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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工技术》是电气智能技术应用系列用书，是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推荐教材，并被信
息产业部指定为CEAC“电气智能技术应用”工程师认证专用培训教材。
《电工技术》为适应21世纪对电气智能技术应用型人才的需要编写，从工程应用的角度来介绍电路的
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的分析方法，内容包括直流电路、磁路、正弦交流电路、三相交流电路、
电路的暂态分析、变压器与电动机、常用的低压电器及继电接触器控制系统、高压配电与低压配电、
安全用电以及常用的电工工具及测量等。
　　《电工技术》可作为电子信息、电气控制应用技术培训用书、“电气智能技术应用”工程师认证
培训教材以及全国职业院校电类专业教学用书，也可供相关工程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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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旦发生触电事故，有效的急救在于迅速处理并抢救得法。
　　1.先切断电源　　就近断开开关或切断电源，也可用干燥的绝缘物作为工具使触电者与电源分离
。
若触电者紧握电线，可用绝缘物（如干燥的木板等）垫人其身下，以隔断触电电流，也可用带绝缘柄
的电工钳或有干燥木把的斧头切断电源线，同时要注意自身安全，避免发生新的触电事故。
　　2.现场急救　　使触电者脱离电源后，应视触电情况立即进行急救处理。
　　①触电者尚未失去知觉，但心慌、四肢麻木、全身无力或一度昏迷，但很快恢复知觉时，则应让
其静卧，注意观察，并请医生前来诊治。
　　②呼吸停止，但有心跳，应该用人工呼吸法抢救，方法如下：　　a.首先，把触电者移到空气流
通的地方，最好放在平直的木板上，使其仰卧，不可用枕头。
然后把头侧向一边，掰开嘴，清除口腔中的杂物、假牙等。
如果舌根下陷应将其拉出，使呼吸道畅通，同时解开衣领，松开上身的紧身衣服，使胸部可以自由扩
张。
抢救者位于触电者一边，用一只手紧捏触电者的鼻孔，并用手掌的外缘部压住其头的外部，扶正头部
使鼻孔朝天，另一只手托住触电者的颈后，将颈部略向上抬，以便接受吹气。
　　b.抢救者做深呼吸，然后紧贴触电者的口腔，对口吹气约2 s，同时观察其胸部有否扩张，以判断
吹气是否有效和是否合适。
　　c.吹气完毕后，立即离开触电者的口腔，并放松其鼻孔，使触电者胸部自然恢复原状，时间约3 s
，以利其呼气。
　　按上述步骤不断进行急救，每5 s一次，如图9.2.3所示。
　　③若触电者心跳停止，但有呼吸，应用人工胸外心脏挤压法抢救，方法如下：　　a.使触电者仰
卧，姿势与人工口对口呼吸法相同，但后背着地处应结实。
　　b.抢救者骑在触电者的腰部，两手相叠，用掌跟置于触电者胸骨下端部位，即中指指尖置于其颈
部凹陷的边缘，“当胸一手掌”，掌跟所在的位置即为正确的挤压区，然后自上而下直线均衡地用力
向脊柱方向挤压，使其胸部下陷3-4 cm左右，可以压迫心脏使其达到排血的作用。
　　c.使挤压到位的手掌突然放松，但手掌不要离开胸壁，依靠胸部的弹性自动恢复原状，使心脏自
然扩张，大静脉中的血液就能回流到心脏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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