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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教育部电工学课程组颁布的高等院校“电工技术”、“电子技术”课程教学的基本要
求，以及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的要求而编写的。
本书介绍电工电子学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定律、基本定理和基本分析方法，注重加强基础理论的系统
性、技术发展的先进性、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实用性。

　　本书共分为12章，内容包括直流电路、交流电路、暂态电路、三相电路、磁路、二极管及其应用
、三极管及放大电路、集成运算放大器、组合逻辑电路、时序逻辑电路、存储器、数模和模数转换等
。
各章均配有与基本内容密切相关的例题、思考题与练习。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非电类各专业“电工电子”课程教材，也可供其他相关专业人员选用和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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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电流对人体的危害　　人体接触到电流后会受到两种伤害：电击（电流流经人体内部组织形成
回路，造成体内组织的破坏而导致受伤）和电伤（电流仅经过人体表面皮肤组织，造成体表局部受伤
）。
两种伤害可能同时发生，但绝大多数触电事故是由电击所造成的。
所以，通常所说的触电都是指电击而言的。
　　电流对人体伤害的程度，与流过人体的电流频率、大小、作用时间，电流流过人体的部位，以及
触电者自身的身体状况等因素有关。
研究表明：频率为30～100Hz的交流电流对人体的伤害最大，而20kHz以上的低压电流对人体基本上无
害，而且可用来治疗疾病。
　　当50t{z的工频电流流过人体时，就会产生呼吸困难、肌肉痉挛、中枢神经遭到损害，从而导致死
亡。
电流流过大脑或心脏时最易造成死亡事故。
　　触电伤人的主要因素是电流，而电流的大小又与作用到人体上的电压大小和人体电阻的大小有关
。
通常人体电阻值从800到几万欧不等。
当人体皮肤出汗，或有导电尘埃存在时电阻值就下降；当人生病时电阻值也会下降。
当作用到人体上的电压低于36V时，对人体的伤害几乎为零。
所以规定36V以下的电压为安全电压。
　　2.常见的触电方式　　常见的触电方式有单相触电、两相触电、跨步电压触电等，最常见的是单
相触电。
　　人体同时接触到两根火线时就形成了两相触电。
此时人体承受了380V电压的作用，而且触电电流是通过人体内脏形成回路，对人体造成的伤害最大、
最危险。
　　当人体站地面上，而身体的某一部位触及一根火线时就形成了单相触电。
此时人体承受到220V电压的作用，而且触电电流通过人体心脏、双脚到地形成回路，对人体造成了直
接的伤害，非常危险。
　　当遭遇雷击或是高压线断落时，在落地点处就会有强大的电流流入大地，并以落地点为中心形成
较大的电位梯度。
当人体跨步行走至此地时，人体的两只脚会因踩在不同的电位梯度上而形成电位差，此电位差作用于
人体的两脚上从而造成触电事故，称为跨步电压触电。
跨步电压的大小与人体的迈步跨距、离落地点的距离和落地电流的大小等因素有关。
　　另外，当某些电气设备由于导线绝缘损坏而产生碰壳时，就会使电气设备的外壳带电，当人体触
及设备外壳也会造成触电事故，等等。
　　3.常用的安全措施　　①采用安全电压。
我国规定的安全电压等级有42V、36V、24V、12V、6V等。
一般要求移动的电气设备均采用安全电压等级。
　　②采取隔离措施。
在电力系统中，常采用变压器进行隔离，使低压负载与高压电源之间只有磁的联系，而无直接电的联
系。
　　③合理选择熔断器。
熔断器是最简便的短路保护装置，它能在发生短路时迅速切断主回路，使设备与电源分开，有效地保
障了电气设备和人身的安全。
　　选择熔断器的熔丝额定电流，N时，若电路中无冲击电流负载，则取，N等于负载额定电流的1.1 
～1.2 倍；若电路中有冲击电流负载存在，则取，N等于负载额定电流的1.5 ～2.5 倍。
　　④正确安装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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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是用来切断电源与负载之间的联结。
当负载不工作时，要求负载的端电压为零，所以开关必须装在火线上。
　　⑤接零保护。
在电源中点接地的三相四线制系统中，把电气设备金属外壳与系统中线联结在一起，就称接零保护，
如图4-4.1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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