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电安全知识

一、电流对人体的伤害

电流对人体的伤害有三种：电击、电伤和电磁场伤害。

电击是指电流通过人体，破坏人体心脏、肺及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

电伤是指电流的热效应、化学效用和机械效应对人体的伤害；主要是指电弧

烧伤、熔化金属溅出烫伤等。

电磁场生理伤害是指在高频磁场的作用下，人会出现头晕、乏力、记忆力减

退、失眠、多梦等神经系统的症状。

一般认为：电流通过人体的心脏、肺部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危险性比较大，特

别是电流通过心脏时，危险性最大。所以从手到脚的电流途径最为危险。

触电还容易因剧烈痉挛而摔倒，导致电流通过全身并造成摔伤、坠落等二次

事故。

二、防止触电的技术措施

A. 绝缘、屏护和间距是最为常见的安全措施

1、绝缘

它是防止人体触及绝缘物把带电体封闭起来。瓷、玻璃、云母、橡胶、木材、

胶木、塑料、布、纸和矿物油等都是常用的绝缘材料。

应当注意：很多绝缘材料受潮后会丧失绝缘性能或在强电场作用下会遭到破

坏，丧失绝缘性能。

2、屏护

即采用遮拦、护照、护盖箱闸等把带电体同外界隔绝开来。

电器开关的可动部分一般不能使用绝缘，而需要屏护。高压设备不论是否有

绝缘，均应采取屏护。

3、间距

就是保证必要的安全距离。间距除用防止触及或过分接近带电体外，还能起

到防止火灾、防止混线、方便操作的作用。在低压工作中，最小检修距离不应小

于 0.1 米。

B. 接地和接零



接地

指与大地的直接连接，电气装置或电气线路带电部分的某点与大地连接、电

气装置或其它装置正常时不带电部分某点与大地的人为连接都叫接

地。

保护接地

为了防止电气设备外露的不带电导体意外带电造成危险，将该电气设备经保

护接地线与深埋在地下的接地体紧密连接起来的做法叫保护接地。

由于绝缘破坏或其它原因而可能呈现危险电压的金属部分，都应采取保护接

地措施。如电机、变压器、开关设备、照明器具及其它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都应

予以接地。一般低压系统中，保护接电电阻值应小于 4欧姆。

保护接零

就是把电气设备在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金属部分与电网的零线紧密地连接

起来。应当注意的是，在三相四线制的电力系统中，通常是把电气设备的金属外

壳同时接地、接零，这就是所谓的重复接地保护措施，但还应该注意，零线回路

中不允许装设熔断器和开关。

C. 装设漏电保护装置

为了保证在故障情况下人身和设备的安全，应尽量装设漏电流动作保护器。

它可以在设备及线路漏电时通过保护装置的检测机构转换取得异常信号，经中间

机构转换和传递，然后促使执行机构动作，自动切断电源，起到保护作用。

D. 采用安全电压

这是用于小型电气设备或小容量电气线路的安全措施。根据欧姆定律，电压

越大，电流也就越大。因此，可以把可能加在人身上的电压限制在某一范围内，

使得在这种电压下，通过人体的电流不超过允许范围，这一电压就叫做安全电压。

安全电压的工频有效值不超过 50 伏，直流不超过 120 伏。我国规定工频有效值

的等级为 42 伏，36 伏，24 伏，12 伏和 6伏。

凡手提照明灯、高度不足 2.5 米的一般照明灯，如果没有特殊安全结构或安

全措施，应采用 42 伏或 36 伏安全电压。

凡金属容器内、隧道内、矿井内等工作地点狭窄、行动不便、以及周围有大

面积接地导体的环境，使用手提照明灯时应采用 12 伏安全电压。



E. 加强绝缘

加强绝缘就是采用双重绝缘或另加总体绝缘，即保护绝缘体以防止通常

绝缘损坏后的触电。

注意事项

1、不得随便乱动或私自修理实验室内的电气设备。

2、经常接触和使用的配电箱、配电板、闸刀开关、按扭开头、插座、插销以

及导线等，必须保持完好，不得有破损或将带电部分裸露。

3、不得用铜丝等代替保险丝，并保持闸刀开关、磁力开关等盖面完整，以防

短路时发生电弧或保险丝熔断飞溅伤人。

4、经常检查电气设备的保护接地、接零装置，保证连接牢固。

5、在移动电风扇、照明灯、电焊机等电气设备时，必须先切断电源，并保护

好导线，以免磨损或拉断。

6、在使用手电钻、电砂轮等手持电动工具时，必须安装漏电保护器，工具外

壳要进行防护性接地或接零，并要防止移动工具时，导线被拉断，操作时应戴好

绝缘手套并站在绝缘板上。

7、在雷雨天，不要走进高压电杆、铁塔、避雷针的接地导线周围 20 米内。

当遇到高压线断落时，周围 10 米之内，禁止人员进入；若已经在 10 米范围之内，

应单足或并足跳出危险区。

8、对设备进行维修时，一定要切断电源，并在明显处放置“禁止合闸，有人

工作”的警示牌。

三、电器火灾的防止

电器、照明设备、手持电动工具以及通常采用单相电源供电的小型电器，有

时会引起火灾，其原因通常是电气设备选用不当或由于线路年久失修，绝缘老化

造成短路，或由于用电量增加、线路超负荷运行，维修不善导致接头松动，电器

积 尘 、 受 潮 、 热 源 接 近 电 器 、 电 器 接 近 易 燃 物 和 通 风 散 热 失 效

等。

其防护措施主要是合理选用电气装置。例如，在干燥少尘的环境中，可采用

开启式和封闭式；在潮湿和多尘的环境中，应采用封闭式；在易燃易爆的危险环

境中，必须采用防爆式。



防止电气火灾，还要注意线路电器负荷不能过高，注意电器设备安装位置距

易燃可燃物不能太近，注意电气设备进行是否异常，注意防潮等。

四、静电、雷电、电磁危害的防护措施

1、静电的防护

生产工艺过程中的静电可以造成多种危害。在挤压、切割、搅拌、喷溅、

流体流动、感应、摩擦等作业时都会产生危险的静电，由于静电电压很高，又易

发生静电火花，所以特别容易在易燃易爆场所中引起火灾和爆炸。

静电防护一般采用静电接地，增加空气的湿度，在物料内加入抗静电剂，使

用静电中和器和工艺上采用导电性能较好的材料，降低摩擦、流速、惰性气体保

护等方法来消除或减少静电产生。

2、雷电的防护

雷电危害的防护一般采用避雷针、避雷器、避雷网、避雷线等装置将雷电直

接导入大地。

避雷针主要用来保护露天变配电设备、建筑物和构筑物； 避雷线主要用来

保护电力线路；避雷网和避雷带主要用来保护建筑物；避雷器主要用来保护电力

设备。

3、电磁危害的防护

电磁危害的防护一般采用电磁屏蔽装置。高频电磁屏蔽装置可由铜、铝或钢

制成。金属或金属网可有效地消除电磁场的能量，因此可以用屏蔽室、屏蔽服等

方式来防护。屏蔽装置应有良好的接地装置，以提高屏蔽效果。

五、电气作业管理措施

从事电气工作的人员为特种作业人员，必须经过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和考

核，经考试合格取得安全生产综合管理部门核发的《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才能

独立作业。

电工作业人员要遵守电工作业安全操作规程，坚持维护检修制度，特别是高

压检修工作的安全，必须坚持工作票、工作监护等工作制度。



实验室用电安全基本要求

1. 用电安全的基本要素有：电气绝缘良好、保证安全距离、线路与插座容量与

设备功率相适宜、不使用三无产品。

2. 实验室内电气设备及线路设施必须严格按照安全用电规程和设备的要求实施

（依据设备使用说明书），不许乱接、乱拉电线，墙上电源未经允许，不得拆装、

改线。

3.在实验室同时使用多种电气设备时，其总用电量和分线用电量均应小于设计容

量。连接在接线板上的用电总负荷不能超过接线板的最大容量。

4.实验室内应使用空气开关并配备必要的漏电保护器；电气设备和大型仪器须接

地良好，对线路老化等隐患要定期检查并及时排除。

5.不得使用闸刀开关、木质配电板和花线。

6.电气设备在未验明无电时，一律视为有电，不能盲目触及。

7.切勿带电插、拔、接电气线路。

8.接线板不能直接放在地面，不能多个接线板串联。

9.电源插座要规范固定牢固；不得使用破损、非标的电源插座；空调应配有专用

的空调插座。

10.高压电容器，实验结束后或闲置时，应串接合适电阻进行放电。

11.在需要带电操作的低电压电路实验时，单手操作比双手操作安全 。

12.使用电容器时，千万注意电容的极性和耐压，当电容电压高于电容耐压时，

会引起电容爆裂而伤害到人。

13.用电设备位置放置要规范，四周不准堆放其他物品（特别是发热类设备），

并留有安全消防通道和操作空间。

14.各配电箱、低压柜用电设施四周严禁堆放杂物，并留有 0.8-1 米的安全距离

及操作空间。

15.实验室设备用电的注意事项：A. 实验前先检查用电设备，再接通电源；实验

结束后，先关仪器设备，再关闭分机电源。B. 工作人员离开实验室或遇突然断

电，应切记及时关闭电源，尤其要关闭试验时加热电器的电源开关。C. 不得将

供电线缆任意放在通道上，以免因绝缘破损造成短路，发生触电事故。



如何安全使用插座

插座是人们生活中必备的电器配件之一，随着家用电器的不断增多，插座的使用也不断

增加。家中的插座一旦出现异常或老化等现象，将有很大安全隐患！关于插座的这些事儿，

你一定要知道......

一、如何判断插座是否老化？

看外观

经常使用或者经常拖拽，容易引起插座硬件设施的损坏，如果出现破裂，粉尘进入电路

引起短路，容易发生火灾。

看电源线

电源线在使用时间过长之后容易出现“露铜”现象，这种现象容易引起短路。

看电器插孔

电器插孔内部有两个铜片，在经常插拔过程当中，铜片会弹性变弱，容易引起插线板的

虚接或者接触不良现象，也就是插不紧的现象，这样容易引起电弧或者电火花。

二、生活中怎样正确使用插座？

购买新国标插座

一定要购买新国标插座，不要选购国家禁止生产的万用孔插座。新国标插座的三相插孔

与两相插孔分开，有 5 个孔；万用孔插座的三相插孔与两相插孔合在一起，有 3 个孔。

避免“小马拉大车”

插座都有额定电流，不能超负荷使用，否则插座会发热、损坏电器甚至引起火灾。特别

注意，不要将空调、微波炉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插在额定电流值小的插座上使用。



勿拉拽电源线

拔插头时不要拽电源线，这样容易把电源线与插头连接的部位拽断，从而发生短路、漏

电，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出现异常或老化现象时要及时更换

当插座出现温度过高、打火、插头与插座接触不良、插头过松或过紧等现象时，应及时

停止使用并进行更换。



切忌改变插头尺寸与形状

这样会导致插头与插座接触不良，损坏家用电器以及插头插座,甚至引起火灾。

三、如何挑选插座？

第一步：掂重量



符合国家标准的插座内部所用铜线多、铜片厚，塑料壳严实，因此分量较重，而不合格

插座偷工减料,明显会感觉轻很多。

第二步：听声音

可反复几次试按插座开关，合格插座开合自如且声音清脆，不合格插座则手感生硬、易

卡滞。

第三步：试手感

合格插座不仅每位孔的插拔手感适中有弹性，且各插孔的插拔手感一致；不合格插座的

插拔力度则过松或过紧，弹性差且易松动，每个孔也能明显感觉手感不同。

第四步：看硬度

合格插座的电源线手感软硬适中，与插座连接扎实可靠，而不合格插座的电源线手感较

软，与插座连接不牢固，极易拉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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