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低压电工快速上岗>>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低压电工快速上岗>>

13位ISBN编号：9787115183293

10位ISBN编号：7115183295

出版时间：2008-8

出版时间：人民邮电出版社

作者：常大军，常绪滨  编著

页数：398

字数：291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低压电工快速上岗>>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满足广大低压电工上岗学习，特别是初学、转岗及再就业的需要专门编写的，目的是使
广大低压电工在上岗培训学习中，能尽快掌握一定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
　　本书主要内容有低压电工上岗必备知识、常用电工仪表、交流电动机、低压电器、电动工具及移
动式电气设备的安全使用、电气线路、室内外布线与照明装置、安全用电及并联电容器等。
　　本书具有通俗易懂、实用性强的特点，可供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工矿企业及农村电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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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配电系统的接地形式　3628.3.1　低压配电系统的三种接地形式　3628.3.2　总等电位联接及局部
等电位联接　3628.3.3　大型建筑物需要作等电位联接的导电部分　3638.4　触电防护　3658.4.1　电流
对人体的伤害　3658.4.2　影响触电危害程度的因素　3678.5　触电急救方法　3688.5.1　通则3688.5.2　
脱离电源3698.5.3　脱离电源后的处理3708.5.4　触电急救3708.5.5　防止触电的措施　3728.6　接地与接
零　3738.6.1　工作接地　3738.6.2　重复接地　3738.6.3　保护接地　3748.6.4　保护接零　3748.6.5　
在1000V以下的同一配电系统中，不允许同时采用接地和接零两种保护方式　3758.6.6　防雷接地
　3768.6.7　防止静电引起事故的安全措施　3788.7　接地装置的安装要求与检查　3798.7.1　人工垂直
接地体安装的一般规定　3798.7.2　接地装置定期检查的周期及内容　3808.7.3　接地装置测量接地电
阻的周期　3808.7.4　接地电阻不合格时可采取的措施　3818.7.5　运行中的接地装置应进行维修的情
况　3818.7.6　电气装置应接地的金属部分　3828.8　一般电气工作安全要求　3838.8.1　设备停电检修
对验电工作的安全技术要求　3838.8.2　在低压带电设备上作业时的安全注意事项　3838.8.3　在低压
带电设备或线路上作业时的安全注意事项　3848.8.4　使用安全带的规定　3858.8.5　使用脚扣的规定
　3868.8.6　使用梯子、高凳的要求　3868.8.7　登杆作业时在杆上传递工具、器材应注意的安全事项
　3878.8.8　扑灭电气火灾消防器材的正确使用和保管　387第9章　并联电容器　3899.1　无功补偿
　3899.2　补偿原理　3909.3　并联电容器的无功容量(无功功率)Q与电容值C的关系　3919.4　并联电
容器型号　3929.5　并联电容器的补偿方式　3939.6　并联电容器的安装要求　3949.7　并联电容器组
投入、退出的规定　3949.8　停、送电要求与注意事项　3959.9　并联电容器组放电装置的作用及对放
电装置的要求　3969.10　并联电容器组巡视检查周期、内容　3969.11　摇测并联电容器绝缘电阻
　3979.11.1　兆欧表的选用　3979.11.2　对兆欧表的检查　3979.11.3　摇测方法　3979.11.4　合格值的
规定　3989.11.5　人工放电的操作方法　3989.11.6　安全注意事项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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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低压电工上岗必备知识　　1.1　电压的有关概念　　1.1.1　电压等级的划分　　说起电
压等级的划分，就要从电力网谈起，电力网是将各电压等级的输电线路和各种类型的变电所连接而成
的网络。
　　电力网按其在电力系统中的作用不同，分为输电网和配电网。
输电网是以高电压甚至超高电压将发电厂与变电所或变电所之间连接起来的送电网络，所以又可称为
电力网中的主网架。
直接将电能送到用户的网络称为配电网。
配电网的电压因用户的需要而定，因此，配电网中又分为高压配电网（指35kV及以上电压）、中压配
电网（指10kV、6kV等电压）及低压配电网（指380V/220V电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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