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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精神，适应我国高职教育培养面
向生产第一线的实用型、技术型人才的需要，编者根据多年的教学实践和职业技能培训经验编写了本
教材。
　　本教材立足高职高专教育培养目标，遵循社会和发展需求，突出职业岗位应用性和针对性的职业
教育特色，注重电工测量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基本技能等实践能力培养。
　　本书以国家维修电工技能鉴定标准为依据，减少验证性实验内容，立足于低压、内线敷设及配套
电气的安装与维修，既注重实用技术的传授，以动手能力的培养为主线，重点突出电工操作技能，培
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又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
由基础技能到综合技能，由浅人深，深人浅出地培训，并辅以行进式的考评方式，确保实训的质量。
　　本课程教学时数为120～160学时。
教材对实验仪器设备及实训场所等未作特殊、统一要求，各校各专业可按自身条件和实际情况取舍实
训内容。
教学方式可采用独立设课，每周用两学时进行基础知识及基础实验教学，学期前后各设两周的集中实
训，分别进行基础和综，合实训；也可作为《电工技术基础》课程的配套辅助教材，理论课和实训课
穿插进行，最后进行两周的综合实训。
　　本书第1、2章由陆建遵编写。
第3、4章由叶琴编写。
陆建遵担任主编，负责内容的组织和统稿工作。
　　由于时间仓促和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妥和错误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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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了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精神，以我国高职教育培养面
向生产第一线的实用型、技术型人才为目标编写而成的。
    全书共分4章，包括电工测量与仪表基础知识、基础实验、基础实训、综合实训等内容。
    本书力求内容和编排的可选择性，适合不同学时要求的高职高专强电、弱电、计算机及机电一体化
等专业选用。
同时可作为非电类专业电工学一体化教学的教材，同样适用于中职学校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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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2实验操作须知　　生产现场中的设备，都制定有严格的安全操作规程。
在电工电子实验中，各种仪表、仪器也要遵照一定的操作规程去使用。
例如，调节电压用的单相和三相自耦调压器，在接通电源之前，调节手轮一定要放置在输出电压为零
的位置。
接通电源以后再调节手轮逐渐升高电压向负载输出电能；断开电源时，应先将手轮调节到零位再断开
电源。
再如，电桥上的电源按钮开关和检流计按钮开关，在测量时应先按电源按钮开关后再按检流计按钮开
关，测量完毕后应先断开检流计按钮开关再断开电源按钮开关。
诸如此类的种种规则，在实验过程中必须要严格遵守。
实验时要严肃认真、小心谨慎，任何轻率举动或松懈麻痹都可能导致人身事故及仪器、仪表设备的损
坏。
　　为了保证实验的顺利进行和人身与设备的安全，必须遵守以下实验操作规程。
　　①实验前认真预习实验指导书，学习实验室的有关规则。
按时到达实验室，不得迟到、早退，未经主管部门同意，不得随意更改已定的实验时间。
　　②按学号建立实验小组，实验中要合理分工。
每次实验均以小组为单位进行。
每组2人，其中选1人负责。
　　③实验前应首先检查实验仪器设备的型号、规格、数量等，看是否与实验要求的设备相符，然后
检查各仪器设备是否完好，如有问题，及时向教师提出以便处理。
　　④实验必须以严肃的态度进行，严格遵守实验室规定和仪器设备的操作规程，出现问题应立即报
告指导老师，不得自行处理，不得随意挪用与本次实验无关的设备及实验室的其他仪器设备。
　　⑤实验电路走线、布线应简洁明了，便于检查和测量。
接线原则一般是先接串联支路或主回路，再接并联支路或辅助回路。
导线的长短粗细要合适、尽量短、少交叉、防止连线短路。
接线处不宜过于集中于某一点，一般在一个连接点上尽量不超过3条线。
　　⑥所有的实验仪器设备和仪表，都要严格按规定的接法正确接人电路（例如，电流表及功率表的
电流线圈一定要串接在电路中，电压表及功率表的电压线圈一定要并接在电路中）。
实验中要正确选择测量仪表的量程，一般使指针处在量程的1／3或l／2以上。
正确选择各个仪器设备的电流、电压的额定值，否则会造成严重事故。
实验中提倡一个同学把电路接好后，同组另一位同学仔细复查，确定无误后，方可进行实验。
有些实验还必须经过指导教师的检查和批准后才能将电路与电源接通。
　　⑦实验操作时同组人员要注意配合，尤其做强电实验时要注意：手合电源，眼观全局，先看现象
，再读数据。
将可调电源电压缓慢上调到所需数值，发现异常现象（例如，有声响、冒烟、打火、焦臭味及设备发
烫等）应立即切断电源，分析原因，查找故障。
　　⑧读数前要调整好仪表的量程及刻度，读数时注意姿势正确，要求“眼、针、影成一线”。
注意仪表指针位置，及时变换量程使指针指示于误差最小的范围内。
变换量程时一般要在切断电源情况下操作。
　　⑨所有实验测量数据应记在原始记录表上，数据记录尽量完整、清晰，力求表格化，使阅读者能
够一目了然。
在严格尊重原始记录的情况下合理取舍有效数字，实验报告上不得随意涂改，绘制表格和曲线要求用
尺子或绘图工具，锻炼自己的技术报告书写能力，培养工程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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