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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电力生产人员来说， 了解各种安全工器具的性能和用

途， 正确掌握它们的使用和保管方法， 是非常重要且必要的。

俗话说： 基础不牢， 地动山摇。 安全工器具的正确检查、 使用
和保管是防止现场工作人员触电、 灼伤、 坠落、 摔跌伤害的一

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也是现场安全生产的基础工作。

现场安全生产中防触电、 防高空坠落、 防倒杆断线及正确
使用劳动保护用品， 是现场工程施工和日常检修工作必须重视

的头等大事。

本书针对现场工作人员在使用、 检查、 保管安全工器具中
存在的问题， 结合现场工作中由于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不会正

确检查、 使用和保管安全工器具而导致发生人身伤害的典型事
故案例进行分析， 强调正确检查、 使用和保管安全工器具的重

要性， 让生产现场一线员工了解掌握安全工器具和辅助安全工
器具的区别， 正确掌握常用安全工器具的检查、 使用与保管方
法， 防止生产现场的违规行为和无知无畏事故的发生， 让生产

一线人员具有自保能力， 提高员工安全意识和安全素质， 使现
场安全生产真正起到可控、 在控和能控。

本书系统地按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及技术规范的要求， 介

绍安全工器具的正确检查、 使用和保管的方法， 供现场工作人
员借鉴和新进厂人员培训学习。

坚持现场作业按程序、 施工方法按步骤、 工艺按标准、 动

作按规范， 就能体现凡事有人负责、 凡事有章可循、 凡事有据



可查、 凡事有人监督， 让现场员工识险、 避险和排险。

我坚信， 只要严格执行规程规范和标准化作业， 做到工作
程序化、 作业标准化、 行为规范化的进行现场作业， 安全生产
就能实现可控、 在控和能控。 只要我们持之以恒， 不断改进，

除人力不可抗拒外， 一切事故都是可以避免的！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 得到了电力同行和四川电力职业技
术学院教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在此深表谢意！

由于水平有限， 书中存在不妥和错误之处， 敬请读者批评
指正。

编 者
2011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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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电力安全工器具基本知识

第一节 电力安全工器具分类

“电力安全工器具” 是指为防止触电、 灼伤、 坠落、 摔跌
等事故， 保障工作人员人身安全的各种专用工具和器具。 安全
工器具分类见表 1。

表 1 安全工器具分类

类  型 名  称

基本安全绝缘工器具
 验电器、 绝缘杆、 绝缘隔板、 绝缘罩、 携带型短路接

地线、 个人保安接地线、 核相器等

辅助绝缘安全工器具  绝缘手套、 绝缘靴 （鞋）、 绝缘垫 （台）

防护性安全工器具

 安全帽、 安全带、 梯子、 安全绳、 脚扣、 防静电服

（静电感应防护服）、 防电弧服、 导电鞋 （防静电鞋）、

安全自锁器、 速差自控器、 防护眼镜、 过滤式防毒面

具、 正压式消防空气呼吸器、 SF6气体检漏仪、 氧量测

试仪、 耐酸手套、 耐酸服及耐酸靴等

警示标志  安全围栏、 安全标示牌、 安全色

安全工器具分为绝缘安全工器具、 一般防护安全工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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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围栏 （网） 和标示牌三大类。

绝缘安全工器具又可分为基本绝缘安全工器具、 辅助绝缘
安全工器具和防护性安全工器具。
1.基本绝缘安全工器具
基本绝缘安全工器具是指能直接操作带电设备、 接触或可

能接触带电体的工器具， 如验电器、 绝缘杆、 绝缘隔板、 绝缘
罩、 携带型短路接地线、 个人保安接地线、 核相器等。
2.辅助绝缘安全工器具
辅助绝缘安全工器具是指绝缘强度不能承受设备或线路的

额定工作电压， 只是用于加强基本绝缘安全工器具的保安作
用， 用以防止接触电压、 跨步电压、 泄漏电流电弧对操作人员
的伤害的工器具。 不能用辅助绝缘安全工器具直接接触高压设
备带电部分。 属于这一类的安全工器具有绝缘手套、 绝缘靴
（鞋）、 绝缘胶垫 （台） 等。
3.防护性安全工器具
防护性安全工器具 （一般防护用具） 是指防护工作人员

发生事故的工器具， 如安全帽、 安全带、 梯子、 安全绳、 脚
扣、 防静电服 （静电感应防护服）、 防电弧服、 导电鞋 （防静
电鞋）、 安全自锁器、 速差自控器、 防护眼镜、 过滤式防毒面
具、 正压式消防空气呼吸器、 气体检漏仪、 氧量测试仪、 耐酸
手套、 耐酸服及耐酸靴等。

第二节 基本绝缘安全
工器具检查与使用

验电器按电压等级可分为低压验电器和高压验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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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低压验电器

最常见的低压验电器是低压验电笔。
（一） 低压验电笔工作原理
1.普通低压验电笔
普通低压验电笔是检修人员或电工随身携带的常用辅助安

全工具， 主要用来检查 220V及以下低压带电导体或电气设备
及外壳是否带电， 其特点是直观方便。

普通低压验电笔有多种样式， 但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都一
样。 其基本结构如图 1 所示。

图 1 普通低压验电笔的基本结构

普通低压验电笔前端为金属探头， 后端也有金属挂钩或金
属接触片等， 以便使用时用手接触。 中间绝缘管内装有发光氖
泡、 电阻及压紧弹簧， 外壳为透明绝缘体。

普通低压验电笔的工作原理： 当测试带电体时， 金属探头
触及带电导体， 并用手触及验电笔后端的金属挂钩或金属片，

此时电流路径是通过验电笔端、 氖泡、 电阻、 人体和大地形成
回路而使氖泡发光。

只要带电体与大地之间存在一定的电位差 （通常在 60V

以上）， 验电笔就会发出辉光。 如果氖泡不亮， 则表明该物体
不带电。

若是交流电， 氖泡两极发光； 若是直流电， 则只有一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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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光。
2.数字式验电笔
数字式验电笔如图 2 所示， 它由笔尖 （工作触头）、 笔

身、 指示灯、 电压显示、 电压感应通电检测按钮、 电压直接检
测按钮、 电池等组成， 适用于检测 12 ～220V交直流电压和各
种电器。

图 2 数字式验电笔

数字式验电笔除了具有氖管式验

电笔通用的功能， 还有以下特点：
（1） 当右手指按断点检测按钮，

并将左手触及笔尖时， 若指示灯亮，

则表示正常工作； 若指示灯不亮， 则
应更换电池。

（2） 测试交流电时， 切勿按电子感应按钮。 将笔尖插入
相线孔时， 指示灯亮， 则表示有交流电； 需要电压显示时， 则
按检测按钮， 最后显示数字为所测电压值； 未到高段显示值
75%时， 显示低段值。

（二） 检查使用与注意事项
（1） 测试前应在带电体上进行校核， 确认验电笔良好，

以防作出错误判断。

图 3 触及金属片部分

（2） 严禁戴线手套持
验电笔在低压线路或设备上

验电。
（3 ） 验电时， 持验电

笔的手一定要触及金属片部

分， 如图 3 所示； 验电时，

若手指不接触验电笔端金属

部分， 则可能出现氖泡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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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的情况， 如图 4 所示； 如果验电时戴手套， 即使电路有
电， 验电笔也不能正常显示， 如图 5 所示。

图 4 未接触金属部分 图 5 戴手套验电

（4） 避免在光线明亮处观察氖泡是否起辉， 以免因看不
清而误判。

（5） 在有些情况下， 特别是测试仪表， 往往因感应而
带电， 某些金属外壳也会有感应电。 在这种情况下， 用验
电笔测试有电， 不能作为存在触电危险的依据。 因此， 还
必须采用其他方法 （例如用万用表测量） 确认其是否真正
带电。

（6） 严禁不使用验电笔验电， 而用手背触碰导体验电的
错误方法， 如图 6 所示。

图 6 用手背触碰导体验电

（7） 验电前必须检查
电源开关或隔离开关 （刀
闸） 确已断开， 并有明显可
见的断开点。

（8） 严禁用低压验电
笔去验已停电的高压线路或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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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电工小王， 要对运行中的 10kV高压开关柜停
电并做安全措施。 高压开关柜为电力电缆出线， 电缆长
度 11km （矿井用电力电缆）。

小王拉开了高压开关及断路器两侧刀闸后， 又将接
地线接地端固定在接地体上， 准备拿着接地线去挂导体
端时， 被来为该厂检修的供电局工作人员发现和制止，

并被告之验电后才能装挂接地线。

小王大怒： “开关已经断了， 刀闸也拉开了， 电都
没有了， 还验什么电嘛。” 供电局检修人员说： “高压电
力电缆的电容量较大， 停电后残压仍很高， 你不验电就
挂接地线很危险！ 这样操作严重违反了 《电力生产安全
工作规程》， 是违章行为！ 容易造成触电伤害。” 小王听
完后心中不痛快， 口服心不服道： “我给验， 验给你看
看到底有没有电。” 于是， 小王从上衣口袋顺手抽出一
支低压验电笔， 打开开关柜门， 对着连接电缆头的下刀
闸A相伸去， 当将要靠近导体时， 手中的低压验电笔随
即发生爆炸， 小王吓出一身冷汗。

二、 高压验电器

高压验电器是用于额定频率为 50Hz， 电压等级为 10， 35，
110， 220kV的交流电压作直接接触式验电的专用工器具， 它是
发电、 输电、 配电、 变电系统、 工矿企业的电气操作检修人员
用于验证运行中线路和设备有无电压的理想安全工器具。 按照
型号可分为声光型、 语言型、 防雨型、 风车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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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高压验电器工作原理
高压验电器具有声、 光和机械旋转信号报警指示功能。
1.声光报警高压验电器
声光报警高压验电器结构如图 7 所示。

图 7 声光报警高压验电器结构

声光报警高压验电器可伸缩收藏， 操作杆器身部分由环氧
树脂玻璃钢管制造， 产品结构一体， 使用存放方便。

声光报警高压验电器工作原理如图 8 所示。

图 8 声光报警高压验电器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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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光报警高压验电器的报警电路采用双排直插 14 脚四 2

输入与非门电路， 触头与三极管 VT1 组成感应检测源， 当触

头从远处渐渐靠近高压电源时， VT1 导通使四 2 输入与非门电

路的 8、 9 脚与非门输入端变为低电平， 10 脚输出高电平，

12、 13 脚与非门输入端变为高电平， 11 脚输出低电平。 电路

中R6、 R7、 R8 和电容C2 与另外两个与非门组成的可控振荡
器， 被触发起振。 在 3 脚输出矩形波。 控制 VT2、 VT3 断续导

通， 驱动压电陶瓷片和发光二极管 LED1、 LED2 断续导通发

光报警。

2.旋转感应式高压验电器
感应式高压验电器构造如图 9 （a） 所示， 上部是一金属

球 （或者用金属板）， 它和金属杆相连接， 金属杆穿过橡皮

塞， 其下端挂两片极薄的金属箔， 封装在玻璃瓶内。 检验时，

把物体与金属球接触， 如图 9 （b） 所示。 如果物体带电， 就

有一部分电荷传到两片金属箔上， 金属箔由于带了同种电荷，

彼此排斥而张开， 所带的电荷越多， 张开的角度越大； 如果物

体不带电， 则金属箔不动。

图 9 感应式高压验电器
（a） 构造； （b） 验电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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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检查使用及操作注意事项
1.使用前检查
（1） 使用前应进行外观检查， 验电器的工作电压应与被

测设备的电压相同， 验电前应选用电压等级合适的高压验电
器。 用毛巾清擦高压验电器去除污垢和灰尘， 检查表面无划
伤、 无破损和裂纹， 绝缘漆无脱落， 保护环完好。

（2） 验电操作前应先进行自检试验如图 10 所示。 用手
指按下试验按钮， 检查高压验电器灯光、 音响报警信号是否
正常， 声音是否正常。 若自检试验无声光指示灯和音响报警
时， 不得进行验电。 当自检试验不能发声和光信号报警时，

应检查电池是否完好， 同时， 更换电池时应注意正负极不能
装反。

图 10 验电操作

（3） 检查高压验电器电气试验合格证是否在有效试验合

格期内。 注意： 千万别将厂家出厂合格证误认为是电气试验合

格证， 严禁将厂家出厂合格证作为验电器合格可以使用的

依据。

（4） 非雨雪型验电器不得在雷、 雨、 雪等恶劣天气时使

用。 在遇雷电、 雨天 （ 听见雷声或看见闪电 ） ， 应禁止验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