学分，将学生参与课题研究、

项目实验等活动认定为课程学习，实现技能对等与学分认定。对

有意愿、有潜质自主创业的学生制定创新创业能力培养计划，实

行持续帮扶、全程指导、一站式服务。*学生创新发明成果显著，

创新创业成效明显。 

标志性成果：创新创业教育专门课程（省级），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省级），挑战杯等行政部门举办的创新创业

竞赛（国家级、省级）等。 

量化指标：应届毕业生中，自主创业学生所占比例等。 

4.学生成长与发展。学生具有良好的伦理道德、社会公德和

职业精神，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强。毕业

生就业质量高，基本工作能力和核心知识满足度高。*在各级各

类创新创业竞赛、全国和省高职院校技能大赛、影响力较大的国

际国内重要竞赛中获得高等级奖项，学生参与比例高。*符合条

件的专业，取得国家、国际职业资格证书的学生达到较高比例。 

标志性成果：高职院校技能大赛（国家、省）等。 

量化指标：可以获取专业对口高级以上证书的专业中，应届

毕业生获取高级以上证书的获取率≧30%。应届毕业生初次就业

平均起薪线≧所在专业大类全省高职院校上一届毕业生平均月

收入 Χ120%，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95%，毕业生工作与专

业相关度≧80%，毕业生工作与职业期待吻合度≧60%，毕业生

对基本工作能力总体满足度≧90%，毕业生对核心知识的总体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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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度≧90%，毕业生的就业现状满意度≧80%等。 

5.质量保证。*开展在校生学习成果评价和毕业生跟踪调查，

建立专业自我诊断与改进机制。对于已有国际专业认证标准或行

业企业认证标准的专业，力争高标准通过认证，或取得较好的评

估结果。 

（二）教师发展 

1.激励和约束机制。*建立长效机制，将专业建设、课程改

革、担任学生导师、企业实践锻炼、应用技术研发与社会服务等

纳入教师教育教学工作量。*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促进专业带

头人提升专业水平、扩大行业影响力，支持普通教师开展课堂教

学改革、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探索“学历教育+企业实训”的培养

办法，支持专业骨干教师积累企业工作经历、提高实践教学能力。

*加强兼职教师培训和管理，支持兼职教师提高教学能力、牵头

教学研究项目、组织实施教学改革。*加强教研室等基层教学组

织创新与管理改革，广泛开展有效教研活动，充分发挥基层教学

组织在教学改革、教师发展中的作用。 

标志性成果：高职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项目（国家级、省级），

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项目（省级）等。 

2.专业带头人。支持专业带头人及时跟踪产业发展趋势和行

业动态，准确把握专业建设与教学改革方向，保持专业建设的领

先水平，提升专业水平、扩大行业影响力。*在全国性或国际教

学或行业组织、团体或专业刊物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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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性成果：教学名师（国家级、省级），专业领军人才（省

级），“千百十”工程人才培养对象（省级、国家级），珠江学者等。 

3.教学团队。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专兼结合、德

技双馨的专业教学团队。专任教师整体教学、科研水平明显提升。

*培养或引进 1-2 名在全国或国际上有较大影响力的教学名师、

教学带头人和教育管理专家。团队成员在全国性或国际教学组

织、团体或专业刊物担任重要职务，成员影响力明显增加。每年

选送骨干教师参加省级以上教师培训。在国家、省信息化教学和

微课大赛取得高等级奖项。信息化教学能力和创新创业教育能力

显著提高。*逐步形成实践技能课程主要由具有相应高技能水平

的兼职教师讲授的机制。 

标志性成果：教学团队（国家级、省级），信息化大赛、微

课比赛（国家级、省级）等。 

量化指标：专业专任教师生师比≦20；专业专任教师高级职

称比例≥30%，“双师素质”专业专任教师比例≥90%，青年教师中

具备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博士学位的比例≥60%，专任教师人均

年企业实践时间≥21.88 天。具有 3 年以上行业企业工作经历专业

专任教师比例≥30%。校外兼职教师学年承担 b 和 c 类课程教学

工作量占比。学年参加专业培训的专任教师占专业专任教师的比

例≥80%。实践技能课程由高技能水平兼职教授授课的比例≥20%

等。 

（三）教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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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优质教学资源。*建立可满足“互联网+”时代教育要求的数

字化教学与信息化管理平台，平台使用效果显著。*建设基本覆

盖专业核心课程、主干课程的专业教学资源库、精品在线开放课

程、微课程等优质数字化资源，实现校内开放、校外共享。*新

增国家级和省级规划教材、重点教材或精品教材。开发替代性虚

拟仿真实训系统和开发仿真教学软件。推广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

实时互动的远程教学。 

标志性成果：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国家级、省级），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国家级、省级），规划教材或精品教材（国

家级、省级）等。 

量化指标：选用国家级规划教材、省级重点教材、校企合作

开发使用的校本教材或讲义等优秀教材和最近 2 年出版的新教

材占比 80%以上等。 

2.校内实践教学基地。与行业企业紧密结合，厂校合作，不

断改善实训基地条件，建立具有真实职业氛围、设备先进、充分

满足教学需要的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积极探索“校中厂”、“厂

中校”等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的校企组合新模式。按照先进

性要求，及时更新实训设备，提升设备的技术含量，确保实训中

心的设备和技术水平保持与同期企业生产使用设备水平相一致，

并且要有一定的超前性。 

标志性成果：实训基地（省级），职业能力培养虚拟仿真中

心（省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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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指标：理工科专业生均实训设备总值≧13868 元/生，文

科专业生均实训设备总值≧8321 元/生。理工科专业生均学年校

内实践基地使用时间≧506.65 学时/生，文科专业生均学年校内

实践基地使用时间≧405.32 学时/生等。 

3.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立数量充足、专业对口、运行稳定

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遵照高等职业教育规律和技术技能人才成

长规律，依托合作的企事业单位，推动校外实践教学模式改革，

校企共同制定校外实践教学培养方案，共同组织实施校外实践教

学的培养过程，共同评价校外实践教学的培养质量。 

标志性成果：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省级）等。 

（四）社会服务 

*建立和完善专业教师紧密联系企业、为社会服务的激励制

度。*搭建产学研结合的技术推广服务平台，主动面向行业企业

开展技术服务、成果转化；或瞄准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

论和现实问题开展研究，研究成果对政府决策、政策制定、社会

实践等产生重要影响，对社会进步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搭建多

样化学习平台，主动面向相关行业企业开展企业员工和行业从业

人员的新技术、新知识培训和学历提升；主动面向社区开展服务、

共享教育资源，成为当地继续教育、文化传播的中心。 

标志性成果：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技能大师工作室，民

族文化传承与创新、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发展急需的示范专业

点，社区教育示范校，自然科学基金、社科基金、哲学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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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项目，社会科学成果奖，科技成果奖，科技和产学研合作项

目，国家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专利或软件著作权等。 

量化指标：工科专业生均学年为社会、行业企业技术服务收

入≧282 元/生，文科专业生均学年为社会、行业企业技术服务收

入≧169 元/生等。 

（五）对外交流与合作 

1.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培养。主动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发展

战略和广东自贸区建设，全面加强与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和地区的

交流与合作，建立教师交流、学生交换、学分互认、学位互授联

授等合作关系。*要与至少 1 所境外高水平院校的相同专业或相

近专业建立姊妹专业关系，合作院校和境外专家深度参与品牌专

业建设，探索国际合作育人机制，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技

术技能人才。*学习引进国际先进、成熟适用的职业资格认证体

系、专业课程标准、教材体系和其他优质教育资源，加快研发与

国际接轨的职业标准及认证体系，着力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国际

通用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参与职

业教育国际标准制订，吸引境外学生来校学习，向港澳、东南亚

等地区输出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建立海外职业技术教育基地等。 

量化指标：全日制在校生中，去境外交流学生所占比例等。

赴境外参加培训的专业专任教师所占比例。接收境外交流学生数

量等。 

2.国内合作交流。扩展社会服务领域和发展空间，与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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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企事业单位合作与共建。*与国内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

校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互派学生，实现学生跨区域的培养合作。

多次主办全国性教学交流研讨会。 

量化指标：全日制在校生中，去其他学校交流学生所占比例

等。 

三、其他要求 

1.一类品牌专业在制定建设方案和任务书时，应在国内和境

外各确定一个以上具有较高水平的标杆专业，通过自我剖析和与

国内外标杆专业的比较，确定本专业建设的重点领域。 

2.总体目标和分项任务部分的量化指标，除特殊专业外，各

一类品牌专业在建设期满后，均必须达到。特殊专业指招生比较

困难的艰苦行业、农业等相关专业。特殊专业在建设期满后，相

关量化指标应与立项建设前相比显著提高。 

3.除前面用*标识的任务必须完成外，各一类品牌专业在制

定建设方案和任务书时，可以根据专业建设实际情况，在给出的

任务框架内，自行制定本专业的分项任务。给出的分项任务仅供

参考。 

4.分项任务列出的标志性成果和量化指标，仅供参考。各一

类品牌专业可以另行提出标志性成果和量化指标，但标志性成果

须是政府部门组织开展、经评审产生的项目和颁发的奖励或业内

公认的成果。 

5.各一类品牌专业在建设期内，应至少取得 5 项国家级标志

性成果、10 项省级标志性成果。同一级别同一种标志性成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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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项目多次立项或奖励的，只计算一次；同一项目获得国家和

省双重立项或奖励的，只计算国家级。政府部门认定或非竞争性

评审产生的标志性成果，须在建设期内验收通过，才能计算在内。 

附件 3 

 

广东省高职教育二类品牌专业建设项目 

指导性基本要求 

 

一、总体目标 

1.综合实力。具备全省一流的师资、一流的教学条件、一流

的教学管理、一流的教学科研水平、一流的社会服务能力。在全

省高职院校同类专业中名列前茅，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力和竞争

力。第三方机构专业排名显著前移，或部分建设指标名列前茅。

形成高水平、全省一流、充分体现学校办学特色、独具个性的专

业特色。 

2.人才培养质量。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到 95%以上或与立项

建设前相比显著提高。应届毕业生初次就业平均起薪线高，基本

工作能力和核心知识满足度高，工作与专业相关度高，职业期待

吻合度高，就业现状满意度高，就业质量稳步提升。 

3.社会认可度。新生第一志愿投档录取率达到 95%或与立项

建设前相比显著提高。普通高考统考招生录取中，第一志愿投档

线超过所在录取招生批次分数线 10 分以上或与立项建设前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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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提高。新生报到率达到 90%以上或与立项建设前相比显著提

高。生源质量稳步提升。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和推荐度较高。 

二、分项任务 

（一）教育教学改革 

1.人才培养机制。探索弹性学制。*创新校企合作共建专业

机制，大力搭建高职教育协同创新中心、协同育人中心、技术应

用中心、工程中心等，充分调动社会、行业企业参与品牌专业建

设的积极性。依据职业岗位能力要求和技术标准，校企共同确定

专业教学标准，科学制定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共同制定人才培

养方案，共同开发核心课程，共同建设实训基地，共同评价人才

培养质量。 

标志性成果：协同机制创新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省级），

协同创新（发展）中心（国家级、省级），协同育人中心（省级），

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省级），工程

中心（省级），职业院校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示范专业点（国家

级），高职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项目（国家级、省级）等。 

2.教学改革。*以培育和实践专业特色为主线，开展以发展

型、创新型、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为核心的教育教学改革。

探索小班教学（班额在 30 人以下）和分层分类教学。*研制具有

世界水准、广东特色、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高职本科连贯培养、

系统设计的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和课程标准。开展卓越技术技

能人才培养试点。开展校内专任教师与校外行业企业高技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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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职教授共同讲授一门课程的试点。*深入开展课程建设与改革，

创新课堂教学，将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成果、专业建设成果落细落

小落实到课堂上。推行项目教学、案例教学、工作过程导向教学

等融“教、学、做”为一体的教学模式。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强

化“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广泛运用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

参与式教学，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动力，注重学生职业养成教育，

增强学生学习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强和改进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传统教学，探索翻转课堂和

混合式课堂教学，促进泛在、移动、个性化学习方式的形成。系

统设计、实施实践教学，探索建立“校中厂”、“厂中校”等。*强

化以育人为目标的实习过程管理和考核评价，根据培养目标落实

顶岗实习期间学生轮岗工作，防止和杜绝学生顶岗实习专业不对

口、充当廉价劳动力等现象的发生。*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培育

重大理论研究成果，发表高水平教学研究论文，积极参加省和国

家级教学成果奖的申报并力争获奖，充分发挥其引领示范作用。

推进本科高校与高职院校协同育人试点，探索本科层次职业教育

的实现形式。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和自主招生培养改革试点。积

极探索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的有机结合。 

标志性成果：教学成果奖（国家级、省级），高职教育教学

改革与实践项目（国家级、省级），高职教育专业教学标准研制

项目（省级）等。 

量化指标：生均教学改革及研究专项资金，毕业生的教学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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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90%等。 

3.创新创业教育。将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和创新思维养成融

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按照高质量创新创业教育的需要调配师资、

改革教法、完善实践、因材施教，促进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

的有机融合。*建设依次递进、有机衔接、科学合理的创新创业

教育专门课程（群）。探索将学生完成的创新实验、论文发表、

专利获取、自主创业等成果折算为学分，将学生参与课题研究、

项目实验等活动认定为课程学习，实现技能对等与学分认定。对

有意愿、有潜质自主创业的学生制定创新创业能力培养计划，实

行持续帮扶、全程指导、一站式服务。学生创新发明成果显著，

创新创业成效明显。 

标志性成果：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省级），创新

创业教育专门课程（省级），挑战杯等行政部门举办的创新创业

竞赛（国家级、省级）等。 

量化指标：应届毕业生中，自主创业学生所占比例等。 

4.学生成长与发展。学生具有良好的伦理道德、社会公德和

职业精神，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强。毕业

生就业质量高，基本工作能力和核心知识满足度高。*在各级各

类创新创业竞赛、全国和省高职院校技能大赛、影响力较大的国

际国内重要竞赛中获得高等级奖项，学生参与比例高。*符合条

件的专业，取得国家、国际职业资格证书的学生达到较高比例。 

标志性成果：高职院校技能大赛（国家、省）等。 

721 



 
 

— 21 — 

量化指标：可以获取专业对口高级以上证书的专业中，应届

毕业生获取高级以上证书的获取率≧30%。应届毕业生初次就业

平均起薪线≧所在专业大类全省高职院校上一届毕业生平均月

收入 Χ120%，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95%，毕业生工作与专

业相关度≧70%，毕业生工作与职业期待吻合度≧55%，毕业生

对基本工作能力总体满足度≧85%，毕业生对核心知识的总体满

足度≧85%，毕业生的就业现状满意度≧70%等。 

5.质量保证。*开展在校生学习成果评价和毕业生跟踪调查，

建立专业自我诊断与改进机制。对于已有国际专业认证标准或行

业企业认证标准的专业，力争高标准通过认证，或取得较好的评

估结果。 

（二）教师发展 

1.激励和约束机制。*建立长效机制，将专业建设、课程改

革、担任学生导师、应用技术研发与社会服务等纳入教师教育教

学工作量。*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促进专业带头人提升专业水

平、扩大行业影响力，支持普通教师开展课堂教学改革、提高课

堂教学质量。探索“学历教育+企业实训”的培养办法，支持专业

骨干教师积累企业工作经历、提高实践教学能力。*加强兼职教

师培训和管理，支持兼职教师提高教学能力、牵头教学研究项目、

组织实施教学改革。*加强教研室等基层教学组织创新与管理改

革，广泛开展有效教研活动，充分发挥基层教学组织在教学改革、

教师发展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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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性成果：高职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项目（国家级、省级），

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项目（省级）等。 

2.专业带头人。支持专业带头人及时跟踪产业发展趋势和行

业动态，准确把握专业建设与教学改革方向，保持专业建设的领

先水平，提升专业水平、扩大行业影响力，*在全国、全省教学

组织、团体或专业刊物担任重要职务。 

标志性成果：教学名师（国家级、省级），专业领军人才（省

级），“千百十”工程人才培养对象（省级、国家级），珠江学者等。 

3.教学团队。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专兼结合、德

技双馨的专业教学团队。专任教师整体教学、科研水平明显提升。

*培养或引进 1-2 名在全国、全省有较大影响力的教学名师、教

学带头人和教育管理专家。团队成员在全省或全国教学组织、团

体或专业刊物担任重要职务，成员影响力明显增加。每年选送骨

干教师参加省级以上教师培训。在国家、省信息化教学和微课大

赛取得高等级奖项。信息化教学能力和创新创业教育能力显著提

高。*大量聘请行业企业的专业人才和能工巧匠担任兼职教师，

逐步形成实践技能课程主要由具有相应高技能水平的兼职教师

讲授的机制。 

标志性成果：教学团队（国家级、省级），信息化大赛、微

课比赛（国家级、省级）等。 

量化指标：专业专任教师生师比≦20；专业专任教师高级职

称比例≥30%，“双师素质”专业专任教师比例≥85%，青年教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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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博士学位的比例≥55%，专任教师人均

年企业实践时间≥21.88 天。具有 3 年以上行业企业工作经历专业

专任教师比例≥30%。校外兼职教师承担 b 和 c 类课程教学工作

量占比。学年参加专业培训的专任教师占专业专任教师的比例

≥75%。学年实践技能课程由高技能水平兼职教授授课的比例

≥20%等。 

（三）专业特色 

*在符合学校办学定位的前提下，以学生受益、有利于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为根本出发点，立足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

特，积极培育、实践、凝练、提升 1-2 个高水平、全省一流、充

分体现学校办学特色、独具个性的专业特色。 

（四）教学条件 

1.优质教学资源。建立可满足“互联网+”时代教育要求的数

字化教学与信息化管理平台，平台使用效果显著。*建设基本覆

盖专业核心课程、主干课程的专业教学资源库、精品在线开放课

程、微课程等优质数字化资源，实现校内开放、校外共享。新增

国家级和省级规划教材、重点教材或精品教材。开发替代性虚拟

仿真实训系统和开发仿真教学软件。推广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实

时互动的远程教学。 

标志性成果：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国家级、省级），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国家级、省级），规划教材或精品教材（国

家级、省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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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指标：选用国家级规划教材、省级重点教材、校企合作

开发使用的校本教材或讲义等优秀教材和最近 2 年出版的新教

材占比 80%以上等。 

2.校内实践教学基地。与行业企业紧密结合，厂校合作，不

断改善实训基地条件，建立具有真实职业氛围、设备先进、充分

满足教学需要的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积极探索“校中厂”、“厂

中校”等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的校企组合新模式。按照先进

性要求，及时更新实训设备，提升设备的技术含量，确保实训中

心的设备和技术水平保持与同期企业生产使用设备水平相一致，

并且要有一定的超前性。 

标志性成果：实训基地（省级），职业能力培养虚拟仿真中

心（省级）等。 

量化指标：理工科专业生均实训设备总值≧13868 元/生，文

科专业生均实训设备总值≧8321 元/生。理工科专业生均学年校

内实践基地使用时间≧506.65 学时/生，文科专业生均学年校内

实践基地使用时间≧405.32 学时/生等。 

3.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立数量充足、专业对口、运行稳定

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遵照高等职业教育规律和技术技能人才成

长规律，依托合作的企事业单位，推动校外实践教学模式改革，

校企共同制定校外实践教学培养方案，共同组织实施校外实践教

学的培养过程，共同评价校外实践教学的培养质量。 

标志性成果：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省级）等。 

725 



 
 

— 25 — 

（五）社会服务 

*建立和完善专业教师紧密联系企业、为社会服务的激励制

度。*搭建产学研结合的技术推广服务平台，主动面向行业企业

开展技术服务、成果转化；或瞄准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

论和现实问题开展研究，研究成果对政府决策、政策制定、社会

实践等产生重要影响，对社会进步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搭建多

样化学习平台，主动面向相关行业企业开展企业员工和行业从业

人员的新技术、新知识培训和学历提升；主动面向社区开展服务、

共享教育资源，成为当地继续教育、文化传播的中心。 

标志性成果：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技能大师工作室，民

族文化传承与创新、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发展急需的示范专业

点，社区教育示范校，自然科学基金、社科基金、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项目，社会科学成果奖，科技成果奖，科技和产学研合作项

目，国家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专利或软件著作权等。 

量化指标：工科专业生均学年为社会、行业企业技术服务收

入≧282 元/生，文科专业生均学年为社会、行业企业技术服务收

入≧169 元/生等。 

（六）对外交流与合作 

1.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培养。主动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发展

战略和广东自贸区建设，全面加强与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和地区的

交流与合作，建立教师交流、学生交换、学分互认、学位互授联

授等合作关系。*要与至少 1 所境外高水平院校的相同专业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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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专业建立姊妹专业关系，合作院校和境外专家深度参与品牌专

业建设，探索国际合作育人机制，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技

术技能人才。*学习引进国际先进、成熟适用的职业资格认证体

系、专业课程标准、教材体系和其他优质教育资源，加快研发与

国际接轨的职业标准及认证体系，着力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国际

通用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参与职业

教育国际标准制订，吸引境外学生来校学习，向港澳、东南亚等

地区输出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建立海外职业技术教育基地等。 

量化指标：全日制在校生中，去境外交流学生所占比例等。

赴境外参加培训的专业专任教师所占比例等。 

2.国内合作交流。扩展社会服务领域和发展空间，与地方政

府、企事业单位合作与共建。*与国内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

校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互派学生，实现学生跨区域的培养合作。

多次主办全国性教学交流研讨会。 

量化指标：全日制在校生中，去其他学校交流学生所占比例

等。 

三、其他要求 

1.各二类品牌专业在制定建设方案和任务书时，应在国内和

境外各确定一个以上具有较高水平的标杆专业，通过自我剖析和

与国内外标杆专业的比较，确定本专业建设的重点领域。 

2.总体目标和分项任务部分的量化指标，除特殊专业外，各

二类品牌专业在建设期满后，均必须达到。特殊专业指招生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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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的艰苦行业、农业等相关专业。特殊专业在建设期满后，相

关量化指标应与立项建设前相比显著提高。 

3.除前面用*标识的任务必须完成外，各二类品牌专业在制

定建设方案和任务书时，可以根据专业建设实际情况，在给出的

任务框架内，自行制定本专业的分项任务。给出的分项任务仅供

参考。 

4.分项任务列出的标志性成果和量化指标，仅供参考。各二

类品牌专业可以另外提出标志性成果和量化指标，但标志性成果

须是政府部门组织开展、经评审产生的项目和颁发的奖励或业内

公认的成果。 

5.各二类品牌专业在建设期内，应至少取得 2 项国家级标志

性成果、6 项省级标志性成果。同一级别同一种标志性成果或同

一项目多次立项或奖励的，只计算一次；同一项目获得国家和省

双重立项或奖励的，只计算国家级。政府部门认定或非竞争性评

审产生的标志性成果，须在建设期内验收通过，才能计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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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广东省高职教育品牌专业建设方案 

（供参考） 

 

    一、建设背景 

本专业所面向的行业产业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同类专业建

设情况分析。 

二、建设基础 

本专业在全国和省内的综合实力排名情况；本专业建设的主

要经验和突出特色，特别是过去 3 年的主要成果；本专业的人才

培养质量；本专业的社会认可度；本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保证体系；

目前特色培育和实践情况（仅二类品牌专业需要提供）；支撑本专

业现有人才培养的条件（师资队伍、实训实习条件、教学资源等

教学条件和教学改革成果）等。 

三、建设目标 

国内外同类专业建设的标杆，以及本专业与其差距；通过自

我剖析和与国内外标杆专业的比较，描述本专业建设的关键问题

和建设重点领域；本专业具体建设目标；建设期满后，预计产出

的标志性成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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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具体建设内容及主要措施 

建设内容，建设举措，进度安排，经费预算，保障措施，预

期效益或标志性成果，辐射带动等。 

 

附：1.行业产业现状、发展趋势及对高职人才的需求分析报告 

2.标杆专业分析报告 

3.毕业生跟踪调查报告 

4.特色培育和实践报告（仅二类品牌专业需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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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二批省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群拟立项名单

序号 立项编号 学校名称 专业群名称
专业群代

码
专业群包含专业名称（代码）

专业群负
责人

1 GSPZYQ2021001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园艺技术 410105
园艺技术（410105）、园林工程技术
（440104）、环境艺术设计（550106）

朱庆竖

2 GSPZYQ2021002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

学院
园林技术 410202

园林技术（410202）、园艺技术
（410105）、园林工程技术（440104）
、风景园林设计（440105）

黄东兵

3 GSPZYQ2021003
广东茂名农林科技

职业学院
畜牧兽医 410303

畜牧兽医（410303）、水产养殖技术
（410401）、动物医学（410301）

黄万世

4 GSPZYQ2021004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环境工程技

术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420802）、环境监测技
术（420801）、建设工程管理
（440502）

陈壁波

5 GSPZYQ2021005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

职业学院
安全技术与

管理
420901

安全技术与管理（420901）、生态环境
大数据技术（420804）、工程测量技术
（420301）、软件技术（510203）、大
数据技术（510205）

张绛丽

6 GSPZYQ2021006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工程技

术
430601

材料工程技术(430601)、精细化工技术
（470203）、分析检验技术（470208）

林峰

7 GSPZYQ2021007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
建筑动画技

术
440107

建筑动画技术（440107）、软件技术
（510203）、计算机应用技术
（510201）、大数据技术（510205）

王咸锋

8 GSPZYQ2021008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

院
建筑工程技

术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440301）、建筑装饰工
程技术（440102）、工程造价
（440501）

王斌

9 GSPZYQ2021009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

术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440301）、建设工程管
理（440502）、园林工程技术(4401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440404）

中国生

10 GSPZYQ2021010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
建筑设备工
程技术

440401

建筑设备工程技术（440401）、建筑智
能化工程技术（440404）、建筑电气工
程技术（440402）、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510209）

张东放

11 GSPZYQ2021011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建筑智能化
工程技术

440404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440402)、供热通风
与空调工程技术（440403）、建筑智能
化工程技术（440404）

黄国健

12 GSPZYQ2021012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工程造价 440501
工程造价（440501）、建筑设计
（440101）、建设工程管理（440502)

吴承霞

13 GSPZYQ2021013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建设工程管

理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440502）、建筑工程技
术(440301)、工程造价（440501）、建
筑设计（440101）、建筑室内设计
（440106）

冯川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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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立项编号 学校名称 专业群名称
专业群代

码
专业群包含专业名称（代码）

专业群负
责人

44 GSPZYQ2021044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

学院
应用电子技

术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510103）、智能光电技
术应用（510109）、物联网应用技术
（510102）

熊宇

45 GSPZYQ2021045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产品开
发与应用

510108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510108）、应用
电子技术（510103）、物联网应用技术
（510102）、软件技术（510203）

钟艳花

46 GSPZYQ2021046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

学院
计算机应用

技术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510201）、计算机网
络技术（510202）、软件技术
（510203）、物联网应用技术
（510102）、大数据技术（510205）

冯天亮

47 GSPZYQ2021047
广东邮电职业技术

学院
计算机应用

技术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510201）、软件技术
（510203）、云计算技术应用
（510206）、数字媒体技术（510204）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510209）

杜朝晖

48 GSPZYQ2021048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

学院
软件技术 510203

计算机网络技术（510202）、云计算技
术应用（510206）、物联网应用技术
（510102）

龚芳海

49 GSPZYQ2021049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

业学院
数字媒体技

术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510204）、计算机应用
技术（510201）、现代教育技术
（570115K）、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510207）

周向军

50 GSPZYQ2021050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

学院
数字媒体技

术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510204）、数字媒体艺
术设计（550103）、软件技术
（510203）、计算机应用技术
（510201）

王世安

51 GSPZYQ2021051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

学院
数字媒体技

术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510204）、产品艺术设
计（550104）、广告艺术设计
（550113）、电子商务(530701)

陈海生

52 GSPZYQ2021052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大数据技术 510205
大数据技术（510205）、计算机应用技
术（510201）、软件技术（510203）

李嘉恩

53 GSPZYQ2021053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

学院
大数据技术 510205

大数据技术(510205)、计算机应用技术
(510201)、软件技术(510203)、计算机
网络技术(510202)、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510207)

刘友生

54 GSPZYQ2021054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大数据技术 510205

大数据技术（510205）、计算机网络技
术（510202）、移动应用开发
（510213）、数字媒体技术（510204）
、云计算技术应用（510206）

郭锡泉

55 GSPZYQ2021055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
云计算技术

应用
510206

计算机应用技术（510201）、计算机网
络技术（510202）、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510207）、云计算技术应用
（510206）

柳伟

56 GSPZYQ2021056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

学院
信息安全技
术应用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510207）、软件技
术（510203）、计算机网络技术
（510202）、物联网应用技术
（510102）

余棉水

57 GSPZYQ2021057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人工智能技
术应用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510209)、软件技术
(610203)、计算机网络技术(510202)、
大数据技术(510205)

邱焕耀

58 GSPZYQ2021058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嵌入式技术

应用
510210

嵌入式技术应用(510210)、计算机网络
技术(510202)、大数据技术(510205)、
软件技术(510203)、数字媒体技术
(510204)

黄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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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立项编号 学校名称 专业群名称
专业群代

码
专业群包含专业名称（代码）

专业群负
责人

89 GSPZYQ2021089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530605

市场营销（530605）、电子商务
（530701）、国际商务（530502)、现
代物流管理（530802）、大数据与会计
（530302）

蔡勇

90 GSPZYQ2021090 广州东华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 530605
市场营销（530605）、电子商务
（530701）、现代物流管理（530802）
、大数据与会计（530302）

杨群祥

91 GSPZYQ2021091
广东邮电职业技术

学院
市场营销 530605

市场营销（530605）、工商企业管理
（530601）、金融服务与管理
（530201）、移动商务（530703）、现
代物流管理（530802）

刘兰革

92 GSPZYQ2021092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530605

市场营销（530605）、电子商务
（530701）、商务管理（530603）、大
数据与财务管理（530301）、大数据与
会计（530302）

孙金平

93 GSPZYQ2021093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 530701
电子商务（530701）、现代物流管理
（530802）、市场营销（530605）

赖文燕

94 GSPZYQ2021094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530701

电子商务（530701）、国际经济与贸易
（530501）、市场营销（530605）、现
代物流管理（530802）、商务英语
（570201）

许慧珍

95 GSPZYQ2021095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

学院
跨境电子商

务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530702）、市场营销
（530605）、现代物流管理（530802）
、大数据与会计（530302）、电子商务
（530701）

金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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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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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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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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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丽

98 GSPZYQ2021098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酒店管理与
数字化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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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540101)、会展策划与管理
(540112)

甘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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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策划与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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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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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巨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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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通信学会、北京华晟经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全国工

业和信息化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通信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深圳市艾优威

科技有限公司、南京邮电大学、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

术学院、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孙青华、沈建华、刘松、王苏南、许志良、阴法明、殷

侠、林磊、陈佳莹、吴岳涛、彭超、刘忠。

声明：本标准的知识产权归属于北京华晟经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中国通信

学会，未经北京华晟经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中国通信学会同意，不得印刷、销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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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5G移动网络运维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及职

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5G移动网络运维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与评价，相关用人单位的

人员聘用、培训与考核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

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5G 3GPP R15协议 38系列

5G 3GPP R15协议 23系列

5G 3GPP R15协议 24系列

NB-IoT 3GPP R13协议 36系列

NB-IoT 3GPP R13协议 23系列

GB/T 51278-2018 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工程技术标准

GB/T 21195-2007 移动通信室内信号分布系统天线技术条件

YD/T 5224-2015 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无线网工程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国家、行业标准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NR（New Radio）

新空口，下一代无线网络，通常指5G无线网。

3.2 5GC（5th Generation Core）

5G核心网，又可称为NGC。

3.3 NB-IoT（Narrow Band Internet of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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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带物联网，构建于蜂窝网络，只消耗大约180kHz的带宽，可直接部署于GSM

网络、UMTS网络或LTE网络，以降低部署成本、实现平滑升级。

3.4 NFV（Network Function Virtualization）

网络功能虚拟化，5G关键技术之一。

3.5 LTE（Long Term Evolution）

长期演进，通常用来代指LTE无线网络。

3.6 ITBBU（Internet Technology Building Base band Unit）

互联网技术基带处理单元，基于软件定义架构和网络功能虚拟化（SDN/NFV）

的5G无线接入产品。

3.7 CU（Centralized Unit）

集中单元，主要包括非实时的无线高层协议栈功能，同时也支持部分核心网

功能下沉和边缘应用业务的部署。

3.8 DU（Distributed Unit）

分布单元，主要处理物理层功能和实时性需求的层2功能。考虑节省AAU与DU

之间的传输资源，部分物理层功能也可上移至AAU实现。

3.9 AAU（Active Antenna Unit）

有源天线单元，RRU天线一体化单元， LTE/5G网络使用，无需连接天线。

3.10 VoLTE（Voice over Long-Term Evolution）

长期演进语音承载，LTE网络语音解决方案。

3.11 VoNR（Voice over Next Generation）

下一代语音承载，5G网络语音解决方案。

3.12 RSRP（Reference Signal Receiving Power）



— 4 —

参考信号接收功率，是移动网络中可以代表无线信号强度的关键参数以及物

理层测量需求之一，是在某个符号内承载参考信号的所有RE(资源粒子)上接收到

的信号功率的平均值。

3.13 SINR（Signal to Interference plus Noise Ratio）

信号与干扰加噪声比，指接收到的有用信号的强度与接收到的干扰信号（噪

声和干扰）的强度的比值。

3.14 NOMA（Non-orthogonal Multiple-access）

非正交多址接入技术，多用于5G uRLLC场景。

3.15 SUL（Supplementary Uplink）

补充的上行链路,通过提供一个补充的上行链路（一般处于低频段，如LTE

频段）来保证UE的上行覆盖。

3.16 MIMO（Multi Input Multi Output）

多输入多输出技术，可有效提高频谱利用率，提升小区吞吐量。

3.17 CA（Carrier Aggregation）

载波聚合技术，LTE-Advanced系统引入一项增加传输带宽的技术，极大提升

了单用户峰值速率。

4 适用院校专业

中等职业学校：通信技术、通信运营服务、通信系统工程安装与维护、电子

与信息技术、计算机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通信技术、移动通信技术、通信系统运行管理、通信工程设

计与监理、电信服务与管理、光通信技术、电子信息工程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

物联网工程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信息工程、物联网工程等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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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面向职业岗位（群）

主要面向运营商、通信工程公司、通信设备制造商等企事业单位，在生产、

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从事通信工程站点工程规划建设与项目管理、网络设

备运营维护、网络性能维护与优化等工作岗位。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5G移动网络运维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

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5G 移动网络运维】（初级）：主要面向运营商、通信工程公司、通信设

备制造商等企事业单位，在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从事站点工程，通

信设备安装与调测，通信网络维护及优化等工作岗位，主要进行站点勘测、站点

测试、巡检协调、单站开通、项目管理、网络配置、日常维护、故障处理、前台

测试、后台分析等工作。

【5G 移动网络运维】（中级）：主要面向运营商、通信工程公司、通信设

备制造商等企事业单位，在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从事站点工程，通

信设备安装与调测，通信网络维护及优化等工作岗位，主要进行预算编制、工程

制图、覆盖规划、项目验收、业务开通、功能测验、项目管理、日常维护、故障

处理、维护计划、前台测试、后台分析等工作。

【5G 移动网络运维】（高级）：主要面向运营商、通信工程公司、通信设

备制造商等企事业单位，在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从事站点工程，通

信设备安装与调测，通信网络维护及优化等工作，主要进行容量规划、组网规划、

方案评审、项目管理、全网调试、异常维护、风险控制、前台测试、后台分析等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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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 5G 移动网络运维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 站点工程

1.1 站址勘测

1.1.1 能正确使用测距仪、水平仪、指南针、GPS等

仪器完成站点工程勘测。

1.1.2 能根据勘测结果，完成地形地貌勘测报告

编写。

1.1.3 能根据勘测结果，完成站点草图绘制。

1.2 站址施工

条件巡检协调

1.2.1 能根据巡检工作规范，完成水电照明环境

检查。

1.2.2 能根据巡检结果，完成监理报告编写。

1.2.3 能根据巡检结果，完成运营商、设计院、

物业进场协商。

1.3 单站验收

1.3.1 能正确使用手持测试终端完成网络覆盖

测试。

1.3.2 能理解网络 RSRP、SINR 参数定义。

1.4 项目施工

管理

1.4.1 能对工程现场危险源进行识别，对施工现

场进行安全施工。

1.4.2 能根据工程施工规范与工艺工序规范，对

施工现场进行质量管理。

2. 网络维护

2.1 单站开通

2.1.1 能完成基站设备电源线连接。

2.1.2 能完成基站设备与承载网间光纤线缆连

接。

2.1.3 能完成 BBU、ITBBU、AAU、RRU、CU 间光

纤线缆连接。

2.1.4 能完成基站 GPS 天馈线缆连接。

2.1.5 能完成基站国家码、网络码等全局参数配

置。

2.1.6 能完成基站识别码、对接接口参数、路由

参数等物理参数配置。

2.1.7 能完成无线小区 PCI、TAC、中心载频、带

宽等参数配置。

2.2 基站巡检

与维护

2.2.1 能按照设备运维计划表定时对基站设备

进行常规巡检。

2.2.2 能根据基站指示灯、网管平台告警信息判

断基站工作状态。

2.2.3 能进行基站日志拷贝导出操作。

2.2.4 能对基站配置数据进行备份导出操作。

2.3 基站告警

巡查与协调处

2.3.1 能根据巡检情况，判断基站常见故障影响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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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理 2.3.2 能根据 LTE&5G 网络故障处理方法与流程，

完成告警分级处理。

2.3.3 能针对不同基站故障触发不同等级故障

预案，并协助实施方人员完成故障处理。

3. 网络优化

3.1 前台基础

业务测试

3.1.1 能熟练完成 LTE/5G 空载、语音、速率测

试等项目 CQT 与 DT 测试。

3.1.2 能理解前台测试中 RSRP、SINR、上传速率、

下载速率、语音 MOS 各参数含义与不同业务对应

的基础验收标准。

3.1.3 能基于 PCI、频点等基础网络信息完成网

络质量基础评估。

3.1.4 能完成测试工参数据制作与导入。

3.2 后台 KPI

分析与参数配

置

3.2.1 能根据 LTE&5G 系统网络网元架构、NR

CU-DU 分离架构与 CRAN 部署原理，完成基础网络

架构认知。

3.2.2 能按模板熟练操作后台管理软件完成 KPI

指标提取。

3.2.3 能根据 OFDM、CA、MIMO、网络切片、NFV、

NOMA、毫米波、SUL、VoLTE、VoNR 等理论基础，

配合专项性能维优人员完成相关参数配置。

表 2 5G 移动网络运维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 站点工程

1.1 站点工程

预算编制

1.1.1 能完成材料、设备单价收集。

1.1.2 能完成设计、施工、监理服务采购订单汇

总。

1.1.3 能根据信息通信建设工程概预算编制规

程，完成工程量表输出。

1.2 站点工程

图纸绘制

1.2.1 能根据移动通信工程设计国家与行业标

准，使用 CAD 或 VISIO 等绘制工具，完成系统原

理图绘制。

1.2.2 能根据 LTE&NB-IoT&5G 设备的规格参数及

线缆参数，使用 CAD 或 VISIO 等绘图工具，完成

机房设备平面图绘制。

1.2.3 根据 LTE&NB-IoT&5G 设备的规格参数及线

缆参数，使用 CAD 或 VISIO 等绘制工具，完成天

馈安装平面图绘制。

1.3 无线网络

覆盖规划

1.3.1 能根据 LTE&NB-IoT&5G 系统无线站点覆盖

链路预算原理与蜂窝小区组网模型，完成网络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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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盖规划并撰写覆盖规划报告。

1.4 项目过程

文件评审

1.4.1 能根据理解工程项目设计方案审核规范，

完成设计院设计方案审核。

1.4.2 能根据工程项目造价审核规范，完成施工

单位项目造价审核。

1.4.3 能根据移动通信工程设计国家与行业标

准，组织施工单位、设计单位、运营商、维护单

位完成项目验收。

1.5 无线侧业

务测试

1.5.1 能使用手持式测试终端完成终端拨测、

ping 包业务测试。

1.5.2 能使用手持式测试终端完成单站业务速

率测试。

1.5.3 能使用手持式测试终端完成 LTE&5G 系统

小区切换功能测试。

1.5.4 能使用手持式测试终端完成

LTE&NB-IoT&5G 系统小区重选业务测试。

1.6 项目进程

管理

1.6.1 能完成工程进度把控，以及工期延误的整

改。

1.6.2 能完成工程项目整体造价预算的把控管

理，合理的通过成本管理方法对降低成本预算。

1.6.3 能根据项目成本管理规范，完成工程前期

施工预算审核、工程预算。完成施工中阶段人工

费、设备费、各种规费的成本管理 。

2. 网络维护

2.1 网络对接

及专项作业实

施

2.1.1 能独立完成 LTE&NB-IoT&5G 系统基站开通

调试。

2.1.2 能完成承载网 PTN、RT 等设备的 IP、VLAN

和路由参数配置。

2.1.3 能完成无线小区制式、频点、PCI、TAC、

带宽、邻区、测量配置。

2.1.4 能根据扩容操作流程与规范，进行基站的

扩容调试。

2.1.5 能根据割接操作流程与规范，进行基站的

割接调试。

2.2 基站维护

规划与实施

2.2.1 能完成基站工作状态检查。

2.2.2 能完成基站上电与下电。

2.2.3 能完成基站接入设备单板更换。

2.2.4 能完成基站接入设备工作状态检查。

2.2.5 能根据需要完成基站日常维护计划表制

定。

2.3 基站告警

分析与处理

2.3.1 能通过网管平台完成基站告警查看，能正

确解读各类告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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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3.2 能根据网管平台告警提示处理

LTE&NB-IoT&5G 系统单板故障、设备宕机等常见

硬件故障。

2.3.3 能根据网管平台告警提示处理

LTE&NB-IoT&5G 系统路由不可达、业务访问失败

等常见链路故障。

2.3.4 能根据基站接入设备的面板指示灯判断

是否存在设备硬件或连接故障，具备修复该类故

障的能力。

2.3.5 能正确使用告警、PING、TRACE、信令跟

踪工具，完成故障的分析与定位。

2.4 网络维护

规划与编制

2.4.1 能根据网络设备数量、人员数量，完成日

检、月检、年检等常规检查计划表编制。

3. 网络优化

3.1 工程 RF

优化

3.1.1 能通过单站测试、DT 测试结果，完成 AOA

到达角、下倾角、方位角优化。

3.1.2 能根据不同频段无线小区覆盖能力差异

及下倾角、方位角等工程参数定义，处理一般性

网络优化问题。

3.2 无线综合

性能维护与后

台参数优化

3.2.1 能使用后台网络管理软件，完成 KPI提取、

整合。

3.2.2 能在指导下进行站点、小区基础参数、小

区测量参数、VoLTE、VoNR 参数优化。

3.2.3 能通过参数调整，完成接通率、掉话率、

切换成功率、MOS、CQI 等后台关键 KPI 优化。

3.2.4 能根据 A1、A2、A3、A4、A5、B1、B2 等

切换事件原理完成小区切换优化。

3.2.5 能根据 S准则、R准则等重选原理完成小

区重选优化。

3.2.6 能根据基础信令中相关字段与基础参数

的对应关系，对不同业务的 RRC 信令分析，并定

位基础网络优化问题。

3.2.7 能根据 5G Option1、Option2、Option3

系列、Option4 系列、Option5、Option7 系列组

网策略、特点与 5G CU-DU 合设与分离硬件原理，

协助规划部门完成网络规划前网络评估。

3.2.8 能完成 SUL、CA、MU-MIMO、负荷均衡、动

态波束等无线关键技术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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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5G 移动网络运维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 站点工程

1.1 网络容量规

划

1.1.1 能根据 LTE&NB-IoT&5G 系统峰值速率

计算、容量计算原理，完成无线接入网容量

规划并撰写容量规划报告。

1.1.2 能根据 EPC 核心网与 5GC 核心网业务

量、带宽、虚拟服务器容量计算原理，完成

核心网容量规划并撰写容量规划报告。

1.1.3 能根据计算结果与无线侧、核心侧设

备规格参数，完成无线侧、核心网侧的设备

型号与数量选择。

1.2 网络架构设

计及组网规划

1.2.1 能根据 LTE&NB-IoT&5G SA/NSA 系统

网络架构，容量规划计算结果，5G Option1、

Option2、Option3 系列、Option4 系列、

Option5、Option7系列组网策略与特点与5GC

基于 NFV 的 SBA 架构，完成网络拓扑设计。

1.3 项目集中评

审

1.3.1 能根据项目成本评审规范与方法，完

成项目总成本集中评审。

1.3.2 能根据项目图纸评审规范与方法，完

成项目设计图纸集中评审。

1.4 项目合同管

理及整体把控

1.4.1 能根据移动通信项目管理规范，完成

项目造价控制。

1.4.2 能根据移动通信项目管理规范，完成

项目总进度控制。

1.4.3 能根据移动通信项目管理规范，完成

项目组织管理。

1.4.4 能根据移动通信项目管理规范，完成

项目合同管理。

1.4.5 能根据移动通信项目管理规范，完成

项目信息管理。

1.4.6 能移动通信项目管理规范，进行勘察

设计合同、施工合同、监理合同的订立、履

行、终止、违约判责、争议解决。

2. 网络维护
2.1 核心网调试

及全网对接

2.1.1 能根据 EPC 核心网设备的规格参数及

线缆参数，完成 EPC 核心网 MME、SGW、PGW、

HSS 网元硬件安装、设备间光纤连接、接口参

数配置、业务参数配置。

2.1.2 能根据 5GC 核心网设备的规格参数及

线缆参数，完成 5GC 核心网不同网元间设备

硬件安装、设备间光纤连接、NF 参数配置。

2.1.3 能完成 5GC 核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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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AMF/UPF/SMF/NRF/PCF/NSSF/AUSF/UDM 虚拟

网元配置。

2.1.4 能根据 5G 承载网 RT/PTN/SPN 设备 IP

及路由配置原理，完成 5G 承载网数通设备硬

件安装、设备间光纤连接、对接参数配值、

业务参数配置。

2.2 异常业务分

析与处理

2.2.1 能根据网管告警提示处理

LTE&NB-IoT&5G 终端数据链路中断、信令链路

中断等常见业务故障。

2.2.2 能根据开机入网、寻呼、TAU、切换、

重选原理，通过系统告警与信令分析结果处

理异常业务，如：终端异常脱网、网络搜索

困难、无告警接入失败、无告警业务失败等。

2.3 全网风险预

估及预案制定

2.3.1 能合理预想常见网络风险并制定相应

预案。

2.3.2 能根据全网各设备模块或各业务流程

制定对应故障处理预案。

2.3.3 能组织测试验证各预案、计划的可实

施性与实际效果并进行相应完善。

3. 网络优化

3.1 无线网络综

合性能维护与优

化

3.1.1 能根据无线信号调制解调、系统 RB 资

源调度、多频网规划原理与 VoLTE、VoNR、IMS

信令、小区接入、小区切换流程，定位低速

率、弱覆盖、掉话、语音质差等前台问题根

因，并提出解决方案。

3.1.2 能根据 LTE&NB-IoT&5G 系统无线数据

包传送、接收过程，完成疑难低速率优化

3.2 场景特性全

网运维

3.2.1 能根据 CA、MU-MIMO、负荷均衡、NFV、

PSM、eDRX/DRX、核心网网络切片、承载网网

络切片、无线网网络切片、CU-DU 分离架构、

CRAN 等关键技术原理与参数优化方案，提升

网络性能。

3.2.2 能通过 DNN、APN、Profile、切片、5QI、

QCI 等用户签约配置与优化原理，完成不同场

景下终端业务质量优化。

3.2.3 能通过前后台空口信令、核心网信令

协同分析，匹配各字段与业务质量关系，定

位网络疑难杂症。

3.2.4 能根据业务模型与优化经验制定网络

预警性方案。

3.2.5 能独立完成大话务场景业务保障。

3.2.6 能根据解郊区、一般城区、密集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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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等不同场景下参数配置需求，指定不同的场

景优化方案。

3.2.7 能根据 5G 系统中 LOS 和 NLOS 场景下

Umi、Uma、Rma 经验模型与 Volcano 射线跟踪

型模型（确定性模型）公式与模型特征，完

成复杂场景网络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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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传感网应用开发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及职

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传感网应用开发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与评价，相关用人单位的

人员聘用、培训与考核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

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国家、行业有关标准如下：

GB/T 33474-2016 物联网参考体系结构

GB/T 34068-2017 物联网总体技术 智能传感器接口规范

GB/T 36951-2018 信息安全技术 物联网感知终端应用安全技术要求

IEEE802.11a/b/g/n Wi-Fi标准

IEEE 802.15.1 低功耗蓝牙技术标准

IEEE802.15.4 ZigBee标准规范

3GPP NB-IoT标准协议

3 术语与定义

国家、行业标准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AD（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模/数转换器或者模数转换器，是指将连续变化的模拟信号转换为离散的数

字信号的器件。

3.2 GPIO (General-purpose input/output）

通用型之输入输出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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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MCU (Microcontroller Unit)

微控制单元，又称单片微型计算机(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或者单片

机。

3.4 Cortex-M3

一种ARM公司设计的32位处理器内核。

3.5 ZigBee

一种低速短距离传输的无线网络协议。

3.6 LoRa

一种基于扩频技术的远距离无线传输技术。

3.7 LoRaWAN

一种用于实现低功耗广域网的专用无线通信技术。

3.8 NB-IoT（Narrow Band Internet of Things）

窄带物联网。

3.9 Wi-Fi（Wireless Fidelity）

基于IEEE 802.11标准的无线局域网技术。

3.10 SPI (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

串行外设接口,一种同步串行外设接口,它可以使MCU与各种外围设备以串行

方式进行通信以交换信息。

3.11 I²C（Inter-Integrated Circuit）

I²C Bus的简称，集成电路总线。

3.12 OSAL（Operating System Abstraction Layer）

即操作系统抽象层,支持多任务运行,它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操作系统,

但是实现了部分类似操作系统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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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GATT（Generic Attribute Profile）

一个在蓝牙连接之上的发送和接收很短的数据段的通用规范。

4 面向院校专业

4.1 中等职业学校

物联网技术应用、通信技术、电子与信息技术、电子技术应用、通信系统工

程安装与维护、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应用等。

4.2 高等职业学校

物联网应用技术、物联网工程技术、嵌入式技术与应用、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应用电子技术、智能产品开发、智能终端技术与应用、通信技术、移动通信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等。

4.3 应用型本科学校

物联网工程、软件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电子与计算机工程、 电气

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科学与技术、 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等。

5 面向工作岗位（群）

4.1 传感网应用开发（初级）

主要针对物联网相关科研机构及企事业单位，面向辅助研发、部品验证、品

质检验、产品测试、技术服务等岗位，从事检验检测、安装调试、样机测试等基

础技术工作。

4.2 传感网应用开发（中级）

主要针对物联网相关科研机构及企事业单位，面向研发助理、部品开发、品

质管理、产品测试、技术支持等岗位，从事编码实现、功能验证、系统调试等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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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传感网应用开发（高级）

主要针对物联网相关科研机构及企事业单位，面向产品研发、部品开发等岗

位，从事协议设计、软件开发、性能优化等工作。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传感网应用开发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

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传感网应用开发（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 数据采集

1.1 模拟量传感

数据采集

1.1.1 能根据各种传感器的工作原理，运用信

号处理的知识选择处理方法，根据需求科学地

处理信号。

1.1.2 能根据 AD 转换接口说明文件，运用 AD

采样技术，准确地采集电信号。

1.1.3 能根据电路原理图和传感器技术手册，

运用电路基础知识，将 AD 采样获得的数据换

算成相应的带单位的物理量。

1.2 数字量传感

数据采集

1.2.1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运用 MCU 的 GPIO

驱动技术，准确地获取传感器输出的电平信号

的脉宽和频率。

1.2.2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和传感器用户手

册，运用 MCU 的串口通信技术，准确地将采集

到的数字量转换为相应的物理量。

1.3 开关量传感

数据采集

1.3.1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运用 MCU 的 GPIO

驱动技术，准确地获取传感器模块输出的开关

量电平信号。

1.3.2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运用 MCU 的 GPIO

驱动技术，采集开关量信号，安装调试控制设

备，实现控制信号上报。

2. 有线组网

通信

2.1 RS485 总线搭

建与通信

2.1.1 能根据接线图，运用 RS485 总线原理，

搭建 RS485 总线,并能检测异常情况。

2.1.2 能根据 ModBus 协议，运用串口通信知

识，使用串口工具进行通信。

2.2 CAN 总线搭建

与通信

2.2.1 能根据接线图，运用 CAN 总线原理，搭

建 CAN 总线，并能检测异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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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2.2 能根据 CAN 总线协议，运用 CAN 总线通

信知识，使用 CAN 总线调试工具进行通信。

3. 短距离无

线通信
3 ZigBee 基础开发

3.1.1 能根据 ZigBee 开发指南，运用 ZigBee

开发知识，搭建开发环境、创建工程、编写简

单代码并使用仿真器进行调试下载。

3.1.2 能根据数据手册和电路图，运用编程和

电路知识，进行参数设置。

3.1.3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运用 MCU 的 GPIO

驱动技术，操作 GPIO 口实现输入和输出。

3.1.4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运用 MCU 的串口

驱动技术，操作串口进行数据通讯。

3.1.5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运用 MCU 的定时/

计数器驱动技术，进行定时、计数。

3.1.6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运用 MCU 的 AD

转换器驱动技术，进行模数转换。

4. 低功耗窄

带组网通信
4 NB-IoT 模块通信

4.1.1 能根据 NB-IoT 用户手册，运用串口通信

知识，使用串口工具，发送 AT 对 NB-IoT 模块

进行状态查询、信号强度查询。

4.1.2 能根据 NB-IoT 用户手册，运用 NB-IoT

通信知识，使用 NB-IoT 模块进行数据传输。

4.1.3 能根据云平台用户手册，运用计算机基

础知识，使用云平台创建 NB-IoT 工程进行数

据采集。

传感网应用开发（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 数据采集

1.1 模拟量传感

数据采集

1.1.1 能根据各种传感器的基本参数、主要特

性，运用信号处理的知识选择处理方法，根据

需求科学地处理信号。

1.1.2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运用 AD 采样技

术，准确地采集电信号。

1.1.3 能根据电路原理图和传感器技术手册，

运用电路知识，将 AD 采样获得的数据换算成

相应的带单位的物理量。

1.1.4 能根据数学统计方法，运用数学知识，

对采样得到的数据样本进行误差分析。

1.2 数字量传感

数据采集

1.2.1 能根据 MCU编程手册，运用MCU的 GPIO

驱动技术，准确地获取传感器输出的电平信号

的脉宽和频率。

1.2.2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运用 MCU 的 GPIO

驱动技术，操作 MCU 的 I²C、SPI 接口以获取

传感器芯片输出的数据。

1.2.3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和传感器用户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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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册，运用 MCU 的串口通信技术，操作串口读取

传感器数据。

1.3 开关量传感

数据采集

1.3.1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运用 MCU 的 GPIO

驱动技术和去抖动算法，操作 MCU 的 GPIO 口

准确获取传感器模块输出的开关量电平信号。

1.3.2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运用 MCU 的逻辑

控制和 GPIO 驱动技术，准确地获取传感器输

出的开关信号实现自动报警提示和控制。

2. 有线组网

通信

2.1 RS485 总线通

信开发

2.1.1 能根据 ModBus 协议，运用 RS485 总线

原理、串口通信技术，进行基于 ModBus 串行

通信协议软件的开发。

2.1.2 能根据 ModBus 协议，运用串口通信技

术，搭建 RS485 总线并编程实现组网通信。

2.2 CAN 总线通信

开发

2.2.1 能根据 CAN 总线协议，运用 CAN 总线通

信技术，进行基于 CAN 总线协议软件的开发。

2.2.2 能根据 CAN 总线协议，运用 CAN 总线通

信技术，搭建 CAN 总线并编程实现组网通信。

3. 短距离无

线通信

3.1 ZigBee组网通

信（无线射频）

3.1.1 能根据 ZigBee 开发指南，运用 ZigBee

开发知识，搭建开发环境并使用仿真器进行调

试下载。

3.1.2 能根据数据手册和电路图，运用编程和

电路知识，进行参数设置和调试。

3.1.3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运用 MCU 的串口

驱动技术，操作串口进行数据通讯。

3.1.4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运用 MCU 的定时

/计数器、PWM 驱动技术，配置定时/计数器进

行定时、计数、生成 PWM 波。

3.1.5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运用 MCU 的 AD

转换器驱动技术，操作 AD 转换器进行模数转

换，实现数据采集。

3.1.6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运用中断处理技

术，编程实现 IO 口、定时器、串口等中断事

务处理。

3.1.7 能根据用户手册，运用无线射频通信技

术，进行点对点通信的系统调试。

3.1.8 能根据用户手册，运用无线射频通信技

术，进行多节点通信的系统调试。

3.2 Wi-Fi 组网通

信

3.2.1 掌握串口通信技术，能根据 Wi-Fi AT

指令手册，理解 AP 工作模式并进行 AP 热点功

能验证。

3.2.2 掌握串口通信技术，能根据 Wi-Fi AT

指令手册，理解 STATION 工作模式并进行功能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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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3.2.3 掌握串口通信技术，能根据 Wi-Fi AT

指令手册，理解 AP 模式+STATION 工作模式并

进行 AP 热点功能验证。

3.2.4 掌握串口通信技术，能根据 Wi-Fi AT

指令手册，运用 AT 指令集，进行无线数据传

输。

4. 低功耗窄

带组网通信

4.1 NB-IoT 通信

4.1.1 能根据 NB-IoT 开发指南，运用 NB-IoT

开发知识，搭建开发环境、创建工程并使用仿

真器进行调试下载。

4.1.2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运用 MCU 的 GPIO

驱动技术，操作 GPIO 口驱动外围电路。

4.1.3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运用 MCU 的串口

驱动技术，操作串口进行数据通讯。

4.1.4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运用 MCU 的定时

/计数器、PWM 驱动技术，配置定时/计数器参

数进行定时/计数、生成 PWM 波信号。

4.1.5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运用 MCU 的 AD

转换器驱动技术，编程实现模数转换。

4.1.6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运用中断处理技

术，编程实现 IO 口、定时器、串口等中断事

务处理。

4.1.7 能根据 NB-IoT 编程手册，运用串口通

信技术，编程实现数据传输。

4.1.8 能根据云平台用户手册和 NB-IoT 编程

手册，运用串口通信技术，使用云平台并创建

NB-IoT 工程，编程实现数据通信。

4.2 LoRa 通信

4.2.1 能根据 LoRa 开发指南，运用 LoRa 开发

知识，搭建开发环境并使用仿真器进行调试下

载。

4.2.2能根据MCU编程手册和LoRa数据手册，

运用 SPI 通信技术、LoRa 调制解调技术，配

置 LoRa 的各项参数，实现通信距离与速率的

调整。

5. 通讯协议

应用

5.1 写配置参数

指令的开发

5.1.1 能根据通讯协议，运用编程知识，编程

生成写配置参数的指令。

5.1.2 能根据通讯协议，运用编程知识，编程

实现解析指令，提取目标参数，用于存储或输

出操作。

5.1.3 能根据通讯协议，运用编程知识，编程

生成响应写配置参数的指令。

5.2 读配置参数

指令的开发

5.2.1 能根据通讯协议，运用编程知识，编程

生成读配置参数的指令。

5.2.2 能根据通讯协议，运用编程知识，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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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实现解析指令，从存储介质中提取目标参数或

读取输出设备的状态。

5.2.3 能根据通讯协议，运用编程知识，编程

生成响应读配置参数的指令。

5.3 控制设备指

令的开发

5.3.1 能根据通讯协议，运用编程知识，编程

生成控制指令。

5.3.2 能根据通讯协议，运用编程知识，编程

实现解析指令，控制设备执行指令。

5.3.3 能根据通讯协议，运用编程知识，编程

生成响应控制的指令。

传感网应用开发（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 数据采集

1.1 模拟量传感数

据采集

1.1.1 能根据各种传感器的参数、特性和应用场

景，运用数字信号处理技术，根据需求科学地

处理信号。

1.1.2 能根据专用 AD 芯片数据手册和 MCU 编程

手册，运用 AD 转换技术，操作 AD 转换器获取

传感器的模拟量输出信号。

1.1.3 能根据电路原理图和传感器技术手册，运

用物理学、电路知识，将 AD 采样获得的数据换

算成相应的带单位的物理量。

1.1.4 能根据数学统计方法，运用数学统计知

识，对采样得到的数据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和优

化处理。

1.2 数字量传感数

据采集

1.2.1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运用 MCU 的中断、

定时器/计数器编程技术，准确地获取传感器输

出的电平信号的脉宽和频率。

1.2.2能根据MCU编程手册，运用MCU的外设(如

I²C、SPI 等)驱动技术，操作 MCU 的外设接口准

确获取传感器芯片输出的数据。

1.2.3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和传感器数据手册，

运用 MCU 的串口通信技术，按照通信协议编程

实现串口读取传感器数据。

1.2.4 能根据数学统计方法，运用数学统计知

识，对采集到的数字量数据进行处理。

1.3 开关量传感数

据采集

1.3.1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运用 MCU 的 GPIO

驱动技术和去抖动算法，操作 MCU 的 GPIO 口准

确获取传感器模块输出的开关量电平信号并进

行统计分析。

1.3.2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运用 MCU 的逻辑控

制和 GPIO 驱动技术，对报警信号进行分析和调

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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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3.3 能根据传感器数据手册和 MCU 编程手册，

运用模拟电路技术、数字电路技术，准确地配

置 MCU 工作参数并进行优化调试。

2. 有线组网

通信

2.1 RS485 总线通信

开发

2.1.1 能根据 ModBus 协议，运用 RS485 总线原

理、串口通信技术，进行基于 ModBus 串行通信

协议软件的开发。

2.1.2 能根据 ModBus 协议，运用串口通信技术，

搭建 RS485 总线并编程实现组网通信。

2.2 CAN 总线通信开

发

2.2.1 能根据 CAN 总线协议，运用 CAN 总线通信

技术，进行基于 CAN 总线协议软件的开发。

2.2.2 能根据 CAN 总线协议，运用 CAN 总线通信

技术，搭建 CAN 总线并编程实现组网通信。

2.3 总线故障定位

与修复

2.3.1 能根据接线图，运用总线通信技术，准确

定位并修复硬件故障。

2.3.2 能根据通信协议，运用编程技术，准确定

位并修复软件故障。

3. 短距离无

线通信

3.1 ZigBee 组网通

信（协议栈）

3.1.1 能根据 ZigBee 开发指南，运用 ZigBee 开

发知识，按照需求使用MCU进行驱动开发（GPIO、

定时器、中断、PWM 等）。

3.1.2 能根据 ZigBee 协议规范，运用 ZigBee 协

议栈技术，配置 ZigBee 网络中的协调器、路由

节点、终端节点。

3.1.3 能根据 ZigBee 协议规范，掌握 ZigBee 协

议栈技术，调用各种控制节点入网/退网的接

口。

3.1.4 能根据项目需求，运用 ZigBee 协议栈技

术，合理选择技术方案，编程实现各种通信方

式(单播、组播、广播)。

3.1.5 能根据 ZigBee 协议规范，运用 ZigBee 协

议栈技术，应用嵌入式操作系统提供的服务调

度任务并进行性能优化。

3.2 Wi-Fi 组网通信

3.2.1 掌握 Wi-Fi 通信技术和 MCU 编程技术，能

根据 Wi-Fi SDK API 参考手册，编程实现各种

工作模式(AP、STATION、AP+STATION)。

3.2.2 掌握 Wi-Fi 通信技术、MCU 编程技术，能

根据 Wi-Fi SDK API 参考手册，进行 TCP Socket

开发。

3.3 BLE 蓝牙组网通

信

3.3.1 能根据 BLE 蓝牙开发指南，运用 BLE 蓝牙

开发知识，搭建开发环境并使用仿真器进行调

试下载。

3.3.2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运用 MCU 驱动开发

技术，进行驱动开发（GPIO、定时器、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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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M 等）。

3.3.3 能根据 BLE 蓝牙协议规范，运用 BLE 蓝牙

通信技术，编程实现调用GATT服务操作特征值、

句柄进行通信。

4. 低功耗窄

带组网通信

4.1 NB-IoT 组网通

信

4.1.1 能根据 NB-IoT 开发指南，运用 NB-IoT 开

发知识、MCU 编程技术，进行驱动开发。

4.1.2 能根据 NB-IoT 开发指南，运用 NB-IoT 开

发知识、MCU 编程技术，编程配置 NB-IoT 模块

的各种工作模式（Active 模式、Idle 模式、PSM

模式）。

4.1.3 能根据 NB-IoT 开发指南，运用 NB-IoT 开

发知识、MCU 编程技术，编程实现云端数据传输

和外设控制。

4.2 LoRaWAN 组网通

信

4.2.1 掌握 Class A、Class B、Class C 双向通

讯、单播消息的功能，能根据 LoRaWAN 协议栈，

运用 LoRa 调制解调技术和 MCU 编程技术，实现

节点的数据采集和传输。

4.2.2 掌握 Class B、Class C 多播消息的功能，

能根据 LoRaWAN 协议栈，运用 LoRa 调制解调技

术和 MCU 编程技术，实现节点的数据采集和传

输。

4.2.3掌握ABP激活方式并能根据LoRaWAN协议

栈，运用 MCU 编程技术，实现节点激活。

5. 通讯协议

应用

5.1 写配置参数指

令的开发

5.1.1 能根据通讯协议，生成写配置参数的指

令。

5.1.2 能根据通讯协议，实现解析指令，提取目

标参数，用于存储或输出操作。

5.1.3 能根据通讯协议，生成响应写配置参数的

指令。

5.2 读配置参数指

令的开发

5.2.1 能根据通讯协议，生成读配置参数的指

令。

5.2.2 能根据通讯协议，实现解析指令，从存储

介质中提取目标参数或读取输出设备的状态。

5.2.3 能根据通讯协议，生成响应读配置参数的

指令。

5.3 控制设备指令

的开发

5.3.1 能根据通讯协议，生成控制指令。

5.3.2 能根据通讯协议，实现指令解析，控制设

备执行指令。

5.3.3 能根据通讯协议，生成响应控制的指令。

5.4 通讯协议间的

转换

5.4.1 能根据通讯协议，实现协议的正向转换。

5.4.2 能根据通讯协议，实现协议的逆向转换。

6. 通讯协议6.1数据传输的协议6.1.1 能根据项目需求，运用通信技术知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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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设计 设计 计请求数据传输的命令格式。

6.1.2 能根据项目需求，运用通信技术知识，设

计响应数据传输的命令格式。



传感网应用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有关试点事项说明

一、对应专业

学校类型 对应相关专业

中等职业学校

物联网技术应用、通信技术、电子与信息技术、电

子技术应用、通信系统工程安装与维护、计算机网

络技术、计算机应用等

高等职业学校

物联网应用技术、物联网工程技术、嵌入式技术与

应用、电子信息工程技术、应用电子技术、智能产

品开发、智能终端技术与应用、通信技术、移动通

信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等

应用型本科学校

物联网工程、软件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电

子与计算机工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

息工程、 电子科学与技术、 通信工程、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等

二、试点院校条件

（一）具备办学许可的法人单位，已开设传感网应用开

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所对应的相关专业（或方向），相关专

业（或方向）近 3年连续招生，有 3年及以上相关专业（或

方向）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经验。

（二）组织机构完善，具有满足传感网应用开发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培训需求的管理团队。团队负责人能够充分调动

资源，提供培训所需的保障条件。

（三）具有相应培训能力的专兼职师资团队，团队成员



不少于 6人，具有相应工作领域项目经验的行业企业兼职教

师占比不少于 30%。

（四）具有传感网应用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对应的教

学资源和教学场地环境，能同时满足 50 人进行相关知识学

习及实践操作。教学环境需具备稳定成熟且符合本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的相关实训设备（详见附件）。

三、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罗婉蓉 邓立

办公电话： 400-860-0591

手 机： 13375006473 18059043661

电子邮箱: 1+X@newland.com.cn

网 址： www.newland-edu.com

附件：传感网应用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院校实训

设备要求

北京新大陆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 9月 4日



附件：

传感网应用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试点院校实训设备要求

实训设备建议 1-2人使用一套，套数可根据学生规模及

教学安排进行配置。

一、初级（每套实训设备应满足以下要求）

设备名称 具体要求 建议数量

传感网应用开发

实验平台

实验平台支持实验模块的通讯与供电，

可以完成数据采集及设备控制实验
1套

ZigBee模块
包含节点和协调器，支持多种无线网络

通讯方式（单播、组播、广播）
4个

CAN模块 实现 CAN通讯及组网 3个

RS-485模块 实现 RS-485通讯及组网 3个

NB-IoT模块
支持 AT 指令、传感器扩展口及 SWD
调试接口

2个

物联网网关 实现物联网数据采集、协议转换等功能 1个

执行器模块
包含继电器、灯泡、报警灯等设备，用

于演示控制实验效果
1套

智能传感器
提供硬件仿真方式实现多种传感器数

据输出
2个

模拟量传感模块
输出信号是电压型模拟量的传感器组

合，用于光照度、气体浓度传感实验
1套

数字量传感模块
输出信号是数字量的传感器组合，用于

温度、湿度传感实验
1套

开关量传感模块
输出信号是开关量的传感器组合，用于

热释电红外、火焰、声音等传感实验
1套

应用开发配件 包含线材、仿真器、接口转换器等配件 1套



二、中级（每套实训设备应满足以下要求）

设备名称 具体要求 建议数量

传感网应用开发

实验平台

实验平台支持实验模块的通讯与供电，

可以完成数据采集及设备控制实验
1套

ZigBee模块
包含节点和协调器，支持多种无线网络

通讯方式（单播、组播、广播）
4个

CAN模块 实现 CAN通讯及组网 3个

RS-485模块 实现 RS-485通讯及组网 3个

NB-IoT模块
支持 AT指令、传感器扩展口及 SWD调

试接口
2套

LoRa模块

板载核心微处理器，兼容并支持 FSK,
GFSK,OOK 传统调制方式，带扩展接

口，连接各种传感器小模块

4套

Wi-Fi通讯模块

内置超低功耗微型 MCU，支持 RTOS，
内置 TCP/IP协议栈，支持多种加密安全

机制及工作模式

2套

物联网网关 实现物联网数据采集、协议转换等功能 1个

执行器模块
包含继电器、灯泡、报警灯等设备，用

于演示控制实验效果
1套

智能传感器
提供硬件仿真方式实现多种传感器数据

输出
2个

模拟量传感模块
输出信号是电压型模拟量的传感器组

合，用于光照度、气体浓度传感实验
1套

数字量传感模块
输出信号是数字量的传感器组合，用于

温度、湿度传感实验
1套

开关量传感模块
输出信号是开关量的传感器组合，用于

热释电红外、火焰、声音等传感实验
1套

应用开发配件 包含线材、仿真器、接口转换器等配件 1套



三、高级（每套实训设备应满足以下要求）

设备名称 具体要求 建议数量

传感网应用开发

实验平台

实验平台支持实验模块的通讯与供电，可

以完成数据采集及设备控制实验
1套

ZigBee模块
包含节点和协调器，支持多种无线网络通

讯方式（单播、组播、广播）
4个

CAN模块 实现 CAN通讯及组网 3个

RS-485模块 实现 RS-485通讯及组网 3个

NB-IoT模块
支持 AT指令、传感器扩展口及 SWD 调

试接口
2套

LoRa模块

板载核心微处理器，兼容并支持 FSK,
GFSK,OOK 传统调制方式，带扩展接口，

连接各种传感器小模块

4套

蓝牙通讯模块

采用蓝牙 4.0标准芯片，支持低功耗工作

模式，内嵌高性能低功耗微控制器，外部

中断可唤醒系统

2套

Wi-Fi通讯模块

内置超低功耗微型 MCU，支持 RTOS，
内置 TCP/IP协议栈，支持多种加密安全

机制及工作模式

2套

物联网网关 实现物联网数据采集、协议转换等功能 1个

执行器模块
包含继电器、灯泡、报警灯等设备，用于

演示控制实验效果
1套

智能传感器
提供硬件仿真方式实现多种传感器数据

输出
2个

模拟量传感模块
输出信号是电压型模拟量的传感器组合，

用于光照度、气体浓度传感实验
1套

数字量传感模块
输出信号是数字量的传感器组合，用于温

度、湿度、心率等传感实验
1套

开关量传感模块
输出信号是开关量的传感器组合，用于热

释电红外、火焰、声音等传感实验
1套

应用开发配件 包含线材、仿真器、接口转换器等配件 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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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互联网实施与运维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及

职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互联网实施与运维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与评价，相关用人单位

的人员聘用、培训与考核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

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37695-2019 智能制造 对象标识要求 

AII/004-2017 工业互联网 导则 设备智能化 

20170053-T-339 工业互联网 总体网络架构 

3 术语和定义 

GB/T 37695-2019、AII/004-2017、20170053-T-33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

适用于本标准。 

3.1 可编程序（逻辑）控制器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PLC 

一种用于工业环境的数字式操作的电子系统。这种系统用可编程的存储器作面向

用户指令的内部寄存器，完成规定的功能，如逻辑、顺序、定时、计数、运算等，通

过数字或模拟的输入/输出，控制各种类型的机械或过程。可编程序控制器及其相关

外围设备的设计，使它能够非常方便地集成到工业控制系统中，并能很容易地达到所

期望的所有功能。 

[GB/T 15969.1-2007/IEC 61131-1，术语和定义 3.5] 

3.2 Mod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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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bus是一种串行通信协议，是Modicon公司（现在的施耐德电气Schneider 

Electric）于1979年为使用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通信而发表。Modbus已经成为

工业领域通信协议的业界标准（De facto），并且现在是工业电子设备之间常用的连

接方式。 

3.3 OLE for Process Control；OPC 

OPC（OLE for Process Control）技术是指为了给工业控制系统应用程序之间的

通信建立一个接口标准，在工业控制设备与控制软件之间建立统一的数据存取规范。

它给工业控制领域提供了一种标准数据访问机制，将硬件与应用软件有效地分离开来，

是一套与厂商无关的软件数据交换标准接口和规程，主要解决过程控制系统与其数据

源的数据交换问题，可以在各个应用之间提供透明的数据访问。行业最初采用OPC DA，

OPC A＆E，OPC HAD和OPC安全接口（统称为OPC Classic），最近采用OPC统一架构（UA）。 

3.4 消息队列遥测传输 Message Queuing Telemetry Transport；MQTT 

消息队列遥测传输协议（Message Queuing Telemetry Transport，缩写为MQTT），

是一种基于发布/订阅（publish/subscribe）模式的“轻量级”通讯协议，该协议构

建于TCP/IP协议上，由IBM在1999年发布。 

3.5 超文本传输协议 Hyper Text Transfer Protocol；HTTP 

超文本传输协议（Hyper Text Transfer Protocol，缩写为HTTP）是一种用于分

布式、协作式和超媒体信息系统的应用层协议。HTTP是万维网数据通信的基础。 

3.7 工业 APP 

工业APP是基于工业互联网，承载工业知识和经验，满足特定需求的工业应用软

件，是工业技术软件化的重要成果。 

3.8 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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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算基本单元，泛指对函数（或数据等）进行的某种操作。 

3.9 映射 

将物理世界的硬件设备实体“对应”到云平台虚拟设备的过程。 

3.10 映像 

将硬件实体设备映射到云平台，所生成的对应虚拟镜像，用于反映硬件实体设备

的相关特征或属性。 

3.11 边缘层 

边缘层是工业互联网平台三大核心层级之一，它通过大范围、深层次的数据采集，

以及异构数据的协议转换与边缘处理，构建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数据基础。主要功能包

括：一是通过各类通信手段接入不同设备、系统和产品，采集海量数据；二是依托协

议转换技术实现多源异构数据的归一化和边缘集成；三是利用边缘计算设备实现底层

数据的汇聚处理，并实现数据向云端平台的集成。 

3.12 网关 Gateway 

网关(Gateway)又称网间连接器、协议转换器，是一个网络连接到另一个网络的

“关口”。它在不同的通信协议、数据格式或语言，甚至体系结构完全不同的两种系

统之间充当翻译器。 

4 适用院校专业 

中等职业学校：物联网技术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通信技术、软件与信息服务、

计算机应用、机电技术应用、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电气技术应用、网络信息安全等

专业。 

高等职业院校：工业网络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物联网工程技术、云计算技术

与应用、智能控制技术、通信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工业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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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机械制造与自动化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院校：物联网工程、智能制造工程、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软件

工程、自动化、机器人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信息安全、智能科学与技术

等专业。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主要面向工业互联网领域应用和研发机构、企事业单位的技术和服务等部门及岗

位，主要完成工业网络设备部署与连接、工业现场数据采集实施与运维、工业现场数

据上云实施与运维、云平台算法建模应用、工业数据边缘处理应用、工业 APP 开发与

发布、工业云平台技术支持等工作。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工业互联网实施与运维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

别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工业互联网实施与运维】（初级）：主要面向工业云平台应用系统集成企业、工

业互联网应用企业等的技术支持、功能测试等部门，能根据项目要求和相关指导文件，

从事工业数据采集设备安装、工业设备联网接线和通讯测试等工作，完成工业数据采

集设备部署和连接、工业现场数据采集、工业现场数据上云实施准备等内容。 

【工业互联网实施与运维】（中级）：主要面向工业云平台研发企业、工业云平台

应用系统集成企业、工业互联网应用企业等的技术支持、方案解决、系统运维等部门，

能根据项目要求和相关指导文件，从事工业云平台应用编程、调试和维护等工作，完

成工业数据采集设备部署、工业设备联网、工业现场数据上云实施、工业云平台应用

编程与调试、工业数据边缘处理编程与调试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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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实施与运维】（高级）：主要面向工业云平台研发企业、工业云平台

应用系统集成企业、工业互联网应用企业等的技术支持、方案解决、系统运维、技术

研发等部门，能根据项目要求和相关指导文件，从事工业现场数据采集和上云、工业

云平台应用编程、调试、优化、可视化开发等工作，完成工业数据采集设备部署、工

业设备联网、工业现场数据上云实施、工业云平台应用编程与调试、工业数据边缘处

理编程与调试、工业 APP 编程与调试、实施方案设计等内容。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 工业互联网实施与运维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工业数据采集

设备部署与连接 

1.1 工业网络实施

准备 

1.1.1 能识别主流通讯接口。 
1.1.2 能识别 PLC 各组成模块。 
1.1.3 能识读电气原理图和识别主要元器件。 
1.1.4 能使用网络测试仪等工具辅助项目实

施。 

1.2 工业数据采集

设备网络部署 

1.2.1 能根据网络拓扑图，安装网关等工业网

络设备。 
1.2.2 能铺设工业网络设备电源线、通讯线等

电缆。 
1.1.3能使用局域网 IP地址枚举工具扫描局域

网中网络设备的 IP 地址。 
1.1.4 能根据项目要求，完成工业网络设备的

IP 地址等配置工作。 

1.3 工业设备网络

连接 

1.3.1 根据项目要求，能制作网线并进行连通

性测试。 
1.3.2 根据项目要求，能制作串口线并能进行

连通性测试。 
1.3.3 能根据网络拓扑图，实现工业设备、交

换机及网关之间的网络连接。 
1.3.4 能根据网络拓扑图，测试工业网络的通

讯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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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业现场数据

采集 

2.1 工业互联网网

关配置 

2.1.1 能绑定设备与网关。 
2.1.2 能配置网关与云平台之间的通讯。 
2.1.3 能根据项目要求，配置数据采集点。 
2.1.4 能根据项目要求，配置采集数据的操作

权限。 

2.2 数据测试与验

证 

2.2.1 能测试工业设备与网关的运行状态。 
2.2.2 能根据项目要求，验证采集数据的准确

性。 
2.2.3 能填写工业现场数据测试记录。 

3.工业现场数据

上云 

3.1 云平台对工业

互联网网关配置 

3.1.1 能根据项目要求，实现云平台上的网关

编码设置。 
3.1.2 能根据项目要求，对网关型号进行设置。 

3.2 云平台对工业

设备数据配置 

3.2.1 能根据项目要求，实现云平台上的工业

设备映射。 
3.2.2 能根据项目要求，在云平台上实现网关

与工业设备的绑定。 
3.2.3 能根据项目要求，在云平台上实现对工

业设备数据的配置。 

3.3 云平台账户的

信息管理 

3.3.1 能根据项目要求，对账户基本信息进行

设置。 
3.3.2 能根据项目要求，对账户进行权限分配

设置。 

 

表 2 工业互联网实施与运维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工业现场数据

采集 

1.1 工业数据采集

方案规划 

1.1.1 能对项目中的设备型号、设备数量进行

统计。 
1.1.2 能对工程中的设备通信协议、设备 I/O
点进行统计。 
1.1.3 能独立完成工业数据采集设备网络部署

和工业设备网络连接。 

1.2 工业互联网网

关配置 

1.2.1 能独立完成设备与网关的绑定。 
1.2.2 能独立配置网关与云平台之间的通讯。 
1.2.3 能根据项目要求，独立配置数据采集点。 
1.2.4 能根据项目要求，独立配置采集数据的

操作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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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数据测试与验

证 

1.3.1 能根据数据测试方案，测试工业设备与

网关的通讯状态。 
1.3.2 能根据项目要求，独立完成采集数据的

准确性验证。 
1.3.3 能根据项目运维方案，识别网关通讯与

数据采集的故障现象。 

2.工业现场数据

上云 

2.1 云平台对工业

互联网网关配置 

2.1.1 能根据项目要求，独立适配网关到云平

台的通讯协议（HTTP、MQTT 等）。 
2.1.2 能根据项目要求，独立完成云平台上的

网关映射。 

2.2 云平台对工业

设备数据配置 

2.2.1 能根据项目要求，独立完成云平台上的

工业设备映射。 
2.2.2 能根据项目要求，独立完成在云平台上

实现网关与工业设备的绑定。 
2.2.3 能根据项目要求，独立完成在云平台上

实现对工业设备数据的配置。 

2.3 云平台对工业

设备测试与验证 

2.3.1 能根据项目要求，测试云平台与边缘层

的通讯状态。 
2.3.2 能根据项目要求，在云平台上验证数据

的准确性。 
2.3.3 能填写云平台对工业设备的测试与验证

记录。 

2.4 工业设备与数

据运维 

2.4.1 能根据项目要求，管理云平台上的工业

设备映像。 
2.4.2 能根据项目要求，管理工业设备的上云

数据。 
2.4.3 能根据项目要求，管理云平台上的网关

映像。 
2.4.4 能识别工业数据上云通讯与数据采集的

故障类型。 
2.4.5 能根据项目要求，对配置信息进行导入

和导出操作。 
2.4.6 能根据项目要求，使用运维工具对服务

器操作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检查。 
2.4.7 能根据项目要求，设置云平台的账户信

息。 

3.云平台算法建

模应用 3.1 算法模型搭建 

3.1.1 能根据项目要求，在云平台算法建模工

具中进行算子配置。 
3.1.2 能根据项目要求，在云平台算法建模工

具中使用算子设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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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算法模型应用

与优化 

3.2.1 能根据项目要求，实现算法模型的实例

化应用。 
3.2.2 能根据项目要求，验证搭建的算法模型。 
3.2.3 能根据项目要求，编辑和删除算法模型。 

4.工业数据边缘

处理应用 

4.1 数据过滤应用 

4.1.1 能根据项目要求，提炼待过滤数据的特

征。 
4.1.2 能根据提炼特征，制定数据过滤规则。 
4.1.3 能根据数据过滤规则，实现工业数据的

数据过滤。 

4.2 逻辑运算应用 

4.2.1 能根据项目要求，制定逻辑运算规则。 
4.2.2 能根据逻辑运算规则，实现工业数据的

逻辑运算。 
4.2.3 能验证逻辑运算结果的准确性。 

 

表 3 工业互联网实施与运维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工业现场数据

采集 

1.1 工业数据采集

方案规划 

1.1.1 能根据项目要求，制定工业数据采集方

案。 
1.1.2 能根据项目要求，规划和设计网络拓扑

图。 
1.1.3 能根据项目要求，规划工业设备的主流

通讯协议（PLC 通讯协议、OPC、Modbus 等）。 
1.1.4 根据项目要求，能制作工业网络连通性

测试方案。 

1.2 数据测试与验

证 

1.2.1 能根据项目要求，制定工业现场数据采

集测试方案。 
1.2.2 能独立识别网关通讯与数据采集的故障

类型。 
1.2.3 能分析和处理网关通讯和数据采集方面

的故障现象。 

2.工业现场数据

上云 2.1 配置方案规划 

2.1.1 能根据项目要求，制定云平台上网关配

置方案。 
2.1.2 能根据项目要求，制定云平台上的工业

设备数据配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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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云平台对工业

设备测试与验证 

2.2.1 能根据项目要求，制定云平台对工业设

备测试与验证方案 
2.2.2 能根据项目要求，独立完成测试云平台

与边缘层的通讯状态。 
2.2.3 能根据项目要求，独立完成在云平台上

数据的准确性验证。 

2.3 工业设备与数

据运维 

2.3.1 能根据项目要求，管理网关映像与设备

映像的对应关系。 
2.3.2 能根据项目要求，管理工业设备与数据

配置信息。 
2.3.3 能分析和处理工业数据上云通讯与数据

采集的故障现象。 
2.3.4 能根据项目要求，分析服务器操作系统

的运行状态。 
2.3.5 根据项目要求，能使用大数据运维工具，

检查工业互联网平台中各个服务组件的健康

状态。 
2.3.6 根据项目要求，能对数据库进行备份脚

本的编写。 
2.3.7 能根据项目要求，管理云平台的账户信

息。 

3.云平台算法建

模应用 

3.1 算法模型搭建 

3.1.1 能根据项目要求，在云平台算法建模工

具中进行自定义算子。 
3.1.2 能根据项目要求，制定算子配置的方案。 
3.1.3 能根据项目要求，制定使用算子设计模

型的方案。 

3.2 算法模型优化 

3.2.1 能根据算法模型验证结果，在云平台算

法建模工具中优化算子。 
3.2.2 能根据算法模型验证结果，在云平台算

法建模工具中优化算法模型。 

4.工业数据边缘

处理应用 

4.1 数据过滤应用 

4.1.1 能根据项目要求，独立分析待过滤数据

的特征。 
4.1.2 能根据提炼特征，制定数据过滤实施方

案。 
4.1.3 能根据数据过滤结果，优化数据过滤规

则。 

4.2 逻辑运算应用 

4.2.1 能根据项目要求，独立分析逻辑运算规

则。 
4.2.2 能根据逻辑运算规则，制定工业数据的

逻辑运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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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能根据逻辑运算结果，优化逻辑运算规

则。 

5.工业 APP 开发

与发布 

5.1 工业 APP 开发 

5.1.1 能根据项目要求，制作业务需求分析方

案。 
5.1.2 能根据业务需求，规划工业 APP 页面的

原型设计。 
5.1.3 能根据业务需求，使用可视化开发工具

完成工业 APP 的开发。 

5.2 工业 APP 发布 

5.2.1 能根据项目要求，完成工业 APP 发布。 
5.2.2能根据项目要求，测试工业APP的功能。 
5.2.3 能根据项目要求，完成工业 APP 的数据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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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数字创意建模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及职业技能要

求。

本标准适用于数字创意建模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与评价，相关用人单位的人员聘用、

培训与考核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5751-1995 技术产品文件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图词汇

GB/T 26099.1-2010机械产品三维建模通用规则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24734.4-2009 技术产品文件 数字化产品定义数据通则 第4部分：设计模型要

求

GB/T 24734.6-2009技术产品文件 数字化产品定义数据通则 第6部分：几何建模特征

规范

3 术语与定义

GB/T 24734.4-2009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及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二维概念设计

泛指具有艺术性和专业性，以“视觉”作为沟通和表现的方式。透过多种方式来创造

和结合符号、图片和文字，借此作出用来传达想法或讯息的视觉表现。二维概念设计是由

分析用户需求到生成概念产品的一系列有序的、可组织的、有目标的设计活动，它表现为

一个由粗到精、由模糊到清晰、由抽象到具体的不断进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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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三维模型制作

指利用计算机软件，通过虚拟三维空间构建出具有三维数据的模型的过程。三维模型

制作所制作出的模型可以是现实世界的实体，也可以是虚构的东西，并可以通过计算机或

者其它影像设备进行显示。

3.3 贴图制作

三维模型在空间中由不同坐标的点根据一定的规则进行连接构成，模型上的点互相连

接构成的平面需要有纹理图案进行视觉表现，这些图案就是模型的贴图。贴图制作就是指

利用计算机软件，为三维模型的表面制作纹理图案，包括制作过程中对三维模型进行的一

系列处理的过程。

3.4 渲染

指以软件根据一定的物理规则，将三维模型可视化，生成图像的过程。模型是用语言

或者数据结构进行严格定义的三维物体或虚拟场景的᧿述，它包括几何、视点、纹理、照

明和阴影等信息。图像是数字图像或者位图图像。渲染用于᧿述：计算视频编辑软件中的

效果，以生成最终视频的输出过程。在图形流水线中，渲染是最后一项重要步骤，通过它

得到模型与动画最终显示效果。通过渲染的过程，可以为模型模拟出各种基于物理的视觉

效果。

3.5 三维物件设计制作

指对各种生活物件、家具、配件等，以及创意类非现实道具模型的制作。可用于各类

影视动画、游戏、场景布置等领域。

3.6 三维场景设计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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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通过三维制作软件制作各种物件来组成场景，以及相应的渲染过程，可用于建筑、

室内设计行业的效果展示，也可用于影视动画游戏等数字作品中的场景设计等领域。

3.7 三维基础人体制作

指在三维建模软件中制作人体模型，包括模型的骨骼绑定等一系列操作。可用于各种

影视动画游戏等行业。

3.8 三维次世代模型设计制作

指三维模型使用 PBR 流程进行制作。PBR（physically based rendering，基于物理

的渲染）流程指根据物理规则进行模型材质渲染的三维模型开发方法。次世代模型可用于

影视及游戏领域。

3.9 模型质量把控

指在三维模型制作流程中，为了达到质量要求所采取的技术措施和管理措施方面的活

动。模型质量把控的目标在于确保三维模型制作流程的规范性以及使三维模型的制作能够

达到生产项目所要求的标准（包括明示的、习惯上隐含的或必须履行的规定）。

3.10 模型资源生产流程制定

指根据项目的要求，对三维模型制作流程进行相应的改进的过程，目标是确保三维模

型能够根据流程达到项目所要求的各方面指标的同时，使生产流程能够最大效率的进行作

业。

3.11 数字创意

数字创意产业是现代信息技术与文化创意产业逐渐融合而产生的一种新经济形态，和

传统文化创意产业以实体为载体进行艺术创作不同，数字创意是以 CG（Computer

https://baike.baidu.com/item/Computer%20Grap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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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hics）等现代数字技术为主要技术工具，强调依靠团队或个人通过技术、创意和产业

化的方式将一切信息进行可视化。

数字创意建模是以三维建模技术将现实世界中的人、物及其属性通过专业软件转化为

计算机内部可数字化表示、分析、控制和输出的几何形体的方法。在计算机数字场景中模

拟现实世界的人、物及其属性，精确᧿绘及再现可为用户创造身临其境的虚拟环境。这些

三维模型可应用于各行各业，是实现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作的前ᨀ条件。

3.12 数字艺术

广义上，数字艺术就是数字化的艺术，以数字技术为载体，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数

字艺术是运用数字技术和计算机程序等手段对图片、影音文件等多媒体素材进行分析编辑

与再创作，体现了艺术与科技的高度融合，是数字时代的创新表现形式。

3.13 视觉工业

视觉工业集现代化、规模化和产业化于一体，是以数字艺术为基础的视觉产品的专业

化、标准化工业生产过程。视觉工业产品是以数字艺术为基础、以专业团队为核心，通过

工业化流程创作出来的独立消费产品，包括影视动画、交互游戏等内容，以及各类信息的

可视化、实体物件虚拟仿真和传统文化数字演绎等形式多样的体验类产品。

4 适用院校专业

中等职业学校：计算机应用、数字媒体技术应用、计算机平面设计、计算机动漫与游

戏制作、电子与信息技术、动漫游戏、数字影像技术、美术设计与制作、广播影视节目制

作、影像与影视技术、工艺美术、美术设计与制作、服装设计与工艺、皮革制品造型设

计、建筑装饰、建筑表现、家具设计与制作、网页美术设计等相关专业。

https://baike.baidu.com/item/Computer%20Grap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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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学校：建筑设计、建筑室内设计、风景园林设计、建筑动画与模型制作、工

业设计、智能产品开发、家具设计与制造、包装策划与设计、数字图文信息技术、纺织品

设计、服装设计与工艺、服装陈列与展示设计、鞋类设计与工艺、计算机应用技术、动漫

制作技术、数字展示技术、数字媒体应用技术、移动应用开发、艺术设计、虚拟现实应用

技术、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广告设计与制作、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产品艺术设计、皮具

艺术设计、家具艺术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室内艺术设计、展示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

计、公共艺术设计、雕刻艺术设计、产品艺术设计、包装艺术设计、陶瓷设计与工艺、玉

器设计与工艺、首饰设计与工艺、工艺美术品设计、动漫设计、游戏设计、人物形象设

计、美术、文化创意与策划、影视美术、影视多媒体技术、影视动画等相关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数字媒体技术、网络与新媒体、软件工程、艺术教育、工业设计、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动画、美术学、雕塑、艺术设计学、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产品

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公共艺术、工艺美术、数字媒体艺术、建筑学、风景园林、艺术

与科技等相关专业。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面向虚拟仿真、数字媒体、影视 、游戏、动漫、艺术设计、工业设计、建筑设计、

室内设计、工艺美术等行业中的三维模型制作等岗位。

6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

数字创意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逐次递进，高级

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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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创意建模】（初级）：主要面向虚拟仿真、数字媒体、影视 、游戏、动漫、

艺术设计、工业设计、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工艺美术等行业中的三维模型制作等岗位，

根据产品设计要求，从事三维模型设计制作、三维模型贴图制作等工作。

【数字创意建模】（中级）：主要面向虚拟仿真、数字媒体、影视 、游戏、动漫、

艺术设计、工业设计、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工艺美术等行业中的三维模型制作等岗位，

根据产品设计要求，从事三维模型设计制作、三维模型贴图制作、项目模型质量把控等工

作。

【数字创业建模】（高级）：主要面向虚拟仿真、数字媒体、影视 、游戏、动漫、

艺术设计、工业设计、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工艺美术等行业中的三维模型制作及管理等

岗位，根据产品设计要求，从事影视三维模型设计制作、次时代三维模型设计制作、PBR

流程三维模型贴图制作、项目模型质量把控及模型资源生产流程制定等工作。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

表 1 数字创意建模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数字创意

三维物件设

计制作

1.1 基础物件、道

具二维概念设计解

读

1.1.1 了解基础艺术设计理论，能理解基础的物件

二维概念设计图；

1.1.2 基本审美能力，能了解二维设计风格，二维

设计三视图等；

1.1.3 了解二维设计在视觉工业体系生产流程中作

用。

1.2 基 础 三 维 物

件、道具模型制作

1.2.1 能根据二维概念设计图制作三维物件、道具

模型；

1.2.2 能制作基础三维物件、道具模型的 UV；

1.2.3 能制作基础三维模型贴图；

1.2.4 掌握与二维软件结合的基础贴图制作流程。

1.3 基础三维模型

ᨀ交与修改

1.3.1 了解数字创意建模专业中视觉工业流程的基

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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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能将制作的基础模型ᨀ交并在收到反馈后依

据反馈进行修改。

表 2 数字创意建模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数字创意

三维场景设

计制作

1.1 二维场景概念

设计解读

1.1.1 掌握基础艺术设计理论，造型理论，设计理

论等，能理解基础的场景二维概念设计图；

1.1.2 具备良好的审美能力，能分析不同的二维概

念设计图风格；

1.1.3 掌握二维设计在视觉工业体系生产流程中作

用。

1.2 三维场景模型

制作

1.2.1 能根据二维概念设计图制作三维场景模型；

1.2.2 能制作高、低精度的三维场景模型；

1.2.3 能把高精度模型修改成低精度模型。

1.3 三维场景模型

UV 拆分

1.3.1 能制作三维场景模型 UV；

1.3.2 会安装三维模型制作软件 UV 拆分插件；

1.3.3 会使用多象限 UV。

1.4 三维场景模型

贴图制作

1.4.1 能制作三维场景模型贴图；

1.4.2 能制作 PBR 流程中的法线贴图、AO 贴图、金

属度贴图，能用高、低精度的模型烘焙贴图；

1.4.3 能对三维场景模型布光；

1.4.4 能制作三维场景模型渲染图。

1.5 三维场景模型

拆分与任务分配

1.5.1 能批量导出三维模型；

1.5.2 能对模型、材质、贴图等资产进行命名编

号；

1.5.3 能分配场景模型拆分任务；

1.5.4 掌握模型质量检测ᨀ交反馈意见。

1.6 模型资源在引

擎中整合

1.6.1 了解基础计算机引擎理论，掌握 Unreal 或

Unity 引擎基本操作；

1.6.2 了解视觉工业化体系在数字创意建模行业中

的作用，了解视觉工业体系中各层工作单元的工作

流程与协同方式；

1.6.3 具备对视觉工业体系中的底层工作单元与任

务模块的标准制定及进程监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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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字创意

三维基础人

体制作

2.1 基础三维人体

模型

2.1.1 能根据二维概念设计图制作基础三维人体模

型。

2.1.2 能用数字雕刻软件 ZBrush 制作高精度基础

三维人体模型。

2.1.3 能合理将人体模型进行拆分 UV 工作。

2.2 基础三维人体

模型贴图制作

2.2.1 掌握与二维软件如 Photoshop 结合的基础手

绘贴图制作流程；

2.2.2 能制作 PBR 流程中的法线贴图、AO 贴图、金

属度贴图，能用高、低精度的模型烘焙贴图。

表 3 数字创意建模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 数字创意

三维次世代

模型设计制

作

1.1 二维概念设计

1.1.1 了解二维设计视觉工业体系生产流程中在作

用;

1.1.2 掌握二维设计软件基础操作；

1.1.3 掌握各种常见物件的二维设计分析与制作能

力；

1.1.4 了解高精度二维数字艺术作品的创作方法和

技巧。

1.2 把控三维模型

制作风格与方向

1.2.1 了解数字创意模型职责及其及其视觉工业体

系生产流程中在作用，具备整体建模流程体系管理

能力；

1.2.2 具备审美能力，熟练掌握常见美术风格。

1.3 次时代模型设

计制作

1.3.1 能制作次时代三维模型；

1.3.2 能对次时代三维模型布光；

1.3.3 能制作次时代三维模型渲染图；

1.3.4 能制作三维次时代模型渲染。

1.4 模型 UV 拆分
1.4.1 能合理拆分次时代三维模型 UV；

1.4.2 会使用多象限 UV。

1.5 次世代贴图制

作

1.5.1 能制作三维次时代模型贴图;

1.5.2 能制作三维次时代模型 PBR 贴图和手绘贴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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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模型审核

1.6.1 全面了解视觉工业化体系在数字创意建模行

业中的作用；

1.6.2 了解视觉工业体系中各层工作单元的工作流

程与协同方式;

1.6.3 具备对视觉工业体系中的各层级工作单元与

任务模块的标准制定、进程监控与质量审核能力。

1.7 引擎模型制作

1.7.1 能制作 Unreal 引擎中的三维地形模型；

1.7.2 能制作 Unreal 引擎中的三维地形模型贴

图；

1.7.3 能制作 Unreal 引擎中的三维地形模型材

质；

1.7.4 能合理将场景物件、道具等进行组合与摆

放。

1.8 模型整合与优

化

1.8.1 对 Unreal 引擎中的物件、道具、场景、人

体等三维模型进行合理命名编号与整合；

1.8.2 了解 Unreal 引擎渲染知识；

1.8.3 能优化 Unreal 引擎所需模型与贴图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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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为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积极推动学历证书
+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进一步完善计算机软件行业技术技能
专业标准体系，为技术技能人才教育和培训提供科学、规范的依据，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与考试中心依据当前计算机软件行业发展的实
际情况，在实施工业和信息化人才培养工程Web 前端开发专业技术
技能人才培养项目的基础上，在教育部的指导下，组织有关专家，编
写了《Web 前端开发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以下简称“标准”）。

本标准以客观反映现阶段软件开发和互联网行业技术发展水平
及其对从业人员的能力要求为目标，明确了具有本专业职业技能的人
员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技能要求和知识要求。

本标准采用功能分析法进行编写，遵循了有关技术规程的要求，
既体现了以专业活动为导向、以专业技能为核心的特点，又保证了标
准体例的规范化，同时，模块化的结构也使其具有根据技术发展进行
调整的灵活性和实用性，以符合培训和评价工作不断发展的需要。

本标准将Web 前端开发职业技能分为初、中、高三个等级，其
中高级证书持有者具有复杂网页设计开发能力和网站架构设计规划
能力；中级证书持有者具有动态网页设计开发能力；初级证书持有者
具有静态网页开发能力。

本标准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与考试中心组织编写，参加编写审
订工作的主要人员有谭志彬、顾乃杰、朱卫东、何山、龚玉涵、贾振
洋、吴善超、罗东阳、朱立、高飞、徐旭、骆彬彬、任远、杨亨冉等，
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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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职业技能概况

1.1 名称

Web 前端开发

1.2 职业技能定义

利用HTML、CSS、JavaScript、网页开发框架等专业知识、方法

和工具将产品UI 设计稿实现成网站的技能。

1.4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技能共设三个等级，分别为：初级、中级、高级。

1.5 环境

室内，常温。

1.6 职业技能特征

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拥有良好的编写代码习惯，沟通能力

强，具有运用色彩搭配、点线面布局来设计较好用户体验网站页面的

能力。

1.7 基本文化程度

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

1.8 职业技能培训要求

1.8.1 培训课时

初级职业技能培训时间不少于 96 标准课时；中级职业技能培训

时间不少于 224 标准课时（含初级培训课时）；高级职业技能培训时

间不少于 320 标准课时（含初级培训课时和中级培训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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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培训教师

企业在职工程师、双师型教师、院校教师。

1.8.3 培训场所设备

计算机、移动终端、服务器、网络交换机、路由器等。

2. 教材

每个级别分别配套有《Web 前端开发》（工业和信息化人才培养

工程系列丛书，1+X证书制度试点培训用书）教材上、下两册，共有

6本教材。教材与本标准对应，是实施培训的参考依据。

3. 考核方式

Web 前端开发职业技能初、中、高三个级别的考核方式为闭卷考

试，采用上机考试形式。考试包括理论考试和实操考试两部分。

理论考试试卷满分 100 分，共 50 道试题，其中单选题 30 道，多

选题 15 道，判断题 5道；实操考试试卷满分 100 分，试卷含 3-5 道实

践性试题，试题形式包括案例分析、软件代码编码或是网页效果呈现

等。理论考试与实操考试合格标准均为 60 分，两部分考试成绩均合

格的学员可以获得相应级别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4. 标准主要特点

本标准的开发遵循了整体性、规范性、实用性、可操作性等原则。

本标准的开发，充分考虑到了Web 前端开发从业人员的职业发

展路径与成长路径，以职业素养、职业技能、知识水平为主要框架结

构，设计了HTML基础及HTML5 标签、CSS 及 CSS3 应用、JavaScript

基本语法与高级编程、ES6 标准、数据库应用、项目模块化开发、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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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复杂的交互与优化等知识和能力等模块。面向的主要岗位包括网页

设计、网页制作、响应式页面搭建、移动网页制作与设计、网站搭建

（门户（行业）网站、交易类网站、企事业网站、娱乐性质网站）、

网站规划与设计等。

本标准的核心内容，来源于社会对Web 前端开发职业活动质量

的要求, 是衡量从业者 (包括正在接受教育与培训的准从业者) 胜任

Web 前端开发工作的基本尺度和规范, 能够反映当下时期内Web 前

端开发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规格。

5. 职业素养要求

类 别 内 容

职业道德

自觉遵守中国软件行业基本公约。

有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观念和意识，自觉抵制各种违反知识产权

保护法规的行为。

能自觉遵守企业规章制度与产品开发保密制度。

遵守有关隐私信息的政策和规程，保护客户隐私。

合作意识

具有积极协助配合同事完成开发任务的意识。

讲诚信，坚决反对各种弄虚作假现象，对已经承诺的事，要保证

做到。

能够与项目组人员沟通协调，确定自己的开发任务，理解团队开

发任务。

质量意识

遵循从软件需求分析到软件验收完成整个软件生命周期的标准

规范。

执行和遵守软件开发所需的方法、时间进度、制度控制和相关软

件开发事项。

能够根据产品经理和主管的要求修改完善软件，提高代码质量。

开发过程应遵循企业标准，应依据需求说明书客观地验证软件开

发产品。

服务意识
能够与客户和主管及时沟通前端开发任务需求和项目进度状况。

能及时收集用户反馈，提升前端开发成果的实用性、易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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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意识

能自觉跟踪前端开发技术发展动态，积极参与各种技术交流、技

术培训和继续教育活动。

依据文档编制规范，自觉学习，提高程序编写文档的规范性、准

确性和易读性。

学习标准和操作规范，提高对所使用的软件和相关文档的理解能

力，以及对这些软件和文档将要应用的环境的理解能力。

善于总结开发工作经验，不断提高在合理的时间内以合理的费用

创建安全、可靠和高质量软件的能力。

6. 操作规范

Web 前端开发中应遵循以下操作规范：

（1）GB/T 8567-2006 计算机软件文档编制规范。

（2）GB/T 30971-2014 软件工程 用于互联网的推荐实践 网站

工程、网站管理和网站生存周期。

7. 标准开发的主要方法

标准开发主要采用的方法是功能分析法。

功能分析法是从职业最顶层的大目标（工作领域）出发, 逐层确

立中目标、小目标（工作任务/职业技能，或称单元/要素) , 然后根

据达到目标 (完成职业单元、职业要素) 所需的知识、技能以及其他

相关能力的要求, 确立标准的范围、内容和程度。它以目标为中心, 强

调实现目标需要具备的手段 (知识、方法、工具、技能及其他相关要

求) 以及实现目标需达到的水平要求。功能分析法步骤如下：

（1）明确某一职业领域的“工作领域”；

（2）分解出这些工作领域的“工作任务 ”；

（3）把工作任务进一步分解为“次一级功能 (sub-functions) ”,

直到不能再分时, 次级功能就被称为标准中的“职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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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析职业技能所关联的“技能要求”和“知识要求”。

在结构上, 本职业技能标准包括五个要素：

（1）工作领域：这是职业技能标准按照工作职责大目标划分后

形成的单位；

（2）工作任务：这是职业技能标准的基本组成单位, 某一工作

任务可以看作是对某一主要工作内容或应完成功能的概括；

（3）职业技能：是工作任务的基本组成单位, 可以看作是对具

有相对独立价值的某一次级功能所要求能力的描述；

（4）技能要求：即每项能力要素所应达到的操作水平。技能要

求在语义内容上一般包括所应达到的操作结果, 以及判断操作是否

达到所要求结果的评判标准。

（5）知识要求：阐明具有每项技能所应掌握、了解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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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Web 前端开发（初级）

8.1. 培训学时：96 学时。

8.2. 衔接中职专业：通信技术、电子与信息技术、电子技术应

用、计算机应用。

8.3. 衔接高职专业：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信息管理、软件

技术、软件与信息服务。

8.4. 接续本科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电子

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8.5. 培养目标：围绕互联网+、新兴技术行业带来的Web 前端

开发技术技能人才需求，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掌握

Web 前端开发基础知识，具备静态网页设计、开发、调试、维护等能

力，能从事Web 前端软件编码、软件测试、软件技术服务等工作的

初级技术技能人才。

8.6. 就业方向：主要面向各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等的信息化

数字化部门，从事静态网页制作、响应式页面搭建等工作，根据视觉

和交互原型要求实现网站页面和交互效果。

8.7. 主要职业能力：1)具有前端开发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

力；2)具备静态网站设计与制作能力。

8.8. 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1)核心课程:Web 页面制作基础、

HTML5 开发基础与应用、轻量级前端框架、JavaScript 程序设计等。(2)

实习实训:线上实训方式，与项目实例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学生通过

在线编程环境，完成静态网页制作、专题栏目的静态宣传页（二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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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制作、动画效果制作等实际项目。

8.9. 能力标准与知识要求：
工作
领域

工作
任务

职业技能 技能要求 知识要求

静 态
网 站
搭建

1-1
静 态
网 页
开发

1-1-1 能使用
HTML 制作静态
网页

1-1-1-S1 能使用 HTML 文本标签、头
部标记、页面创建超链接
1-1-1-S2 能使用创建表格表单功能搭
建静态网页

1-1-1-K1 掌握 HTML 文本标
签、头部标记功能
1-1-1-K2 掌握页面创建超链接、
创建表格表单功能

1-1-2 能使用
CSS 设计页面样
式

1-1-2-S3 能使用 CSS 开发网页样式
1-1-2-S4 能使用 CSS 美化网页样式
1-1-2-S5 能正确运用 Hack 原理实现
CSS 中的样式效果

1-1-2-K3 掌握 CSS 的选择器、
单位、字体样式、文本样式、
颜色、背景功能
1-1-2-K4 掌握 CSS 的区块、网
页布局属性的功能

1-1-3 能使用
JavaScript 开发交
互效果页面

1-1-3-S6 能使用 JavaScript 开发交互
效果页面
1-1-3-S7 能正确选择数据类型、设置
变量，能使用运算等基础语言和内置
函数实现数据交互
1-1-3-S8 能正确使用 JavaScript 对象和
DOM编程实现交互效果页面

1-1-3-K5 掌握 JavaScript基础语
言、函数、面向对象的功能

1-1-4 能使用
jQuery 开发交互
效果页面

1-1-4-S9 能使用 jQuery 选择器、jQuery
中的 DOM操作、滚动、图表、布局、
文字处理及 UI 等插件、jQuery 事件
和动画等功能开发交互效果页面

1-1-4-K6 掌握 jQuery 中选择、
插件、事件和动画的功能

1-2
静 态
网 页
美化

1-2-1 能使用
CSS3 新特性开
发页面样式

1-2-1-S1 能使用 CSS3 的选择器、边
框特性、颜色、字体功能美化网页

1-2-1-K1 了解 CSS3 新增选择
器边框新特性、新增颜色、字
体的功能

1-2-2 能使用
HTML 标签美化
页面

1-2-2-S2 能使用 HTML 文本标签、图
像、头部标记、页面创建超链接、创
建表格表单及iframe框架等功能美化
网页

1-2-2-K2 理解并掌握HTML文
本标签、头部标记、页面创建
超链接、创建表格表单等功能
的使用方法

动 态
网 站
搭建

1-3 动
态 网
页 开
发

1-3-1 能使用
CSS3 新特性开
发动态页面样式

1-3-1-S1 能使用 CSS3 特性、动画效
果、多列布局以及弹性布局开发动态
网页

1-3-1-K1 了解 CSS3 特性、CSS3
动画效果、多列布局以及弹性
布局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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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动
端 静
态 网
站 开
发

1-4 移
动 端
静 态
网 页
开发

1-4-1 能使用
HTML5 制作移
动端静态网页

1-4-1-S1 能使用 HTML5 新增语义化
元素、页面增强元素与属性及多媒体
元素等功能进行移动端页面开发

1-4-1-K1 了解 HTML5 新增全
局属性、结构化与页面增强、
表单标签、多媒体元素的使用
方法

1-4-2 能使用
CSS3 新特性开
发页面样式

1-4-2-S2 能使用 CSS3 的选择器、边框
特性、颜色、字体功能设计网页

1-4-1-K2 了解 CSS3 选择器、边
框特性、颜色、字体的功能

1-4-3 能使用
JavaScript 开发交
互效果页面

1-4-3-S3 能使用 JavaScript OOP、原型
链、常用设计模式等原生的方式开发
网页

1-4-1-K3 了解 JavaScript OOP、
原型链、常用设计模式等原生
方式开发网页的功能

1-5 移
动 端
静 态
网 页
美化

1-5-1 能使用
HTML5 美化静
态网页

1-5-1-S1 能使用 HTML5 新增语义化
元素、页面增强元素与属性及多媒体
元素等功能美化页面

1-5-1-K1 了解 HTML5 新增全
局属性、结构化与页面增强、
表单标签、多媒体元素的使用
方法

1-5-2 能使用
CSS3 新特性美
化静态页面

1-5-1-S2 能使用 CSS3 的选择器、边框
特性、颜色、字体功能美化网页

1-5-1-K2 了解 CSS3 选择器、边
框特性、颜色、字体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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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Web 前端开发（中级）

9.1. 培训学时：224 学时。

9.2. 衔接中职专业：通信技术、电子与信息技术、电子技术应

用、计算机应用。

9.3. 衔接高职专业：移动互联应用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计

算机信息管理、软件技术、软件与信息服务、移动应用开发、智能产

品开发。

9.4. 接续本科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电子

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9.5. 培养目标：围绕互联网+、新兴技术行业带来的Web 前端

开发、移动端开发技术技能人才需求，以企业用人为导向，以岗位技

能和综合素质为核心，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掌握Web

前后端数据交互、响应式开发等知识，具备动态网页设计、开发、调

试、维护等能力，能从事Web 前端软件编程、软件测试、软件技术

服务、智能终端界面开发等工作的中级技术技能人才。

9.6. 就业方向：主要面向 IT 互联网企业、互联网转型的传统型

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等的软件研发、软件测试、系统运维部门，从

事网站规划与建设、网站开发与维护、关系型数据库开发管理等工作，

根据网站开发需求，编制并实施解决方案。

9.7. 主要职业能力：(1)具有前端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

创新创业能力；(2)具备网站规划与建设能力；(3)具备关系型数据库设

计与管理能力；(4)具备网站响应式开发能力；(5)具备数据交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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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1)核心课程:MySQL 数据库基础与应

用、PHP技术与应用、Web 前后端数据交互技术、响应式开发技术、

网站项目实战等课程。(2)实习实训: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实训方式，与

项目实例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以面向门户网站、交易类网站、企事业

网站、娱乐性质网站的规划与建设、开发与维护、关系型数据库开发

与管理等为实训项目内容，配备一定量的企业实际项目。

9.9. 能力标准与知识要求：

工作
领域

工作
任务

职业技能 技能要求 知识要求

静 态
网 站
搭建

2-1 静
态 网
页 开
发

2-1-1 能熟练使
用HTML编写静
态网页

2-1-1-S1 能熟练使用 HTML 文本标
签、头部标记、页面创建超链接、创
建表格表单功能搭建静态网页

2-1-1-K1 掌 握 并 熟 练 应 用
HTML 文本标签、头部标记、
页面创建超链接、创建表格表
单功能

2-1-2 能使用
CSS 设计网站页
面样式

2-1-2-S2 能熟练使用CSS设计网页样
式
2-1-2-S3 能熟练使用CSS 美化网页样
式
2-1-2-S4 能熟练使用 Hack 原理实现
CSS 中的样式效果

2-1-2-K2 掌握 CSS 的选择器、单
位、字体样式、文本样式、颜
色、背景的使用方法
2-1-2-K3 掌握 CSS 的区块、网
页布局属性的使用方法

2-1-3 能使用
JavaScript开发网
站交互效果页面

2-1-3-S5 能熟练使用 JavaScript 开发
交互效果页面
2-1-3-S6 能熟练使用运算等基础语言
和内置函数实现数据交互
2-1-3-S7 能熟练使用 JavaScript 对象和
DOM编程实现交互效果页面

2-1-3-K4 掌握 JavaScript 基础语
言、函数、面向对象功能的使
用方法

2-1-4 能 使 用
jQuery 开发网站
交互效果页面

2-1-4-S8 能熟练使用 jQuery 选择器、
jQuery 中的 DOM操作、滚动、图表、
布局、文字处理及 UI 等插件、jQuery
事件和动画等开发交互效果页面

2-1-4-K5 掌握 jQuery 中选择、
插件、事件和动画功能的使用
方法

2-1-5 能使用
Bootstrap 前端
框架开发页面

2-1-5-S9 能使用 Bootstrap 栅格系统、
基本样式、组件、LESS 和 SASS、插
件、Bootstrap 定制及优化、Bootstrap
内核解码开发响应式页面

2-1-5-K6 掌握 Bootstrap 布局、
组件、基本样式、插件、组件
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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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静 态
网 页
美化

2-2-1 能 使 用
CSS3 新特性美
化网站页面样式
和结构

2-2-1-S1 能熟练使用 CSS3 的选择器、
边框特性、颜色、字体、盒阴影、背
景特性、盒模型、功能美化网页

2-2-1-K1 掌握CSS3选择器在页
面中插入各种盒子模型、背景
样式使用方法

2-2-2 能 运 用
HTML 各种标签
美化原有静态网
页

2-2-2-S2 能熟练使用 HTML 文本标
签、图像、头部标记、页面创建超链
接、创建表格表单及 iframe 框架等功
能美化网页

2-2-2-K2 掌握 HTML 在网页中
嵌入多媒体、使用框架结构、
网页中使用表格创建表单的使
用方法

动 态
网 站
搭建

2-3
动 态
网 页
开发

2-3-1 能 使 用
CSS3 新特性设
计网站页面样式
和结构

2-3-1-S1 能熟练使用 CSS3 的选择器、
背景、盒模型、渐变、多列布局等属
性开发动态网页

2-3-1-K1 掌握 CSS3 特性、动画
效果、多列布局以及弹性布局
的使用方法

2-3-2 能 运 用
MySQL 数据库
进行基本的数据
管理工作

2-3-2-S2 能使用 MySQL 基本操作进
行数据管理

2-3-2-K2 掌握 MySQL 中创建
表、设置约束、设置自增型字
段、表结构的复制、修改表、
修改字段、修改约束条件、修
改表名、删除表、数据的插入/
修改/查询/存储、触发器、事
务、视图的使用方法

2-3-3 能 使 用
PHP制作动态网
页

2-3-3-S3 能熟练使用 PHP 的编码技
术操作 Mysql 数据库，进行动态网站
开发。
2-3-3-S4 能使用 Session 的操作、
Cookie 的操作开发动态网站

2-3-3-K3 掌握 PHP 的基础操
作、数组函数、面向对象、基
本语法、数据类型、数据输出、
编码规范、常量、变量、PHP
运算符、数据类型转换、条件
判断语句、循环控制语句、跳
转语句和终止语句、一维数组、
二维数组、遍历与输出数组、
函数、PHP操作MySQL数据库、
管理MySQL数据库中数据的使
用方法

2-3-4 能 根 据
RESTful API 规
范设计可用的
API

2-3-4-S5 能根据 HTTP 协议方法定
义操作，能使用 API 进行数据筛选、
支持大型二进制资源的部分响应与
后端进行交互

2-3-4-K4 掌握基本的 API 设计
方法

2-3-5 能 使 用
Ajax 创建动态网
页

2-3-5-S6 能熟练使用Ajax 中的 XML、
JSON 数据格式与网站后端进行数据
交互

2-3-5-K5 掌握 Ajax 技术，实现
异步刷新，异步获取数据的使
用方法

2-3-6 能 使 用
Laravel 框架构建
动态网站

2-3-6-S7 能熟练使用 Laravel 的路由、
控制器、Blade 模板、前端组件构建
动态网站

2-3-6-K6 掌握 Laravel 框架构建
动态网站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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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动
端 静
态 网
站 开
发

2-4
移 动
端 静
态 网
页 开
发

2-4-1 能熟练使
用 HTML5 编写
移动端静态网页

2-4-1-S1 能熟练使用 HTML5 新增语
义化元素、页面增强元素与属性及多
媒体元素等功能开发移动端页面

2-4-1-K1 掌握 HTML5 新增全
局属性、结构化与页面增强、
表单标签、多媒体元素的使用
方法

2-4-2 能 运 用
CSS3 特性设计
网站页面样式和
结构

2-4-2-S2 能使用 CSS3 的选择器、边
框特性、新增颜色、字体、盒阴影、
背景特性、盒模型、渐变功能设计移
动端静态网页

2-4-2-K2 掌握 CSS3 选择器、边
框特性、颜色、字体、盒阴影、
背景特性、盒模型、渐变功能
的使用方法

2-4-3 能使用
JavaScript开发网
站交互效果页面

2-4-3-S3 能熟练使用 JavaScript 开发
交互效果页面
2-4-3-S4 能熟练使用运算等基础语言
和内置函数实现数据交互
2-4-3-S5 能熟练使用 JavaScript 对象和
DOM编程实现交互效果页面

2-4-3-K3 掌握 JavaScript 基础语
言、函数、面向对象功能的使
用方法

2-4-4 能使用
Bootstrap 前端
框架开发页面

2-4-4-S6 能使用 Bootstrap 栅格系统、
基本样式、组件、Less 和 Sass、插件、
Bootstrap 定制及优化、Bootstrap 内核
解码开发响应式页面

2-4-4-K4 掌握 Bootstrap 布局、
组件、基本样式、插件、组件
的使用方法

2-5
移 动
端 静
态 网
页 美
化

2-5-1 能熟练使
用 HTML5 编写
静态网页

2-5-1-S1 能熟练使用 HTML5 新增语
义化元素、页面增强元素与属性及多
媒体元素等功能美化页面

2-5-1-K1 理解 HTML5 新增全
局属性、结构化与页面增强、
表单标签、多媒体元素的使用
方法

2-5-2 能 使 用
CSS3 新特性改
变网站页面样式
和结构

2-5-2-S2 能熟练使用 CSS3 的选择器、
盒模型、过渡、动画等属性美化网页
2-5-2-S3 使用 em/rem/vw/vh 等单位
开发移动端网页，达到美化网页的效
果

2-5-2-K2 掌握 CSS3 选择器在页
面中插入、各种盒子模型、背
景样式使用方法

移 动
端 动
态 网
站 开
发

2-6
动 态
网 页
开发

2-6-1 能 使 用
MySQL 数据库
进行基本的数据
管理工作

2-6-1-S1能使用MySQL基本操作进行
数据管理

2-6-1-K1 掌握 MySQL 中创建
表、设置约束、设置自增型字
段、表结构的复制、修改表、
修改字段、修改约束条件、修
改表名、删除表、数据的插入/
修改/查询/存储、触发器、事
务、视图的使用方法

2-6-2 能 使 用
PHP制作动态网
页

2-6-2-S2 能熟练使用 PHP的编码技术
操作 MySQL 数据库，进行动态网站
开发。
2-6-2-S3能使用Session的操作、Cookie
的操作开发动态网站

2-6-2-K2掌握PHP的基础操作、
数组函数、面向对象、基本语
法、数据类型、数据输出、编
码规范、常量、变量、PHP 运
算符、数据类型转换、条件判
断语句、循环控制语句、跳转
语句和终止语句、一维数组、
二维数组、遍历与输出数组、
函数、PHP操作MySQL数据库、
管理MySQL数据库中数据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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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方法

2-6-3能使用Ajax
创建动态网页

2-6-3-S4 能熟练使用 Ajax 的 XML、
JSON 数据格式与网站后端进行数据
交互

2-6-3-K3 掌握 Ajax 技术，实现
异步刷新，异步获取数据的使
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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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Web 前端开发（高级）

10.1. 培训学时：320 学时。

10.2. 衔接中职专业：通信技术、电子与信息技术、电子技术应

用、计算机应用。

10.3. 衔接高职专业：移动互联应用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计

算机信息管理、软件技术、软件与信息服务、移动应用开发、智能产

品开发。

10.4. 接续本科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电子

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10.5. 培养目标：围绕互联网+、新兴技术行业带来的Web 前端

开发、移动端开发技术技能人才需求，以企业用人为导向，以岗位技

能和综合素质为核心，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掌握Web

前端框架应用、性能优化与自动化技术等知识，具备前端架构、移动

智能终端开发、组件化开发等能力，能从事Web 前端架构设计、技

术选型、组件化等工作的高级技术技能人才。

10.6. 就业方向：主要面向 IT 互联网企业、互联网转型的传统型

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等的软件研发、软件测试、系统运维部门，从

事前端架构设计、移动端项目开发、智能设备前端开发、组件和类库

编写等工作，根据网站开发需求，进行架构设计并管理实施解决方案。

10.7. 主要职业能力：(1)具有前端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

创新创业能力；(2)具备前端架构设计能力；(3)具备移动端开发能力；

(4)具备前端组件化能力；(5)具备网站性能优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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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1)核心课程：前端高效开发框架技

术与应用、性能优化与自动化技术、移动Web 设计与开发等。(2)实

习实训：结合线上线下学习平台与项目实例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以前

端架构设计、移动前端项目开发、智能设备前端开发、组件和类库的

编写等为实训项目内容，同时可以为成绩优秀的学员提供企业实习机

会。

10.9. 能力标准与知识要求：
工 作
领域

工作
任务

职业技能 技能要求 知识要求

静态
网站
搭建

3-1
静态
网页
开发

3-1-1 能熟练使
用HTML 开发
静态网页

3-1-1-S1 能结合其他编程语言，综合
运用HTML 文本标签、头部标记、
页面创建超链接、创建表格表单等功
能搭建静态网页

3-1-1-K1 掌握 HTML 文本标
签、头部标记、页面创建超链
接、创建表格表单与其它编程
语言的综合使用方法

3-1-2 能熟练使
用CSS开发网站
页面样式

3-1-2-S2 能熟练使用 CSS 开发网页
样式，能正确解决 CSS 编程过程中
的问题

3-1-2-K2 掌握 CSS 基本属性、
选择器、单位、字体样式、文
本样式、颜色、背景、区块、
网页布局属性的使用方法

3-1-3 能熟练使
用 JavaScript 开
发网站交互效
果页面

3-1-3-S3 能熟练使用 JavaScript 开发
交互效果网页，能正确解决JavaScript
编程过程中的问题

3-1-3-K3 掌握 JavaScript 基础
语言、函数、面向对象功能的
知识

3-1-4 能利用
jQuery 进行交互
效果优化

3-1-4-S4 能熟练使用 jQuery 开发交
互网页，能正确解决在 jQuery 编程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3-1-4-K4 掌握 jQuery 中选择、
插件、事件和动画功能的使用
方法

3-1-5 能使用
Bootstrap定制和
优化响应式页
面

3-1-5-S5 能熟练使用 Bootstrap 开发
响应式网页，并能解决在应用中出现
的问题

3-1-5-K5 掌握Bootstrap布局、
组件 Sass 功能的使用方法

3-2
静态
网页
美化

3-2-1 能使用
CSS3 新特性优
化页面样式

3-2-1-S1 能熟练使用 CSS3 的选择
器、边框特性、颜色、字体、盒阴影、
背景特性、盒模型、渐变、过渡、多
列布局、弹性布局等功能并能解决应
用中的问题

3-2-1-K1 掌握使用 CSS3 功能
解决优化过程中兼容性问题
的方法



16

3-2-2 能运用
HTML各种标签
美化原有静态
网页

3-2-2-S2 能熟练使用HTML 文本标
签、图像、头部标记、页面创建超链
接、创建表格表单及 iframe 框架等功
能美化静态网页并解决出现的问题

3-2-2-K2 掌握使用 HTML 在
网页中嵌入多媒体、使用框架
结构、网页中使用表格创建表
单等知识以及使用中出现问
题的解决方法

动态
网站
搭建

3-3
动态
网页
开发

3-3-1 能熟练使
用 CSS3 特性调
整页面属性

3-3-1-S1 能使用 CSS3 的选择器、边
框、颜色、文本效果、字体、盒阴影、
背景、盒模型、渐变、过渡、动画、
多列布局、弹性布局等特性开发动态
网页，并解决动态网页优化问题

3-3-1-K1 掌握 CSS3 新增特
性、CSS3 动画效果、多列布
局以及弹性布局知识

3-3-2 能熟练使
用MySQL 数据
库进行数据管
理

3-3-2-S2 能使用MySQL 创建表、设
置约束、设置自增型字段、表结构的
复制、修改表、修改字段、修改约束
条件、修改表名、删除表、数据的插
入/修改/查询/存储、触发器、事务、
视图等功能，解决数据管理应用中出
现的问题

3-3-2-K2 掌握 MySQL 中创
建、修改、删除表等数据基本
操作方法及应用中出现问题
的解决方法

3-3-3 能熟练使
用 PHP 制作动
态网页

3-3-3-S3 能熟练使用 PHP 的编码技
术操作 MySQL 数据库，进行动态网
站开发
3-3-3-S4 能熟练使用Session的操作、
Cookie 的操作开发动态网站

3-3-3-K3 掌握 PHP 基本语
法、数据类型、数据输出、编
码规范、常量、变量、PHP 运
算符、数据类型转换、条件判
断语句、循环控制语句、跳转
语句和终止语句、一维数组、
二维数组、遍历与输出数组、
函数、PHP 操作 MySQL 数据
库、管理MySQL 数据库中的
数据、Session 的操作、Cookie
的操作等功能，掌握应用中出
现问题的解决方法

3-3-4 能运用
API 设计原则，
设计可用、易
用、可维护的
API

3-3-4-S5 能使用 Restful API 设计跨
平台跨语言的数据接口

3-3-4-K4 掌握使用 API 设计
原则设计可用、易用、可维护
API 的方法，并掌握应用中出
现问题的解决方法

3-3-5 能熟练使
用 Ajax 创建动
态网页

3-3-5-S6 能使用 Ajax 的 XML、JSON
数据格式、 JSONP 跨域等功能并解
决应用中出现的问题

3-3-5-K5 掌握 Ajax 进行数据
交互的使用方法，并掌握应用
中出现问题的解决方法

3-3-6 能熟练使
用 Laravel 框架
构建动态网站

3-3-6-S7 能使用 Laravel 的路由、控制
器、Blade 模板、前端组件等功能并
解决应用中出现的问题

3-3-6-K6 掌握 Laravel 框架构
建动态网站的使用方法，并掌
握应用中出现问题的解决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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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架构
设计

3-4-1 能使用
ES6 新规范构建
前端程序

3-4-1-S1 能使用 ES6 基础语法、代码
组织构建前端程序并解决在应用中
出现的问题

3-4-1-K1 掌握使用 ES6 新规
范构建前端程序的方法，并掌
握应用中出现问题的解决方
法

3-4-2 能使用
Node.js 构建高
性能服务器端
环境

3-4-2-S2 能使用Node. js 的异步编
程、异步 IO，包管理以及模块构建
高性能服务器端环境，并解决在应用
中出现的问题

3-4-2-K2 掌握使用 Node.js 构
建高性能服务器端环境的方
法，并掌握应用中出现问题的
解决方法

3-4-2-S3 能使用Node.js Web 应用框
架 Express 构建网站

3-4-2-K3 掌握设置中间件来
响应 HTTP 请求的方法，并
掌握应用中出现问题的解决
方法

3-4-3 能掌握
Vue 前端框架并
完成组件封装

3-4-3-S4 能使用 Vue 组件、工程化工
具、路由、Vuex 状态管理以及 UI
库进行组件封装并解决应用中出现
的问题

3-4-3-K4 掌握 Vue 渐进式框
架进行网站架构设计的使用
方法，并掌握应用中出现问题
的解决方法

网站
性能
优化

3-5
性能
优化

3-5-1 能熟练进
行HTML、CSS
代码结构优化

3-5-1-S1 能熟练使用语义化、代码规
范、去掉无意义字符等优化方式进行
网页代码结构的优化

3-5-1-K1 掌握使用 HTML、
CSS 进行代码结构优化的方
法，并掌握应用中出现问题的
解决方法

3-5-2 能进行图
片资源优化

3-5-2-S2 能通过对图片的压缩、优
化、加载的方式实现网站图片资源优
化

3-5-2-K2 掌握对图片资源优
化的方法，并掌握应用中出现
问题的解决方法

3-5-3 能进行前
端资源加载优
化

3-5-3-S3 能使用HTTP 缓存、预加载
技术实现前端资源加载优化

3-5-3-K3 掌握前端资源加载
优化的方法，并掌握应用中出
现问题的解决方法

3-5-4 能熟练使
用Webpack分析
项目结构，并将
JavaScript 模块
及其他浏览器
不能直接运行
的拓展语言打
包为合适的格
式以供浏览器
使用

3-5-4 -S4 能熟练使用Webpack 的
Output 出口、Plugin 插件、Module
模块技术打包网站资源

3-5-4-K4 掌握Webpack 打包
的基本方法，并掌握应用中出
现问题的解决方法

移动
端静
态网
站开
发

3-6
移动
端静
态网

3-6-1 能够利用
HTML5 进行移
动端静态网页
优化

3-6-1-S1 能熟练使用HTML5 新增语
义化元素、页面增强元素与属性及多
媒体元素等功能并解决应用中出现
的问题

3-6-1-K1 掌握 HTML5 新增全
局属性、结构化与页面增强、
表单标签、多媒体元素开发静
态网站的知识，并掌握应用中
出现问题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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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开
发 3-6-2 能运用

CSS3 新特性调
整页面属性

3-6-2-S2 能熟练使用 CSS3 的选择
器、背景特性、盒模型、多列布局、
弹性布局等属性开发移动端网页并
解决应用中出现的问题

3-6-2-K2 掌握 CSS3 新特性、
动画效果、2D、3D功能知识，
并掌握应用中出现问题的解
决方法

3-6-3 能熟练使
用 JavaScript 开
发交互效果页
面

3-6-3-S3 能熟练使用 JavaScript
OOP、原型链、常用设计模式等功
能并解决应用中出现的问题

3-6-3-K3 掌握 JavaScript OOP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方法，并
掌握应用中出现问题的解决
方法

3-6-4 能熟练使
用 Bootstrap 前
端框架进行快
捷开发

3-6-4-S4 能熟练使用 Bootstrap 栅格
系统、基本样式、组件、Less 和 Sass、
插件、Bootstrap 定制及优化、
Bootstrap 内核解码等功能并解决应
用中出现的问题

3-6-4-K4 掌握 Bootstrap 开发
Web 应用程序和网站前端框
架的方法，并掌握应用中出现
问题的解决方法

3-6-5 能熟练使
用 Canvas 绘制
网页图表、动画
等

3-6-5-S5 能熟练使用 Canvas 绘制功
能美化网页，并解决应用中出现的问
题

3-6-5-K5 掌握使用 Canvas 绘
制的方法，并掌握应用中出现
问题的解决方法

3-6-6 能熟练使
用 SVG描述二
维矢量图形

3-6-6-S6 能熟练使用 SVG 可缩放矢
量图形功能美化网页，并解决应用中
出现的问题

3-6-6-K6 掌握 SVG可缩放矢
量图形的使用方法，并掌握应
用中出现问题的解决方法

3-6-7 能熟练使
用Less实现静态
网页的动态样
式

3-6-7-S7 能使用 Less 语法进行网页
美化，并解决应用中出现的问题

3-6-7-K7 掌握 Less 语法知识，
并掌握应用中出现问题的解
决方法

3-7
移动
端静
态网
页美
化

3-7-1 能够利用
HTML5 进行静
态网页美化

3-7-1-S1 能熟练使用HTML5 新增语
义化元素、页面增强元素与属性及多
媒体元素等功能，并解决应用中出现
的问题

3-7-1-K1 掌握HTML5 新增全
局属性、结构化与页面增强、
表单标签、多媒体元素开发静
态网站的知识，并掌握应用中
出现问题的解决方法

3-7-2 能运用
CSS3 新特性调
整页面属性

3-7-2-S2 能使用 CSS3 的边框特性、
颜色、字体、盒阴影、背景特性、渐
变、过渡等属性美化移动端网页并解
决应用中出现的问题

3-7-2-K2 掌握解决 CSS3 新特
性、动画效果、2D、3D功能
知识，并掌握应用中出现问题
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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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
端动
态网
站开
发

3-8
动态
网页
开发

3-8-1 能熟练使
用MySQL 数据
库进行数据管
理

3-8-1-S1 能熟练使用MySQL 数据库
创建表、设置约束、设置自增型字段、
复制表结构、修改表、修改字段、修
改约束条件、修改表名、删除表、插
入/修改/查询/存储数据、触发器、
事务、视图等功能进行数据管理，并
解决应用中出现的问题

3-8-1-K1 掌握使用MySQL 中
创建修改删除表、数据的基本
操作进行数据管理的知识，并
掌握应用中出现问题的解决
方法

3-8-2 能熟练使
用 PHP 制作动
态网页

3-8-2-S2 能熟练使用 PHP 的编码技
术操作 MySQL 数据库，进行动态网
站开发
3-8-3-S3 能熟练使用Session的操作、
Cookie 的操作开发动态网站

3-8-2-K2掌握PHP 基本语法、
数据类型、数据输出、编码规
范、常量、变量、PHP 运算符、
数据类型转换、条件判断语
句、循环控制语句、跳转语句
和终止语句、一维数组、二维
数组、遍历与输出数组、函数、
PHP 操作 MySQL 数据库、管
理MySQL 数据库中的数据、
Session 的操作、Cookie 的操作
等功能和应用中出现问题的
解决方法

3-8-3 能熟练使
用 Ajax 创建动
态网页

3-8-3-S4 能使用 Ajax 的 XML、JSON
数据格式、 JSONP 跨域等功能创建
态网页，并解决应用中出现的问题

3-8-3-K3 掌握 Ajax 进行数据
交互的使用方法

3-8-4 能熟练使
用 Bootstrap 前
端框架进行快
捷开发

3-8-4-S5 能使用 Bootstrap 的栅格系
统、基本样式、组件、插件、定制及
优化等功能，并解决应用中出现的问
题

3-8-4-K4 掌握使用 Bootstrap
布局、组件、Sass 功能快捷开
发前端框架的知识和解决应
用出现问题的方法

3-8-5 能熟练使
用 jQuery Mobile
开发移动Web
网站

3-8-5-S6 能熟练使用 jQuery Mobile
设计弹出框、设计侧滑面板、设计相
册、设计九宫格、设计通讯录组建
Web 网站，并解决应用中出现的问
题

3-8-5-K5 掌握使用 jQuery
Mobile 创建移动 Web 应用的
方法，并掌握应用中出现问题
的解决方法

3-9
架构
设计

3-9-1 使用 ES6
新规范构建前
端程序

3-9-1-S1 能使用 ES6 基础语法、代码
组织构建前端程序并解决在应用中
出现的问题

3-9-1-K1 掌握使用 ES6 新规
范构建前端程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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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 使用
Node.js 构建高
性能服务器端
环境

3-9-2-S2 能使用Node.js 的交互模
式、事件循环、函数路由构建高性能
服务器端环境

3-9-2-K2 掌握使用 Node.js 构
建高性能服务器端环境的方
法

3-9-3 能熟练使
用Vue框架进行
用户界面构建

3-9-3-S3 能使用 Vue 组件、Vue 工程
化开发、Vue 路由、Vue 状态管理进
行网站架构设计

3-9-3-K3 掌握使用 Vue 渐进
式框架进行网站架构设计的
方法

移动
端性
能优
化

3-10
性能
优化

3-10-1 能熟练
进行HTML、
CSS 代码结构优
化

3-10-1-S1 能熟练使用语义化、代码
规范、去掉无意义字符等优化方式进
行网页代码结构的优化

3-10-1-K1 掌握使用 HTML、
CSS进行代码结构优化的知识

3-10-2 能进行
图片资源优化

3-10-2-S2 能对图片的压缩、加载的
方式实现网站图片资源优化

3-10-2-K2 掌握对图片资源优
化的方法

3-10-3 能进行
前端资源加载
优化

3-10-3-S3 能使用HTTP 缓存、预加
载技术实现前端资源加载优化

3-10-3-K3 掌握前端资源加载
优化的方法

3-10-4 能熟练
使用Webpack分
析项目结构，并
将 JavaScript 模
块及其他浏览
器不能直接运
行的拓展语言
打包为合适的
格式以供浏览
器使用

3-10-4 -S4 能熟练使用Webpack 的
Output 出口、Plugin 插件、Module
模块技术打包网站资源

3-10-4-K4 掌握 Webpack 打包
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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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名词解释

1.HTML:超文本标记语言，标准通用标记语言下的一个应用。
2.CSS:层叠样式表(英文全称：Cascading Style Sheets),是一种用来

表现HTML（标准通用标记语言的一个应用）或 XML（标准通用标
记语言的一个子集）等文件样式的语言，用于为HTML 文档定义布
局。

3.JavaScript：一种直译式脚本语言，其主要作用是在不与服务器
交互的情况下修改HTML 页面内容, 为网页添加各式各样的动态功
能。Ecma 国际以 JavaScript 为基础制定了 ECMAScript 标准。

4.jQuery:是一个快速、简洁的 JavaScript 框架，是一个优秀的
JavaScript 代码库（或 JavaScript 框架）。

5.DOM:文档对象模型（Document Object Model，简称DOM），
是W3C组织推荐的处理可扩展标志语言的标准编程接口。

6.UI:即 User Interface（用户界面）的简称。泛指用户的操作界面，

包含于移动APP、网页、智能穿戴设备等。
7.CSS3:是 CSS（层叠样式表）技术的升级版本，于 1999 年开始

制订，2001 年 5 月 23 日W3C 完成了 CSS3 的工作草案，主要包括盒
子模型、列表、超链接方式、语言模块、背景和边框、文字特效、多
栏布局等模块。

8.CSS hack：通过在CSS 样式中加入一些特殊的符号，区别不同
浏览器制作不同的CSS 样式的设置，解决浏览器显示网页特效不兼容
性问题。

9.PHP: 超文本预处理器（Hypertext Preprocessor），PHP 将程序
嵌入到HTML文档中去执行，是Web 开发动态网页制作技术之一。

10. IFRAME:是 HTML标签，作用是文档中的文档，或者浮动
的框架(FRAME)。

11. Html5:万维网的核心语言，标准通用标记语言下的一个应
用超文本标记语言（HTML）的第五次重大修改，其主要的目标是将
互联网语义化，以便更好地被人类和机器阅读，并同时更好地支持网
页中嵌入各种媒体。

12. OOP: 面向对象编程（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OOP，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是一种计算机编程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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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Bootstrap:是美国 Twitter 公司的设计师 Mark Otto 和 Jacob
Thornton 合作基于HTML、CSS、JavaScript 开发的简洁、直观的前端
开发框架，使得 Web 开发更加快捷。

14. Less: 是一种 CSS 预处理语言，它扩充了 CSS 语言，增加
了诸如变量、混入、函数等功能，让 CSS 更易维护，方便制作主题
和扩充。使用CSS 的语法。

15. Sass: Sass（Syntactically Awesome Style Sheets）是一个相对新
的编程语言，Sass 为 web 前端开发定义一套新的语法规则和函数，以
加强和提升CSS，Sass 的安装需要 Ruby 环境。

16. MySQL:是一个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由瑞典MySQL AB
公司开发，目前属于Oracle 旗下产品。

17. 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是一些预先定义的函数，目的是提供应用程序与开发人员基于某软件
或硬件得以访问一组例程的能力，而无需访问源码，也无需理解内部
工作机制的细节。

18. HTTP:超文本传输协议（HTTP，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是互联网上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网络协议。

19. RESTful: 表现层状态转化（Representational State Transfer）
软件架构风格，提供了一组设计原则和约束条件。

20. Web:（World Wide Web）即全球广域网，也称为万维网，
它是一种基于超文本和HTTP的、全球性的、动态交互的、跨平台的
分布式信息系统。

21. Ajax: 即 “Asynchronous Javascript And XML” （ 异 步
JavaScript 和 XML），是指一种创建交互式网页应用的网页开发技术。

22. XML:可扩展标记语言，标准通用标记语言的子集，是一种
用于标记电子文件使其具有结构性的标记语言。

23. JSON:(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 JS 对象简谱) 是一种轻量
级的数据交换格式。

24. JSONP:(JSON with Padding)是 JSON的一种“使用模式”，
可用于解决主流浏览器的跨域数据访问的问题。

25. Laravel: Laravel是一套简洁、优雅的PHP Web开发框架(PHP
Web Framework)。

26. BLADE: 快速搭建一个 Web 应用程序的开源框架
27. Session:会话，指浏览器和服务器的一次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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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Cookie:有时也用其复数形式 Cookies，指某些网站为了辨别
用户身份、跟踪 session 而储存在用户本地终端上的数据（通常经过
加密）。

29. jQuery Mobile:是 jQuery 框架的一个组件，用于创建移动端
Web 应用的的前端框架。

30. ES6: ECMAScript 语言规范第六版。ECMAScript 是一种由
Ecma 国际通过ECMA-262 标准化的脚本程序设计语言，是 JavaScript
的标准。

31. Node.js:是 JavaScript 运行在服务端的平台。
32. Express: 是一个简洁而灵活的 node.js Web 应用框架。
33. VUE: 是一套构建用户界面的渐进式框架。
34. Webpack: 是一个模块打包工具，将Web 开发的各种资源打

包压缩在指定的文件中。
35. Canvas: 画布，是HTML5 中新增的标签，用于网页实时生

成图像，并且可以操作图像内容。
36. SVG:可缩放矢量图形，是基于可扩展标记语言XML（标准

通用标记语言的子集）用于描述二维矢量图形的一种图形格式。

file:///Users/Fred/Desktop/https///baike.baidu.com/item/Cookies/187064
file:///Users/Fred/Desktop/https///baike.baidu.com/item/jQuery
file:///Users/Fred/Desktop/https///baike.baidu.com/item/%3F%3F%3F%3F%3F%3F%3F%3F%C2%B0%E2%80%A2/6492316
file:///Users/Fred/Desktop/https///baike.baidu.com/item/node.js
file:///Users/Fred/Desktop/https///baike.baidu.com/item/%3F%3F%C2%B0%E2%80%A2%3F%3F%3F%3F%C2%B0%C2%BF%3F%3F%3F%3F%C2%AE%C2%AE%3F%C2%B0%E2%80%9E%C2%AE%C2%AE%C2%B0%E2%80%A2-%C2%AE%C2%AE%C2%B0%C3%9F%3F/2885849
file:///Users/Fred/Desktop/https///baike.baidu.com/item/%3F%3F%3F%3F%3F%3F%C2%AE%C2%B6%3F%3F%3F%3F%C2%B0%C3%9F%3F%3F%3F%C2%AE%C2%AE%3F%C2%B0%E2%80%9E%C2%AE%C2%AE%C2%B0%E2%80%A2-%C2%AE%C2%AE%C2%B0%C3%9F%3F/6805073
file:///Users/Fred/Desktop/https///baike.baidu.com/item/%3Fo%3F%3F%3F%C2%B0%E2%80%B0
file:///Users/Fred/Desktop/https///baike.baidu.com/item/%3F%3F%3F%3F%3F%3F/2406




 

  

�� 1� 

��� ��	��
��

�����ü;È 

��(ĳ�120601 

��kĻ�ġĘņĦ / Logistics Management 

�ĹƯŇ�ņĦ� 

ŇS�ġĘņĦ�ªļŇ 

à��5�ņĦ��� 

��0[�Ģť�ü���z�Ō�ĘüĹ��¶Źğ���v©į��

řiéƹ¶Źƺĭ�v©įìşřiéƹżğ���7Ůú)�0[�Ģť�

�õ� OBE	Outcomes-based Education
Ĭ$Ó�HĦÅ��Ý)#N�¡

m�ƧğƸm>ƘUƠ�qĥ(ûY��ŋŋyŕ>ƘUƠ��ĥ(ġĘ�Ş

Zd¦ ġĘ$ÓĬƷĔ��H�ħųLġĘņĦ�ƳưƿĬšV��õ�ó

)#ì !Ūi��Ģ¿Ĭ²Ĩ�üĹ$Ó�Hď¸��VãZ��řiéƹ�

¶Ź êūĊ.�_jş$þU��õÔƠ Ħ�ũİ�ĮŔiĬì�ď¸�

ƞƕĦ	��ĦŸ�ĵ
��	Ƨű�ƍ��
�ũ	�.�D¶ũÚ-İ�

ǁ�
�İ	¹.?Ċ�ă¶ Îª�Q�ŭƣøšUƠ$Ó�ŷ�|�ƻ�

ƟƖŁĊIħ#Çŝ}Ĥ�
úþŔi�º]²Ĩ�ġĘ$Ó�H� 

¨5ƷĔOĄ�ƞƕ ^�UƠ�)cġĘū�(Ŭ.�Ĭſ“OĄ�ġ

Ę¨5ƷĔnĥ��Ɖ[��õ�ƵıøšUƠ�Ĭd¦ƷŮ��íß�$ª

øš�þu$qŵŅþ-İŁñÖýĬ²Ĩ�UƠ.�ġĘ¨5ƷĔƝĝĩ³

¥ç8¨5�7�mħ#ġĘâU)c:²ƬġĘņĦŁři�¨5Ɛe��

õ�ƵıġĘū���]d¦�ĥ(ġĘnĥøš]�í�]�Śť]ĬƉ[�

Öý���i�ġĘņĦ$ÓƷĔ�ƮƔƟ�.�ƷŮĬġĘ$Ó�4ŮG�

í��ŵŅþ��Ž�ņĦŁòƸĬ�ĵĦŸĲŻ�ƗŮG�:²ƬņĦ�ġ

Ę;ÈņĦ�ġĘŉŖŰP�OĄ�zƳġĘņĦŁ��ĲŻ�jô�ƗƷŮ

G���Ĭ¬}ŨƭšVqƑ�ĬĕƞŬƓšV��õ�Ƶıìşƣ`d�z

767 



 

  

�Ō��ħQñQ�ŷŎŵPņĦWĖ��ĺĂ¹¡h|hǂĊě]QñQ�

ìşéƹ�Xº��ħQñQ�šV�H�@Ƹäǂ$Ó�HƄƩ� 

Ƶı2ŖġĘ.�mĥ(ġĘ.�ĬƐ�d¦�ŀ�òġĘ.��¥ç8

�ġĘņĦ¨5ƷĔƉ ǀq�ŜňƞġĘƺĭņĦ�ġĘ¬}·dĬ���

ġĘņĦ¨5ƷĔ�ð��� 

���Hĭ” 

ġĘņĦ��) ľÂĉ$��Čü�ţV �HGúņĦ��œĚ��

ª�ŁŉŖĬĹ�ĲŻ�áåĥ(ġĘ�:²ƬŉŖOĄ�Źŵ�ƖŨ�ņĦ

ĬċÃĦŸ�òĖ�Öý�G�QñÌŻ�xƲi8ňķqőƏ��šV�š

�{ġĘcĮEū�ĢSõsƆĘƞqUƠƾ�&�řiġĘņĦ�ġĘŉŖ

Źŵ�;ÈŉŖņĦc²ĨŁª8ĬQñ���i��²Ĩ�$Ó�ûYv©

įcŭƣ|^œĚĶ1d¦ƷŮ� 

��Ē�ŮĔ 

ü��ŮĔ�ħŉŖáåņĦ��œĚ��ª�ŁòƸĬ�ĵĦŸq�ü

ĲŻáå:²ƬņĦ�ġĘŉŖŹŵ�ĥ(;ÈÖýŁòƸĬ�Ĺ��ĲŻ

áåġĘ�YƖ8�ġĘƺĭņĦ�UƠġĘ�øšġĘŁċÃĲŻ�Öý

ĠÊUƠ��sƆĘƞ�ĬƖ8ŰÀq�Yď¸G�ƑºĬ�ƍšV�ři

šV�QñšVĬĥ(ġĘņĦ$Ó� 

Čß�ĊĬW��5�ġĘņĦ��$ÓÄƼ{ĲŻŔă�šVŔăqŊ

ƄŔăŁòƸƓTĮ²ē¯qŮĔ� 

1���ĲŻ�š�¢ņĦ��œĚ��ª�Ł�ĵ�ĹĲŻqġĘņĦ�

�ĲŻĨ ųLġĘƾ�ĬņĦưƿ� 

2�ưƿOĄ�š�²Ĩí��ƖŃ�qŉŖªļ�cĥ(ġĘ���ĲŻ�

OĄġĘƾ�ĬņĦưƿ� 

3�U�ųLòč�š�U�ƫ UƠ�csƆĘƞ�ġĘņĦưƿĬųL

òč�°š�{òčŹŵ�7ĥNQñÌŻ� 

4�ĴĽ�š�� Ĺ�aĦ°ƥĨĹ�òĖ UƠ�csƆĘƞ�ġĘƾ

�ĬņĦưƿƘūĴĽ�\ÜOĄ�ųƦíß�ŉŖ0]�Źŵ�°ÁNiĦ

úëĬòčÏŔŸ� 

768 



 

  

5�9Ĩĥ(ªG�š�ƫ UƠ�cĮEū�ġĘƾ�ĬņĦưƿ�ƜÛ

�9ĨÉ»ĬÖý�ƇĞ�ď��ĥ(;ÈÖýªGŁ� ġĘŉŖƘūOĄ�

ƽę�ďÚ�ź+Ł� 

6�ņĦ�Ķ1�š�� ġĘĮEŠöĲŻƘūiĦOĄ�ź+ġĘņĦ

�ƍq�ÿġĘņĦưƿųLòč Ķ1�<µ��@�ĖÀ)cï]Ĭ½r�

°Ħų²ÕØĬƂ,� 

7�Ĥ�qfÝŘd¦�GúĤ�qĶ1fÝŘd¦ÌŻ�š�Ħųqź+

ƫ �ÿġĘņĦưƿĬġĘņĦ�ƍ Ĥ��Ķ1fÝŘd¦Ĭ½r� 

8�Æê�ŝ�Űŧ�Gú$ïĶ1Ĺ�ŊHqĶ1Ƃ,Í�š�{ġĘņ

Ħ�ƍ�Ħų°Ƣ�ņĦŝ�ơÂqŰŧ�§ūƂ,� 

9��$qxƲ�GúxƲi8ňķ�Gú��ĬŏŐņĦšV�ŬƓšV

q$Ƴ"¾šVc{xƲ�dÞ8ĨĬšV�š�{��ĹŠö�ĬxƲ�Õ

Ø�7�xƲÎp)cƀƂ$ĬŲť� 

10�ĕƞ�š�£�ÿġĘņĦưƿ��ĪjūcĶ1B/Ƙūúëĕƞ

q"ĘĬšV�\ÜGúæJŸï�ĴĽ×oĬšV�š�ƴƙdŴ�Ĝ÷Ŭ

ƓÏw²ưƿŁŤ�ĬĕƞšV�)cGúzƳűƨqƋï]"Ę�Ŀ��i

8ĬšV� 

11�ƺĭņĦ�Ħų°áåġĘņĦaĦ�œĚLłòĖ�°š{��Ĺ

Ĥ��²Ĩ� 

12�őƏ���GúŢ7��qőƏ��ĬÌŻ�ú�ð��qƛ²œĚ

Ķ1d¦ĬšV� 

v��U�à��5 

:Q?,�4C�?�C��3-6C� 

?]�[M?q(p@_O�?'�|+X�oY�d4?�

K�_P�p@�26T?�>7�L&?�^v�gT?�>7

�B@4là�ņĦ����5� 

!�7®�Ĺ 

769 



 

  

ġĘņĦ�ªļ�ņĦĹ��ªļ� 

C���ċÃžļcń% 

ü��ċÃžļD � Ư�\Ü�'=ņĦ�Ɩƒ�ƤƚņĦ�ġĘÎüņ

Ħ�:²ƬņĦ�ġĘ;ÈņĦ�ġĘŉŖŰP�Źŵ�ħ#�Ɩ8ņĦ� 

1�'=ņĦ 

üžļıƧ%ŒƥƅņĦ�'=ņĦĬ�üĦŸqòĖ�ƞƕüžļ���

ŮĔ�ħG�OĄqųLƥƅņĦ�'=ņĦ��ƳưƿĬšV�\Üƥƅi

jÚ�cņĦ�ƥƅÐīU�cņĦ�ƥƅ¬}Ĥ�OĄ�łīOĄ�ƥƅÎ

üņĦ�ŗëź3�±�âU�ņĦ�'±í�]ņĦŁšV��

2�Ɩƒ�ƤƚņĦ 

üžļıƧ%ŒƖƒqƤƚņĦĬ�üĦŸqòĖ�ƞƕüžļ���Ů

Ĕ�ħG� ġĘƖƒōƌĬŰPšV� ġĘƖƒò¸ĬƜÛšV� Ƥƚ

8�0]ņĦŁšV� 

3�ħ#�Ɩ8ņĦ 

üžļƫ .�ħ#ƕļ�ĬhƺėZ�ƖĨĥ(ņĦÆË�Öý�òĖ

qÒđ� FƘūŵP�ŏŐ�âU�Ƨğ��ħ#Ɩ8Ðī�ħ#Ɩ8ŉŖ

Źŵ�ħ#Ɩ8ŵP�ħ#ġĘâU�Môħ#ġĘcĆÇUƠŉŖŁI��

9�ħ¶ľƈųLĥ(UƠ.�qûY.�ħ#Ɩ8ŉŖ�ƳưƿĬĲŻ7ŉ

qšV� 

4�ġĘ;ÈņĦ 

üžļƧğ%Œĥ(ġĘ;ÈņĦĬ�üaĦ��üÖýq�üòĖ�ƞ

ƕüžļ���ŮĔ�ħG�ƖĨĥ(ġĘ;ÈÖýcF;È]¯gā�Ħġ

Ęƾ�hĸ�YĘļ,YĬšV�šƖĨĀĳÖý�RFID�EDI�GPS�GIS

ŁġĘ;ÈÖý�ÒđG�èƶ�ƊƎ��Ħ)cņĦġĘ;ÈĬšVĠ

Ê'=�Ɩƒ�ƃ(��ûŁhĸ;ÈņĦŉŖąă)c·¦ġĘĮE�Yė

ZĬ;ÈĘļ� 

5�ġĘÎüņĦ 

üžļƧğ%ŒġĘÎüņĦĬ�üĦŸqòĖ�ƞƕüžļ���ŮĔ

�ħG�²Ĩ1ŵ;ÈƘūġĘņĦLłĬšV�áå.�ġĘÎüăÎ�ŵ

770 



 

  

ŅĀ*�ċŅqOĄòĖáåġĘ.�ƁYŰP�ƁYOĄ�üòĖáå

ĥ(ġĘƪŪƖ8ď¸qĥ(ġĘƪŪûYQñď¸Ł� 

6�:²ƬņĦ 

üžļƧğ%Œ:²ƬņĦĬ�üĎÅq�üaĦ�ƞƕüžļ���Ů

Ĕ�ħáå:²Ƭď�Ĭă¶�:²ƬƇĞĬ0]òĖ�áå:²ƬņĦĬ�

üOĄÆƌqOĄòĖ�š�¢:²ƬņĦĦŸ{Ƌ.�ƱĬƥƅ�ħ#�ġ

Ęq±�âUŁƾ�G7²Ĩ�Ɲĝ¼Î&î7:²ƬĬŲ´bů��Æś�

OĄqųLúEưƿĬšV� 

7�ġĘŉŖŰP�Źŵ 

üžļƞƕřiƖĨņĦ��Ŗŵ��ƖŃ�)cF���žļÑ�ĬÖ

ýqòĖ�ŮĔ�ħáåqĦųġĘŉŖĥģſ“qOĄòĖ�áå SLP�EIQ

Ł¤cŰPƕļ�°Ŕi�ƳſĴ�ƖĨÑ�òĖ� «úġĘŉŖÏÚŹ

ġĘŉŖƘūƜ~cŰPOĄŁ�G�)ŉŖŰP�ċÃĬġĘŉŖĬétq

ņĦšV�G�RĐġĘŉŖŰPqŹŵšV� 

��7Ů�ƍÇì�ĤŦ 

7Ů\ÜĶ1�ƍ	Æê
���K�ÖšŷŎ�ªļŊƄŷŎ���ħ

ĢƄŷŎ�QñQ�ìş�ƍ�ž�ĹÖėZ�.�ƖŨņĦřiďÚ�ǁ�

ġĘņĦ��řiŊƄÙ¦���ŶĲ�����ħ#���Ē����Ē�

ŸïŁ� 

A�Ē�Ā* 

1�ü��Ē�ù6�O�160+2	ŀ�ž�
�O�F�� 

V95b ?' 
�3�hq<

$!�NJ� 

/H?'W��%� 

�sMk 
V9 

�sG�w   

�s�~w 
(X�O�oY) 

  

?a:`w   

�Mk �G�w   

771 



 

  

V9 
z�w   

�~�w�X

�O�oY) 
  

��A{M?\m   

e�w;Ii. 2  

4q   

2��s�~w0*
H?'��� 10?'� �oY?]~

��8?g"�f)��=?]u$}��f)��=?]�EM

k�f)wc3 1�?'	lR�y�Bj�#V9��� 2?'� 

3�?]1-?]�x�EZt|+4US%�DnFr�� 

4�3�p@ �X�oY� 

772 



 

  

��£�ò¥��òĂÆ2ÓÀĚV 

£�ò¥ 
 

ĂÆ 

��¿

ý 
Ęğ9

� 

ü÷/
sIö

8�� 
ÁÇ 

(¸µ

!k4 
kÆ�

Ä$ 

´[P

J�ß

Ij 

y��

ä�ó

ì 

��P

Tę 
¦Ď 

Ğ¼Ï

¶ 
Û”b

�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y}Đw,5�¨vZÂ                �  � �   ��     �         
Ġ.y��Z�F¶ û      �      �    �  � �   ��     �         
�Uċ!L×ò                �  � �   ��     �         
¤ª�y}P�U°èÄ$��

¶û&Ó û      �      �    �  � �   ��     �         

y}�§¶ûĂÄ$d“                �  � �   ��     �         
uA��Ì                �  � �   ��     �         
uA��Ìd“�b                �  � �   ��     �         
`bëÿ     �      �   � �              �      �  

`b÷Î�ZÂHdġ A     �      �   � �              �      � � 

&æ               �        �   �   �    �  �  

<�<��æ               �  �         �   �      � � 

<�<��æd“               � �         �   � �  �    �  

ä�·®ó:�i��f               �  �     �    �   �      �  

`b7�¶û             �  �    �     � �  �  � �    � �  

`b7��çùÙ             �  �    �     � �  �  � �    � �  

Ă^Å�«@     �      �   � �              �      �  

Åb�´[     �      �   � �              �      �  

¦Ď�Ï¶               �        �   �  � �      �  

EL��B               �  �      �      �      �  

âæ�é�               �  �   �   �   �   �      �  

÷Î�Æoü÷ZÂHdġ C  �    �   �   �   �              �      �  

773 



 

  

£�ò¥ 
 

ĂÆ 

��¿

ý 
Ęğ9

� 

ü÷/
sIö

8�� 
ÁÇ 

(¸µ

!k4 
kÆ�

Ä$ 

´[P

J�ß

Ij 

y��

ä�ó

ì 

��P

Tę 
¦Ď 

Ğ¼Ï

¶ 
Û”b

�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ĢË�b     �   �   �   � �              �      �  

Øz!�     �   �   �   � �              �      �  

 ³û��¶Þ÷     �   �   �   � �              �      �  

kÆÔăùÙ�   �            �  �      �      �      �  

`b·°ăùÙ               �        �   �   ��      �  

Ï¶b  �    �   �   �   �   �   �        � �   �  �  

lXíĖb  �    �   �   �   �   �   �        � �   �  �  

ñ�Üb  �    �   �   �   �   �   �        � �   �  �  

ZÂ$÷b  �    �   �   �   �   �   �        � �   �  �  

Þ÷b  �    �   �   �   �   �   �        � �   �  �  

ĊÍb  �   �   �   �    �   �   �        � �   �  �  

÷Î�ÝV   �   �  �    �  � �              � �     � � 

¯¬Ï¶��fû   �  �   �   �   � �         �   �  �      � � 

ĒĄ�*pRÏ¶   �  �   �   �   � �         �   �  �      � �

�-Ï¶ �    �   �   �   � �   �   �        �    �  �  

·��Ċ'Ï¶ �    �   �   �   � �   �   �        �    �  �  

Ċĉ�đČÏ¶ �    �   �   �   � �   �   �        �    �  �  

Uě¯¬Ï¶ �    �   �   �   � �   �   �        �    �  �  

¯¬��Ï¶ �    �   �   �   � �   �   �        �    �  �  

¯¬+|Ï¶ �    �   �   �   � �   �   �        �    �  �  

*pĕÏ¶ �    �   �   �   � �   �   �     �   �    �  �  

¯¬ÓÞó:�ü÷ �    �   �   �   � �   �   �     �   �    �  �  

774 



 

  

£�ò¥ 
 

ĂÆ 

��¿

ý 
Ęğ9

� 

ü÷/
sIö

8�� 
ÁÇ 

(¸µ

!k4 
kÆ�

Ä$ 

´[P

J�ß

Ij 

y��

ä�ó

ì 

��P

Tę 
¦Ď 

Ğ¼Ï

¶ 
Û”b

�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 �    �   �   �   � �   �   �        �    �  �  

¯¬`��9���� �    �   �   �  �  �   �   �     �   �    �  �  

¯¬Ï¶��ëÿ   �   �   �  �   � �              �      � � 

#�ĊíÏ¶àN¡�dġ  �   �   �   �  �  �   �   �     �   �   �   �  

��ø¿d�   �            �  �    �   �   �  � �     �  

��·�d�   �  �   �   �   � �  �    �   �   �  � �     �  

¯¬Ï¶��àNÔă�j   �  �   �   �   � �  �    �   �   �  � �     � � 

£�d�   �  �   �   �   � �  �    �   �   �  � �     � � 

£�û�  �  �   �   �   �  �  �      �   �   ��   �   ��  

�ç>ď�Ò»¯ �    �   �   �   � �   �   �        �      �  

Ê�¯¬ �    �   �   �   � �   �   �        �      �  

�ç¯¬ü��ü\ �    �   �   �   � �   �   �        �    �  �  

RQ¬Ďb �    �   �   �   � �   �   �        �      �  

¹aR? �    �   �   �   � �   �   �        �      �  

¯¬Ĕî �    �   �   �   � �   �   �        �      �  

▲Uěą���2d? �    �   �   �   � �   �   �        �      �  

mKÏ¶ �    �   �   �   � �   �   �        �      �  

áè¯¬ �    �   �   �   � �   �   �        �      �  

��JôB  �  �   �   �   �  �   �   �     �   �      �  

¯¬ÓÞr¡�"¾  �  �   �   �   �  �   �   �     �   �      �  

¯¬Ğ¼Ï¶  �   �   �   �  �  �   �   �     �   �  �    �  

�²�Õ���û�6'  �   �   �   �  �  �            �  � �     � � 

775 



 

  

£�ò¥ 
 

ĂÆ 

��¿

ý 
Ęğ9

� 

ü÷/
sIö

8�� 
ÁÇ 

(¸µ

!k4 
kÆ�

Ä$ 

´[P

J�ß

Ij 

y��

ä�ó

ì 

��P

Tę 
¦Ď 

Ğ¼Ï

¶ 
Û”b

�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ĜðÐĊĉ�_tåĊ �    �   �   �   � �   �   �        �      �  

áè¯¬ �    �   �   �   � �   �   �        �      �  

Ā�:1�2�39=ïÃĂÆe�£�ò¥2Ó��q	Ģ���%	9=¸�������� 

C�������·�´¤@qU°5¼` 

/%´¤�¯Ã 2��-¶yQ� 

1. É¥Oµµ��wµ�U�A!½k)PUwµ·����G�hK0v���_GOµ·��y�p(U

�½kªµfwµ� 

2. ·{��cÈ®{y��“��X�”�©���´°
³t�U4>6��]�o8G 10-144�Â�t��

¨}�o8G 8-104�Â�XÄi«Er 12E!�� 

3. ]��bZ�]� º±¡	·�X«�I;<*qU��=�sEqUxÂ��^¬qU":ÀVn�®

��·�z§8¾UÅ�°�~]�UÅ��S]�UÅ��t�´°UÅG� 1U|a´�]��ba3�. 

·���?��]� º±¡	Vna·U|� 

4. ·x£°x�Æ�X»qU�©��°���¿N£²+. ·��J��³·��X»·�
C·1F�

��H 16Ux° 1U4�%¦
I�II�III�IV�32Ux° 1U4�Æ�X»qU�©·� 22Ux° 1U4�(�

.�“PU�2�j§±¡”�“]� º±¡”�“�#X»”��“7u7�q¦X»”� ��·L��“��´°
³

776 



 

  

t��”!@“��X�”“��X�”�G�Of�1O,BWe�X»qU�©�°+dUx1)� 

5. dUx>6��]����É� 2500�t��¨}����É� 2200�.�Vn{·OqUl[�·�r

�$� 70%��]���·1xr�$� 2000�·Ol[xr�$� 300�t��̈ }���·1xr�$� 1700�

·Ol[xr�$� 200�X»U4=dU4�'�]�Ç�\� 30%�¢���\� 25%� 

777 



 

  

���b´ê9đ�õï�º� 

bn b� 

¶û�b ãþ Ĝ�d“ `b7��ç

ùÙ 
�@ {÷ Ob� 

(O) (O) (O) (O) (O) (O) �A+B� 

1 

1 16 1 0 2 1 20 24.5+0 

2 16 1 1  2 20 22+2 

2 

3 16 1 2  1 20 23+4 

4 16 1 1  2 20 19.5+6 

3 

5 16 1 1  2 20 17.5+7 

6 16 1 2  1 20 15.5+4 

4 

7 8 1 8  3 20 13+4 

8 0 0 13  7 20 0 

{÷ 104 7 28 2 19 160  

©
Ob�=A+B	3� A�x,ĂOb��Î¨�b�x,Ă{b�/¶ûO��	B���č,ĂOb��Î¨�b�č,Ă{b�/¶ûO��	
�ògb�MėĂÆOb�½�¥P� 

778 



 

  

�S�MÑYĂÆ�bb��b99đÞ÷ï�º� 

                                                           ĂÆză 
,āÑ= 

b� b9 
d“b9D{b9¢

)�%� 
¶û d“ ¶û d“ 

Ďýx,Ă x, 644 48 36.25 3 1.88 

bÅZÂx,Ă x, 512 112 32 7 4.38 

�Ĝ��àNd“�b x, 0 368 0 22.75 14.22 

��x,Ă x, 400 144 25 9 5.63 

��č,Ă(£��%ò¥) č, 216 56 13.5 3.5 2.19 

Ďý01č,Ă(£��%ò¥) č, 128 0 8 0 0 

N÷
 

1900 360 114.75 45.25 

28.28 

2260 160 

©
Ĝ�d“�b´ê±È÷Î	�ē]Þú/3 ĂÆÑY�(3��`b·7��çùÙ ��kÆÔăùÙ ��Ä$d“ Ñ��<�<��æ
d“ ��£�d� ��£�ü÷�û��Ñ �÷/d“b�)�{b�F;�¶kÑW 2500-2700	ÜÏÑW 2200-2500	d“b9D{b9¢)¶
kÑĝ�h� 30%	ÜÏÑ�h� 25%� 
©
1�ÉĆÑ=9�
<�<�Ñ���¿ýÑ��BÔăÑ�&æÉ�Ñ� 
    2�ÉĆÖ=��b�óc	J9�
AÑ�BÑ�CÑ� 
    3�GĆut9�
T&�Úę��� 

779 



 

  

 


��qU°5Y��T 
 

��¸¹� qmRD#�" UÅÅÁ 

   

q:MMÁ ��qU]&9�Á 

  

 

780 



 

1 
 

ǧǗȞǮ1Pĸɯ0Àġɤ��

�ɋ %�%� İ �

)81Pǭǩ�Ʋő��

��1Pòƪő��

ǧǗPƝɛÊʘʕ8Tx8ɿV8qŐȜNPǵùÊïƦ¢P!ƝƆƃæǊ

ȯǘÀġǵòȂŎ8řǴŎNP9¡ŊÀġǭVǧǗP!ĘIoʛNPȰƱɻƎ8

ʒÃÀġƔĺ8Ɓ˘æǊȯǘșF�ÖĸɯǯŌƏƚ�ƥʭɠœ>9;oʛǧ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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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ìƚȄƁ�ɠ¡ļǧǗːðǮɮȀȔÖP⑤ñ�!ǝʋǧǗɜPŊʤÀġĘI

1PP⑤ǵˆǌ9�

ŗæI %��� İĹĆ!ʾȷèʩ�ƪȍˀƸĹɯǧǗȞǮ1P!①ǂ %��

İ!}æĨƥ �� ③ˀƸĹɯ �%% 7ǧǗǺ�1P!�8ǧǗȞǮ1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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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ǧǗȞǮ1P %� 7!ǧǗĥȑ � 79ʣʗĘǻ�ú/Ë˘ƸǧǗȞǮ1P

ñ�ǸƶǵɻƵ8�ƲÖǈĘ!É˘ƸǧǗ1PĐf½ñ�ǸƶɚǤǐƥåĐƼ

ĺ!eƝʉËŎˉĭƚƞ!ƠʦĊè1PĐf/ƚȄ8ñ�ǸƶȼĜʱĘŎ8ɺ

ȑɯ。hȡ˅Ëǵǭɼ!SɂęɌǧǗȞǮP⑤ǾɲȰƱʉË!ĝ/ɉĎ}ǝʋ

^PĘǧǗȞǮP⑤ǵûƹªˆǌ!Ǩ�ƝĘIƖźƂʔ;şđǵǮɮǾɲ!»

�øʔļǵ£④ɉ�8Ǐʣɉ�Ö�Ɠɉ�ǵùÊïP⑤ñ�ĊèʔýǵȼÄ9�

ŗƸǧǗȞǮ1P��I %��	 İ!%��% İŖ;ŗƸț)ţ°ƪ1P!%��	

İɞ�|ßĤǻȹÊƇˋɳǢ1P!BƝŗƸĹġ1ƪȍˀƸƎhʒïÀġƇˋ2

ɳǢ8ɕđȹÊƇˋǵnš1P?)91PĹ�®LİWƯ!�;Ȉaʕʝƪ1

ȍǉPǯ)¯ûP!ĞPǫĭİpŰè ���W-9Ǹ�!ǧǗȞǮ1PĨ0ɑČ

ǧǗ8ˍ9ʤʘ8O4ǧǗ8:˓÷ǧǗ8Ŗʪ�ǜɿʘȜý8ï^PĹġǙĶ

Êj!ĽŖûĕȒĐǵƸúđɫòé!òƪɉüǝʋ③ƥċǯ�^PĹġ˄8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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ƸèmĵʲǧǗ8ýď�ţʮ ɿǧǧǗ8æʽǧǗȜƔÎP⑤ñ�`¨!;ß

Ĥǻđǭ{ʛ�ʥPÖƓ�{ęŎƦ¢PǵÀġǸƶ!ƁmƤûǵ˘ǋįĵǰ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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ɫòéǵòȂ-!�ËżȣNƊɛÊ8±ËɇPǵʢŁÖƔĺ!ʭǢèƸúđC

hȡƱĸ8đC�ĶĎÝ8đC�ĖĹÀȜƔˊĹġÊj!}ˊƁ°ǧǗȞǮ1

PđʏƊċɉ�Öǋį9�

�
 ¡ļƊċƇˋ0ȀȔ!ƥƉƁ˘ɺóƊċǋį�

3¡ļƊċƔĺƔǓǮɮȀȔ!Ǩ�Ɲ°ƪÍ!ˊĘ �� Í8�� ÍȜƓ)V

ýċǯ!żȣƤ¡ƥʱĘŎǵƊɇƊċƔǓ9�

4ʛ)ǅɕđċƸWNƊ1LɛÊ2;ǨŀǵĵǰïP⑤ñ�ǀĺ!ĸȗW

ċǯ;8Ň!WǼđĥj[¢;nŷǵ1Ǯɮ đʏ2ǺȰÊǵ1
 %2ńǬĺƊ

ċǀĺ!đǭĚ1Ɗċ�Ė0ĥjđʽǺɛÊ281Ɗċʗȑ0ĥjʗȑǺɛÊ2

ǵǸǵ9�

5ȏưĻ|ɗöJɺó8ŕɺ8ŅɺȜûȌƓïƊċ④ǆ!/ƑĎÝƊċʅ

ǜ!ÒĻċǯɹD�ʊ9�

�� ȏưĹġûȌƊȀǖ£!/ƑõļƊċʀʮp˂�

3¡ļƊī1Pñɫ!pɰǇİ/ĜI �ÌƊīº¡æ�úÉȌċƫ01P

aɬŘñɫ!/ƑƁ˘ƊīɊʑ1PǮɮǋį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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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ļƊīđʏʶǣ!pɰǇİ/ĜI 	ÌƊī�Ƹ^Êj^Pʛɜĥȑđ

ʏ!/ƑƁ˘ƊīɊʑ1Pđʏɉ�9�

5w}ƊȀĔɀīɱɺ8Ðɺ�Ķ!õļƊȀǖ£ĘI1PƎhƊċǋįǵ

pɰ9�

6ĸȗċǯɱZ8ƊīKɱ8^PºɱǺȰÊǵƊċƉƳɱZǀĺ!/Ƒõ

ļ1PƊīǵɾ[Ň8Ɓ˘1PƊċɉ�ÖƊċǋį9�

�� ¡ļċǯȹÊɉ�ñ�!/ƑƁ˘1PP⑤ñ�ŖƉ�

3ȏưūġĞPʢŁ!pɰǉPǯĞPǫpŰè ���W-!1PĘÄĞPǫ

ʖ� ���W-!ʠǅƁ˘ĞPʀʮ9�

4ȏưĻęċǯº¡ÉȌċȍșʆ!ñ�ċǯȹÊȢʀÖɉ�!FÁđǭæ

ĕȦċȍșʆāˌȖȁ9�

ß8ĸɯ0Àġǵ�hƀƕ�

�) P⑤ñ�ǀĺƇˋ�

}ˊɕđŗƸWNƊ1LɛÊ2;ǨŀǵĵǰïP⑤ñ�ǀĺ!Wċǯ;8

Ň!ĚċǯɃPÀġÖȈaˆǌɛ|P⑤ñ�ʗȑ8%Ě1ñ�ɤƼ0ɜPƶ�

ǺɛÊ281Ɗċ�Ė0ĥjđʽǺɛÊ281Ɗċʗȑ0ĥjʗȑǺɛÊ281Ɗċ

ê③0Ǽđ^PǺɛÊ2Ö1Ɗīʻ_0^P˘Ȟʻ_ǺɛÊ2ȜNƊ1LɛÊ2

ǵĵǰïP⑤ñ�ǀĺʂȕP⑤ñ�}ʗȑ9�

Wˆǌ;ęÎ!ǱċˀÖÊj^P�Ë�ĐP⑤ñ�Ɣƾ9sʰĥȑƊɇ1

PɩɰǵōŒ!ųǥÊƼǉPǯǵ®H7ƶ�!ȄĐǧǗȞǮƪȍ1Pɉ�ɠȢ!

ƚȄ01Pɉ�ɠȢǺ¬ʫǵɺȑǀí!ĸȗǧǗȞǮĵǰïƪȍ1Pɺȑh

ȡ9�

�H ¡ļɺȑĸɯ!/Ƒſ£1Pɺȑʅǜĸɯ�

ƪ1P�ƥ +ʸƺŇɺȑ!��;TxȞǮ8ʘʕ0ʫʝȞǮ8ǧǗqŐȞ

Ǯ8ǧǗŖƪȞǮ8mĵʲȞǮ8æʽǧǗȞǮ8ǧǗĥȑ8ǧǗȡȴɤ�0ɯ

ɧ9ƺŇɺȑĸɯɤ�ą.$�

��FÁĎŖ �ʸƊƇɺȑȗˌıȰˑ%FÁđǭ 	ʸƊƇɺȑŖ ǲũƸȦ

ȠØèȩɺȑĸɯ9�

%�FÁĎŖ 	 ʸW-ƺŇ1PɺȑƊƭȺ�!�8Ƹ^ÊjȺ�/Ĝ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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ʸ9�

	�ƱĸǧǗȞǮ1PđɫˌǸʅǜĴǵĸɯĥj!�ǅĸŖ1PʅǜĴ、

Ș!ı-bʅǜ9�


�è③ƥ1PƺŇɺȑ8!}ˊſɜ1Ǯɮ đʏ2ǺȰÊǵ1
 %2ńǬĺ

Ɗċǀĺ9�

�, Ɗƭkǰ½ĸɯ�

�"¡ļƊƭʟǰ½ȞǮĥj�

ȵȷ¡ļƊƭʟǰȞǮ!ɤɒʟǰȑĳ!ý�ſĲ8kǰƊɇʩɤ�Ɗƭ8

æĕȦʭǢƊƭ8ǻʩȦ`ȋƊƭ9FÁè1®,L2ƧƩ!ʟǰ`ȋƊƭǫĵ

ʖ� ��W-%¡ŊƊƭǵƤƓŶV!ȻǿkǰÕƧ!kǰʙ 	İ�ǦƓƊƭǵ

ǈlĵʖ� +��W-%˙¦ǹŽĻʛ{ʛǵ8ɉ¿ƜċȍÀġ�Ǒǵ¸ǦƊƭ9�

%"¡ļɊȺƊƭȺ�ĥj�

1®,L2ƧʺFÁ0^PɄÊĎŖ %ƪƊƭǵȺ�9�

	"ʭɥđʏƊċǬɐǵƊƭĸɯ�

đʏƊċǬɐǵƊƭĸɯ!ňˎv�0ǮɮƊċǺʫÊ80ƓǵƊċđ˕ɯ

øǺʞĵ82ȚÊƊċýȧǵɠǌ9ƻŷ1Ǯɮ đ˕2ǵ1
 %2ɺȑƇˋǀĺ!

Ⱥ�0ǮɮƊƭʫ—ǵđ˕ŲęDW½ǺĵǵđʏƊċǬɐǵɺȑɯɧ8ǉPɯ

ɧʅƐ9ĘɺȑđCƊƭǵȺ�!ƖɠɁəđCòéǵ�hő�!ƤĵɵļɻȺ

�ȒĐŎ8ʣǰŎʔļǵđCƊƭ9đʏƊċǬɐǵƊƭĸɯɠhǭɤɒª!�

ƥ�ƓŎ0ȹÊŎ!Ëƙƥ�IĘċǯɉ�ǵñ�9�

�ß đʏƊċĸɯ0Ƈˋ�

ųǥǧǗȞǮ1PP⑤ñ�ǀĺƇˋƔƾōʎ!ǧǗȞǮ1PđʏƊċSɺ

ȑđ˕8ȹÊđ˕81PđCÖ1Pđɫß7ĠˊĹġ9�

��ɺȑđ˕�Ïɺȑɯɧ �

�� đ˕Ǹǵ�

ɺȑđ˕ƝdˁǮɮɺƊċɂɯ。ǵđ˕ɺȑ!ʬǰǮɮ0đʏǺȰÊǵƔ

ĺ!¡ǙċǯĘǮɮƔǓǵɩɲ8ǮɦÖĵǰ9�

�% Ĺɯǀĺ�

ʬǰ1
 %2ƊċW½ƧƩɺȑɯɧǵǀĺ!µ1
 ɐǮɮɺ % ɐđ˕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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ŘƧƩɺȑɯɧ1ÕǵĽĺ9�

�	 đ˕�Ė�

É1PɺƊċáʻʱĘ/ËɺȑǨŎ!�ĐǮɮƊċýȧÖđ˕Ɗċýȧ!

ËǅvĄđ˕ɺȑǵĹÀÖɯɧ9ɺȑɯɧ<ɠèƅjŎǈʔļǵßʸƺŇ1P

ɺȑ8ɯ。$�

3ʘʕ0ʫʝȞǮɺȑɯɧ�WċǯźƂûĺɄʘƔƾɯɧ;<ɠǸǵ �

4ǧǗqŐȞǮɺȑɯɧ�WċǯźƂqŐȡȴĹÀɯɧǵ)ɍǅ˖0ĵǰ

ĹÀ;<ɠǸǵ �

5ǧǗȡȴĸǀ0]Ǽɺȑɯɧ�WċǯźƂĘ)ɍǧǗȡȴĸǀ!ʘǰǺ

�1PʓYʛɜ]Ǽ;<ɠǸǵ �

6ǧǗȡȴɤ�0ɯɧɺȑɯɧ�WċǯźƂ^PǧǗȡȴǭǩ�Ʋ8řǴ

ɤ�8、ȳɤ�W½ǧǗɐǢɤ�ɯɧ;<ɠǸǵ �

�
 ɺȑđ˕Ľĺ�

ɺȑđ˕ĽĺÅûƹª!ąǎǷǞȪ8]Ǽđ˕8ˌǸǍũ8�ȫɪɮ8ɺ

ȑɯɧȜ9�

�� đ˕ɠǌ�

③ƥɺȑđ˕½ɺȑɯɧì�ø0ƊċýȧǺʫ—ǵđ˕ýȧ8đ˕Ųę

D8[¢D!ıɠǌċǯųɤɒD�đ˕ũÓ9�

%�ȹÊđ˕�

�� đ˕Ǹǵ�

ʣʗȹÊđ˕!kċǯ�øòƪǵÖȹÊǵǧǗđ˕ťɉ8ƔǓÖ④ǆ!�

ø�ƲÖɦ�ǧǗđʽʹˑǵ�ǅɉ�9�

�% Ĺɯǀĺ�

�ǰƸ�ǧǗ]Ǽđ˕ĔʛɜǧǗȞǮȹÊǀŭđɫ!ʣʗº¡}æǧǗɯ

ɧýʆȜșʆǖ£!ūġċǯȹÊȢʀ9�

�	 đ˕�Ė�

3ǧǗȞǮȹÊǀŭđ˕$ʣʗƪđ˕!kċǯ�øòƪǵÖȹÊǵǧǗđ

˕ťɉ8ƔǓÖ④ǆ!źƂƎƮmĵʲǺ�ǵÉȌƅj½ɤ�ɯɧ!�ø�Ʋ8

ɦ�ǧǗđʽʹˑɉ�9ĸɬĹɯȹÊđ˕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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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ǧǗ]Ǽƅjđ˕!WǧǗ]ǼȹÊđ˕Ĕ;nš%�

� ǧǗȞǮȹÊǀŭđ˕!WǧǗȞǮŴřʆ]ǼʓY;nš%�

� ǧǗʘʕP¢ȹÊǀŭđ˕!WǧǗbÿ]ǼʓY;nš9�

4ǧǗȞǮ1PȹÊȢʀūġ$ʣʗƪđ˕ǖ£!kċǯ�ǅ�ø�ƲÖɦ

�ǧǗđʽʹˑǵɉ�!�øȍċǵōȸÖ�ƓœɲW½)ĐǵȍȀɉ�9�ø

SGǧǗȞǮĥjňøǵ1PȢ�8ǭVǧǗœɲW½ĘǧǗɜPǵȹÊɩǾɉ

�!�ø)Đǵ�ȝ8ȫȭ8±ɻɉ�9�ǅɧ�º¡æ�.�1Pșʆǖ£$�

� }æýċǯǧǗɯɧýʆ�

� }æǧǗȞǮŴřʆ�

� }æǧǗbÿŴřʆ�

� }æýċǯ -�. ǎǷǀŭȯɔýʆȜ�

�
 ȹÊđ˕Ľĺ�

�ǰƸ�ȹÊ]Ǽđ˕ĔĹġ9�

�� đ˕ɠǌ�

③ƥȹÊđ˕ìˆ�øĎƎǵđ˕ýȧ8đ˕ŲęD8[¢D!ıɠǌċǯ

ųɤɒD�đ˕ũÓ9�

	�1PɢC�

�� đCǸǵ�

ʣʗ1PɢC!kċǯõ¡1ĘǧǗɜP8ǧǗ^P8ǧǗģfȿ½ǧǗɯ

ƕɯøǵǹɣɩɲ!EɦǧǗɜPĪğ8ǧǗ^PȞǮǗȑ8ǧǗģfȿĥjɃ

ɾ½ǧǗɯƕɯøǵòƪƅjƔǓ9ʣʗɩǾđCċǯĚʛ)ǅ¡ǙĘ③ċɺȑ

�ĖǵǮɦ!ɩɲǧǗǖ£ǵʘjʗȑ!;ċǯǵ1PɺċCŠ.ɎĄòȂ9�

�% Ĺɯǀĺ�

<ɠ�;1PɩǾđC½1P˄8đC9�

�	 đC�Ė$�

31PɢC$③ƥċǯ˄8�Ŗʪ�ǜɿʘ8ɑČǧǗ8ˍ9ʤʘ8O4ǧ

ǗȜƸ^Êj^P!Ĺġ;Ƨ)Õǵ1PɢC9ɢC<ɠǸǵ;õļċǯĘ1P

ǵŔŎɩɲ91PɢCčŻŭĐ$�

ýH-ċƧ$h˕æ�ŊʡǧǗPǵÀġ½ʘɔő�!ǱŖʪˍ9ʤʘ8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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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ǧǗȜ^PƁmģ�ñɫ½1PɢCêé%�

ý,-ċƧ$h˕æ�ț,ƔǧǗPǵÀġ½ʘɔő�!ǱŖʪɑČǧǗ8

O4ǧǗȜ^PƁmģfñɫ½1PɢCêé9�

41P˄8đC$èý,țHċƧ!③ƥċǯ˄8�O4ǧǗ8ˍ9ʤʘ8

ɑČǧǗȜƸ^Êj^PĹġ;Ƨ 
Õǵ˄8đC9đC<ɠǸǵ;õļÖʶǣ

ċǯǵđʽĥjɉ�!ñ�ċǯȹÊʘǰ③ċǾɲʛɜ�ƲʹˑÖɦ�ʹˑǵđ

ʽ£④ɉ�Ö�Ɠɉ�!ļªđʽĥjǵǾɲťɉɫȪ9Ëƙ¡ļċǯǵȈaɻ

Ƶɉ�8ƏD�jɉ�8Äþɝʖɉ�8ȍȀɉ�Öȫȭ±ɻɉ�%ñ�ċǯǵ

ƌP8�PÖÊjȠȉ!õļ§£ɣŋ!;ǉPđCăĐòȂ9�

�
 1PđCĽĺ�

ƸúÊj^P˄8Ĺġ9�

�� đCɠǌ�

③ƥʼǆǵđCìˆ�øĎƎǵđCýȧ8đC[¢D!ɠǌċǯųɤɒô

�đCƗŉÖđCũÓ9�


�ǉPđC�

�� đɫǸǵ�

ȰÊǮɮɺȑ③ċ1PǾɲ!nŷǧǗɜPǺ�ƶ�ɯĐ!ʣʗǉPđC!

}ˊ8ȡȴñ�ċǯđʽ£④ɉ�8ɃPȢʀÖáʻÊjɉ�9�

�% Ĺɯǀĺ�

ǉPđCʬÁ˄80�ƋǺȰÊǵƔĺ!�8!˄ 8đC²fʬÁċǯ0^

P¾ÎʟŮǵƔĺ9�

�	 ǉPđC¹Î�

3ǧǗȞǮ00ýïǧǗ8Ň8ʜʴ^P8ț,ƔǧǗ^P8ǯN^PǧǗ

ʩʸSGǧǗɻĶ8ȫȭ8ž�Ȝĥj9�

4^PǧǗȞǮ00ǯN8Ǘʣ^PǧǗȞǮʩʸSGǧǗʬʁ8ʘʕ8x

Ċ8ǧǗʳÛ8©ɟ8ē②�ȡȞǮȜƅjŘȞǮĥj9�

5ǳ”Ü¢0ǧǗ00ǧǗ^P8ǧǗȞǮʩʸSGʘɔȞǮ8qŐȞǮ½

ǧǗ、ȘĸɯĥjW½ǧǗʓYƅjĥj9�

6ʜʴȯɔ^PǧǗȞǮ00èʜʴȯɔ^P8ýïʈĩ8ǧǗʫʝ8Ň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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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ǧǗʬʁ8Ǯɿ8ƿ˕8|Ĵ8ʫʝ8ǧǗʳÛȜĥj9�

7�U^P9�

�
 ǉPđCĽĺ�

ǉPđCʬÁ˄80�ƋǺȰÊǵƔĺ!đC²fWċǯɊɜɄȡÖȡʩſ

ɓčŻǺȰÊ9�

3ɊɜɄȡ9ċǯÅɊɜɄȡȚÊɊħǵ�ʊÖˆɠǵđC²f9ǱđCĬ

ʻƊīȴɧɊɜɄȡǵċǯÌ²½ǺĵǵđC²f8²féë!ũċˀøƾ9�

4ˀȡſɓđC9ċƸĞP�½ċˀɄȡ)ʩ�ƥǰPˆɠǵ²f!Îċǯ

ƁmŬ《qŐ!ǱċǯÖ²fʛɜ¾ÎʟŮ9�

5ȴ)čŻ9đCĹĆ�RƨɕđđC²fǵċǯǱȡȴ)čŻ!�hđC

²f)ɍʧɜĞʙ¸�!ċǯňˎƦSčŻ9�

�� ǉPđCɠǌ�

đC²f)ȯȄĐ!/ŃˁœÃƤ9�

�L 1Pīʅʻ_ĸɯ�

�"¡ļ˘ǋį1PƊċȍȀáʻĸɯ�

ƻŷǧǗȞǮ1PƊīċƫɈơÖĥjȯ·!ųǥ/Ëǵ1PƔÎ!ȫĸm

ĵʲǧǗÖýďɿǧ0æʽǧǗ %71PƊċȍȀáʻ!¥�Šʥ)Ɍ˘ǋįĵ

ǰïƪȍ1PƊċáʻ9�

%"¡ļ˘ǋį^P�Ƀɭīáʻĸɯ�

nšǙĶĹġƸ^Êjǵ^P!ɦ ĘǧǗȞǮ1P/Ë1Pǀí!Šʥ)Ɔ

ȒĐǵ˘ǋįǵ^P�Ƀɭīáʻ9� %�%� İ!ƪ1P1¾ī¾ɉï2Ɗīʖ

� �� P!^P�ɃƊīʖ� �� P9�

	�¡ļƊī1PǮɮ½đʏɉ�ñɫ�

pɰǇİ/ĜI �ÌƊīº¡æ�úÉȌ1PaɬŘñɫ!/ƑƁ˘ƊīɊ

ʑ1PǮɮǋį%pɰǇİ/ĜI 	ÌƊī�Ƹ^Êj^Pʛɜĥȑđʏ!/Ƒ

Ɓ˘ƊīɊʑ1Pđʏɉ�9�


�¡ļ˗ĮƊīǵñ�ÖĻʛ!ĎÝīʅʻ_ȰƱ�

FÁèĸɯƧƩ!ĻʛŘñ� �E%Ì1PĬþP8+E�� Ì1P˗ĮƊī9�

�� ċǯ�Ɠ�Pɉ�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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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ȏưĻęċǯº¡ÉȌċȍ1Pșʆ�

ý�Ĺġċǯ1P�ɯɧ8jØ șʆǖ£!Ųęċǯȏưº0}æýċǯ

ǧǗɯɧýʆ8}æǧǗȞǮŴřʆ8}æmĵʲʘɔ�Ɠɯɧ8}æ�Ɠ�P

ýʆȜșʆǖ£!ʣʗÉȌșʆǖ£ǵ=�Öº0!đǭǧǗƊċ0đʏǺȰÊ!

Wʆoċ!�đƁ˘ċǯ£④ɉ�8ȝ�ɉ�8±ɻȫȭɉ�ȜȹÊɉ�9�

%�ȏưĻęċǯº¡ƊīȍȀˌǸ�

nš1PƊīȍȀˌǸ½ƊƇˌǸ!ȏưĻęċǯº0ȍȀˌǸ!k?�ǅ

EɦȍȀˌǸǵòƪɠǌ8ȀȔƔǓÖŖƳĽĺ!đǭȍȀ¿ÚƊċ!ñ�ċǯ

�ø)ĐǵòȂȍȀȢʀ!;ʩ�ċǯʛ)ǅǙʥăĐòȂ9�

	�ŖȗƸâǧǗ±a!¡ļċǯȹÊȢʀñ�Öʶǣ�

ŖȗƸâǧǗ±a!k?Ŗ;)71PŎʀǵȍťȈá!/ej;ŗƸbƄ

ǧǗǾɲ8oʛ/ËİȦÖ/Ë1Pċǯ?ʺMǗǵįÆ!ƤɉüèǧǗċȍș

ʆǵȫȭ8ǧǗɺˑȀȔǵº08Ƹ^ÊjǵǏʣɄȳ8�Ɠ�PƊɇȜƔˊÀ

ŵʭɠjǰ9�

�* ƊȀƊƇ½ƊċŖƳ�

�"Ƹ^Êj±ËɇP!�Ë�ĐP⑤ñ�Ɣƾ�

ȗʋŗƸP⑤ñ�ĐfÖōʎ!WƸ^Êj±ËɇP;ǽ�Ǣ!}ˊɕđŗ

ƸWNƊ1LɛÊ2;ǨŀǵĵǰïP⑤ñ�ǀĺ9Ļ|ǧǗɜP8ðǧǗ±

a^P}ˊº0P⑤ñ�Ɣƾ�Đ!ſʛƪ1Pñ�ɤƼ0ɜPƶ�ǺɛÊ!0

^P�ĸ1Pɧ�ÖǺ�ɺȑƶ�9�

%"Ļ|^PǼđƾl!Ƹ^�ĸ1PƺŇɺȑ�

ʨɸǧǗɜP1ĕ8^P˘Ȟº0�1PƊƭȺ�8đ˕ɺȑĹÀ!Ļ|^

PǼđƾl!ųǧǗ^PđʽȫȭƊċ�Ė!đǭċǯWɉ�;ƪfǵP⑤ñ�

Ǹƶ9Ĳǔ0ð�ý8ïǧǗ^PÊj!�ĸƸ�ƸúǧǗđɫòé!ſʛƪ

1PƊċʗȑ0ĥjʗȑǺɛÊ8Ɗċê③0Ǽđ^PǺɛÊ9�

	"/ƑƇʛƊċǀĺ!ƥƉƁ˘1PɇPǋį�

ųǥǧǗɜPP⑤ɉ�ˆǌ!ƇˋƊċƔǓÖ④ǆ9ƊċȫȭɠʭɥċǯǮ

ɮċC0đʏĥjǵ)ɌŎ!ʧńċǯ1Pɉ�ñ�ǵòƪɤł!Wċǯ;8Ň!

WǼđĥj[¢;nŷ!Wĥjʗȑ;ęÎ!ʛɜǧǗȞǮ1PɺȑǵƊċƔ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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ƔǓƇˋ9ĸȗ1Ǯɮ đʏ2ǺȰÊǵ1
 %2ńǬĺƊċǀĺ!ɛ1Ɗ8ċ8

v2;)h!ļªċǯ1Pťƫɉ�ÖÅŰȷÀġǵċC0ʞĵɉ�ǵñ�!Ɓ

˘ċǯáʻÊj8±ɻǏʣ8ȫȭŲŵ8ɧ�ž�8Ǟɭɝʖ8ȝ�8ɔʳȜɉ

�9�

�~ ƊċȞǮÖʀʮp˂��

ųǥǧǗȞǮ1PP⑤ñ�ǀĺƇˋƔƾōʎ!ǧǗȞǮ1Pˆɠʛ)ǅ¡

ļƊċʗȑ½ʀʮȞǮǵž�!<ɠSW.Ɣˊǽ④$�

�8ƊċʗȑȞǮ�

�� ļªWċǯ;ƪ�

bȴǵƊċǀĺýûWƊīɺóɭŹ;<!ęɌɺóƊċ1ǝóǡ28ċǯ

º0Ŏ/ļȜǭɼʔ;Ơʦ9àǄ!ǧǗȞǮ1PʠǛƇÃWĿbȴǵƊċǀĺ!

ļªıŰȷđƕWċǯ;8Ň!WǼđĥj[¢;nŷ!Wĥjʗȑ;ęÎ!ʛ

ɜǧǗȞǮ1PɺȑǵƊċƔĺƔǓƇˋ9Ǹ�!ɵˌƇˋ�ĖĚʾȷè�ȞǮ

ċ�8�ǧǗĥȑ�8�ǧǗȡȴ�Ʋ0ɯɧ�Ȝ1PòȂɺW½1PƺŇɺȑ8đ

ƕ9�

�% Ļ|ûȌƊċ④ǆ�

ȏưĻ|ɗöJɺó8ŕɺ8ŅɺȜûȌƓïƊċ④ǆ!/ƑĎÝƊċʅǜ!

ÒĻċǯɹD�ʊ9�

�	 ¡ļƾlƊċĻę�

ųǥǧǗȞǮ1PP⑤ñ�ǀĺƇˋŏhōʎ!Ñ£ǧǗȞǮƾlĴǵĸ

ɯ!/Ƒ¡ļɺȑƾlƊċǵǈl9�

�
 Ɓ˘đʏŎɺȑĹɺǫ�

Â�Iđ˕ƊċƮY!WĿǧǗȞǮ1Pđ˕ɺȑĹɺǫ)ǹug!ċǯđ

CđʏǵƬaBʔĜ9W1PɳǢƇˋ;ĀƬ!¡ļƸ�úđʏòéǵĸɯ!/

ƑƁ˘đʏŎɺȑǵĹɺǫ9�

%8ƊċʀʮȞǮ�

�� Ŗȗ1PƺŇɺƊċáʻ�

ƻŷǸ�ǧǗȞǮ1Pīʅ�ʮ!ȰÊÉɀīǵ1PɈơ!Ŗȗ&'ģǵ1

PƺŇɺƊċáʻ!kǇfɀīǵȀȔƔÎ0-ɺ�ĖǺȰÊ!BkǇfɀī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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ƊŹɺȑǺĘåĐ!Sɂ/ƑƁ˘1PɺȑƊċʀʮ9�

�# }ˊĹġƊċýȧǵrȺĥj�

WĿƊċýȧǵȺ�ûºɁʩ�Ɗƭ!WƊƭ�Ė;<!ȼĜSƎ7ɺȑh

ȡ�ÀĘɵɺȑƊċ�ĖǵǮɦÖQȮ9ęɌʩ�1Pɺȑ�Ėʭùǫ˘!ȼ@

ĎƎǵǮɮǾɲƽƴ%ı2WĿƊċýȧûWǮɮɭɦ;<!ȼĜđ˕ŎƊċ�

Ė!đ˕ɺȑĹɺǫ/ʋ9àǄ!ǧǗȞǮ1P %�� ȦƪȍP⑤ñ�Ɣƾȯʗ

1ĕɱĒrɨÍ!ȗµĹĆEƊċýȧǵrȺĥj9ƓǵƊċýȧɠǌÉƊċá

ʻųǥP⑤ñ�Ɣƾǵŏhɠǌ!W1Pɉ�ñ�;ęÎ!ʛ)ǅƚȄÉɺȑǵ

ƊċǸƶ8ƊċʭǢW½ɺȑǮɮƊċÖđ˕Ɗċ�ĖčŻ9ƊċýȧǱÉƊċ

áʻ�Đ�ȓ!ƊȀĔ˄hĒɬ!ĘIʩ�ƺŇ1Pɺȑ!ˆɸƸ�ú1ĕʛɜ

ʛ)ǅǵɱĒ9�

�	 ¡ļƊċȊƾ½ƊċɺYǵʀʮȞǮ�

WÉ1PƊċáʻ;nš!ʛ)ǅ¡ļƊċȊƾ½ƊċɺYǵʀʮȞǮ!É

Ɗċáʻˆɠ6ƼųǥP⑤ñ�Ɣƾŏhɠǌ8ƊċýȧɶȬɠǌ!�ĐÉɊǵ

ƊċȊƾ½ƊċɺY9Ëƙ!ɠǌÉƊċáʻȰÊ1PÀġÖǾɲƤƓ!/Ƒr

ɨÖĎÝƊċʅƐ9�

�A 1PǨɏ½`¨�

�"1Pñ�ǸƶǚƢ!Đf�Ȅ�

nšŗƸɜP`¨!ȰÊßĤǻ{ʛ�ʥP0Ɠ�{ęïƦ¢PÀġˆɠ!

ŗƸǧǗȞǮ1PʬÁʵfÀġȝǴ!ʭǢÀġmĵʲǧǗ8ýď�ţʮ ɿǧ

ǧǗ8æʽǧǗƔÎ!ñ�ɉüʞĵ{ʛ�ʥP0ǭVǧǗPɄ£Àġɠǌǵ˘

ǋįĵǰïƪȍP⑤9�

%"ɺȑhȡđǭʭƱ!ŖƉ�ƞ�

ƻŷŗƸĵǰïƪȍP⑤ñ�Ǹƶɠǌ!ʛɜɺȑhȡʭƱ!Ǩ�ƝʱĘđ

˕ǬɐʛɜEȡȴɯɧ!òƪĽŖ1ɺȑđ˕�ȹÊđ˕�1PɢC�ǉPđC2

ǵđʏƊċhȡ!đʏƊċċƙʈʗŏċƙǵ %��!ƥ�ƆƃEƪ1PĵǰïP

⑤ñ�ˆɠ9�

	"Ƹ^Êjƥ�ſʛ!±ËɇPŖƉƞɖ�

ƻŷƪ1PÀġƔÎ!ý�ſʛƸ^Êj±ËɇPĥj!Ǹ�Ĩ0ɑČǧǗ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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ˍ9ʤʘ8O4ǧǗ8:˓÷ǧǗ8Ŗʪ�ǜæʽɿʘȜ %� ûĕý8ï^PĹ

ġEƸ^Êj!ĽŖûĕȒĐǵƸúđɫòé9�80ɑČǧǗ8Ŗʪ�ǜæʽ

ǧǗ8̱ 9ʤʘȜ^PĹġEǙĶÊj!đǭEýßǉPǯ˄8đC}ɡǶW½

1PƊī0^P˘Ȟ¾ÎK《9Ëƙ!ƪ1P0Ŗʪ�ǜ�ÈɄÊŖȗýďɿǧ

0æʽǧǗȀȔ③!Ɍ�IèmĵʲǧǗ8ýďɿǧǧǗW½æʽǧǗːðĹġ

^PĵǰȀȔ!WƧ�Ëſ£ɵǧǗːðťƫʛǅÖɜPÀġ9�

L8p˂ƀƕ�

���Ķp˂�

ŖȗǱȯǘ0ȞǮċˀ<ɠːę½ċˀƊŹ“ÔaȫŖǵ1®,L2ɤ�ĸ

ɯːęěȫ!Ęɤ�ƔƾǵȺ�8Ɣƾ�Ē8đƕƉƳɱcȜʼǆʛɜŲęÖʀ

ʮŦž9ŖȗǱċˀƊċ�ˀʷ81PɽɾP8ƊȀĔ<[8ȎDȜȫŖ1Pɤ

�ĥjȫ!ɽɾ1Pĸɯɤ�ǵ�Đ8rƇ8đƕ½Ɂƺĥj!ƚȄ�ĥ!Ȅp

1PĸɯÁŃˏƧƉƳ9�

%�īʅp˂�

ʬÁĻʛ˘ĠǁP⑤Öñ�8ˈİ˗ĮƊīǺȰÊǵʢŁ!̀ ªīʅʻ_Ȱ

Ʊ%ƇˋɱZǠ¦Ƭ�!ĻęƊīǟŇƊċȍȀ!ǠÀīʅʻ_ǖ�9WċȍĬ

þP8ċȍĬþP;ː�PǧĬ£ɺȑ01PǵÀġ9�

	�ʅʯp˂�

ȏưFÁƸ�úʅʯĹġ1Pĸɯ!1Pĸɯǵȯʄŧ|©ůđ˕Ĕ8đC

đɫòéȜòȂɯƕĸɯŧ|!B©ůɺȑĸɯ8Ɗƭĸɯ81PƊċƇˋ0ĸ

ɯǵŧ|!W½ǰI01Pĸɯƥ�ǵƊȀȍȀȗˌ8`ȋŖƳā¦Ȝ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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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x��¥�Ī 

ìù¢Ĭ�"Ƈƃƀ¢Ĭ 

G���õµůĬfĴ% 

ê��õµůĬH 6 Ɣ�`Ë�Ăźîƈ�ĂźĜ�ÔXÇë�ĂźƃĚ

¢Ĭ�Ăźú”�Ň@Çë�Ăźřƒ�Ăź>Ɲ�ĘŴ� 

(
) Ăźîƈ 

êůĬ�Ş(Žź���RïĂźj¹À�Ơƌ+Ğłî�¢9dĘf�

*�ƖĞĢ IĹ�:�ęÒÖĂźĞķ��Ăź¹7îƈ�ĂźĞ�ŞÇë

eÝ�j¹ÀrƠƌ+Ğłîr¢9dĘ��ŢâÇë}ĂźĞ¨Ě� 

(�) ĂźĜ�ÔXÇë 

êůĬ�Ş��ĂĄg]ìĜ�ÔXÇë�ĂźƙčĜ�ÔXÇë�Żo

�¼ðĜ�ÔXĹńr�D�őƅĜ�ÔXĹń�ƇƂêůĬĞ��,�L�ę

ÒÖė'ĂźÂĚ2¾v�ÅŜvfĜ�ÔXbBĞ�êłî��L�ęKè

öÐÚƞėŰRïÚƞdy�ŢƜÚƞĞŏY� 

(�) ĂźƃĚ¢Ĭ 

êůĬ�ĂźĘŦ�ĂźƃĚ�ƌRèì~łkŵí�¯ÀĢ��ÞĞ�

ĪM�7Ĺ�:�ęĹń~�ŢWĂź}ŜƧr:ĚƂĬ�iŏƉWĞƕƦ�

ÒÖ�8èÛĞ:Ěźſ�(ž6ĞĊŊCRgÎĂźĞ:Ě¸ŏ�«ƓĂź

Ğ:Ě�q� 

(x) Ăźú”�Ň@Ç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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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ůĬŞā�ęÒÖė'Ăź¸ŏú”ĞdĘ�ãą�òP�ÒÖė'Ă

źÚƞŪáĞ�êãą	đ»g]ì�Ăź©ğ�źŹfĜĀĹń�ĂźÓØ

�w��âŏČĂźĞú”Ūáãą	�Ţ¤şĂźú”)v�ŧ�Ğ:Ě�

�ŢĂźiƢ¸ĘŦ�ĂźfƠƌ+�ÛĘŦ�Ăź@Ę¢Ŕ�ĦĲĘŦ�§

UýK�RïÚƞ�ŪáÚƞfÓƜÚƞĞŏY� 

(!) Ăźřƒ 

êůĬĞġĞå�ęƇƂêůĬĞ����ŢÁÒÖĂźřƒ�ĳSĞĢ

Iģũ�ÒÖĂźřƒÇŏrĂźƒtĳS�Ăź=ƒãĞüħƆÊãąf

=ƒĳS�Ăźƒt£�É ĳSĲÇŏ�§K�
�ĞĂźřƒĶĘÇŏ� 

(G) Ăź>Ɲ�ĘŴ 

êůĬ�Ş�ŢĂź>Ɲf>ƝĞĢIģũ�ÒÖĂź>ƝĘŴÇŏrĂ

ź"Ƈ�Úė�ñ_�ű-Ť��Ï�4ĵĲÇŏ�§K�
�ĞĂź>ƝĘ

ŴĲĶĘÇŏ� 

���Ş�Ÿ¸Ü�Ėŕ 

¢ĬĺŲťĽ�Ƒ¢���ìùX|”Ń�ìù[¢���ĂźĜ�ÔX

Çë�ƨ�Ăźú”�Ň@Çë�ƨ�Ăźîƈ���¬Ø�Ÿ�
��¬Ø

�Ÿ����¬Ø�Ÿ����¬Ø�Ÿ�x��ÿ����ÿ�ŧţ�Ŧß�� 

E�ÿ�ç6�RŞā 

ê��ÿ�ç6�R�173+3�ı�ů�ÀŅb��R�J�� 

û�mī 
�R 

�j��ńţ�NÀK7ÝÐ� 
c¹�Rþ;�%� 

ƇũÜō 

û� 

Ƈũ¶@ů 41.75 24.13 

ƇũFƆů 
(ÿ�ç6Şā) 

10 5.78 

�Ī�Ħů 46 26.59 

��Üō 

û� 
��¶@ů 21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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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Ɔ@ů 
(ÿ�ç6Şā) 

17 9.83 

Ɵ��ŸÜ�Ėŕ 37.25 21.53 

ı�ů�ÀŅb 3  

kţ 1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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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38. 1�����$; 

�0�# 	0�# 

���ƯÞMóƲƧȆ)rÑ

ŻȞř�óƲ¢ňÞ ǝƎ

ƯÞƹƥoƧȆEýǜŭĸ

ŻȞř�óƲ¢qƥoƧ

Ȇ ŎžǸzÒŠƢŻȞř

�óƲ。Ɏ!�

����rŘǸzŻȞř�óƲ。

ɎĤɈƢňÞMǝƎƯÞƧ

Ȇ!�

ɒƹňÞ�3 .�� ɒƹňÞ

�3 .�	 ǈėJň�3  űƘ

ȂMňƛǑǺ�3  ÖÞƓƛ

0 ÖÞƓƛãɑ 0*�

ĺŀ�ňĐư� ³ȷJň ǈėJň űƘǑǺƹňÞ

ƧȆEÌǾÞƜƢãɑīǜE�ƉéǝƎƓƛǴČƢƛǸ

¹ĺŀ!�

��	�rŘǸzŻȞř�óƲ。

ɎĤɈƢóƲÍƪƧȆ!�

ƛȂ�Þ / Ţŋ�Þ / ƈ

�MŹ�īŞ ƍóÍƪ 

ƟóƟÜīŞ .*�

ÌsÞƜéşůŤMƢ§��ť ĆĀ �Ā¹Ƴâė。

ɎƢǺƾǜ�*ĺŀóƲƍ�Þ¹SƍÞÍŝƛȂ*ĺŀ

ŲİƟÜƟț ňÝƟÜƟțƢÍŝƛȂ¹Íŝ�ťŎžE

ÌsÞƜé®ƮƟÜg½MǼȆ¹ȪƝǜ�!�

��
�rŘŻȞř�óƲ13Í

ƪƧȆ!�

şů ƛ / şůȃǺ / Ż

Ȟ�ȮīŞÍƪ*�

ƐĚûǲȬƝşŤƢƔƋ ó[ ƛEĺŀé+Ǡş½¹

şŤȧǮ�ť¹ȃǺƢƛȂƧȆ¹ÍŝŎž*�rÑş Ɵ 

ƈǂǑƥoƛȂƧȆ ȆÃMÃ”ǯȣǜ�¹óƲǺƾǜ

�!�

��(�rÑŻȞř�óƲƢ13

ƧȆ!�

ŻȞŤȮ ŻȞ¥�ş ƛ 

ŻȞ_ɄMƛȖ ŻȞ�Ȯ

óǣÞ ŻȞȅU ŻȞȥ

ƝóƲ ŻȞƟÜĽ�īŞ 

ŻȞǪȺMƺ� ŻȞŰƄ

MǓaīŞ ŻȞř�P3

ƿƛ*�

ĺŀēǱóƲÍƪ¹13ɍËƧȆEĺŀşůƢ+Ǡ ƛ

¹�ťŻȞř�óƲ。ɎƢŎž!�

	��ǼȆM�ťóƲ。Ɏ)

ǜÕÿƝňÞ ǝƎƯÞ¹

óƲƯÞƢÍŝ ƛEȆ

� ǯȣ ýȬȤŊƗƩƵ

�ťŻȞř�óƲɍËƢ

	���ǜÕëňÞ ǝƎƯÞÍ

ŝ ƛȥƝAŻȞř�óƲ。

ɎƢǯȨ!�

ɒƹňÞ�3 .�� ɒƹňÞ

�3 .�	 ǈėJň�3  űƘ

ȂMňƛǑǺ�3  �ō�3

ņǚãȜ -ǓĂŲȃǺ 

ŷ3ȃǺCȂŊD*�

ÌsÞƜǔ¯ȥƝňÞƧȆ�ťM13ƥo。ɎƢǜ�E

ë13。ɎĮȏTňÞ。ɎƢǜ�E�ŴƢňÞĂŲǜ�!

ÌǾÞƜƢãɑīǜEȬȤÞ;EÞƜë¥ð~ÿƝÍŝ

ƢƓƛǴČ¥ƚ。Ɏ �ť。Ɏ¹Ǹz。ɎƢǜ�EsĠ

ƯÞƢⅠǓŎž¹ãȄǁ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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ãɂř�óƲ。Ɏ!�

	�	�ǜÕȥƝŻȞř�óƲÍ

ƪƧȆ¹Íŝ ƛEŤĂóƲ

。ɎƢ�ťŲÊEȆ�¹ǯȣ

ŻȞř�óƲƥoīŞǱǃ!�

ƛȂ�Þ Ţŋ�Þ ƈ�

MŹ�īŞ ƍóÍƪ Ɵ

óƟÜīŞ / ŻȞ�ȮīŞ

Íƪ 0 ƲþȃǺÍƪ Ǻƾ

şƲþȃǺÍƪ / ãɑ �

ō�3ņǚãȜ ŷ3ȃǺ

CȂŊD*�

ÌsÞƜȸérYƢȃǺǱźáĠşŤǀÊƢ¯ƛȪƝE

ýãƚ�ǜȃǺ ȥ�ȃǺ �ȮóǣȃǺ*Ìs�ŴƢ

ş Ɵ ƈǂǑ�ťǜ�*Ìs�ŴƢ�ÞĂŲ¢éƽ�

ŲÊȦVėȅUƢǜ�ErŘ+âƢâėMâȷ�ťǜ�

¹�ŴƢãɑǜ�!�

	�
�ǜÕȥƝşů ƛ īŞ

¹ŎžEȬȤŊƗƩƵEƩƵ

�ťóƲ。ɎEýǩĎŘŅǎ

Ȃ!�

şů ƛ / şůȃǺ / �

ō�3ņǚãȜ ŊƗŰǄ

¢ƯīȂŊx[ ŷ3ȃǺ

CȂŊD*�

ÌsÞƜǜÕȥƝŻȞř�óƲ13ÍƪŲÈ6ƢÍŝƛ

Ȃ¹ãȜƧȆE�âóǣǴƲ �ŴrÑ�ťǸzƚÆó

ǣ。ɎƢǜ�!R\ƝƥoƢĥv¢ÃvȕŋErÑŊƗ

ŰǄMÿƝǜ�EHãɂ6¥ƚ。Ɏ �ť。ɎýǸzã

ɂ。ɎƢǜ�!�


�ȃǺ�ă¥ƙÎ。ɎǸz

ŎŮ)ĺŀÍŝƢ�ōŎ

žEÄǔ¯ȃǺǀãȜ6r

Ř�ŴƢƖƶȃǺǜ�!�


���ǜÿƝşůȃǺ ƛ¹Ŏ

žEȪƝŨ|¹ȃâīŞĴŨE

ƫâşůǂǑ şůɇMƢȃ

ǺŎŮ!ȃǺȤƲ6ǜÕǔ¯

ǗǬǍƅ ƙÎ žČ àj 

fā Tƛƹ�ǅ¿ǃEýĎ

~ªļ§ƢĴŨ!�

şů ƛ / şůȃǺ / ƛ

Ȃ�Þ / Ţŋ�Þ / Bķ

ėMlõ ŻȞ�ȮóǣÞ 

�ō�3ņǚãȜ ŷ3ȃ

ǺCȂŊD*�

=ǸP3Ǌǋƿƛ ȥǮ¢q6ȰďƢǘ3žČ¹žǴY

ǂ*ǜÿƝûƝşůɇȱMƢȃǺƛȂMǺƾŎžȧǮƽ

�şůƢȃǺ*�ŴÅEǜ�ǻȃǺŎŮ ĂƶƥÿƢǺ

ƾŲÊ ǺƾɇMȡǨEǜǗǬ�Ȯóǣ \ƝǓĬ Ǎ

ƅ¹àjƹ。ɎEéş½ ɇMȧǮǎŤȃǺ¹�ōȃǺ!�


�	�ǜȥƝǺƾşīŞéşů

ǂǑĂƶ 
1 Ģ 	1 ŲÊE�Ĳ

ɇMÃ ǰȳÃ!�

�

şů ƛ / şůȃǺ / ş

ů�ÃC3D. şů�ÃC33D

. şů�ÃƄǏ ǺƾşǏ

Ã -ǓĂŲȃǺ �ō�

3ņǚãȜ ŷ3ȃǺCȂ

ŊD*�

ÌsÞƜȥƝčĥǧÃ¢ǺƾşȠMȢ�Ǐ�óƲÃūƢ

ǜ�EýǜɀȌ¹Ǐ�6ƹÒŠƲĀƢɇMÃ¹ǰȳÃ*

Ìs13ȠMƢȧ+ŴÿƝǜ�EȥƝ 0.1�0.5 ȠMĂƶ


1 ŲÊ¹ 	1 óƲÃƢȟķǜ�*ÍŝƢóƲȃǺ óƲ

�ō¹óƲǔ¯ǜ�!�


�
�ǜÿƝɇM�óƢ ƛ¹

ŎžEƛǸ¹ǔ¯óƲĉ»¿

ǃEȃǺşů�ȮóǣƃƲ!�

�

şů ƛ / şůȃǺ / ş

ůóƲMÿƝ ŻȞ�Ȯī

ŞÍƪ ȹóã; şů�

óã; ŻȞ�ȮóǣÞ 

�ō�3ņǚãȜ ŷ3ȃ

ǺCȂŊD*�

ŭĸşů�Ȯ8Ǳ�óŎžƢÍŝ ƛ¹óǣƔƋEųƫ

ȪıŸÉ ɇM�óŎž¢óǣ�ťƢ�Ŵǜ�*rŘ�

Ŵ�ťɇMǎŤóǣėƢǜ�*ųƫȪı�rƮǀ �r

Ţŋ }Z¡ň ��Ɲȷ¢��ƈƢ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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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ōǜ�MƯÞƩƵ)ĺ

ŀŊƗŰǄ ȕŋŧȉ¢ȥ

ƝƚJ`ęīŞǩ¦ƥo

`ęƢÍŝŎžErŘ�ō

ⅠǓEǜÕÍAƯÞ ƛý

ȴƝƯÞŎžéŻȞř�

óƲ。ɎȧǮƩƵEýȬȤ

`ęǔ¯Ď�¯ƛŘŅƢ

ǎȂ!�

(���ǜÕÿƝÍŝƢãɑ ƛ

¹ŎžȃǺãɑŎŮ!�

ƛȂ�Þ / ƟóƟÜīŞ . 

ÖÞƓƛ 0 ÖÞƓƛãɑ 0 

şůȃǺ / ŻȞ�ȮīŞÍ

ƪ ƈ�MŹ�īŞ*�

ňÞŲÊƢĂƶ ƳâėƢ�ŌK¢�ŴŪų。Ɏ*éƄ

ȈǂǑ¢qŤĠŲÈƔė�ťŨâƢ�Ŵǜ�*+âƢƄ

ȈãȜ óƲÿƝǜ�!�

(�	�ǜÕȥƝşůóƲ ƛ¹

ŎžEȬȤňĸ�ť¹`ęǔ

¯EƩƵşƟEº¹ǂǑƢȃ

Ǻ �ȮƹÒŠóƲ。ɎEĎ

�ŘŅƢǎȂ!�

şů ƛ / BķėMlõ 

�ō�3ņǚãȜ ŷ3ȃ

ǺCȂŊD*�

ĺŀşůóƲɍËÍŝƛȂ¹ãȜƧȆƢÍƪ.EéƄȈ

ǂǑ¢qŤĠŲÈƔė�ťŨâƢ�Ŵǜ�*+âƢƄȈ

ãȜ óƲÿƝǜ�!�

)��\ƝƚJór)rŘÍ

ŝƢǺƾƛȂMãȜǜ�E

ǜÕ�ŴȥƝǺƾş�l

ȠM¹13órȠM*ǜÕ

\Ɲȩ“ƢīŞ ȕƊ¹ƚ

J�ťórEųƫ�ť¹Ǹ

zŻȞř�óƲ。Ɏ!�

)���=ǸŻȞř�óƲÞƯ¥

ðƚƕEǜÕÄóƲãȜ6�

Ŵĺŀý\ƝƚJóƲīŞ 

Ŏž¹ór!�

ŻȞř�óƲ13êȂ ş

ůȃǺ / şů�ÃC3D. 

şů�ÃC33D. ǺƾşǏ

Ã ŻȞ�ȮīŞÍƪ �

ō�3ņǚãȜ ŷ3ȃǺ

CȂŊD*�

=ǸŻȞř�óƲƢ¥ð�«¢ƚƕ*ŻȞƯīŝ★¢Ż

Ȟ�ōƢÍƪƧȆ*\ÞƜǜÄ13 Ǯ3 Ǎƅ ƬR

Ƣ¥ðƹŎɉĩ�ųƫâW!�

)�	�ǜÕȥƝǺƾş¹BǙǕ

ƹƚJ`ęīŞórǩ¦`

ęEĺŀŻȞř�óƲȵǱŊ

ƗȕŋƢţƊ¹ǩ¦Ŏž!�

�ō�3ņǚãȜ ŷ3ȃ

ǺCȂŊD*�

�ŴĺŀƚJȃǺŎžEĿɒ�ōȃǺǜ�*13ȠMƢ

ȧ+ŴÿƝǜ�*ŊƗŰǄMÿƝǜ�*óƲȃǺ óƲ

�ō¹óƲǔ¯ǜ�!�

��óƲMƬR)ĺŀǮ3

ƥoƢńƺ žČ¹žǴE

ȅNóƲãȜéƬR f

ā àj žČƢĉ»Eý

ƛǸÿĪįƢȒO!�

�

���=ǸMŻȞř�óƲƥo

ƢīŞŨ| ƧȆEš E3

ńƺ¹žČžǴ!�

ⅠĝȯđasMžČÍƪ 

ŻȞř�óƲ13êȂ ş

ů�ÃC3D. �ō�3ņ

ǚ �ō�3ņǚãȜ ŷ

3ã;*�

=ǸMŻȞř�óƲƥoƢīŞŨ| ƧȆEš E3ń

ƺ¹žČžǴ*=ǸŻȞǮ36ƢōȃÑōóǣƹƢÿƝ

¢Eºȓ_Yǂ*=ǸP3éŝ13FĦƢǱźMśŚE

ÞRH6ĩ�ǝöé13âWȪıƢǜ�EýǜT²ǒ®

13ŲÈƢÞ;eÙ|Ñ*ĿɒóƲãȜǜ� óƲǔ¯

ǜ�¢ǘ3ǃs!�

�	�ǜųƫǼȆŻȞř�óƲ

ɍËōEº ōīŞ ōóǣ 

ōŢŋƢă¥¹ÿƝéAåǳ

2Ơ¹ƬRƢĉ»!�

ŻȞř�óƲ13êȂ Ż

Ȟ�ȮīŞÍƪ ōǜƊŻ

ȞǎŤM ƛ şů�óã

; �ō�3ņǚ �ō�

3ņǚãȜ ŷ3ã;*�

ÌsÞƜĻǄ ¥ƚý\ƝōŎž ōȫċǸzşůóƲ

ɍËƥo。ɎƢǜ�*ÌsÞƜŊ�MƬRĞȆK¢ōŢ

ŋMōóǣéƬRúţƢĉ»ErŘƬRȒOğ*ÌsÞ

ƜÄŻȞř�óƲɍË6ƢƙÎĞȆMªĳǒ¥ðƢȃǺ

ǳ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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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ƙÎ¹ªĳǒ¥ð)ƍƑ

ŻȞř�?3Eǔ¯ãȜȤ

Ʋ6ǜÕǔ¯ǗǬǍƅ ƙ

Î žČ àj fā T

ƛƹ�ǅ¿ǃEǜſȵ^ȧ

ƙÎ¹ƬRªĳǒ¥ð!�

�

��� =ǸÂçƢªĳǒ¥ðģ

ơ¢ƥoƢńƺ¹žƁ žǴ!�

”�Mńƺ Ÿƀ4Ⅰĝ¹

6ÂƔǢƬR89ƛȂYǂ

űȂ ŻȞř�óƲ13ê

Ȃ �ō�3ņǚ ŷ3ã

;*�

=ǸÂçƢªĳǒ¥ðģơ¢ƥoƢńƺ¹žƁ žǴE

ÌsÞƜÄŻȞř�óƲɍË6ƢƙÎĞȆMªĳǒ¥ð

ƢȃǺǳĕ!�

��	�ǜųƫǼȆŻȞř�óƲ

ãȜéAƙÎ¹ƬRªĳǒ¥

ðƢĉ»!�

�

”�Mńƺ ŻȞř�óƲ

13êȂ ƍóÍƪ 13

Ȫaȍ ȬȆlȪȍ ƬR

ãȜCⅠńD3 ƬRãȜCⅠ

ńD33 �ō�3ņǚ �

ō�3ņǚãȜ ŷ3ã;*�

ÌsÞƜĺŀǼȆ”�Mńƺ。ɎƢÍŝƛȂ¹ÍƪƧ

ȆEÞRųƫƢ”�Mńƺ�ťŎž*ȬȤ�ō�3ņǚ

ãȜɊƣƐĚý¡MãɂƢEºȃǺ �ȮƃƲ¢ƿƛE

ÌsÞƜŊ�MƬRĞȆK¢ōŢŋMōóǣéƬRúţ

Ƣĉ»ErŘƬRȒOğ*ÌsÞƜÄŻȞř�óƲɍË

6ƢƙÎĞȆMªĳǒ¥ðƢȃǺǳĕ!ȬȤÞƯƷȗE

ÌsÞƜƧȆƢǭR◆Ȭ¢Ǹzãɂ。ɎƢǜ�E¢éƬ

Rªĳǒ¥ðŘĤȑƗƢȃǺǜ�!�

���ǘ3ǴǦ)rŘFŊƬ

RƯÞǃs ƬRȒOğE

ǜÕÄóƲãȜ6ƛǸý

ȰßóƲǘ3ȯđ¹ǴǦE

òǮȒO!�

��� ƛǸ2Ơǳ FƜǳƢÍ

ŝĞ9¢qĉ»ErŘfāƢ

Yȓ¹ǡÙƢĒƛǃȓEƛǸ

5FÄ�«K¢ƬR ǝƎƙ

Î6ƢÅW!�

6ÂȦƚJ«ǇǱ 〕hⅠ

89Íŝ ƛ Ÿƀ4Ⅰĝ

¹6ÂƔǢƬR89ƛȂY

ǂűȂ ⅠĝȯđasMž

ČÍƪ Yǚ ƬRãȜCⅠ

ńD3 ƬRãȜCⅠńD33 

ÖÞy?ƛȂ ÖÞy?ī

ǜǾǉ*�

ÌsÞƜĺŀǼȆ”�Mńƺ。ɎƢÍŝƛȂ¹ÍƪƧ

ȆEÞRųƫƢ”�Mńƺ�ťŎžE”ĠųƫƢńŽǳ!

=Ǹ〕hⅠ896Â�Ƣ�«ȧƲEǼȆŸƀ4Ⅰĝ¹6

ÂƔǢƬR89ƛȂYǂő〕hⅠ89Íŝ ƛ¹6Âr

Yãɂƥǎ¯Ƣ�«ė〔șƢƛȂĠŦEő〕hⅠ89M

ŐbȧƛȂºȓŗŒǫŗ》6ƢYƚ!ÌsÞƜũƶųƫ

Ƣ2Ơǳ FƜǳ¹Ncǳ!ÌsÞƜYǚpȘE^ȧÞ

Ɯ★YƢųû¥ǚMfā¥ð!�

��	�ǜÕÄóƲãȜ6ƛǸý

ȰßóƲǘ3ȯđ¹ǴǦEò

ǮȒO!�

ƬRãȜCⅠńD3 ƬRã

ȜCⅠńD33 �ō�3ņ

ǚãȜ ŷ3ã;*�

ȬȤŷ3ã;ƹƉiP3 l¹ȃǺ�WȧǮãȜȍɎ

ɊƣȃǺĢƜEãȜEȸéȃǺO�E=ǸƜE ȃǺ6

Ƣãɂě{Eł》ƥoȕŋETáĠŷ3ȃǺCȂŊDO

�eÙ|Ñ ØâÍƪ*ȬȤã;ǽÞƜ=ǸƬR¹P3

éAŷ3ƜƧȆǎŤ¹ǜ�ǃȓƢɈźE¢ŐȎŉǝöƢ

ƧȆǎŤïĔȩÿƬR¥ðɈ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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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¹ÀɁ)rŘǝġ

ƿƛ¹+âƢǊǋƿƛƢ

ǜ�EǜÕÄL°Ǜœ L

°ǷǢƢÀɁ6EȬȤó[

�óãƚÀɁƢn°ƣŨ!�

-���ǜÕųƫǼȆÔÞƯÀɁ

éÒŠóƲ。ɎƢóƲãȜƢ

Ğ9¹[ƝEƛǸ+5ÔÞƯ

ÀɁ6ŵ5ǷǢéAŉ5ÀɁ

ƣŨƢĞ9EǜÕÄÔÞƯÀ

Ɂ6¥ĵ[Ɲ!�

ÖÞy?īǜǾǉ �ō�

3ņǚãȜEăŃãȜC+D 

ăŃãȜC@D ăŃãȜ

C-D ăŃãȜC¾D 

ŻȞř�P3ƿƛ*�

ÌsÞƜéŜţÞ;ƜƂƢÍŝƂ�ǜ�¹éƙÎƢȩÿ

ǜ�EǽÞƜsĠȻƌƢ;Ĝ¹ÌsÀɁ¯[ǁƭ!Ìs

ÞƜƛȂMãȜƥǎ¯ƢħǮǜ�EȬȤÞƯƷȗEÌs

ÞƜƧȆƢǭR◆Ȭ¢Ǹzãɂ。ɎƢǜ�EŗǌĿ�Þ

ƜƢEº�ōȃǺ ǔ¯ǃȓǜ�MÀɁ�[ǜ�!Ìs

ÞƜƢȃǺżȬǜ�EMóƲ ƜE ƿƛƹ®ȱ、�°

¯[Ƣǜ�!�

-�	�ǜMÀɁqIĠ·ŘŅż

ȬEýe~¯ƛ¤ÿ!�

�

ÖÞy?īǜǾǉ �ō�

3ņǚ ƬRãȜCⅠńD3 

ƬRãȜCⅠńD33 �ō

�3ņǚãȜ ăŃãȜ

C+D ăŃãȜC@D 

ăŃãȜC-D ăŃãȜ

C¾D*�

ÌsÞƜǔ¯ȥƝ ôÁ¹ĨÖ÷ÞƧȆEĿɒƛȂǙǂ

ãɂȧǮȃǺƢǜ�*ÌsƖƶ�ť。Ɏ Ǹz。ɎƢǜ

�K¢5FMÀɁ�[Ƣǜ�*ȬȤãȜÌsÞƜƢȃǺ

żȬǜ�EMóƲ ƜE ƿƛƹ®ȱ、�°¯[Ƣǜ�!�

����żȬ)Ɛǉĺŀ+、Ó

ȊEǜɀȌŝ13ÓŊȕ

ŋErŘ�ŴƢÂɂǵȶ¹

ȚŊ�ƢDƃ Ʒ>M¯[

ǜ�EǜÕM3Ơ°Ǯ¢Ƭ

RlQȧǮŘŅżȬ¹D

ƃ!�

�

�����ǜÕȬȤ©×¹<ɉŎ

ĄǯȣǝöƢǳƋ¹8ąEǜ

ÕŁxīŞĭ¶¹ȃǺŊME

ýȧǮ¯ƛ¤ÿ!�

ȬȆlnȪaȍ ŊƗŰǄ

¢ƯīȂŊx[ ŻȞøÆ

ȎŧMɌƄ ŷ3ȃǺCȂ

ŊD*�

ÌsÞƜĺŀÿƝƚJ`ęīŞ¢ȃÑEHÖȷƢŊƗ`

ęƊ6Ĕ | jÅǩ¦ŘƝƢȕŋ`ę*ÌsÞƜÞ;

¹wÞ;Ƣǜ�EÞR\ƝƚJ`ęīŞɒŅƘÅÞ;E

\ÞƜƦųĠTÞ;Ƣ8F*ÌsÞƜǝÞǜ� ƯƩǜ

�¢�ō�3ǜ�*�

���	�rÑ+âƢÂɂǵȶEǜ

ÕƝÓȊȧǮȚŊ�ǛœƢż

ȬMDƃ!�

ÖÞǥȊ 3 ÖÞǥȊ 33 

ǥȊɀȌMx[ ÂɂDƃ

ǥȊµȋ 3 ÂɂDƃǥȊµ

ȋ 33 �ō�3ņǚãȜ 

ŷ3ȃǺCȂŊD*�

ĺŀŻȞř�óƲɍË6ǥȊƢ1Ř±ȇ ǯȣŎĄ!Ì

sÞƜƢȊǹãɂÿƝǜ�EƔ�őµȋǜ�E\ILÄ

G²ó[¹ƬRDĊƔ�őÂɂDƃ6ǜƝǥȊŘŅÅȧ

Ǯ©×¹<ɉƢ`ęDƃ*ÌsÞƜɀȌǥŊŊƗȕŋM

ǥȊŊƴ<xǜ�*ÏĆÞƜǝ8Þ;ǜ�EĿɒǔ¯Ŋ

�ǃsEKȩÿġÂǍƅ¥ð¹ÂɂDƃƢɈǱ!�

����Ɋƣƿƛ)rŘóƲǍ

ƅ ƿƛ ƙÎžǴƹŎɉ

ƧȆErŘ+âƢǸzɊƣ

。ɎƢǜ�¹ãɂó[6

�����ƛǸŻȞř�óƲƂ�

6Ɔ¢ƢȵǱǍƅMƿƛ¿

ǃ!�

〕hⅠ89Íŝ ƛ ŻȞ

ř�óƲ13êȂ ȬȆl

Ȫȍ ŻȞř�P3ƿƛ 

�ō�3ņǚãȜ*�

ǜÕK13ȊǹľȨŻȞř�óƲƿƛƂ�*rÑȃǺȅ

U¹ȃǺżȬƢǜ�*ǜÕɀȌ¹ƛǸȃǺƥoƢ®Ʈž

ČžǴ*ÌsÞƜóƲǴ� Ľ� ħǮƹóƲƿƛ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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ƢǊǋ ƿƛǜ�!�
���	��ŴrÑÿƝóƲƿƛ

¹ǍƅzƺƧȆƢǜ�EǜÕ

ãŏ+âƢƜEīŞǊǋƿ

ƛ!�

�ō�3ņǚãȜ ŻȞř

�P3ƿƛ ăŃãȜC+D 

ăŃãȜC@D ăŃãȜ

C-D ăŃãȜC¾D 

ŷ3ã; ŷ3ȃǺCȂŊD*�

óƲȃǺȅU¹żȬƢǜ�*ǜÕɀȌ¹ƛǸȃǺƥoƢ

®ƮžČžǴ*ÌsÞƜşůóƲȃǺǴ� Ľ�¹ħǮ

ƹȃǺƿƛǜ�!�

�	��ǌ★Þ;)sĠǡÙƢ

Þ;;ĜEéǌ★Þ;Řų

ƫǼȆErŘLŌÞ;¹ȩ

ÿ¥ðƢǜ�!�

�	���éǝ8Þ;¹ǌ★Þ;

ƢēǱėŘųƫƢǼȆ!�

ŻȞř�óƲ13êȂ Ȭ

ȆlnȪaȍ ǘ3ƜƇǴ

�Mî3Ĵê 3 ǘ3ƜƇǴ

�Mî3Ĵê 33 �ō�3

ņǚ*�

^ȧÞƜ★YƢųû¥ǚMfā¥ð*ÌsÞƜéŜţÞ

;ƜƂƢÍŝƂ�ǜ�¹éƙÎƢȩÿǜ�*ǽÞƜsĠ

ĳǒȻƌƢ;Ĝ¹Þ;;ĜEÏĆÞƜǝ8Þ;ǜ�!�

�	�	�ĺŀǝ8ǩ¦`ęƢŎ

žErŘǝ8Þ;¹ȩÿƬR

ªĳǒ¥ðǜ�!�

�ō�3ņǚãȜ ŊƗŰ

Ǆ¢ƯīȂŊx[ ŷ3ȃ

ǺCȂŊD*�

ȬȤãȜÌsÞƜÞ;¹wÞ;Ƣǜ�EÞR\ƝƚJ`

ęīŞɒŅƘÅÞ;E\ÞƜƦųĠTÞ;Ƣ8F*Ìs

ÞƜǝÞǜ� ƯƩǜ�¢�ō�3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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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ŻȞř�óƲ13ȍƲȃǖ¢ņÞǺ�ȧĀǯ 

C+DȬȆņǚȍƲ 

þ¬ ȍƲJƨ ȍƲ±Ʊ 
ȍƲ 
ñė 

ăȍ 
�W 

ÞŐ�ȳ 
Þ� 

ǗŬ 
ǀÊ 

¸ÞŐ 
ƛȂ 
¸ň 

ăȍÞś 
ĘÞŐ ƛȂ ãȜ 

1 140025001 ⅠĝȯđasMžČÍƪ ēa 〕hⅠ89Þ

Ƀ 40 40 0 2.5 ǗȈ 4 10 1 

2 140025002 〕hⅠ89Íŝ ƛűȂ ēa 
〕hⅠ89Þ

Ƀ 40 40 0 2.5 ǗȈ 4 10 2 

3 140030001 6ÂȦƚJ«ǇǱ ēa 
〕hⅠ89Þ

Ƀ 48 48 0 3 ǗȈ 4 12 3 

4 110040010 
Ÿƀ4Ⅰĝ¹6ÂƔǢƬR89

ƛȂYǂűȂ 
ēa 〕hⅠ89Þ

Ƀ 64 64 0 4 ǗȈ 4 16 4 

5 100040015 ÖÞǥȊ I ēa ÓȊǂ 64 64 0 4 ǗȈ 4 16 1 

6 100040014 ÖÞǥȊ II ēa ÓȊǂ 64 64 0 4 ǗȈ 4 16 2 

7 100020048 ǥȊɀȌMx[ ēa ÓȊǂ 32 32 0 2 ǗȈ 2 16 3 

8 100020049 ÂɂDƃǥȊµȋ I ēa ÓȊǂ 32 32 0 2 ǗȈ 2 16 3 

9 100020050 ÂɂDƃǥȊµȋ II ēa ÓȊǂ 32 32 0 2 ǗȈ 2 16 4 

10 090010002 ÖÞǺƾşÍƪ BCƛóǀD ēa ÖňĸMFó

ŔǜÞɃ 16 16 0 1 ǗȈ 2 8 1 

11 090010003 ÖÞǺƾşÍƪãɑ ēa ÖňĸMFó

ŔǜÞɃ 16 0 16 1 Ǘŧ 2 8 1 

12 140002001 ”�Mńƺ(+) ēa 〕hⅠ89Þ

Ƀ 8 8 0 0.25 Ǘŧ 2 4 1 

13 140002002 ”�Mńƺ(@) ēa 
〕hⅠ89Þ

Ƀ 8 8 0 0.25 Ǘŧ 2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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þ¬ ȍƲJƨ ȍƲ±Ʊ 
ȍƲ 
ñė 

ăȍ 
�W 

ÞŐ�ȳ 
Þ� 

ǗŬ 
ǀÊ 

¸ÞŐ 
ƛȂ 
¸ň ăȍÞś 

ĘÞŐ ƛȂ ãȜ 

14 140002003 ”�Mńƺ(-) ēa 〕hⅠ89Þ

Ƀ 8 8 0 0.25 Ǘŧ 2 4 3 

15 140002004 ”�Mńƺ(¾) ēa 〕hⅠ89Þ

Ƀ 8 8 0 0.25 Ǘŧ 2 4 4 

16 140002005 ”�Mńƺ(C) ēa 
〕hⅠ89Þ

Ƀ 8 8 0 0.25 Ǘŧ 2 4 5 

17 14002006 ”�Mńƺ(m) ēa 
〕hⅠ89Þ

Ƀ 8 8 0 0.25 Ǘŧ 2 4 6 

18 14002007 ”�Mńƺ(I) ēa 〕hⅠ89Þ

Ƀ 8 8 0 0.25 Ǘŧ 2 4 7 

19 120010002 Yǚ I ēa Yǚȱ 32 0 32 1 ǗȈ 2 16 1 

20 120010004 Yǚ II ēa Yǚȱ 32 0 32 1 ǗȈ 2 16 2 

21 120010001 Yǚ III ēa Yǚȱ 32 0 32 1 ǗȈ 2 16 3 

22 120010003 Yǚ IV ēa Yǚȱ 32 0 32 1 ǗȈ 2 16 4 

23 540020001 ÖÞy?ƛȂ ēa ÞƜÐ 36 36 0 2 Ǘŧ 2 18 1 

24 070010076 ǘ3ƜƇǴ�Mî3Ĵê 1 ēa ǍƿÞɃ 16 16 0 1 Ǘŧ Ƹ 1 Þś 16 ȍŐ 

25 070010077 ǘ3ƜƇǴ�Mî3Ĵê 2 ēa ǍƿÞɃ 16 16 0 1 Ǘŧ Ƹ 6 Þś 16 ȍŐ 

26 130010001 �ō�3ņǚ 1 ēa �ō�3ÞɃ 16 16 0 1 Ǘŧ Ƹ 2 Þś 16 ȍŐ 

27 130010002 �ō�3ņǚ 2 ēa �ō�3ÞɃ 16 16 0 1 Ǘŧ Ƹ 3 Þś 16 ȍ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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þ¬ ȍƲJƨ ȍƲ±Ʊ 
ȍƲ 
ñė 

ăȍ 
�W 

ÞŐ�ȳ 
Þ� 

ǗŬ 
ǀÊ 

¸ÞŐ 
ƛȂ 
¸ň ăȍÞś 

ĘÞŐ ƛȂ ãȜ 

28 130020015 ȍÓƯīƂ� ēa �ō�3ÞɃ / / / 2 Ǘŧ ÞƜȬȤƥoȍÓƯīƂ�ǩĎÞ

�Eƞ�ō�3ÞɃ▲ȒǼâ! 

ìǺ 732 588 144 41.75     

ȬȆlȪȪaȍƲ�ǯKÞŪŵÞśăȍǯT|Eŝ13ȬȆlnȪaȍŷ3ŗXǱźT 10 Þ�CǞíaȌ 2 5Þ�ǣŞǀlnȪaȍƲEqIǱź¡

Ə"ĠȲó3ÞɃoAȧ+Ŵ�ĆȬȆlnȪaȍƲƿƛƢãŏ�ž#ħǮ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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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ÞƯÍƪȍƲ 

ſ)"ɒƹňÞ#ƹȚÞśȍƲɋ_ĳÞśȿȍƲǀÊþ�+ǟEÚƸ+ÞśȪıƢɒƹňÞCIDA-1E²ǒÞśēɋȪıɒƹňÞ

CIDA-2! 

þ¬ ȍƲJƨ ȍƲ±Ʊ 
ȍƲ

ñė 
ăȍ 
�W 

ÞŐ�ȳ 
(ĘÞŐL¨EăȍɃǂ

ªǝâƛȂMãȜȍ

Ő�ȳ) Þ� 
ǗŬ 
ǀÊ 

Ăǿ 
¸ÞŐ 

Ăǿ 
ƛȂ¸ň 

Ăǿ 
ăȍÞś 

ĘÞŐ ƛȂ ãȜ 

1 020010041 ŻȞř�óƲ13êȂ ēa ŻȞMD

ȬÞɃ 16 16 0 1 ǗȈ 2 8 1 

2 090060019 ɒƹňÞC9DA-1 

 

ēa 
ÖňĸM

FóŔǜ

ÞɃ 
96 92 4 6 ǗȈ 6 16 1 

3 090040015 ɒƹňÞC9DA-2 ēa 
ÖňĸM

FóŔǜ

ÞɃ 
64 58 6 4 ǗȈ 4 16 2 

4 090030004 ǈėJňCID 
ƛóǀŭĸ13

ɈǱȪıăȃ! 

ēa 
ÖňĸM
FóŔǜ

ÞɃ 
48 48 0 3 ǗȈ 3 16 3 

5 090030008 űƘȂMňƛǑǺCID ēa 
ÖňĸM
FóŔǜ

ÞɃ 
48 46 2 3 ǗȈ 3 16 4 

6 090020005 C ƲþȃǺÍƪ 

ſ)®13ŭĸ

13ɈǱȪı! 

ēa ǺƾşÞ

Ƀ 32 32 0 2 ǗȈ 2 16 2 

7 090015001 ǺƾşƲþȃǺÍƪ B ãɑ ēa 
ǺƾşÞ

Ƀ 24 0 24 1.5 Ǘŧ 2 12 2 

8 030040155 ÖÞƓƛ CCşůǀ13D ēa ƟÜÞɃ 64 64 0 4 ǗȈ 4 16 2 

9 030010194 ÖÞƓƛãɑ C ēa ƟÜÞɃ 16 0 16 1 Ǘŧ 4 6 3 

10 010030152 şů�ÃCIDB ēa Ŕǜ�Ȯ

ÞɃ 48 48 0 3 ǗȈ 4 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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þ¬ ȍƲJƨ ȍƲ±Ʊ 
ȍƲ

ñė 
ăȍ 
�W 

ÞŐ�ȳ 
(ĘÞŐL¨EăȍɃǂ

ªǝâƛȂMãȜȍ

Ő�ȳ) Þ� 
ǗŬ 
ǀÊ 

Ăǿ 
¸ÞŐ 

Ăǿ 
ƛȂ¸ň 

Ăǿ 
ăȍÞś 

ĘÞŐ ƛȂ ãȜ 

11 010025105 şů�ÃCIIDB ēa 
Ŕǜ�Ȯ

ÞɃ 40 40 0 2.5 ǗȈ 4 10 2 

12 
010020220 ƛȂ�Þ C ēa 

Ŕǜ�Ȯ

ÞɃ 
32 32 0 2 ǗȈ 4 8 3 

13 
010020221 Ţŋ�Þ C ēa 

Ŕǜ�Ȯ

ÞɃ 
32 32 0 2 ǗȈ 2 16 4 

14 
010020222 şů ƛ C ēa 

Ŕǜ�Ȯ

ÞɃ 
32 32 0 2 ǗȈ 4 8 4 

15 010020223 şůȃǺ C ēa 
Ŕǜ�Ȯ

ÞɃ 
32 32 0 2 ǗȈ 2 16 5 

16 030050138 ƟóƟÜīŞ A 
 

ēa ƟÜÞɃ 80 72 8 5 ǗȈ 5 16 3 

17 010020165 BķėMlõ ēa ŔȮÞɃ 
	� 	�� (� 	� ǗȈ� 	� �� 
�

ìǺ 736 672 6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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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13ēaȍƲ 

þ¬ ȍƲJƨ ȍƲ±Ʊ 
ȍƲ

ñė 
ăȍ 
�W 

ÞŐ�ȳ 
Þ� 

ǗŬ 
ǀÊ 

¸ÞŐ ƛȂ¸ň ăȍÞś 
ĘÞŐ ƛȂ ãȜ 

1 020050001 �ŻȞŤȮ ēa ŻȞMDȬÞɃ 80 80  5 ǗȈ 5 16 4 

2 020020130 ŻȞ¥�ş ƛ ēa ŻȞMDȬÞɃ 32 32  2 ǗȈ 2 16 5 

3 020030081 �ŻȞƟÜĽ�īŞ ēa ŻȞMDȬÞɃ 48 40 8 3 ǗȈ 4 12 5 

4 210025001 ŻȞ�ȮīŞÍƪ ēa ŻȞMDȬÞɃ 40 38 2 2.5 ǗȈ 4 10 6 

5 020015039 �ŻȞ_ɄMƛȖ ēa ŻȞMDȬÞɃ 24 24  1.5 ǗȈ 2 12 6 

6 020025096 ��ŻȞȥƝóƲ ēa ŻȞMDȬÞɃ 40 36 4 2.5 ǗȈ 4 10 6 

7 020015100 ��ŻȞǪȺMƺ� ēa ŻȞMDȬÞɃ 24 20 4 1.5 ǗȈ 2 12 7 

8 020030112 �ŻȞŰƄMǓaīŞ ēa ŻȞMDȬÞɃ 48 40 8 3 ǗȈ 4 12 7 

ìǺ 336 310 26 21     
Ñſ)1.13ŬĒȍƲŨſT7�8*  

2.£ȊȍƲŨſT7�8* 
3.P3tǘņù8ȁȍƲŨſT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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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¾D13ȪaȍƲ 

þ
¬ ȍƲJƨ ȍƲ±Ʊ ȍƲ

ñė 
ăȍ 
�W 

ÞŐ�ȳ 
Þ� ǗŬ 

ǀÊ ¸ÞŐ ƛȂ¸ň ăȍÞś 
ĘÞŐ ƛȂ ãȜ 

�� �����)�	-� ǺƾşǏÃ� OȪ�
Ŕǜ�Ȯ

ÞɃ�

	� �� �� 	� ǗȈ� 	� �� 	�

	� �	��	��-� ƈ�MŹ�īŞ� OȪ�
ŻȞMD
ȬÞɃ�


	� 	�� (� 	� ǗȈ� 	� �� 
�


� �	��	��-�� óƲŢŋMÿƝ� OȪ�ŢƙÞɃ� 
	� 	�� (� 	� ǗȈ� 	� �� (�

(� �	��	��)
� ƍóÍƪ� OȪ�
ŻȞMD
ȬÞɃ�


	� 
	� �� 	� Ǘŧ� 	� �� (�

)� �	��	)�-�� �ƒş ƛ¢ÿƝ� OȪ�
ŻȞMD
ȬÞɃ�

(�� 
(� � 	�)� ǗȈ� (� ��� (�

6 �	��	��--� ŻȞøÆȎŧMɌƄ� OȪ�
ŻȞMD
ȬÞɃ�


	� 	�� (� 	� Ǘŧ� 	� �� (�

7 �	��	��-�� ōǜƊŻȞǎŤM ƛ� OȪ�
ŻȞMD
ȬÞɃ�


	� 
	� �� 	� Ǘŧ� 	� �� )�

8 ����	��)�� ¼�ǥȊ� OȪ� ÓȊǂ� 
	� 
	� �� 	� ǗȈ� 	� �� )�

9 �	��	��
�� ȞǙǕêȂ� OȪ�
ŻȞMD
ȬÞɃ�


	� 
	� �� 	� Ǘŧ� 	� �� )�

�� �	��	��
(� -ǓĂŲȃǺ� OȪ�
ŻȞMD
ȬÞɃ�


	� �� �� 	� Ǘŧ� (� �� )�

��� �	��	��
-� 5.64./ ȊǹÍƪ� OȪ�
ŻȞMD
ȬÞɃ�


	� �� �� 	� Ǘŧ� 	� �� )�

�	�
�	��	����� ŻȞȅU� OȪ�

ŻȞMD
ȬÞɃ�


	� �� �� 	� Ǘŧ� 	� �� �

�
�
�	��	��))� ŻȞǝ�¨ȭ½ ƛ� OȪ�

ŻȞMD
ȬÞɃ�


	� 	(� �� 	� ǗȈ� 	� �� �

�(�
�	���)�		� ŻȞƟÜ¼�� OȪ�

ŻȞMD
ȬÞɃ�

	(� 	�� (� ��)� Ǘŧ� 	� �(� �

�)�
����	�
((� ŻȞ13ǥȊ� OȪ�

Ż Ȟ M D
ȬÞɃ�


	� 
	� � 	� Ǘŧ� 	� �� �

��
�	��	��(�� Ķ�ƛȂM《ĶīŞ� OȪ�

ŻȞMD
ȬÞɃ�


	� �� �� 	� Ǘŧ� 	� �� �

��� �	��	��(� ŻȞ�ȮóǣÞ� OȪ�ŻȞMD 
	� 
	� �� 	� Ǘ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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ȬÞɃ�

���
�	��	��
	� ȞȡǕǐīŞ� OȪ�

ŻȞMD
ȬÞɃ�


	� 	(� �� 	� ǗȈ� 	� �	� ��

�-�
�	���)�
�� ŻȞř�P3ƿƛ� OȪ�

ŻȞMD
ȬÞɃ�

	(� 	�� (� ��)� Ǘŧ� 	� �	� ��

	��
�	��	��(�� ŻȞ�Ȯ 0.2 īŞ� OȪ�

ŻȞMD
ȬÞɃ�


	� �	� 	�� 	� Ǘŧ� 	� �� ��

	��
�	���)�	�� �ŊƗŰǄ¢ƯīȂŊx[� OȪ�

ŻȞMD
ȬÞɃ�

	(� �	� �	� ��)� Ǘŧ� 	� �	� ��

ìǺ�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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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D》6ãȜņÞƙǤǺ�ǯCȍƲ 1-7 TĤŘ13ēaD 

þ

¬ ȍƲJƨ ȍƲ±Ʊ 
ȍƲ 
ñė ăȍ�W Þ� ÅƋ Þś Ñſ 

1 540020002 ÖÞy?īǜǾǉ ēa ÞƜÐ 2 Ūu 1 2¸ 

2 140005001 ⅠĝńŽƛȂȍƬRãȜC+D ēa 〕hⅠ89ÞɃ

CƻD 0.5 Ūu/ŪÓ 2CŪu+èdD 2¸ 

3 140005002 ⅠĝńŽƛȂȍƬRãȜC@D ēa 〕hⅠ89ÞɃ

CƻD 0.5 Ūu/ŪÓ 3CŪu+ŖdD 2 ¸ 

4 140010001 ⅠĝńŽƛȂȍƬRãȜC-D ēa 〕hⅠ89ÞɃ

CƻD 1 ŪÓ 4CèdD 4 ¸ 

5 140002008 ”�MńƺȍãȜņÞ ēa 
〕hⅠ89ÞɃ

CƻD 0.25 Ūu/ŪÓ 
7CŪuÓ+Ŗ

dD 1 ¸ 

6 130020003 �ō�3ņǚãȜ ēa �ō�3ÞɃ 2 

ŭĸ"ĠȲó
3ÞɃÞƜ�
ō�3Þ�Ǽ
âƿƛŕǮ�
ž#CĠóɃ

A2016B102
¬DħǮ 

7  

7 310010004 óƲǃȓǾǉ ēa ãǾÍÅ 1 ŪuãǾÍÅ 2 1 ¸ 
8 310010013 ȹóã; ēa ãǾÍÅ � ŪuãǾÍÅ 2 1 ¸ 
9 010010172 şů�ÃƄǏ ēa Ŕǜ�ȮÞɃ � ăȍÞɃǝâ 2 1 ¸ 

10 310010006 şů�óã; ēa ãǾÍÅ � ŪuãǾÍÅ 3 1 ¸ 
11 020010054 ŻȞŤȮã; ēa ŻȞMDȬÞɃ � Ūu 4 1 ¸ 
12 020020116 ăŃãȜC+D ēa ŻȞMDȬÞɃ 2 Ūu/ŪÓ 1 ¹ 2 �Ň 
13 020040104 ăŃãȜC@D ēa ŻȞMDȬÞɃ 4 Ūu/ŪÓ 3 ¹ 4 �Ň 
14 020040105 ăŃãȜC-D ēa ŻȞMDȬÞɃ 4 Ūu/ŪÓ 5 ¹ 6 �Ň 
15 020020133 ăŃãȜC¾D ēa ŻȞMDȬÞɃ 2 Ūu/ŪÓ 7 ¹ 8 �Ň 
16 020030086 ŷ3ã; ēa ŻȞMDȬÞɃ 
 Ūu/ŪÓ 8 3 ¸ 
17 020130095 ŷ3ȃǺCȂŊD ēa ŻȞMDȬÞɃ �� Ūu/ŪÓ 8 14 ¸ 

ìǺ  3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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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DņÞƙǤ�ȳ+Ƕǯ 

Þ

ü Þś 
ƛȂņÞ ǗȈ 》6ãȜ 

ÖÞy?

īǜǾǉ iÞņǚ ŷ3ņǚ ş� ĘǺ ¸ÞŐ 

(¸) (¸) (¸) (¸) (¸) (¸) (¸) (¸) CA+BD 

1 
1 16 1 0 2 1 0 0 20 25+0 

2 16 1 3 0 0 0 0 20 24+2 

2 
3 16 1 1 0 0 0 2 20 24+2 

4 16 1 1 0 0 0 2 20 21+9 

3 
5 16 1 0 0 0 0 3 20 8+10 

6 16 1 0 0 0 0 3 20 8+10 

4 
7 16 1 0 0 0 0 3 20 5+9 

8 0 0 17 0 0 1 2 20 0+0 

ĘǺ 112 7 22 2 1 1 15 160  

ſ)¸ÞŐ=A+BEq6 A Tēaȍ¸ÞŐCƾžTÞśēaȍĘÞŐ/ƛȂ¸ňDEB T13Ȫaȍ¸ÞŐCƾžTÞśȪaȍĘÞŐ/ƛȂ¸ňDE
LǱëÞś®、ȍƲ¸ÞŐƤļź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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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D®ǀÊȍƲņÞÞŐ Þ��ȳǑǺǯ 

                            
                                        �7/�                          

8.�9 
 

�! �� 
�:�����

�%��%� 
+5 �: +5 �: 

=6��8 �� 588 144 35.75 6 3.5 

�-�,��8 �� 672 64 42 4 2.3 

>��: �*2 �� 0 352 0 37.25 21.5 

����8 �� 310 26 19.37 1.63 0.9 

��<�8(&�"
3') <� 148 124 11.4 5.6 4.5 

=6�<�8(&�"
3') <� 160 0 10 0 0 

�4� 
1878 710 118.52 54.48 

31.5 

2588 173 

ſ)》6ãȜņÞƙǤƖƶǺƾELȵÒǑȀiqIȍƲǀÊ!ƛȂȍƲ ãȜȍƲC´ȍu¹ƖƶDÇ 16 ÞŐǺ 1 Þ�EYǚCI II III IVD32
ÞŐǺ 1 Þ�E》6ãȜņÞƙǤȍƲ 22 ÞŐǺ 1 Þ�!(ſ)q67ÖÞƜy?īǜǾǉ8 7óƲǃȓǾǉ8 7ƬRãȜ8ǀ 7�ō�3ņǚã

Ȝ8 7ŷ3ã;8 7ŷ3ȃǺCȂŊDǀ8LǺiãȜÞŐ)!ĘÞŐ �.ƛóǀÄ 2500-2700EǍƿǀÄ 2200-2500EãȜÞ��ĘÞ�Ŷ]ƛó

ǀɈLìA 30%EǍƿǀLìA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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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ėZä 

-/CŐ%�+���(�

2ĉ-/�ř%Æ/ƧƢ�

Ǝĉ-/�ř%�5097863�4�017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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Ŧw%ęħŦ�

ý8¸P%Æ¸¸©�

-/K�IĿ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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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Ǡİ#ĕ}�ÅĒƆƗ¬yǉ�ĉt?/�ň·ZäK�?/Ŋ�Â#u

ô¸ģĒƆyǉ¸ŗŽ#ǏĻ¿ĒƆ?��ĉt?�Ǣ¤ǃƕƵĹ�”�#Ò

Ŝ7�ǥƨ»ǥ�Ÿ�»ǥ�ÆŚũƴƤŬ�»6�tċt/Ćƃ»ƺ�ƮŚ

ƧƢ�į/ƧƢ!Ʀĉ"�ş:Ʈ§�ŭìŊǏƆ{�ǏũƴŊÎņ£»ƺĆ

¸RŨ#¥igĔ¢»ŊƧƢ¦ŒŎƪ�^ǃŊƧƢńà�ąǓŊƧƢëç{�

0ưŊǊƽqğ{�ĽŬŊƧƢƖŃ{#2�MŴĉ�ÏƑ��ǚƝǐj¬Ŋ

¦ÁÎņ£Æ/ƧƢ@ñ �

ÄPǠİqğ% 

Űqğƕ/ŃŀI�ÂƸ�#�ÅōĒƆƗ¬?/�ĉt?/�ň·Zä

?/Ŋƿǈ�Â¿Æ/ƧƢÎņ£@ñĔƼ±Ǡİ#4ƙ3g¬tċńà�-

/Ŏƪ�/}öƆE�ƼǧŸ�ũƴÆ/ƧƢÄP#�û?�ƧƢÈ�><Ƨ

ƢÈ�ŉǡƧƢÈ�ĕ}ƧƢíƧƢŤńŠ �

:�¥iŋĢ�

ė-/ǒ¿�Åō�Ƙǌ��ŰķŔi�ÂǠİ#ǏĻƂļĒƆƗ¬�ĉ

t?/�ň·Zä?/*ŊĒƆ?��ĉt?�Ǣ¤#¥iĮƼŨŴ�þā-

/¸ŗŎƪ#g¬tċŊƧƢńà��ǘ�Tŧŕ#gĔƼÖŊƧƢtêƆ{�

¼żƆ{�»ƺ~ðƆ{�ŭŮƆ{#Ɔ�I9/�P�-/ƧƢęĞ�ŗ¸

őś�PB9?�®ƛƧƢ�><ƧƢ�ċ�Ó�E�ƧƢŤńŊ¦ÁÎ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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ƧƢ@ñ �

)�į/ƙİ�

į/ŅÎƐÜE*oČǡŊŎƪ�Ɔ{%�

�A-/Ŏƪ%g¬ò»ŊÆŚöĘIƧƢŗ¸¦ŒŎƪ#g¬�>�Ɣ�;Ũ

ŴƜr�ƠmƧƢǖǣŊ¯¸ŗŎƪ&7Ơ2®Æ/ƧƢŊēċìĠ��Â~

á#7Ơ�¾ĔdÆ/ƧƢŊăšĳƜ 7ƠŌd¸ŗŊ¦ėŎƪ �

�Aǖǣqğ%Ɔ°ǁņęħÆŚöĘ�ƧƢ¸Ŋ¦ė�ńyºƧƢČĦ#ǃƕ

őś�qğ�ƧƢtċ#Ɔ°�ŃǖǣÌƠmǖǣ �

	AƧƢ�Ó�Ɔ{%ƆœŜ�EņîRǥ32Þ�ŊtċƧƢâé#ĔĄǃƕ

ņîǠİőś�Ç ƯġIqğ�?�Ó�IƩd#uĬþā?�Ďņãőś

IƩNŊ¦ė�ńIČĳ#Ɔ°ǒ¿@ęŨŴǖǣĀpŌÎŊƧƢƠmČĦ#

Ɔ°vņė-/ŊńƦ�zĲöĘǃƕtċãőśIƧƢ �


AƖƾƆ{%g¬ƼÖŊƧƢƖŃ�ƖƾƆ{#ƆņÛðų��ƢţęƖŃ�

»ľĪ£ŠČÔnœƖƾƧƢâŷ�tê&g¬Ɗ³ŊI?�ƧƢŌdŊƝƞ

MƾƧƢƆ{ �

(AsņŃCÆg%Ɔ°ǆúIsņå×ŊÆg�öĘ�ƵĹƖƾ²Ƈ2Ŋtê�

ÿ“ƧƢČĦ�vņ¯¶RE�ƓùŃ»öĘŠ½MIÿAƧƢČĦ �

)AƧƢIŔi%Ɔ°¦;¯¸ŗŌdŎƪ¿ƧƢIŔiǖǣǃƕŗ¸qğ#�

ńƠǎ�ŖŔiŃƱ#�ĀptċƧƢČĦčƆ]qžƒ¿Ŕi�\Ñ�¹_�

ĳÚE�ĉ�ŊØ� �

Aƀ/ƜƏ%gĔƊ³Ŋƀ/ũi#Řĝǃ�ŊÆTáÐ#0ư}»ŊÆTT

Ǥ#g¬ƼÖŊÆŚêƪ�ÆŚũƴ �

+A1@��ǘ%ƅe�¯¸ŗƄĐ*Ŋ�ǘ2õ÷1R��ǘì�E�ƲƳ@

ŊƟƋ#3�ǘ�Âƶx2¢íÕǢTņ �

�AâéǋÝ�ƴ%gĔīœŊ.ŉƛ�@Ņƛ#ƻÞ\Ñ 7Ơ2��è#g

Ĕ@ĉŔiŗ¸ũi�ŔiƳeë �

��AıǇ%Ɔ°ÀĚƧƢǖǣI/ŉ�ƕ�ŔiagǃƕĔĄıǇ�>Ķ#

�ûĂlƧƢĉĦ�ǛǄ�ơ�ĸđƖƾí�Îüa Ìg¬'ºŊ�ǚƝǐ#

Ɔ°�ƹĉ�ƄĐ*ǃƕıǇ�>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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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ŗöĉŁĨŪƆ{%þā¦ėŊĉŁĨŪ�ƵĊġƫ�-vĂlIġċČ

ĳ#gĔuĬŊŗ¸őśƆ{ �

��Aůƻ¸6%gĔŘĝǃ��ůƻ¸6Ŋêƪ#gĔƈ4¸6�Óø¸6�

ǅÎ�ÂŊƆ{ �

��¸yIý8¸P�

¦ė¸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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Ī¡�ř ¸q ��.�0��% 

ǇƪĆƃ 

Ī¡ 

Ǉƪß[Ʈ 40.75 
������

ǇƪaǆƮ 
!į/ēnƙİ" 

10 
�� ��

¸ŗ¦ŒƮ 28.5 �	��	�

-/Ćƃ 

Ī¡ 

-/ß[Ʈ 32.5 
����
�

-/ǆ[Ʈ 
!į/ēnƙİ" 

25 
��� ��

Ǟ2»ƺĆ¸łƍ 29.2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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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Ć1ōqA�käōqBŗĉ/6ŗŬİŦŉºŖ 

Ĝ�ū`ĮźĞ 
�źƍŌ ū`�OP ėƦ 

�řçĒ #řçĒ 

1.���ĈłƊ 

N�Ù�Ŀ¨Ōßĉ�ƈƃŊ�

�ńłƊ�ū�¢��ŊłƊ&n

ŶvĺAŗŠŽW{ƁRƈƃƳ

ƿ�!Ɓƈƃ���oŁKŷ�ƾ

�	 
�

1.1 �=¨Ōßĉ�ńłƊ�N�+"

¨�ƈƃ��Ŀ¨ŌßĉŘƓ	�

ƕĴà¥�ôþŦŠ�ĩ�B�ł÷

ŦŠ�´İo��ġ´ġ£Ôó�0 ũ

şİ¹ŦŠ�ĩ�B�õã/´ő� 

�`¥ĞģƀŵÉņCō ŸğÃĮ

gŞe¶ŘƀŵƈƒCŸğà¥Ħŧ

ńŠ�gøĥ]ŦŠàØ(�

�`¥ĞÚÜôþŦŠ/´İåƏĦ

ŧCō ŸğôþŦŠ|ĝĦŧźŕ

�ĝģ´1B�ô÷ŦŠ�;ŞĀ_

ĥ]ĦŧCⅠÌB�ĞBoſ´őC

ÚÜĭ¥ÉņåčC�¾´İ�kä

ÎŧC5D�E<´İÔó´P�ĭ

¥Ĩı´PÒ-F¦ģ�ĩ��

Q¥ĞŠĹôİ¹ŦŠïF3lă

ģĂĪģšŧC¥LƊūğŠĹôİ

¹ŦŠũşňcģĸyºğİ¹C�

`¥Ğ�B�ŦŠõãŦŠ4ģě�

Îŧ/�ÖŅ�²ģŦŠřÇ��

 
1.2 !Ɓ��¨�ƈƃĿĆýÓĐ{

p§cÈ�!Ɓ��ćK¨�ƈƃĿ

öőġŽ	!ƁŁK�ŊĿ�ĈłƊ	 

ŦŠÿť�´1ŦŠM1®ť�´1

ŦŠ�� 

EáOIéĪŦŠ/´1ŦŠģÿ

Ç�Ĥģ�Î7�{�ĴC;Ş´1

ŦŠ/^F�Ļĥ]¥ĭ8Ɖģ]

ļ(�`¥ĞéĪŦŠµÑÆƑ_�

ģĦŧ/ÔōCĪ¦òM1ģ¥:å

��Ĥģ(�`¥Ğ´1ŦŠģ�

²{İ��b�Ĝęģ;ŞCĝŞ´

1ŦŠĐuģ6ŗŭ�bª(Žŷ

ļń�¥:CĻ{�4CĘmê´1

Ɛ�HöŦŠ�²ē�ģŎŃCQ¥

ĞĂĪĝŞ´1ŦŠb�ģuq�Ē

ČCÕÜ´1ŦŠģñö�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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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ƳƿVď 
N�²ĺĊĖ¨Ōßĉ{ƈƃ�

Ŀ�ĈmĸƥŷŃō�Vď{ƈƃ

YýĿū` 
 

2.1 ū�²ĺĊĖ¨Ōßĉ{ƈƃ�Ŀ

�Ĉmĸ^�ƈƃþĕ�ƥŷŃō�

Vď	 

 

'|ƈƃmĸ�þġ�(Ċ¨Ō��

'|&Bƈƃ	 

�O�ĹĸƁ�éð¨�ƈƃĿ�Ĉ

mĸ�ĥŌ{þġ� 
�O�Ĺū��'|ƈƃƣŌ�DV

ŤŴ(�'|{Ķ�ĿiƎoŠ��

NćƁR�ť�ƴKŗƳƿĿū`�

�O�Ĺ/��ƋƂîƦ'|&Bƈ

ƃĿmĸ�þġoP Ő��O�Ĺ

¡N:'|ƈƃƳƿĿVďū`	 

 2.2 N�ĔèŃō�VďŞĐƥŷƈƃ

YýĿū`	�

'|õŮƈƃ�Ąū�Ļ'|ŗŠƈ

ƃ�Ąū'|·p�ƿƈƃ	 

ƥ�Ěºg�ĹĿƈƃĸƇ{ƈƃ�

ƛ�Hþ8Ĭp�ĹĿYýƈƃÑƊ

{YýÊƈƃū`��M)xƥŷĴ

ŏƈƃY;��Ʒ'|ƈƃ{M,�

�łƊĿŢvƤĺÚ�ą���Ŀĸ

Ƈ{�ƛ�ń	ƪƣĄū�ĻoĄū

'|·pƈƃƍƿĿ�=�Ɔś�<

�Ĺƥ�Ěéð'|ƈƃĿþġoŌ

±��º¡Ąū'|ĿƄƊū`{V

ďū`�ï。�ĹŢvƤĺČü�¨

Ű�ƫ��ů½ŐłƊƥŷĄū'|

ƈƃĿ�ƛū` 
3.ƈƃ/·pū` 
Ņŏ�/ƁRŀĒĺÖƻĞ��

Ä�ĿYýƈƃÉÐ�ūć÷ƥŷ

ĺÖƻĞŃō��Ǝđ�Vď�

'|·p�Ɖ1�ZĚéð'|“

ĺÊŃō�Ɖ7Ŀ�Ĉmĸ�þ

ġ�ū�Ʋ¡(ĊŗŠKŗƳƿï

UŁ²ĿƈƃƁRþĕ�ū�[ĺ

Ĉ��ĿĸƇ{_ĠßĉƥŷY

ýÊŃō�ƈƃ	ū�Ƥĺ�Ś�

�Ÿ{û�ŐTŅć÷�ŸƢ'

|ƈƃ{Ŕĸþĕ	 

3.1Ņŏ�/ƁRŀĒĺÖƻĞ��Ä�

ĿYýƈƃÉÐ�ūć÷ƥŷĺÖƻ

ĞŃō��Ǝđ�Vď�'| 
·p�Ɖ1 

ƈƃÄĸ��'|ĺÖ:、ƈƃ�'

|&Bƈƃ�ƿ�Ąū�¦'|ŗŠ

�ƿƈƃ�Ąū'|·p�ƿƈƃ	 

ƥ�ĚĸƁƈƃ�ħƕťÄĸĿK

ŗ�ĸƁ��Ŀƈƃ�ĿTX��O

�ĹĸƇ��ƛŁŞvĿÜŷū`�

�O�ĹłƊĿŶ5ƔƪoƁR�Ʒ

ƳƿĿū`�đƵûĵƖü�[ĺ?

ÌƖīĿū`�ºƎ�ĹŢvƤĺ¨

�ƈƃ��¬ŝ�=ƣĿ��łƊ�

ƥŷŗŠgƈƃ�ĆŜïh�ĹĿ'

|Yýƈƃ�ŢvŘƓū`��ƶi

;ū`	 

825 



 

  

4.ŸƢū` 
N�ƟºĿƈƃŸķ{ŸƢū`�

ūĺÁ×ş��ƃœĊŸķ��Ĳ

Ę�Őþ¸TŅ�ŸƢƈƃÉš

{YÑ�N�Ů�Ŀ�'|ƈƃŁ 
KĿžſ6Ƣƈƃū`	 

4.1N�ƟºĿƈƃŸķ{ŸƢū`�

ūTŅ�ŸƢƈƃÉš{YÑ� 
ŢvƈƃŸƢ�ƈƃ�� 

�O�ĹĿ�ĈƈƃŸķū`�ºƎ

'|ƈƃĿ�ĈŸķmĸ{þġ	 
�OŎƴ¼:Éšū`��Oş^{

Ƶƌ¨Ō�ēĿ�Ĉū`��O�Ĺ

¨ŌÑƊ�N�Ɣ¿�Üŷ��^�

ĒTĿÑƊ	 

4.2N�Ů�Ŀ�'|ƈƃŁKĿž

ſ6Ƣƈƃū`	 
'|¼Èƈƃ 

�O�Ĺ¡'|�ż¼ÈĿÐƐ�Ƅ

łoYƫū`�éð'|ƫ�őľ�

þġ�>ÛŰĉƈƃ�¨Ō^ƫŁK

łƊ�ū�ƁR¼È�'|aū�Ş

Ď�Čü�¨ŰĿKŗ�ū�Ĕèĺ

ÖƻĞ�Ó'|�żƈƃþĕ	 

5.<ĺķ-¨N 
ū�Ʃå�<ĺÍ»Ŀ¨N�ßĉ

{ƖīŸƢ�Ŭ�ĿYÑ�íùƈ

ƃþĕ�[ĺ��:/oŵäķ� 
ßĉŐ�6�í*ƈƃþĕ	 

5.1 ū�Ʃå�<ĺÍ»Ŀ¨N�ßĉ

{ƖīŸƢ�Ŭ�ĿYÑ�íùƈƃ

þĕ 

ƃœĊş��¯Ƽƈƃƞ0�ƃœĊ

�šƫ�ƈƃ 

�O�ĹéðÅźĿƃœĊş^¨Ō

�ĿłƊ��O�Ĺéð®Ż#šƞ

0¨N�ƥŷ'|Ŀ#šƫ�ƈƃŸ

Ƣ�¡'|Ŀ�żƫ��ČƓŸƢ�

E¾÷ĐĿƃœĊƠdƈƃū`	 
�O�Ĺéð®ŻĿ�šƞ0¨N�

ƥŷ'|Ŀ�šƫ�ƈƃ�ŹƮƈƃ

/o¨Ō�ƈƃĿ�š¶Ęū`�é

ð²ĺŗŠ·pĿ�Ĉßū	 

 5.2 ū�[ĺ��:/oŵäķ�ß 
ĉŐ�6�í*ƈƃþĕ	 

CI ƈƃ�ñ¾ñCŰĉ	 

�O�Ĺ3�¼ƐőWū`�ƈƃū

`�ƁR²ĺ�ŊĿžſ6ƢĿ�Ĉ

¼¸Ƴƿ�ƅ�ĹĸƁı¸ƈƃĿm

ĸ�êıß©	�O�Ĺéðñ¾�

ñCĿ�Ĉó;łƊ�İśéð��

įŁĊĿñ¾ß©���ñCĊĿâ

ñß©Ő	�O�ĹĿñ¾�ñCY

;ū`�ņśñ¾Ŀ�Ĉa³��O

�Ĺ�ƈƃY;�ĿļƼÒ�ū�'

|ƈƃ�ĭĤƤĺļƼƋ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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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ƈƃ�Ň5 
ū��A��ŊŁKłƊ¡ƈƃ

�Ň5ƳƿƥŷŊ�Vď�vĸƁ

ƯuŉŇ5ķƐ��ïUYýƈƃ

þĕÿūDVŤŴ¡Ň5�Bµ�

�H�ġÀ/oûgĿ¾}	 
 

6.1ū��A��ŊŁKłƊ¡ƈƃ�

Ň5ƳƿƥŷŊ�Vď�vĸƁƯu

ŉŇ5ķƐ��ïUYýƈƃþĕÿ

ūDVŤŴ¡Ň5�Bµ��H�ġ

À/oûgĿ¾} 

Ąū�¦'|ŗŠƈƃ�Ąū�Ļ'

|ƈƃ�Ąū¨�ƈ�ƈƃ 

�O�ĹNćýĿƈƃĸÇ{ŁKĹ

'^;łƊ�HƼéðĄū�¦'|ŗ

Šƈƃ/o¨Ű�^;ĥŌ�ųÂ¡�

¦ĺ|Yýƈƃ�ŃpĿū`	 
<�Ĺ!ƁĄū¨�ƈ�ƈƃĿ�Ʒ

Ƥ;ƣŌ�ĸƁßĉ�Űĉ�ƈƃ�û

gĿŁBKŗ�Ĭp�Ĺ¡¨�ƈ�'

|ƈƃĿLƘ��O�ĹŭſĿƈƃÑ

Ɗ�ï。žſ�ţū`�<�ĹZĚN

�Ąū¨�ƈ�Ŀƈƃū`	 

7Ŧ�ŽŲ 
NćŮ�ĿŦ�ŘO�ŋčƥqĿ

¨;È´��Əb�Ŀ¨;;ǀ�

N�ƟºĿ¨ŌÑƊ{¨ŌŘƓ	 

7.1 źĞNćŮ�ĿŦ�ŘO�ŋčƥ

qĿ¨;È´��Əb�Ŀ¨;;ǀ�

N�ƟºĿ¨ŌÑƊ{¨ŌŘƓ	 

ƄƊ�=�Ĝ��=�Ĝ�ƈƃ
Ƈ

û� 

�O�Ĺŭ�ū`�ŊŃū`oYý

Y�ū`�ï。��ĹÉÐŘƓoŢ

vVďƳƿĿū`��Oć?ÌÑƊ

Ŀ�ćYƫÊĿ�ćŢvÉšū`�

ćŇ5ƒ2ÒĿ(Ø	ƪƣĜ��

=�ĩG3��It{ƈƃj8ƥŷ

�ƛƍƿƽŀƈƃÕĹ'�ƛ�Ʋ¡

ƈƃ2b�!ƁĹ'�ƈƃ�Ŀ�Ʒ

ÏS�ôƺŁKƖü���ÓĜ�ƈ

ƃ
Ƈû�2bA�T�����ń�

ƪƣĜ�ƈƃ�ï。¨�ƈƃĿ�Ĉ

ßū�ƥ�ĚİÎ�Ƥĺ{HƼƔ¿

��ßĉĒT�ï。Ɣ¿��ßĉĒ

TĿŭſ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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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ƶ 
Ū2���ŊũĂ�Ŀ�ƶ�Þ

á�:��ƶÓy/oƑƒ(Ŀƀ

ů���ƶp§Ɨ]��Õ¹ƾ;

ĺ	 

8.1 Ū2���ŊũĂ�Ŀ�ƶ�Þá

�:��ƶÓy/oƑƒ(Ŀƀů�

��ƶp§Ɨ]��Õ¹ƾ;ĺ	 
ƈƃŔĸ�Ĝ�ƈƃ
Ƈû� 

ĸƁ{éðƈƃŔĸĿ�ĈėÇ�3

�¥ƼĿƈƃŔĸ�ƽŀ¥ƼĿƈƃ

Ŕĸ�ƈƃƉ7�ƈƃğƪ{ƈƃŁ

KĿuŉġÀġŽŐ�źP ��O

�ĹƈƃŽW�ƈƃì^�ƈƃÜŷ

ŐƈƃŔĸū`�ƨ²Ô�Ň5��

�ŝĦĿƻĞ��/xĿŦ�ĹĨ

AT�	�O�ĹŢvƤĺ�ª�{

Ý�¬�łƊ�ï。ĸƇŧŗ�Ʒƥ

ŷƈƃĿū`��OĴŏVďƳƿ�

ƁRƳƿĿū`/o�(��ƶi;

Ŀū`	 

9. ÉÐƭÃ|Ɠ 

NćęŅĿ�Ľż�(Ĺż�ƝÄ

Bµ	!Ɓ���Ï�Nć(ûŇ

5Ŋ�ŘO{Ň5ƒ2Ò	 

9.1 NćęŅĿ�Ľż�(Ĺż�ƝÄ

Bµ	!Ɓ���Ï�Nć(ûŇ5

Ŋ�ŘO{Ň5ƒ2Ò	 

 
¼e�öő�ĝģ�ÉÐ{��ĳů

Ň5��ĸƇ:ŗėƇ�ǂFÉ��

�ĈmĸėƇ 

�O�ĹéðƄƊ¼e�öőƳƿĿ

�ĈĸƇ{�ńłƊ��5ęŅĿ¼

e�öőVďþġ��O�Ĺ!Ɓǂ

FÉ����gĿlsƥŌ�ƄƊĝ

ģ�ÉÐ{��ĳůŇ5��ĸƇ:

ŗ”ǂFÉ���Ĉmĸ{��N:

�ƷŁŞvĿlsÊǁƙĿĸƇÓ

Đ��O�Ĺéð+ĸƇ��ƛŁŞ

vĿƀ´ërŗŠĿǂFÉ��ĸƇ

øŨ�ū�+ú:�àðǂFÉ��

ĿŖň�Ɠ��ĈĸƇ{þġƇmX�

ïhÉÐĸƇŘO{ƬơÉšū`	 
 

828 



 

  

10. ğƪ 
ū�£�ċƈƃƳƿ��Ľwŷ

oŇ5I4ƥŷć÷ğƪ{&ĥ�

fæòQƈƃûĕ�ƸƦpƂ�Ī

ăŸƢÕ~²ç.	°N���Ŀ

�ƷžƱ�ū��ƚûgũĂ�ƥ

ŷğƪ{&ĥ	 

10.1 ū�£�ċƈƃƳƿ��Ľwŷ

oŇ5I4ƥŷć÷ğƪ{&ĥ�f

æòQƈƃûĕ�ƸƦpƂ�ĪăŸ

ƢÕ~²ç.	°N���Ŀ�Ʒž

Ʊ�ū��ƚûgũĂ�ƥŷğƪ{

&ĥ	 

Ąū'|·p�ƿƈƃ�Ĝ��= 

<�Ĺƥ�ĚéðĄū'|ƈƃĿþ

ġoŌ±��O�ĹŗŠÉŤƳƿĿ

ū`�ï。�ĹŢvƤĺČü�̈ Ű�

ƫ��ů½ŐłƊƥŷ'|ƈƃĿ�

ƛū`�<�Ĺū�N��ÓŒj'

|Ŀ·p�ƈƃĿ�Ĉßū	ƪƣĜ

��=�ƅ�Ĺ!ƁŇ5{3�¡A

Ĝ�ĹłƊŞĎ{ū`ŘƓĿƻĞ�

oÿƎúŭ«ĿłƊŞĎ¤Æƨ²Ň

5p§ƻĞ	 

11.ŜƝ�= 
Nćŋčƥq{ŜƝ�=ĿÑƊ�

Nćŭ��=�·ã�={ƨ²p

§Ŀū`	 
 

11.1 ūęŅƄƊŭ��=ĿưźÊ{

ƧƜýłƊĿÑƊ�NćŜƝ�=°

ƨ²¨�ƈƃýp§ĿÑƊ 
ƈƃŔĸ�Ĝ�ƈƃ
Ƈû� 

ĸƁ{éðƈƃŔĸĿ�ĈėÇ�3

�¥ƼĿƈƃŔĸ�ƽŀ¥ƼĿƈƃ

Ŕĸ�ƈƃƉ7�ƈƃğƪ{ƈƃŁ

KĿuŉġÀġŽŐ�źP ��O

�ĹƈƃŽW�ƈƃì^�ƈƃÜŷ

ŐƈƃŔĸū`�ƨ²Ô�Ň5��

�ŝĦĿƻĞ��/xĿŦ�ĹĨ

AT�	�O�ĹŢvƤĺ�ª�{

Ý�¬�łƊ�ï。ĸƇŧŗ�Ʒƥ

ŷƈƃĿū`��OĴŏVďƳƿ�

ƁRƳƿĿū`/o�(��ƶi;

Ŀū`	 

�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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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ŦŠM1ŬİŦŉ~ß¥Šhź»Ŗ 

AFBŽŧßŌŬİ 
 

¹� ŬİGħ Ŭİ�į 
Ŭİ 
³Ê 

½Ŭ 
yM 

¥ègƄ 
¥g 

Ŋü 
Ļ� 

�¥è 
ĝť 
�à ½Ŭ¥ð 

Ë¥è ĝť §Ų 

1 140025001 ÉÍƁÄT`/čÁ�ĩ ÆT 
ƓWÉ67¥

ƌ 40 40 0 2.5 ŊŨ 4 10 1 

2 140025002 ƓWÉ67�ò|ĝÿť ÆT ƓWÉ67¥

ƌ 40 40 0 2.5 ŊŨ 4 10 2 

3 140030001 4�ŹĜG�Ŀŗ ÆT ƓWÉ67¥

ƌ 48 48 0 3 ŊŨ 4 12 3 

4 110040010 
“ď2ÉÍ�4�ĘŐĬL67

ĝťOļÿť ÆT ƓWÉ67¥

ƌ 64 64 0 4 ŊŨ 4 16 4 

5 100040015 ¡¥œũ I ÆT �ũļ 64 64 0 4 ŊŨ 4 16 1 

6 100040014 ¡¥œũ II ÆT �ũļ 64 64 0 4 ŊŨ 4 16 2 

7 100030005 ¡¥œũ III ÆT �ũļ 48 48 0 3 ŊŨ 4 12 3 

8 100020003 ¡¥œũ IV ÆT �ũļ 32 32 0 2 ŊŨ 4 8 4 

9 090010002 ¡¥ŠĹô�ĩ B ÆT Sĭļ 16 16 0 1 ŊŨ 2 8 1 

10 090010003 ¡¥ŠĹô�ĩ§Ɣ ÆT Sĭļ 16 0 16 1 Ŋù 2 8 1 

11 140002001 ¿v/Þĵ(F) ÆT 
ƓWÉ67¥

ƌ 8 8 0 0.25 Ŋù 2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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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ŬİGħ Ŭİ�į 
Ŭİ 
³Ê 

½Ŭ 
yM 

¥ègƄ 
¥g 

Ŋü 
Ļ� 

�¥è 
ĝť 
�à ½Ŭ¥ð 

Ë¥è ĝť §Ų 

12 140002002 ¿v/Þĵ(=) ÆT ƓWÉ67¥

ƌ 8 8 0 0.25 Ŋù 2 4 2 

13 140002003 ¿v/Þĵ(+) ÆT ƓWÉ67¥

ƌ 8 8 0 0.25 Ŋù 2 4 3 

14 140002004 ¿v/Þĵ(�) ÆT 
ƓWÉ67¥

ƌ 8 8 0 0.25 Ŋù 2 4 4 

15 140002005 ¿v/Þĵ(@) ÆT 
ƓWÉ67¥

ƌ 8 8 0 0.25 Ŋù 2 4 5 

16 14002006 ¿v/Þĵ([) ÆT ƓWÉ67¥

ƌ 8 8 0 0.25 Ŋù 2 4 6 

17 14002007 ¿v/Þĵ(*) ÆT ƓWÉ67¥

ƌ 8 8 0 0.25 Ŋù 2 4 7 

18 120010002 OŌ I ÆT OŌƂ 32 0 32 1 ŊŨ 2 16 1 

19 120010004 OŌ II ÆT OŌƂ 32 0 32 1 ŊŨ 2 16 2 

20 120010001 OŌ III ÆT OŌƂ 32 0 32 1 ŊŨ 2 16 3 

21 120010003 OŌ IV ÆT OŌƂ 32 0 32 1 ŊŨ 2 16 4 

22 540020001 ¡¥d<ĝť ÆT ¥Ğ� 36 36 0 2 Ŋù 2 18 1 

23 070010076 ŋ1ĞđŚh/±1×® 1 ÆT Łĺ¥ƌ 16 16 0 1 Ŋù ĳ 1 ¥ð 16 Ŭè 

24 070010077 ŋ1ĞđŚh/±1×® 2 ÆT Łĺ¥ƌ 16 16 0 1 Ŋù ĳ 6 ¥ð 16 Ŭè 

25 130010001 käk1ßŌ 1 ÆT käk1¥ƌ 16 16 0 1 Ŋù ĳ 2 ¥ð 16 Ŭ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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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ŬİGħ Ŭİ�į 
Ŭİ 
³Ê 

½Ŭ 
yM 

¥ègƄ 
¥g 

Ŋü 
Ļ� 

�¥è 
ĝť 
�à ½Ŭ¥ð 

Ë¥è ĝť §Ų 

26 130010002 käk1ßŌ 2 ÆT käk1¥ƌ 16 16 0 1 Ŋù ĳ 3 ¥ð 16 Ŭè 

27 130020015 Ŭ�ĭÔĐu ÆT käk1¥ƌ / / / 2 Ŋù 
¥ĞŽŷĥ]Ŭ�ĭÔĐuŔÂ¥

gCĠkäk1¥ƌŮůš¦�¼ţ

Ŧŉnĳ 7 ¥ð� 

¯Š 716 572 144 
 

40.75 
 

    

ŽŧZŻŻTŬİiŖH¥ûĄ¥ð½ŬŖ5fCòM1ŽŧZ\ŻTŬĆ1îNŗĉ5 10 ¥gAŏ°Tū 2 3¥gőóĻZ\ŻTŬİC^Fŗĉ}

ĕ Ïƃ´1¥ƌ]>źFăs¾ŽŧZ\ŻTŬİĺĝģ§ærč!Ó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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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ĭ�ĩŬİ 

¹�� ŬİGħ� Ŭİ�į�
Ŭİ

³Ê�

½Ŭ�

yM�

¥ègƄ�

¥g�
Ŋü�

Ļ��
�¥è�ĝť�à�½Ŭ¥ð�

Ë¥è� ĝť� §Ų�

�� �������-�´1ŦŠM1®ť� ÆT�
Câ/Ŧ

Š¥ƌ�
�� �� �� �� Ŋù� 	� �� ��

	� �-��(���(�ƕĴà¥A7B0��� ÆT� Sĭļ� (� 	� 	� (� ŊŨ� (� �� ��


� �-��	��)-�ƕĴà¥A7B0�	� ÆT� Sĭļ� 
	� 
�� 	� 	� ŊŨ� 	� �� 	�

(� �-��	���)� 0 İ¹ŦŠ�ĩ� ÆT� Sĭļ� 
	� 
	� �� 	� ŊŨ� 	� �� 	�

)� �-���)����ŠĹôİ¹ŦŠ�ĩ � §Ɣ� ÆT� Sĭļ� 	(� �� 	(� ��)� Ŋù� 	� �	� 	�

+� ����
���)�´İo�/ 0.1� ÆT�
Câ/Ŧ
Š¥ƌ�

(�� 	(� 	(� 
� ŊŨ� 
� �� 	�

�� ���(���	�÷Ï�ĩ� ÆT�
Câ/Ŧ

Š¥ƌ�
(� 
	� 
	� (� Ŋù� (� �� 	�

-� �
��(��
)�ġ´ġ£Ôó 0� ÆT�ġ£¥ƌ� (� )�� � (� ŊŨ� (� �� 
�

��� ����
��))�´İq¥ �� ÆT�ôþ¥ƌ� (�� ((� (� 
� ŊŨ� 
� �� 
�

��� ����(��+��ôþŦŠ�ĩ .� ÆT�
Câ/Ŧ

Š¥ƌ�
(� )�� � (� ŊŨ� (� �� (�

¯Š� ()� 
)� ���� 	��)� � � � �

ĎDŖ4úĎ�5M1üÅŬİC85�ũŬİC95K1a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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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M1ÆTŬİ 

¹�� ŬİGħ� Ŭİ�į�
Ŭİ

³Ê�

½Ŭ�

yM�

¥ègƄ�
¥g�

Ŋü�

Ļ��
�¥è� ĝť�à� ½Ŭ¥ð�

Ë¥è� ĝť�§Ɣ�

�� ���	���+� żś/žc� ÆT�
Câ/ŦŠ¥

ƌ� 
	� �� 	(� 	� Ŋù� 	�� �� ��

	� �����)	�	� ´1ŦŠ�� ÆT�
Câ/ŦŠ¥

ƌ� 	(� 	(� �� ��)� ŊŨ� 	� �	� 	�


� ����
���	� Ň�ŦŠŖŶ� ÆT�
Câ/ŦŠ¥

ƌ� (�� �� 	(� 	�)� ŊŨ� (� ��� 
�

(� ���
���	� ŠĹô+ņſ�ŦŠ� ÆT�
Câ/ŦŠ¥

ƌ� (�� 	(� 	(� 
� Ŋù� (� �	� 
�

)� ����
���	� �B�õã/´ő� ÆT�
Câ/ŦŠ¥

ƌ� (�� 
	� �� 	�)� ŊŨ� (� ��� 
�

� ����	)��	� �Cô´İ¥� ÆT�
Câ/ŦŠ¥

ƌ� (�� 
	� �� 	�)� ŊŨ� (� ��� (�

+� ����
��+� �B�ŦŠ|ĝ/åč� ÆT�
Câ/ŦŠ¥

ƌ� (�� 
	� �� 	�)� ŊŨ� (� ��� (�

�� ���
���+� ŠĹô+ņ´İŦŠ� ÆT�
Câ/ŦŠ¥

ƌ� (�� 
	� �� 	�)� Ŋù� (� ��� )�

-� ���	)���� �B�ł÷ŦŠ� ÆT�
Câ/ŦŠ¥

ƌ� (�� 
	� �� 	�)� ŊŨ� (� ��� )�

��� ���
���
� B�¿ÈŦŠ� ÆT�
Câ/ŦŠ¥

ƌ� (�� 
	� �� 	�)� ŊŨ� (� ��� )�

��� ����	���	� B�uÈ²īŦŠ� ÆT�
Câ/ŦŠ¥

ƌ� 
	� �� �� 	� Ŋù� (� �� �

�	� �����)��	� ´1ŦŠM1œũ� ÆT�
Câ/ŦŠ¥

ƌ� 	(� 	(� �� ��)� ŊŨ� 	� �	� �

�
� ����
����� �B�A?ŦŠ� ÆT�
Câ/ŦŠ¥

ƌ� (�� (�� �� 
� ŊŨ� (� �	� �

�(� ����	���
� ŦŠĺĝ� ÆT�
Câ/ŦŠ¥

ƌ� 
	� 
	� �� 	� ŊŨ� 	� �� +�

¯Š�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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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ĊũŪcźƋŢŀ� � JŻ�
Câ/ŦŠ

¥ƌ�
(�� �� 
	� 
� Ŋù�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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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ƏŦŠŴI� � JŻ�
Câ/ŦŠ

¥ƌ�
(�� 	(� 	(� 
� Ŋù� (� �	� 
�


� ����	�	� ÝÀÝVőó� � JŻ�
Câ/ŦŠ

¥ƌ�

	� 	(� �� 	� Ŋù� (� �� 
�

(� ����	���(� A?ŴIÔó�ĩ� � JŻ�
Câ/ŦŠ

¥ƌ�

	� 	(� �� 	� Ŋù� (� �� (�

)� ����	�	-� 03 ŦŠ� � JŻ�
Câ/ŦŠ

¥ƌ�

	� 	(� �� 	� Ŋù� (� �� )�

� �����)��
�
ŦŠāű�  JŻ (û�ƈƃ

�ƹ 	(� 	(� �� ��)� Ŋù (� � )�

+� ����
���� ĢƏŦŠ� � JŻ�
Câ/ŦŠ

¥ƌ�
(�� 	(� 	(� 
� Ŋù� � �� )�

�� ����	���� ğÐOƔŦŠ� � JŻ�
Câ/ŦŠ

¥ƌ�

	� 	�� �	� 	� Ŋù� (� �� �

-� ����
���+� ëōB�ŦŠ� � JŻ�
Câ/ŦŠ

¥ƌ 
(�� �� 
	� 
� Ŋù� � � )�

��� ����
����� A?ŦŠ´P�� � JŻ�
Câ/ŦŠ

¥ƌ�
(�� �� (�� 
� Ŋù� (� �	� �

��� ����
���-� 042Ôó~ºğ� � JŻ�
Câ/ŦŠ

¥ƌ�
(�� 	(� 	(� 
� Ŋù� � �� +�

�	� ����
��	�� ëōB�ŦŠ´P�� � JŻ�
Câ/ŦŠ

¥ƌ�
(�� �� (�� 
� Ŋù� � � +�

�
� ����	���+� âwśŝ� � JŻ�
Câ/ŦŠ

¥ƌ 

	� 	�� �	� 	� Ŋù� (� �� )�

�(� ����	����� âkŦŠ�ĩ� � JŻ�
Câ/ŦŠ

¥ƌ�

	� �� �� 	� Ŋù� (� �� )�

�)� ����	)��)� �ėgø/�ėŦŠųw� � JŻ�Câ/ŦŠ (�� �� 	(� 	�)� Ŋù�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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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ƍ4§Ųß¥ěŒŠhŖAŬİ 1-7 5ÑïM1ÆTB 

¹� ŬİGħ Ŭİ�į Ŭİ 
³Ê ½ŬyM ¥g �Ĕ ¥ð �Ď 

1 540002002 ¡¥d<ÔōŢŀ ÆT ¥Ğ� 2  ûb 1 2 � 

2 140005001 ÉÍÞċĝťŬĬL§ŲAFB ÆT ƓWÉ67¥ƌ

AĶB 0.5 ûb/û� 2Aûb+
«UB 

2 � 

3 140005002 ÉÍÞċĝťŬĬL§ŲA=B ÆT ƓWÉ67¥ƌ

AĶB 0.5 ûb/û� 3Aûb+
íUB 2 � 

4 140010001 ÉÍÞċĝťŬĬL§ŲA+B ÆT 
ƓWÉ67¥ƌ

AĶB 1 û� 4A«UB 4 � 

5 140002008 ¿v/ÞĵŬ§Ųß¥ ÆT ƓWÉ67¥ƌ 0.25 ûb/û� 7Aûb�+
íUB 

1 � 

6 130020003 käk1ßŌ§Ų ÆT käk1¥ƌ 2 

ýØ Ïƃ´1

¥ƌ¥Ğkä

k1¥gš¦

ĺĝìŕrč!

AÏ´ƌ

"2016#102 �B

Óŕ 

7 2 � 

7 310010004 ´İĽŰŢŀ ÆT §Ţ�� 1 ûb§Ţ�� 1 1 � 

8 010020181 ŦŠĽÛ� ÆT�
Câ/ŦŠ¥ƌ�

	�
ûb�

	� 	 ��

9 160010004 ôþŦŠŬİŦŠ� ÆT�
Câ/ŦŠ¥ƌ�

��
ûb�

(� � ��

10 010020183 ”çőóŊ¬/ŦŠ�
ÆT� Câ/ŦŠ¥ƌ�

	�
û��

(� 	 ��

11 ����	���(� šŧ§:�
ÆT� Câ/ŦŠ¥ƌ�

��
û��

)� � ��

12 160020016 B�Ā�oP� ÆT�
Câ/ŦŠ¥ƌ�

	�
û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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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0040003 Ć1§:� ÆT�
Câ/ŦŠ¥ƌ�

(�
û��

�� ( ��

16 160120001 Ć1ŦŠAťâB� ÆT� Câ/ŦŠ¥ƌ ���
ûb�

�� �( ��

�Š  29. 25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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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ð�

ĝťß¥� ŊŨ� ƍ4§Ų�
¡¥d<

ÔōŢŀ�
X¥ßŌ� Ć1ßŌ� ôu� ËŠ� �¥è�

�� � �� � �� � �� � �� � �� � �� � �� �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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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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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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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ËŠ� ��	� +� 
�� � � �� � ��� �

Ģ+z�ÿ ����M� � �Å@ƍz�ÿ�� ���Ʃ@ƍz�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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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Ļ�Ŭİß¥¥è�¥ggƄńŠŖ 

                                    ƍŌÊƓ 
@ƌŕ\ 

�ÿ �V 
�ƛ�VkË�Vě

=
%� 
ĸƇ �ƛ ĸƇ �ƛ 

ƪƊÅ@ƍ Å@ 572 144 35.75 5 3.01 

�Ŋ�ńÅ@ƍ Å@ 356 100 22.25 6.25 3.77 

ƺ��ƛø�Ķű Å@ 0 198 0 29.25 17.62 

��Å@ƍ Å@ 376 144 23.5 9 5.42 

��Ʃ@ƍ(Ĝ�Ć9źĞ) Ʃ@ 164 236 10.25 14.75 8.89 

ƪƊIJƩ@ƍ(Ĝ�Ć9źĞ) Ʃ@ 128 32 8 2 1.16 

vƃ+ 

1596 854 99.75 66.25 

39.87 

2450 166 

ĎDƍ4§Ųß¥ěŒĚĲŠĹC.ƅ�ńŤX^FŬİĻ��ĝťŬİ�§ŲŬİA�Ŭb�ĚĲB� 16 ¥èŠ 1 ¥gCOŌAI�II�III�IVB32
¥èŠ 1 ¥gCƍ4§Ųß¥ěŒŬİ 22 ¥èŠ 1 ¥g�(ĎD^45¡¥Ğd<ÔōŢŀ6�5´İĽŰŢŀ6�5ĬL§Ų6Ļ�5käk1ßŌ§

Ų6�5Ć1§:6�5Ć1ŦŠAťâBĻ6.ŠX§Ų¥è)�Ë¥è|jIĝ´Ļ� 2500-2700CŁĺĻ� 2200-2500C§Ų¥gzË¥gąRĝ´

ĻƎ.¯> 30%CŁĺĻ.¯>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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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ģNè 

 ";š4080204 

%Ē "�Ū4ĥĲŖ´Ëū 

ƙĒ "�Ū4 Mechatronic Engineering; 

µũǤŶ4Ëµ 

Ŷi4ĥĲŶ 

Ą-µG4Ëµµ© 

 "Dr�ōƖ4ĥĲŖ´Ëū "ęǷ÷�ÊŝzǁËūÎĐƑ¤\ƪ

dƳň "/Ƿ÷�ÊŝƉ�čǱƳň "��ÊŝǷ÷ ĖĚǔģũǹĭÖ

Ŕ¢ťƚ "3ģ "MöîǚÍ#tƝ�ťƚ¤ƑB"�ÊîË¾gũùĠ

ǪU�3=ĥ�6ÖŔ&Ė�3ºė5ĐƝ�3y�Ƒ63¤\ZĠĥĲ/Ŗ

´/“kƉ�Ɠmř¥ÅÖŔ¢ËūùĤ6ô0�

ÈGǮĹcĪ4ĥĲŖ´ËūęũùǹǕ�Æ=�µũŜ1ǢĆř5Ō3

õţ,FƆřµũcŶ3ǬƷùĤōň06I0¤\ĥŖƃ�3ąĉĥĲË

"Ɣpt/ŖmŖ´�ƪŴĥÖŔŲùĤ3Ɠ�œ56ż9.ĥĲŖ´5�ř

Ưƪkǖ/Ú�/ÖŔŢŮ�œ5ŵŒŲËJřÖŔ¢ËūùĤ6ô3 "ġ

o0u£��¼ñŘřƢ«kǖ"�Ŗ´Nè5"0ŚlFƆřĥĲnËÌ¨

n,ĕř]Ń35�řnËóĶ)ǓŅơĕùĤò;Ğ3ĥ/ŖùĤřƝ�4

�ǁĨǁ3ǫŞï�Ë"řǶã�Æ3ōięǍaÓĨkǖ"řǊŎÉƿ3

KßĥŖĖǰř6ôƋ�¯ÐČw3ģ "Ã"ř'ƣǴ£&4ĥĲ�Ư«�Ǟ

Ë/>�>Ơ�Ë"Ɣpt/Ŗ´ùĤ�xÀI�ǬîŖǄ/ĕƓņŲ0�

//¤\ŚĬ�

įă�Êŝ�îǚÍv92ƥdŻƣ=�%�kǖ ���
 �Êƞpƪd3�

ƄŖ´Nè�Ƣ«kǖ#$87ź5"3Ǟňǰ�ĝƓkǖƔptœ5żřÈ

Gƍ3ģ "¤\ǑÖŦE'(ő;tÙƯǮƣ3à/ĝ/I/ƌ/qSǰ�

Æ3Z«ĥĲ/“k/ƪŴĥŲµũř¥ģŒƮ�¥ŤşƲƓm3¤\ZĠĥ

ŖƉ�ÖŔƓm39.ĥŖ5��ŸƆƯƪkǖ�ËūÖŔŲËJ3ZĠg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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ŷŧ�ºǅƓmřÖŔ¢ËūùĤ6ô0�

9/ĸ"ƣĹ�

ģ "µœ'ƣµ*đµ�Y:ŜXřƔŉũµşƲ=�ĥŖŸƆ/ĥĲ

kǖ/“kř¥ģŒƮ�¥ģşƲ3Ć�ĥŖËūÎř¥ģƬŽ3Z«�ĥĲ

Ŗ´ËūǴ£ǝ9.Ưƪ/kǖ/ùĤÚ�/ËūÖŔ/œ5žſ�ŵŒř¥

ģƓm0&ǑÖƂŁŦE�ÆřǮĹ�Măµĭ6ô¤\¹G�6ô¤\ŚĬ3

”bģ "ĸ"ƣĹ4�

� �ËūşƲ,Z«ĥĲŖ´Ëū�đµ/ƔŉũµŲŜXşƲ3Ŕ0ƨ_

ĥĲŖ´ËūǴ£ř¬ĦËūǥǵ0�

� �ǥǵcĪ,Ɠ®ÖŔđµ/Ɣŉũµ�ĥĲŖ´Ëūũµř¥ģ�Œ3

Ʋi/Ơǉ¬ĦřĥĲŖ´Ëūǥǵ�ÔǔǋīǦĒŏ3ǏƞŢŮcĪ3=ƛß

ĠďƃƮ0�

� �Ưƪ�Ú�ƨ_Ėı,Ɠ®Ưƪǡ¿ĥĲŖ´Ǵ£ř¬ĦËūǥǵřƨ

_Ėı3ƯƪŇǂō¹ǮĹřŸƆ/{Q1Ǚ?2ðËƗĿū3ÔƓ®�Ưƪ

ŐƘ%IőgĕìƲ3ƎƜŦE/PØ/¸S/ļÞ/Ēt=�Ő§Ų�Ź0�

	 �ŢŮ,Ɠ®¥0ĥĲŖ´ËūǴ£řũµ�Œ�Ėļ3ÔǜŔĠXũµ

Ėļ¿¬ĦËūǥǵǏƞŢŮ3ZĠk¹ºǸĖı/ǏƞºǸ/ªŒ�cĪđ

ăřƓm3ǔǋNèƉ�ƛßĠďƃƮ0�


 �KŔő;ËZ,Ɠ®ǡ¿ĥŖ5�Ưƪ%ř¬ĦËūǥǵ3Ú�/ǒÿ

�KŔéÜřùĤ/ƾņ/ő;ËūËZ�NèùĤËZǏƞËūƯƪľp0

sĀ¿¬ĦËūǥǵřǳŀ�Ĵþ3ÔƓ®ŒƨYÄǪæ0�

� �Ëū�ŦE,Ɠ®¥0ĥĲŖ´ËūŜXƒěşƲǏƞ�ŒcĪ3Ʊ@

 "Ëūºǅ�¬ĦËūǥǵƨ_Ėı¿ŦE/PØ/¸S/ļÞ=�Ētř

Ý�3ÔŒƨÖøýřƼA0�

� �Ő§��āƇ�Æ,Ɠ®Œƨ�Ʊ@ĥĲŖ´ËūǴ£ř¬ĦËūǥǵ

ř "Ëūºǅ¿Ő§/ŦE�āƇ�ÆřÝ�0�

 �Ə"ƥƚ,ZĠ6ĒŦEũµŹ\/ŦEƼAí3Z«�İřĎĻ�å

ëŹƽ/ļÞìƲ�ŦEƼAí3Ɠ®�Ëūºǅ%ŒƨÔǘ·ËūƏ"Ǘà

�ŜXƥƚ3ÇƞŜÖƼ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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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ǧ,Ɠ®�µũƒě:ř�ǧ%øý$I/�ǧî�=�ƻ

Ƽ6řƧƖ0�

�� �ĺǔ,Ɠ®Ã¬ĦËūǥǵ�"ŗ�ƞ�ŦEUCǏƞĠďĺǔ�4

Ŀ3sĀĊ^û��ƯƪĒŭ/ǩǐ�Ʃ/ńĜƠǉð�ÖĂ<0ÔZ«6¹

ř�ǨƦǟ3Ɠ®�ǃĒtƒě:Ǐƞĺǔ�4Ŀ0�

�� �ǲŚŵŒ,ZĠ'āB"òǮřşƲƃĩ3ZĠũµŢŮ/ùĤÚ��

ËūƯƪřžſŵŒƓm/ĺǔƓm�yƹƓm3ÔƓ�µũŐ§%ÖŔ0�

�� �ƀǆµ*,ZĠƔ'µ*�ƀǆµ*řìƲ3Ġ�Ĕµ*�ǑÖ�Æř

Ɠm0�

�/ "µk�Ą-µG�

¥ģµk4	Ó3µ*ÓǪğǣ�ǀǋ���Ó3ğŠ�H0���Ó0�

µœOŇĐµƪdƥ¹řğHµc3ǉjĸ"ƣĹ3Ű�µGĄ-řĠX

ƥ¹3��ĭµG³�E”bµGŕƶ3ƂĭµG³�E»¹�İ�Ą-Ëµ

µ©µG0�

2/'Ñµũ�

ĥĲËū/“kũµ�Ëū�

V/ "ĮáƸū�ų8�

ģ "ĮáƸūW  Ǥ3sĀ4ŒƮmµ/ĥĲ�Œ/ĥĲƯƪ/“kË

ū¥Ť/ĥĲËūŀƳùĤ/ĥŖFp�“k/ĥŖŸƆƯƪ/ĥ�6ùĤ¥

Ť�

� ŒƮmµ4ģƸūřAoęKµœąĉǯmµ/ǌpµ/pmµŜXş

Ʋ3}ąĉƽň/ƽňŸ�fIĥĲǌp1sĀÒƟ2ř¥ģƥÞ�YŢŮĖ

ļ0hĵµEKŔǎ3ŒƮ�Ėļ�cĪ/ƨ_ËūºǨǥǵ1sĀú63ų

{řËūºǨǥǵüƺ&ŒƮmµĴ¢23&µ*�ƇƸūõ²âƣř¥Ť0

�Ę3ƃ�ģƸūřōň3Ľì¤\µœřǈư�Ō'(!ŗƤ3¤\µœř

ƫşƓm0�

� ĥĲ�Œ4ģƸūę6Ǥµũ¥ŤƸ3Yōňę¥ŤŒƮ�ËūºǨř

ƃ�3ǮƣŔjŌŒ/đµ/mµ/ĥĲk��Ëūħē�ĥĲkǖ¥ŤŲR

OƸūřşƲ3ƵƸūŢŮĥĲ%ĥĩřƃĩ�ǌp3=�ĥ�řƃĩ/�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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ƽǠ�ǌpƥÞ0�

� ĥĲƯƪ4ǔǋģƸūřµ*3KµœZĠƓÖŔÏŔĥĲǭǙ?řƯ

ƪŒƮ�ƪŴĖļǏƞų{ĥĲƯƪ0'ƣsĀ4ĥĲƯƪ¥ŤŒƮ/ƐĆǙ

c/FpǙc/ǇŸǭǙ?�Y¶ǭ?Ų2$Ėǰ]½3Ɠ=°ď`e/Û×

ĭĮ3Á�ƪŴ=�ƃĩ�đƪŴ�ǒÿ5�Ęs�,ÖŔĬ`/ƥƚ�ùĤ

ƾēīƴƓm¤\Ų]½0�

	 �“kËū¥Ť4Ƹū8ƁĥŖ“kŸƆřđµĴ¢ÙůĖļ3¥ģƥÞ

�ŢŮĖļ3¤\µœř“kŒƮcĪ/đµÙĴ�ƪŴ�“kĂĬ�Ŭ/ã/

`.řƯ¹ŲĖǰřƓm3±¹ŒƮcĪ�ĖļƮřŜX¥ŤşƲ0�


 ĥĲËūŀƳùĤ4Ƹūǔǋ¿�ŶFí�ř�Œ/ƃĩ/ŀǠŖǄ�

ÖŔĖļřƭƨ3KµœąĉÏŔFí�ř¥ģ�Œ/ÖŔ¥Ť3ÔhĵZĠ

ĳŀ�“kŸƆƯƪřƓm3&ĩÙĥŖ6ItŸƆõ:¥Ť0�

� ĥŖFp�“k4Ƹū8ƁĥŖFp“kǯä�päōæ5śĿŖĥ�

4ĿŖĥřËJ�Œ/ōæ�YÖŔ5[¢řÏŔH~Ŗ�3œ5ĥĲ“kż

ǄřƯƪĖļ=�Ŗpĥ“kżǄřƯƪĖļ�Q�?řǒÿ�e��ƊūÕ

“k��ÖŔùĤ0�

� ĥŖŸƆƯƪ4ģƸūř'ƣAoęKµœ,ƨ�ŊêĥŖ6ItùĤ

ř¥ģŒƮşƲ3ąĉĥŖ6ItŜXùĤ]½3Z«ĥŖ6It5��ŸƆ

řƯƪ/ƹƳŲĖǰřËJƓm0ƣĹµœSǰ,ƨ�ąĉlĢòµƸū�ģ

ƸūřƐŸ3ÔƓ®9ŸƆËūřƧ×b�3ǌŔĥĲ/“k/ƪŴĥŲŜX

ŒƮùĤ3ǏƞĥŖ6It5��ŸƆřƯƪ/ƹƳ0�

 ĥ�6ùĤ¥Ť4Ƹū8ƁË"ĥ�6ř¥ģşƲ�ŜXŒƮ]½0¤

\µœąĉË"ĥ�6řƊū¥Ť/ċJ/ƹƳ�ƈOŲĖǰřƓm0�

7/'ƣºǅæĐµŐƘ 

'ƣºǅæĐµŐƘ4ƫƲº*/ĥĲnËº*/œ5º*/ĥĲk�ŀ

ƅ/ŖËŖ´Ɖ�ºǅ/ĥĲƯƪƸūƯƪ/ő;kǖùĤºƬ/ĥ�6Ɖ�

ºǅ/ĥ/Ŗ/łřƉ�ºǅ/ĸ"º*/ĸ"Ưƪ1ƮĒ2Ų0 

'ƣƸūºǸ4�ĥĲËūŀƳùĤ.ƸūºǸ/�ŖË�Ŗ´ùĤ.Ƹ

ūºǸ/�ĥŖŸƆƯƪ.ƸūºǸ/�{ŋĥ�Œ�ÖŔ.Ƹūº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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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Ëū¥Ť.ƸūºǸ/�ĥŖFp�“k.ƸūºǸŲ0 

T/ĸ"ğHµcƣĹ 

ģ "ĸ"ğHµc4173+31ű/Ƹ¦2µc3Y%4 

Ĵ¡�Ū µccǛ |çµcķL1%2 

ǔƲĐƑ 

Ĵ¡ 

ǔƲâOƸ 40.75 23.6 

ǔƲUǒƸ 

(ĸ"ğHƣĹ) 
10 5.8 

µũ¥ŤƸ 48 27.7 

 "ĐƑ 

Ĵ¡ 

 "âOƸ 21 12.1 

 "ǒOƸ 

(ĸ"ğHƣĹ) 
17 9.8 

Ǭ%ºǅĐµŐƘ 36.25 21 

ű/Ƹ¦ 3  

�ƪ 173+3 100 

����
�	��� 

µœƕÂĠ "ƫ�ř6ŨƏ"ƾİư+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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Ɓ6ǧ�ƘǽƄ�

;ǽȗƽ� ǧ�Ò|~ìŻ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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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úƽƲ▲/z×ŧŹƫá

úƽªŐã"ǨƛƺãǄưwƲ

▲*ƩBȅ�ŧŹƫáúƽɓÑƮ

ØŨúƽ《ɔ#�

	�	"ǌǛŀņŐã"Ǩƛƺã"ŧ

ŹƫáúƽÓƵÀ46Ʋ▲*�ĺŻ

ěÀ�ŮŖƇ#�

ɘǄŐã"ǒĝLŐ"ŻƣȌPŐƧ

Ǜȇ"ÜãƞƧ"ÜãƞƧèɗ#�

ŀņ�Őĕƻ�"ºȿLŐ"ǒĝL

Ő"ŻƣǛȇǄŐãƲ▲*Ò|ãƨ

ƮèɗĲǧ*�ƒîǨƛƞƧȀĒƮ

ƧȅÀŀņ#�

	�
"ǧÛðŐã"ǨƛƺãPŧŹ

ƫáúƽÓƵÀ46Ʋ▲ưǘ¶*Ʃ

BŧŹȍȇ"�ȶªyǨ��ɓÑƮ

ØŨúƽ《ɔƮżÐĉǁÀƄȅ#�

ƧȌ�ã"ūœ�ã"Ɛ§Pƃ�"

ƚúÓƵ"ƫúƫáĲŦ"Ń�úƽ

ÓƵ"ŧÃHǌǛĉżPTƱ#�

Ò|ãƨîŧŹŭQƮ®��Ů"Č

“"�“Àƾçĝ《ɔƮȇǈǧ�I

ŀņúƽƚ�ãÀZƚãÓťƧȌI

ŀņżĸƫáƫȦ"ŐâƫáƫȦƮ

ÓťƧȌÀÓť�ŮŖƇ*Ò|ãƨ

îµƹƫánÃQȈ▲ÀȳƩǧ�I

ŀņǗ{Ń�ƧȌƮÓťŻě"Óť

ƧȌÀÓť�ŮŖƇ#�

�	�("ǧǚȭƩúƽÓƵÀť46ɓ

ÑƮŧŹƫáúƽĲŦ"ƫáĲŦ"

Ń�úƽĲŦ"g²ÖƧPȇǈŧĆ

ƩĲŦǄ46Ʋ▲*�ŮÀńȱØŨ

ŧƫǌǛƮ~ËǤǌPưCďÂ#�

�

ŧŹ¨Ƨ"ŧŹȍȇ"ŧŹ�ȶĲŦ"

ŧŹúƽƍȓĲŦ"ŧŹúƽūœª

ƚÖƧ"ŧƫZ�PŃ�"£Ɲŧ¨

ƧªĆƩ"Ɛ§Pƃ�ĲŦ"ȭ�Ń

�ǌǛ"ŧÃHĲŦÓƵ"ŧÃHŃ

�ĲŦ"ŧƫǌǛȍȇ"ŧÃHǌǛ

ĉżPTƱ"ƦL�ȶĲŦèȊ#�

ƜġĀǾȵƩŧŭƮƟƘ"úa¨

Ƨ*ŀņî-ǪŧÃÀŧŭȰǺ�Ů

ÀȍȇƮƧȌƲ▲ÀÓťŖƇIz×

ŧ"ƫ"ƐǌǛưwƧȌƲ▲"▲Ê

PÊĎǻȫǧ�Àúƽȇǈ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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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ɔ�Ů/ǧÛĆƩŐã"

ǨƛƺãÀŧŹƫáúƽƺãƮ

Óť¨Ƨ*▲�"ǻȫØŨƮŧŹ

ƫáúƽ《ɔ�ăȵȬŰ》ŒƢ*

ȰǺƴǀ�Ů*NǴēšŎǘȌ#�


�	"ǧĉǁØŨŧƫǌǛ《ɔƮż

Ð*îżÐƮŽƶĝȰǺȌȎ*�Ů

y9ƮwɁƥǮÀďÂÆǍ#�

ɘǄŐã"ɘǄŐã"ǒĝLŐ"Ż

ƣȌPŐƧǛȇ"�ŕ�6ŏǥèȧ"

Ɓ6ȍȇ(ȌŒ)#�

Ò|ãƨǟ¶ȭƩŐãƲ▲�ŮP

46ưw《ɔƮǧ�*ð46《ɔĵ

ș:Őã《ɔƮǧ�*�žƮŐãĉ

żǧ�#ÒȊãƨƮèɗĲǧ*ȵȬ

ã=*Ò|ãƨĆƩÓťƮƞƧȀĒ

¬Ʀ《ɔ"�Ů《ɔÀȅ�《ɔƮǧ

�*|ħƺãƮĜǞŖƇÀèȎǋ

Ƹ#�


�
"�ŮȯEÆǍªƥǮîØŨ《

ɔƮďÂŧ�ĩȀĒ#�

�

ƧȌ�ã"ūœ�ã"Ɛ§Pƃ�"

ƚúÓƵ"ƫúƫáĲŦ"Ń�úƽ

ÓƵ"ŧŹĽ�ã"2 ƽąȍȇÓƵ"

ȇǈŧƽąȍȇÓƵèɗ"ŧŹĽ�

ã"Ɓ6ȍȇ(ȌŒ)#�

Ò|ãƨɀîz_ƮȍȇǽƄæħ

ŧŭǊÐƮ¶ƧȳƩ*ăèƦ�ǧȍ

ȇ"ȭ�ȍȇ"�ȶúǭȍȇIÒ|

�žƮŧ"ƫ"ƐǌǛ�Ůǧ�IÒ

|�žƮ�ãĉżªîǇ�żÐȮ

\ĝȏ[Ʈǧ�*zš-çƮçĝP

çȿ�Ůǧ�À�žƮèɗǧ�#�


�("ǧȭƩÓƵƧȌÀúƽƲ▲*

Ņ�ȅ�ØŨŧŹƫáúƽ《ɔƮ

Ŗŷ*ăȓÊŋȰ#�

�

ŧŹ¨Ƨ"ŧŹȍȇȗƽȍȇ"ŧƫ

ǌǛȍȇ"ŧÃHŃ�ĲŦ"ŧŹȍ

ȇ"ŧŹ�ȶĲŦ"�ŕ�6ŏǥè

ȧ"ŧƫZ�PŃ�ǟ¶èȧ"ŧŹ

ōɌȑŔĲŦ"£ƝŧĆƩĲŦǟ¶

èȧ"Ɓ6ȍȇ(ȌŒ)#�

Ò|ãƨǧÛȭƩŧƫ46ÓƵż

Ï9ƮÓťƧȌÀèȧƲ▲*�çú

ǭȀƽ"�žz×�Ůȅ�ƦÍúǭ

《ɔƮǧ�#XbƩưwƮĬ�ªÊ

�ȟœ*z×ŒƢźǎPĆƩǧ�*

JèɈ9¬Ʀ《ɔ"�Ů《ɔăȅ�

èɈ《ɔƮ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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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ȍȇ�Ċ¬ȅ�Ŗŷ/ǧÛ

ȍȇɀîŧŹƫáɓÑƮØŨú

ƽ《ɔƮȅ�Ŗŷ*ȍȇƕȣƟç

〔ƄƮǌǛ"£n(ȹQ)ĩúǭ

ƌƽ*ăǧÛËȍȇƥǮ9_Ʀ�

ŕĥ▲*ǢǷƷX"m”"år"

ƇĒ"Œ�NªƥÔǄÆǍ#�

(�	"ǧÛŵľØŨúƽ《ɔƮȅ�

ŖŷƶçưĆƮúƽȍȇƮƯűP

S�#�

�

ŧŹ¨Ƨ"ŧŹȍȇ"ŧŹȍȇȗƽ

ȍȇ"ƧȌ�ã"ūœ�ã"tüȻ

¶PĲŦƍȿ"Ń�úƽÓƵ"£Ɲ

ŧ¨ƧªĆƩ"ŝǧ�ȶǨ��ǌǛ"

ŧÃHĲŦÓƵ"ŧÃHŃ�ĲŦ"

ŧƫǌǛȍȇ"ŧÃȁȃªĆƩ"4

6Sȳȗ"Ȉ▲è="�ŕ�6ŏǥ

èȧ"Ɓ6ȍȇ(ȌŒ)#�

?ȅU6ǔǕǉƧ"ȭǺªy9ȸĔ

Ʈǣ6ƇĒÀƇȀ_ǌIǧĆƩĀƩ

ŧƫGÁɎȹQƮȍȇƧȌPȇǈ

ŖƇȰǺǇ£ŧƫGÁƮȍȇI�ž

Ì*ǧ�çȍȇŖŷ"ĉǁưĆƮȇ

ǈżÐ"ȇǈɎQȪǳ*ǧǢǷ�ȶ

úǭ"bƩǞĳ"ǗƎÀårǄ《ɔ*

îŧÃ"ɎQȰǺǘŭȍȇÀ�ŕȍ

ȇ#�

(�
"îīŅ�ƮǯāŖŷȰǺ�Ů"

ȌȎ*Nƶç¶ƧƮȅ�Ŗŷ#�

�

ŧŹ¨Ƨ"ŧŹȍȇ"ŧŹȍȇȗƽ

ȍȇ"ŧŹ�Ê"ȇǈŧǙÊ"ŧÃ

ȁȃªĆƩ"ú6ŧÃHǠƽªĆƩ"

�ŕȍȇ��«◆ "ŧÃHǌǛĉżP

TƱ"�ŕ�6ŏǥèȧ"Ɓ6ȍȇ

(ȌŒ)#�

Ò|ãƨîŧƫǌǛ9ÓťƮúƽ

ȍȇ"úƽ�ŕÀúƽǟ¶ǧ�*ƺ

ã《ɔȰǺ�ŮăŅ�ȅ�ŖŷI��

(�("ǧÛȰǺŖŷƮĲŦ©ŐƮȍ

ȇȇǈPW�*æħɎȹQªǌǛƮ

ȍȇĩĊ¬*ăǧÛ_Ʀ�ŕĥ▲*

Ëȍȇ9ǢǷƷX"m”"år"Ƈ

Ē"Œ�ªƥÔǄÆǍ*ăē�°ł

®Ʈļű#�

�

ŧŹ¨Ƨ"ŧŹȍȇ"ŧŹúƽūœ

ªƚÖƧ"tüȻ¶PĲŦƍȿ"Ń

�úƽÓƵ"£Ɲŧ¨ƧªĆƩ"ŧ

ÃHĲŦÓƵ"ŧÃHŃ�ĲŦ"ŧ

ƫǌǛȍȇ"ŧÃȁȃªĆƩ"ƦL

�ȶĲŦèȊ"ŧÃHǟ¶èȧ"ƨ

Gè="�ŕ�6ŏǥèȧ"Ɓ6ȍ

ȇ(ȌŒ)#�

Ò|ãƨǧÛȭƩŧƫ46ÓƵż

Ï9ƮÓťƧȌÀèȧƲ▲*îŧƫ

ǌǛȰǺŖŷƮĲŦ©ŐƮȍȇȇ

ǈPW�*æħɎȹQªǌǛƮȍȇ

ĩĊ¬*ăǧÛ_Ʀ�ŕĥ▲*Ëȍ

ȇ9ǢǷƷX"m”"år"ƇĒ"

Œ�ªƥÔǄÆǍ*ăē�°ł®Ʈ

ļ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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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ƴǀ/ǧÛÓBŧŹƫá

úƽɓÑƮƺã¨ƧÀŖƇ*ăȼ

ƩšwƺãŖƇîØŨúƽ《ɔ

ȰǺƴǀ*zš�çèɗŖŷ"Ȱ

Ǻèɗ"ÖƧÀ�ŮŐľƮǧ�*

ȵȬgğǟ¶ǴēšŎǘȌ#�

)�	�"ǧÛîŧŹƫáúƽưwƮƞ

ƧƦș"ūœƟĝȰǺƴǀÀèɗɗ

Ȏ#�

�

ƧȌ�ã"ƫúƫáĲŦ"ÜãƞƧ"

ÜãƞƧèɗ"ŧŹȍȇ"ŧŹ�ȶ

ĲŦ"ŧƫZ�PŃ�"ŧƫZ�P

Ń�ǟ¶èɗ"Ɛ§Pƃ�"ĕŧ¨

ƧPł¯ĲŦ"ŧŹúƽƍȓĲŦ"

ăǤŧÃHŧŭã"HúŝǧÓƵ"

HŧFC"ŧÃHǌǛĉżPTƱ#�

ŐãżÐƮĉǁ"ƾçĝƮ�ŔNª

�žųŽ《ɔIƫáĲŦƍȿÀĆƩ

Ŗ〕ƮÓťĲǧIg²�ŮÖƧªƍ

ȿǼǡƟĝ�ŮƮÓťǧ�"ŵľƍ

ȓǽƄîBĀǾŧŹƫáúƽ©ȿ

ȳƩȲ¶ZĦÃæħƍȓǌǛ�ž

ȍȇŭĉƮǧ�IîƍȓǌǛªyŭ

ħżÏƟĝ�ŮűçƮ�žǧ�I-

çƮƍȓèȧ"úƽĆƩǧ�#�

)�
"ǧÛǘ¶úƽ《ɔƮz_〔Ƅ*

ĆƩÓťƮèɗ¨ƧÀŖƇȍȇ°

ǺƮèɗŖŷ#�

�

tüȻ¶PĲŦƍȿ"ŧŹúƽƍȓ

ĲŦ"ŧŹōɌȑŔĲŦ"ú6ŧÃ

HǠƽªĆƩ"ăǤŧÃHŧŭãż

ċ▲�PHúŝǧĲŦ"HŧFC"

ŧÃHǌǛĉżPTƱ"�ŕ�6ŏ

ǥèȧ"Ɓ6ȍȇ(ȌŒ)#�

ŀņŧŹƫáúƽɓÑÓťƧȌÀ

èȧƲ▲ƮÓƵM*z×Őľ�ŮÖ

ƧªƍȿǼǡƟĝ�ŮƮÓťǧ�"

ŵľƍȓǽƄîBĀǾŧŹƫáú

ƽ©ȿȳƩȲ¶ZĦÃæħƍȓǌ

Ǜ�žȍȇŭĉƮǧ�IîƍȓǌǛ

ªyŭħżÏƟĝ�ŮűçƮ�ž

ǧ�I-çƮƍȓèȧ"úƽĆƩǧ

�IǧÛǘ¶úƽ《ɔƮz_〔Ƅ*

ĆƩÓťƮèɗ¨ƧÀŖƇȍȇ°

ǺƮèɗŖŷ#�

�

)�("ǧÛŵľØŨúƽ《ɔƮèɗ

Ŗŷ*ŇĉèɗǌǛ*ȰǺèɗƴǀI

ǧÛŽƶȼɍ"őƧÀ�ŮèɗŐ

ľ*îèɗǘůȰǺÖƧ*ǚ�šŎ

ǘȌ#�

�

Ɛ§Pƃ�"ŧƫZ�PŃ�"ŧƫ

Z�PŃ�ǟ¶èȧ"Ń�úƽÓƵ"

ŧŹúƽƍȓĲŦ"ĕŧ¨ƧPł¯

ĲŦ"ŧŹōɌȑŔĲŦ"ú6ŧÃ

HǠƽªĆƩ"ú6ŧÃHǠƽªĆƩ

ǟ¶èȧ"Ȉ▲è="�ŕ�6ŏǥ

èȧ"Ɓ6ȍȇ(ȌŒ)#�

JǌǛ�ǧǽƄ�¬*�çȍȇŖ

ŷ*¶ƧȳĹĩȍȇZ�ŧŭÀɎ

QI�ƩǜƫÃÀ°ǠƽŃ�ÃèƦ

îĀƩƨGŧŹƮÓťŉaÀƫƃ

Ń�ȍȇǧ�ªîĀƩŧĄƮƫƃ

Ń�ÊǑƮȖÊPŽƶƧȅǧ�Ig

²�ŮÖƧªƍȿǼǡƟĝ�ŮƮ

Óťǧ�IŵľƍȓǽƄîBĀǾŧ

Źƫáúƽ©ȿȳƩȲ¶ZĦÃæ

ħƍȓǌǛ�žȍȇŭĉƮǧ�I-

çƮƍȓèȧ"úƽĆƩ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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ŧƫGÁȍȇ9ƮØŨúƽ《ɔ*

Ċ¬"ȳĹPbƩĠčƮĲŦ"ȟ

Ɣ"ƦLúƽúzÀgğĲŦúz

ȰǺúƽȍȇƋ�#�ĺîØŨú

ƽ《ɔƮɒƍPżĸ*ăǧÛƧȅ

yõɊĝ#�

�	"ǧÛ�ƩƦLgğĲŦªúz*

ǴĩĊ¬ī〔ƮȍȇȟƔ#�

ŧŹƫáúƽ46ïȌ"ŧŹȍȇ"

ŧŹ�Ê"ȇǈŧǙÊ"507401 ◆Ȇ

PĆƩ"oȰ�ȶĲŦ"ǸĸƦèĲ

Ŧ"�ŕ�6ŏǥèȧ"Ɓ6ȍȇ(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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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ȅŧŹƫáúƽƮ¬ö¦±ª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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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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ƧȌÀÓť�ŮŖƇ*ăNŧŹƫá

úƽǌǛ:ƴǀîș*ĆƩŃ�Ƨ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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žųŽ《ɔI�Ʃ 507401 ◆Ȇ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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Ƨ�Ů*ȏR46úƽèȧÀØŨ

úƽ《ɔȅ�ŖŷîƷX"m”"

år"ƇĒNªŒ�ƮďÂ*ă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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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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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Ǩýî46ç]ȳĹƮǧ�*ă

ǧ:¹ǝµ46żÏƮã=l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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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46ȗƽȍǡªŏãȇ�Ȱ“ǻ 

(-)ȵ▲ŏǥȗƽ 

ą² ȗƽLƳ ȗƽ¸Ƽ ȗƽ÷ĝ 
Ċȗ 
£] 

ãŘ�Ȼ 
ã� ǢŴǊÐ ¿ãŘ 

ƧȌ 
¿Ő 

Ċȗãţ 
ĞãŘ ƧȌ èȧ 

1 140025001 ĜĤȷⅠh|PƇĒÓƵ Ęh ɖpĜ;<ãɋ  40 40 0 2.5 Ǣȓ 4 10 1 

2 140025002 ɖpĜ;<Óť¨ƧŻȌ Ęh ɖpĜ;<ãɋ 40 40 0 2.5 Ǣȓ 4 10 2 

3 140030001 9ÉȮƦL±ǐǽ Ęh ɖpĜ;<ãɋ 48 48 0 3 Ǣȓ 4 12 3 

4 110040010 
ƂƉTĜĤÀ9ÉƟǬƷX;<

ƧȌ_ǌŻȌ Ęh ɖpĜ;<ãɋ 64 64 0 4 Ǣȓ 4 16 4 

5 100040015 ÜãǱ◆ I Ęh Ù◆ǌ 64 64 0 4 Ǣȓ 4 16 1 

6 100040014 ÜãǱ◆ II Ęh Ù◆ǌ 64 64 0 4 Ǣȓ 4 16 2 

7 100030005 ÜãǱ◆ III Ęh Ù◆ǌ 48 48 0 3 Ǣȓ 4 12 3 

8 100020003 ÜãǱ◆ IV Ęh Ù◆ǌ 32 32 0 2 Ǣȓ 4 8 4 

9 090010002 ÜãȇǈŧÓƵ B(ƧúǊ) Ęh ȇǈŧúƽãɋ 16 16 0 1 Ǣȓ 2 8 1 

10 090010003 ÜãȇǈŧÓƵèɗ Ęh ȇǈŧúƽãɋ 16 0 16 1 ǢŰ 2 8 1 

11 140002001 Ď�PŌǅ(-) Ęh ɖpĜ;<ãɋ 8 8 0 0.25 ǢŰ 2 4 1 

12 140002002 Ď�PŌǅ(A) Ęh ɖpĜ;<ãɋ 8 8 0 0.25 ǢŰ 2 4 2 

13 140002003 Ď�PŌǅ(L) Ęh ɖpĜ;<ãɋ 8 8 0 0.25 ǢŰ 2 4 3 

14 140002004 Ď�PŌǅ(Ä) Ęh ɖpĜ;<ãɋ 8 8 0 0.25 ǢŰ 2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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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40002005 Ď�PŌǅ(D) Ęh ɖpĜ;<ãɋ 8 8 0 0.25 ǢŰ 2 4 5 

16 14002006 Ď�PŌǅ(u) Ęh ɖpĜ;<ãɋ 8 8 0 0.25 ǢŰ 2 4 6 

17 14002007 Ď�PŌǅ(.) Ęh ɖpĜ;<ãɋ 8 8 0 0.25 ǢŰ 2 4 7 

18 120010002 _ǥ I Ęh _ǥŏãȹ 32 0 32 1 Ǣȓ 2 16 1 

19 120010004 _ǥ II Ęh _ǥŏãȹ 32 0 32 1 Ǣȓ 2 16 2 

20 120010001 _ǥ III Ęh _ǥŏãȹ 32 0 32 1 Ǣȓ 2 16 3 

21 120010003 _ǥ IV Ęh _ǥŏãȹ 32 0 32 1 Ǣȓ 2 16 4 

22 540020001 Üã�@ƧȌ Ęh _ǥŏãȹ 36 36 0 2 ǢŰ 2 18 1 

23 070010076 ǣ6ƨƏȀ�Pó6ļï 1 Ęh ǗƎPǉƧãɋ 16 16 0 1 ǢŰ ǃ 1 ãţ 16 ȗŘ 

24 070010077 ǣ6ƨƏȀ�Pó6ļï 2 Ęh ǗƎPǉƧãɋ 16 16 0 1 ǢŰ ǃ 6 ãţ 16 ȗŘ 

25 130010001 �ŕ�6ŏǥ 1 Ęh �ŕ�6ãɋ 16 16 0 1 ǢŰ ǃ 2 ãţ 16 ȗŘ 

26 130010002 �ŕ�6ŏǥ 2 Ęh �ŕ�6ãɋ 16 16 0 1 ǢŰ ǃ 3 ãţ 16 ȗŘ 

27 130020015 ȗÙƺĲƋ� Ęh �ŕ�6ãɋ / / / 2 ǢŰ 
ãƨȵȬưwȗÙƺĲƋ

�Ǵēã�*ƪ�ŕ�6

ãɋȚȜȈç# 

ñȇ 716 572 144 40.75     

ȵ▲tȳȳhȗƽ�ǻNãųſãţĊȗǻ:�*ť46ȵ▲tvȳhȗƁ6Š^ǽƄã�: 10 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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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ãƺÓƵȗƽ 

ą² ȗƽLƳ ȗƽ¸Ƽ ȗƽ÷ĝ 
Ċȗ 
£] 

ȗ~ ȗÙ 
ã� ǢŴǊÐ ¿ãŘ ƧȌ¿Ő Ċȗãţ 

ĞãŘ�ƧȌ�èȧ�
è

ȧ�

ã

=�

1 010005195 ŧŹƫáúƽ46ïȌ Ęh ŧŹúƽãɋ 8 8    0.5 ǢŰ 2 4 1 

2 090060019 ɘǄŐã(�)A-1 Ęh gğPȇǈƺãǌ 96 92 4   6 Ǣȓ 6 16 1 

3 010040162 ŧŹ�Ê(I)A Ęh ŧŹúƽãɋ 64 64    4 Ǣȓ 4 16 1 

4 090040015 ɘǄŐã(�)A-2 Ęh gğPȇǈƺãǌ 64 58 6   4 Ǣȓ 4 16 2 

5 010035147 ŧŹ�Ê(II)A Ęh ŧŹúƽãɋ 56 56    3.5 Ǣȓ 4 14 2 

6 090020005 C ƽąȍȇÓƵ Ęh ȇǈŧúƽãɋ 32 32 0   2 Ǣȓ 2 16 2 

7 030040155 ÜãƞƧ C(ŧŹǊ46) Ęh ƫáúƽãɋ 64 64 0   4 Ǣȓ 4 16 2 

8 090020010 ȇǈŧƽąȍȇÓƵ 0 èɗ� Ęh� ȇǈŧúƽãɋ� 32 0 32   2 ǢŰ� 2 16 2 

9 030010194 ÜãƞƧèɗ C Ęh ƫáúƽãɋ 16 0 16   1 ǢŰ 4 4 3 

10 090030004 ǒĝLŐ(I) Ęh gğPȇǈƺãǌ 48 48 0   3 Ǣȓ 3 16 3 

11 030050138 ƫúƫáĲŦ A Ęh ƫáúƽãɋ 80 72 8   5 Ǣȓ 5 16 3 

12 010001035 !ƧȌ�ã Ęh ŧŹúƽãɋ 56 52 4   3.5 Ǣȓ 4 14 3 

13 010035153 !ŧŹ¨Ƨ D Ęh ŧŹúƽãɋ 56 50 6 6 6 3.5 Ǣȓ 4 14 4 

14 010030119 ūœ�ã Ęh ŧŹúƽãɋ 48 42 6 8 8 3 Ǣȓ 4 12 4 

15 010030118 !ŧŹȍȇ Ęh ŧŹúƽãɋ 48 42 6 6 6 3 Ǣȓ 4 12 5 

ñȇ 768 680 88 20 20 48     

ƈ+ǻ9űƈ!:46Ŵėȗƽ*�:«◆ȗƽ* :U6}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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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46Ęhȗƽ 

ą² ȗƽLƳ ȗƽ¸Ƽ ȗƽ÷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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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ȗ~ ȗÙ 
ã� 

ǢŴ 
ǊÐ 

¿ãŘ ƧȌ¿Ő Ċȗãţ 
ĞãŘ ƧȌ�èɗ�èȧ�ã=�

1 010020054 

tüȻ¶PĲŦƍȿ 

Tolerance and Fit and Technical 

Measurement 

Ęh ŧŹúƽãɋ 32 28 4 6  2 Ǣȓ 4 8 3 

2 �	��
�� 

!ŧŹúƽƍȓĲŦ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esting 

Technology 

Ęh ŧŹúƽãɋ 32 24 8   2 Ǣȓ 4 8 4 

3 010030158 
!ŧƫZ�PŃ�(A) 

Electromechanical Drive and 

Control (A) 

Ęh ŧŹúƽãɋ 48 40 8 8 6 3 Ǣȓ 4 12 4 

4 010040174 
!�Ń�úƽÓƵ 

Control Engineering Foundation 
Ęh ŧŹúƽãɋ 40 36 4 6 10 2.5 Ǣȓ 4 10 4 

5 010030107 

Ɛ§Pƃ�ĲŦ 

Hydraulic & Pneumatic 

Technology 

Ęh ŧŹúƽãɋ 48 42 6 8  3 Ǣȓ 3 16 5 

6 010025006 
!ŧÃHĲŦÓƵ 

Robot Technology Foundation 
Ęh ŧŹúƽãɋ 40 36 4 4  2.5 Ǣȓ 4 10 5 

7 010035154 
ŧŹ�ȶĲŦ 

Mechanic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Ęh ŧŹúƽãɋ 56 50 6   3.5 Ǣȓ 4 14 6 

860 



 

 
 

8 010025117 

! ŧƫǌǛȍȇ�

Electromechanical System 

Design�

Ęh� ŧŹúƽãɋ� )�� ()� +� +� � 
��Ǣȓ� )� 	�� ,�

ñȇ 336 290 46 38 16 21     

ƈ+!:46Ŵėȗƽ��:«◆ȗƽ� :U6}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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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Ä)46ȳhȗƽ 

ą² ȗƽLƳ ȗƽ¸Ƽ 
46Ŗº 

ȗƽ�
÷ĝ 

Ċȗ 
£] 

ȗ~ ȗÙ 
ã� ǢŴǊÐ�¿ãŘ ƧȌ

¿Ő 
Ċȗ
ãţ 46Ŗº Ğã

Ř 
ƧȌ�èȧ�èȧ�ã=�

	� 020020135 
ŧŹúƽūœªƚÖƧ 

Mechanical Engineering 

Materials & Heat Treatment 

Ęh ūœúƽãɋ 32 28 4   2 Ǣȓ 4 8 3 

r46ĘȳżÏ.ã

��


� �	��
�	.+�

£Ɲŧ¨ƧªĆƩ 

Fundamentals of Mono-Chip 

Computers & Applications 

Sȳ ŧŹúƽãɋ (
� 
�� )� � � 
� Ǣȓ 4 8 5 

(� 

��(���	�
 ŧÃHŃ�ĲŦ�

Robot Control Technology �
Sȳ� ŧŹúƽãɋ� )�� )
� +� � � (� Ǣȓ� )� 	
� +�

4 �	��	

) 

ŧƫǌǛǟ¶ȍȇ 

Integrated Design of 

Electromechanical System 

Sȳ ŧŹúƽãɋ ))� � ))� � � 
� ǢŰ   7 

� �	��
�(
�

ŧÃȁȃªĆƩ�

Machine Vision and 

Application�

Sȳ� ŧŹúƽãɋ� (
� (
� � � � 
� Ǣȓ� )� �� )�

ŧƫŃ�ªǨ��

ŖºżÏã��

+� �	��
�(		�

ú6ŧÃHǠƽªĆƩ�

Industrial Robot 

Programming and 

Application�

Sȳ� ŧŹúƽãɋ� (
� 	+� 	+� �� � 
� Ǣȓ� )� �� ,�

,� �	��	�

)�

ú6ŧÃHĆƩǠƽǟ¶

èȧ 

Comprehensive Practice of 

Industrial Robot Application 

Sȳ� ŧŹúƽãɋ� 

� � 

� � � 	� Ǣ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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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ming 

�� �	��
�(	+�
ȭ�Ń�ǌǛ�

Motion Control System�
Sȳ� ŧŹúƽãɋ� (
� 
+� +� � � 
� Ǣȓ� )� �� +�

ŝǧǼ×PǌǛŖ

ºżÏã��

.� �	��
�()��

ŝǧ�ȶǨ��ǌǛ�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utomation System�

Sȳ� ŧŹúƽãɋ� (
� (�� 
� � � 
� Ǣȓ� )� �� ,�

	�� �	��	�

,�

ŝǧ�ȶǨ��ǌǛèȧ�

Practice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utomation 

System�

Sȳ� ŧŹúƽãɋ� 

� � 

� � � 	� ǢŰ� � � ,�

		� �.��(�����ŻƣȌPŐƧǛȇ(3)� Sȳ�
gğPȇǈƺ

ãǌ�
)�� )+� 
� � � (� Ǣȓ� (� 	+� (�

�

r46Sȳ(ã��

� �	��
�(
)�
ŧŹĽ�ã�

Mechanical Vibrations�
Sȳ� ŧŹúƽãɋ� (
� (
� � � � 
� Ǣȓ� )� �� )�

	
� �	��,�
��
ƚúÓƵ�

Thermal Engineering�
Sȳ� ŧŹúƽãɋ� (
� (
� � � � 
� Ǣȓ� )� �� )�

	(� �	��	

�

507401◆ȆPĆƩ�

MATLAB Language and 

Application�

Sȳ� ŧŹúƽãɋ� 
)� � 
)� 	+� � 	�� Ǣȓ� 
� 	
� )�

	)� �	��
�(
��

ǸĸOÃȍȇĲŦ�

Virtual Instrument Design 

Technology�

Sȳ� ŧŹúƽãɋ� (
� 
�� 	
� � � 
� Ǣȓ� )� �� �

	� �	��
�
���

ĕŧ¨ƧPł¯ĲŦ�

Computer Principles and Inte

rface Techniques�

Sȳ� ŧŹúƽãɋ� (
� 
)� �� � � 
� Ǣȓ�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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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ŧŹ�ŕȍȇ�«◆ �

Mechanical Innovation 

Design 

Sȳ� ŧŹúƽãɋ� 
)� 
)� � 
)� � 	�� ǢŰ� 
� 	
� �

	,� �	��	
	��U6ǉƧ� Sȳ� ŧŹúƽãɋ� 
)� 
)� � � � 	�� ǢŰ� 
� 	
� �

	�� �	��	

+�

HúŝǧÓƵ�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undation�

Sȳ� ŧŹúƽãɋ� 
)� 
)� � � � 	�� Ǣȓ� 
� 	
� +�

	.� �	��
�
�.�

ùqċǌǛ¨ƧPȍȇ�

Principle and Design of 

Embedded System�

Sȳ� ŧŹúƽãɋ� (
� 
�� )� � � 
� Ǣȓ� )� �� +�


�� �	��
�(	�

ăǤŧÃHŧŭã�

Mechanism of Parallel 

Robots�

Sȳ� ŧŹúƽãɋ� (
� (
� � � � 
� Ǣȓ� )� �� +�

�


	� �	��
�(	)�
HŧFC�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Sȳ� ŧŹúƽãɋ� (
� (
� � � � 
� Ǣȓ� )� �� +�



� �	��
��+)�

oȰ�ȶĲŦ�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Sȳ� ŧŹúƽãɋ� (
� (
� � � � 
� Ǣȓ� )� �� +�


(� �	��
�(	(�

ŧÃHǌǛĉżPTƱ�

Robot System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Sȳ� ŧŹúƽãɋ� (
� 
+� +� � � 
� Ǣȓ� )� �� +�


)� �	��
�(	
�

ŧŹōɌȑŔĲŦ�

Mechanical Fault Diagnosis 

Technology�

Sȳ� ŧŹúƽãɋ� (
� (
� � � � 
� Ǣȓ� )� �� ,�


� �	��
�()	�ŧƫǌǛȇǈŧŃ�ĲŦ� Sȳ� ŧŹúƽãɋ� (
� 
+� +� � � 
� Ǣȓ�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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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er Control 

Technology of 

Electromechanical Syste8�


+� �	��
�(	��
ǸĸƦèĲŦ�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Sȳ� ŧŹúƽãɋ� (
� 
+� +� � � 
� Ǣȓ� )� �� ,�

ñȇ�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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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ɍ9èȧŏãƥǮȇ�ǻ(ȗƽ 1-7 :īš46Ęh) 

ą² ȗƽLƳ ȗƽ¸Ƽ ȗƽ 
÷ĝ Ċȗ£] ã� ÌƘ ãţ ×ƈ 

1 540020002 Üã�@ĲǧȊǓ Ęh ãƨÖ 2 ų~ 1 2 ¿ 

2 010000001 ǵƗŸúÍèȧ4¿ Ęh ŧŹúƽãɋ 0 ŧŹãɋ 1(ȗ`) 1 ¿ 

3 010010009 Ȉ▲è= Ęh ŧŹúƽãɋ 1 ŧŹãɋ 2 1 ¿ 

4 310010006 ŧŹ�úè= 
Machining Practice 

Ęh èȊ9ė(ú¥) 1 èȊ9ė(ú¥) 2 1 ¿ 

5 010010172 ŧŹ�ÊƍǙ 
Mechanical Measuring & Graphing 

Ęh ŧŹúƽãɋ 1 ŧŹãɋ 2 1 ¿ 

6 140005001 ĜĤŌƆƧȌȗèȧŏã(-) Ęh ɖpĜ;<ãɋ 0.5 ų~/ųÙ 2(ų~+ík) 2 ¿ 

7 010010215 
ŧŹGÁķǼè= 
Mechanical Product Assembly and 
Disassembly Practice 

Ęh ŧŹúƽãɋ 1 ŧŹãɋ 3 1 ¿ 

8 010010211 
ƦL�ȶĲŦèȊ 
Modern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Training 

Ęh èȊ9ė(ú¥) 1 èȊ9ė(ú¥) 3 1 ¿ 

9 �	��	�
�.�
ƫúƫáǟ¶èȧ�
Comprehensive Practice of Electrician 
and Electronics�

Ęh� ŧŹúƽãɋ� 	� ų~ 3 1 ¿ 

10 140005002 ĜĤŌƆƧȌȗèȧŏã(A) Ęh ɖpĜ;<ãɋ 0.5 ų~/ųÙ 3(ų~+şk) 2 ¿ 

11 140010001 ĜĤŌƆƧȌȗèȧŏã(L) Ęh ɖpĜ;<ãɋ 1 ųÙ 4(ík) 4 ¿ 

12 010020309 

ŧƫZ�PŃ�ǟ¶èȧ 
Comprehensive Practice of 
Electromechanical Transmission and 
Control 

Ęh ŧŹúƽãɋ 2 ŧŹãɋ 4 2 ¿ 

13 010010214 £ƝŧĆƩĲŦǟ¶èȧ 
Comprehensive Practice of Application 

Ęh ŧŹúƽãɋ 1 ŧŹãɋ 5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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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of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14 010020045 ŧŹȍȇȗƽȍȇ 
Course Exercise for Mechanical Design 

Ęh ŧŹúƽãɋ 2 ŧŹãɋ 5 2 ¿ 

15 010010228 
ŧ"ƫ"Ɛǟ¶èȧ 
Comprehensive Practice of Machinery, 
Electricity and Hydraulic 

Ęh ŧŹúƽãɋ 1 ŧŹãɋ 6 1 ¿ 

16 010033020 ƨGè= 
Production Practical Training 

Ęh ŧŹúƽãɋ 2 ų~/ÙèȊÓÌ 6 2 ¿ 

17 130020003 �ŕ�6ŏǥèȧ Ęh �ŕ�6ãɋ 2 

ŵľAħȺú6ãɋãƨ

�ŕ�6ã�ȈçǉƧ

ŞǺ�ƇB(ħúɋ

C2016'102 ²)ĮǺ 

6 2 ¿ 

18 010010218 ŧÃHǟ¶èȧ� 
Robot Comprehensive Practice I 

Ęh ŧŹúƽãɋ 1 ŧŹãɋ 7 1 ¿ 

19 140002008 Ď�PŌǅȗèȧŏã Ęh ɖpĜ;<ãɋ 0.25 ų~/ųÙ 7(ų~Ù+ş
k) 1 ¿ 

20 �	��
��)� Ɓ6è= 
Graduation Design 

Ęh ŧŹúƽãɋ 2 ų~/ųÙ 8 2 ¿ 

21 010130002 Ɓ6ȍȇ(ȌŒ) 
Graduation Design 

Ęh ŧŹúƽãɋ 13 ŧŹãɋ 8 13 ¿ 

¶ȇ  36.25   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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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ŏãƥǮ�Ȼ-Ȃǻ 

ãĂ ãţ 

ƧȌŏã Ǣȓ ɍ9èȧ 
Üã�@ĲǧȊǓ(»

qãŏǥ) Ɓ6ŏǥ ŧ� Ğȇ ¿ãŘ 

(¿) (¿) (¿) (¿) (¿) (¿) (¿) (A+B) 

1 

1 �	 � 0+1 �   � � �� ���  

2 �	 � ���       � �� �	�  

2 

3 �	 � ���       � �� ���� 

4 �	 � 
�)     � � �� ���
 

3 

5 �	 � (       �  � �� 

6 �	   3+2     1 � �� ���	 

4 

7 �	 � 3+1     � � �� ��
 

8     ���   � 4 �  0+0 

Ğȇ ��� 	 ������ � 1 8 �	 ���  

ƈ+¿ãŘ=A+B*y9 A :Ęhȗ¿ãŘ*B :46ȳhȗ¿ã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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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ǊÐȗƽŏããŘ"ã��ȻǛȇǻ 
              80!9 

 
 

1715 

�$ �4 
�:�46"�

4(0�% 
,5 �: ,5 �: 

<6 18  1 572 144 35.75 5 2.9 

�/8. 18  1 688 80 43 5 2.9 

=��:#�+2  1 0 352 0 36.25 21.0 

�� 18  1 290 46 18.125 2.875 1.67 

��;18()�%�3*) ;1 172 118 10.75 6.25 3.6 

<623;18()�%�3*) ;1 160 0 10 0 0 

�4+ 
1882 740 117.675 55.375 

32.07 

2622 173 
ƈ+ɍ9èȧŏãƥǮơǁȇǈ*2、ØǛȋqyKȗƽǊÐ#ƧȌȗƽ"èȧȗƽ(»ȗ~Àơǁ)Î 16 ãŘȇ 1 ã�*_ǥ(I"II"III"IV)32
ãŘȇ 1 ã�*ɍ9èȧŏãƥǮȗƽ 22 ãŘȇ 1 ã�#(ƈ+y99Üãƨ�@ĲǧȊǓ:"9úƽǍ★ȊǓ:"9ƷXèȧ:Ǌ"9�ŕ�6ŏǥè

ȧ:"9Ɓ6è=:"9Ɓ6ȍȇ(ȌŒ)Ǌ:2ȇqèȧãŘ)#ĞãŘ¨�MƧúǊË 2500-2700*ǗǉǊË 2200-2500*èȧã�¤Ğã�ƀcƧú

Ǌ〔2ñB 30%*ǗǉǊ2ñB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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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ŏãȇ�éŴǆâ 

ŏƴê;S�46ȚȜH�
īËŏãȹɄ�

ŏĿà¾X;S�
ŏ�ÖÖɃ�

Ƥȡ� Ū¡ę� ŪħÜ�

46īËAǏɋǌɋɃ�ǌ;S � ;ǉŏãúa�ųɃ�

Ū�e� ɉ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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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9/@BºķiĄ�

@BtŶ7
/
)
)�

aĪ@B£ſ7Ĺŉǈǂ�Ǫ�sƪ���

ƱĪ@B£ſ7�5�9!8%"98#�3�)" %��58%+�89*+E��8%��1+*CA8*"C%�

ÌŽǹƍ7âÌ�

ƍ�7Ĺŉƍ�

ĜhÌb7âÌÌ½�

@B^�?šƮ7ķ@Bİ®áŴ�ǖâƀçħƧ¹vǂ~@B5ħÌ°

Ǽũm±^Żħçõȉ5ǭ|céŃþǐƀæòǈĊE±ÓƓƏªǕřqpǐ

ƀ©®áŴƏª³ƕóĤǐƀ5ǯŨƳüŴƓħÌĊŀÇů-26�67.�TĎ¹

vŊôP2C6CD�E8*",��4�+98*"C%5İŦǇ?ÑǙųƙ¡/ŵǋ©Ƙȋųƙ¡/

Ìł?\Bųƙ¡ů-âÌƙ¡.TĎ¹vŊô45¹vȎƅƹ¿�ǪºÜï

Ũ·âƀđĸTĎM�

àbȄŒ|Ŀ7Ĺŉ�ǪBİ±ÓůºŸƶB5yÐg9C±Ó�ǪBů

ĩdőê5Íů�ÝŲĞù«�±ŐƘŗ ǭǹđĸőê©ƘŗĦŰůĠȎM

EÑťũ�ǪÃ±¥�Ǫö±ůǜ·5±�ȀĠ{gòǈ�ĭ·±ÓůűŁ5

³1±ÓaǸĶŽÌ©đĸ�Ýƽ~Ɣƺ�O �)

-�)
)
���1ȎƈÌłaǸ

ĶŽÌ©đĸ�Ýƽ~OP)

-�)
)
��a5�ǪBȉ¸aůĠȎƹ¿ǈǂ/�

Ǫ©ȂĊƩ�5žĽ�ÝơƮ�Ǫu�ŨȎĭđĸģǪ©Ġ��ǪBƈĊEc

ƺ�ÝāǘMųï´5a±ů�ǪBŋ¾N9CȎǩ�Ýůǽō5Ř��`Ɯ

ĹŉƶB/ƫƃƫÄƶB/xB/�âB/��B/iĄ	Ǩǅ	ūËƶB/Ʃ

řB/�Ů/¬B/nǨǡǞB/ħƧƶBƈĮȆ5×Ĺŉ@BůTĎȄŒǳ

äÃM�

M/@B¹vűŁ�

ńě®á�ǪBöŴ�Ýƽ~©a±�Ǫ )
), ®áƶ�ǂ~5ĲƩ�Ǫƹ

¿/ȎŇĨğĹíƈƸ�EČŭ�Ýů^�oB©ǱŜĢĘoB5ķ@BžĽ

×Ğ®áȎƅ�ǪoBǶ5cƺ¹vý/Ĳ/d/ƣmȆ�Ý5tĴƭÉů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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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ǫý?ƥBƒv5ĵ�Nź_��ǪB�ÝčȄů�ºŸ/Õ�ú/ƏĸB/

ǱÑǙ/ƒǔȎ/Ʃ�ö5t¿ďÑůĹŉâƀºŸŦǇ©ºķâƀǄƖ5ş

ĆĹŉǈǂ/�Ǫ�sƪ��ůºķĮŔ©ųrđĸ5tĴ|Ŀ©ǈǂĹŉƑ

ƜůºķƩ�5Ʃriƹ¿�Ǫȉ¸ů|Ŀ/ǈǂ/�Ǫ/ïŨŷƂ/ŧoǡ

ƶƌŦ©đĸĵ�ƈâeů�ĭ·âƀđĸTĎMÌŧŏB¤ǨǠ³ķ@Bȉ

¸ , ëã�ůǷŝ5ƩÂ³ó�°ǼaeEđĸȍéċcƺǒǓTĴĦ´�Ě

eŨM�

;/ÌŧŏBƺŒ�

EǥïƘŗź_�ÝůȄŒ�ńěÌłTĎ¹vÐb�TĎ¹vűŁ5Ġ{

ķ@BŏBƺŒ7�

P(4âƀŵǋ7ƩÂǡŨĨÌ/ƪŞŽÌ/âƀºŸ©@BŵǋǀyÀĺĹŉ

âƀǺȊM�

P)4ǺȊ|Ŀ7ƩÂïŨĨÌ/ƪŞŽÌ©âƀŽÌůºķ�Ŧ5ìǨǠĪţ

ŷƂ/ǋ�/Ʒǟ/|ĿÀĺĹŉâƀǺȊ5uƳüĴĦƙǇM�

P4ǈǂ	ó�ǀyĮņ7ƩÂǈǂǵ×ÀĺĹŉâƀǺȊůǀyĮņ5ǈǂ

ŚǗšÐȄŒůȃǭv/ĹŉƑƜċ�ââƯƽƀ5ìƩÂ³ǈǂŤưadť

�ĭ”ǋ5ƤƵź_/kñ/Ïm/Ŕû/Ī�u�Ť¼ƈ¯ƒM�

P+4ŷƂ7ƩÂºNŽÌ�ŦìǯŨŽÌĮŔ×ÀĺĹŉâƀǺȊǣƶŷƂ5

�ėǈǂÑȋ/|Ŀ?ǀǰĨě/ìǨǠiĄƠ¡ü�¡ŦĴĦůƙǇM�

P,4fŨťtât7ƩÂǵ×ĹŉâƀǺȊ5ó�/ǦĖ?fŨą÷ůđĸ/

Ǖř/ťtâƀât©iĄđĸât5�ė×ÀĺâƀǺȊůȈŖ?ŊĕM�

P-4âƀ?ź_7ƩÂºNâƀųrƨıŵǋǣƶ¡Ŧ|Ŀ5ǊZ@BâƀÑ

Ǚ©ÀĺâƀǺȊǀyĮņ×ź_/kñ/Ïm/Ŕûu�Ī�ůù«5ìŦ

ǀïĐĔůǓ[M�

P.4Ť¼©�Ęƞ�Ý7ƩÂŦǀ©ǊZǵ×ÀĺâƀǺȊů@BâƀÑǙ×

Ť¼/ź_�Ęƞ�Ýůù«M�

P/4ƥBƽƲ7tĴTĪź_ŽÌƒv/ź_Ǔ[ĉ5ƩÂ³âƀÑǙaŦǀ

ìǬÎâƀƥBǫý©ƽƲ5ßƶǓ[M�

P04CT©°Ǽ7ƩÂ³ÁÌŽƨı=ů°ǼaĐĔCd/°ǼĊ§u�ǒ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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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ůƿƮM�

P(
4œǨ7ƩÂÚÀĺâƀǺȊ?BŬ¢ƶ�ź_o]ǣƶĴĦœǨ©nŕ5

ìt¿9Ðů±ǾƾǲM�

P((4ȇűƌŦ7ŦǀìĝġâƀƌŦ�Ŧ?ƘŗyƉĮŔ5ìƩ³ÁÌŽŤ

¼aïŨM�

P()4ƗǚÌe7tĴƪcÌe©ƗǚÌeů”ǋ5Ĵ>ĬÌe©ǥï�Ýů

Ʃ�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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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ěCë 

��-Ŧ�082501 

�ď���Ů�Ŗ�ŭ°�ÄŰ 

ơď���Ů�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ŭǞż�Ä° 

żb�Ŗ�ŭ°�ÄŰż 

ă °9�Ä°°  

��6n�œƞ�Ŗ�ŭ°�ÄŰ��ƁƁ�ƌ��Ã�¨òŞéĒP(

���ŖB(�ǩĺ�kf�Ãţ6n(�Ŝ®Cë�ĝĭdǓ��@Ǚ»Ä

��ÐǍƦ¢Ř¢Ɩ�ǀŊpaŚ�Óų��ǱƴµǱ�ƒ�µǱ�ÄŰſƾ

ƱƆ�µ��_Ē_�čƚµǅ�ƻŰƳƯ�ķ�ƳƯ	Ʋď
�ƻ¥ŭùł

j�Ŷ#ƻ�ŷ�ƇðşǙƛf�ǙſƾşÎŚ�µǅč°;ž�ŀǙ�TŖ

�Šń�ĻĤ“dÄŰƳƯzǌƤ�Ŗ�Ƶ2�ŻŘŷưƶ�[Ģ�ƮW¤Ğ

Ŗ�ǟǯşƛf�._Ē_��°ŭŴǁ�úõ�”s°ř_Ē�µǅƛf�

h×ÎŚ�)ö�T� 

Â9ǩĺ[Ģ���¸�ǝĚ)ö|ÀƬ\Ƅƫ�(2010-2020Ê)¼řæŖ

�Bü)ö]��ǙōǮ�èǩƁƕ�Ǟ)ö��óı 2017ÊÏ�J� 89�

�ƔƅąĻƿ4���+"ŖBş)�ǩƫ 291��Ê(E 200�.�ŖB(

� 2.4 �<¸�ǩƫŖB)� 260 ���r�&�ĚǠ��¸»ŖBşûIf

ÑÿƐ�h�ĵÊǩƫƂ 30�)�hIƠƛŖBƦ��ŖB(�Â9¨ǛŲƕ�

��)öǩƫƨH�Ŗ�ŭ°�ÄŰ��Ġº|ÀŌf�½�Â9¦Ĩ�½�

Ǯ�¹Ì�¬Šń[Ģ�Ŗ�Ƶ2�ÄŰǌƦ�ÄŰùĜ�ÄŰŻŘ�ŖBƳ

£ǌƦzƑüŷÂ9� 

#��Tš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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ǜ»�Ãţzƪǖ�qƊŅŪ7|Àǩĺ��+¦ē9ŤfęiŖ�Bü

Ʀ�Ǯ�ş�Ũ��@Ǚ»Ŝ®Cë�ĝĭdǓŷƦ�(řş�Ä��Ð�Ǎ

Ʀ¢Ř¢Ɩ�ǀŊpaŚ��TǎÎŪ7��ŗ-pÓƳǩƫ�â�Ⅰ�;�

Ɨ�mŷēǪJǪ|À�RĘŖ���ÿƐ|ÀŘå�R£Ŗ�ŭ°�ÄŰş

�ěŘƲ���ťƶ��ěùƛ�ƛ§+"Ŗ�Šń�ĻĤ“dÄŰƳƯzǌ

Ƥ�Ŗ�Ƶ2�ŻŘŷÄ=şÎŚ�ÄŰùĜ)ö� 

��ķ�ƫĺ 

ě��°ř�ƫ°�Ū7°ŭ�Ɯŏ°ŭ�ď;ƟĜēǪşǑƶčƚ�Ũ

ťƶ�.zŖ�ŭ°�ÄŰēǪş�ěŘƲťƶ���ťƶ��ěùƛ�Ć~

ŭ°ŧű�ÄŰƳƯş�ěƱƆ�Ąĉưƶ�[Ģ�ƮWŖ�ǟǯş�ěƛf

�ŭ°ŧűēĿ�RĘ_Ēƛf�µǅƛf���ſT�RĘƉǆ°�z�Ǣ

�=Žū�RĘƝ«şŭŧſT�ÄŰƙ�ǔâ�ŎőŖB"��RĘ�ÿƐ

|ÀŘå�RĘ`ĳş�Ǥƭǚ�Ǆďp'Ńƛf�ĪĂ°ħşg°´9�g

°�Ũ�Ŗ�ŭ°�ÄŰ��)ö�TäǬŋǃ�ťƶƋġ�ƛfƋġ�ſƾ

ƋġŷēǪǉcŢÎĹÉ�ƫĺ� 

1.ŭ°�ÄŰťƶ�Ąĉ�Ŗ�BüǮ�	@ǙĝĭŜ®Ʀ�Ǯ�
+"

ĻĤ“dÄŰƳƯzǌƤ�Ŗ�Šń�Ŗ�Ƶ2�ŻŘôǩƫşĎ°�Ɯŏŭ

°�ÄŰ�ŨťƶĄĉưƶŖ�ǟǯşŖ�ŭ°ż��ťƶ�ƮWŖ�ǟǯ

şŖ�ŻŘż�Ŗ�ÄŰż��ťƶ�ƛ§¼Ď°�Ɯŏŭ°�ÄŰŷ�Ũť

ƶ���ťƶŚ$ưƶ�[Ģ�ƮWŖ�ǟǯ� 

2.ưƶ�[ĢŖ�ǟǯ�ƛ§ŭ°ưƶĻĤŒ�Ŗ���¿�şǇØČÎ

�řæžƎU�ĝdČÎŷŖ�ǟǯ�»�Ŗ�ƫſǍƦĮń[Ģ�ÎŚƬƢ�

ĦXŷǍƦƵ2ËƣàŖ�ƾǛĘČƋƲ�»Ŗ�Û�ǍƦ[Ģ�Ƶ2� 

3.ƳƯ/Ô|Ŗ�ǟǯƮWēĬ��Ŗ�BüǮ�	@ǙĝĭŜ®Ʀ�Ǯ�


`ĳR£ĹĻĤ“dÄŰ�¨ĸĻĤ“dÄŰ��;ÐÕŒ¢Ř¢ƖŷĻĤ“

dÄŰşƳƯƛf`ĳR£Ŗ�Ƶ2�Ŗ�ŻŘşƛf� 

4._Ēƛf�ŭ°ŧű�ĄĉďŕĮƀ�ǀĐĥƷzǌŚŗ-CëùĜƣ

}ŢOCëş�ěēĿ�RĘ_ĒçƑ�ƛ§�$ŭ°yŘËǘŚŭ°ēĿ»

892 



 

  

Ŗ�ǟǯǍƦŧű�oþµǱ�ĎĂ[Ģ¢Ř�ËǑǋCëƒ�àc�ŘĘČ

şƋƲ� 

5.>Śŗ-ÄR�RĘ�ěşƯźŘƲ�µǅƛf�ƛ§`ĳǌŚƯźĝ

gLǈ1���ÄRǈ1ƛ§>ŚǎÙşùĜ�ǀŊ�ŗ-[ĢÄR�Ĳũ

[ĢŖ�ǟǯ�ËƛŘƮ�ŬŢOÄRş¾ǥé� 

6.ÄŰ�Ū7��ƮŖBƦ�ŢOşŪ7ċŸ�Ŀß�ĿƬ�Ƶ2ÄŰµ

ǅ»Ū7�FÒ�³J�ĿßşÛ��ËŘƮÎøýşƽ3� 

7.Ŗ���ÿƐ|À�ŎőŖB"��ƒ�µǅǋŰ�ƛ§ƒ�ƘƥƊŅ�

Ŗ��Ŀß�³J�FÒ�8ŘŷdƂ�ſ�ƛŀǙAǍŖ��Ū7�ÿƐ|

À� 

8.ƙ�ƬƢ�RĘ)ďŪ7ŭ°ſT�Ū7ƽ3ï�ƛ§�µǅ�ŘƮË

Ǖ²ÄŰƙ�ǔâ�ƬƢ�ÁƦŪ7ƽ3� 

9.�)��Ǣ�RĘƝ«ǆ;ſƾ�RĘ�Ǣ�=Žū�RĘ�´şƇƈ

ŻŘƛf�Ʃǉƛf�)Ǥ'Üƛf.z��Ǣ�|Ā=Śşƛf� 

10.ļǑ�Ąĉ�Ǟ¥Ƹ�ƛǡƺě��¥ďǀĐ�RĘ`ĳş�Ǥƭǚ�

Ǆďpş'Ń�Ŵ!��=ƛf�ƛ§��ŝ�ƦzŪ7L5ǍƦĘČļǑ�

'Ń� 

11.ǫšŻŘ�RĘÄŰƊŅ�ŻŘ�Ŗ�ĿƬŷēǪťƶ�RĘ�´şƮ

Wǫšǟǯşƛf�µǤÄ=�şƇƈ�ŻŘƛf� 

12.Ɖǆ°��TðƝ«ş°��í�»Ɖǆ°�ĘĲũưƶ�RĘ�đ°

��ǎÎ|Àşƛf� 

��°d�ă °9 

�ě°d�4Ê�°�Êǥ�6Ê.U� 

°řDŋč°Ư\Ƭ´ş 173+3°[�ǉcķ�ƫĺ�ŵ�°9ă şĘ

OƬ´���ħ°9�7”Z°9śƹ�Ɗħ°9�7¶´�ī�ă Ä

°° °9� 

&��È°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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Ŗ�ŭ°�ÄŰ 

M���ĩãƻŰzŹ* 

Ŗ�ŭ°�ÄŰ��ĩãƻŰoþŖ�ÄŰyŘ�Ŗ�p°�Ŗ�Šń�

ĹĻĤ“dÄŰ��;ÐÕŒ¢Ř¢Ɩ�ǀŊp�¨ĸĻĤ“dÄŰ�Ŗ�Ƶ

2�Ƭ\�N 7ǞƻŰ� 

1.Ŗ�ÄŰyŘ�ǑǋěƻŰş°��>°ř�°�ŒĐƧź�ŎǛƧź�

p°{Îŷ�ěŘƲ��ěƬßş�Ũ��ĄĉŖ�ÄŰuGĊ=ş�ěyŘ�

uGĊ=ôǩS�Ƴ£.zƳ£şƳƯƯź�ËĄĉ�ŬŃ;ÉƧ�Ńjş�

ěƬß�ňI�ƮŃ;ƌǋŒ;ñŃǋģŬǑǔĔşǒÑ[Æ�x×[Æ�ƛ

Ǜā©zŃ;��;ǠşŢ%=Ś��.�+"ŢÎşŭ°ŧű�ÄŰÎŚ�

µǤĊ=.z”ǲ[Ģǟǯ�ƮWǟǯşƛf�÷��µş�Ũ� 

2.Ŗ�Šń�ǑǋěƻŰş°��>°řĄĉŖ�[Ģ�Šńş�ěťƶ

�ŢO[ĢùĜēĿ�oþĹƾĻĤŠń�¨ĸĻĤŠń��;ÐŒŠń��

�Šń��¡Šń.zQ,ÇƬŠńùĜēĿ�ưƶŖ�ŠńŻŘ�ƾǛBƴ�

�T°ř[Ģ�ŠńşµǱùƛ� 

3.Ŗ�p°�ǑǋěƻŰş°��>°řĄĉĘ·Œƾ�Ŗ�*ƾ�¯�

şņÑĹÉ�ÚæŌ�Ę·ŒƾşğŊ�±0��bŖ�*ƾ����*ƾ

ǠşŖ�p°Ʀ�Ę·Œƾ»Ŗ��řæžƎ.z);FÒ(řČÎşĝd

�ǰǧéĘ·ŒƾÅǓðÛ�şƓƮ�ŇǦ.zǣı(řw·şēĿ�ǐÞ�

>°řưƶ¨ĸĻĤŒƾ�Ĺ;ĻĤŒƾ���ĻĤŒƾşǊů�ǇpzĻĤ

İÖ�ƛq[��Ŗ�*ƾşŗµĻĤœÝưƶYżS�ĻĤŒ�Ŗ���

¿�şǇØ�ČÎ��ƮŖ�p°şŧűǮ�z|Àǂn� 

4.ĹĻĤ“dÄŰ�ĹĻĤ“dÄŰoþ�ĹĻĤ“dÄŰ����ĹĻ

Ĥ“dÄŰ���ǑǋěƻŰş°�>°ř�ƮĹĻĤƒ�ǣĽş�ěy^�

ēĿ��ƮĻĹ¢Řş�ěįå�Ąĉřp{Îjf°�Ũťƶ�ǙōĄĉĻ

ĹŒŘp°¢Ř�řp¢ŘşùĜyŘ�ÄƟǋŰ�ƳƯƯź�ưƶĹĻĤ“

dǮ�şeľùĜ�>°řR£+"ĹĻĤ“dÄŰşƳƯ�ǌƦŻŘ�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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ŧűşŘƲťƶ��ĹĻĤ“dÄŰµǅƱƆª´�µş�Ũ� 

5.�;ÐÕŒ¢Ř¢Ɩ�ǀŊp�ǑǋěƻŰş°��>°řŐì�;Ð

ŒşğŊ�[ż�ĻĤw·��Ʈ�;ÐŒĻĤ“dşùĜċŸ�Ąĉ�;Ð

Œş¢ŘùĜ�ēĿ�Ąĉ�;ÐŒşǀŊpùĜş�ěyŘ��ěēĿ�Ő

ì�;ÐŒşⅡƉ¢Ɩy^��Ʈ�Ð¢Ř¢Ɩ�ǀŊpùĜ|ÀşĒŘƲ�

ĒùĜ�ⅡĒ|Àǂn� 

6.¨ĸĻĤ“dÄŰ�ǑǋěƻŰş°��>°řĄĉ¨ĸĻĤ“dş�

ěŘƲ��Ŭ“dēĿşǋŰ[ĢzS�“dÄŰ�Ƴ£şÄƟƳƯƯź�>

°řR£+"¨ĸĻĤ“dÄŰşƳƯ�ǌƦŻŘ�ŭ°ŧűşŘƲťƶ��

¨ĸĻĤ“dÄŰµǅƱƆª´�µş�Ũ� 

7.Ŗ�Ƶ2�Ƭ\�ǑǋěƻŰş°��>°řĄĉŖ�Û�Ƶ2ş�ě

įå�ŘƲ�ēĿ�ŰÍ�ĄĉŖ�ŗŔƼĥ�Ƶ2�ĻĤŊƼĥ�Ƶ2�Ä

Ű[Ģ�ŉŁř(ĹÉƵ2�Ąĉ¨ĸ��ƩĹ��¡ŷŖ�Û�ǭń�Ƶ2

ēĿ�ĄĉŖ�Ƭ\ş�ěyŘ�ēĿ�ưƶcŖ�Û�Ƶ2�Ƭ\ĕh×Ŗ

�ŻŘ�ǣĽĻĤ�tƼƊŅ|À�Ŗ�BüOžşĘČõĴ� 

���ƫµǅéč°ŖƠ 

VƱ�ÄŰſƾƱƆ�çîċĽŘƲƻŪ7µǅ�Ún�ċŸƻµǅč°�

_Ē_�čƚµǅ�ƻ¥ŭùłj�Ŷ#ƻ��¨°p°�ƒ�µǱ�¨°p

°�ƒ�µǱ�Ŗ�ÄŰ CADƍ��/�[ĢµǱ�Ŗ�ářŒµǱ�Ŗ�Ä

ŰyŘµǱ�Ŗ�Šńƒ�µǱ�¨ĸĻĤ“dÄŰµǱ�ĹĻĤ“dÄŰƒ

�µǱ�¨ĸĻĤ“dÄŰƻŰƳƯ�ĹĻĤ“dÄŰƒ�ƳƯ�Ŗ�Û�[

Ģ�Ƶ2ƻŰƳƯ�ưƶµ��ř(µ��ķ�µ��ķ�ƳƯ	Ʋď
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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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ķ�Ⅱ:°[ƫĺ 

ě��ķ�Ⅱ:°[�173+3	Ŷ#ƻ�
°[�Q�� 

İ��Ů °[[Ǘ vê°[Ķ?	%
 

Ǒƶčƚ 

İ� 

ǑƶäDƻ 40.75 23.55 % 

ǑƶLǏƻ 
(ķ�Ⅱ:ƫĺ) 

10 5.78 % 

°ŭ�Ũƻ 39 22.54% 

��čƚ 

İ� 

��äDƻ 26 15.04 % 

��ǏDƻ 
(ķ�Ⅱ:ƫĺ) 

18 10.40 % 

Ǩ�µǅč°ŖƠ 39.25 22.69% 

Ŷ#ƻ�ðƏu 3  

�Ư 173+3 100% 

ǳl°řǑǋ�ǫùĜùƛŷƃƘĩñƣà�Ŭƙ�ǀīƴ��ư´��

Ǟ��ǏD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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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āI�\FªāIĊÃ��Ċęéēý~�ĉ 

Ċ�ţWĠŲĎ 
�Ųƅŀ ţW�GH�ąƗ 

�ŐØþ �ŐØþ 

1. Ŀ��¥ŀĸƀ�Ûß~ī�
8ÓƮ��6ƞõăİ�ů�Ʈ

��!�ďüÜV¥ŀžŹeƔ

ŭ�ī�ĴĚ�ī�ſ(sŉĭÍ

ƪŲĳå��ŤģĿ�s¥ŀ�ĺ

ĸƀ�Ûßźƀī�ƣƯĳī�Ŀ

�Ŋ��ĸƀ�ŷLī�ƣƯĳī

�ŉĭŊsī�¥ŀŊ��ĸƀ�

ţ��å��ŤģĿ��¥ŀņ�

ĺĸƀs��ĸƀį�źƀ�Oú

sŷLī�ƣƯ� 

1.1 FïźƀsŷLī�ƣƯÍ
ƪĳå��ŤģĿ��ĺĸƀ� 

ī�Ŀ��¥ŀ�Ž�Ƴņå����C-1�
Ƴņå����C-2�ŒÂ#å�I��ą
ĪŽ�åĭŚŹ�I����ĥĭ C��
�ĥĭ�Ʋ C���_�����_���
��_��ŝn�Ʋ���_��ŝn�

Ʋ�ī�ºĮĥ��ī�ºĮĥ�Ʋ�ī

��� 

F�å��ĥĭ�_��Įĥ���

ņå��ŤģĿ��ĺĸƀ��ż�

Įĳ�ƲÒţ�Zĝ�ŤģŴ·ĳĭ

ŷsÛß� 

1.2 FïŷLī�ƣƯÍƪĳ¥
ŀ�ĺĸƀ� 

ī�Ŀ��¥ŀ�Ž�İ¥İ�Òô C�
ī�¥ŀŘù�ĺ�ī�¥ŀdĭ�ī�

¥ŀdĭ�Ʋ�ī�¥ŀV{�ī�¥ŀ

CADř{ 

Fïī�¥ŀ�ĺĸƀ�ÛßĥçŰ

ň�ĢƠŰň�_�f«�ę0W�

ņ�óĭŽs�óŴ·�Ûßī�¥

ŀà1a=ĳ�ódĭs�óŹň

êĒ�Ûßī�¥ŀV{ĳ�óĸƀ

s�óêĒ� 

1.3 F�źƀsOúī�ƣƯĳ
ī�Ŀ�Ŋ��ĸƀ� 

ī�_��ī�ĮÀ��ī�ĴĚ�%u

Oú�%uOú�Ʋ�ī�~ŒĴĚÒô�

�HƎHďüĄĚeÜV�ī�ſ(�Ŵ

P 

Fïī�_��ī�ĮÀ�ĳ��ĸ

ƀ�ţ�Ŀ�źƀī�ƣƯ�Ûßī

�Oú�ĴĚĳ�óĸƀsĶCO

úÒôêĒ�Ûßī�µtſ(ĳ�

óą¿�êĒsŀª� 

1.4F�ŷLī�ƣƯĳī�ŉ
ĭŊ�£�ī�Ŀ�Ŋĸƀ��

�ĸƀ� 

ī�ŉĭ�ī�ĒŴ�ī�ſ(�ŴP�

ī�ŗě��ĞĖĮ���ā 

��ī�ĒŴ�Ûßī�µtſ(�

ŴPĳ�ódĭsêĒ�F�Ɩůī

�ŉĭÍƪĳ��ĸ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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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F�ŷLī�ƣƯĳī�¥
ŀŊ��ĸƀ� 

 
čďüÜV¥ŀ��čďüÜV¥ŀ��

čďüÜV¥ŀŝn�Ʋ��ČďüÜV

¥ŀ��ČďüÜV¥ŀ�Ʋ�y0¬°

ĥ�ĭ�ş�Ɖğ_�ĥĭÂďüÜV�

}�ďü�Ʀđ�ī�¥ŀžŹ�ĺ�¥

ŀƬĵŉĭ�ë¥�ī�¥ŀąƭň��

HƎHďüĄĚeÜV�Ħľ¥�¬č�

ĭÒô�ī�Yţ÷ç�Ĕ�ưõ�ī8

ž�žŹe«į 
 

F�!�č�Č�yņďüÜV¥ŀ

žŹ�ƔůŉĭsĿ�ĹłĳĭŽĸ

ƀ�©ţ�mľī�¥ŀŊĸƀį�

ŷLī�ƣƯ� 
 

2. źƀ�Oúī�ƣƯ�ţ�Ŀ
�źƀďüĥ~ī�m|¡�ĳ

Ə²ã«sĮÀŌŚH~õVã

«ņī�ƣƯ��mī�ŲōƖů

ĄĚOú�«įŴŪ�þNņƖů

ſ(©Ŭ¹ī�ƈƠïãŘŽ��

ī�µtƖůOúsſ(� 

2.1 ţ�ïã«į_�Oús%
uOúÎĈ�mī�ŲōƖůĄ

ĚOú�Ŭ¹NĻåÚ� 

��_�����_�����_��ŝ

n�Ʋ���_��ŝn�Ʋ�ī�ĴĚ�

ī�ĴĚŝn�Ʋ�%uOú�%uOú

�Ʋ�ī�~ŒĴĚÒô�Ċ�žŹ(Ž
æ� 

 
�G�Įïã«į_�Oús%u

OúÎĈ�ī�ŲōƖůĄĚ�Fï

��ĳ�Â��ƠOúţWsRć

ĳ�ƲţW��G�Į«įŴŪ�þ

Nņ�mľØþåÚƖůOúſ(

©Ŭ¹ī�ƈƠïãŘŽĳţW� 
 
 

2.2 ţ�Ŀ�źƀďüĥ~ī�
m|¡�ĳƏ²ã«sĮÀŌŚ

H~õVã«ņī�ƣƯ��ī

�µtƖůOúsſ(� 

ī�_��ī�ĮÀ��ī�ſ(�ŴP�

ī�µtOú�ſ(ƅŀžŹ�Ċ�žŹ

(Žæ� 

 
 
�G�ĮĿ�źƀďüĥ~ī�m

|¡�ĳƏ²�ã«ĳţW�Ŀ�ź

ƀĮÀŌŚH~ĳi_õV�Ŵ·s

��ŊĳĶ�ã«ĳţW�2�ĮR

ćÛßī�ĬħsďüğƆý�ſ

(�¯¢¥ŀOúsĞĖĮ�č¨ſ

(�Ɩů�Č��űč�v�ņī�

µtƭĚ�ſ(ĳţ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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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žŹ/¯gī�ƣƯŷLêĂ�
~ī�8ÓƮ��6ƞõăİ�ů

�Ʈ��RćF�čďüÜV¥

ŀ��ČďüÜV¥ŀ�y0¬°

ĥ�ĭ�şņďüÜV¥ŀĳž

ŹţW�RćF�ī�ſ(sī�

ŉĭĳţW� 

3.1 RćF�ī�ſ(sī�ŉ
ĭĳţW� 

ī�ĴĚ�ī�ĴĚŝn�Ʋ�ī�ŉĭ

�ī�ĒŴ�ī�ſ(�ŴP�ī�µt

Oú�ſ(ƅŀžŹ�Ċ�žŹ(Žæ� 

�ŷī�Ē·sĒŴ0Ō��G�Į

ƚƓī�ĴĚŬ¹ī�ƈƠïãŘ

ŽĳţW��Gī�µtOú�ſ(

ĳţW�2�ĮRćF�!	Ɨ�Ŷ

¯¢ī�ŉĭĳţW� 

3.2 ~ŝnžŹŊ�ƌ�FïR
ćĳĨŃžŹţW�~ī�8Ó

Ʈ��6ƞõăİ�ů�Ʈ��

RćF�čďüÜV��Čďü

ÜV�y0¬°ĥ�ĭ�şņď

üÜV¥ŀĳžŹţW� 

čďüÜV¥ŀ��čďüÜV¥ŀ��

�ČďüÜV¥ŀ�y0¬°ĥ�ĭ�ş

�Ɖğ_��ČďüÜV¥ŀƅŀžŹ�

čďüÜV¥ŀŝnžŹ�Ċ�žŹ(Ž
æ� 

 
Ûßč�Č�yďüÜV¥ŀ¥ŧƙ

Õ�¥ŧžŹŹňĳêĒ�ÛßïC

¥ŀžŹæ'ĳŞJêĒ�~ŝnž

ŹŊ�ƌ�FïRćĳďüÜV¥

ŀžŹţW� 
 

3.3 RćF�ī�¥ŀV{ţW� 
 

ī�¥ŀV{�ī�¥ŀ CADř{��
ČďüÜV¥ŀƅŀžŹ�čďüÜV¥

ŀŝnžŹ�Ċ�žŹ(Žæ� 

�G�ĮƔį¸Îū{eŹňõƐ

'Ƒ\řV¥ŀ{ĀĳţW�©ţƤ

ƄsřV�ņ�öŀĳī�¥ŀ

{��G��Ɛ'ĳƖ�ć«įţ

W� 

4.QéţW�Ŀ�Ĺł�Ûßæĩ
ĄŎ�ƉçýƁeƔįĬ#9ÄÒ

ôŬhĶC9Äĳ�óêĒ�Fï

QéÁŜ�ţ���Ŀ�dĭ©Ɲ

įĿ�êĒ�ī�ƣƯƖůĹł�

^Ö�Ʋ�åÚOú�ĭ�©ƚƓ

9Äŝn¹UnĭïãĳŘŽ� 

4.1 ÛßæĩĄŎ�ƉçýƁeƔ
įĬ#9ÄÒôŬhĶC9Äĳ

�óêĒ�FïQéÁŜ� 

��Źňõ�ĺ B���Źňõ�ĺ�
Ʋ�QéQ�äŢ 1�QéQ�äŢ 2�
QéQ�äŢ�ƌ 

ţ�SįŹňõÒôƖůæĩĄŎ�

ƉçýƁ�ŬhĿ�ĹłÍƪŲĳ9

Ä�ƚƓQéQ�äŢe�ƌ��G

�ĮĳQéÁŜsQéţW� 

4.2 ţ���Ŀ�dĭ©ƝįĿ
�êĒ�źƀsŷL�öī�ƣ

ƯƖůĹł�^Ö�Ʋ�åÚO

ú�ĭ�©ƚƓ9Äŝn¹Un

ĭïãĳŘŽ� 

QéQ�äŢ�ƌ�%uOú�%uOú

�Ʋ�ī�Yţ÷ç�Ħľ¥�¬č�ĭ

Òô�ī�ĴĚŝn�Ʋ�ī�µtOú

�ſ(ƅŀžŹ�Ċ�žŹ(Žæ� 

ƚƓ%uOú�%uOú�Ʋ�ī�

ĴĚŝn�Ʋsī�µtOú�ſ

(ƅŀžŹ��G�Į��Ŀ�dĭ

©ƝįĿ�êĒ�źƀ�Oúsſ(

�öī�ƣƯĳĹłţW�ƚƓQé

Q�äŢ�ƌ�Řnī�Yţ÷ç�

Ħľ¥�¬č�ĭÒô��G�Įŷ

L�öī�ƣƯĳĹłţW� 
 

899 



 

  

 

5. 2įĬ#¥F�Fï�óĳŹ
ňĭŽ��ƌţW�ţ�RćƔį

ŹňõXAƐ's��¥FƐ'�

ţ�2įƘ³ĳÒô�ƉğsĬ#

Oú¥F�ĆĻOúī�ƣƯ�©

ţĭŷmľĶC¥Fĳ ƨÂ� 

5.1 Fï�óĳŹňĭŽ��ƌ
ţW� 

Ƴņå����C-1�Ƴņå����C-2�
ŒÂ#å�I��ąĪŽ�åĭŚŹ�I� 

ÛßƳņå��óŹňĭŽ�Fï�

�ĳ�ƌţW� 

5.2 ţ�RćƔįŹňõXAƐ
's��¥FƐ'� 
 

��Źňõ�ĺ B���Źňõ�ĺ�
Ʋ�CŀªžŹ�ĺ�ŹňõŀªžŹ�
ĺ B�Ʋ�ī�¥ŀV{�ī�¥ŀ CAD
ř{ 

FïŹňõ«į�ĺţW�ţ�2į

ŹňõƂŸŞŀ�ţ�2į��Ɛ'

Ɩůī�¥ŀV{sƑ\žŹ��G

��Ɛ'ĳƖ�ć«įţW� 

5.3 ţ�2įƘ³ĳÒô�Ɖğs
Ĭ#Oú¥F�ĆĻOúī�ƣ

Ư 

ī�ĴĚ�ī�ĴĚŝn�Ʋ�%uOú�

%uOú�Ʋ�ī�~ŒĴĚÒô 

RćF�2įĬ#Oú%uƖůī

�ĴĚĳţW�ţ��ŷLī�Ŀ�

�¥ŀƣƯÞ4ïã5Ú� 

6. ¥ŀ�ļ,��ŷī8ů�Ķ
Cĳļ,âŇ�Ē·sĒŴ�ſ(

¥ŀ�ƌ�ļ,�<®��@�Ē

·ĳµt�©ĭŷ«ÑÔĳƇ)� 

6.1 �ŷī8ů�ĶCĳļ,â
Ň�ī�þN�Ē·sĒŴ� 

ÁÇƛ»:G�Ē·�ĺ��zƕĬ#l

őŲ�Ʊ>Á���ódĭąŽ�ċĕ�

ÁÇs�zĦŦļ,��ĭŽ0ŌąŽ�

´]�âŇ�´]�âŇƅ�ƌä��Á

ÇâđĭŽƅļ,�ƌ�ī�Ŀ��¥ŀ

�Ž�ī�ŉĭ�ī�ĒŴ�Ņ�ƅ� 

�ŷ�ī8ĶCĳļ,âŇ�ī�þ

NsĒ·ĒŴ��G�Įæ_�ļ,

Èƀ$eī�8Ó2rÉ�Fïļ,

Ƈ)É� 

6.2 ſ(¥ŀ�ƌ�ļ,�<®�
�@�Ē·ĳµt�©ĭŷ«Ñ

ÔĳƇ)� 

ī�ſ(�ŴP�ī�µtOú�ſ(ƅ

ŀžŹ�¥ŀōƈżœ�źƀ���Į�

���Ċ��� 

2�ĮRćF�ƚƓī�Ĭħsď

üğƆý�ſ(�¯¢¥ŀOúsĞ

ĖĮ�č¨ſ(�ƭĚ�ſ(¥ŀ�

ƌ��Č��űč�v�ņī�µt

ĳš�ţWsōG�2�Į�ŷ*�

�ó���ÏĳŲĎ�ñð��,!

�ÐUŤ¦����.ƙÕĳţW�

ÞƳ¥ŀ�ƌţWeš�ō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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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ī�sk×śg¢�ĢĤī8
���ŝn�ƌƓŀ�ţ�ŝnŠ

Ůŗě�ī��Ē·��@�<®�

-ĭņVŏwō�ţēƞ7Ɩī�

sļ,k×śg¢� 

7.1�ŷz�ĳk×śg¢ÌĲ
eĶCĳâŇsĒė�ĒŴ�Ģ

Ĥī8��� 

´]�âŇ�´]�âŇƅ�ƌä��ċ

ĕ�ÁÇs�zĦŦļ,��ĭŽ0Ō

ąŽ�ī�Ŀ��¥ŀ�Ž�ÁÇâđĭ

Žƅļ,�ƌ�źƀ���Į����Ċ

��� 

�ŷz�ĳk×śg¢ÌĲeĶC

ĳâŇsĒė�ĒŴ��G�Įī�

Èƀ�k×śg¢ų¿�ĢĤī8�

�� 

7.2 ŝn�ƌƓŀ�ţ�ŝnŠ
Ůŗě�ī��Ē·��@�<

®�-ĭņVŏwō�ţēƞ7

Ɩī�sļ,k×śg¢� 
 

ī�ŉĭ�ī�ĒŴ�ī�ſ(�ŴP�

ī�µtOú�ſ(ƅŀžŹ�ĞĖĮ�

��ā�ī�ŗě��źƀ���Į��

��Ċ��� 
 

ƚƓ����G�Įĳī�Èƀ�k

×śg¢ų¿�źƀUī�µtſ(

�ŴPíZ±ī�ŉĭïãÎĈ�ţ

�Řnī�ĒŴ�ĞĖĮ���ā�

ī�ŗě��ŝnŠŮŗě�ī��

Ē·��@�<®�-ĭņVŏwō�

7Ɩī��ļ,k×śg¢� 

8. š�ŴŪ�Fï�æļ,Ŀ�
ōG�ļ,Ƈ)É�ţ�~�ƌ�

ĭŷ©Ɯ�¥ŀš�ƛ»sŴŪ�

¤ůļ,Ƈ)� 

8.1ĭŷıų��Įųĳ�óÈ
�eEµt�Fï<®ĳ0ƈs

ť�ĳ¼ĭōƈ�ĭŷ��~c

l$eļ,�Ťģī��ĳ�.� 

�zƕĬ#lőŲ�Ʊ>Á���ód

ĭ�ċĕ�ÁÇs�zĦŦļ,��ĭŽ

0ŌąŽ�ÁÇƛ»:G�Ē·�ĺ�0

Ţ�š�ĮĜŴP���Ø� 1�š�Į
ĜŴP���Ø� 2�ÁÇâđĭŽƅļ
,�ƌ���K�ĭŽ���K�Òţż

œ�0Ţ I�0Ţ II�0Ţ III�0Ţ IV 

�ŷƱ>Á���z_ĳclƖŀ�

źƀċĕ�ÁÇs�zĦŦļ,�

�ĭŽ0ŌíƱ>Á���ódĭ

s�zF0�ƧĶŘnĭŽÊû��

G�ĮÿŃĆĻĳıų��Įųs

(;ų��G�Į0ŢDƊ�7Ɩ�

Įƍ0ĳĆ§gŢ�<®g¢� 

8.2 ţ�~ŝn�ƌ�ĭŷ©Ɯ
�¥ŀš�ƛ»sŴŪ�¤ůƇ

)� 

ÁÇâđĭŽƅļ,�ƌ�źƀ���Į

����Ċ��� 

ƚƓ��ĝ?ů��*�Ɩů�ƌ�

�ŷĮ��ĳ�ƧÅM�áƩĶCƉ

ç���ĶCŴŪ�ƚƓ��Ż�Į

�ŷļ,s*���Ċ�ĮĸƀŘ

ùsţWōƈĳƪĎ��¾Ƙ«ļ,

g¢ƪ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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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sxƥ�Fïť�ƍ0ō
ƈ�Fïxƥn1ŋĽ�Fï��

ĳŔŕŉĭţW�űƒţWs�Ƨ

�¶ţW$e~xƥ�gÙ1į

ĳţW� 

9.1 Fïť�ƍ0ōƈ�Fïxƥ
n1ŋĽ� 
 

��K�Òţżœ�ÁÇâđĭŽƅļ,

�ƌ�0Ţ I�0Ţ II�0Ţ III�0Ţ IV 

�G�Į�òø��ĮĘĳ�óĘ

[ţWs�ī�ĳƘ«ţW�Ż�Į

GÊơġĳ�Æs�Gxƥn1ŋ

Ľ� 

9.2 Fï��ĳŔŕŉĭţW�ű
ƒţWs�Ƨ�¶ţW$e~x

ƥ�gÙ1įĳţW� 
 

��K�Òţżœ�ÁÇâđĭŽƅļ,

�ƌ�QéQ�äŢ 1�QéQ�äŢ 2�
QéQ�äŢ�ƌ�Ņ�ƅ��ī�ĴĚ

ŝn�Ʋ�čďüÜV¥ŀŝn�Ʋ�č

ďüÜV¥ŀŝnžŹ 

�GĨŃOúƣƯ�ŷLƣƯĳţW

$e���xƥ`1ĳţW�ƚƓ�

ƌ�G�ĮĳĐƚţW� 

10. Đƚ�Ûß�Ƣ�Ƃ�ţƤƄ
ó���æƉç�FïRćĳzƧ

ŵƟsƋæ_ĳ�ę�ń��n1

ţW�ţ���ıoůeļ,A+

ƖůïãĐƚs�ę� 

10.1 ţ���ıoůeļ,A+
ƖůïãĐƚs�ę� 

´]�âŇ�´]�âŇƅ�ƌä��ī

�Ŀ��¥ŀƖ¢�ƚƀABƙ:ƅ�Á

ÇâđĭŽƅļ,�ƌ�QéQ�äŢ�

ƌ 

eì�ŷ´]�âŇ��ŷī�Ŀ�

�¥ŀƮ�îéĳÒôsů�9Ä�

��ıoůeļ,A+ţïã�ę�

Đƚ�7Ɩš�ĮĜg¢� 

10.2 Ûß�Ƣ�Ƃ�ţƤƄó�
��æƉç�FïRćĳzƧŵ

ƟsƋæ_ĳ�ę�ń��n1

ţW� 

��ũƂ I���ũƂ II���ũƂ III�
��ũƂ IV�ī�Ŀ��¥ŀ��ũƂ�
Ċ�žŹ(Žæ� 

 
�G�ĮĳƂŸ�Ƨ«įţW�ĦT

íqƃţW�2"&~ p¥1sļ

,�¶ĦTízƧ�ę�ţįũƂ

ïã�Ɩůj�s�ƫĳ9Ä�ę�

�G�ĮƤƄũææĩƉç�ũƂ

æŁ�JţW�$Ƙ«Ëzŗěg¢

szƧ�ęĳƪŲ� 
 

11. Ƭĵŉĭ�Fï¥ŀŗě�ŉ
ĭ�ī�ĒŴņêƫĸƀ�Fï�

�ĳŷLƬĵƣƯĳţWs�Ƨ

¥1�ĳŔŕ�ŉĭţW� 

11.1 Fï¥ŀŗě�ŉĭ�ī�
ĒŴņêƫĸƀ� 

ī�ŉĭ�ī�ĒŴ�ī�ſ(�ŴP�

¥ŀƬĵŉĭ�ë¥�ī�¥ŀąƭň�

ĞĖĮ���ā�ī�ŗě� 

ţ�$��ƂŸÝƗďüÜV¥ŀ

ŉĭĘ[�F�ƖůďüÜV¥ŀƬ

ĵŉĭÍƪĳ¥ŀŗě�ŉĭ�ī�

ĒŴņêƫĸƀ� 
11.2 RćFï��ĳŷLƬĵƣ
ƯĳţWs�Ƨ¥1�ĳŔŕ�

ŉĭţW 

QéQ�äŢ�ƌ�Ċ����Ċ�žŹ

(Žæ� 

ƚƓŝn�ƌ�ÞƳOúsŷLī�

ƣƯƬĵ¥1�`Ɔ�Ŕŕsŉĭţ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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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Ŗƍ���GÊť�ĳ���
Æ��Ŗƍ��ïĆĻźƀ�Fï


è��sƘ«g¢ĳţW� 

12.1 �Ť���sŖƍ��ĳ½
ŲÂïĆĻĳźƀ� 

š�ĮĜŴP���Ø� 1�š�ĮĜŴ
P���Ø� 2�QéQ�äŢ 1� Qé
Q�äŢ 2�ī�Ŀ��¥ŀƖ¢ 

�G�Į�òø��ĮĘĳ�óĘ

[ţWs�ī�ĳƘ«ţW�Ż�Į

GÊ���Æ��±�ĮŤ���ţ

W� 

12.2 ÛßŤ�Ŭh9ÄĳêĒ�
FïŤ���sƘ«ļ,k×ś

g¢ţW� 

QéQ�äŢ�ƌ�Ċ����Ċ�žŹ

�Žæ� 

ƚƓ�ƌ�G�Į��sI��ĳ

ţW��,2įĬ#9ÄÒôƳãĪ

����2�ĮķĆÊ���ĳ�

���G�ĮŤ�ţW�ĿĹţWe

QéQ�ţW� 

�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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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mçx��é��ęéēýU¦xčDĢ�ĉ 

��Ĥĕ¦Āęé 

�X ęé&â ęé[è 
ęé 
�� 

�ę 
R. 

x¬CĨ 
xC 

þº 
ñk 

^x¬ 
ÙĒ 
^§ 

�ęx¯ 
�x¬ ÙĒ zĞ 

1 140025001 ��ĥ�4>�Æ�lä �4 ĳ6���xĭ 40 40 0 2.5 þⅠ 4 10 1 

2 140025002 ĳ6���l°SÙ¼Ē �4 ĳ6���xĭ 40 40 0 2.5 þⅠ 4 10 2 

3 140030001 �dġØ&WõĊ �4 ĳ6���xĭ 48 48 0 3 þⅠ 4 12 3 

4 110040010 
ÀÉ���_�dÔăå-

��ÙĒ0ò¼Ē 
�4 ĳ6���xĭ 64 64 0 4 þⅠ 4 16 4 

5 100040015 txĆⅡ I �4 rⅡò 64 64 0 4 þⅠ 4 16 1 

6 100040014 txĆⅡ II �4 rⅡò 64 64 0 4 þⅠ 4 16 2 

7 100030005 txĆⅡ III �4 rⅡò 48 48 0 3 þⅠ 4 12 3 

8 100020003 txĆⅡ IV �4 rⅡò 32 32 0 2 þⅠ 4 8 4 

9 090010002 txčï²lä B �4 čï²xĭ 16 16 0 1 þⅠ 2 8 1 

10 090010003 txčï²läzĴ �4 čï²xĭ 16 0 16 1 þ· 2 8 1 

11 140002001 �O�¥í�� �4 ĳ6���xĭ 8 8 0 0.25 þ· 2 4 1 

12 140002002 �O�¥í�  �4 ĳ6���xĭ 8 8 0 0.25 þ· 2 4 2 

13 140002003 �O�¥í�� �4 ĳ6���xĭ 8 8 0 0.25 þ· 2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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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ęé&â ęé[è 
ęé 
�� 

�ę 
R. 

x¬CĨ 
xC 

þº 
ñk 

^x¬ 
ÙĒ 
^§ �ęx¯ 

�x¬ ÙĒ zĞ 
14 140002004 �O�¥í(b) �4 ĳ6���xĭ 8 8 0 0.25 þ· 2 4 4 
15 140002005 �O�¥í (") �4 ĳ6���xĭ 8 8 0 0.25 þ· 2 4 5 
16 14002006 �O�¥í (:) �4 ĳ6���xĭ 8 8 0 0.25 þ· 2 4 6 
17 14002007 �O�¥í (�) �4 ĳ6���xĭ 8 8 0 0.25 þ· 2 4 7 

18 120010002 0Ā I �4 0ĀĦ 32 0 32 1 þⅠ 2 16 1 

19 120010004 0Ā II �4 0ĀĦ 32 0 32 1 þⅠ 2 16 2 
20 120010001 0Ā III �4 0ĀĦ 32 0 32 1 þⅠ 2 16 3 

21 120010003 0Ā IV �4 0ĀĦ 32 0 32 1 þⅠ 2 16 4 

22 540020001 txA�ÙĒ �4 xÚo 36 36 0 2 þ· 2 18 1 
23 070010076 ÿ�ÚÎċD���¡� 1 �4 øðxĭ 16 16 0 1 þ· ë 1x¯ 16ę¬ 

24 070010077 ÿ�ÚÎċD���¡� 2 �4 øðxĭ 16 16 0 1 þ· ë 6x¯ 16ę¬ 

25 130010001 FªF�¦Ā 1 �4 FªF�xĭ 16 16 0 1 þ· ë 2x¯ 16ę¬ 

26 130010002 FªF�¦Ā 2 �4 FªF�xĭ 16 16 0 1 þ· ë 3x¯ 16ę¬ 

27 130020015 ęrç ËN �4 FªF�xĭ / / / 2 þ· 
xÚĤĠá<ęrç ËNć�x

C�ÜFªF�xĭĚěĎy� 
ë 6x¯ 

�č 716 572 144 40.75  

Ĥĕ9ģģ4ęéEĉ'x¹¾x¯�ęĉ�B�°��Ĥĕ9;ģ4ę¿�®/ĊÃ� 10xC�Ă�4Ę 2�xCĄ±ñ9;ģ4ęé�
=%ĊÃTÒ��ħ��xĭ<!Ģ�½L�Ĥĕ9;ģ4ęéðÙÞz«JÆ	�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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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çläęé 

�X ęé&â ęé[è 
ęé

�� 
�ę 
R. 

x¬CĨ 
 

xC 
þº 
ñk 

^x¬ ÙĒ^§ �ęx¯ 
�x¬ ÙĒ zĞ 

1 080010001 ×mçx��é�Ē �4 �×xĭ 16 16 0 1 þ· 2 8 1 

2 090040014 ĵì§x��C-1 �4 3çò 64 62 2 4 þⅠ 4 16 1 

3 090020060 ĵì§x��C-2 �4 3çò 32 30 2 2 þⅠ 2 16 2 

4 090030004 ö�&§�I �4 3çò 48 48 0 3 þⅠ 3 16 3 

5 090030008 ¼ÖĒ�§Ùûč�I �4 3çò 48 46 2 3 þⅠ 3 16 4 

6 090020005 Cé�ēčlä �4 čï²xĭ 32 32 0 2 þⅠ 2 16 2 

7 090015001 čï²é�ēčlä BzĴ �4 čï²xĭ 24 0 24 1.5 þ· 2 12 2 

8 030040158 txÓÙ C �4 Ývxĭ 64 64 0 4 þⅠ 4 16 2 

9 030010194 txÓÙzĴ C �4 Ývxĭ 16 0 16 1 þ· 4 4 3 

10 030040135 Ý�Ýv ± C �4 Ývxĭ 64 56 8 4 þⅠ 4 16 3 

11 080030001 txPx� �4 �×xĭ 48 42 6 3 þⅠ 3 16 2 

12 080025007 txPx� �4 �×xĭ 40 34 6 2.5 þⅠ 4 10 3 

13 170020001 ×m�éGe �4 �×xĭ 32 26 6 2 þⅠ 4 8 3 

14 170020002 ×m�é CADúe �4 �×xĭ 32 0 32 2 þ· 4 8 3 

15 080020005 ×m�ÚÓx �4 �×xĭ 32 28 4 2 þⅠ 2 16 4 

16 080020025 ×mhx �4 �×xĭ 32 28 4 2 þⅠ 2 16 5 
�č 624 512 112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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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ęé 

�X ęé&â ęé[è 
ęé

�� 
�ę 
R. 

x¬CĨ 
xC 

þº 
ñk 

^x¬ ÙĒ^§ �ęx¯ 
�x¬ ÙĒ zĴ 

1 080025008 ×mPx� �4 �×xĭ 40 40 0 2.5 þⅠ 4 10 4 

2 170030001 ×m�éSÙ� �4 �×xĭ 48 48 0 3 þⅠ 3 16 4 

3 170025007 ×mÚ�x� �4 �×xĭ 40 34 6 2.5 þⅠ 4 10 5 

4 080030014 ×mßÌ� �4 �×xĭ 48 42 6 3 þⅠ 3 16 5 

5 080025004 ÂÄ¶¤G�é�� �4 �×xĭ 40 34 6 2.5 þⅠ 4 10 5 

6 080025006 tÁÄ¶¤G�é� �4 �×xĭ 40 40 0 2.5 þⅠ 4 10 6 

7 080005003 tÁÄ¶¤G�ézĴ �4 �×xĭ 8 0 8 0.5 þ· 4 2 6 

8 080025009 c0��ÓoÙoý�ĝÐP� �4 �×xĭ 40 34 6 2.5 þⅠ 4 10 6 

9 080020026 ÂÄ¶¤G�é�� �4 �×xĭ 32 32 0 2 þⅠ 4 8 6 

10 080020027 ×mðÙ�×mÆċ �4 �×xĭ 32 32 0 2 þⅠ 4 8 6 

11 080030003 ×mĔ*�ċD� �4 �×xĭ 48 48 0 3 þⅠ 4 12 7 

�č 416 384 32 26     

pÇ���º�ęé'�¸Đ�VⅡęé'�¸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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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ģ4ęé 

�X ęé&â ęé[è ęé� �ę 
R. 

x¬CĨ 
xC þº 

ñk ^x¬ ÙĒ^§ �ęx¯ 
�x¬ ÙĒ zĞ 

1 170020003 (aCµ +ģ �×xĭ 32 32 0 2 þⅠ 2 16 3 

2 170010001 (aCµzĴ +ģ �×xĭ 16 0 16 1 þ· 4 4 3 

3 080020032 ×m�éù´lä +ģ �×xĭ 32 32 0 2 þⅠ 2 16 3 

4 080020029 ×mKā³© +ģ �×xĭ 32 26 6 2 þⅠ 2 16 4 

5 080020010 È�Ĳ² +ģ �×xĭ 32 32 0 2 þⅠ 2 16 4 

6 080020030 ×m�éēčlä +ģ �×xĭ 32 32 0 2 þⅠ 2 16 5 

7 080020012 ÏÊÚ#�{º +ģ �×xĭ 32 32 0 2 þⅠ 2 16 5 

8 080020015 ×møÍx +ģ �×xĭ 32 32 0 2 þⅠ 2 16 5 

9 080020014 ×mçx��é��ĆⅡ +ģ �×xĭ 32 32 0 2 þⅠ 2 16 5 

10 080020009 ×mçx��éĢ� +ģ �×xĭ 32 32 0 2 þⅠ 4 8 5 

11 080020031 ÓÙ�Ä¶¤G +ģ �×xĭ 32 28 4 2 þⅠ 4 8 6 

12 080020033 ×m�é¼ıï +ģ �×xĭ 32 32 0 2 þⅠ 4 8 6 

13 080020007 fnÄ¶�ĬÅ +ģ �×xĭ 32 26 6 2 þⅠ 4 8 6 

14 080020011 ×mgößÌ ± +ģ �×xĭ 32 32 0 2 þ· 4 8 6 

15 080020018 Ôæ���ÂoÙ ± +ģ �×xĭ 32 32 0 2 þⅠ 4 8 7 

16 080020008 |@ğ@Ä¶¤G +ģ �×xĭ 32 28 4 2 þⅠ 4 8 7 

17 080020035 ×2ēpēčU�Û +ģ �×xĭ 32 32 0 2 þⅠ 4 8 7 

18 080020021 �éįàðÙ�«� +ģ �×xĭ 32 32 0 2 þⅠ 4 8 7 

�č 560 524 36 35     

pÇ���ģ4ęéİģs 18�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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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Į�zĞ¦x×ąčDĉ 

�X ęé&â ęé[è ęéñk 
ęé 
�� �ęR. xC hÑ x¯ pÇ 

1 540020002 txA� āď÷ Ĥĕ�4ę �4 xÚo 2 A�ď÷i 1 2^ 

2 080020003 txPx�üZzĴ xçläę �4 �×xĭ 2 ¹@ 2 2^ 

3 310010004 �éóĜď÷ Ĥĕ�4ę �4 zďlh 1 ¹@zďlh 2 1^ 

4 140005001 ��¥ÅÙĒęå-zĞ�� Ĥĕ�4ę �4 ĳ6���xĭ 0.5 ¹@ 2�}5 2^ 

5 080010006 txPx�üZzĴ xçläę �4 �×xĭ 1 ¹@ 3 1^ 

6 140005002 ��¥ÅÙĒęå-zĞ�  Ĥĕ�4ę �4 ĳ6���xĭ 0.5 ¹@ 3�5 2^ 

7 080010003 Ďĕz�� ���4ę �4 �×xĭ 1 ¹r 4 1^ 

8 080010007 ×m�ÚÓzĴ xçläę �4 �×xĭ 1 ¹@ 4 1^ 

9 080010008 ×m�éSÙzĴ ���4ę �4 �×xĭ 1 ¹@ 4 1^ 

10 140010001 ��¥ÅÙĒęå-zĞ�� Ĥĕ�4ę �4 ĳ6���xĭ 1 ¹r 4�}5 4^ 

11 080020022 ×mßÌüZzĴ ���4ę �4 �×xĭ 2 ¹@+¹r 5 2^ 

12 080010009 tÁÄ¶¤G�éęéēč ���4ę �4 �×xĭ 1 ¹@ 6 1^ 

13 080010010 ÂÄ¶¤G�éüZzĴ ���4ę �4 �×xĭ 1 ¹@ 6 1^ 

14 080020036 ÂÄ¶¤G�éüZēč ���4ę �4 �×xĭ 2 ¹@ 6 2^ 

15 130020003 FªF�¦ĀzĞ Ĥĕ�4ę �4 FªF�xĭ 2 
»¢��ĭ
2016�

102X¨)�Ĉ 6  

16 080020037 ×m�`Cµ�Ĕ*ęéēč ���4ę �4 �×xĭ 2 ¹@ 7 2^ 

17 080020038 Ú#z�� ���4ę �4 �×xĭ 2 ¹r 7 2^ 

18 140002008 �O�¥íęzĞ¦x Ĥĕ�4ę �4 ĳ6���xĭ 0.25 ¹@+¹r 7�¹@r
+5 1^ 

19 080020039 ¿�z�� ���4ę �4 �×xĭ 2 ¹@+¹r 8 2^ 

20 170140001 ¿�ēč�Ē¨� ���4ę �4 �×xĭ 14 ¹@+¹r 8 14^ 
Zč  39.25   44 

pÇ�,�?ÿ¦��đęé'�¸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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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ąCĨ�Čĉ 

x

� 
x¯ 

ÙĒ¦x þⅠ Į�zĞ txA�

 āď÷ 
7x¦Ā ¿�¦Ā ²N �č ^x¬ 

(^) (^) (^) (^) (^) (^) (^) (^) �A+B 

1 
1 16 1  2 1   20 18+0 

2 16 1 
3�2^}5å
-zĞ     20 23+0 

2 
3 16 1 

1�2^5å
-zĞ    2 20 24+5 

4 16 1 
3�4^}5å
-zĞ     20 22+4 

3 
5 16 1 2    1 20 10+10 

6 15 1 4     20 11+9 

4 
7 12 1 

4�1^5å
-zĞ    3 20 5+11 

8   16   1 3 20 0+0 

�č 104 7 
33+9�}�
5å-zĞ 2 1 1 12 160  

Ç�^x¬=A+B�=� A��4ę^x¬�B���ģ4ę^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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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ñkęé¦xx¬�xCCĨûčĉ 

                            ƅŀÂƈ 
:ƄŊT 

�ì �O 
�ƌ�ObÃ�O

ĉ3 
ĭŽ �ƌ ĭŽ �ƌ 

ƚƀ½:ƅ ½: 572 144 33.75 7 4.05% 

�Ŀ�ĺƅ ½: 512 112 32 7 4.05% 

Ʃ��ƌä�īŨ ½: 0 352 0 39.25 22.69% 

��½:ƅ ½: 384 32 24 2 1.16% 

��ƙ:ƅ(Ċ�î/ŲĎ) ƙ: 252 36 15.75 2.25 1.30% 

ƚƀABƙ:ƅ(Ċ�î/ŲĎ) ƙ: 160 0 10 0 0.00% 

nŹ� 

1880 676 115.5 57.5 

33.25% 

2556 173 

Ç�Į�zĞ¦x×ąÕêčï��ĩqûĐ7=%ęéñk�ÙĒęé�zĞęé�\ę@_Õêj 16x¬č 1xC�0Ā�I�II�III�IV32
x¬č 1xC�Į�zĞ¦x×ąęé 22x¬č 1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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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ë²ŤĠcħ# 

ß��ë²ŤĠ< 5 ƈ�YÅ	Ƅ��cĄ�ċ�ãÔ»bċ�Ca 

ņ�ñ?şŚ��Ô»| ņ�ñ?şŚ�ñ?PŻ¿à� 

���Ƅ��cĄ�ċ 

ßŤĠŹŲßŤĠĒ���3�Čŋ°Ƅ���ßbċ�Ą�ċbċq 

ņĒ�ęĖš�ŵ�ò¡w�ãÔĒįİ�¶Ł=Ī�ßŔ¯Ēśš�3�Č

Mò?ÞƄĔįİIç�P�Ą�ċ ņ'cƄ�ãÔ�ƘĘĢĒŁR� 

���ãÔ»bċ 

ßŤĠYÅãÔ»bċĒ�ßðµ�Ƅ�GwċŞ�ąÊEƄċŞ�Ƅ

��¶fbċ�ƙI�»|ċŞq´ź»ċŞĥžI�œõ�ČÉÍƄ�

�¶fqƙI�»|bċĒ�ßċŞ�?ÞIçq�ċ���ßƉƗĒŁR� 

��Ca ņ�ñ?şŚ 

ßŤĠ�œŝŶÞ=Ƅ��¶»Ē���ßðµ�ƊŶCa ņ�Ca

ñ?şŚĒIĩqşŚĒ×÷�kØŝŶCañ?PŻĒ���ß×÷q¿à

œõ�ßŤĠĒ*UÙ3�Č�ŗCa ņĒ�œ§č�fqeR“ă
 

ņŭĭĒP�
ÉÍñ?şŚ�PŻĒ�ß×÷�¿àœõq?1§č�ßŤ

Ġ¬ťċŞľĪ�ƌ�T¬�ƘqĞ¿úVĥ�ŮĉŇ�$ļªÂ�ČĒLŻ

ŁR� 

�t��Ô»| ņ�ñ?şŚ 

ßŤĠŝŶ�Ô»|Ē�ęĖš�#Ĳù�»|bċc ņ“¶�ù�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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Ĵæ�ù�á�ù�üùĪĵşŚ�»|Ɛž(şŚ�ù�ñÖ¿àĒ§č�

'c>%�Ô»|ñ?şŚ� 

���ñ?PŻ¿à 

ßŤĠ�œÑ�A�YÅ	ñ?PŻ ņŔĠP��ñ?Ɛ(ĒiĝÚŹ

áïT ×÷�ñ?Ɛ(ĒĐĂň»T qĐĂňĭJQT �“ĝT �

ñ?Œſ¿àqñ?ťŢ�ĸ6¿àĥA�� 

���œ�Ů¶Ñ�ĉŇ 

 ĠīŧŜĮ�ĄT ���Ɔ ���áïT �����śš���

LÖL�ÑĿ�Ů�áïşŚŤĠşŚ�CañĴæIç��ÔñĴæIç�

CañŤĠşŚ��ÔñŤĠşŚ�ñ?PŻ���ô����ô�şŚĥ� 

9�ô�Ý0�Iœõ 

ß��ô�Ý0�I	173+3�Ĥ�Ť�»Ķ^��I�>�	 

ñzlğ �I _·�Ió4�%� 

ŹšÑĿ 

ñz 

Źš³6Ť 40.75 23.55 

Źš:ŸŤ 
(ô�Ý0œõ) 

10 5.78 

�Ğ�ęŤ 51.5 29.77 

��ÑĿ 

ñz 

��³6Ť 22.5 13.01 

��Ÿ6Ť 
(ô�Ý0œõ) 

17 9.83 

Ə��ŮÑ�ĉŇ 31.25 18.06 

Ĥ�Ť�»Ķ^ 3 0 

jŚ 173+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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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ǭɄfĒ56ǆſÛ73¿ƏǙƦP56Ɩǵ";ǭ

Ą�ǆſĿƵCǕÓI.MǼǮĹȚƠmòƬƸƖż

�CpÏǶǯǷS¶ǶǯŶȟƜǕ�CǕÓȴǾ¶Ɩǭ

ǶǯƠmƜ«ƨŸĉŸǩ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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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ŜņĜÇ£ĸ�òƬ.MǿƬǶǏ£ŁÛǯ�ȘþǤ 

 D!ȟǸŁǓǿƬ 

üª ǿƬGƢ ǿƬ®ƫ 
ǿƬ 
ïē 

āǿ 
�T 

Ûŋ�Ȧ 

Û� 
ǐŦ 
ƹÇ 

µÛŋ 
Ɩǵ 
µŃ 

āǿÛŕ 
ĔÛŋ Ɩǵ àȍ 

1 140025001 ĒęȢč^q-ŸĉÊƤ ď^ ɄfĒ56 
Ûȹ 40 40 0 2.5 ǐǺ 4 10 1 

2 140025002 ɄfĒ56Êŗ¡Ɩūǵ ď^ 
ɄfĒ56 

Ûȹ 40 40 0 2.5 ǐǺ 4 10 2 

3 140030001 3¿ȗƕG©ǀǦ ď^ 
ɄfĒ56 

Ûȹ 48 48 0 3 ǐǺ 4 12 3 

4 110040010 
Ųź1Ēę¶3¿ƏǙƦP56

ƖǵVƻūǵ 
ď^ ɄfĒ56 

Ûȹ 64 64 0 4 ǐǺ 4 16 4 

5 100040015 ÔÛǜǼ I ď^ ÑǼƻ 64 64 0 4 ǐǺ 4 16 1 

6 100040014 ÔÛǜǼ II ď^ ÑǼƻ 64 64 0 4 ǐǺ 4 16 2 

7 100030005 ÔÛǜǼ III ď^ ÑǼƻ 48 48 0 3 ǐǺ 4 12 3 

8 100020003 ÔÛǜǼ IV ď^ ÑǼƻ 32 32 0 2 ǐǺ 4 8 4 

9 090010002 ÔÛǯƷřÊƤ B ď^ ǯƷřÛȹ 16 16 0 1 ǐǺ 2 8 1 

10 090010003 ÔÛǯƷřÊƤà《 ď^ ǯƷřÛȹ 16 0 16 1 ǐš 2 8 1 

11 140002001 ą�-ĿƵ(D) ď^ ɄfĒ56 
Ûȹ 8 8 0 0.25 ǐš 2 4 1 

12 140002002 ą�-ĿƵ(=) ď^ 
ɄfĒ56 

Ûȹ 8 8 0 0.25 ǐš 2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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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ª ǿƬGƢ ǿƬ®ƫ 
ǿƬ 
ïē 

āǿ 
�T 

Ûŋ�Ȧ 

Û� 
ǐŦ 
ƹÇ 

µÛŋ 
Ɩǵ 
µŃ āǿÛŕ 

ĔÛŋ Ɩǵ àȍ 

13 140002003 ą�-ĿƵ()) ď^ ɄfĒ56 
Ûȹ 8 8 0 0.25 ǐš 2 4 3 

14 140002004 ą�-ĿƵ(º) ď^ ɄfĒ56 
Ûȹ 8 8 0 0.25 ǐš 2 4 4 

15 140002005 ą�-ĿƵ(@) ď^ 
ɄfĒ56 

Ûȹ 8 8 0 0.25 ǐš 2 4 5 

16 14002006 ą�-ĿƵ(k) ď^ 
ɄfĒ56 

Ûȹ 8 8 0 0.25 ǐš 2 4 6 

17 14002007 ą�-ĿƵ(E) ď^ ɄfĒ56 
Ûȹ 8 8 0 0.25 ǐš 2 4 7 

18 120010002 VǓ I ď^ VǓȤ 32 0 32 1 ǐǺ 2 16 1 

19 120010004 VǓ II ď^ VǓȤ 32 0 32 1 ǐǺ 2 16 2 

20 120010001 VǓ III ď^ VǓȤ 32 0 32 1 ǐǺ 2 16 3 

21 120010003 VǓ IV ď^ VǓȤ 32 0 32 1 ǐǺ 2 16 4 

22 540020001 ÔÛv<Ɩǵ ď^ ÛƗÎ 36 36 0 2 ǐš 2 18 1 

23 070010076 ǑMƗƁǩ�-ëMİç 1 ď^ ǆƸÛȹ 16 16 0 1 ǐš Ƴ 1 Ûŕ 16 ǿŋ 

24 070010077 ǑMƗƁǩ�-ëMİç 2 ď^ ǆƸÛȹ 16 16 0 1 ǐš Ƴ 6 Ûŕ 16 ǿŋ 

25 130010001 �ň�MŁǓ 1 ď^ �ň�MÛȹ 16 16 0 1 ǐš Ƴ 2 Ûŕ 16 ǿŋ 

26 130010002 �ň�MŁǓ 2 ď^ �ň�MÛȹ 16 16 0 1 ǐš Ƴ 3 Ûŕ 16 ǿŋ 

926 



 

 
 

üª ǿƬGƢ ǿƬ®ƫ 
ǿƬ 
ïē 

āǿ 
�T 

Ûŋ�Ȧ 

Û� 
ǐŦ 
ƹÇ 

µÛŋ 
Ɩǵ 
µŃ āǿÛŕ 

ĔÛŋ Ɩǵ àȍ 

27 130020015 ǿÑƩħż� ď^ �ň�MÛȹ / / / 2 ǐš Ƴ 7 Ûŕ 

éǯ 716 572 144 40.75     

ȟǸjȝȝ^ǿƬ�ǤIÛŤůÛŕāǿǤ4{"ŗ.MȟǸjlȝ^ǿűMŒUǦŴ4 10 Û� Ǘê^Ǿ 2 2Û�ǚŘƹjlȝ^ǿƬ"oFǦŴ¢

Ƌ9ĜȥòMÛȹm>ȘDŮ�ăȟǸjlȝ^ǿƬƸƖƜàŊ�Ÿ�ģǣ!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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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ÛƩÊƤǿƬ 

üª ǿƬGƢ ǿƬ®ƫ 
ǿƬ

ïē 
āǿ 
�T 

Ûŋ�Ȧ 

Û� 
ǐŦ 
ƹÇ 

µÛŋ ƖǵµŃ āǿÛŕ 
ĔÛŋ Ɩǵ àȍ 

1 020010049 ŜņĜÇ£ĸ�òƬ.Mçǵ ď^ ŜņÛȹ 16 16 0 1 ǐǺ 2 8 1 

2 090060019 》ƴŃÛ 6!A-1 ď^ ]Ʃƻ 96 92 4 6 ǐǺ 6 16 1 

3 090040015 》ƴŃÛ 6!A-2 ď^ ]Ʃƻ 64 58 6 4 ǐǺ 4 16 2 

4 090030004 ǁēGŃ I! ď^ ]Ʃƻ 48 48 0 3 ǐǺ 3 16 3 

5 090030008 ūƓǵ-ŃƖǉǯ I! ď^ ]Ʃƻ 48 46 2 3 ǐǺ 3 16 4 

6 090020005 C ƬüǶǯÊƤ ď^ ǯƷř 
Ûȹ 32 32 0 2 ǐǺ 2 16 2 

7 090015001 ǯƷřƬüǶǯÊƤ B à《 ď^ ǯƷř 
Ûȹ 24 0 24 1.5 ǐš 2 12 2 

8 030040155 ÔÛƎƖ C ď^ ƙÙÛȹ 64 64 0 4 ǐǺ 4 16 2 

9 030010194 ÔÛƎƖà《 C ď^ ƙÙÛȹ 16 0 16 1 ǐš 4 6 3 

10 080020002 ÔÛ�Û B ď^ ŜņÛȹ 32 26 6 2 ǐǺ 2 16 2 

11 010040162 řũ�À I!A ď^ řũÛȹ 64 64 0 4 ǐǺ A 16 1 

12 010035147 řũ�À II!A ď^ řũÛȹ 56 56 0 3.5 ǐǺ 4 14 2 

13 010030153 Ɩǵ�Û B ď^ řũÛȹ 48 48 0 3 ǐǺ 4 12 3 

14 010025106 Ŝņ�Û B ď^ řũÛȹ 40 40 0 2.5 ǐǺ 4 10 4 

15 010030154 řũ¡Ɩ B ď^ řũÛȹ 48 48 0 3 ǐǺ 4 12 4 

16 010025107 řũǶǯ B ď^ řũÛȹ 40 40 0 2.5 ǐǺ 4 10 5 

17 010015120 řũǶǯà《 ď^ řũÛȹ 24 0 24 1.5 ǐš 2 1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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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ª ǿƬGƢ ǿƬ®ƫ 
ǿƬ

ïē 
āǿ 
�T 

Ûŋ�Ȧ 

Û� 
ǐŦ 
ƹÇ 

µÛŋ ƖǵµŃ āǿÛŕ 
ĔÛŋ Ɩǵ àȍ 

`18 030040135 ƙòƙÙħŘ C ď^ ƙÙÛȹ 64 56 8 4 ǐǺ 4 16 4 

éǯ 824 734 90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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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ď^ǿƬ 

üª ǿƬGƢ ǿƬ®ƫ 
ǿƬ

ïē 
āǿ 
�T 

Ûŋ�Ȧ 
Û� 

ǐŦ 
ƹÇ 

µÛŋ ƖǵµŃ āǿÛŕ 
ĔÛŋ Ɩǵ àȍ 

1 010020165 ?Ĳē-jô    ď^ řũÛȹ 24 20 4 1.5 ǐǺ 2 12 3 

2 020030101 ȬïÛ£ƉÎƖ ď^ ŜņÛȹ 48 48 0 3 ǐǺ 4 12 4 

3 020010050 ȬïŜņÊƤà《 ď^ ŜņÛȹ 16 0 16 1 ǐǺ 4 4 4 

4 020025076 řũ�ȡħŘÊƤ ď^ ŜņÛȹ 40 36 4 2.5 ǐǺ 4 10 5 

5 020025083 ŜņĜą¡Ɩ ď^ ŜņÛȹ 40 36 4 2.5 ǐǺ 4 10 5 

6 230020001 ƉŽV-zȬQȓÊƤ� ď^ ŜņÛȹ 24 24 0 1.5 ǐǺ 2 12 5 

7 020040102 w òǚ-ŬpǶǯ ď^ ŜņÛȹ 56 52 4 3.5 ǐǺ 4 14 6 

8 020040103 ËņĜÇòǚ-ŬpǶǯ ď^ ŜņÛȹ 56 52 4 3.5 ǐǺ 4 14 6 

9 020025085 Ŭp�ȡħŘ ď^ ŜņÛȹ 32 32 0 2 ǐǺ 4 8 7 

10 020020118 ŜņĜÇȕƬŪž£ĸ� ď^ ŜņÛȹ 24 22 2 1.5 ǐǺ 4 6 7 

éǯ 360 322 38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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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º!.Mȝ^ǿƬ 

üª ǿƬGƢ ǿƬ®ƫ ǿƬ
ïē 

āǿ 
�T 

Ûŋ�Ȧ 
Û� ǐŦ 

ƹÇ µÛŋ ƖǵµŃ āǿÛŕ 
ĔÛŋ Ɩǵ àȍ 

1 010015211 ǯƷřǈÀ ȸȝ řũÛȹ 24 0 24 1.5 ǐš 2 12 3 

2 070015028 òMNMƸƖ ȸȝ ŜņÛȹ 24 24 0 1.5 ǐš 2 12 4 

3 020020062 ǯƷř)ǋǶǯÊƤ ȸȝ ŜņÛȹ 32 0 32 2 ǐš 2 16 5 

4 020020069 Ƃ -ų�ħŘ ȸȝ ŜņÛȹ 32 28 4 2 ǐš 2 16 5 

5 020015104 Ŝņ�şħŘ-à《ŉŸ ȸȝ ŜņÛȹ 24 20 4 1.5 ǐš 2 12 5 

6 020015031 ŅƒŪƽ-ƩħǵŅuW ȸȝ ŜņÛȹ 24 24 0 1.5 ǐš 2 12 6 

7 020020119 ŜņșķŉŸ ȸȝ ŜņÛȹ 32 26 6 2 ǐš 2 16 6 

8 020015035 ŜņĜąǶÏ ȸȝ ŜņÛȹ 24 24 0 1.5 ǐš 2 12 6 

9 020020049 .MǜǼ Mȝ ŜņÛȹ 32 32 0 2 ǐš 4 8 7 

10 020015014 ŵȏǧƝKŬpǶǯ Mȝ ŜņÛȹ 24 24 0 1.5 ǐš 2 12 7 

11 020025082 Ŭp CAD/CAM Mȝ ŜņÛȹ 40 0 40 2.5 ǐš 4 10 7 

12 020025091 ŜņĜÇ CAE ħŘ Mȝ ŜņÛȹ 40 0 40 2.5 ǐš 4 10 7 

13 020015118 Ȝ°òƬ-ĐȠĜÇħŘ Mȝ ŜņÛȹ 24 20 4 1.5 ǐš 2 12 7 

éǯ 376 222 154 23.5     

¬ǯ 2276 1850 426 13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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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Ⱥ3àȍŁÛƔǛǯ�Ǥ 

üª ǿƬGƢ ǿƬ®ƫ ǿƬ 
ïē āǿ�T Û� ÂƇ Ûŕ ÏŹ 

1 540020002 ÔÛv<ħǕǳǂ ď^ ÛƗÎ 2 Ťr 1 2 µ 

2 140005001 ĒęĿŷƖǵǿƦPàȍ D! ď^ ɄfĒ56Ûȹ 0.5 Ťr/ŤÑ 2 Ťr+åa! 2 µ 

3 140005002 ĒęĿŷƖǵǿƦPàȍ =! ď^ ɄfĒ56Ûȹ 0.5 Ťr/ŤÑ 3 Ťr+őa! 2 µ 

4 140010001 ĒęĿŷƖǵǿƦPàȍ )! ď^ ɄfĒ56Ûȹ 1 ŤÑ 4 åa! 4 µ 

5 140002008 ą�-ĿƵǿàȍŁÛ ď^ ɄfĒ56Ûȹ 0.25 Ťr/ŤÑ 7 ŤrÑ+ő
a! 

1 µ 

6 130020003 �ň�MŁǓàȍ ď^ �ň�MÛȹ 2 

ŧĳ9ĜȥòMÛ

ȹÛƗ�ň�MÛ

�ǱßƸƖŐǣ�

Ÿ� Ĝòȹ�2016�
102 ª!ģǣ 

7  

7 310010004 òƬƼȄǳǂ ď^ àǳ3Ď(ò�) 1 ŤràǳÊÂ 2 1 µ 

8 020010057 Ɖ�òà9 ď^ ŜņÛȹ 1 Ťr 2 1 µ 

9 310010013 Ȯòà9 ď^ ŜņÛȹ 1 Ťr 2 1 µ 

10 310010006 řũ�òà9 ď^ àǳ3Ď(ò�) 1 Ťr 3 1 µ 

11 010010172 řũ�Àžǈ ď^ řũÛȹ 1 Ťr 3 1 µ 

12 020010013 .MǱǸà9 ď^ ŜņÛȹ 1 ŤÑ 4 1 µ 

13 010010011 řũǶǯǿƬǶǯ ď^ řũÛȹ 1 Ťr 5 1 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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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ª ǿƬGƢ ǿƬ®ƫ ǿƬ 
ïē 

āǿ�T Û� ÂƇ Ûŕ ÏŹ 

14 020010007 w ŬǇŞ�ş ď^ ŜņÛȹ 1 Ťr 6 1 µ 

15 020010010 ËņŬǇŞ�ş ď^ ŜņÛȹ 1 Ťr 6 1 µ 

16 020020121 w ŬǿƬǶǯ ď^ ŜņÛȹ 2 Ťr 7 2 µ 

17 020020122 ËņŬǿƬǶǯ ď^ ŜņÛȹ 2 Ťr 7 2 µ 

18 020020047 Ŭp�ȡà9 ď^ ŜņÛȹ 2 Ťr 7 2 µ 

19 020030086 űMà9 ď^ ŜņÛȹ 2 Ťr/ŤÑ 8 2 µ 

20 020130095 űMǶǯ ď^ ŜņÛȹ 8 Ťr/ŤÑ 8 13 µ 

éǯ  31.25    

933 



 

 
 

 k!ŁÛƔǛ�ȦDǫǤ 

Û

ù Ûŕ 

ƖǵŁÛ ǐǺ Ⱥ3àȍ ÔÛv<

ħǕǳǂ 
gÛŁǓ űMŁǓ ř� Ĕǯ µÛŋ 

(µ) (µ) (µ) (µ) (µ) (µ) (µ) (µ)  A+B! 

1 

1 16 1  2 1   20 25+0 

2 16 1 2    1 20 28+0 

2 

3 16 1 2    1 20 21+2 

4 16 1 1    2 20 28+2 

3 

5 16 1 1    2 20 17+6 

6 16 1 2    1 20 13+5 

4 

7 12 1 6    1 20 18+13 

8   15   1 4 20 0+0 

Ĕǯ 108 7 29 2 1 1 12 160  

Ź%µÛŋ=A+B"o3 A 4ď^ǿµÛŋ ƷŸ4Ûŕď^ǿĔÛŋ/ƖǵµŃ!"B 4.Mȝ^ǿµÛŋ ƷŸ4Ûŕȝ^ǿĔÛŋ/ƖǵµŃ!"
IǦèÛŕ«ȱǿƬµÛŋƟķŴ¶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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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ƹÇǿƬŁÛÛŋ7Û��ȦǉǯǤ 

                                                    *"�+ 
	)# 

�� �� 
�,�������

��%� 
�' �, �' �, 

.(�	* �	 572 144 32.55 8.20 4.74 

�!� �	* �	 734 90 45.87 5.63 3.25 

/��,���$ �	 0 698.5 0 31.75 18.35 

���	* �	 322 38 20.12 2.38 1.38 

��-	*(����%�) -	 160 112 10.03 6.97 4.03 

.(
�-	*(����%�) -	 160 0 10 0 0 

�&� 
1948 1071.5 118.57 54.43 

31.75 

       3019.5 173 
Ź%Ⱥ3àȍŁÛƔǛƑƱǯƷ"IȩÐǉǴgoFǿƬƹÇ8ƖǵǿƬ7àȍǿƬ ±ǿr¶ƑƱ!Ä 16 Ûŋǯ 1 Û�"VǓ I7II7III7IV!32
Ûŋǯ 1 Û�"Ⱥ3àȍŁÛƔǛǿƬ 22 Ûŋǯ 1 Û�8(Ź%o34ÔÛƗv<ħǕǳǂ574òƬƼȄǳǂ574ƦPàȍ5ƹ74�ň�MŁǓà

ȍ574űMà9574űMǶǯ ǵŅ!ƹ5IǯgàȍÛŋ)8ĔÛŋ¡�*ƖòƹÁ 2500-2700"ǆƸƹÁ 2200-2500"àȍÛ��ĔÛ�ŰYƖò

ƹȼIé> 30%"ǆƸƹIé>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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ĠÁŁÛȤȱ 
ŁĴØ´P5M Ł�ÎÎ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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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专业改革为突破，以协同育人为主线，推动学校转型发展 

成都工业学院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自评报告 

尊敬的各位督查调研专家各位领导、老师们：大家上午好！ 

   下面我受学校委托，代表学校将综改试点工作的主要内容向督察调研组各位

专家做一扼要汇报。请多指导帮助！ 

 我校自建校以来一直致力于为国家和地方建设培养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2015

年被省教育厅批准成为“本科院校二级学院（系）、专业（群）转型发展改革试

点”单位后，，新一届领导班子经过在校内反复遴选，确定了二级教学院（系）

中的软件学院和“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机械电子工程”、 “通信工程”、“软

件工程”、“物流管理”5个专业作为首批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对象展开项目工作。 

一年多来，学校抓住这一机遇，以专业改革为突破，以协同育人为主线，积

极推动学校转型发展，有效增强了学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一、完善工作组织架构，做到“项目有管理 工作有执行 经费有保障 

结果有统计”  

项目启动伊始，学校便成立了由党委书记和校长担任组长的教育综合改革领

导小组，负责全面统领和推进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同时，在原高教研究所基

础上新设置了发展规划与政策法规处（现在的综合改革与政策法规处），具体负

责综改专项工作。 

2015 年 6 月，学校正式发布《成都工业学院全面深化综合改革指导意见》，

并多次召开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专项工作会议，由发规处、教务处、科技处、

计财处、校地合作与校友联络处及试点项目单位负责人参加，厘清工作思路，落

实工作内容，研讨工作问题。 

为保障改革试点任务顺利推进，学校严格按照《四川省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

目管理办法》的要求，2015 年预算拨发专项经费 17 万元，2016 年下拨 10.2 万

元综改专项经费，资金使用进度已经超过 50%，专款专用，情况良好，未出现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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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现象。 

同时，学校指定专人负责综改信息收集、整理和报送工作，截止 2016 年 9

月，先后报送教育综合改革常规信息（月报）15 次、年度工作计划 2 份、半年

工作总结 3份、年度工作总结 2份。在今年 9月教育厅通报的综改信息报送的文

件中，我校以 48 分位列全省 51 所高校得第八名。 

二、以专业改革为突破，聚焦学校教育综合改革核心，创新育人模式  

学校获准成为省首批“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单位以来，始终瞄准综改核心，

以生为本，以学定教，将专业改革作为突破口，重构理论与实践、基础课程与专

业课程、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课程关系，以创新育人为目标，构建适合应用型

人才全面发展的教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方案。 

 

学校邀请政、行、企、校专家召开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及人才培养方案指

导意见研讨会，从产教融合、培养标准、创新创业、综合素质等方面对现行专业

教学进行了深度研讨。各试点专业则从专业综合改革的核心—重构课程体系入

手，积极开展相关课程的改革与建设，按照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规格的要求重

构课程体系，优化课程结构，更新、完善课程教学大纲。并改革传统的课程教学

模式，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借鉴 CDIO 模式构建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一方面以

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课内学习为主线，强化选题的针对性、设计内容的系统性

和完整性；另一方面是以体现学生创新创业的技能训练和学科竞赛等课外科技与

创业实践活动为辅助，强化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 

物流管理专业构建了“2个平台+2 个模块+2 个专业方向”的课程体系。2个

平台是指通识教育课程平台+工商管理大类专业教育课程平台；2 个模块是指专

业核心课程模块+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模块；2 个专业方向是指采购与供应链物流

方向和国际物流方向。 

通信工程专业将教学内容分模块进行开设，如通识课程模块、学科基础课程

模块、专业必修课程模块、专业选修课程模块等，一方面在数学、英语、C程序

设计等课程上放足学分，突出学生基本能力和素养的培养；另一方面增大了专业

选修课程力度，特别重视实践课程的开设（实践课程学时占比 34%），打通了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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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实践成果与学分之间的冲抵关系，充分起到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 

软件工程专业在软件开发类课程中引入“慕课”、“微课程”等教学资源，

逐步探索由“课前视频学习”、“课堂训练内化”和“课后固化”等三个相关过

程构成的“翻转课堂”改革。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把行业企业真正需要的技术革新项目和企业实际应用的

技术项目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全面推行案例教学法和项目教学法等新型教

学方法，为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实践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奠定了基础，使教学

内容最大限度地与生产实践和社会需求相结合。 

学校为培养学生创新创业意识，探索创新教育的新途径,成立了以校长为组

长的创新创业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并于2016年6月专门成立了创新创业学院，要求所有专业开设 2 个学分的创新创

业教育通识课，至少设立 2 个学分创新创业能力的训练。 

三、以协同育人为主线，打造政、行、企、校一体化实践教学新平台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离不开社会资源和社会环境的协作和互动，学校一直致力

于政、行、企、校四方联动与合作，牵头与 Intel、富士康、长虹电器、九洲电

器、宝利根、宏明双新、牧野机床、苏宁云商、重庆平伟等众多国内外知名企业

签署校企战略合作协议，搭建产业对话平台，进一步推进产教融合，探索校企协

同育人新途径。 

材料成型与控制专业每年近三分之一的教师都会到宏明双新、保利根（成都）

精密模塑有限公司、重庆平伟集团等企业顶岗工作；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

骨干同时也为学生讲课，如专业主干课程《模具制造技术》、专业选修课程《模

具软件应用基础》和《汽车覆盖件模具》就是由来自于企业一线的模具设计资深

工程师们担任授课老师。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建立了 11 家校外实习基地。软件工程专业与“QST 青软

实训”、“重庆德克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世纪鼎利智翔教育”、“四川复

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等 4家业内优秀企业合作。通信工程学院与成都铁塔、成

都盟升、九州电器等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物流管理专业则与四川丹甫制冷压缩

机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空分集团、四川创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四川瑞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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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贸易有限公司结成了稳定的合作关系。 

   作为四川通用航空协会无人机专委会主任单位，学校积极与郫县政府合作，

牵头成立四川省无人机产业技术联盟，共同合作建立集展会、赛事、培训、研发、

设计、生产、检测、行业应用开发于一体的无人机创新创业基地。学校大学科技

园菁蓉园区成功引进近 10 家无人机领域的企业和团队,学校投资成立的无人机

驾驶员培训机构--成都通航源科技有限公司已经获得空域批准和培训机构资质

授权，第一、二期学员已经完成培训和理论考试。 

学校还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实现最大范围和程度的资源共享，协同育

人，共同发展。2016 年起，学校特别设立了“陈毅游学奖学金”，资助鼓励优秀

学生到海外游学。迄今已有 4名学生赴美国扬斯敦州立大学，新西兰坎特伯雷理

工学院，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大学等 4所大学参加学习和交流活动。 

四、初步构建了应用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逐步向现代大学转型发展 

通过一年多来项目的实施，学校按照“基础实、能力强、素质高、善应用”

的人才培养要求，结合行业企业需求及课程在人才培养中的性质和作用，将教学

计划中较为单一的课程升级设置成通识课程、学科基础平台课程和专业模块课几

个部分；工科专业的实践学时占总学时的比重均超过 35%，管理类专业的实践学

时也超过了 25%，而综合性、设计性实验达到实验课程总数的 60%，可以说基本

上完成了应用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的调整。 

另一方面，伴随综改试点项目的推进，学校以章程为核心，按“废、改、立、

留”分类对校内原有的规章制度进行了全面清理，内容涉及行政管理、组织人事、

教学实验、科研、学生工作、财务管理、后勤保障、安全保卫等方面，形成了决

策、执行和监督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科学管理制度体系，有效促进了学校现代

大学制度体系建设。 

五、以承办“全国新建本科院校联席会议暨第十六次研讨会”为契机，

争当四川省应用型高校改革发展的示范标兵 

2016 年 2 月，省委书记王东明、现任市委书记成都唐良智专程考察了我校

与郫县政府联合建设的“成都菁蓉无人机创新创业基地”项目。王书记充分肯定

了我校培养社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的定位，高度赞许了我校的创新创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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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日报》、《教育导报》、四川教育网等媒体也先后以 “郫县菁蓉镇携手工业

学院 打造无人机双创基地”、“成都工业学院：凝心聚力 全面深化综合改革”、

“成都工业学院：加强校企地合作 充分发挥服务社会发展能力”、“宝利根定制

班在成都工业学院开学”、“成都工业学院成功申报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走

出去，收获眼界与真知——成都工业学院启动海外游学项目”等等为题，对学校

的综改进行了报道。四川省教育体制改革简报 2016 年第 5期还特别以“成都工

业学院推进转型发展建设应用型高校”为题介绍了学校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

地方性应用型现代工程技术大学”的典型事例。 

“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当时”。2016 年学校又被批准增列为“本科院校整体

转型发展改革”试点单位，拉开了我校“整体转型”的大幕。尽管在推进试点过

程中，无论在财政、人事，还是在招生、政行校企合作等方面，依然存在着诸多

政策限制，难以完全释放学校办学活力；而且办学资金短缺，经费来源渠道单一、

债务负担沉重等老问题也直接影响着学校的整体转型发展。但是，学校领导班子

有信心抓住机遇，开拓创新，以三类改革试验田为突破，以三大发展战略为引领，

打破体制机制的瓶颈，发挥示范效应，全面深入推进学校整体转型，创建更好的

育人环境。 

我校是国内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驻马店共识》签署院校之一，也是

全国新建本科院校联盟常务理事单位，同时是全国部分理工类院校联盟的理事单

位（G12）。学校即将承办“全国新建本科院校联席会议暨第十六次工作研讨会”，

来自全国 210 多所新建本科院校超过 600 位校领导及代表将参会，共同探索建立

创新发展、协同育人和质量保障的长效机制。 

学校拟以此为契机，牵头成立四川省应用型本科高校联盟，与区域内应用型

本科高校精诚合作，共享资源，共谋发展。同时，充分发挥引领作用，争当四川

省应用型高校改革发展的示范，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一所具有鲜明特色的地方应

用型本科高校。 

以上总结汇报，不妥之处谨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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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百年传统，开启崭新征程,学校转型发展初见成效 

——成都工业学院整体转型改革发展的探索与实践纪实 

 

 

一、百年老校魂在“应用”，转型发展根植“地方” 

 

成都工业学院是四川省政府举办、省教育厅主管的普通本科学校。2012 年，

经教育部考察批准，四川省人民政府决定在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基础上举

办成都工业学院。学校前身创办于 1913 年，是辛亥革命后四川省举办的第一所

实业学校，办学至今已有 104 年历史。 

 

成都工业学院办学历史 

 

陈毅元帅曾于 1916-1918 年期间在我校的染织科学习。1984 年，时任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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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工业部部长的江泽民同志到校视察，并于 1988 年为学校题词：“发扬优良传

统，培养优秀人才”。 1997 年学校成为全国首批、四川唯一的国家示范性高工

专重点建设学校；2005 年获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2007 年学校接受教育部人

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获得 15 项指标全优的成绩。 

     2012 年以来，面对本科办学的新要求，学校按照深度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有效对接区域重点发展产业集群的办学思路，根植川渝地区，以政行企校合

作为重点，多模式、多形式实施新一轮校企深度合作战略。以无人机项目为突破，

积极与郫都区政府合作，牵头成立四川省无人机产业技术联盟，建立无人机创新

创业基地；与英特尔、富士康、长虹集团、九洲电器、宝利根、重庆平伟等川渝

知名企业签署校企战略合作协议。 

学校坚持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核心，以产教融合、协同育人为主线，以创新

创业教育为抓手，稳步推进学校转型发展，正朝着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

建设目标努力奋斗。 

 

二、聚焦学校教育综合改革，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按照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学校借助实施四川省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和

教育综合改革试点的契机，创新了育人模式。 

以专业改革为突破口，建立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邀请政行企校专家对人才

培养模式和现行专业教学进行深入研讨，各专业重构课程体系，优化课程结构，

改革传统的课程教学模式。全面推动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任务驱

动式等教学方式。课程教学中引入“慕课”、“微课程”等教学资源，逐步探索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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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视频学习”、“课堂训练内化”和“课后固化”等三个相关过程构成的“翻

转课堂”改革。   

学校学科专业建设在重点培育传统优势专业基础上，增设了适应区域经济发

展的环境工程、无人机、轨道交通等应用型专业，建立起了专业链对接产业链和

创新链的应用型专业体系。 

以培养学生创新创业意识为抓手，探索创新教育的新途径。学校制定了《深

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成立了创新创业学院，开设创新创业教育通识

课；建立了微创空间、创业苗圃、科技园三级双创平台；启动创新创业教育训练

计划，举办了创新创业大赛等，搭建起了创新创业平台。学校还积极组织学生参

与国家和省级各类学科比赛，以赛促学。近年来，学校学生在全国大学生数学建

模、电子设计大赛、西门子杯等专业技能竞赛中屡获大奖。 

 

 

学生创新培养及竞赛获奖 

 

   作为共和国开国元勋陈毅的母校，学校有着独特的德育资源——陈毅精神。

校内有四川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陈毅纪念园，使学生能见贤思齐。学校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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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丰富的人文素质必修课和选修课，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营造了良好的

育人环境，也为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实践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奠定了良好基础，

使学校的教学内容最大限度地与生产实践和社会需求相结合，从学校向地方延伸

出一条融合了知识、创新、应用的价值链，让专业链与产业链有机结合，为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以“产教融合、协同育人”为主线，构建了“政产学研用”长效合作机制 

 

作为一所以“培养具有现代职业素养、适应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和行业技术进

步的基层应用性工程技术人才”为根本任务的地方新建本科院校，充分整合“政

产学研用”的合力资源，通过产教融合进行协同育人。 

学校曾在上世纪 40 年代为抗战需要举办过航技专业。2015 年四川省出台

《中国制造 2025 四川行动计划》，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航空航天等列为重

点突破领域。学校领导班子敏锐地捕捉到这一信息，决定“重拾旧业”，积极与

地方政府合作，建设集展会、赛事、培训、研发、设计、生产、检测、行业应用

开发等于一体的“成都菁蓉无人机创新创业基地”，并牵头联合研发机构和应用

企业成立了四川省无人机产业技术联盟，2016 年 6 月学校与四川华翼航普航空

科技有限公司、世界华商联合会和郫都区人民政府一起举办了“2016 年成都工

业无人机高峰论坛”，引起了行业的广泛关注。  

“成都菁蓉无人机创新创业基地”不仅成为了郫都区菁蓉镇双创示范基地的

核心项目，并促成郫都区被国家批准成为了全国 28 个双创示范基地之一，同时

也带动学校设立了无人机产业技术研究院和无人机产业技术专业。国务委员刘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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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对该项目给予了积极肯定，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成都市委书记唐良智特别考

察了“政产学研用”创新合作的“成都菁蓉无人机创新创业基地”，高度认可学

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定位，充分赞许学校通过构建深度产教融合进行协同育

人的这一创新创业教育途径。 

   

刘延东同志视察无人机基地                王东明同志视察我校无人机研究院 

 

学校还与英特尔、富士康、九洲电器、长虹集团、宏明双新、牧野机床、士

兰半导体、苏宁云商、重庆平伟科技等多家知名企业签署协议，协同开展专业和

学科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与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美国德

州仪器、成都索成易半导体有限公司等五十多家企业签订校企合作协议；与宏明

双新、宁江机床、成都士兰、Oracle共建了4个四川省工程实践教育中心；与成

都地铁公司合作的“地铁班”为代表的“订单式”育人，通过改进后的“双元制”

教学模式对学生进行完整系统的职业素养训练、技能培训，让学生的学习与就业

紧贴行业产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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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知名合作企业 

 

四、完善了内部治理结构，健全了质量保障体系 

 

近几年来，学校对原有的职能管理部门进行了大幅度调整，重组了校内二级

教学、科研院系，根据应用型大学和学科专业建设需要，构建管理框架和校院两

级治理结构；依托学术委员会、教学指导专门委员会、教学督导委员会、教授委

员会等机构，建立起了一支精干、高效、稳定的教学管理队伍。 

为了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一方面不断完善与应用型本科建设相适应的

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强化教学环节及运行过程的监督、检查、评估和反馈，

持续改进教学质量；另一方面，积极构建多元评价体系，通过学校和校院两级教

学督导委员会的不同考评结果综合衡量偏差。同时，建立毕业生追踪联系制度，

完善第三方评价机制。通过采集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质量的评价意见，从使用终端

角度收集人才培养的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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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障体系 

 

此外，学校以章程为核心，按“废、改、立、留”分类对校内原有的近 300

项规章制度进行了全面清理，优化机构设置，调整转换机关职能。设置组织机构

共 39 个，其中党政职能部门 20 个、教学科研单位 13 个、业务与服务部门 6

个，并对党政职能部门、业务与服务部门的职责权限进行了梳理和界定。形成了

决策、执行和监督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科学管理制度体系，在积极促进学校依

法治校建设同时，对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实现了有效的保障。 

 

五、立足区域，服务地方，转型发展成效突显 

 

学校历经百年风雨，始终扎根成都，坚持“手脑并用、学做合一”的校训，

并将这一最能形象诠释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理念完整地融入到学校的教育教学之

中, 始终致力于为国家社会经济建设培养应用型人才。 

目前学校已建有国家级特色专业 5 个；3 名国家级教学名师，6 名省级教学

名师；3 个国家级教学团队；3 个国家级实训基地，3 个省级教学示范中心，1

个虚拟仿真试验教学中心；4 个省级大学生校外工程实践实践教育中心； 30 项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200 项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项；2 个

校教学督导委员会 

二级院系督导分委会 

教学督导员听课 

学生信息员反馈 

教务网络 

“麦可思研究院”
学生网上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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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专业综合改革项目和 3 个省级应用型本科示范专业批准立项建设。  

经过长期的建设和发展，学校以严谨的治学、稳定的教学秩序、良好的育人

环境，保证了人才培养的质量，毕业生深受社会各界欢迎。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

长期稳定在 95%左右，连年获得四川省教育厅授予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先进单位”。 

 

四川省教育厅授予“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单位” 

 

2012 年学校被四川省列为首批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高校，2015

年成为四川省首批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单位，之后又被增列为四川省“本科院校整

体转型发展改革” 试点单位。2016 年 5 月通过四川省学位委员会专家组实地

考察评审并增列为学士学位授予单位；学校已被确定为国家“十三五”产教融合

发展工程规划建设项目 100 所高校之一（四川省仅 4 所）及四川省全面创新改

革试验试点高校（仅有 2 所新建本科入选）；2016 年 10 月，顺利通过了省教育

厅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督评并获专家们高度肯定；2016 年 12 月，在全省教

育综合改革总结工作会上，我校的《以专业改革为突破 以协同育人为主线 学校

整体转型初见成效》一文被收入“四川教育综合改革阶段成果论文集”。 

为更有效服务于四川高等教育建设，为我省省属应用型本科高校搭建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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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企业多元协同机制，合力推动学校转型改革发展，形成一批服务产业转型

升级和先进技术转移的特色鲜明的应用型高校，在省教育厅领导、职能处室及省

高教学会领导的的关心、支持和指导下，我校联合乐山师范学院、攀枝花学院、

西昌学院、四川旅游学院、四川传媒学院、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等 6 所院校发

起成立了四川省应用型本科高校联盟，川内 30 所地方新建本科院校中的 27 所

本科院校加入了联盟，参与高校占比 90%。我校被推举为理事长单位。与此同

时，我校还被选为全国新建本科院校联盟副理事长单位。 

   

我校转型改革文章被收录四川省综合改革阶段成果集 

 

学校的整体转型发展改革试点工作得到了职能部门和社会的认可，《中国教

育报》、四川电视台、《四川日报》、《四川教育网》等主流媒体纷纷聚集学校的转

型改革发展工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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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余松校长接受四川电视台采访                        媒体报道（一）         

   

           媒体报道（二）                              媒体报道（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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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通信学会、北京华晟经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全国工

业和信息化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通信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深圳市艾优威

科技有限公司、南京邮电大学、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

术学院、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孙青华、沈建华、刘松、王苏南、许志良、阴法明、殷

侠、林磊、陈佳莹、吴岳涛、彭超、刘忠。

声明：本标准的知识产权归属于北京华晟经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中国通信

学会，未经北京华晟经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中国通信学会同意，不得印刷、销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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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5G移动网络运维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及职

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5G移动网络运维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与评价，相关用人单位的

人员聘用、培训与考核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

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5G 3GPP R15协议 38系列

5G 3GPP R15协议 23系列

5G 3GPP R15协议 24系列

NB-IoT 3GPP R13协议 36系列

NB-IoT 3GPP R13协议 23系列

GB/T 51278-2018 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工程技术标准

GB/T 21195-2007 移动通信室内信号分布系统天线技术条件

YD/T 5224-2015 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无线网工程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国家、行业标准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NR（New Radio）

新空口，下一代无线网络，通常指5G无线网。

3.2 5GC（5th Generation Core）

5G核心网，又可称为NGC。

3.3 NB-IoT（Narrow Band Internet of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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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带物联网，构建于蜂窝网络，只消耗大约180kHz的带宽，可直接部署于GSM

网络、UMTS网络或LTE网络，以降低部署成本、实现平滑升级。

3.4 NFV（Network Function Virtualization）

网络功能虚拟化，5G关键技术之一。

3.5 LTE（Long Term Evolution）

长期演进，通常用来代指LTE无线网络。

3.6 ITBBU（Internet Technology Building Base band Unit）

互联网技术基带处理单元，基于软件定义架构和网络功能虚拟化（SDN/NFV）

的5G无线接入产品。

3.7 CU（Centralized Unit）

集中单元，主要包括非实时的无线高层协议栈功能，同时也支持部分核心网

功能下沉和边缘应用业务的部署。

3.8 DU（Distributed Unit）

分布单元，主要处理物理层功能和实时性需求的层2功能。考虑节省AAU与DU

之间的传输资源，部分物理层功能也可上移至AAU实现。

3.9 AAU（Active Antenna Unit）

有源天线单元，RRU天线一体化单元， LTE/5G网络使用，无需连接天线。

3.10 VoLTE（Voice over Long-Term Evolution）

长期演进语音承载，LTE网络语音解决方案。

3.11 VoNR（Voice over Next Generation）

下一代语音承载，5G网络语音解决方案。

3.12 RSRP（Reference Signal Receiving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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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信号接收功率，是移动网络中可以代表无线信号强度的关键参数以及物

理层测量需求之一，是在某个符号内承载参考信号的所有RE(资源粒子)上接收到

的信号功率的平均值。

3.13 SINR（Signal to Interference plus Noise Ratio）

信号与干扰加噪声比，指接收到的有用信号的强度与接收到的干扰信号（噪

声和干扰）的强度的比值。

3.14 NOMA（Non-orthogonal Multiple-access）

非正交多址接入技术，多用于5G uRLLC场景。

3.15 SUL（Supplementary Uplink）

补充的上行链路,通过提供一个补充的上行链路（一般处于低频段，如LTE

频段）来保证UE的上行覆盖。

3.16 MIMO（Multi Input Multi Output）

多输入多输出技术，可有效提高频谱利用率，提升小区吞吐量。

3.17 CA（Carrier Aggregation）

载波聚合技术，LTE-Advanced系统引入一项增加传输带宽的技术，极大提升

了单用户峰值速率。

4 适用院校专业

中等职业学校：通信技术、通信运营服务、通信系统工程安装与维护、电子

与信息技术、计算机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通信技术、移动通信技术、通信系统运行管理、通信工程设

计与监理、电信服务与管理、光通信技术、电子信息工程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

物联网工程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信息工程、物联网工程等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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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面向职业岗位（群）

主要面向运营商、通信工程公司、通信设备制造商等企事业单位，在生产、

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从事通信工程站点工程规划建设与项目管理、网络设

备运营维护、网络性能维护与优化等工作岗位。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5G移动网络运维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

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5G 移动网络运维】（初级）：主要面向运营商、通信工程公司、通信设

备制造商等企事业单位，在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从事站点工程，通

信设备安装与调测，通信网络维护及优化等工作岗位，主要进行站点勘测、站点

测试、巡检协调、单站开通、项目管理、网络配置、日常维护、故障处理、前台

测试、后台分析等工作。

【5G 移动网络运维】（中级）：主要面向运营商、通信工程公司、通信设

备制造商等企事业单位，在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从事站点工程，通

信设备安装与调测，通信网络维护及优化等工作岗位，主要进行预算编制、工程

制图、覆盖规划、项目验收、业务开通、功能测验、项目管理、日常维护、故障

处理、维护计划、前台测试、后台分析等工作。

【5G 移动网络运维】（高级）：主要面向运营商、通信工程公司、通信设

备制造商等企事业单位，在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从事站点工程，通

信设备安装与调测，通信网络维护及优化等工作，主要进行容量规划、组网规划、

方案评审、项目管理、全网调试、异常维护、风险控制、前台测试、后台分析等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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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 5G 移动网络运维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 站点工程

1.1 站址勘测

1.1.1 能正确使用测距仪、水平仪、指南针、GPS等

仪器完成站点工程勘测。

1.1.2 能根据勘测结果，完成地形地貌勘测报告

编写。

1.1.3 能根据勘测结果，完成站点草图绘制。

1.2 站址施工

条件巡检协调

1.2.1 能根据巡检工作规范，完成水电照明环境

检查。

1.2.2 能根据巡检结果，完成监理报告编写。

1.2.3 能根据巡检结果，完成运营商、设计院、

物业进场协商。

1.3 单站验收

1.3.1 能正确使用手持测试终端完成网络覆盖

测试。

1.3.2 能理解网络 RSRP、SINR 参数定义。

1.4 项目施工

管理

1.4.1 能对工程现场危险源进行识别，对施工现

场进行安全施工。

1.4.2 能根据工程施工规范与工艺工序规范，对

施工现场进行质量管理。

2. 网络维护

2.1 单站开通

2.1.1 能完成基站设备电源线连接。

2.1.2 能完成基站设备与承载网间光纤线缆连

接。

2.1.3 能完成 BBU、ITBBU、AAU、RRU、CU 间光

纤线缆连接。

2.1.4 能完成基站 GPS 天馈线缆连接。

2.1.5 能完成基站国家码、网络码等全局参数配

置。

2.1.6 能完成基站识别码、对接接口参数、路由

参数等物理参数配置。

2.1.7 能完成无线小区 PCI、TAC、中心载频、带

宽等参数配置。

2.2 基站巡检

与维护

2.2.1 能按照设备运维计划表定时对基站设备

进行常规巡检。

2.2.2 能根据基站指示灯、网管平台告警信息判

断基站工作状态。

2.2.3 能进行基站日志拷贝导出操作。

2.2.4 能对基站配置数据进行备份导出操作。

2.3 基站告警

巡查与协调处

2.3.1 能根据巡检情况，判断基站常见故障影响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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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理 2.3.2 能根据 LTE&5G 网络故障处理方法与流程，

完成告警分级处理。

2.3.3 能针对不同基站故障触发不同等级故障

预案，并协助实施方人员完成故障处理。

3. 网络优化

3.1 前台基础

业务测试

3.1.1 能熟练完成 LTE/5G 空载、语音、速率测

试等项目 CQT 与 DT 测试。

3.1.2 能理解前台测试中 RSRP、SINR、上传速率、

下载速率、语音 MOS 各参数含义与不同业务对应

的基础验收标准。

3.1.3 能基于 PCI、频点等基础网络信息完成网

络质量基础评估。

3.1.4 能完成测试工参数据制作与导入。

3.2 后台 KPI

分析与参数配

置

3.2.1 能根据 LTE&5G 系统网络网元架构、NR

CU-DU 分离架构与 CRAN 部署原理，完成基础网络

架构认知。

3.2.2 能按模板熟练操作后台管理软件完成 KPI

指标提取。

3.2.3 能根据 OFDM、CA、MIMO、网络切片、NFV、

NOMA、毫米波、SUL、VoLTE、VoNR 等理论基础，

配合专项性能维优人员完成相关参数配置。

表 2 5G 移动网络运维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 站点工程

1.1 站点工程

预算编制

1.1.1 能完成材料、设备单价收集。

1.1.2 能完成设计、施工、监理服务采购订单汇

总。

1.1.3 能根据信息通信建设工程概预算编制规

程，完成工程量表输出。

1.2 站点工程

图纸绘制

1.2.1 能根据移动通信工程设计国家与行业标

准，使用 CAD 或 VISIO 等绘制工具，完成系统原

理图绘制。

1.2.2 能根据 LTE&NB-IoT&5G 设备的规格参数及

线缆参数，使用 CAD 或 VISIO 等绘图工具，完成

机房设备平面图绘制。

1.2.3 根据 LTE&NB-IoT&5G 设备的规格参数及线

缆参数，使用 CAD 或 VISIO 等绘制工具，完成天

馈安装平面图绘制。

1.3 无线网络

覆盖规划

1.3.1 能根据 LTE&NB-IoT&5G 系统无线站点覆盖

链路预算原理与蜂窝小区组网模型，完成网络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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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盖规划并撰写覆盖规划报告。

1.4 项目过程

文件评审

1.4.1 能根据理解工程项目设计方案审核规范，

完成设计院设计方案审核。

1.4.2 能根据工程项目造价审核规范，完成施工

单位项目造价审核。

1.4.3 能根据移动通信工程设计国家与行业标

准，组织施工单位、设计单位、运营商、维护单

位完成项目验收。

1.5 无线侧业

务测试

1.5.1 能使用手持式测试终端完成终端拨测、

ping 包业务测试。

1.5.2 能使用手持式测试终端完成单站业务速

率测试。

1.5.3 能使用手持式测试终端完成 LTE&5G 系统

小区切换功能测试。

1.5.4 能使用手持式测试终端完成

LTE&NB-IoT&5G 系统小区重选业务测试。

1.6 项目进程

管理

1.6.1 能完成工程进度把控，以及工期延误的整

改。

1.6.2 能完成工程项目整体造价预算的把控管

理，合理的通过成本管理方法对降低成本预算。

1.6.3 能根据项目成本管理规范，完成工程前期

施工预算审核、工程预算。完成施工中阶段人工

费、设备费、各种规费的成本管理 。

2. 网络维护

2.1 网络对接

及专项作业实

施

2.1.1 能独立完成 LTE&NB-IoT&5G 系统基站开通

调试。

2.1.2 能完成承载网 PTN、RT 等设备的 IP、VLAN

和路由参数配置。

2.1.3 能完成无线小区制式、频点、PCI、TAC、

带宽、邻区、测量配置。

2.1.4 能根据扩容操作流程与规范，进行基站的

扩容调试。

2.1.5 能根据割接操作流程与规范，进行基站的

割接调试。

2.2 基站维护

规划与实施

2.2.1 能完成基站工作状态检查。

2.2.2 能完成基站上电与下电。

2.2.3 能完成基站接入设备单板更换。

2.2.4 能完成基站接入设备工作状态检查。

2.2.5 能根据需要完成基站日常维护计划表制

定。

2.3 基站告警

分析与处理

2.3.1 能通过网管平台完成基站告警查看，能正

确解读各类告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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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3.2 能根据网管平台告警提示处理

LTE&NB-IoT&5G 系统单板故障、设备宕机等常见

硬件故障。

2.3.3 能根据网管平台告警提示处理

LTE&NB-IoT&5G 系统路由不可达、业务访问失败

等常见链路故障。

2.3.4 能根据基站接入设备的面板指示灯判断

是否存在设备硬件或连接故障，具备修复该类故

障的能力。

2.3.5 能正确使用告警、PING、TRACE、信令跟

踪工具，完成故障的分析与定位。

2.4 网络维护

规划与编制

2.4.1 能根据网络设备数量、人员数量，完成日

检、月检、年检等常规检查计划表编制。

3. 网络优化

3.1 工程 RF

优化

3.1.1 能通过单站测试、DT 测试结果，完成 AOA

到达角、下倾角、方位角优化。

3.1.2 能根据不同频段无线小区覆盖能力差异

及下倾角、方位角等工程参数定义，处理一般性

网络优化问题。

3.2 无线综合

性能维护与后

台参数优化

3.2.1 能使用后台网络管理软件，完成 KPI提取、

整合。

3.2.2 能在指导下进行站点、小区基础参数、小

区测量参数、VoLTE、VoNR 参数优化。

3.2.3 能通过参数调整，完成接通率、掉话率、

切换成功率、MOS、CQI 等后台关键 KPI 优化。

3.2.4 能根据 A1、A2、A3、A4、A5、B1、B2 等

切换事件原理完成小区切换优化。

3.2.5 能根据 S准则、R准则等重选原理完成小

区重选优化。

3.2.6 能根据基础信令中相关字段与基础参数

的对应关系，对不同业务的 RRC 信令分析，并定

位基础网络优化问题。

3.2.7 能根据 5G Option1、Option2、Option3

系列、Option4 系列、Option5、Option7 系列组

网策略、特点与 5G CU-DU 合设与分离硬件原理，

协助规划部门完成网络规划前网络评估。

3.2.8 能完成 SUL、CA、MU-MIMO、负荷均衡、动

态波束等无线关键技术配置。

990 



— 10 —

表 3 5G 移动网络运维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 站点工程

1.1 网络容量规

划

1.1.1 能根据 LTE&NB-IoT&5G 系统峰值速率

计算、容量计算原理，完成无线接入网容量

规划并撰写容量规划报告。

1.1.2 能根据 EPC 核心网与 5GC 核心网业务

量、带宽、虚拟服务器容量计算原理，完成

核心网容量规划并撰写容量规划报告。

1.1.3 能根据计算结果与无线侧、核心侧设

备规格参数，完成无线侧、核心网侧的设备

型号与数量选择。

1.2 网络架构设

计及组网规划

1.2.1 能根据 LTE&NB-IoT&5G SA/NSA 系统

网络架构，容量规划计算结果，5G Option1、

Option2、Option3 系列、Option4 系列、

Option5、Option7系列组网策略与特点与5GC

基于 NFV 的 SBA 架构，完成网络拓扑设计。

1.3 项目集中评

审

1.3.1 能根据项目成本评审规范与方法，完

成项目总成本集中评审。

1.3.2 能根据项目图纸评审规范与方法，完

成项目设计图纸集中评审。

1.4 项目合同管

理及整体把控

1.4.1 能根据移动通信项目管理规范，完成

项目造价控制。

1.4.2 能根据移动通信项目管理规范，完成

项目总进度控制。

1.4.3 能根据移动通信项目管理规范，完成

项目组织管理。

1.4.4 能根据移动通信项目管理规范，完成

项目合同管理。

1.4.5 能根据移动通信项目管理规范，完成

项目信息管理。

1.4.6 能移动通信项目管理规范，进行勘察

设计合同、施工合同、监理合同的订立、履

行、终止、违约判责、争议解决。

2. 网络维护
2.1 核心网调试

及全网对接

2.1.1 能根据 EPC 核心网设备的规格参数及

线缆参数，完成 EPC 核心网 MME、SGW、PGW、

HSS 网元硬件安装、设备间光纤连接、接口参

数配置、业务参数配置。

2.1.2 能根据 5GC 核心网设备的规格参数及

线缆参数，完成 5GC 核心网不同网元间设备

硬件安装、设备间光纤连接、NF 参数配置。

2.1.3 能完成 5GC 核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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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AMF/UPF/SMF/NRF/PCF/NSSF/AUSF/UDM 虚拟

网元配置。

2.1.4 能根据 5G 承载网 RT/PTN/SPN 设备 IP

及路由配置原理，完成 5G 承载网数通设备硬

件安装、设备间光纤连接、对接参数配值、

业务参数配置。

2.2 异常业务分

析与处理

2.2.1 能根据网管告警提示处理

LTE&NB-IoT&5G 终端数据链路中断、信令链路

中断等常见业务故障。

2.2.2 能根据开机入网、寻呼、TAU、切换、

重选原理，通过系统告警与信令分析结果处

理异常业务，如：终端异常脱网、网络搜索

困难、无告警接入失败、无告警业务失败等。

2.3 全网风险预

估及预案制定

2.3.1 能合理预想常见网络风险并制定相应

预案。

2.3.2 能根据全网各设备模块或各业务流程

制定对应故障处理预案。

2.3.3 能组织测试验证各预案、计划的可实

施性与实际效果并进行相应完善。

3. 网络优化

3.1 无线网络综

合性能维护与优

化

3.1.1 能根据无线信号调制解调、系统 RB 资

源调度、多频网规划原理与 VoLTE、VoNR、IMS

信令、小区接入、小区切换流程，定位低速

率、弱覆盖、掉话、语音质差等前台问题根

因，并提出解决方案。

3.1.2 能根据 LTE&NB-IoT&5G 系统无线数据

包传送、接收过程，完成疑难低速率优化

3.2 场景特性全

网运维

3.2.1 能根据 CA、MU-MIMO、负荷均衡、NFV、

PSM、eDRX/DRX、核心网网络切片、承载网网

络切片、无线网网络切片、CU-DU 分离架构、

CRAN 等关键技术原理与参数优化方案，提升

网络性能。

3.2.2 能通过 DNN、APN、Profile、切片、5QI、

QCI 等用户签约配置与优化原理，完成不同场

景下终端业务质量优化。

3.2.3 能通过前后台空口信令、核心网信令

协同分析，匹配各字段与业务质量关系，定

位网络疑难杂症。

3.2.4 能根据业务模型与优化经验制定网络

预警性方案。

3.2.5 能独立完成大话务场景业务保障。

3.2.6 能根据解郊区、一般城区、密集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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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等不同场景下参数配置需求，指定不同的场

景优化方案。

3.2.7 能根据 5G 系统中 LOS 和 NLOS 场景下

Umi、Uma、Rma 经验模型与 Volcano 射线跟踪

型模型（确定性模型）公式与模型特征，完

成复杂场景网络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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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传感网应用开发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及职

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传感网应用开发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与评价，相关用人单位的

人员聘用、培训与考核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

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国家、行业有关标准如下：

GB/T 33474-2016 物联网参考体系结构

GB/T 34068-2017 物联网总体技术 智能传感器接口规范

GB/T 36951-2018 信息安全技术 物联网感知终端应用安全技术要求

IEEE802.11a/b/g/n Wi-Fi标准

IEEE 802.15.1 低功耗蓝牙技术标准

IEEE802.15.4 ZigBee标准规范

3GPP NB-IoT标准协议

3 术语与定义

国家、行业标准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AD（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模/数转换器或者模数转换器，是指将连续变化的模拟信号转换为离散的数

字信号的器件。

3.2 GPIO (General-purpose input/output）

通用型之输入输出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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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MCU (Microcontroller Unit)

微控制单元，又称单片微型计算机(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或者单片

机。

3.4 Cortex-M3

一种ARM公司设计的32位处理器内核。

3.5 ZigBee

一种低速短距离传输的无线网络协议。

3.6 LoRa

一种基于扩频技术的远距离无线传输技术。

3.7 LoRaWAN

一种用于实现低功耗广域网的专用无线通信技术。

3.8 NB-IoT（Narrow Band Internet of Things）

窄带物联网。

3.9 Wi-Fi（Wireless Fidelity）

基于IEEE 802.11标准的无线局域网技术。

3.10 SPI (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

串行外设接口,一种同步串行外设接口,它可以使MCU与各种外围设备以串行

方式进行通信以交换信息。

3.11 I²C（Inter-Integrated Circuit）

I²C Bus的简称，集成电路总线。

3.12 OSAL（Operating System Abstraction Layer）

即操作系统抽象层,支持多任务运行,它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操作系统,

但是实现了部分类似操作系统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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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GATT（Generic Attribute Profile）

一个在蓝牙连接之上的发送和接收很短的数据段的通用规范。

4 面向院校专业

4.1 中等职业学校

物联网技术应用、通信技术、电子与信息技术、电子技术应用、通信系统工

程安装与维护、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应用等。

4.2 高等职业学校

物联网应用技术、物联网工程技术、嵌入式技术与应用、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应用电子技术、智能产品开发、智能终端技术与应用、通信技术、移动通信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等。

4.3 应用型本科学校

物联网工程、软件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电子与计算机工程、 电气

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科学与技术、 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等。

5 面向工作岗位（群）

4.1 传感网应用开发（初级）

主要针对物联网相关科研机构及企事业单位，面向辅助研发、部品验证、品

质检验、产品测试、技术服务等岗位，从事检验检测、安装调试、样机测试等基

础技术工作。

4.2 传感网应用开发（中级）

主要针对物联网相关科研机构及企事业单位，面向研发助理、部品开发、品

质管理、产品测试、技术支持等岗位，从事编码实现、功能验证、系统调试等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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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传感网应用开发（高级）

主要针对物联网相关科研机构及企事业单位，面向产品研发、部品开发等岗

位，从事协议设计、软件开发、性能优化等工作。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传感网应用开发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

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传感网应用开发（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 数据采集

1.1 模拟量传感

数据采集

1.1.1 能根据各种传感器的工作原理，运用信

号处理的知识选择处理方法，根据需求科学地

处理信号。

1.1.2 能根据 AD 转换接口说明文件，运用 AD

采样技术，准确地采集电信号。

1.1.3 能根据电路原理图和传感器技术手册，

运用电路基础知识，将 AD 采样获得的数据换

算成相应的带单位的物理量。

1.2 数字量传感

数据采集

1.2.1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运用 MCU 的 GPIO

驱动技术，准确地获取传感器输出的电平信号

的脉宽和频率。

1.2.2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和传感器用户手

册，运用 MCU 的串口通信技术，准确地将采集

到的数字量转换为相应的物理量。

1.3 开关量传感

数据采集

1.3.1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运用 MCU 的 GPIO

驱动技术，准确地获取传感器模块输出的开关

量电平信号。

1.3.2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运用 MCU 的 GPIO

驱动技术，采集开关量信号，安装调试控制设

备，实现控制信号上报。

2. 有线组网

通信

2.1 RS485 总线搭

建与通信

2.1.1 能根据接线图，运用 RS485 总线原理，

搭建 RS485 总线,并能检测异常情况。

2.1.2 能根据 ModBus 协议，运用串口通信知

识，使用串口工具进行通信。

2.2 CAN 总线搭建

与通信

2.2.1 能根据接线图，运用 CAN 总线原理，搭

建 CAN 总线，并能检测异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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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2.2 能根据 CAN 总线协议，运用 CAN 总线通

信知识，使用 CAN 总线调试工具进行通信。

3. 短距离无

线通信
3 ZigBee 基础开发

3.1.1 能根据 ZigBee 开发指南，运用 ZigBee

开发知识，搭建开发环境、创建工程、编写简

单代码并使用仿真器进行调试下载。

3.1.2 能根据数据手册和电路图，运用编程和

电路知识，进行参数设置。

3.1.3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运用 MCU 的 GPIO

驱动技术，操作 GPIO 口实现输入和输出。

3.1.4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运用 MCU 的串口

驱动技术，操作串口进行数据通讯。

3.1.5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运用 MCU 的定时/

计数器驱动技术，进行定时、计数。

3.1.6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运用 MCU 的 AD

转换器驱动技术，进行模数转换。

4. 低功耗窄

带组网通信
4 NB-IoT 模块通信

4.1.1 能根据 NB-IoT 用户手册，运用串口通信

知识，使用串口工具，发送 AT 对 NB-IoT 模块

进行状态查询、信号强度查询。

4.1.2 能根据 NB-IoT 用户手册，运用 NB-IoT

通信知识，使用 NB-IoT 模块进行数据传输。

4.1.3 能根据云平台用户手册，运用计算机基

础知识，使用云平台创建 NB-IoT 工程进行数

据采集。

传感网应用开发（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 数据采集

1.1 模拟量传感

数据采集

1.1.1 能根据各种传感器的基本参数、主要特

性，运用信号处理的知识选择处理方法，根据

需求科学地处理信号。

1.1.2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运用 AD 采样技

术，准确地采集电信号。

1.1.3 能根据电路原理图和传感器技术手册，

运用电路知识，将 AD 采样获得的数据换算成

相应的带单位的物理量。

1.1.4 能根据数学统计方法，运用数学知识，

对采样得到的数据样本进行误差分析。

1.2 数字量传感

数据采集

1.2.1 能根据 MCU编程手册，运用MCU的 GPIO

驱动技术，准确地获取传感器输出的电平信号

的脉宽和频率。

1.2.2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运用 MCU 的 GPIO

驱动技术，操作 MCU 的 I²C、SPI 接口以获取

传感器芯片输出的数据。

1.2.3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和传感器用户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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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册，运用 MCU 的串口通信技术，操作串口读取

传感器数据。

1.3 开关量传感

数据采集

1.3.1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运用 MCU 的 GPIO

驱动技术和去抖动算法，操作 MCU 的 GPIO 口

准确获取传感器模块输出的开关量电平信号。

1.3.2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运用 MCU 的逻辑

控制和 GPIO 驱动技术，准确地获取传感器输

出的开关信号实现自动报警提示和控制。

2. 有线组网

通信

2.1 RS485 总线通

信开发

2.1.1 能根据 ModBus 协议，运用 RS485 总线

原理、串口通信技术，进行基于 ModBus 串行

通信协议软件的开发。

2.1.2 能根据 ModBus 协议，运用串口通信技

术，搭建 RS485 总线并编程实现组网通信。

2.2 CAN 总线通信

开发

2.2.1 能根据 CAN 总线协议，运用 CAN 总线通

信技术，进行基于 CAN 总线协议软件的开发。

2.2.2 能根据 CAN 总线协议，运用 CAN 总线通

信技术，搭建 CAN 总线并编程实现组网通信。

3. 短距离无

线通信

3.1 ZigBee组网通

信（无线射频）

3.1.1 能根据 ZigBee 开发指南，运用 ZigBee

开发知识，搭建开发环境并使用仿真器进行调

试下载。

3.1.2 能根据数据手册和电路图，运用编程和

电路知识，进行参数设置和调试。

3.1.3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运用 MCU 的串口

驱动技术，操作串口进行数据通讯。

3.1.4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运用 MCU 的定时

/计数器、PWM 驱动技术，配置定时/计数器进

行定时、计数、生成 PWM 波。

3.1.5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运用 MCU 的 AD

转换器驱动技术，操作 AD 转换器进行模数转

换，实现数据采集。

3.1.6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运用中断处理技

术，编程实现 IO 口、定时器、串口等中断事

务处理。

3.1.7 能根据用户手册，运用无线射频通信技

术，进行点对点通信的系统调试。

3.1.8 能根据用户手册，运用无线射频通信技

术，进行多节点通信的系统调试。

3.2 Wi-Fi 组网通

信

3.2.1 掌握串口通信技术，能根据 Wi-Fi AT

指令手册，理解 AP 工作模式并进行 AP 热点功

能验证。

3.2.2 掌握串口通信技术，能根据 Wi-Fi AT

指令手册，理解 STATION 工作模式并进行功能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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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3.2.3 掌握串口通信技术，能根据 Wi-Fi AT

指令手册，理解 AP 模式+STATION 工作模式并

进行 AP 热点功能验证。

3.2.4 掌握串口通信技术，能根据 Wi-Fi AT

指令手册，运用 AT 指令集，进行无线数据传

输。

4. 低功耗窄

带组网通信

4.1 NB-IoT 通信

4.1.1 能根据 NB-IoT 开发指南，运用 NB-IoT

开发知识，搭建开发环境、创建工程并使用仿

真器进行调试下载。

4.1.2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运用 MCU 的 GPIO

驱动技术，操作 GPIO 口驱动外围电路。

4.1.3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运用 MCU 的串口

驱动技术，操作串口进行数据通讯。

4.1.4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运用 MCU 的定时

/计数器、PWM 驱动技术，配置定时/计数器参

数进行定时/计数、生成 PWM 波信号。

4.1.5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运用 MCU 的 AD

转换器驱动技术，编程实现模数转换。

4.1.6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运用中断处理技

术，编程实现 IO 口、定时器、串口等中断事

务处理。

4.1.7 能根据 NB-IoT 编程手册，运用串口通

信技术，编程实现数据传输。

4.1.8 能根据云平台用户手册和 NB-IoT 编程

手册，运用串口通信技术，使用云平台并创建

NB-IoT 工程，编程实现数据通信。

4.2 LoRa 通信

4.2.1 能根据 LoRa 开发指南，运用 LoRa 开发

知识，搭建开发环境并使用仿真器进行调试下

载。

4.2.2能根据MCU编程手册和LoRa数据手册，

运用 SPI 通信技术、LoRa 调制解调技术，配

置 LoRa 的各项参数，实现通信距离与速率的

调整。

5. 通讯协议

应用

5.1 写配置参数

指令的开发

5.1.1 能根据通讯协议，运用编程知识，编程

生成写配置参数的指令。

5.1.2 能根据通讯协议，运用编程知识，编程

实现解析指令，提取目标参数，用于存储或输

出操作。

5.1.3 能根据通讯协议，运用编程知识，编程

生成响应写配置参数的指令。

5.2 读配置参数

指令的开发

5.2.1 能根据通讯协议，运用编程知识，编程

生成读配置参数的指令。

5.2.2 能根据通讯协议，运用编程知识，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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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实现解析指令，从存储介质中提取目标参数或

读取输出设备的状态。

5.2.3 能根据通讯协议，运用编程知识，编程

生成响应读配置参数的指令。

5.3 控制设备指

令的开发

5.3.1 能根据通讯协议，运用编程知识，编程

生成控制指令。

5.3.2 能根据通讯协议，运用编程知识，编程

实现解析指令，控制设备执行指令。

5.3.3 能根据通讯协议，运用编程知识，编程

生成响应控制的指令。

传感网应用开发（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 数据采集

1.1 模拟量传感数

据采集

1.1.1 能根据各种传感器的参数、特性和应用场

景，运用数字信号处理技术，根据需求科学地

处理信号。

1.1.2 能根据专用 AD 芯片数据手册和 MCU 编程

手册，运用 AD 转换技术，操作 AD 转换器获取

传感器的模拟量输出信号。

1.1.3 能根据电路原理图和传感器技术手册，运

用物理学、电路知识，将 AD 采样获得的数据换

算成相应的带单位的物理量。

1.1.4 能根据数学统计方法，运用数学统计知

识，对采样得到的数据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和优

化处理。

1.2 数字量传感数

据采集

1.2.1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运用 MCU 的中断、

定时器/计数器编程技术，准确地获取传感器输

出的电平信号的脉宽和频率。

1.2.2能根据MCU编程手册，运用MCU的外设(如

I²C、SPI 等)驱动技术，操作 MCU 的外设接口准

确获取传感器芯片输出的数据。

1.2.3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和传感器数据手册，

运用 MCU 的串口通信技术，按照通信协议编程

实现串口读取传感器数据。

1.2.4 能根据数学统计方法，运用数学统计知

识，对采集到的数字量数据进行处理。

1.3 开关量传感数

据采集

1.3.1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运用 MCU 的 GPIO

驱动技术和去抖动算法，操作 MCU 的 GPIO 口准

确获取传感器模块输出的开关量电平信号并进

行统计分析。

1.3.2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运用 MCU 的逻辑控

制和 GPIO 驱动技术，对报警信号进行分析和调

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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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3.3 能根据传感器数据手册和 MCU 编程手册，

运用模拟电路技术、数字电路技术，准确地配

置 MCU 工作参数并进行优化调试。

2. 有线组网

通信

2.1 RS485 总线通信

开发

2.1.1 能根据 ModBus 协议，运用 RS485 总线原

理、串口通信技术，进行基于 ModBus 串行通信

协议软件的开发。

2.1.2 能根据 ModBus 协议，运用串口通信技术，

搭建 RS485 总线并编程实现组网通信。

2.2 CAN 总线通信开

发

2.2.1 能根据 CAN 总线协议，运用 CAN 总线通信

技术，进行基于 CAN 总线协议软件的开发。

2.2.2 能根据 CAN 总线协议，运用 CAN 总线通信

技术，搭建 CAN 总线并编程实现组网通信。

2.3 总线故障定位

与修复

2.3.1 能根据接线图，运用总线通信技术，准确

定位并修复硬件故障。

2.3.2 能根据通信协议，运用编程技术，准确定

位并修复软件故障。

3. 短距离无

线通信

3.1 ZigBee 组网通

信（协议栈）

3.1.1 能根据 ZigBee 开发指南，运用 ZigBee 开

发知识，按照需求使用MCU进行驱动开发（GPIO、

定时器、中断、PWM 等）。

3.1.2 能根据 ZigBee 协议规范，运用 ZigBee 协

议栈技术，配置 ZigBee 网络中的协调器、路由

节点、终端节点。

3.1.3 能根据 ZigBee 协议规范，掌握 ZigBee 协

议栈技术，调用各种控制节点入网/退网的接

口。

3.1.4 能根据项目需求，运用 ZigBee 协议栈技

术，合理选择技术方案，编程实现各种通信方

式(单播、组播、广播)。

3.1.5 能根据 ZigBee 协议规范，运用 ZigBee 协

议栈技术，应用嵌入式操作系统提供的服务调

度任务并进行性能优化。

3.2 Wi-Fi 组网通信

3.2.1 掌握 Wi-Fi 通信技术和 MCU 编程技术，能

根据 Wi-Fi SDK API 参考手册，编程实现各种

工作模式(AP、STATION、AP+STATION)。

3.2.2 掌握 Wi-Fi 通信技术、MCU 编程技术，能

根据 Wi-Fi SDK API 参考手册，进行 TCP Socket

开发。

3.3 BLE 蓝牙组网通

信

3.3.1 能根据 BLE 蓝牙开发指南，运用 BLE 蓝牙

开发知识，搭建开发环境并使用仿真器进行调

试下载。

3.3.2 能根据 MCU 编程手册，运用 MCU 驱动开发

技术，进行驱动开发（GPIO、定时器、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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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PWM 等）。

3.3.3 能根据 BLE 蓝牙协议规范，运用 BLE 蓝牙

通信技术，编程实现调用GATT服务操作特征值、

句柄进行通信。

4. 低功耗窄

带组网通信

4.1 NB-IoT 组网通

信

4.1.1 能根据 NB-IoT 开发指南，运用 NB-IoT 开

发知识、MCU 编程技术，进行驱动开发。

4.1.2 能根据 NB-IoT 开发指南，运用 NB-IoT 开

发知识、MCU 编程技术，编程配置 NB-IoT 模块

的各种工作模式（Active 模式、Idle 模式、PSM

模式）。

4.1.3 能根据 NB-IoT 开发指南，运用 NB-IoT 开

发知识、MCU 编程技术，编程实现云端数据传输

和外设控制。

4.2 LoRaWAN 组网通

信

4.2.1 掌握 Class A、Class B、Class C 双向通

讯、单播消息的功能，能根据 LoRaWAN 协议栈，

运用 LoRa 调制解调技术和 MCU 编程技术，实现

节点的数据采集和传输。

4.2.2 掌握 Class B、Class C 多播消息的功能，

能根据 LoRaWAN 协议栈，运用 LoRa 调制解调技

术和 MCU 编程技术，实现节点的数据采集和传

输。

4.2.3掌握ABP激活方式并能根据LoRaWAN协议

栈，运用 MCU 编程技术，实现节点激活。

5. 通讯协议

应用

5.1 写配置参数指

令的开发

5.1.1 能根据通讯协议，生成写配置参数的指

令。

5.1.2 能根据通讯协议，实现解析指令，提取目

标参数，用于存储或输出操作。

5.1.3 能根据通讯协议，生成响应写配置参数的

指令。

5.2 读配置参数指

令的开发

5.2.1 能根据通讯协议，生成读配置参数的指

令。

5.2.2 能根据通讯协议，实现解析指令，从存储

介质中提取目标参数或读取输出设备的状态。

5.2.3 能根据通讯协议，生成响应读配置参数的

指令。

5.3 控制设备指令

的开发

5.3.1 能根据通讯协议，生成控制指令。

5.3.2 能根据通讯协议，实现指令解析，控制设

备执行指令。

5.3.3 能根据通讯协议，生成响应控制的指令。

5.4 通讯协议间的

转换

5.4.1 能根据通讯协议，实现协议的正向转换。

5.4.2 能根据通讯协议，实现协议的逆向转换。

6. 通讯协议6.1数据传输的协议6.1.1 能根据项目需求，运用通信技术知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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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设计 设计 计请求数据传输的命令格式。

6.1.2 能根据项目需求，运用通信技术知识，设

计响应数据传输的命令格式。

1008 



传感网应用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有关试点事项说明

一、对应专业

学校类型 对应相关专业

中等职业学校

物联网技术应用、通信技术、电子与信息技术、电

子技术应用、通信系统工程安装与维护、计算机网

络技术、计算机应用等

高等职业学校

物联网应用技术、物联网工程技术、嵌入式技术与

应用、电子信息工程技术、应用电子技术、智能产

品开发、智能终端技术与应用、通信技术、移动通

信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等

应用型本科学校

物联网工程、软件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电

子与计算机工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

息工程、 电子科学与技术、 通信工程、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等

二、试点院校条件

（一）具备办学许可的法人单位，已开设传感网应用开

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所对应的相关专业（或方向），相关专

业（或方向）近 3年连续招生，有 3年及以上相关专业（或

方向）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经验。

（二）组织机构完善，具有满足传感网应用开发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培训需求的管理团队。团队负责人能够充分调动

资源，提供培训所需的保障条件。

（三）具有相应培训能力的专兼职师资团队，团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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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于 6人，具有相应工作领域项目经验的行业企业兼职教

师占比不少于 30%。

（四）具有传感网应用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对应的教

学资源和教学场地环境，能同时满足 50 人进行相关知识学

习及实践操作。教学环境需具备稳定成熟且符合本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的相关实训设备（详见附件）。

三、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罗婉蓉 邓立

办公电话： 400-860-0591

手 机： 13375006473 18059043661

电子邮箱: 1+X@newland.com.cn

网 址： www.newland-edu.com

附件：传感网应用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院校实训

设备要求

北京新大陆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 9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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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传感网应用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试点院校实训设备要求

实训设备建议 1-2人使用一套，套数可根据学生规模及

教学安排进行配置。

一、初级（每套实训设备应满足以下要求）

设备名称 具体要求 建议数量

传感网应用开发

实验平台

实验平台支持实验模块的通讯与供电，

可以完成数据采集及设备控制实验
1套

ZigBee模块
包含节点和协调器，支持多种无线网络

通讯方式（单播、组播、广播）
4个

CAN模块 实现 CAN通讯及组网 3个

RS-485模块 实现 RS-485通讯及组网 3个

NB-IoT模块
支持 AT 指令、传感器扩展口及 SWD
调试接口

2个

物联网网关 实现物联网数据采集、协议转换等功能 1个

执行器模块
包含继电器、灯泡、报警灯等设备，用

于演示控制实验效果
1套

智能传感器
提供硬件仿真方式实现多种传感器数

据输出
2个

模拟量传感模块
输出信号是电压型模拟量的传感器组

合，用于光照度、气体浓度传感实验
1套

数字量传感模块
输出信号是数字量的传感器组合，用于

温度、湿度传感实验
1套

开关量传感模块
输出信号是开关量的传感器组合，用于

热释电红外、火焰、声音等传感实验
1套

应用开发配件 包含线材、仿真器、接口转换器等配件 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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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级（每套实训设备应满足以下要求）

设备名称 具体要求 建议数量

传感网应用开发

实验平台

实验平台支持实验模块的通讯与供电，

可以完成数据采集及设备控制实验
1套

ZigBee模块
包含节点和协调器，支持多种无线网络

通讯方式（单播、组播、广播）
4个

CAN模块 实现 CAN通讯及组网 3个

RS-485模块 实现 RS-485通讯及组网 3个

NB-IoT模块
支持 AT指令、传感器扩展口及 SWD调

试接口
2套

LoRa模块

板载核心微处理器，兼容并支持 FSK,
GFSK,OOK 传统调制方式，带扩展接

口，连接各种传感器小模块

4套

Wi-Fi通讯模块

内置超低功耗微型 MCU，支持 RTOS，
内置 TCP/IP协议栈，支持多种加密安全

机制及工作模式

2套

物联网网关 实现物联网数据采集、协议转换等功能 1个

执行器模块
包含继电器、灯泡、报警灯等设备，用

于演示控制实验效果
1套

智能传感器
提供硬件仿真方式实现多种传感器数据

输出
2个

模拟量传感模块
输出信号是电压型模拟量的传感器组

合，用于光照度、气体浓度传感实验
1套

数字量传感模块
输出信号是数字量的传感器组合，用于

温度、湿度传感实验
1套

开关量传感模块
输出信号是开关量的传感器组合，用于

热释电红外、火焰、声音等传感实验
1套

应用开发配件 包含线材、仿真器、接口转换器等配件 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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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级（每套实训设备应满足以下要求）

设备名称 具体要求 建议数量

传感网应用开发

实验平台

实验平台支持实验模块的通讯与供电，可

以完成数据采集及设备控制实验
1套

ZigBee模块
包含节点和协调器，支持多种无线网络通

讯方式（单播、组播、广播）
4个

CAN模块 实现 CAN通讯及组网 3个

RS-485模块 实现 RS-485通讯及组网 3个

NB-IoT模块
支持 AT指令、传感器扩展口及 SWD 调

试接口
2套

LoRa模块

板载核心微处理器，兼容并支持 FSK,
GFSK,OOK 传统调制方式，带扩展接口，

连接各种传感器小模块

4套

蓝牙通讯模块

采用蓝牙 4.0标准芯片，支持低功耗工作

模式，内嵌高性能低功耗微控制器，外部

中断可唤醒系统

2套

Wi-Fi通讯模块

内置超低功耗微型 MCU，支持 RTOS，
内置 TCP/IP协议栈，支持多种加密安全

机制及工作模式

2套

物联网网关 实现物联网数据采集、协议转换等功能 1个

执行器模块
包含继电器、灯泡、报警灯等设备，用于

演示控制实验效果
1套

智能传感器
提供硬件仿真方式实现多种传感器数据

输出
2个

模拟量传感模块
输出信号是电压型模拟量的传感器组合，

用于光照度、气体浓度传感实验
1套

数字量传感模块
输出信号是数字量的传感器组合，用于温

度、湿度、心率等传感实验
1套

开关量传感模块
输出信号是开关量的传感器组合，用于热

释电红外、火焰、声音等传感实验
1套

应用开发配件 包含线材、仿真器、接口转换器等配件 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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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互联网实施与运维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及

职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互联网实施与运维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与评价，相关用人单位

的人员聘用、培训与考核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

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37695-2019 智能制造 对象标识要求 

AII/004-2017 工业互联网 导则 设备智能化 

20170053-T-339 工业互联网 总体网络架构 

3 术语和定义 

GB/T 37695-2019、AII/004-2017、20170053-T-33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

适用于本标准。 

3.1 可编程序（逻辑）控制器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PLC 

一种用于工业环境的数字式操作的电子系统。这种系统用可编程的存储器作面向

用户指令的内部寄存器，完成规定的功能，如逻辑、顺序、定时、计数、运算等，通

过数字或模拟的输入/输出，控制各种类型的机械或过程。可编程序控制器及其相关

外围设备的设计，使它能够非常方便地集成到工业控制系统中，并能很容易地达到所

期望的所有功能。 

[GB/T 15969.1-2007/IEC 61131-1，术语和定义 3.5] 

3.2 Mod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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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bus是一种串行通信协议，是Modicon公司（现在的施耐德电气Schneider 

Electric）于1979年为使用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通信而发表。Modbus已经成为

工业领域通信协议的业界标准（De facto），并且现在是工业电子设备之间常用的连

接方式。 

3.3 OLE for Process Control；OPC 

OPC（OLE for Process Control）技术是指为了给工业控制系统应用程序之间的

通信建立一个接口标准，在工业控制设备与控制软件之间建立统一的数据存取规范。

它给工业控制领域提供了一种标准数据访问机制，将硬件与应用软件有效地分离开来，

是一套与厂商无关的软件数据交换标准接口和规程，主要解决过程控制系统与其数据

源的数据交换问题，可以在各个应用之间提供透明的数据访问。行业最初采用OPC DA，

OPC A＆E，OPC HAD和OPC安全接口（统称为OPC Classic），最近采用OPC统一架构（UA）。 

3.4 消息队列遥测传输 Message Queuing Telemetry Transport；MQTT 

消息队列遥测传输协议（Message Queuing Telemetry Transport，缩写为MQTT），

是一种基于发布/订阅（publish/subscribe）模式的“轻量级”通讯协议，该协议构

建于TCP/IP协议上，由IBM在1999年发布。 

3.5 超文本传输协议 Hyper Text Transfer Protocol；HTTP 

超文本传输协议（Hyper Text Transfer Protocol，缩写为HTTP）是一种用于分

布式、协作式和超媒体信息系统的应用层协议。HTTP是万维网数据通信的基础。 

3.7 工业 APP 

工业APP是基于工业互联网，承载工业知识和经验，满足特定需求的工业应用软

件，是工业技术软件化的重要成果。 

3.8 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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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算基本单元，泛指对函数（或数据等）进行的某种操作。 

3.9 映射 

将物理世界的硬件设备实体“对应”到云平台虚拟设备的过程。 

3.10 映像 

将硬件实体设备映射到云平台，所生成的对应虚拟镜像，用于反映硬件实体设备

的相关特征或属性。 

3.11 边缘层 

边缘层是工业互联网平台三大核心层级之一，它通过大范围、深层次的数据采集，

以及异构数据的协议转换与边缘处理，构建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数据基础。主要功能包

括：一是通过各类通信手段接入不同设备、系统和产品，采集海量数据；二是依托协

议转换技术实现多源异构数据的归一化和边缘集成；三是利用边缘计算设备实现底层

数据的汇聚处理，并实现数据向云端平台的集成。 

3.12 网关 Gateway 

网关(Gateway)又称网间连接器、协议转换器，是一个网络连接到另一个网络的

“关口”。它在不同的通信协议、数据格式或语言，甚至体系结构完全不同的两种系

统之间充当翻译器。 

4 适用院校专业 

中等职业学校：物联网技术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通信技术、软件与信息服务、

计算机应用、机电技术应用、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电气技术应用、网络信息安全等

专业。 

高等职业院校：工业网络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物联网工程技术、云计算技术

与应用、智能控制技术、通信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工业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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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机械制造与自动化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院校：物联网工程、智能制造工程、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软件

工程、自动化、机器人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信息安全、智能科学与技术

等专业。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主要面向工业互联网领域应用和研发机构、企事业单位的技术和服务等部门及岗

位，主要完成工业网络设备部署与连接、工业现场数据采集实施与运维、工业现场数

据上云实施与运维、云平台算法建模应用、工业数据边缘处理应用、工业 APP 开发与

发布、工业云平台技术支持等工作。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工业互联网实施与运维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

别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工业互联网实施与运维】（初级）：主要面向工业云平台应用系统集成企业、工

业互联网应用企业等的技术支持、功能测试等部门，能根据项目要求和相关指导文件，

从事工业数据采集设备安装、工业设备联网接线和通讯测试等工作，完成工业数据采

集设备部署和连接、工业现场数据采集、工业现场数据上云实施准备等内容。 

【工业互联网实施与运维】（中级）：主要面向工业云平台研发企业、工业云平台

应用系统集成企业、工业互联网应用企业等的技术支持、方案解决、系统运维等部门，

能根据项目要求和相关指导文件，从事工业云平台应用编程、调试和维护等工作，完

成工业数据采集设备部署、工业设备联网、工业现场数据上云实施、工业云平台应用

编程与调试、工业数据边缘处理编程与调试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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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实施与运维】（高级）：主要面向工业云平台研发企业、工业云平台

应用系统集成企业、工业互联网应用企业等的技术支持、方案解决、系统运维、技术

研发等部门，能根据项目要求和相关指导文件，从事工业现场数据采集和上云、工业

云平台应用编程、调试、优化、可视化开发等工作，完成工业数据采集设备部署、工

业设备联网、工业现场数据上云实施、工业云平台应用编程与调试、工业数据边缘处

理编程与调试、工业 APP 编程与调试、实施方案设计等内容。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 工业互联网实施与运维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工业数据采集

设备部署与连接 

1.1 工业网络实施

准备 

1.1.1 能识别主流通讯接口。 
1.1.2 能识别 PLC 各组成模块。 
1.1.3 能识读电气原理图和识别主要元器件。 
1.1.4 能使用网络测试仪等工具辅助项目实

施。 

1.2 工业数据采集

设备网络部署 

1.2.1 能根据网络拓扑图，安装网关等工业网

络设备。 
1.2.2 能铺设工业网络设备电源线、通讯线等

电缆。 
1.1.3能使用局域网 IP地址枚举工具扫描局域

网中网络设备的 IP 地址。 
1.1.4 能根据项目要求，完成工业网络设备的

IP 地址等配置工作。 

1.3 工业设备网络

连接 

1.3.1 根据项目要求，能制作网线并进行连通

性测试。 
1.3.2 根据项目要求，能制作串口线并能进行

连通性测试。 
1.3.3 能根据网络拓扑图，实现工业设备、交

换机及网关之间的网络连接。 
1.3.4 能根据网络拓扑图，测试工业网络的通

讯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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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业现场数据

采集 

2.1 工业互联网网

关配置 

2.1.1 能绑定设备与网关。 
2.1.2 能配置网关与云平台之间的通讯。 
2.1.3 能根据项目要求，配置数据采集点。 
2.1.4 能根据项目要求，配置采集数据的操作

权限。 

2.2 数据测试与验

证 

2.2.1 能测试工业设备与网关的运行状态。 
2.2.2 能根据项目要求，验证采集数据的准确

性。 
2.2.3 能填写工业现场数据测试记录。 

3.工业现场数据

上云 

3.1 云平台对工业

互联网网关配置 

3.1.1 能根据项目要求，实现云平台上的网关

编码设置。 
3.1.2 能根据项目要求，对网关型号进行设置。 

3.2 云平台对工业

设备数据配置 

3.2.1 能根据项目要求，实现云平台上的工业

设备映射。 
3.2.2 能根据项目要求，在云平台上实现网关

与工业设备的绑定。 
3.2.3 能根据项目要求，在云平台上实现对工

业设备数据的配置。 

3.3 云平台账户的

信息管理 

3.3.1 能根据项目要求，对账户基本信息进行

设置。 
3.3.2 能根据项目要求，对账户进行权限分配

设置。 

 

表 2 工业互联网实施与运维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工业现场数据

采集 

1.1 工业数据采集

方案规划 

1.1.1 能对项目中的设备型号、设备数量进行

统计。 
1.1.2 能对工程中的设备通信协议、设备 I/O
点进行统计。 
1.1.3 能独立完成工业数据采集设备网络部署

和工业设备网络连接。 

1.2 工业互联网网

关配置 

1.2.1 能独立完成设备与网关的绑定。 
1.2.2 能独立配置网关与云平台之间的通讯。 
1.2.3 能根据项目要求，独立配置数据采集点。 
1.2.4 能根据项目要求，独立配置采集数据的

操作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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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数据测试与验

证 

1.3.1 能根据数据测试方案，测试工业设备与

网关的通讯状态。 
1.3.2 能根据项目要求，独立完成采集数据的

准确性验证。 
1.3.3 能根据项目运维方案，识别网关通讯与

数据采集的故障现象。 

2.工业现场数据

上云 

2.1 云平台对工业

互联网网关配置 

2.1.1 能根据项目要求，独立适配网关到云平

台的通讯协议（HTTP、MQTT 等）。 
2.1.2 能根据项目要求，独立完成云平台上的

网关映射。 

2.2 云平台对工业

设备数据配置 

2.2.1 能根据项目要求，独立完成云平台上的

工业设备映射。 
2.2.2 能根据项目要求，独立完成在云平台上

实现网关与工业设备的绑定。 
2.2.3 能根据项目要求，独立完成在云平台上

实现对工业设备数据的配置。 

2.3 云平台对工业

设备测试与验证 

2.3.1 能根据项目要求，测试云平台与边缘层

的通讯状态。 
2.3.2 能根据项目要求，在云平台上验证数据

的准确性。 
2.3.3 能填写云平台对工业设备的测试与验证

记录。 

2.4 工业设备与数

据运维 

2.4.1 能根据项目要求，管理云平台上的工业

设备映像。 
2.4.2 能根据项目要求，管理工业设备的上云

数据。 
2.4.3 能根据项目要求，管理云平台上的网关

映像。 
2.4.4 能识别工业数据上云通讯与数据采集的

故障类型。 
2.4.5 能根据项目要求，对配置信息进行导入

和导出操作。 
2.4.6 能根据项目要求，使用运维工具对服务

器操作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检查。 
2.4.7 能根据项目要求，设置云平台的账户信

息。 

3.云平台算法建

模应用 3.1 算法模型搭建 

3.1.1 能根据项目要求，在云平台算法建模工

具中进行算子配置。 
3.1.2 能根据项目要求，在云平台算法建模工

具中使用算子设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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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算法模型应用

与优化 

3.2.1 能根据项目要求，实现算法模型的实例

化应用。 
3.2.2 能根据项目要求，验证搭建的算法模型。 
3.2.3 能根据项目要求，编辑和删除算法模型。 

4.工业数据边缘

处理应用 

4.1 数据过滤应用 

4.1.1 能根据项目要求，提炼待过滤数据的特

征。 
4.1.2 能根据提炼特征，制定数据过滤规则。 
4.1.3 能根据数据过滤规则，实现工业数据的

数据过滤。 

4.2 逻辑运算应用 

4.2.1 能根据项目要求，制定逻辑运算规则。 
4.2.2 能根据逻辑运算规则，实现工业数据的

逻辑运算。 
4.2.3 能验证逻辑运算结果的准确性。 

 

表 3 工业互联网实施与运维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工业现场数据

采集 

1.1 工业数据采集

方案规划 

1.1.1 能根据项目要求，制定工业数据采集方

案。 
1.1.2 能根据项目要求，规划和设计网络拓扑

图。 
1.1.3 能根据项目要求，规划工业设备的主流

通讯协议（PLC 通讯协议、OPC、Modbus 等）。 
1.1.4 根据项目要求，能制作工业网络连通性

测试方案。 

1.2 数据测试与验

证 

1.2.1 能根据项目要求，制定工业现场数据采

集测试方案。 
1.2.2 能独立识别网关通讯与数据采集的故障

类型。 
1.2.3 能分析和处理网关通讯和数据采集方面

的故障现象。 

2.工业现场数据

上云 2.1 配置方案规划 

2.1.1 能根据项目要求，制定云平台上网关配

置方案。 
2.1.2 能根据项目要求，制定云平台上的工业

设备数据配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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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云平台对工业

设备测试与验证 

2.2.1 能根据项目要求，制定云平台对工业设

备测试与验证方案 
2.2.2 能根据项目要求，独立完成测试云平台

与边缘层的通讯状态。 
2.2.3 能根据项目要求，独立完成在云平台上

数据的准确性验证。 

2.3 工业设备与数

据运维 

2.3.1 能根据项目要求，管理网关映像与设备

映像的对应关系。 
2.3.2 能根据项目要求，管理工业设备与数据

配置信息。 
2.3.3 能分析和处理工业数据上云通讯与数据

采集的故障现象。 
2.3.4 能根据项目要求，分析服务器操作系统

的运行状态。 
2.3.5 根据项目要求，能使用大数据运维工具，

检查工业互联网平台中各个服务组件的健康

状态。 
2.3.6 根据项目要求，能对数据库进行备份脚

本的编写。 
2.3.7 能根据项目要求，管理云平台的账户信

息。 

3.云平台算法建

模应用 

3.1 算法模型搭建 

3.1.1 能根据项目要求，在云平台算法建模工

具中进行自定义算子。 
3.1.2 能根据项目要求，制定算子配置的方案。 
3.1.3 能根据项目要求，制定使用算子设计模

型的方案。 

3.2 算法模型优化 

3.2.1 能根据算法模型验证结果，在云平台算

法建模工具中优化算子。 
3.2.2 能根据算法模型验证结果，在云平台算

法建模工具中优化算法模型。 

4.工业数据边缘

处理应用 

4.1 数据过滤应用 

4.1.1 能根据项目要求，独立分析待过滤数据

的特征。 
4.1.2 能根据提炼特征，制定数据过滤实施方

案。 
4.1.3 能根据数据过滤结果，优化数据过滤规

则。 

4.2 逻辑运算应用 

4.2.1 能根据项目要求，独立分析逻辑运算规

则。 
4.2.2 能根据逻辑运算规则，制定工业数据的

逻辑运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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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能根据逻辑运算结果，优化逻辑运算规

则。 

5.工业 APP 开发

与发布 

5.1 工业 APP 开发 

5.1.1 能根据项目要求，制作业务需求分析方

案。 
5.1.2 能根据业务需求，规划工业 APP 页面的

原型设计。 
5.1.3 能根据业务需求，使用可视化开发工具

完成工业 APP 的开发。 

5.2 工业 APP 发布 

5.2.1 能根据项目要求，完成工业 APP 发布。 
5.2.2能根据项目要求，测试工业APP的功能。 
5.2.3 能根据项目要求，完成工业 APP 的数据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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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数字创意建模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及职业技能要

求。

本标准适用于数字创意建模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与评价，相关用人单位的人员聘用、

培训与考核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5751-1995 技术产品文件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图词汇

GB/T 26099.1-2010机械产品三维建模通用规则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24734.4-2009 技术产品文件 数字化产品定义数据通则 第4部分：设计模型要

求

GB/T 24734.6-2009技术产品文件 数字化产品定义数据通则 第6部分：几何建模特征

规范

3 术语与定义

GB/T 24734.4-2009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及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二维概念设计

泛指具有艺术性和专业性，以“视觉”作为沟通和表现的方式。透过多种方式来创造

和结合符号、图片和文字，借此作出用来传达想法或讯息的视觉表现。二维概念设计是由

分析用户需求到生成概念产品的一系列有序的、可组织的、有目标的设计活动，它表现为

一个由粗到精、由模糊到清晰、由抽象到具体的不断进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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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三维模型制作

指利用计算机软件，通过虚拟三维空间构建出具有三维数据的模型的过程。三维模型

制作所制作出的模型可以是现实世界的实体，也可以是虚构的东西，并可以通过计算机或

者其它影像设备进行显示。

3.3 贴图制作

三维模型在空间中由不同坐标的点根据一定的规则进行连接构成，模型上的点互相连

接构成的平面需要有纹理图案进行视觉表现，这些图案就是模型的贴图。贴图制作就是指

利用计算机软件，为三维模型的表面制作纹理图案，包括制作过程中对三维模型进行的一

系列处理的过程。

3.4 渲染

指以软件根据一定的物理规则，将三维模型可视化，生成图像的过程。模型是用语言

或者数据结构进行严格定义的三维物体或虚拟场景的描述，它包括几何、视点、纹理、照

明和阴影等信息。图像是数字图像或者位图图像。渲染用于描述：计算视频编辑软件中的

效果，以生成最终视频的输出过程。在图形流水线中，渲染是最后一项重要步骤，通过它

得到模型与动画最终显示效果。通过渲染的过程，可以为模型模拟出各种基于物理的视觉

效果。

3.5 三维物件设计制作

指对各种生活物件、家具、配件等，以及创意类非现实道具模型的制作。可用于各类

影视动画、游戏、场景布置等领域。

3.6 三维场景设计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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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通过三维制作软件制作各种物件来组成场景，以及相应的渲染过程，可用于建筑、

室内设计行业的效果展示，也可用于影视动画游戏等数字作品中的场景设计等领域。

3.7 三维基础人体制作

指在三维建模软件中制作人体模型，包括模型的骨骼绑定等一系列操作。可用于各种

影视动画游戏等行业。

3.8 三维次世代模型设计制作

指三维模型使用 PBR 流程进行制作。PBR（physically based rendering，基于物理

的渲染）流程指根据物理规则进行模型材质渲染的三维模型开发方法。次世代模型可用于

影视及游戏领域。

3.9 模型质量把控

指在三维模型制作流程中，为了达到质量要求所采取的技术措施和管理措施方面的活

动。模型质量把控的目标在于确保三维模型制作流程的规范性以及使三维模型的制作能够

达到生产项目所要求的标准（包括明示的、习惯上隐含的或必须履行的规定）。

3.10 模型资源生产流程制定

指根据项目的要求，对三维模型制作流程进行相应的改进的过程，目标是确保三维模

型能够根据流程达到项目所要求的各方面指标的同时，使生产流程能够最大效率的进行作

业。

3.11 数字创意

数字创意产业是现代信息技术与文化创意产业逐渐融合而产生的一种新经济形态，和

传统文化创意产业以实体为载体进行艺术创作不同，数字创意是以 CG（Comp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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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hics）等现代数字技术为主要技术工具，强调依靠团队或个人通过技术、创意和产业

化的方式将一切信息进行可视化。

数字创意建模是以三维建模技术将现实世界中的人、物及其属性通过专业软件转化为

计算机内部可数字化表示、分析、控制和输出的几何形体的方法。在计算机数字场景中模

拟现实世界的人、物及其属性，精确描绘及再现可为用户创造身临其境的虚拟环境。这些

三维模型可应用于各行各业，是实现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作的前提条件。

3.12 数字艺术

广义上，数字艺术就是数字化的艺术，以数字技术为载体，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数

字艺术是运用数字技术和计算机程序等手段对图片、影音文件等多媒体素材进行分析编辑

与再创作，体现了艺术与科技的高度融合，是数字时代的创新表现形式。

3.13 视觉工业

视觉工业集现代化、规模化和产业化于一体，是以数字艺术为基础的视觉产品的专业

化、标准化工业生产过程。视觉工业产品是以数字艺术为基础、以专业团队为核心，通过

工业化流程创作出来的独立消费产品，包括影视动画、交互游戏等内容，以及各类信息的

可视化、实体物件虚拟仿真和传统文化数字演绎等形式多样的体验类产品。

4 适用院校专业

中等职业学校：计算机应用、数字媒体技术应用、计算机平面设计、计算机动漫与游

戏制作、电子与信息技术、动漫游戏、数字影像技术、美术设计与制作、广播影视节目制

作、影像与影视技术、工艺美术、美术设计与制作、服装设计与工艺、皮革制品造型设

计、建筑装饰、建筑表现、家具设计与制作、网页美术设计等相关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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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学校：建筑设计、建筑室内设计、风景园林设计、建筑动画与模型制作、工

业设计、智能产品开发、家具设计与制造、包装策划与设计、数字图文信息技术、纺织品

设计、服装设计与工艺、服装陈列与展示设计、鞋类设计与工艺、计算机应用技术、动漫

制作技术、数字展示技术、数字媒体应用技术、移动应用开发、艺术设计、虚拟现实应用

技术、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广告设计与制作、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产品艺术设计、皮具

艺术设计、家具艺术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室内艺术设计、展示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

计、公共艺术设计、雕刻艺术设计、产品艺术设计、包装艺术设计、陶瓷设计与工艺、玉

器设计与工艺、首饰设计与工艺、工艺美术品设计、动漫设计、游戏设计、人物形象设

计、美术、文化创意与策划、影视美术、影视多媒体技术、影视动画等相关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数字媒体技术、网络与新媒体、软件工程、艺术教育、工业设计、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动画、美术学、雕塑、艺术设计学、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产品

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公共艺术、工艺美术、数字媒体艺术、建筑学、风景园林、艺术

与科技等相关专业。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面向虚拟仿真、数字媒体、影视 、游戏、动漫、艺术设计、工业设计、建筑设计、

室内设计、工艺美术等行业中的三维模型制作等岗位。

6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

数字创意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逐次递进，高级

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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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创意建模】（初级）：主要面向虚拟仿真、数字媒体、影视 、游戏、动漫、

艺术设计、工业设计、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工艺美术等行业中的三维模型制作等岗位，

根据产品设计要求，从事三维模型设计制作、三维模型贴图制作等工作。

【数字创意建模】（中级）：主要面向虚拟仿真、数字媒体、影视 、游戏、动漫、

艺术设计、工业设计、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工艺美术等行业中的三维模型制作等岗位，

根据产品设计要求，从事三维模型设计制作、三维模型贴图制作、项目模型质量把控等工

作。

【数字创业建模】（高级）：主要面向虚拟仿真、数字媒体、影视 、游戏、动漫、

艺术设计、工业设计、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工艺美术等行业中的三维模型制作及管理等

岗位，根据产品设计要求，从事影视三维模型设计制作、次时代三维模型设计制作、PBR

流程三维模型贴图制作、项目模型质量把控及模型资源生产流程制定等工作。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

表 1 数字创意建模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数字创意

三维物件设

计制作

1.1 基础物件、道

具二维概念设计解

读

1.1.1 了解基础艺术设计理论，能理解基础的物件

二维概念设计图；

1.1.2 基本审美能力，能了解二维设计风格，二维

设计三视图等；

1.1.3 了解二维设计在视觉工业体系生产流程中作

用。

1.2 基 础 三 维 物

件、道具模型制作

1.2.1 能根据二维概念设计图制作三维物件、道具

模型；

1.2.2 能制作基础三维物件、道具模型的 UV；

1.2.3 能制作基础三维模型贴图；

1.2.4 掌握与二维软件结合的基础贴图制作流程。

1.3 基础三维模型

提交与修改

1.3.1 了解数字创意建模专业中视觉工业流程的基

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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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能将制作的基础模型提交并在收到反馈后依

据反馈进行修改。

表 2 数字创意建模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数字创意

三维场景设

计制作

1.1 二维场景概念

设计解读

1.1.1 掌握基础艺术设计理论，造型理论，设计理

论等，能理解基础的场景二维概念设计图；

1.1.2 具备良好的审美能力，能分析不同的二维概

念设计图风格；

1.1.3 掌握二维设计在视觉工业体系生产流程中作

用。

1.2 三维场景模型

制作

1.2.1 能根据二维概念设计图制作三维场景模型；

1.2.2 能制作高、低精度的三维场景模型；

1.2.3 能把高精度模型修改成低精度模型。

1.3 三维场景模型

UV 拆分

1.3.1 能制作三维场景模型 UV；

1.3.2 会安装三维模型制作软件 UV 拆分插件；

1.3.3 会使用多象限 UV。

1.4 三维场景模型

贴图制作

1.4.1 能制作三维场景模型贴图；

1.4.2 能制作 PBR 流程中的法线贴图、AO 贴图、金

属度贴图，能用高、低精度的模型烘焙贴图；

1.4.3 能对三维场景模型布光；

1.4.4 能制作三维场景模型渲染图。

1.5 三维场景模型

拆分与任务分配

1.5.1 能批量导出三维模型；

1.5.2 能对模型、材质、贴图等资产进行命名编

号；

1.5.3 能分配场景模型拆分任务；

1.5.4 掌握模型质量检测提交反馈意见。

1.6 模型资源在引

擎中整合

1.6.1 了解基础计算机引擎理论，掌握 Unreal 或

Unity 引擎基本操作；

1.6.2 了解视觉工业化体系在数字创意建模行业中

的作用，了解视觉工业体系中各层工作单元的工作

流程与协同方式；

1.6.3 具备对视觉工业体系中的底层工作单元与任

务模块的标准制定及进程监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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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字创意

三维基础人

体制作

2.1 基础三维人体

模型

2.1.1 能根据二维概念设计图制作基础三维人体模

型。

2.1.2 能用数字雕刻软件 ZBrush 制作高精度基础

三维人体模型。

2.1.3 能合理将人体模型进行拆分 UV 工作。

2.2 基础三维人体

模型贴图制作

2.2.1 掌握与二维软件如 Photoshop 结合的基础手

绘贴图制作流程；

2.2.2 能制作 PBR 流程中的法线贴图、AO 贴图、金

属度贴图，能用高、低精度的模型烘焙贴图。

表 3 数字创意建模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 数字创意

三维次世代

模型设计制

作

1.1 二维概念设计

1.1.1 了解二维设计视觉工业体系生产流程中在作

用;

1.1.2 掌握二维设计软件基础操作；

1.1.3 掌握各种常见物件的二维设计分析与制作能

力；

1.1.4 了解高精度二维数字艺术作品的创作方法和

技巧。

1.2 把控三维模型

制作风格与方向

1.2.1 了解数字创意模型职责及其及其视觉工业体

系生产流程中在作用，具备整体建模流程体系管理

能力；

1.2.2 具备审美能力，熟练掌握常见美术风格。

1.3 次时代模型设

计制作

1.3.1 能制作次时代三维模型；

1.3.2 能对次时代三维模型布光；

1.3.3 能制作次时代三维模型渲染图；

1.3.4 能制作三维次时代模型渲染。

1.4 模型 UV 拆分
1.4.1 能合理拆分次时代三维模型 UV；

1.4.2 会使用多象限 UV。

1.5 次世代贴图制

作

1.5.1 能制作三维次时代模型贴图;

1.5.2 能制作三维次时代模型 PBR 贴图和手绘贴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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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模型审核

1.6.1 全面了解视觉工业化体系在数字创意建模行

业中的作用；

1.6.2 了解视觉工业体系中各层工作单元的工作流

程与协同方式;

1.6.3 具备对视觉工业体系中的各层级工作单元与

任务模块的标准制定、进程监控与质量审核能力。

1.7 引擎模型制作

1.7.1 能制作 Unreal 引擎中的三维地形模型；

1.7.2 能制作 Unreal 引擎中的三维地形模型贴

图；

1.7.3 能制作 Unreal 引擎中的三维地形模型材

质；

1.7.4 能合理将场景物件、道具等进行组合与摆

放。

1.8 模型整合与优

化

1.8.1 对 Unreal 引擎中的物件、道具、场景、人

体等三维模型进行合理命名编号与整合；

1.8.2 了解 Unreal 引擎渲染知识；

1.8.3 能优化 Unreal 引擎所需模型与贴图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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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为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积极推动学历证书
+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进一步完善计算机软件行业技术技能
专业标准体系，为技术技能人才教育和培训提供科学、规范的依据，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与考试中心依据当前计算机软件行业发展的实
际情况，在实施工业和信息化人才培养工程Web 前端开发专业技术
技能人才培养项目的基础上，在教育部的指导下，组织有关专家，编
写了《Web 前端开发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以下简称“标准”）。

本标准以客观反映现阶段软件开发和互联网行业技术发展水平
及其对从业人员的能力要求为目标，明确了具有本专业职业技能的人
员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技能要求和知识要求。

本标准采用功能分析法进行编写，遵循了有关技术规程的要求，
既体现了以专业活动为导向、以专业技能为核心的特点，又保证了标
准体例的规范化，同时，模块化的结构也使其具有根据技术发展进行
调整的灵活性和实用性，以符合培训和评价工作不断发展的需要。

本标准将Web 前端开发职业技能分为初、中、高三个等级，其
中高级证书持有者具有复杂网页设计开发能力和网站架构设计规划
能力；中级证书持有者具有动态网页设计开发能力；初级证书持有者
具有静态网页开发能力。

本标准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与考试中心组织编写，参加编写审
订工作的主要人员有谭志彬、顾乃杰、朱卫东、何山、龚玉涵、贾振
洋、吴善超、罗东阳、朱立、高飞、徐旭、骆彬彬、任远、杨亨冉等，
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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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职业技能概况

1.1 名称

Web 前端开发

1.2 职业技能定义

利用HTML、CSS、JavaScript、网页开发框架等专业知识、方法

和工具将产品UI 设计稿实现成网站的技能。

1.4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技能共设三个等级，分别为：初级、中级、高级。

1.5 环境

室内，常温。

1.6 职业技能特征

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拥有良好的编写代码习惯，沟通能力

强，具有运用色彩搭配、点线面布局来设计较好用户体验网站页面的

能力。

1.7 基本文化程度

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

1.8 职业技能培训要求

1.8.1 培训课时

初级职业技能培训时间不少于 96 标准课时；中级职业技能培训

时间不少于 224 标准课时（含初级培训课时）；高级职业技能培训时

间不少于 320 标准课时（含初级培训课时和中级培训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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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培训教师

企业在职工程师、双师型教师、院校教师。

1.8.3 培训场所设备

计算机、移动终端、服务器、网络交换机、路由器等。

2. 教材

每个级别分别配套有《Web 前端开发》（工业和信息化人才培养

工程系列丛书，1+X证书制度试点培训用书）教材上、下两册，共有

6本教材。教材与本标准对应，是实施培训的参考依据。

3. 考核方式

Web 前端开发职业技能初、中、高三个级别的考核方式为闭卷考

试，采用上机考试形式。考试包括理论考试和实操考试两部分。

理论考试试卷满分 100 分，共 50 道试题，其中单选题 30 道，多

选题 15 道，判断题 5道；实操考试试卷满分 100 分，试卷含 3-5 道实

践性试题，试题形式包括案例分析、软件代码编码或是网页效果呈现

等。理论考试与实操考试合格标准均为 60 分，两部分考试成绩均合

格的学员可以获得相应级别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4. 标准主要特点

本标准的开发遵循了整体性、规范性、实用性、可操作性等原则。

本标准的开发，充分考虑到了Web 前端开发从业人员的职业发

展路径与成长路径，以职业素养、职业技能、知识水平为主要框架结

构，设计了HTML基础及HTML5 标签、CSS 及 CSS3 应用、JavaScript

基本语法与高级编程、ES6 标准、数据库应用、项目模块化开发、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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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复杂的交互与优化等知识和能力等模块。面向的主要岗位包括网页

设计、网页制作、响应式页面搭建、移动网页制作与设计、网站搭建

（门户（行业）网站、交易类网站、企事业网站、娱乐性质网站）、

网站规划与设计等。

本标准的核心内容，来源于社会对Web 前端开发职业活动质量

的要求, 是衡量从业者 (包括正在接受教育与培训的准从业者) 胜任

Web 前端开发工作的基本尺度和规范, 能够反映当下时期内Web 前

端开发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规格。

5. 职业素养要求

类 别 内 容

职业道德

自觉遵守中国软件行业基本公约。

有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观念和意识，自觉抵制各种违反知识产权

保护法规的行为。

能自觉遵守企业规章制度与产品开发保密制度。

遵守有关隐私信息的政策和规程，保护客户隐私。

合作意识

具有积极协助配合同事完成开发任务的意识。

讲诚信，坚决反对各种弄虚作假现象，对已经承诺的事，要保证

做到。

能够与项目组人员沟通协调，确定自己的开发任务，理解团队开

发任务。

质量意识

遵循从软件需求分析到软件验收完成整个软件生命周期的标准

规范。

执行和遵守软件开发所需的方法、时间进度、制度控制和相关软

件开发事项。

能够根据产品经理和主管的要求修改完善软件，提高代码质量。

开发过程应遵循企业标准，应依据需求说明书客观地验证软件开

发产品。

服务意识
能够与客户和主管及时沟通前端开发任务需求和项目进度状况。

能及时收集用户反馈，提升前端开发成果的实用性、易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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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意识

能自觉跟踪前端开发技术发展动态，积极参与各种技术交流、技

术培训和继续教育活动。

依据文档编制规范，自觉学习，提高程序编写文档的规范性、准

确性和易读性。

学习标准和操作规范，提高对所使用的软件和相关文档的理解能

力，以及对这些软件和文档将要应用的环境的理解能力。

善于总结开发工作经验，不断提高在合理的时间内以合理的费用

创建安全、可靠和高质量软件的能力。

6. 操作规范

Web 前端开发中应遵循以下操作规范：

（1）GB/T 8567-2006 计算机软件文档编制规范。

（2）GB/T 30971-2014 软件工程 用于互联网的推荐实践 网站

工程、网站管理和网站生存周期。

7. 标准开发的主要方法

标准开发主要采用的方法是功能分析法。

功能分析法是从职业最顶层的大目标（工作领域）出发, 逐层确

立中目标、小目标（工作任务/职业技能，或称单元/要素) , 然后根

据达到目标 (完成职业单元、职业要素) 所需的知识、技能以及其他

相关能力的要求, 确立标准的范围、内容和程度。它以目标为中心, 强

调实现目标需要具备的手段 (知识、方法、工具、技能及其他相关要

求) 以及实现目标需达到的水平要求。功能分析法步骤如下：

（1）明确某一职业领域的“工作领域”；

（2）分解出这些工作领域的“工作任务 ”；

（3）把工作任务进一步分解为“次一级功能 (sub-functions) ”,

直到不能再分时, 次级功能就被称为标准中的“职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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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析职业技能所关联的“技能要求”和“知识要求”。

在结构上, 本职业技能标准包括五个要素：

（1）工作领域：这是职业技能标准按照工作职责大目标划分后

形成的单位；

（2）工作任务：这是职业技能标准的基本组成单位, 某一工作

任务可以看作是对某一主要工作内容或应完成功能的概括；

（3）职业技能：是工作任务的基本组成单位, 可以看作是对具

有相对独立价值的某一次级功能所要求能力的描述；

（4）技能要求：即每项能力要素所应达到的操作水平。技能要

求在语义内容上一般包括所应达到的操作结果, 以及判断操作是否

达到所要求结果的评判标准。

（5）知识要求：阐明具有每项技能所应掌握、了解的知识。

1047 



6

8．Web 前端开发（初级）

8.1. 培训学时：96 学时。

8.2. 衔接中职专业：通信技术、电子与信息技术、电子技术应

用、计算机应用。

8.3. 衔接高职专业：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信息管理、软件

技术、软件与信息服务。

8.4. 接续本科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电子

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8.5. 培养目标：围绕互联网+、新兴技术行业带来的Web 前端

开发技术技能人才需求，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掌握

Web 前端开发基础知识，具备静态网页设计、开发、调试、维护等能

力，能从事Web 前端软件编码、软件测试、软件技术服务等工作的

初级技术技能人才。

8.6. 就业方向：主要面向各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等的信息化

数字化部门，从事静态网页制作、响应式页面搭建等工作，根据视觉

和交互原型要求实现网站页面和交互效果。

8.7. 主要职业能力：1)具有前端开发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

力；2)具备静态网站设计与制作能力。

8.8. 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1)核心课程:Web 页面制作基础、

HTML5 开发基础与应用、轻量级前端框架、JavaScript 程序设计等。(2)

实习实训:线上实训方式，与项目实例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学生通过

在线编程环境，完成静态网页制作、专题栏目的静态宣传页（二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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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制作、动画效果制作等实际项目。

8.9. 能力标准与知识要求：
工作
领域

工作
任务

职业技能 技能要求 知识要求

静 态
网 站
搭建

1-1
静 态
网 页
开发

1-1-1 能使用
HTML 制作静态
网页

1-1-1-S1 能使用 HTML 文本标签、头
部标记、页面创建超链接
1-1-1-S2 能使用创建表格表单功能搭
建静态网页

1-1-1-K1 掌握 HTML 文本标
签、头部标记功能
1-1-1-K2 掌握页面创建超链接、
创建表格表单功能

1-1-2 能使用
CSS 设计页面样
式

1-1-2-S3 能使用 CSS 开发网页样式
1-1-2-S4 能使用 CSS 美化网页样式
1-1-2-S5 能正确运用 Hack 原理实现
CSS 中的样式效果

1-1-2-K3 掌握 CSS 的选择器、
单位、字体样式、文本样式、
颜色、背景功能
1-1-2-K4 掌握 CSS 的区块、网
页布局属性的功能

1-1-3 能使用
JavaScript 开发交
互效果页面

1-1-3-S6 能使用 JavaScript 开发交互
效果页面
1-1-3-S7 能正确选择数据类型、设置
变量，能使用运算等基础语言和内置
函数实现数据交互
1-1-3-S8 能正确使用 JavaScript 对象和
DOM编程实现交互效果页面

1-1-3-K5 掌握 JavaScript基础语
言、函数、面向对象的功能

1-1-4 能使用
jQuery 开发交互
效果页面

1-1-4-S9 能使用 jQuery 选择器、jQuery
中的 DOM操作、滚动、图表、布局、
文字处理及 UI 等插件、jQuery 事件
和动画等功能开发交互效果页面

1-1-4-K6 掌握 jQuery 中选择、
插件、事件和动画的功能

1-2
静 态
网 页
美化

1-2-1 能使用
CSS3 新特性开
发页面样式

1-2-1-S1 能使用 CSS3 的选择器、边
框特性、颜色、字体功能美化网页

1-2-1-K1 了解 CSS3 新增选择
器边框新特性、新增颜色、字
体的功能

1-2-2 能使用
HTML 标签美化
页面

1-2-2-S2 能使用 HTML 文本标签、图
像、头部标记、页面创建超链接、创
建表格表单及iframe框架等功能美化
网页

1-2-2-K2 理解并掌握HTML文
本标签、头部标记、页面创建
超链接、创建表格表单等功能
的使用方法

动 态
网 站
搭建

1-3 动
态 网
页 开
发

1-3-1 能使用
CSS3 新特性开
发动态页面样式

1-3-1-S1 能使用 CSS3 特性、动画效
果、多列布局以及弹性布局开发动态
网页

1-3-1-K1 了解 CSS3 特性、CSS3
动画效果、多列布局以及弹性
布局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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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动
端 静
态 网
站 开
发

1-4 移
动 端
静 态
网 页
开发

1-4-1 能使用
HTML5 制作移
动端静态网页

1-4-1-S1 能使用 HTML5 新增语义化
元素、页面增强元素与属性及多媒体
元素等功能进行移动端页面开发

1-4-1-K1 了解 HTML5 新增全
局属性、结构化与页面增强、
表单标签、多媒体元素的使用
方法

1-4-2 能使用
CSS3 新特性开
发页面样式

1-4-2-S2 能使用 CSS3 的选择器、边框
特性、颜色、字体功能设计网页

1-4-1-K2 了解 CSS3 选择器、边
框特性、颜色、字体的功能

1-4-3 能使用
JavaScript 开发交
互效果页面

1-4-3-S3 能使用 JavaScript OOP、原型
链、常用设计模式等原生的方式开发
网页

1-4-1-K3 了解 JavaScript OOP、
原型链、常用设计模式等原生
方式开发网页的功能

1-5 移
动 端
静 态
网 页
美化

1-5-1 能使用
HTML5 美化静
态网页

1-5-1-S1 能使用 HTML5 新增语义化
元素、页面增强元素与属性及多媒体
元素等功能美化页面

1-5-1-K1 了解 HTML5 新增全
局属性、结构化与页面增强、
表单标签、多媒体元素的使用
方法

1-5-2 能使用
CSS3 新特性美
化静态页面

1-5-1-S2 能使用 CSS3 的选择器、边框
特性、颜色、字体功能美化网页

1-5-1-K2 了解 CSS3 选择器、边
框特性、颜色、字体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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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Web 前端开发（中级）

9.1. 培训学时：224 学时。

9.2. 衔接中职专业：通信技术、电子与信息技术、电子技术应

用、计算机应用。

9.3. 衔接高职专业：移动互联应用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计

算机信息管理、软件技术、软件与信息服务、移动应用开发、智能产

品开发。

9.4. 接续本科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电子

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9.5. 培养目标：围绕互联网+、新兴技术行业带来的Web 前端

开发、移动端开发技术技能人才需求，以企业用人为导向，以岗位技

能和综合素质为核心，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掌握Web

前后端数据交互、响应式开发等知识，具备动态网页设计、开发、调

试、维护等能力，能从事Web 前端软件编程、软件测试、软件技术

服务、智能终端界面开发等工作的中级技术技能人才。

9.6. 就业方向：主要面向 IT 互联网企业、互联网转型的传统型

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等的软件研发、软件测试、系统运维部门，从

事网站规划与建设、网站开发与维护、关系型数据库开发管理等工作，

根据网站开发需求，编制并实施解决方案。

9.7. 主要职业能力：(1)具有前端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

创新创业能力；(2)具备网站规划与建设能力；(3)具备关系型数据库设

计与管理能力；(4)具备网站响应式开发能力；(5)具备数据交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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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1)核心课程:MySQL 数据库基础与应

用、PHP技术与应用、Web 前后端数据交互技术、响应式开发技术、

网站项目实战等课程。(2)实习实训: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实训方式，与

项目实例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以面向门户网站、交易类网站、企事业

网站、娱乐性质网站的规划与建设、开发与维护、关系型数据库开发

与管理等为实训项目内容，配备一定量的企业实际项目。

9.9. 能力标准与知识要求：

工作
领域

工作
任务

职业技能 技能要求 知识要求

静 态
网 站
搭建

2-1 静
态 网
页 开
发

2-1-1 能熟练使
用HTML编写静
态网页

2-1-1-S1 能熟练使用 HTML 文本标
签、头部标记、页面创建超链接、创
建表格表单功能搭建静态网页

2-1-1-K1 掌 握 并 熟 练 应 用
HTML 文本标签、头部标记、
页面创建超链接、创建表格表
单功能

2-1-2 能使用
CSS 设计网站页
面样式

2-1-2-S2 能熟练使用CSS设计网页样
式
2-1-2-S3 能熟练使用CSS 美化网页样
式
2-1-2-S4 能熟练使用 Hack 原理实现
CSS 中的样式效果

2-1-2-K2 掌握 CSS 的选择器、单
位、字体样式、文本样式、颜
色、背景的使用方法
2-1-2-K3 掌握 CSS 的区块、网
页布局属性的使用方法

2-1-3 能使用
JavaScript开发网
站交互效果页面

2-1-3-S5 能熟练使用 JavaScript 开发
交互效果页面
2-1-3-S6 能熟练使用运算等基础语言
和内置函数实现数据交互
2-1-3-S7 能熟练使用 JavaScript 对象和
DOM编程实现交互效果页面

2-1-3-K4 掌握 JavaScript 基础语
言、函数、面向对象功能的使
用方法

2-1-4 能 使 用
jQuery 开发网站
交互效果页面

2-1-4-S8 能熟练使用 jQuery 选择器、
jQuery 中的 DOM操作、滚动、图表、
布局、文字处理及 UI 等插件、jQuery
事件和动画等开发交互效果页面

2-1-4-K5 掌握 jQuery 中选择、
插件、事件和动画功能的使用
方法

2-1-5 能使用
Bootstrap 前端
框架开发页面

2-1-5-S9 能使用 Bootstrap 栅格系统、
基本样式、组件、LESS 和 SASS、插
件、Bootstrap 定制及优化、Bootstrap
内核解码开发响应式页面

2-1-5-K6 掌握 Bootstrap 布局、
组件、基本样式、插件、组件
的使用方法

1052 



11

2-2
静 态
网 页
美化

2-2-1 能 使 用
CSS3 新特性美
化网站页面样式
和结构

2-2-1-S1 能熟练使用 CSS3 的选择器、
边框特性、颜色、字体、盒阴影、背
景特性、盒模型、功能美化网页

2-2-1-K1 掌握CSS3选择器在页
面中插入各种盒子模型、背景
样式使用方法

2-2-2 能 运 用
HTML 各种标签
美化原有静态网
页

2-2-2-S2 能熟练使用 HTML 文本标
签、图像、头部标记、页面创建超链
接、创建表格表单及 iframe 框架等功
能美化网页

2-2-2-K2 掌握 HTML 在网页中
嵌入多媒体、使用框架结构、
网页中使用表格创建表单的使
用方法

动 态
网 站
搭建

2-3
动 态
网 页
开发

2-3-1 能 使 用
CSS3 新特性设
计网站页面样式
和结构

2-3-1-S1 能熟练使用 CSS3 的选择器、
背景、盒模型、渐变、多列布局等属
性开发动态网页

2-3-1-K1 掌握 CSS3 特性、动画
效果、多列布局以及弹性布局
的使用方法

2-3-2 能 运 用
MySQL 数据库
进行基本的数据
管理工作

2-3-2-S2 能使用 MySQL 基本操作进
行数据管理

2-3-2-K2 掌握 MySQL 中创建
表、设置约束、设置自增型字
段、表结构的复制、修改表、
修改字段、修改约束条件、修
改表名、删除表、数据的插入/
修改/查询/存储、触发器、事
务、视图的使用方法

2-3-3 能 使 用
PHP制作动态网
页

2-3-3-S3 能熟练使用 PHP 的编码技
术操作 Mysql 数据库，进行动态网站
开发。
2-3-3-S4 能使用 Session 的操作、
Cookie 的操作开发动态网站

2-3-3-K3 掌握 PHP 的基础操
作、数组函数、面向对象、基
本语法、数据类型、数据输出、
编码规范、常量、变量、PHP
运算符、数据类型转换、条件
判断语句、循环控制语句、跳
转语句和终止语句、一维数组、
二维数组、遍历与输出数组、
函数、PHP操作MySQL数据库、
管理MySQL数据库中数据的使
用方法

2-3-4 能 根 据
RESTful API 规
范设计可用的
API

2-3-4-S5 能根据 HTTP 协议方法定
义操作，能使用 API 进行数据筛选、
支持大型二进制资源的部分响应与
后端进行交互

2-3-4-K4 掌握基本的 API 设计
方法

2-3-5 能 使 用
Ajax 创建动态网
页

2-3-5-S6 能熟练使用Ajax 中的 XML、
JSON 数据格式与网站后端进行数据
交互

2-3-5-K5 掌握 Ajax 技术，实现
异步刷新，异步获取数据的使
用方法

2-3-6 能 使 用
Laravel 框架构建
动态网站

2-3-6-S7 能熟练使用 Laravel 的路由、
控制器、Blade 模板、前端组件构建
动态网站

2-3-6-K6 掌握 Laravel 框架构建
动态网站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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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动
端 静
态 网
站 开
发

2-4
移 动
端 静
态 网
页 开
发

2-4-1 能熟练使
用 HTML5 编写
移动端静态网页

2-4-1-S1 能熟练使用 HTML5 新增语
义化元素、页面增强元素与属性及多
媒体元素等功能开发移动端页面

2-4-1-K1 掌握 HTML5 新增全
局属性、结构化与页面增强、
表单标签、多媒体元素的使用
方法

2-4-2 能 运 用
CSS3 特性设计
网站页面样式和
结构

2-4-2-S2 能使用 CSS3 的选择器、边
框特性、新增颜色、字体、盒阴影、
背景特性、盒模型、渐变功能设计移
动端静态网页

2-4-2-K2 掌握 CSS3 选择器、边
框特性、颜色、字体、盒阴影、
背景特性、盒模型、渐变功能
的使用方法

2-4-3 能使用
JavaScript开发网
站交互效果页面

2-4-3-S3 能熟练使用 JavaScript 开发
交互效果页面
2-4-3-S4 能熟练使用运算等基础语言
和内置函数实现数据交互
2-4-3-S5 能熟练使用 JavaScript 对象和
DOM编程实现交互效果页面

2-4-3-K3 掌握 JavaScript 基础语
言、函数、面向对象功能的使
用方法

2-4-4 能使用
Bootstrap 前端
框架开发页面

2-4-4-S6 能使用 Bootstrap 栅格系统、
基本样式、组件、Less 和 Sass、插件、
Bootstrap 定制及优化、Bootstrap 内核
解码开发响应式页面

2-4-4-K4 掌握 Bootstrap 布局、
组件、基本样式、插件、组件
的使用方法

2-5
移 动
端 静
态 网
页 美
化

2-5-1 能熟练使
用 HTML5 编写
静态网页

2-5-1-S1 能熟练使用 HTML5 新增语
义化元素、页面增强元素与属性及多
媒体元素等功能美化页面

2-5-1-K1 理解 HTML5 新增全
局属性、结构化与页面增强、
表单标签、多媒体元素的使用
方法

2-5-2 能 使 用
CSS3 新特性改
变网站页面样式
和结构

2-5-2-S2 能熟练使用 CSS3 的选择器、
盒模型、过渡、动画等属性美化网页
2-5-2-S3 使用 em/rem/vw/vh 等单位
开发移动端网页，达到美化网页的效
果

2-5-2-K2 掌握 CSS3 选择器在页
面中插入、各种盒子模型、背
景样式使用方法

移 动
端 动
态 网
站 开
发

2-6
动 态
网 页
开发

2-6-1 能 使 用
MySQL 数据库
进行基本的数据
管理工作

2-6-1-S1能使用MySQL基本操作进行
数据管理

2-6-1-K1 掌握 MySQL 中创建
表、设置约束、设置自增型字
段、表结构的复制、修改表、
修改字段、修改约束条件、修
改表名、删除表、数据的插入/
修改/查询/存储、触发器、事
务、视图的使用方法

2-6-2 能 使 用
PHP制作动态网
页

2-6-2-S2 能熟练使用 PHP的编码技术
操作 MySQL 数据库，进行动态网站
开发。
2-6-2-S3能使用Session的操作、Cookie
的操作开发动态网站

2-6-2-K2掌握PHP的基础操作、
数组函数、面向对象、基本语
法、数据类型、数据输出、编
码规范、常量、变量、PHP 运
算符、数据类型转换、条件判
断语句、循环控制语句、跳转
语句和终止语句、一维数组、
二维数组、遍历与输出数组、
函数、PHP操作MySQL数据库、
管理MySQL数据库中数据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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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方法

2-6-3能使用Ajax
创建动态网页

2-6-3-S4 能熟练使用 Ajax 的 XML、
JSON 数据格式与网站后端进行数据
交互

2-6-3-K3 掌握 Ajax 技术，实现
异步刷新，异步获取数据的使
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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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Web 前端开发（高级）

10.1. 培训学时：320 学时。

10.2. 衔接中职专业：通信技术、电子与信息技术、电子技术应

用、计算机应用。

10.3. 衔接高职专业：移动互联应用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计

算机信息管理、软件技术、软件与信息服务、移动应用开发、智能产

品开发。

10.4. 接续本科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电子

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10.5. 培养目标：围绕互联网+、新兴技术行业带来的Web 前端

开发、移动端开发技术技能人才需求，以企业用人为导向，以岗位技

能和综合素质为核心，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掌握Web

前端框架应用、性能优化与自动化技术等知识，具备前端架构、移动

智能终端开发、组件化开发等能力，能从事Web 前端架构设计、技

术选型、组件化等工作的高级技术技能人才。

10.6. 就业方向：主要面向 IT 互联网企业、互联网转型的传统型

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等的软件研发、软件测试、系统运维部门，从

事前端架构设计、移动端项目开发、智能设备前端开发、组件和类库

编写等工作，根据网站开发需求，进行架构设计并管理实施解决方案。

10.7. 主要职业能力：(1)具有前端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

创新创业能力；(2)具备前端架构设计能力；(3)具备移动端开发能力；

(4)具备前端组件化能力；(5)具备网站性能优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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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1)核心课程：前端高效开发框架技

术与应用、性能优化与自动化技术、移动Web 设计与开发等。(2)实

习实训：结合线上线下学习平台与项目实例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以前

端架构设计、移动前端项目开发、智能设备前端开发、组件和类库的

编写等为实训项目内容，同时可以为成绩优秀的学员提供企业实习机

会。

10.9. 能力标准与知识要求：
工 作
领域

工作
任务

职业技能 技能要求 知识要求

静态
网站
搭建

3-1
静态
网页
开发

3-1-1 能熟练使
用HTML 开发
静态网页

3-1-1-S1 能结合其他编程语言，综合
运用HTML 文本标签、头部标记、
页面创建超链接、创建表格表单等功
能搭建静态网页

3-1-1-K1 掌握 HTML 文本标
签、头部标记、页面创建超链
接、创建表格表单与其它编程
语言的综合使用方法

3-1-2 能熟练使
用CSS开发网站
页面样式

3-1-2-S2 能熟练使用 CSS 开发网页
样式，能正确解决 CSS 编程过程中
的问题

3-1-2-K2 掌握 CSS 基本属性、
选择器、单位、字体样式、文
本样式、颜色、背景、区块、
网页布局属性的使用方法

3-1-3 能熟练使
用 JavaScript 开
发网站交互效
果页面

3-1-3-S3 能熟练使用 JavaScript 开发
交互效果网页，能正确解决JavaScript
编程过程中的问题

3-1-3-K3 掌握 JavaScript 基础
语言、函数、面向对象功能的
知识

3-1-4 能利用
jQuery 进行交互
效果优化

3-1-4-S4 能熟练使用 jQuery 开发交
互网页，能正确解决在 jQuery 编程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3-1-4-K4 掌握 jQuery 中选择、
插件、事件和动画功能的使用
方法

3-1-5 能使用
Bootstrap定制和
优化响应式页
面

3-1-5-S5 能熟练使用 Bootstrap 开发
响应式网页，并能解决在应用中出现
的问题

3-1-5-K5 掌握Bootstrap布局、
组件 Sass 功能的使用方法

3-2
静态
网页
美化

3-2-1 能使用
CSS3 新特性优
化页面样式

3-2-1-S1 能熟练使用 CSS3 的选择
器、边框特性、颜色、字体、盒阴影、
背景特性、盒模型、渐变、过渡、多
列布局、弹性布局等功能并能解决应
用中的问题

3-2-1-K1 掌握使用 CSS3 功能
解决优化过程中兼容性问题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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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能运用
HTML各种标签
美化原有静态
网页

3-2-2-S2 能熟练使用HTML 文本标
签、图像、头部标记、页面创建超链
接、创建表格表单及 iframe 框架等功
能美化静态网页并解决出现的问题

3-2-2-K2 掌握使用 HTML 在
网页中嵌入多媒体、使用框架
结构、网页中使用表格创建表
单等知识以及使用中出现问
题的解决方法

动态
网站
搭建

3-3
动态
网页
开发

3-3-1 能熟练使
用 CSS3 特性调
整页面属性

3-3-1-S1 能使用 CSS3 的选择器、边
框、颜色、文本效果、字体、盒阴影、
背景、盒模型、渐变、过渡、动画、
多列布局、弹性布局等特性开发动态
网页，并解决动态网页优化问题

3-3-1-K1 掌握 CSS3 新增特
性、CSS3 动画效果、多列布
局以及弹性布局知识

3-3-2 能熟练使
用MySQL 数据
库进行数据管
理

3-3-2-S2 能使用MySQL 创建表、设
置约束、设置自增型字段、表结构的
复制、修改表、修改字段、修改约束
条件、修改表名、删除表、数据的插
入/修改/查询/存储、触发器、事务、
视图等功能，解决数据管理应用中出
现的问题

3-3-2-K2 掌握 MySQL 中创
建、修改、删除表等数据基本
操作方法及应用中出现问题
的解决方法

3-3-3 能熟练使
用 PHP 制作动
态网页

3-3-3-S3 能熟练使用 PHP 的编码技
术操作 MySQL 数据库，进行动态网
站开发
3-3-3-S4 能熟练使用Session的操作、
Cookie 的操作开发动态网站

3-3-3-K3 掌握 PHP 基本语
法、数据类型、数据输出、编
码规范、常量、变量、PHP 运
算符、数据类型转换、条件判
断语句、循环控制语句、跳转
语句和终止语句、一维数组、
二维数组、遍历与输出数组、
函数、PHP 操作 MySQL 数据
库、管理MySQL 数据库中的
数据、Session 的操作、Cookie
的操作等功能，掌握应用中出
现问题的解决方法

3-3-4 能运用
API 设计原则，
设计可用、易
用、可维护的
API

3-3-4-S5 能使用 Restful API 设计跨
平台跨语言的数据接口

3-3-4-K4 掌握使用 API 设计
原则设计可用、易用、可维护
API 的方法，并掌握应用中出
现问题的解决方法

3-3-5 能熟练使
用 Ajax 创建动
态网页

3-3-5-S6 能使用 Ajax 的 XML、JSON
数据格式、 JSONP 跨域等功能并解
决应用中出现的问题

3-3-5-K5 掌握 Ajax 进行数据
交互的使用方法，并掌握应用
中出现问题的解决方法

3-3-6 能熟练使
用 Laravel 框架
构建动态网站

3-3-6-S7 能使用 Laravel 的路由、控制
器、Blade 模板、前端组件等功能并
解决应用中出现的问题

3-3-6-K6 掌握 Laravel 框架构
建动态网站的使用方法，并掌
握应用中出现问题的解决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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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架构
设计

3-4-1 能使用
ES6 新规范构建
前端程序

3-4-1-S1 能使用 ES6 基础语法、代码
组织构建前端程序并解决在应用中
出现的问题

3-4-1-K1 掌握使用 ES6 新规
范构建前端程序的方法，并掌
握应用中出现问题的解决方
法

3-4-2 能使用
Node.js 构建高
性能服务器端
环境

3-4-2-S2 能使用Node. js 的异步编
程、异步 IO，包管理以及模块构建
高性能服务器端环境，并解决在应用
中出现的问题

3-4-2-K2 掌握使用 Node.js 构
建高性能服务器端环境的方
法，并掌握应用中出现问题的
解决方法

3-4-2-S3 能使用Node.js Web 应用框
架 Express 构建网站

3-4-2-K3 掌握设置中间件来
响应 HTTP 请求的方法，并
掌握应用中出现问题的解决
方法

3-4-3 能掌握
Vue 前端框架并
完成组件封装

3-4-3-S4 能使用 Vue 组件、工程化工
具、路由、Vuex 状态管理以及 UI
库进行组件封装并解决应用中出现
的问题

3-4-3-K4 掌握 Vue 渐进式框
架进行网站架构设计的使用
方法，并掌握应用中出现问题
的解决方法

网站
性能
优化

3-5
性能
优化

3-5-1 能熟练进
行HTML、CSS
代码结构优化

3-5-1-S1 能熟练使用语义化、代码规
范、去掉无意义字符等优化方式进行
网页代码结构的优化

3-5-1-K1 掌握使用 HTML、
CSS 进行代码结构优化的方
法，并掌握应用中出现问题的
解决方法

3-5-2 能进行图
片资源优化

3-5-2-S2 能通过对图片的压缩、优
化、加载的方式实现网站图片资源优
化

3-5-2-K2 掌握对图片资源优
化的方法，并掌握应用中出现
问题的解决方法

3-5-3 能进行前
端资源加载优
化

3-5-3-S3 能使用HTTP 缓存、预加载
技术实现前端资源加载优化

3-5-3-K3 掌握前端资源加载
优化的方法，并掌握应用中出
现问题的解决方法

3-5-4 能熟练使
用Webpack分析
项目结构，并将
JavaScript 模块
及其他浏览器
不能直接运行
的拓展语言打
包为合适的格
式以供浏览器
使用

3-5-4 -S4 能熟练使用Webpack 的
Output 出口、Plugin 插件、Module
模块技术打包网站资源

3-5-4-K4 掌握Webpack 打包
的基本方法，并掌握应用中出
现问题的解决方法

移动
端静
态网
站开
发

3-6
移动
端静
态网

3-6-1 能够利用
HTML5 进行移
动端静态网页
优化

3-6-1-S1 能熟练使用HTML5 新增语
义化元素、页面增强元素与属性及多
媒体元素等功能并解决应用中出现
的问题

3-6-1-K1 掌握 HTML5 新增全
局属性、结构化与页面增强、
表单标签、多媒体元素开发静
态网站的知识，并掌握应用中
出现问题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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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开
发 3-6-2 能运用

CSS3 新特性调
整页面属性

3-6-2-S2 能熟练使用 CSS3 的选择
器、背景特性、盒模型、多列布局、
弹性布局等属性开发移动端网页并
解决应用中出现的问题

3-6-2-K2 掌握 CSS3 新特性、
动画效果、2D、3D功能知识，
并掌握应用中出现问题的解
决方法

3-6-3 能熟练使
用 JavaScript 开
发交互效果页
面

3-6-3-S3 能熟练使用 JavaScript
OOP、原型链、常用设计模式等功
能并解决应用中出现的问题

3-6-3-K3 掌握 JavaScript OOP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方法，并
掌握应用中出现问题的解决
方法

3-6-4 能熟练使
用 Bootstrap 前
端框架进行快
捷开发

3-6-4-S4 能熟练使用 Bootstrap 栅格
系统、基本样式、组件、Less 和 Sass、
插件、Bootstrap 定制及优化、
Bootstrap 内核解码等功能并解决应
用中出现的问题

3-6-4-K4 掌握 Bootstrap 开发
Web 应用程序和网站前端框
架的方法，并掌握应用中出现
问题的解决方法

3-6-5 能熟练使
用 Canvas 绘制
网页图表、动画
等

3-6-5-S5 能熟练使用 Canvas 绘制功
能美化网页，并解决应用中出现的问
题

3-6-5-K5 掌握使用 Canvas 绘
制的方法，并掌握应用中出现
问题的解决方法

3-6-6 能熟练使
用 SVG描述二
维矢量图形

3-6-6-S6 能熟练使用 SVG 可缩放矢
量图形功能美化网页，并解决应用中
出现的问题

3-6-6-K6 掌握 SVG可缩放矢
量图形的使用方法，并掌握应
用中出现问题的解决方法

3-6-7 能熟练使
用Less实现静态
网页的动态样
式

3-6-7-S7 能使用 Less 语法进行网页
美化，并解决应用中出现的问题

3-6-7-K7 掌握 Less 语法知识，
并掌握应用中出现问题的解
决方法

3-7
移动
端静
态网
页美
化

3-7-1 能够利用
HTML5 进行静
态网页美化

3-7-1-S1 能熟练使用HTML5 新增语
义化元素、页面增强元素与属性及多
媒体元素等功能，并解决应用中出现
的问题

3-7-1-K1 掌握HTML5 新增全
局属性、结构化与页面增强、
表单标签、多媒体元素开发静
态网站的知识，并掌握应用中
出现问题的解决方法

3-7-2 能运用
CSS3 新特性调
整页面属性

3-7-2-S2 能使用 CSS3 的边框特性、
颜色、字体、盒阴影、背景特性、渐
变、过渡等属性美化移动端网页并解
决应用中出现的问题

3-7-2-K2 掌握解决 CSS3 新特
性、动画效果、2D、3D功能
知识，并掌握应用中出现问题
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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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
端动
态网
站开
发

3-8
动态
网页
开发

3-8-1 能熟练使
用MySQL 数据
库进行数据管
理

3-8-1-S1 能熟练使用MySQL 数据库
创建表、设置约束、设置自增型字段、
复制表结构、修改表、修改字段、修
改约束条件、修改表名、删除表、插
入/修改/查询/存储数据、触发器、
事务、视图等功能进行数据管理，并
解决应用中出现的问题

3-8-1-K1 掌握使用MySQL 中
创建修改删除表、数据的基本
操作进行数据管理的知识，并
掌握应用中出现问题的解决
方法

3-8-2 能熟练使
用 PHP 制作动
态网页

3-8-2-S2 能熟练使用 PHP 的编码技
术操作 MySQL 数据库，进行动态网
站开发
3-8-3-S3 能熟练使用Session的操作、
Cookie 的操作开发动态网站

3-8-2-K2掌握PHP 基本语法、
数据类型、数据输出、编码规
范、常量、变量、PHP 运算符、
数据类型转换、条件判断语
句、循环控制语句、跳转语句
和终止语句、一维数组、二维
数组、遍历与输出数组、函数、
PHP 操作 MySQL 数据库、管
理MySQL 数据库中的数据、
Session 的操作、Cookie 的操作
等功能和应用中出现问题的
解决方法

3-8-3 能熟练使
用 Ajax 创建动
态网页

3-8-3-S4 能使用 Ajax 的 XML、JSON
数据格式、 JSONP 跨域等功能创建
态网页，并解决应用中出现的问题

3-8-3-K3 掌握 Ajax 进行数据
交互的使用方法

3-8-4 能熟练使
用 Bootstrap 前
端框架进行快
捷开发

3-8-4-S5 能使用 Bootstrap 的栅格系
统、基本样式、组件、插件、定制及
优化等功能，并解决应用中出现的问
题

3-8-4-K4 掌握使用 Bootstrap
布局、组件、Sass 功能快捷开
发前端框架的知识和解决应
用出现问题的方法

3-8-5 能熟练使
用 jQuery Mobile
开发移动Web
网站

3-8-5-S6 能熟练使用 jQuery Mobile
设计弹出框、设计侧滑面板、设计相
册、设计九宫格、设计通讯录组建
Web 网站，并解决应用中出现的问
题

3-8-5-K5 掌握使用 jQuery
Mobile 创建移动 Web 应用的
方法，并掌握应用中出现问题
的解决方法

3-9
架构
设计

3-9-1 使用 ES6
新规范构建前
端程序

3-9-1-S1 能使用 ES6 基础语法、代码
组织构建前端程序并解决在应用中
出现的问题

3-9-1-K1 掌握使用 ES6 新规
范构建前端程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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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 使用
Node.js 构建高
性能服务器端
环境

3-9-2-S2 能使用Node.js 的交互模
式、事件循环、函数路由构建高性能
服务器端环境

3-9-2-K2 掌握使用 Node.js 构
建高性能服务器端环境的方
法

3-9-3 能熟练使
用Vue框架进行
用户界面构建

3-9-3-S3 能使用 Vue 组件、Vue 工程
化开发、Vue 路由、Vue 状态管理进
行网站架构设计

3-9-3-K3 掌握使用 Vue 渐进
式框架进行网站架构设计的
方法

移动
端性
能优
化

3-10
性能
优化

3-10-1 能熟练
进行HTML、
CSS 代码结构优
化

3-10-1-S1 能熟练使用语义化、代码
规范、去掉无意义字符等优化方式进
行网页代码结构的优化

3-10-1-K1 掌握使用 HTML、
CSS进行代码结构优化的知识

3-10-2 能进行
图片资源优化

3-10-2-S2 能对图片的压缩、加载的
方式实现网站图片资源优化

3-10-2-K2 掌握对图片资源优
化的方法

3-10-3 能进行
前端资源加载
优化

3-10-3-S3 能使用HTTP 缓存、预加
载技术实现前端资源加载优化

3-10-3-K3 掌握前端资源加载
优化的方法

3-10-4 能熟练
使用Webpack分
析项目结构，并
将 JavaScript 模
块及其他浏览
器不能直接运
行的拓展语言
打包为合适的
格式以供浏览
器使用

3-10-4 -S4 能熟练使用Webpack 的
Output 出口、Plugin 插件、Module
模块技术打包网站资源

3-10-4-K4 掌握 Webpack 打包
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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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名词解释

1.HTML:超文本标记语言，标准通用标记语言下的一个应用。
2.CSS:层叠样式表(英文全称：Cascading Style Sheets),是一种用来

表现HTML（标准通用标记语言的一个应用）或 XML（标准通用标
记语言的一个子集）等文件样式的语言，用于为HTML 文档定义布
局。

3.JavaScript：一种直译式脚本语言，其主要作用是在不与服务器
交互的情况下修改HTML 页面内容, 为网页添加各式各样的动态功
能。Ecma 国际以 JavaScript 为基础制定了 ECMAScript 标准。

4.jQuery:是一个快速、简洁的 JavaScript 框架，是一个优秀的
JavaScript 代码库（或 JavaScript 框架）。

5.DOM:文档对象模型（Document Object Model，简称DOM），
是W3C组织推荐的处理可扩展标志语言的标准编程接口。

6.UI:即 User Interface（用户界面）的简称。泛指用户的操作界面，

包含于移动APP、网页、智能穿戴设备等。
7.CSS3:是 CSS（层叠样式表）技术的升级版本，于 1999 年开始

制订，2001 年 5 月 23 日W3C 完成了 CSS3 的工作草案，主要包括盒
子模型、列表、超链接方式、语言模块、背景和边框、文字特效、多
栏布局等模块。

8.CSS hack：通过在CSS 样式中加入一些特殊的符号，区别不同
浏览器制作不同的CSS 样式的设置，解决浏览器显示网页特效不兼容
性问题。

9.PHP: 超文本预处理器（Hypertext Preprocessor），PHP 将程序
嵌入到HTML文档中去执行，是Web 开发动态网页制作技术之一。

10. IFRAME:是 HTML标签，作用是文档中的文档，或者浮动
的框架(FRAME)。

11. Html5:万维网的核心语言，标准通用标记语言下的一个应
用超文本标记语言（HTML）的第五次重大修改，其主要的目标是将
互联网语义化，以便更好地被人类和机器阅读，并同时更好地支持网
页中嵌入各种媒体。

12. OOP: 面向对象编程（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OOP，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是一种计算机编程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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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Bootstrap:是美国 Twitter 公司的设计师 Mark Otto 和 Jacob
Thornton 合作基于HTML、CSS、JavaScript 开发的简洁、直观的前端
开发框架，使得 Web 开发更加快捷。

14. Less: 是一种 CSS 预处理语言，它扩充了 CSS 语言，增加
了诸如变量、混入、函数等功能，让 CSS 更易维护，方便制作主题
和扩充。使用CSS 的语法。

15. Sass: Sass（Syntactically Awesome Style Sheets）是一个相对新
的编程语言，Sass 为 web 前端开发定义一套新的语法规则和函数，以
加强和提升CSS，Sass 的安装需要 Ruby 环境。

16. MySQL:是一个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由瑞典MySQL AB
公司开发，目前属于Oracle 旗下产品。

17. 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是一些预先定义的函数，目的是提供应用程序与开发人员基于某软件
或硬件得以访问一组例程的能力，而无需访问源码，也无需理解内部
工作机制的细节。

18. HTTP:超文本传输协议（HTTP，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是互联网上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网络协议。

19. RESTful: 表现层状态转化（Representational State Transfer）
软件架构风格，提供了一组设计原则和约束条件。

20. Web:（World Wide Web）即全球广域网，也称为万维网，
它是一种基于超文本和HTTP的、全球性的、动态交互的、跨平台的
分布式信息系统。

21. Ajax: 即 “Asynchronous Javascript And XML” （ 异 步
JavaScript 和 XML），是指一种创建交互式网页应用的网页开发技术。

22. XML:可扩展标记语言，标准通用标记语言的子集，是一种
用于标记电子文件使其具有结构性的标记语言。

23. JSON:(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 JS 对象简谱) 是一种轻量
级的数据交换格式。

24. JSONP:(JSON with Padding)是 JSON的一种“使用模式”，
可用于解决主流浏览器的跨域数据访问的问题。

25. Laravel: Laravel是一套简洁、优雅的PHP Web开发框架(PHP
Web Framework)。

26. BLADE: 快速搭建一个 Web 应用程序的开源框架
27. Session:会话，指浏览器和服务器的一次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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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Cookie:有时也用其复数形式 Cookies，指某些网站为了辨别
用户身份、跟踪 session 而储存在用户本地终端上的数据（通常经过
加密）。

29. jQuery Mobile:是 jQuery 框架的一个组件，用于创建移动端
Web 应用的的前端框架。

30. ES6: ECMAScript 语言规范第六版。ECMAScript 是一种由
Ecma 国际通过ECMA-262 标准化的脚本程序设计语言，是 JavaScript
的标准。

31. Node.js:是 JavaScript 运行在服务端的平台。
32. Express: 是一个简洁而灵活的 node.js Web 应用框架。
33. VUE: 是一套构建用户界面的渐进式框架。
34. Webpack: 是一个模块打包工具，将Web 开发的各种资源打

包压缩在指定的文件中。
35. Canvas: 画布，是HTML5 中新增的标签，用于网页实时生

成图像，并且可以操作图像内容。
36. SVG:可缩放矢量图形，是基于可扩展标记语言XML（标准

通用标记语言的子集）用于描述二维矢量图形的一种图形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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