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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见解

用电
安全
问题

缺乏常识（1%）

缺乏知识（39%）

贪图方便（60%）
源

路径



目的：提高安全用电意识，

安全用电，了解触电急救

知识。



电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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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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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在造福于人类的同时，也会产生潜在风险。

◆统计资料表明：我国每消耗1.5亿度电就会导致1人触电死亡；

而美日等发达国家约每使用20-40亿度电才导致1人死亡。

◆因触电死亡人数占我国意外伤亡事故总数的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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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电安全隐患

2.电气事故类型和危害

3.用电安全注意事项

6.触电急救

4.用电安全措施

5.用电小技巧



第一部分

用电安全隐患



用电安全隐患

超负荷用电或
用电负荷不均

插线板、电线在
地上

纸张等可燃物离
电源较近

设备长时间处于
充电状态



用电过载的表现



第二部分

电气事故的种类和危害



电流对人体的伤害

1、什么是触电？

触电是人体直接或间接接触到带电体，电流通过人体造成的。分电击与电伤两种。

触电对人体的伤害形式

• 电击——电流通过人体内部，直接对内部器官、

组织造成伤害。而在人体外表不一定留下电流

痕迹。表现为：心室颤动、心脏停跳、中枢神经

失调、昏迷、瘫痪等。

• 电伤——电流直接或间接对人体表面的局部组

织造成伤害，表现为：电灼伤、电烙印、皮肤金

属化等。



触电方式

2、人体触电的方式：

直接 间接
触及正常状态下带电的带电体而导致的触

电。

直接接触触电

触及正常状态下不带电、而在故障下意外

带电的带电体而导致的触电。

间接接触触电

触电方式很多，一般可分为以下两种

(1) 直接接触触电的形式：

1 32

单相触电 两相触电 电弧伤害



触电方式

单相触电是人体直接接触带电设备或线路
中的一相时，电流经过人体流入大地或带
电体。

人体的两个部位同时接触电源的两相，

电流从电源的一相经过人体流入另一相。

两相触电时，人体承受的电压为线电压，

因此更容易造成伤害。

两相触电 单相触电



触电方式

两相触电



电流对人体的伤害

3、电流效应的影响因素

• 感觉电流——引起感觉的最小电流。如轻微针刺，发麻。
• 平均（概率50%），男：1.1 mA  ；女：0.7 mA；直流 5 mA。

• 摆脱电流——能自主摆脱带电体的最大电流。
• 平均（概率50%），男：16mA； 女：10 mA；

• 最低（概率0.5%），男： 9mA； 女： 6 mA；

• 室颤电流——引起心室发生心室纤维性颤动的最小电流。
• 电流 ≥ 50 mA，心脏停止跳动；

• 电流 ≥ 30 mA，心室颤动。

（1）电流值大小（工频）



电流对人体的伤害

3、电流效应的影响因素

（1）电流对人体的危害程度



电流对人体的伤害

3、电流效应的影响因素

（2）电流持续时间

t↑ → 吸收电能↑ → 伤害↑

t↑ → 电流重合心脏易损（激）期，危险↑

t↑ → 人体电阻↓→ 人体电流↑ → 伤害↑

t↑ → 中枢神经反射↑ → 危险↑



电流对人体的伤害

1 不同途径，危险性不同，但

没有不危险的途径。

2 最危险的是：左手到前胸。

3 判断危险性，既要看电流值，

又要看途径。

请插入图片
（见教程）

3、电流效应的影响因素

（3）电流途径



电流对人体的伤害

3、电流效应的影响因素

（4）电流种类

直流电流 持续时间高频电流 冲击电流

持续时间＞心脏周期时，

室颤阈值为交流的数倍；

＜200 ms时，室颤阈值与

交流大致相同。

烧伤比工频电流严重，

但电击的危险性较小。

指作用时间＜0.1~10ms

的电流。 种类：方脉冲、

正弦波、电容放电脉冲。

影响室颤的主要影响因

素是It和I2t的值。（I —

有效值）



电流对人体的伤害

3、电流效应的影响因素

（5）个体特征

◆ 因人而异，健康情况、健壮程度、性别、年龄和人体

状态等。即：男性、成年人、健康者对电流的抵抗能

力则相对要强些。

◆ 在一般情况下，人体电阻可按1000~3000欧姆计算人

体电阻因人而异。手有毛茧，皮肤潮湿、多汗，有损

伤，带有导电粉尘的电阻较小，危险性较大。



电流对人体的伤害

电弧伤害
电弧是气体间隔被强电场击穿时电流通过气体的一种现

象。被电弧“烧伤”着的人，将同时遭受电击和电伤。

所以视为直接接触触电。



电压对人体的伤害

不同条件下的人体电阻

皮肤干燥（Ω） 皮肤潮湿（Ω）

1000-3000 500-800

作用于人体的电压越高，危险越大。同时随着电压的增高，人体阻抗会出现剧烈
下降趋势。

我国国家标准规定了安全特低电压的系列，将安全特低电压额定值（工频有效值）的等
级规定为42， 36， 24， 12， 6V。

当电气设备采用24V 以上安全特低电压时，必须采取防护电击的措施。



静电、电磁场危害

静电危害

• 足够量的静电会使局部电场强度超过周围介质的击穿场强而产生电火花，引发爆炸和火
灾。

• 人体积累的静电到2000V 以上会产生不同程度的静电电击，严重的会造成人体伤害。

电磁场危害

• 电磁场作用下，能吸收一定的辐射能量，使人体内的一些器官功能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 头晕、头痛、乏力、记忆力衰退、睡眠不好、多汗、心悸、视力减退及心血管系统异常
等。

• 高频、微波电磁场除对人体有危害外，还会产生高频干扰，影响通信、测量、计算等点
则设备正常工作，诱发事故。



雷电危害

⚫ 雷雨闪电时，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最好切断电源。

⚫ 实验室尽量不要开门、开窗。

⚫ 雷雨闪电时，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最好关机。

⚫ 闪电打雷时，不要接近一切电力设施，如高压电线变
压器等。 打雷时不要靠近、避免接触任何金属管线等。

⚫ 避免站在电灯泡下，不要使用紧急冲淋。

⚫ 正在进行的实验，如因雷电而带来危险因素，需妥善
暂停进行。

⚫ 如出现紧急断电，保持镇静，至光亮处，待雷电平息
后，拨打紧急联系电话或疏散。

⚫ 尽量不要出门，若必须外出，不要在高大独立的树下
避雨，至少离大树5米外，不要把金属物体扛在肩上。
行走时要与高层建筑保持一定距离，避开高空坠物。



电气事故的危害

◆人体危害（电击和电伤）、设备

损失、电气火灾、爆炸等；

◆危险源识别难、事故危害大、涉

及领域广。



电气火灾和爆炸

电气火灾和爆炸原因

• 电气设备过热：电路短路、接触不良、散热不良、发热量大；
• 电火花和电弧;

• 爆炸场所有堆积可燃品、粉尘、可燃气体。



第三部分

用电安全注意事项



办公室用电安全

用电禁忌

• 切忌超负荷用电：插线板接用电器过多，易引起发热、接触不良，引发火灾；电加热

器、电热水器应特别小心。

• 避免用电负荷不均：不能只使用办公室里固定的几个插座，而应注意均匀分配符合，

避免过载。？？

• 切忌使用破损、裸露的电线，切忌电线穿过尖锐边角，易漏电，引发火灾。



办公室用电安全

用电禁忌

• 避免将让电源靠近可燃物：散热性差的电气，如便携电器应与易燃物保持距离，还

应及时查看电器温度，避免过热。

• 切忌让电器长时间待机：智能电器最好设成节能模式或断电，降低功耗，减小发热量；

手机、相机等充电时间不宜过长。

• 及时断电：下班时应及时关闭电源，以免深夜里，用电负荷减少，电压升高，击穿电

器薄弱元件，引起火灾。



实验室用电安全

实验室用电安全注意事项

• 根据仪器设备的最大功率配置配电箱。
• 使用电气设备时，手要干燥。不要用潮湿的手接触通电工作的电气设备，也不要用湿毛巾擦
拭带电的插座或电气设备。不要用测电笔去测试高压电。

• 正确配置插座。
• 不要随便乱动或私自修理实验室内的电气设备。进行电气设备的连接、拆装或整体移动时，
严禁带电操作，以免发生触电事故。

• 经常接触和使用的配电箱、配电板、闸刀开关、按钮开关、插座、插销以及导线等，必须保
持完好、安全。不得有破损或将带电部分裸露出来，对不可避免的裸露部分应用绝缘胶布等
绝缘体进行妥善绝缘处理。

• 不得用铜丝等代替保险丝，并保持闸刀开关、磁力开关等面板完整，以防止短路时发生电弧
或保险丝熔断飞溅伤人。

• 所有电器设备的金属外壳都应按要求保护接地或保护接零。经常检查电气设备的保护接地、
接零装置，保证连接牢固。

• 使用电钻、电砂轮等手持电动工具是，必须安装漏电保护器，工具外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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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用电安全

实验室用电安全注意事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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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雷雨天，应停止带电实验操作，避免发生雷击事故，避免使用紧急冲淋；不要走进高压电
杆、铁塔、避雷针的接地导线周围20m 之内。当遇到高压线断落时，周围10m 范围内，禁
止入内；若已经在10m 范围之内，应单足或并足跳出危险区。

• 对设备进行维修或安装新电器时，一定要先切断电源，并在明显处放置警示牌。
• 实验室内不宜存放超量的低沸点有机溶剂或易燃易爆品，以防止这些物品的蒸气达到爆炸极
限时遇到电火花而发生爆炸或燃烧。

• 电器设备使用完毕后，实验人员应及时关闭总电源，并检查加热装置的分开关是否闭合。
• 通常，不应在无人监控的情况下长时间开启电气设备。不应过度依赖电气开关的自动控制，
要经常注意观察电气设备的工作状态，预防传感器失而导致的电路失控

• 一旦有人触电，应首先切断电源，然后抢救。



第四部分

安全用电措施



安全用电的技术措施

直接电击的防护

直接接触电击的基本防护原则是：应当使危险的带电部分不会被

有意或无章地触及。最为常见的直接电击的防护措施为绝缘、屏

护和间距。这些措施的主要作用是防止人触及或过分接近带电体

造成触电事故。

绝缘胶带



安全用电的技术措施

注意:检查绝缘部分是否已破损。



安全用电的技术措施

屏护

采用遮拦、护罩、护盖、箱闸等把带电体

同外界隔绝开来。

高压设备不论是否有绝缘，均应采取屏护。



安全用电的技术措施

间距

保证带电体之间、带电体与地面、带电体与设

备间必要的安全距离。



安全用电的技术措施

接地和接零

接地：电气装置或其它装置正常时不带电的金属外壳与大地的连接叫接地。

L1

L2

L3

RE

IP



安全用电的技术措施

接地和接零

保护接零：就是把电气设备在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金属外壳与电网的零线紧密地

连接起来。应该注意，零线回路中不允许装设熔断器和开关。（TN-C系统）



安全用电的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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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尽量装设漏电保护装置。它

可以在设备及线路漏电时自动切断电

源，起到保护作用。



安全用电的技术措施

采用安全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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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伏安全电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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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用电的技术措施

加强常识

①不要靠近有这种标志牌的地方！



安全用电的技术措施

不要接触低压带电体
不要靠近高压带电体

（低压勿摸，高压勿近）



第五部分

用电小技巧



380 V 动力电

• 用电功率与封装是匹配的

三相动力电（线电压）主要应用于大型机床、机械、搅拌机、电
动机等用电



220 V 照明电

单相照明电（相电压）主要应用小型设备

常见规格：
• 10 A ，2.2 kW

• 16 A，3.5 kW



排插

孔不够多，线不够长

新能源汽车充电延长线
（20 m, 16 A）



新型排插

防浪涌，保护敏感设备

插孔电流： 10 A；额定功率：2.5 kW

孔不够多，线不够长

收纳排插（慎用）
散热问题

主要热源



布电

• 标准台面
• 顶部为主
• 底部为辅
• 勤拉地线



第六部分

触电急救



触电急救

注意事项

1 2

如何使低压触电者脱离电源 脱离电源后的现场急救方法



触电急救(视频略)

案
例
1

正确的救人方式是：首先应切断电源



触电急救(视频略)

案
例
2

正确的救人方式是：

无法切断电源时，可用干燥的木棍挑开电线！



触电急救(视频略)

案
例
3

正确的救人方式是：

无法切断电源时，可穿绝缘靴戴绝缘手套单
手进行使触电者脱离电源！



触电急救(视频略)

案
例
4

正确的救人方式是：

无法切断电源时，可穿绝缘靴、戴绝缘手套
或用干澡的衣物包裹着手，单手拉着触电者
干燥的衣物使触电者脱离电源！



触电急救

抢救迅速、救护得法、贵在坚持

◆触电后一分钟内抢救，90%能救活；

一到四分钟内抢救， 60%能救活；超

过十分钟抢救，获救的机率就很小了。

◆所以，救护要点为：抢救迅速、救护

得法、贵在坚持。



触电急救

现场救护 CPR/AED

图：https://www.medicalnewstoday.com/articles/324712

https://www.medicalnewstoday.com/articles/324712


触电急救

现场救护 AED



谢谢
Thank You

环境安全与健康（EHS) 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