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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电工基础”这类专业基础课程，由于其较强的理论性和对后续课程的基础性，要想完全实施工
学结合的教学改革，难度很大。
经过充分的调研、论证，我们将“电工基础”和“电气测量”两门课程进行整合，将内容重构，就形
成了《电工基础与电气测量技术》这本教材。
　　该教材突出应用性、针对性，加强实践能力的培养。
内容叙述力求深入浅出，将知识点和能力点有机结合，融“教、学、做”为一体，注重培养学生的工
程应用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安全用电能力；内容编排力求简洁、形式新颖、目标明确
。
本教材共分为9章，其主要内容有：安全用电、电路的基本概念与基本定律、直流电阻电路的分析与
计算、正弦交流电路、三相交流电路、非正弦周期电流电路、线性电路的瞬态过程、磁路与铁芯线圈
和电气测量，其中电气测量这一章主要由7个测量各类电量的电气参数的实训项目组成。
教材的编写按照理论联系实际、循序渐进、便于自学和教学的原则编写；教材内容力求文字叙述简练
，通俗易懂，概念清晰；举例结合实际并具有典型性，案例、习题安排合理，以便于学生自学和教师
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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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工基础与电气测量技术》将电工基础与电气测量两部分内容进行整合重构，实现了理论、实
践的有机融合。
主要内容有：电工安全用电知识、电路的基本概念与基本定律、直流电阻电路的分析与计算、正弦交
流电路、三相交流电路、非正弦周期电流电路、线性电路的瞬态过程、磁路与铁芯线圈和电气测量实
训项目。
全书以案例教学为主线来展开课程内容，突出了针对性、应用性、实践性。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工基础与电气测量技术>>

书籍目录

第1章 电工安全用电知识1.1 安全用电知识1.1.1 安全电压1.1.2 安全距离1.1.3 绝缘安全用具1.2 电工安全
操作知识1.3 电气火灾消防知识1.3.1 电气火灾的主要原因1.3.2 易燃易爆环境1.3.3 电气火灾的防护措
施1.3.4 电气火灾的扑救1.4 触电的危害性与急救1.4.1 触电的种类1.4.2 触电方式1.4.3 影响电流对人体危
害程度的主要因素1.4.4 触电急救1.5 电气设备安全运行知识1.5.1 接地1.5.2 电气设备接地的种类1.5.3 电
气设备安全运行措施第2章 电路的基本概念与基本定律2.1 电路和电路模型2.1.1 电路2.1.2 电路模型2.2 
电路的基本物理量及相互关系2.2.1 电流2.2.2 电压2.2.3 电功率与电能2.3 电阻、电容、电感元件及其特
性2.3.1 电阻元件及欧姆定律2.3.2 电容元件2.3.3 电感元件2.4 电路中的独立电源2.4.1 电压源2.4.2 电流
源2.4.3 电源的等效变换2.5 基尔霍夫定律2.5.1 基尔霍夫电流定律2.5.2 基尔霍夫电压定律2.5.3 支路电流
法2.6 电阻、电感、电容元件的识别与应用2.6.1 电阻元件的识别与应用2.6.2 电容元件的识别与应用2.6.3
电感元件的识别与应用第3章 直流电阻电路的分析与计算3.1 电路的串、并联等效变换3.1.1 电阻的串
联3.1.2 电阻的并联3.1.3 电阻星形联接与三角形联接的等效变换3.2 叠加定理3.3 戴维宁定理与诺顿定
理3.3.1 戴维宁定理3.3.2 诺顿定理第4章 正弦交流电路4.1 交流电路中的基本物理量4.1.1 交流电路概
述4.1.2 正弦交流电的基本特征和三要素4.2 正弦量的相量表示4.2.1 复数4.2.2 复数的运算4.2.3 相量4.3 电
路基本定律的相量形式4.4 电阻、电感、电容电路4.4.1 单一参数电路4.4.2 电阻、电感、电容串联电
路4.4.3 电阻、电感、电容并联电路4.5 谐振电路4.5.1 串联谐振4.5.2 并联谐振4.6 正弦交流电路中的功
率4.6.1 正弦交流电路中的功率4.6.2 功率因数的提高第5章 三相交流电路5.1 三相电源与三相负载5.1.1 三
相交流电的产生5.1.2 三相电源与负载的联接5.2 对称三相电路的计算5.3 不对称三相电路的计算5.4 三相
电路的功率第6章 非正弦周期电流电路6.1 非正弦周期量的产生和分解6.2 非正弦周期量的有效值、平均
值和平均功率6.2.1 非正弦周期量的有效值6.2.2 非正弦周期量的平均值6.2.3 非正弦周期量的平均功率6.3
非正弦周期电流电路的分析第7章 线性电路的瞬态过程7.1 瞬态过程7.2 RC电路的瞬态过程7.3 RL电路的
瞬态过程7.4 一阶电路的三要素法7.5 RC电路的应用第8章 磁路与铁芯线圈8.1 磁路及磁路基本定律8.2 
铁磁性物质的磁化8.3 交流铁芯线圈8.4 电磁铁与变压器8.4.1 电磁铁8.4.2 变压器第9章 电气测量项目1用
万用表测量电阻、交直流电压、直流电流项目2用兆欧表测量三相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的绝缘电阻项
目3用钳形电流表测量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电流项目4用直流单臂电桥测量三相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的电
阻项目5用直流双臂电桥测量三相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的电阻项目6用功率表测量功率项目7用电度表测
量白炽灯电能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工基础与电气测量技术>>

章节摘录

　　第1章　电工安全用电知识　　安全用电包括供电系统的安全、用电设备的安全及人身安全3个方
面，它们之间又是紧密联系的。
供电系统的故障可能导致用电设备的损坏或人身伤亡事故，而用电事故也可能导致局部或大范围停电
，甚至造成严重的社会灾难。
　　1.1　安全用电知识　　在用电过程中，必须特别注意电气安全，如果稍有麻痹或疏忽，就可能造
成严重的人身触电事故，或者引起火灾或爆炸，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极大的损失。
　　1.1.1　安全电压　　交流工频安全电压的上限值，在任何情况下，两导体间或任一导体与地之间
都不得超过50 V。
我国的安全电压的额定值为42 V、36 V、24 V、12 V、6 V。
如手提照明灯、危险环境的携带式电动工具，应采用36 V安全电压，金属容器内、隧道内、矿井内等
工作场合，狭窄、行动不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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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防止因
触电而造成的人身伤害。
　　1.1.2　安全距离　　为了保证电气工作人员在电气设备运行操作、维护检修时不致误碰带电体，
规定了工作人员与带电体的安全距离；为了保证电气设备在正常运行时不会出现击穿短路事故，规定
了带电体与附近接地物体和不同相带电体之间的最小距离。
安全距离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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