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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电气设备应用于生产劳动，为减轻人们的劳动强

度，提高工效增加收入，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要是对

这些电气设备使用不当或管理不善，往往也会发生电击、电

伤或火灾、爆炸等电气灾害事故，造成人、财、物的损失。

安全高效地使用好电气设备，是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的重要环

节。 要安全使用好电气设备，离不开安全装置的保护。电气

设备的安全装置是安全使用电气设备、防止电气事故发生的

安全保护装置。如：熔断器、断路器等。电气设备的安全装

置是安全生产的“保护神”，在日常工作中，由于防护装置

失灵而发生的事故并不少见。因此，安全防护装置应时刻保

持灵敏可靠，否则很容易出事故。 1.熔断器。熔断器一般安

装在电网和电气线路上，是一种最基本的安全装置。当电气

设备发生短路或超负荷工作时，熔断器的熔丝会自行熔断，

切断电路而避免电气设备事故或人员伤亡事故的发生。熔断

器的熔丝熔断后，仍应按原规格要求配置，不能用其它金属

丝或超规格的熔丝代替，否则起不到安全保护的作用，易发

生事故。 2.断路器。断路器又称过载保护开关，当电路过载

，超过允许极限或短路时，能自动断开电流回路的安全装置

。断路器如发生拉力瓷瓶和支持瓷瓶等受损破裂或者同时发

生接地、筒体着火爆炸、严重漏泄、开关跳跃振动、套管端

子熔断或熔化、出入侧套管炸裂、着火或连续发生较大的火

花等故障时，应立即采取紧急措施，进行维修或更换处理。



3.漏电保护器。漏电保护器是防止电气设备或线路因意外漏

电所设置的一种保护开关装置。当电气设备发生漏电时，该

开关装置能够迅速切断电源，以防止机壳、机架意外带电危

及人体安全。该装置应与设备或线路的额定值相匹配，并能

高灵敏地正确动作。通常安装在导电性强的铁板、电架、水

、液体、湿润物等场所和对地电压高于150V的可移动电路及

电气设备之中。 4.安全电压。安全电压是为防止触电事故而

采用的特定电源供电的电压系列。我国规定安全电压的额定

值等级为42V、36V、12V、6V，一般采用的安全电压为36V

和12V，如手提照明灯、携带式电动工具等。若无特殊安全结

构和安全措施时，也应采取36V的安全电压。在工作地点狭窄

，行动困难以及周围有大面积接地体等环境，如金属容器内

、隧道、矿井内，手提照明灯应采用12V的安全电压。 5.屏护

。屏护是防止触电、电孤短路以及电孤灼伤的有效保护措施

。在有些电气设备不便于绝缘或者强度低，不能保证安全作

业时，就要采取遮蔽、护挡等措施，如使用遮杆。护罩、箱

匣等。遮杆（又称遮栏），是用来防止作业人员无意碰到或

过分接近带电体，在安全距离不足处进行操作的屏护装置。

一般用干燥的木头、橡胶或其它坚韧的绝缘材料制作，高度

不得低于1.7m，下面离地不得超过10cm。遮杆与带电体之间

，根据电压的高低，应留有相应的安全距离，如因工作特殊

需要，可以用高度绝缘性能的遮护板，部分地接触被遮护的

带电体。所有使用遮杆（遮栏）的部位，都要悬挂“高压危

险”或“有电危险”的警示、警告标志，并采用灯光或音响

等信号装置，表示有电切勿靠近，及当人体越过屏护靠近带

电体时，可使屏护的带电体自动切断电源的联锁装置，以保



证人员安全。屏护的材料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和良好的耐燃

性能，金属材料制成的屏护要注意绝缘和可靠的接地或接零

。 6.绝缘。采用不导电的气体、液体和固体，将带电体隔离

或包屏起来，称为绝缘。绝缘是保证电气设备线路安全运行

，防止触电事故发生的重要措施。在一般情况下，绝缘的电

阻不应低于0.5MΩ；运行中的低压线路与设备的绝缘强度按

照电力设备交接试验规程的规定：1V工作电压相应地有不低

于1kΩ 的绝缘电阻；在潮湿场合下的线路与设备的绝缘强度

要求1V工作电压相应有不低于500Ω的绝缘电阻；控制线路的

绝缘电阻一般要求应不低于1MΩ。 7.保护接地与接零。保护

接地与接零是防止电气设备漏电或意外带电发生触电事故的

重要防范措施。接地是在故障情况下，对可能呈现危险的对

地电压的金属部分同地连接起来的一种防护措施；接零则是

将电气设备正常状态下不带电的金属部分与电网零线连接起

来的一种保护措施。接地应满足安全要求，连接必须牢靠，

入地深度不得小于0.6m，并与建筑物保持1.5m以上的距离。 

要安全高效地使用好电气设备，除了要有完好的电气设备和

可靠的安全装置外，还要订有相应的安全规程和制度，并在

日常工作中认真贯彻实施。 1.要实施工作票制度。在电气设

备安装、维修、更换等作业时，要实施工作票制度。工作票

上要写明工作任务，安全措施，安全负责人，开工、完工时

间等内容。在作业前，要提前计划布置好，作业中按计划有

序进行，以免作业时忙中出错。在执行工作票制度时，还应

规定工作票签发人、工作负责人、工作许可人以及各作业人

员在安装、维修、更换等作业时应负的安全责任。 2.要落实

作业监护制度。当在电气设备上进行检修或在1kV以上的电



气设备上进行停送电倒闸操作时，至少应有2人一起作业，其

中1人为监护人。监护的目的是防止作业人员在工作中麻痹大

意，或对设备情况不熟悉不了解，错跑工作位置而发生意外

危险，并随时提醒作业人员遵守安全作业的有关规定，发生

事故时，能迅速采取抢救措施，及时消除或控制事故，不使

事故扩大。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3.要执行倒闸操作制

度。倒闸操作时要执行倒闸操作制度，使操作者事先了解操

作内容和操作步骤，以保证操作时不颠倒或有遗漏。执行倒

闸操作时，一定要有操作票，事前详细计划，周围部署，操

作中按序进行，避免发生带负荷拉、合刀闸，引起不应有的

设备损坏和伤人事故。 4.要订立检修维护制度。在电气设备

的检修维护工作中，要认真检查落实事前各项防范措施，并

保障安全有效，以防止事故的发生。 （1）停电。对检修维

护部位所有能够送电的线路，要全部切断，并落实好防止误

合闸的措施，每处至少要有1个明显的断开点；对于多回路的

线路，要注意防止其它方面突然来电，特别要注意防止低压

方面的反馈电。百考试题论坛 （2）验电。作业前要对已被

停电的线路进行验电，以防万一漏电，验电时应按电压等级

选用相适应的验电器。www.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3）放电。将待检修设备上残存的静电放掉，放电时应使用

专用的导线，用绝缘棒或开关操作，一般应放电10分钟左右

，注意线与地之间、线与线之间均应放电。电容器和电缆的

残存电荷较多，放电时最好有专门的放电设备。 （4）装设

临时接地线。为防止意外送电和感应电，应在设备的检修部

分，装设必要的临时性接地线，接地线在装设时，应先接接

地的一端，后接被修设备的一端；拆除时，按反顺序进行，



先拆被检修设备的一端，后拆接地的一端。接地线应用截面

不小于25mm2的软铜线制作。 （5）挂好标示牌。在被检修设

备的断电处，应挂上“有人工作、禁止合闸”的标示牌；在

临近带电部分的遮栏上，应挂上“止步、高压危险”、“站

住、生命危险”的警示牌等，以告诫他人注意安全。 （6）

装设遮栏。部分电气设备停电检修时，应将带电部分遮栏起

来，使检修人员与带电导体之间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在10kV以下设遮栏应保持0.35m的距离，不设遮栏应保持0.7m

以上的距离；35kV设遮栏应保持0.60m的距离，不设遮栏应保

持1m的距离；110kV设遮栏和不设遮栏均应保持1.5m的距离

；220kV设遮栏与不设遮栏均应保持3m的距离。 5.要落实安

全检查制度。电气设备在使用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经常会

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经常检查能及时发现问题并得到解

决。 6.要实行持证上岗制度。电工、金属焊割、电梯、制冷

等电气设备的安装维修和操作使用岗位的特殊工种人员，一

定要经国家承认的培训教育机构培训取证，做到持证上岗，

并定期复检；其他和电气设备相关的工种，也应根据本岗位

电气设备的特点，通过相应的岗位安全知识教育和业务技术

培训，并经考试合格后上岗，未经培训教育和考试不合格者

，禁止上岗操作。 7.要执安全用电制度。用电要申请，安装

维修找电工；任何人不准玩弄电气设备和开关；非电工不准

拆装、修理电气设备和用具；不准私拉乱接电气设备；不准

私用电热设备和灯泡取暖；不准使用绝缘损坏的电气设备；

不准擅自用水冲洗电气设备；熔丝不准用其它的金属丝替代

和调换容量不符的熔丝；不准擅自移动电气设备的安全标志

、围栏等安全设施；不办手续，不准打桩动土，以防损坏地



下电缆等等。 作业人员万一发生触电事故，应及时抢救，这

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人触电后不一定会立即死亡，往往会呈

“假死”状态，如现场抢救及时、方法得当，呈“假死”状

态的人往往是可以救活的。据有关资料记载，触电后1分钟开

始救治者，有90%的良好效果；触电后6分钟开始救治者，也

有10%的良好效果；触电后12分钟开始救治者，一般救活的可

能性较小。这个资料虽不完全准确，但说明了抢救时间的重

要。因此，触电急救应分秒必争，不能等医务人员来了再施

救。要做到及时抢救，除平时对职工要进行必要的安全用电

知识教育外，还应进行必要的触电急救训练，以便一旦有人

触电时，能迅速及时地得到救治，减少不必要的伤亡。触电

抢救的基本方法如下： 1.解脱电源。如发现有人触电时，首

先要尽快使触电者脱离电源。如电源的闸刀开关或插销就在

附近，可迅速拉开闸刀开关或拔掉插销，如是电灯拉线开关

，拉掉开关后还应拉开闸刀，因拉线开关只控制单线，而且

控制的是相线，拉掉开关后电源是否切断并不保险。如闸刀

开关或插销离触电地点较远，则应迅速用绝缘良好的电工钳

或干燥的棍棒、利器（如刀、斧、铲等）把电源线拨开或切

断，拨开或切断后的电源线应进行安全处理，防止又有人触

电。如现场无任何合适的绝缘物可利用，而触电人的衣服又

是干燥的，在救护人员穿鞋绝缘的情况下，可用包有干燥衣

物的一只手去拉触电者的衣服，使其脱离电源；若触电人的

衣服是湿的，救护人未穿鞋或穿湿鞋，则不宜采用此方法抢

救，以上抢救只适用于低压触电情况下的抢救，若遇高压触

电则应及时通知有关部门拉掉高压电开关。 2.对症救治。当

触电人脱离电源后，一要迅速根据具体情况对症救治，二要



迅速向医务部门呼救。如触电人伤害并不严重，神志尚清醒

，只是有些心慌，四肢发麻，全身无力，或虽普一度昏迷但

尚未失去知觉，此种情况，只要使触电人就地安静休息1~2小

时，并仔细观察即可。如触电人伤害较重，无知觉、无呼吸

，但心脏有跳动，则应采用口对口人工呼吸法抢救；如有呼

吸，但心脏停止跳动，则应采用人工胸外挤压法抢救。如触

电人的伤害情况很严重，心跳和呼吸都已停止，则应同时进

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和人工胸外挤压法施救；如现场只有1人抢

救时，可交替使用这两种方法；先进行口对口吹气2次，再做

心脏挤压15次，如此循环连续操作。注意：挤压时定位要准

确，用力要适当，不可用力过猛，以防挤出胃中食物，堵塞

气管影响呼吸，或造成肋骨折断、气血胸和内脏损伤等。但

也不能用力过小，达不到挤压的效果。 对心跳和呼吸都已经

停止的触电人实施抢救时，一般需要很长时间，必须耐心地

持续进行，只有当触电人面色好转，口唇潮红，心跳和呼吸

逐步恢复正常时，才能暂停数秒钟进行观察。如触电人还不

能维护正常心跳和呼吸，则抢救必须继续进行。 触电急救应

就地进行，只有在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才可把触电人抬到

可靠的地方进行抢救。在送往医院途中，抢救工作也要继续

进行，不能停止，直到医生宣布可以停止时为止。抢救过程

中不要轻易注射强心针（肾上腺素），只有当确定心脏已停

止跳动时，才可使用。2010年注册安全工程师网络辅导火热

招生中！！！ 更多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安全工程师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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