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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设备无损检测人员资格考核实施细则 

（草案） 

1 总则 

1．1．为明确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特种设备无损检测人员(以下简称无损

检测人员)资格考核具体方式和要求，根据《特种设备无损检测人员资格鉴定考

核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的要求，特制定本细则。 

1.2. 本细则规定了特种设备无损检测人员资格考核的组织实施要求；射线

（RT），超声波（UT），磁粉（MT），渗透（PT）四种无损检测方法的Ⅲ级（高级）

Ⅱ级（中级）Ⅰ级（初级）资格的取证考核（初试）和换证考核（复试）的内容，

方式，合格评定标准，以及复议规定。 

涡流（ET），声发射（AE）无损检测方法的考核的内容，方式暂不作规定。 

1.3．本细则由全国特种设备无损检测人员资格考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

考委会）提出，经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局（以下简

称国家质检总局锅炉局）批准，公布执行。 

本细则由全国考委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2．考核的组织实施要求 

2．1．年度考核计划 

2．1．1．各级考委会应在每年年初制定出当年的考核计划。计划内容至少

应包括拟举办考核的无损检测方法类别（RT，UT，MT，PT）、性质类别（初试，

复试）、级别（Ⅲ，Ⅱ，Ⅰ）、时间（月份）、地点（城市）。 

2．1．2．年度考核计划应在每年的二月底以前采用适当的方式（例如网上，

会议上，报刊上）予以公告，同时报送国家质监总局锅炉局备案。 

2．1．3．计划执行过程中，如因实际情况变化需要修改考核计划，应及时

通知有关单位和人员，同时报送国家质监总局锅炉局备案。 

2．2．考核准备 

2．2．1．报考人员条件审查 

考核机构应对报考人员的条件进行初审，根据《考核申请表》和所附材料的

内容核查申请人条件是否符合《规则》的有关规定。对《考核申请表》不符合要

求，所附材料不全者，应督促其重新申报；对条件不符合规定，未通过审查者，

应及时以书面的形式通知申请人。 

考核机构应及时将初审情况和通过初审的有关材料报同级安全监察机构复

审，合格后方可参加考核。 

2．2．2．考核通知 

考核机构应将考核时间，地点，要求和注意事项，以及考核费用提前通知符

合条件的报考人员。 

2．2．3．考核人员准备 

2．2．3．1．考核机构应为考核配备足够的主考人员，监考人员和工作人员。 

2．2．3．2．每次考核应任命一名考核负责人，对本次考核负全面责任。 

2．2．3．3．每次考核，每种无损检测专业方法的主考人员不得少于 2人。

主考人员应是考委会专业组成员。 

2．2．4．考核条件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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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1．笔试考场 

笔试考场应宽敞，明亮，安静。座位应有足够的间距。 

2．2．4．2．实际操作考场 

实际操作考场应宽敞，设施齐全，达到有关标准规定的检测试验的环境设施

条件。 

2．2．4．3．考核用试件 

应采用经过鉴定验收的，有标准答案的考核专用试件。应委派主考人员对本

次考核用的试件逐件进行检查确认。 

2．2．5．笔试试卷的准备 

笔试试卷的出题组卷应有专人负责，应有切实的保密措施。试卷的知识广度，

深度，难度应符合《特种设备无损检测人员考核大纲》的要求。 

2．2．6．口试考核的准备 

考核前应召集所有口试主考人员讨论本次考核的口试注意事项，统一认识和

评分标准。 

2．3．考核过程 

2．3．1．笔试监考 

2．3．1．1．应根据考场情况和考生人数配备充足的监考人员，每一考场监

考人员不得少于 2人。 

2．3．1．2．应在考前宣布考场纪律和注意事项。 

2．3．1．3．密封的试卷应当着考生面启封。 

2．3．1．4．整个考试过程应能保持正常秩序，对违规行为应有处置措施。 

2．3．1．5．一次考试在多个考场同时举行时，应保证各考场的考核时间，

规定的纪律和注意事项一致。 

2．3．1．6．考试结束时，应在考场完成试卷回收，密封线装订，点数，打

包密封工作。 

2．3．2．实际操作现场监考 

2．3．2．1．应根据考场情况和考生人数配备充足的监考人员，每一考场监

考人员不得少于 2人。 

2．3．2．2．应在考前宣布考场纪律和注意事项。 

2．3．2．3．．整个考试过程应能保持正常秩序，对违规行为应有处置措施。 

2．3．2．4．一次考试在多个考场同时举行时，应保证各考场的考核时间，

规定的纪律和注意事项一致。 

2．3．2．5．考试结束时，应在考场完成试卷回收，密封线装订，点数，打

包密封工作。 

2．4．阅卷 

2．4．1．阅卷前应召集所有阅卷人员讨论本次阅卷注意事项，统一认识和

评分标准。 

2．4．2．试卷包的密封应当着所有阅卷人员面启封。 

2．4．3．应安排专人对阅卷质量进行抽查。 

2．4．4．试卷分数累加应有专人复核。 

2．4．5．试卷密封线的开启应在所有阅卷工作完成后进行。 

2．5．考核成绩汇总上报 

2．5．1．考核负责人负责考核成绩汇总工作。 

2．5．2．考委会秘书处负责将考核结果上报同级安全监察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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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初试的内容与考核方式 

3．1初试的内容 

3．1．1．无损检测人员资格初试的考核内容包括五个方面：无损检测专业

知识，无损检测相关知识，法规标准知识，实际操作技能，理论应用于实践的综

合能力。 

3．1．2．对不同无损检测专业方法和不同资格等级规定了不同的考核内容。 

3．1．3．为减少不同系统和行业无损检测人员资格考核中理论知识考试的

内容重复，将Ⅱ级和Ⅲ级理论考试内容分为： 
A1（通用知识中的无损检测相关知识部分）； 

A2（通用知识中的无损检测专业知识部分）； 

B1（特种设备专门知识）； 

B2（无损检测专业知识在特种设备中的应用） 

对不同内容分别采用不同方式进行考试。 

   
3．2．初试的考核方式 

3．2．1无损检测人员资格初试考核方式有：闭卷笔试，开卷笔试，口试，

实际操作考试。 

3．2．2．对不同无损检测专业方法和不同资格等级规定不同的考核方式。 

3．2．3．理论知识 A 部分采用闭卷笔试，侧重于考核基本概念和重要知识

的掌握。 

3．2．4．理论知识 B 部分采用开卷笔试，侧重于考核对法规标准的理解和

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的能力。 

3．2．5口试侧重于评价考生工作经历和经验，同时进一步考察其用理论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技术管理能力。 

3．2．6实际操作考试：Ⅰ级资格实际操作考试主要考核考生是否掌握操作

基本技能；Ⅱ级和Ⅲ级资格实际操作考试主要考核考生是否熟练掌握操作技能，

以及是否具有对信号的识别判断能力和缺陷评级能力；  

3．3．各资格级别初试要求 

各资格级别初试要求掌握的的无损检测专业知识、无损检测相关知识、法规

标准知识、特种设备专门知识、实际操作技能的详细内容见《特种设备无损检测

人员考核大纲》。 

3．4．Ⅰ级资格初试 

Ⅰ级资格初试的考核科目为闭卷笔试，实际操作考试两项，分别按百分制计

分。 

3．4．1 闭卷笔试 

对Ⅰ级资格人员的理论知识要求是掌握无损检测基础知识和相关基本知识。

初试中的闭卷笔试内容可按按表 1要求命题 

表 1： 

试题总量 RT、UT不少于 60题，MT、PT不少于 50题  

试题类型 是非题，单项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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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内容 1、无损检测方法分类及其相关术语； 

2、所报考的无损检测方法的原理，适用范围，特点； 

3、常用仪器，器材的基本性能特点； 

4、检测过程，一般工艺参数、主要技术要求和实施要求； 

5、安全基本知识； 

6、常用无损检测标准及适用范围； 

7、与所报考的无损检测方法有关的检测对象的基础知识。 

3．4．2．实际操作考试 

对Ⅰ级资格人员的实际操作技能要求是正确掌握典型工件的无损检测操作基本

技能，初试中的实际操作考核内容可按表 2要求进行 

表 2 

专业类别 RT UT MT PT 

检测对象 1 平板焊缝拍

片 

2 小径管环焊

缝拍片 

1平板焊缝 

2钢板（或锻

件） 

1平板焊缝 

2环型工件（或

圆柱形工件） 

1平板焊缝 

2 角焊缝（或

任 意 形 状 工

件） 

检测方法 X射线照相法 模拟式探伤

仪，单探头

直接接触法 

非荧光磁粉 

磁扼法 

触头法和线圈

法 

水洗型着色法

（或溶剂去除

型着色法） 

考核内容 1、检测仪器的调试； 

2、器材选择和准备； 

3、对给定的检测对象按规定的工艺实施检测操作； 

4、检测过程记录。 

3．5．Ⅱ级资格初试 

Ⅱ级资格初试的考核科目为闭卷笔试，开卷笔试，实际操作考试三项。其中

A 部分内容以闭卷笔试方式考核，B部分内容以开卷笔试方式考核。 

各科目分别按百分制计分。 

3．5．1 闭卷笔试 

包括 A1（通用知识中的无损检测相关知识部分）、A2（通用知识中的无损检

测专业知识部分）； 

Ⅱ级资格闭卷笔试内容可按表 3要求命题 

表 3： 

试题总量 RT、UT不少于 40题，MT、PT不少于 35题 

试题类型 是非题、单项选择题、问答题、计算题 

试题内容 

（A部分） 

 1、无损检测方法分类，常用无损检测方法的基本原理，适用范

围和特点 

2、力学基本知识，金属材料和热处理基本知识，焊接基本知识， 

3、所报考的无损检测方法的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 

4、仪器，器材的原理、特点和性能； 

5、典型检测对象的检测程序、工艺参数的确定和实施； 

6、检测工艺、方法和参数优劣对比； 

7、安全知识、安全防护要求和有关计算； 

8、常用无损检测标准及适用范围，主要技术质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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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开卷笔试 

包括 B1（特种设备专门知识）、B2（无损检测专业知识在特种设备中的应用）。 

Ⅱ级资格初试开卷笔试可按表 4要求命题。 

表 4： 

试题总量 RT，UT不少于 30题，MT，PT不少于 25题 

试题类型 是非题，多项选择题，工艺题，综合题 

试题内容 

（B部分） 

1． 1．            特种设备基本知识； 

2． 2．            安全监察法规知识； 

3． 3．            安全监察，制造，检验规程，规则，技术标准

中有关无损检测的各项规定； 

4． 4．            JB4730 标准的适用范围，主要内容，技术质量

指标和具体应用。 

5． 5．            针对具体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工件制订检测

程序，填写检测工艺卡， 

6． 6．            针对具体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工件、工艺卡、

缺陷进行检测参数优化选择、检测可靠性分析、缺陷处

理等工作。 

3．5．3．实际操作考试 

对Ⅱ级资格人员的实际操作技能要求是正确掌握和熟练应用 JB4730 标准。

考核内容可按表 5要求进行。 

表 5 

专业类别 RT UT MT PT 

检测对象

和检测方

法 

1必考项目：

评定 10张底

片[注 1] 

2抽考项目：

JB4730 标准

中其它对象

和方法。（γ

射线照相操

作，特殊结

构照相或特

殊工艺应用

等）[注 2]  

1必考项目：模拟

式探伤仪，单探

头直接接触法检

测平板焊缝；[注

1] 

2 抽 考 项 目 ：

JB4730 标准中其

它对象和方法。

（锻件或钢板或

堆焊层，数字式

仪器、特殊探头

和方法等）[注 2] 

1必考项目：非

荧光磁粉磁扼

法检测平板焊

缝；[注 1] 

2 抽考项目：

JB4730 标准中

其它对象和方

法。（环型工件

或 圆 柱 形 工

件，触头法和

线圈法等）[注

2] 

   

1 必考项目：

水洗型着色法

检测平板焊缝
[注 1] 

2 抽考项目：

JB4730 标 准

中其它对象和

方法。（角焊缝

或任意形状工

件，溶剂去除

型着色法或任

意方法等）[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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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内容 1．检测结果的解释与评定； 

2．检测记录与报告的编制； 

3．检测仪器的调试，器材的准备； 

4．检测规范的选择； 

5．检测操作。 

[注 1] 

   
无Ⅰ级资格直接报考Ⅱ级资格者，必考项目增加Ⅰ级资格实际操

作考试内容。 

[注 2] 

   
抽考项目品种、考核内容、方法在《特种设备无损检测人员考核

大纲》中公布。 

考核机构应逐步完善，具备 JB4730 标准的各种检测对象和方法

的考核条件。在考核前应公示本次考核拟采用的抽考项目品种，

考核时抽考项目由抽签决定。 

培训机构应逐步完善，具备 JB4730 标准的各种检测对象和方法

的培训条件，实践技能培训内容应涵盖 JB4730 标准的各种检测

对象和方法。 

3．6．Ⅲ级资格初试 

Ⅲ级资格初试的考核科目共 6项，分别为： 

1、闭卷笔试 A1（通用知识中的无损检测相关知识部分）； 

2、闭卷笔试 A2（通用知识中的无损检测专业知识部分）； 

3、开卷笔试 B1（特种设备专门知识）； 

4、开卷笔试 B2（无损检测专业知识在特种设备中的应用） 

5、实际操作考试；  

6、口试； 

各科目分别按百分制计分。 

3．6．1 闭卷笔试 A1（通用知识中的无损检测相关知识部分） 

闭卷笔试 A1命题可按表 6要求进行。 

表 6 

试题类型与总量 是非题，单项选择题，问答题；  不少于 25 题； 

   
试题内容 

1． 1．            非报考的常用无损检测方法一般知识 

2． 2．            力学知识 

3． 3．            金属材料和热处理知识 

4． 4．            焊接知识  

4．  其他相关知识 

3．6．2 闭卷笔试 A2（通用知识中的无损检测专业知识部分）； 

闭卷笔试 A2命题可按表 7要求进行。 

表 7 

试题类型与总量 是非题，单项选择题，问答题，计算题； 

RT，UT不少于 40题，MT，PT不少于 35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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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内容 

   

1、所报考的无损检测方法的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 

2、所报考的无损检测方法的各种仪器，器材的特点和性

能； 

3、各种检测对象的检测程序，工艺方法和参数的选择和

确定； 

4、安全知识、安全防护要求和有关计算；； 

5、质量管理知识； 

6、主要无损检测技术标准的内容。适用范围，主要技术

质量指标 

7、检测工艺、方法和参数优化选择与分析； 

   

3．6．3．开卷笔试 B1（特种设备专门知识）； 

开卷笔试 B1可按表 8要求命题。 

表 8： 

试题类型与总量 是非题，多项选择题，问答题；不少于 25题 

   
试题内容 

   

特种设备基本知识； 

安全监察法规知识； 

安全监察，制造，检验规程，规则，技术标准有关

无损检测的各项规定； 

3．6．4、开卷笔试 B2（无损检测专业知识在特种设备中的应用） 

开卷笔试 B2可按表 9要求命题。 

表 9 

试题类型

与总量 

是非题，多项选择题，工艺题，综合题； 

RT、UT总量不少于 30题，其中工艺题，综合题不少于 2题；MT、

PT总量不少于 25题，其中工艺题，综合题不少于 3题； 

试题内容 

   
1、JB4730标准中所报考的无损检测方法的内容的理解，具体条

文的解释； 

2、针对具体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试件制订检测程序或方案，

填写检测工艺卡； 

3、针对具体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试件、具体检测程序、方案、

工艺卡、具体检测结果或缺陷作出解释与评定。 

4、解答检测参数优化选择、可靠性分析、缺陷处理等方面问题。 

3．6．5．实际操作考试 

实际操作考试可按表 10要求进行 

表 10 

科目及分制 实际操作考试；百分制 

   
专业 RT UT MT PT 

检测对象 底片 板对接焊缝 

检测方法 底片评定 任意探伤仪，单探头直接接触

法 

不考 

操作技能和

检测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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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内容 检 测 结 果

的 解 释 与

评 定 的 正

确性； 

   

1．检测仪器的调试，器材的准

备的正确性； 

2．检测规范的选择的正确性； 

3．检测结果的解释与评定的正

确性。 

解释与评定

能力在开卷

笔试和口试

中考察。 

   
3．6．6．口试 

1、口试的内容和要求： 

结合合考生工作经历提问，评价其工作经历真实性和实际经验的丰富程度； 

结合考生技术总结内容提问，评价其技术总结真实性和技术水平高低； 

指定检测对象，或提出与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特种设备检测有关的技术问

题，考察考生理论应用于实际的能力，分析判断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所具有知

识的深度与广度。 

2、口试的成绩评价分为优，良，中，差四个等级，其中优，良等级为合格。 

4．复试的内容与考核方式 

4．1．无损检测人员资格复试的内容包括：新的无损检测法规标准知识，新

的无损检测专业知识，新的无损检测相关知识，实际操作技能，理论应用于实践

的综合能力。 

对不同无损检测专业方法和不同资格等级规定了不同的复试考核内容。 

4．2．无损检测人员资格复试考核方式有：开卷笔试，实际操作考试两种方

式。 

4．3．各资格级别复试要求掌握的新的法规标准知识，新的无损检测专业知

识，新的无损检测相关知识的具体内容由全国考委会秘书处于每年三月上旬发布

《年度复试理论学习要点》作出规定。 

4．4．无损检测人员Ⅰ级资格复试 

申请复试Ⅰ级资格的人员应参加指定内容的培训，培训后不考试，直接换发

人员证件。 

4．5．无损检测人员Ⅱ级资格复试 

Ⅱ级资格复试的考核科目为开卷笔试，实际操作考试两项。各科目分别按百

分制计分。 

4．5．1．开卷笔试 

Ⅱ级资格复试开卷笔试可按表 11要求命题。 

表 11 

试题总量 RT，UT不少于 32题，MT，PT不少于 27题 

试题类型 是非题，多项选择题，问答题，工艺题 

试题内容   1．《年度复试理论学习要点》规定内容 

2．针对典型检测对象制订检测程序，填写和审核检测工

艺卡。 

4．5．2．实际操作考试 

Ⅱ级资格复试实际操作考试的内容和要求与初试实际操作考试相同。 

4．6．无损检测人员Ⅲ级资格复试 

4．6．1RT，UTⅢ级资格复试的考核科目为开卷笔试，实际操作考试两项。

各科目分别按百分制计分。 

4．6．1．1．RT，UTⅢ级资格复试开卷笔试可按表 12要求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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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试题总量 不少于 37题，  

试题类型 是非题，多项选择题，问答题，工艺题，综合题（工

艺题，综合题不少于 2题） 

试题内容 

   
 1．《年度复试理论学习要点》规定内容； 

2．针对给定的检测对象制订检测程序，填写或审核

检测工艺卡。 

3．针对给定的检测工艺条件或检测结果作出解释与

评定。 

    4．6．1．2．RT，UTⅢ级资格复试实际操作考试的内容和要求与初试实际操

作考试相同。 

4．6．2．MT，PTⅢ级资格复试的考核科目为开卷笔试 1（理论），开卷笔

试 2（工艺）。可按表 13要求命题。 

表 13 

科目 开卷笔试 1（理论）理论 开卷笔试 2（工艺） 

总量 不少于 40题，  不少于 3题 

试题类型 是非题，多项选择题，问

答题 

工艺题，综合题 

试题内容 

   
 《年度复试理论学习

要点》规定内容 

1．针对给定的检测对象制订检测程

序，填写或审核检测工艺卡。 

2．针对给定的检测工艺条件或检测

结果作出解释与评定。 

5．考核合格标准 
5．1．初试合格标准 
5．1．1．各级别初试规定的考核科目和及格标准见表 14 
Ⅰ 闭卷 

笔试：70 
实际操作 
考试：70 

-       

Ⅱ 闭卷 
笔试：70 

实际操作 
考试：70 

开卷 
笔试：70 

      

   
Ⅲ 

MT ，

PT 
闭卷笔 
试(1)：70 

闭卷笔 
试(2)：70 

开卷 
笔试：70 

口试：良    

  
   

RT，

UT 
闭卷笔 
试(1)：70 

闭卷笔 
试(2)：70 

开卷 
笔试：70 

口试：良 实际操作 
考试：70 

5．1．2．规定的考核科目均达到及格以上者为考核合格。 
5．2．初试补考合格标准 
在一次初试考核中有部分科目不及格允许补考。对已及格的科目规定成绩有

效期。在有效期内通过补考使规定的所有科目均达到及格以上者为初试补考合

格。 
1．Ⅰ级资格初试科目及格成绩有效期为 1 年。 
2．Ⅱ级资格初试科目及格成绩有效期为 2 年。 
3．Ⅲ级资格初试科目及格成绩有效期为 3 年。 
5．3．复试合格标准： 
5．3．1．复试的及格标准均为 7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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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规定的考核科目均达到及格以上者为考核合格。 
5．4．复试补考合格标准 
在一次复试考核中有部分科目不及格允许补考，补考及格标准仍为 70 分。

补考仍不及格者将不再具有该级别资格，但可向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申请，直

接取得低一级别的人员证件。 
6．复议 
6．1．复议申请 
参加考核人员对考核结果有异议时，可向与考核机构同级或上一级安全监察

机构提出申诉或复议申请。 
6．2．受理批复 
安全监察机构根据申诉情况决定是否受理。同意受理时，选择一核查单位，

将批复意见与申诉材料一并转核查单位。 
核查单位可以是当事考核机构或其上一级考核机构。 
核查也可由安全监察机构组织进行。 
6．3．核查 
核查单位根据申诉情况和批复意见确定核查方式，内容和核查人。 
核查方式包括存档资料复核，当事人询问调查，现场调查等。 

核查内容应保证能提供充分证据说明事实情况 

核查人应与申诉内容没有关连。 
核查结果应写出书面材料报批复受理意见的安全监察机构。 
6．4．复议 
安全监察机构根据核查结果，必要时与核查单位，考核机构一起复议考核结

果，提出处理意见，并将复议结论通知申诉人。 
6．5．复议费用 
核查过程中所发生的费用由申诉人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