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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职业教育越来越凸现出其重要性，大力

发展职业教育是当今举国之策，重庆市在这大背景下，下发了《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

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渝委发〔2012〕11号）文件。该文件

对培养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高素质技能型紧缺人才的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起

到了很大的政策支撑和引领作用。

由于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现代汽车新技术、新工艺的广泛应用，对汽车

制造和汽车后市场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然而，目前许多中职学校汽车运用与维修

专业的办学软硬件设施还没有和市场真正接轨，没有适合学生的职业发展规律，更

没有结合学校自身的实际情况。最为突出的是在专业教学方面，存在课程体系不合

理、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法落后等问题，完全不能满足现代汽车产业岗位职业能力

培养的需求。

为了更好地满足中等职业学校汽车类专业的教学要求，体现职业教育特色，促

进汽车专业人才的培养，我们一线教师和行业专家在广泛调研和深入实践的基础

上，按“项目引领、任务驱动”的最新教学理念编写了这套中等职业学校汽车类专业

教材。本系列教材共计17本，分别为《汽车文化》《汽车维修机械基础》《汽车维修基

本技能》《汽车发动机基础维修》《汽车底盘基础维修》《汽车电气设备构造与维修》

《汽车发动机电控系统检修》《汽车底盘电控技术》《汽车电工电子》《汽车车身电控技

术》《汽车故障诊断与排除》《汽车维护与保养》《汽车美容与装饰》《汽车车身修复》

《汽车维修涂装技术》《汽车评估》《洗车中级技能培训》。

本套教材是以市场人才需求为导向，围绕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结合中职学生职

业教育规律进行编写的。其主要特点如下：

1.根据学生岗位职业和发展，教材体系体现了“宽、专、精”三个不同层面的内

涵。提炼、整合了传统专业基础课程，拓宽专业基础知识、技能的实用性，满足不同

岗位的需要；针对不同工种的工作需求，编写了不同工种的专门化核心专业课程；依

据“知识够用、技能实用”原则，精细打造课程，实现与实际岗位工作任务无缝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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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课程体例是按“任务驱动的‘理实一体化’”模式编写的，体现了以完成

工作任务为目的、以应用为中心的职业技能教育特点，实施了“学中做，做中学”的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理念。

3.课程内容满足专业能力培养的需要。坚持“必需、够用”的原则，内容严谨、

容量适宜、难易得当。

4.结合了汽车行业职业技能考核的要求，注重培养“双证”技能型人才。

5.注重学生职业道德与情感的培养，树立安全和环保的意识。

本套教材是在充分调研和深入实践的情况下，在重庆市多所职业学校和相关高

校的一线专业课教师、“双师型”教师共同参与下研发、编写而成。这将更能体现其

在实际教学中的适用性和地方特色，满足中职学校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的人才培养

要求，从而推动地方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为我国汽车产业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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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重庆市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0—2020年）》，组织汽车企

业技能师及学校教师共同编写了《汽车电工电子》这本教材，以改善汽车专业课教

学，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与动手能力。

本书借鉴国际先进的职业教学理念，突出“项目为载体，任务来驱动，活动以实

施”的原则，本着“实用、适用、够用”的编写思想，结合“通俗、简要、可操作”的编写风

格，从而着力培养企业要求的、能够直接从事实际工作并解决具体问题的、具有良好

职业素养的汽车制造与检修高技能型人才。

本书取材广泛，内容难易适中，图文并茂，符合当前汽车检修行业发展步伐。

学习项目内容由浅入深逐层展开，每个项目选自汽车电工电子中最具代表性的科

目。教学内容以任务目标、任务描述、知识准备、任务实施、任务检测、评价与反

馈、教师评估等展开。

实际教学中，教师与学生可以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资源，选择灵活的开放式

教学活动和丰富多样的教学手段，以达到教学目的。学生还可以通过小组讨论、现

场模拟、案例分析、声像教学、互动式、叙述式等方法进行教学互动。本书注意知识

与技能并重，通过各种形式的技能鉴定方法，使学习者达到能力标准的要求，这充分

体现了“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现代职业教育思想。同时，各个任务将渐进性鉴定与终

结性鉴定相结合，这样，有利于学习者及时知道自己的学习情况，以提高学习者的学

习兴趣与自信心，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

本书共分7个项目，20个任务，参考学时120学时。

本书可以作为中等职业学校汽车类专业教学培训的师生用书，汽车检修行业中

高级工、技师及相关企业员工的专业培训教材，汽车爱好者的参考用书，也可作为下

岗职工、农民工技能培训（中高级工）的教材。

本书由重庆市工贸高级技工学校刘军、重庆五一高级技工学校曾有为、重庆市

巴南区职业教育中心陈彬担任主编，重庆市机械高级技工学校赖霞、重庆市北碚区

职业教育中心石英俊，重庆市工贸高级技工学校欧汉福和李禄尧担任副主编。具体

的编写分工如下：项目一、三由刘军、赖霞、石英俊编写；项目二由曾有为、陈果真、郑

雪峰编写；项目四、六由刘军、李禄尧、饶慧和重庆市工业学校江红珩编写；项目五、

七由欧汉福、刘元洪编写。全书由重庆市工业学校陈刚主审。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不妥之处难免有之，恳请读者及同行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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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一 安全用电

任务一 安全用电的基本知识

【任务目标】

目标类型

知识目标

技能目标

情感目标

目标要求

（1）能了解触电的原因

（2）能知道人体的安全电压和电流

（3）能识读安全标志

（1）会电火灾的预防

（2）能正确、安全地用电

（1）增强安全用电意识

（2）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

【任务描述】

电与我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我们生活在一个离不开电的世界里，电给我们带来便利的

同时，如果对它使用不当也能给我们带来危险和伤害。由于用电不当引起的安全事故给我

们带来了惨痛的教训，我们身边的生活、学习场所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我们平日的用电习惯

真的安全吗？下面就让我们来学习如何安全用电。

【知识准备】

一、触电与安全电压

人体是导体，当人体触及或者靠近带电体时，有一定电流通过人体，引起伤害，这就是触电。

想一想：

（1）用手分别触摸一节干电池的正负极为什么没有发生触电事故？

（2）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触电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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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触电会有哪些伤害？

（一）触电对人体的伤害

触电对人体的伤害可分为电击和电伤两种类型。电击是指电流通过人体时，破坏人的

心脏、神经系统、肺部等的正常工作而造成的伤害。它可能使肌肉抽搐、内部组织损伤，造成

发热、发麻等，甚至引起昏迷、窒息、心脏停止跳动而死亡。大部分触电死亡事例是由电击造

成的。人体触及带电的导线、漏电设备的外壳或其他带电体，以及由于雷击或电容放电，都

可能导致电击。

电伤一般是指由于电流的热效应、化学效应和机械效应对人体外部造成的局部伤害，如

电弧伤、电灼伤等。

（二）影响人体对电的承受能力的因素

电流是造成电击伤害的主要因素，人体对电的承受能力与以下因素有关。

（1）电流的种类和频率。工频电流（50 Hz的交流电流）的危害要大于直流电流。

（2）电流的大小和通电时间的长短。电流越大，通电时间越长越危险。人体对电流的反

应见表1-1-1。
（3）通过人体的电流路径。电流通过人的脑部和心脏时最为危险。

（4）电压的高低。电压越高越危险。

（5）人的身体状况。

表1-1-1 人体对电流的反应

电流/mA
0.6～1.5
2～3
5～7

8～10

20～25

50～80
90～100
500以上

交流电

手指开始感觉发麻、刺痛

手指感觉强烈发麻、刺痛

手指感觉肌肉痉挛

手指关节与手掌感觉痛，手已难于脱离电
源，但仍能脱离电源

手指感觉剧痛，迅速麻痹，不能摆脱电源，

呼吸困难

呼吸麻痹，心室开始震颤

呼吸麻痹，持续3 s或更长时间后心脏停搏

延续1 s以上有死亡危险

直流电

无感觉

无感觉

感到灼热和刺痛

灼热增加

灼热感更强，手的肌肉开始痉挛

强烈灼痛，手的肌肉痉挛，呼吸困难

呼吸麻痹

呼吸麻痹，心室震颤，停止跳动

注：表中电流区间只是选取部分列举，以示说明。

（三）触电种类

人体触电的方式主要有单相触电、两相触电、跨步电压触电和电弧触电等，此处着重介

绍前三种触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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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相触电

单个相线之间的触电，当人体直接或者间接接触一根相线（火线），电流通过人体到零线

或到地的触电方式，如图1-1-1所示。

L1

N

图1-1-1 单相触电

2.两相触电

人体同时接触两根相线的触电方式，如图1-1-2所示。

L1

L2

L3

图1-1-2 两相触电

3.跨步电压触电

在高压线接触的地面附近，产生了环形的电场。人踩到电压不同的两点时引起的触电，

如图1-1-3所示。

图1-1-3 跨步电压触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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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全电压

我国安全电压额定值的等级为42 V、36 V、24 V、12 V和6 V，应根据作业场所、操作员条

件、使用方式、供电方式、线路状况等因素选用。凡手提照明灯，危险环境和特别危险环境的

携带式电动工具，一般采用42 V或36 V安全电压；凡金属容器内、隧道内、矿井内等工作地

点狭窄、行动不便，以及周围有大面积接地导体的环境，应采用24 V或12 V安全电压；除上

述条件外，特别潮湿的环境采用6 V安全电压。

通常情况下，不高于36 V的电压对人是安全的，称为安全电压。

想一想：

鸟儿落在电线上为什么不会触电？如图1-1-4所示。

图1-1-4 小鸟站在电线上

二、防止触电的技术措施

（一）绝缘

绝缘指的是用绝缘材料把带电体封闭起来。瓷、玻璃、云母、橡胶、木材、胶木、塑料、布、

纸和矿物油等都是常用的绝缘材料。

应当注意：很多绝缘材料受潮后或在强电场作用下会遭到破坏，丧失绝缘性能。

（二）屏护

屏护是采用遮拦、护罩、护盖、箱匣等把带电体同外界隔绝开来，是用来防止直接触电的

措施。例如，铁壳开关、磁力起动器、电动机的金属外壳，在公共场所的变配电装置都要设遮

拦作为屏护。

电器开关的可动部分一般不能使用绝缘，而需要屏护。高压设备不论是否有绝缘，均应

采取屏护。

（三）间距

间距是保证人体与带电体之间的安全距离，防止人体无意地接触或过分接近带电体。

安全距离的大小由电压的高低决定，见表1-1-2。
间距除用来防止触及或过分接近带电体外，还能起到防止火灾、防止混线、方便操作的

作用。在低压工作中，最小检修距离不应小于0.1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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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 人体与带电体间的最小距离

电压等级/kV

1及以下

10
35
110
220

安全距离/m
无遮拦

0.10
0.70
1.00
1.50
3.00

有遮拦

—

0.35
0.60
1.50
3.00

（四）接地

如果电气设备外壳采用了接地，人体接触到带电外壳时，接地电阻与人体电阻呈并联关

系，由于人体电阻远大于接地电阻，所以通过人体的电流很小，避免了触电危险。

三、电火灾

城市里用电引起的火灾已经成为火灾的主要原因之一。电火灾的原因主要有：短路引

起的电火灾、过载引起的电火灾、接触不良引起的电火灾、假冒伪劣产品引起的电火灾、雷电

引起的电火灾等。

（一）短路引起的火灾

短路是电气设备最严重的事故之一。根据焦耳定律（Q＝I2Rt）可看出，发热量（Q）与电

流的平方（I2）成正比，也就是说，当短路发生后电流将成倍数上升，瞬间将在导线上产生大量

的热量，最终引起线路绝缘材料起火，引燃附近的可燃易燃物，从而造成电火灾。

预防短路事故的措施：（1）严格检查线路敷设是否符合规范要求，如电缆（线）的选型、漏

电保护器及熔断器的规格型号是否正确；（2）定期测量线路的绝缘电阻值，如测得数值低于

规范要求的最低标准值，应尽快修复，直至绝缘电阻值合格为止。

（二）过载引起的电火灾

所谓过载是指电气设备或导线的功率和电流超过了其额定值。电气设备或导线过载后

发生过热现象，引燃自身和周围物体。

预防导线过载的措施：（1）严格按设计标准及规范要求施工，发现过热或异味应及时采

取降低负荷及停电措施；（2）严格照设备容量来选择导线，自动空气开关动作整定电流选定

为1.5倍额定电流；（3）每一回路不允许带过多的用电设备。

（三）接触不良引起的火灾

如果是开关插座接触不良，就会烧毁开关插座；如果是电线接头接触不良，就会导致电

线起火；如果是电器本身接触不良，就会烧坏电器。

预防措施：（1）发现接头处过热或有异味要立即停电处理，对接头处产生的不良导体氧

化膜要及时清除；（2）新使用的电气设备或在震动环境下使用的电气设备，要注意检查其电

接触的紧固件的紧固是否牢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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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实施】

一、操作名称

汽车实训车间安全用电检查。

二、器材（场地）准备

实训车间。

三、操作步骤

1.检查不安全的用电行为

（1）是否使用了绝缘层已经损坏的电器，如图1-1-9所示。

图1-1-9 绝缘层损坏

（2）是否有私拉乱接的情况。

（3）插座上是否接了功率过大的电器，如图1-1-10所示。

图1-1-10 插座上接多个大功率电器

（4）检查使用手持电动工具的安全行为。

（5）使用移动手持电动工具时要先断电，严禁以拽拉电缆的方式移动工具。

（6）电气设备异常检查时，要先切断电源才能详细检查。

想一想：

（1）如遇发生电器火灾，第一步做什么？

（2）电器火灾不能用水灭火，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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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试电

试电笔试电，正确使用试电笔判断相线，如图1-1-11所示。

图1-1-11 试电笔试电

【任务拓展】

一、灭火器及使用

（一）灭火器的外形、分类

常见的灭火器主要有泡沫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干粉灭火器、1211灭火器和水基灭

火器，其外形如图1-1-5所示。

图1-1-5 常见灭火器的外形

（二）常见灭火器的使用

此处主要介绍干粉灭火器、泡沫灭火器和二氧化碳灭火器的使用。

1.干粉灭火器的使用

将灭火器提到距火源适当位置后，先上下颠倒几次，使筒内的干粉松动，然后让喷嘴对

准燃烧最猛烈处，拔去保险销，压下压把，灭火剂便会喷出灭火。

2.泡沫灭火器的使用

（1）右手握着压把，左手托着灭火器底部，轻轻地取下灭火器，右手提着灭火器到现场。

右手捂住喷嘴，左手执筒底边缘，把灭火器颠倒过来呈竖直状态，用力上下晃动几下，然后放

开喷嘴。

（2）如图1-1-6，右手抓筒耳，左手抓筒底边缘，把喷嘴朝向燃烧区，站在离火源8 m的地

方喷射，并不断前进，兜围着火焰喷射。灭火后，把灭火器卧放在地上，喷嘴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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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6 泡沫灭火器的使用

3.二氧化碳灭火器的使用

（1）右手握着压把，用左手提着灭火器到现场，除掉铅封，拽掉保险销。

（2）如图1-1-7，站在离火源2 m的地方，右手拿着喇叭筒，左手用力压下压把，对着火焰

根部喷射，并不断推前，兜围着火焰喷射。

图1-1-7 二氧化碳灭火器的使用

二、安全用电常识

（一）安全用电标识

明确统一的标志是保证用电安全的一项重要措施。标志分为颜色标志和图形标志。颜

色标志常用来区分各种不同性质、不同用途的导线，或用来表示某处的安全程度。图形标志

一般用来告诫人们不要接近有危险的场所。为保证安全用电，必须严格按有关标准使用颜

色标志和图形标志。我国安全色标采用的标准，基本上与国际标准草案（ISD）相同。一般采

用的安全色有以下几种：

（1）红色。用来标示禁止、停止和消防，如信号灯、信号旗、机器上的紧急停机按钮等都

是用红色来表示“禁止”的信息。

（2）黄色。用来标示注意危险，如“当心触电”“注意安全”等。

（3）绿色。用来标示安全无事，如“在此工作”“已接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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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蓝色。用来标示强制执行，如“必须戴安全帽”等。

（5）黑色。用来标示图像、文字符号和警告标志的几何图形。

部分常见的安全用电标识如图1-1-8所示。

图1-1-8 安全标识

（二）安全用电原则

（1）不靠近高压带电体（室外高压线、变压器旁），不接触低压带电体。

（2）不用湿手扳开关、插入或拔出插头。

（3）安装、检修电气设备应穿绝缘鞋，站在绝缘体上，且要切断电源。

（4）电气设备安装要符合技术要求，有金属外壳的家用电器，外壳一定要可靠接地或接零。

（5）在电路中安装漏电保护器，并定期检验其灵敏度。

（6）雷雨时，不使用收音机、录像机、电视机，且拔出电源插头，拔出电视机天线插头。

（7）严禁私拉、乱接电线，禁止学生在寝室使用电炉、“热得快”等电器。

（8）不在架有电缆、电线的场地放风筝和进行球类活动。

读一读：

室内电路顺口溜

火线零线并排走，零线直接进灯头，

火线接到开关上，进了开关进灯头；

移动电器找插座，左零右火问“上帝”，

火线零线要分清，安全用电记在心。

【任务检测】

一、填空题

1.电流伤害事故可分为 和电伤。

2.触电方式主要有 触电、两相触电、电弧触电和跨步电压触电。

3.电流流经人体的 和 是最危险的。

4.决定触电伤害程度的因素有 、 、 、 、人体

状况。

5.一般安全电压指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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