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有你

安全用电与防雷常识



前言

l 1、通过学习，充分了解家居生活中的用电安
全，增强安全观念。

l 2、减少人员触电事故发生,保证用电人员人身
安全 

l 3、减少设备或线路电气事故发生,提高设备或
线路的安全运行能力 

l 4、学习一些防雷避雷知识，提高防雷意识，
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学习要点
         触电的几种情况

         安全用电注意事项

         接地和接零

         电气火灾消防知识

         电气火灾案例

                      防雷注意事项



   触电的几种情况

  一、触电一、触电       

     当人体触及带电体承受过高的电压而导致死亡或局部

受伤的现象称为触电触电。

     根据触电伤害程度不同可分为电击伤和电灼伤两种。    

      电击伤：：指电流通过人体时造成的人体内部的伤害。

主要破坏呼吸系统、心脏和神经系统的正常工作。

      电灼伤：指电弧对人体外表造成的伤害。主要是局部

的热、光效应，轻者只见皮肤灼伤，严重者灼伤面积大，并

深达肌肤、骨骼。常见的有灼伤、烙伤和皮肤金属化等，严

重时危及性命。



   调查表明，绝大部分的触电事故都是由电击电击造成的。电

击伤害的程度取决于通过人体电流的大小、持续时间、电流

的频率以及电流通过人体的途径等。

11、人体电阻、人体电阻

一般在干燥环境中，人体电阻大约在一般在干燥环境中，人体电阻大约在22千欧千欧-20-20兆欧范围内；兆欧范围内；

皮肤出汗时，约为皮肤出汗时，约为1kΩ1kΩ左右；皮肤有伤口时，约为左右；皮肤有伤口时，约为800Ω800Ω左右左右

。。 

22、电流强度对人的伤害、电流强度对人的伤害

     人体允许的安全工频电流:  30mA

               工频危险电流:  50mA

   触电的几种情况



    电流频率在40Hz -60Hz对人体的伤害最大。

 实践证明，直流电对血液有分解作用，而高频电流不仅没

有危害还可以用于医疗保健等。

33、电流频率对人体的伤害、电流频率对人体的伤害

44、电流持续时间与路径对人体的伤害、电流持续时间与路径对人体的伤害

      电流通过人体的时间愈长，则伤害愈大。

     电流的路径通过心脏会导致神经失常、心跳停止、

血液循环中断，危险性最大。其中电流的流经从右手到左

脚的路径是最危险的。

   触电的几种情况



    安全电流：人体触电后最大的摆脱电流。

    我国规定安全电流为30 mA·s，即触电时间在1s内，

通过人体的最大允许电流为 30 mA。

55、电压对人体的伤害、电压对人体的伤害

              触电电压越高，通过人体的电流越大就越危险。触电电压越高，通过人体的电流越大就越危险。

      因此，把 36 V以下的电压定为安全电压。工厂进行设

备检修使用的手灯及机床照明都采用安全电压。

   触电的几种情况



        4、静电触电和感应电压触电
  在停电的电路和电气设备上带有电荷，称为静电。

 带有静电的原因是各式各样的，如物体的摩擦带有电

荷，电容器或电缆电路充电后，切除电源，仍残存电

荷。

 人体触及带有静电的设备会受到电击，导致伤害。

   停电后的电气设备或电路，受到附近有电设备或

电路的感应而带电，称为感应电。

 人体触及带有感应电的设备也会受到电击。

  触电方式



一、安全用电的意义
    在使用电能的过程中， 如果不注意用电安全，可能

造成人身触电伤亡事故或电气设备的损坏，甚至影响到

电力系统的安全运行，造成大面积的停电事故，使国家

财产遭受损失， 给生产和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

我们在使用电能时，必须注意安全用电，以保证人身、

设备、电力系统三方面的安全， 防止发生事故。 

安全用电注意事项



二、安全用电措施二、安全用电措施
    安全用电是指在保证人身及设备安全的条件下，应采

取的科学措施和手段。通常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建立健全

各种操作规程和安全管理制度；二是采取技术防护措施，

即电气设备接地和接零、安装低压触电保护器两种方式。

建立健全各种操作规程和安全管理制度

  (1) 安全用电，节约用电，自觉遵守供电部门制定的有

关安全用电规定，做到安全、经济、不出事故。

  (2) 禁止私拉电网， 禁用“一线一地”接照明灯。 

安全用电注意事项



      (3) 屋内配线，禁止使用裸导线或绝缘破损、

老化的导线，对绝缘破损部分，要及时用绝缘胶皮

缠好。发生电气故障和漏电起火事故时，要立即拉

断电源开关。在未切断电源以前，不要用水或酸、

碱泡沫灭火器灭火。 
  (4) 电线断线落地时，不要靠近，对于6～10 kV

的高压线路，应离开落地点10m远。更不能用手去

捡电线，应派人看守，并赶快找电工停电修理。

安全用电注意事项



      (5) 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要接地；在未判明电

气设备是否有电之前，应视为有电；移动和抢修

电气设备时，均应停电进行；灯头、插座或其他

家用电器破损后，应及时找电工更换， 不能“带

病”运行。

  (6) 用电要申请，安装、修理找电工。停电要

有可靠联系方法和警告标志。 

安全用电注意事项



接地和接零

     为了防止人身触电事故，通常采用的技术防

护措施有电气设备的接地和接零、安装低压触电

保护器两种方式。 

  一、接地和接零一、接地和接零

  按接地目的的不同，主要分为工作接地、保护接地和保护

接零。



        二、 漏电保护
    漏电保护为近年来推广采用的一种新的防止

触电的保护装置。在电气设备中发生漏电或接地

故障而人体尚末触及时， 漏电保护装置已切断

电源；或者在人体已触及带电体时，漏电保护器

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切断电源，减轻对人体的危

害。漏电保护器的种类很多。

漏电保护



电气火灾消防知识

 一、电气火灾的主要原因

      电气火灾是指由电气原因引发燃烧而造成的灾害电气火灾是指由电气原因引发燃烧而造成的灾害

。。                          

  短路、过载、漏电等电气事故都有可能导致火灾。短路、过载、漏电等电气事故都有可能导致火灾。

  设备自身缺陷、施工安装不当、电气接触不良、设备自身缺陷、施工安装不当、电气接触不良、

雷击静电引起的高温、电弧和电火花是导致电气火雷击静电引起的高温、电弧和电火花是导致电气火

灾的直接原因。灾的直接原因。

  周围存放易燃易爆物是电气火灾的环境条件。周围存放易燃易爆物是电气火灾的环境条件。



1、短路——设备或电路发生短路故障。包括相间短路和对地短
路。

2、过载引起电气设备过热、通风散热不良、电器使用不当。

3、接触不良——引起火灾的机会最多，包括线路和接线端子等
各种情况的接触不良。

4、断路产生的电弧、电火花引燃。

电气火灾消防知识

5、漏电——漏电是因绝缘破坏导致不同电位导体间的不正常
电流。可分为相间漏电和对地漏电。因漏电导致线路发热和绝

缘层绝缘性能下降，最终发生短路。

(一)电气线路火灾调查显示电气火灾产生的直接原因电气火灾产生的直接原因

  ((二二))易燃易爆环境易燃易爆环境



不同类型的接触不良而引起的过热

电气火灾消防知识



 （（22）按规定要求设置包括短路、过载、漏电保护设备的自）按规定要求设置包括短路、过载、漏电保护设备的自

动断电保护。动断电保护。

 （（33）根据使用环境和条件正确设计选择电气设备。）根据使用环境和条件正确设计选择电气设备。

 22、正确安装电气设备，防止电气火灾发生、正确安装电气设备，防止电气火灾发生
 （（11）合理选择安装位置）合理选择安装位置
 （（22）保持必要的防火距离）保持必要的防火距离

 33、保持电气设备的正常运行，防止电气火灾发生、保持电气设备的正常运行，防止电气火灾发生
 （（11）正确使用电气设备，是保持电气设备正常运行的前提）正确使用电气设备，是保持电气设备正常运行的前提

 （（22）保持电气设备的电压、电流、温升等不超过允许值）保持电气设备的电压、电流、温升等不超过允许值

电气火灾消防知识
  三、电气火灾的防护措施三、电气火灾的防护措施

 11、正确选用保护装置，防止电气火灾发生、正确选用保护装置，防止电气火灾发生
 （（11）对正常运行条件下可能产生电热效应的设备采用隔热、散）对正常运行条件下可能产生电热效应的设备采用隔热、散

热、强迫冷却等结构，并注重耐热、防火材料的使用。热、强迫冷却等结构，并注重耐热、防火材料的使用。



 （（33）保持电气设备的绝缘良好，保持电气设备的清洁，）保持电气设备的绝缘良好，保持电气设备的清洁，

保持良好通风。保持良好通风。

 四、电气火灾的扑救

   发生火灾，应立即拔打发生火灾，应立即拔打119119火警电话报警，向公火警电话报警，向公

安消防部门求助。安消防部门求助。

    扑救电气火灾时注意触电危险，为此要及时切扑救电气火灾时注意触电危险，为此要及时切

断电源，通知电力部门派人到现场指导和监护扑断电源，通知电力部门派人到现场指导和监护扑

救工作。救工作。

电气火灾消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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