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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性点)直接接地.电气装置的外露可导电部分通过保护线与

电力系统的中性点联结.这种系统称为（ ）。A．TT系统 B

．TN系统 C．IT系统 D．保护接地系统2．下列的电力系统接

地形式以及电气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的保护连接形式中，符

合IT系统的要求的是（ ）。A．电力系统一点(通常是中性点)

直接接地B．电气装置的外露可导电部分通过保护线与电力系

统的中性点联结C．电力系统所有带电部分与地绝缘或一点

经阻抗接地；电气装置的外露可导电部分直接接地(与电力系

统的任何接地点无关)D．电力系统一点直接接地；电气装置

的外露可导电部分直接接地(与电力系统的任何接地点无关)3

．下列的电力系统接地形式以及电气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的

保护连接形式中，符合TT系统的要求的是（ ）。A．电力系

统一点(通常是中性点)直接接地；电气装置的外露可导电部

分直接接地(与电力系统的任何接地点无关)B．电气装置的外

露可导电部分通过保护线与电力系统的中性点联结C．电力

系统所有带电部分与地绝缘或一点经阻抗接地D．电力系统

所有带电部分与地绝缘或一点经阻抗接地；电气装置的外露

可导电部分直接接地(与电力系统的任何接地点无关)。4．保

护接零系统按照中性线和保护线的组合情况有三种形式，包

括（ ）系统。A．TNC、TNCS和TNS B．TNS、TNSC和TNC

C．TNC、TT和IT D．TN、TT和IT5．设备的防触电保护不

仅靠基本绝缘,还包括一种附加的安全措施,即将设备能触及的



可导电部分与设施固定布线中的保护(接地)线相连接。对于

使用软电线或软电缆的设备，软电线或软电缆应具有一根保

护(接地)芯线。这样的设备属于（ ）设备。A．0类设备 B．I

类设备 C．II类设备 D．Ⅲ类设备6．设备的防触电保护不仅

靠基本绝缘，还具备像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这样的附加安全

措施。这种设备不采用保护接地的措施，也不依赖于安装条

件。这样的设备属于（ ）设备。A．0类设备 B．I类设备 C．

Ⅱ类设备 D．Ⅲ类设备7．设备的防触电保护依靠特低电

压(SELV)供电,且设备内可能出现的电压不会高于特低电压.该

类设备是从电源方面就保证了安全。该类设备不得具有保护

接地手段。该类设备属于（ ）设备。A．0类设备 B．I类设备

C．Ⅱ类设备 D．Ⅲ类设备8．变配电室、电容器室、蓄电池

室等房屋建筑应达到“四防一通”即（ ）的要求。A．防火

、防雨、防雪、防汛及通风良好 B．防火、防雨、防震、防

汛及通风良好C．防火、防震、防雪、防汛及通风良好 D．防

火、防雨雪、防汛、防小动物及通风良好9．标志为IP65的电

气设备外壳具有（ ）的防护能力。A．尘密；防止直径不小

于1．Omm的金属线接近危险部件；防喷水B．防尘；防止直

径不小于1．Omm的金属线接近危险部件；防喷水C．尘密；

防止直径不小于1．Omm的金属线接近危险部件；防强烈喷

水D．防尘；防止直径不小于1．Omm的金属线接近危险部件

；防强烈喷水10．当电流自故障接地点流入地下时，人体距

离故障接地点的远近与可能承受到的跨步电压之间的关系是

（ ）。A．人体距离故障接地点愈近，可能承受的跨步电压

愈小 B．人体距离故障接地点愈近，可能承受的跨步电压愈

大C．人体可能承受的跨步电压与人体距离故障接地点的距



离呈正比 D．人体可能承受的跨步电压与人体距离故障接地

点的距离无关11．插头与插座应按规定正确接线，下列接法

中正确是（ ）。A．插座的保护接地(零)极单独与保护线连接

B．在插头内将保护接地(零)极与工作中性线连接在一起C．

在插座内将保护接地(零)极与工作中性线连接在一起 D．插

座的保护接地(零)极与水管或暖气管连接12．爆炸性气体环

境的电气线路应敷设在爆炸危险性较小或距离释放源较远的

位置.当易燃物质比空气重时，电气线路应在（ ）；架空敷设

时宜采用电缆桥架；电缆沟敷设时沟内应充砂，并宜设置排

水设施。A．建筑物的内墙敷设 B．较低处敷设 C．电缆沟敷

设 D．较高处敷设或直接埋地13．爆炸性气体环境中，当易

燃物质比空气轻时，电气线路宜（ ）。A．在较高处敷设或

直接埋地 B．在较低处敷设或电缆沟敷设C．在电缆沟敷设，

沟内应充砂，并宜设置排水设施 D．沿建筑物的内墙敷设14

．在刷形放电、传播型刷形放电(沿面放电)、火花放电、电

晕放电这几种静电放电形式中，（ ）引发火灾爆炸事故的引

燃能力很强，危险性很大。A．刷形放电和火花放电 B．传播

型刷形放电和电晕放电 C．火花放电和传播型刷形放电 D．

电晕放电15．当架空线路与爆炸性气体环境邻近时，其间距

离不得小于杆塔高度的（ ）倍。A．1.5 B．2.0 C．2.5 D．316

．大部分的低压触电死亡事故是由（ ）造成的。A．电伤 B

．摆脱电流 C．电击 D．电烧伤17．变配电站(室)内不应有与

其无关的管道或线路通过。室内管道上（ ）。A．不宜设置

法兰 B．不宜设置阀门 C．水汽管道与散热器的连接应采用

螺纹接头 D．水汽管道与散热器的连接应采用焊接18．当有

电流在接地点流人地下时，电流在接地点周围土壤中产生电



压降。人在接地点周围，两脚之间出现的电压称为（ ）。A

．跨步电压 B．跨步电势 C．临界电压 D．故障电压19．当设

备发生碰壳漏电时，人体接触设备金属外壳所造成的电击称

作（ ）。A．直接接触电击 B．间接接触电击 C．静电电击 D

．非接触电击20．从防止触电的角度来说，绝缘、屏护和间

距是防止（ ）的安全措施。A．电磁场伤害 B．间接接触电

击 C．静电电击 D．直接接触电击21．把电气设备正常情况

下不带电的金属部分与电网的保护零线进行连接，称作（ ）

。A．保护接地 B．保护接零 C．工作接地 D．工作接零22．

保护接零属于（ ）系统。A．IT B．TT C．TN D．三相三线

制23．在实施保护接零的系统中，工作零线即中线，通常用

表示；保护零线即保护导体，通常用表示。若一根线既是工

作零线文是保护零线，则用（ ）表示。A．N；PEN；PE B

．PE；N；PEN C．N；PE；PEN D．PEN；N；PE24．行灯

电压不得超过（ ）V，在特别潮湿场所或导电良好的地面上

，若工作地点狭窄 (如锅炉内、金属容器内)，行动不便，行

灯电压不得超过（ ）V。A．36；12 B．50；42 C．110；36 D

．50：3625．装设避雷针、避雷线、避雷网、避雷带都是防

护（ ）的主要措施。A．雷电侵入波 B．直击雷 C．反击 D．

二次放电26．在低压系统中，雷电侵入波造成的危害事故所

占总雷害事故的比例不低于（ ）。A．10％ B．30％ C．50％

D．70％27．（ ）是各种变配电装置防雷电侵入波的主要措

施。A．采用(阀型)避雷器 B．采用避雷针 C．采用避雷带 D

．采用避雷网28．在一般情况下，人体电阻可以按（ ）考虑

。A．50～100Ω B．800～1000Ω C．100～500kΩ D．1～5M

Ω29．（ ）电气设备是具有能承受内部的爆炸性混合物的爆



炸而不致受到损坏，而且通过外壳任何结合面或结构孔洞，

不致使内部爆炸引起外部爆炸性混合物爆炸的电气设备。A

．增安型 B．本质安全型 C．隔爆型 D．充油型30．漏电保护

器其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在（ ）者属于高灵敏度型。A．30mA

～1A B．30mA及以下 C．1A以上 D．1A以下31．携带式电气

设备的绝缘电阻不应低于（ ）。A．5MΩ B．1MΩ C．2MΩ

D．0.5MΩ32．当电气设备不便于绝缘或绝缘不足以保证安

全时，应采取屏护措施。变配电设备应有完善的屏护装置。

露天或半露天变电所的变压器四周应设不低于（ ）高的固定

围栏(墙)。变压器外廓与围栏(墙)的净距不应小于（ ）。A

．1.4m，0.8m B．1.7m；0.8m C．1.7m；0.3m D．1.4m；0.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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