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建筑施工临时用电安全技术 

学习要求：建筑施工临时用电安全技术。掌握三相五线制低压电力系统的安全技术要求以及

外电线路、配电线路、施工照明、配电箱及开关箱的安全技术要求。运用建筑施工临时用电

安全技术和相关标准，分析施工临时用电过程中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制定相应安全技术

措施。  

第一节 施工现场供电形式 

施工现场供电有以下几种形式。  

(1）独立变配电所供电。变配电所主要由高压配电屏（箱、柜、盘）、变压器和低压配电屏

（箱、柜、盘）组成。  

(2）自备变压器供电。目前城市中高压输电的电压一般为 10 kV，而通常用电设备的额定电

压一般为 220/380V。因此对于施工现场的临时用电，可利用附近的高压电网，增设变压器

等配套设备供电。变电所的结构形式一般分为户内变电所和户外变电所两种。  

(3）低压 220/380V 供电。对于电气设备容量较小的项目，若附近有低压 220/380V 电源，

在其余量允许的情况下，可到有关部门申请，采用低压 220/380V 电源直接供电。  

(4）借用电源。若建设项目电气设备容量小，施工周期时间短，可采取就近借用电源的方法，

解决施工现场的临时用电，如借用就近原有变压器供电或借用附近单位电源供电，但须征得

有关部门批准同意。 

第二节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的原则 

为保证施工现场用电安全，有效防止触电和电气火灾事故，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工程专用的电

源中性点直接接地的 220/38OV 三相四线制低压电力系统，必须遵守以下三项基本用电安

全原则：  

(1）采用三级配电系统。  



(2）采用二级漏电保护系统。  

(3）采用 TN—S 接零保护系统。 

一、三级配电系统  

三级配电是指施工现场从电源进线开始到用电设备之间，经过三级配电装置配送电力。三级

配电系统，如图 3---1 所示。 

 

在实施三级配电系统时，应遵循分级分路、动照分设、压缩配电间距的原则：  

(1）从一级总配电箱（配电柜）向二级分配电箱配电可以分路。即：总配电箱（配电柜）可

以分若干分路向若干分配电箱配电；每一分路也可分支支接若干分配电箱。  

(2）从二级分配电箱向三级开关箱配电，一个分配电箱可以分若干分路向若干开关箱配电，

每一分路也可以支接或链接若干开关箱，但链接线路的总长度不得超过 30m。  

(3）从三级开关箱向用电设备配电不得分路，实行“一机一闸”制，每一台用电设备必须有

其独立专用的开关箱，每一开关箱只能连接控制一台与其相关的用电设备，每一照明开关箱

的容量不超过 30A 负荷的照明器。  

(4）总配电箱、分配电箱内动力与照明合置共箱配电，动力与照明必须分路配电，分配电箱

的分路应动、照分设，设置动力开关箱和照明开关箱。  

(5）分配电箱与开关箱之间，开关箱与用电设备之间的压缩配电间距有如下要求：  

①分配电箱应设在用电设备或负荷相对集中的场所。  

②分配电箱与开关箱的距离一般不得超过 30m。  



③开关箱与其供电的固定式用电设备的水平距离不应超过 3m。 

二、TN—S 接零保护系统  

按照（（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的规定：在施工现场用电工程专用的电

源中性点直接接地的 220/380V 三相四线制低压电力系统中，必须采用 TN—S 接零保护系

统，如图 3—2 所示。当施工现场与外电线路共用同一供电系统时，电气设备的接地、接零

保护应与原系统保持一致。不得一部分设备做保护接零，另一部分设备做保护接地。 

当采用 TN 系统做保护接零时，工作零线（N 线）必须通过总漏电保护器，保护零线(PE 线）

必须由电源进线零线重复接地处或总漏电保护器电源侧零线处引出形成局部 TN—S 接零保

护系统。  

TN—S 系统为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时，电气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通过零线接地的接零保护

系统。N 为工作零线，PE 为专用保护接地线，即设备外壳连接到 PE 上。 

 

三、二级漏电保护系统  

所谓二级漏电保护系统是指在施工现场基本供配电系统的总配电箱和开关箱首、末二级配电

装置中，设置漏电保护器，其中总配电箱中的漏电保护器可以设置在总路，也可以设置在支

路。 

漏电保护器的安装除应遵守常规的电气设备安装规程外，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1）漏电保护器极数和线数必须与负荷侧的相数和线数保持一致。  

(2）漏电保护器的电源进线类别（相线或零线）必须与其进线端标记相对应，不允许交叉混



接，标有电源侧和负荷侧的漏电保护器不得接反。 

 (3）漏电保护器的结构选型，优先选用无辅助电源型（电磁式）产品，或选用辅助电源故

障时能自动断开的辅助电源型（电子式）产品。 

(4）开关箱和总配电箱（配电柜）内配置漏电保护器的漏电动作参数：  

①开关箱中的漏电保护器：一般场所其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为不大于 30mA，额定漏电动作

时间为不大于 0 .1s。 

②总配电箱中的漏电保护器：其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为大于 30mA，额定漏电动作时间应大

于 0 .1s，但其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与额定漏电动作时间的乘积不超过安全界限值 30 mA·s。  

(5）安装漏电保护器不得拆除或放弃原有的安全防护措施，漏电保护器只能作为电气安全防

护系统中的附加保护措施。  

(6）安装漏电保护器时，必须严格区分中性线和保护线。使用三极四线式和四极四线式漏电

保护器时，中性线应接入漏电保护器。经过漏电保护器的中性线不得作为保护线。  

(7）工作零线不得在漏电保护器负荷侧重复接地，否则漏电保护器不能正常工作。  

(8）采用漏电保护器的支路，其工作零线只能作为本回路的零线，禁止与其他回路工作零线

相连，其他线路或设备也不能借用已采用漏电保护器后的线路或设备的工作零线。 

第三节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 

一、临时用电的施工组织设计  

根据《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 46）的规定，临时用电设备在 5 台及 5 台以

上或设备总容量在 50 kw 及 50 kw 以上者，应编制临时用电施工组织设计。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组织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  

(1）现场勘测。  

(2）确定电源进线、变电所或配电室、配电装置、用电设备位置及线路走向。  



(3）进行负荷计算。  

(4）选择变压器。  

(5）设计配电系统。包含：①设计配电线路，选择导线或电缆；②设计配电装置，选择电器；

③设计接地装置；④绘制临时用电工程图纸，主要包括用电工程总平面图、配电装置布置图、

配电系统接线图、接地装置设计图。  

(6）设计防雷装置。  

(7）确定防护措施。 

(8）制定安全用电措施和电气防火措施。  

临时用电施工组织设计是施工现场临时用电管理的主要技术文件，应符合以下要求：  

(1）临时用电工程图纸应单独绘制，临时用电工程应按图施工。  

(2）临时用电施工组织设计及变更必须履行“编制、审核、批准”程序，由电气工程技术人

员编制，经安全、技术、设备、施工、材料等相关部门审核，企业技术负责人批准后进行报

验。  

(3）临时用电工程必须经编制、审核、批准部门和使用单位共同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4）对于小型工地（现场临时用电设备 5 台或者设备总容量在 50 kw 以下），可不编制临时

用电组织设计，但仍要编制安全用电措施和电气防火措施，并且也须经过“编制、审核、批

准、验收”的管理程序。  

二、临时用电安全管理  

施工现场应加强临时用电管理，明确专门的电气技术人员，组织临时用电工程的定期检查，

及时处理安全隐患，并履行复查验收手续。施工现场建立并管理临电安全技术档案，包括：  

(1）用电组织设计的全部资料。  

(2）修改用电组织设计的资料。  



(3）用电技术交底资料。  

(4）用电工程检查验收表。  

(5）电气设备的试、检验凭单和调试记录。  

(6）接地电阻、绝缘电阻和漏电保护器漏电动作参数测定记录表。  

(7）定期检（复）查表。  

(8）电工安装、巡检、维修、拆除工作记录。  

掌握安全用电基本知识和所用设备的性能，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使用电气设备前必须按规定穿戴和配备好相应的劳动防护用品，并应检查电气装置和保

护设施，严禁设备带“缺陷”运转。  

(2）保管和维护所用设备，发现问题及时报告解决。  

(3）暂时停用设备的开关箱必须分断电源隔离开关，并应关门上锁。  

(4）移动电气设备时，必须经电工切断电源并做妥善处理后进行。 

三、施工现场外电线路的安全距离及防护  

架空线路是目前较为普遍的输电方式，当施工现场及周边存在架空线路时，应保证施工机械、

外脚手架和人员与电力线路的安全距离。 

（一）外电线路的安全距离  

人与带电体、带电体与带电体、带电体与地面（水面）、带电体与其他设施之间需保持的最

小距离，又称安全净距、安全间距。 

在施工现场中，安全距离问题主要是指在建工程（含脚手架具）的外侧边缘与外电架空线路

的边线之间的最小安全操作距离和施工现场的机动车道与外电架空线路交叉时的最小安全

垂直距离等。 

1．在建工程（含脚手架具）的外侧边缘与外电架空线路的边线之间的最小安全操作距离  



最小安全操作距离见表 3—1。 

 

2．施工现场的机动车道与外电架空线路交叉时的最小安全垂直距离  

最小垂直距离见表 3—2。 

 

3．在临近带电体处吊装时起重臂及吊件的任何部位与带电体（在最大偏斜时）的最小安全

距离  

最小安全距离见表 3—3。  

 

4．外电防护设施与外电线路的安全距离  

最小安全距离见表 3—4。 

 

（二）外电线路的防护  

当不能保证最小安全距离时，为了确保施工安全，则必须采取设置防护性遮栏、栅栏，以及

悬挂警告标志牌等防护措施（图 3 一 3）。 

 



搭设上述防护屏障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1）防护遮栏、栅栏的搭设可用竹、木脚手架杆作防护立杆、水平杆；可用木板、竹排或干

燥的篱笆、安全网等作纵向防护屏。  

(2）各种防护杆的材质及搭设方法应按竹木脚手架施工的有关安全技术标准进行，搭设的防

护遮栏、栅栏应有足够的机构强度。 

(3)搭设和拆除时应停电作业。  

(4）如无法设置遮栏则应采取停电、迁移外电线路或改变工程位置等措施，否则不得强行施

工。 

四、施工现场临时用电的接地与防雷  

在施工现场，由于现场环境、条件的影响，间接触电现象往往比直接触电现象更普遍，危害

也更大，所以除了采用绝缘、屏护和间距等直接接触触电的防护措施外，还必须采取接零保

护等间接接触触电的安全措施。在施工现场，常见的接地装置有工作接地、重复接地和防雷

接地。  

 

图 3—4 TN—S 接零保护系统示意图 

（一）施工现场临时用电的接地  

1．工作接地  

工作接地是指将电力系统的某点（如中性点）直接与大地相连，或经消弧线圈、电阻等与大

地金属连接。 

单台容量超过 100 kVA或使用同一接地装置并联运行且总容量超过 100 kVA的电力变压器



或发电机的工作接地电阻值不得大于 4Ω。  

单台容量不超过 100 kVA或使用同一接地装置并联运行且总容量不超过 100 kVA的电力变

压器或发电机的工作接地电阻值不得大于 10Ω。  

在土壤电阻率大于 1000n·m 的地区，当达到上述接地电阻值有困难时，工作接地电阻值可

提高到 30Ω。 

2．重复接地  

在工作接地以外，在专用保护线 PE 上一处或多处再次与接地装置相连接称为重复接地。当

系统中发生碰壳或接地短路时，可以降低零线的对地电压；当零线发生断裂时，可以使故障

程度减轻。 

3．防雷接地  

为了使接闪器截获直接雷击的雷电流或通过防雷器的雷电流安全泄放人地，以保护建筑物、

建筑物内人员和设备安全的接地称为防雷接地。  

接地装置是由埋人土中的接地体（圆钢、角钢、扁钢、钢管等）和连接用的接地线构成。 

接地体可分为自然接地体和人工接地体两类。自然接地体有如下几种：  

(1）埋在地下的自来水管及其他金属管道（液体燃料和易燃、易爆气体的管道除外）。  

(2）金属井管。  

(3）建筑物和构筑物与大地接触的或水下的金属结构。  

(4）建筑物的钢筋混凝土基础等。  

人工接地体可用垂直埋置的角钢、圆钢或钢管，以及水平埋置的圆钢、扁钢等。水平接地体

一般可用直径为 8~10 mm 的圆钢。垂直接地体的钢管长度一般为 2~3m，钢管外径为

35-50mm，角钢尺寸一般为 40mm x40 mm x4mm 或 50mm x 50mm x 5mm。人工接

地体的顶端应埋人地表面下 0 .5~1 .5m 处。每一接地装置的接地线应采用 2 根及以上导体，



在不同点与接地体做电气连接。不得采用铝导体做接地体或地下接地线。垂直接地体宜采用

角钢、钢管或光面圆钢，不得采用螺纹钢。 

（二）施工现场建筑机械设备的防雷  

施工现场内的起重机、井字架、龙门架等机械设备，以及钢脚手架和正在施工的在建工程等

的金属结构，当在相邻建筑物、构筑物等设施的防雷装置接闪器的保护范围以外时，应按地

区年平均雷暴日安装避雷装置。 

五、施工现场的配电室及自备电源  

（一）配电室的位置及布置  

配电室是施工现场的动力枢纽。 

1．配电室的位置  

通常配电室的选择应根据现场负荷的类型、大小和分布特点、环境特征等进行全面考虑，并

应设在灰尘少、潮气少、振动小、无腐蚀介质、无易燃易爆物及道路畅通的地方。配电室应

尽量靠近负荷中心，以减少配电线路的长度和减小导线截面，提高配电质量，同时还能使配

电线路清晰，便于维护。 

3．配电室布置  

配电室布置应满足如下各项要求：  

(1）配电柜正面的操作通道宽度，单列布置或双列背对背布置不小于 1.5m，双列面对面布

置不小于 2m。  

(2）配电柜后面的维护通道宽度，单列布置或双列面对面布置不小于 0.5m，双列背对背布

置不小于 1.5m，个别地点有建筑物结构凸出的地方，则此点通道宽度可减少 0.2m。 

(3）配电柜侧面的维护通道宽度不小于 1m。  

(4）配电室的顶棚与地面的距离不低于 3m。  



(5）配电室内设置值班室或检修室时，该室边缘距配电柜的水平距离大于 1m，并采取屏障

隔离。  

(6）配电室内的裸母线与地面垂直距离小于 2.5m 时，采用遮栏隔离，遮栏下面通道的高度

不小于 1.9m。  

(7）配电室围栏上端与其正上方带电部分的净距不小于 0.075m。  

(8）配电装置的上端距顶棚不小于 0 .5m。  

4．其他要求  

(1）通风和封堵。     (2）技术资料。 

(3）管理制度。       (4）标志。 

（二）自备电源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工程一般是由外电线路供电。 

自备发配电系统也应采用具有专用保护零线的、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三相四线制供配电系统，

并符合以下规定：  

(1）发电机组电源必须与外电线路电源连锁，严禁并列运行。  

(2）发电机供电系统应设置电源隔离开关及短路、过载、漏电保护电器。电源隔离开关分断

时应有明显可见分断点。  

(3）发电机组并列运行时，必须装设同期装置，并在机组同步运行后再向负载供电。 

六、施工现场配电线路  

施工现场的配电线路包括室外线路和室内线路。其敷设方式为：室外线路主要有绝缘导线架

空敷设（架空线路）和绝缘电缆埋地敷设（电缆线路）两种，也有电缆线路架空明敷设的；

室内线路通常有绝缘导线和电缆的明敷设和暗敷设两种。 

（一）架空线路  



架空线路是用绝缘子将输电导线固定在直立于地面的杆塔上以传输电能的输电线路，由导

线、架空地线、绝缘子串、杆塔、接地装置等组成。施工现场的架空线路主要是低压架空线

路。 

1．导线  

架空线必须采用绝缘导线。架空线导线截面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1）导线中的计算负荷电流不大于其长期连续负荷允许载流量。 

(2）线路末端电压偏移不大于其额定电压的 5％。  

(3）三相四线制线路的 N 线和 PE 线截面不小于相线截面的 50%，单相线路的零线截面与

相线截面相同。  

(4）按机械强度要求，绝缘铜线截面不小于 10 mm2，绝缘铝线截面不小于 16 mm2。在

跨越铁路、公路、河流、电力线路档距内，绝缘铜线截面不小于 16mm2，绝缘铝线截面不

小于 25mm2。 

3．线路相序  

动力、照明线在同一横担上架设时，导线相序排列是：面向负荷从左侧起依次为 L1、N、

L2、L3、PE。动力、照明线在二层横担上分别架设时，导线相序排列是：上层横担面向负

荷从左侧起依次为 L1、L2、L3；下层横担面向负荷从左侧起依次为 L1（L2、L3）、N、PE。 

架空线路与邻近线路、固定物的距离符合表 3—6 规定。 

 



（二）电缆线路  

电缆线路的造价比架空线路高，但其不用架设杆塔，占地少，供电可靠，极少受外力破坏，

对人身安全。室外电缆的敷设分为埋地和架空两种方式，以埋地敷设为宜。 

1．电缆  

电缆中必须包含全部工作芯线和用作保护零线或保护线的芯线。需要三相四线制配电的电缆

线路必须采用五芯电缆。五芯电缆必须包含淡蓝、绿/黄两种绝缘芯线。淡蓝色芯线必须用

作 N 线；绿/黄双色芯线必须用作 PE 线，严禁混用。电缆截面的选择应根据其长期连续负

荷允许载流量和允许电压偏移确定。 

2．埋地敷设  

电缆线路采用埋地敷设时，应避免机械损伤和介质腐蚀，并符合下列规定：  

(1）埋地电缆路径应设方位标志。埋地敷设宜选用铠装电缆；当选用无铠装电缆时，应能防

水、防腐。  

(2）电缆直接埋地敷设的深度不应小于 0.7m，并应在电缆紧邻上、下、左、右侧均匀敷设

不小于 50 mm 厚的细砂，然后覆盖砖或混凝土板等硬质保护层。  

(3）埋地电缆在穿越建筑物、构筑物、道路、易受机械损伤、介质腐蚀场所及引出地面从

2.0m 高到地下 0.2m 处，必须加设防护套管，防护套管内径不应小于电缆外径的 1.5 倍。  

(4）埋地电缆与其附近外电电缆和管沟的平行间距不得小于 2m，交叉间距不得小于 1m。  

(5）埋地电缆的接头应设在地面上的接线盒内，接线盒应能防水、防尘、防机械损伤，并应

远离易燃、易爆、易腐蚀场所。  

3．架空敷设  

架空电缆应沿电杆、支架或墙壁敷设，并采用绝缘子固定，绑扎线必须采用绝缘线，沿墙壁

敷设时最大弧垂距地不得小于 2.0m。架空电缆严禁沿脚手架、树木或其他设施敷设。 



（三）室内配线  

室内配线的，要符合下列规定：  

(1）室内配线必须采用绝缘导线或电缆。室内配线应根据配线类型采用瓷瓶、瓷（塑料）夹、

嵌绝缘槽、穿管或钢索敷设。  

(2）潮湿场所或埋地非电缆配线必须穿管敷设，管口和管接头应密封；当采用金属管敷设时，

金属管必须做等电位连接，且必须与 PE 线相连接。  

(3）室内非埋地明敷主干线距地面高度不得小于 2.5m。  

(4）架空进户线的室外端应采用绝缘子固定，过墙处应穿管保护，距地面高度不得小于 2.5m，

并应采取防雨措施。  

(5）室内配线所用导线或电缆的截面应根据用电设备或线路的计算负荷确定，但铜线截面不

应小于 1.5mm2，铝线截面不应小于 2.5mm2。  

(6）钢索配线的吊架间距不宜大于 12m。采用瓷夹固定导线时，导线间距不应小于 35mm，

瓷夹间距不应大于 800mm；采用瓷瓶固定导线时，导线间距不应小于 100mm ,瓷瓶间距

不应大于 1. 5m；采用护套绝缘导线或电缆时，可直接敷设于钢索上。 

七、施工现场的配电箱和开关箱   

（一）配电箱与开关箱的设置  

(1）总配电箱应设在靠近电源的区域，分配电箱应设在用电设备或负荷相对集中的区域。分

配电箱与开关箱的距离不得超过 30m。开关箱与其控制的固定用电设备的水平距离不宜超

过 3m。  

(2）配电箱、开关箱应装设在干燥、通风及常温场所，不得装设在有严重损伤作用的瓦斯、

烟气、潮气及其他有害介质中，亦不得装设在易受外来固体物撞击、强烈振动、液体浸溅及

热源烘烤的场所，否则，应予清除或做防护处理。  



(3）配电箱、开关箱周围应有足够 2 人同时工作的空间和通道，不得堆放任何妨碍操作、维

修的物品，不得有灌木、杂草。 

（三）配电箱与开关箱的电器选择  

配电箱、开关箱内的开关电器应能保证在正常或故障情况下可靠分断电路，在漏电的情况下

可靠的使漏电设备脱离电源，在维修时有明确可见的电源分断点。 

配电箱和开关箱的电器选择应遵循下述各项原则。  

(1）配电箱的电器应具备电源隔离，正常接通与分断电路，以及短路、过载、漏电保护功能。

电器设置应符合下列原则： 

①当总路设置总漏电保护器时，还应装设总隔离开关、分路隔离开关以及总断路器、分路断

路器或总熔断器、分路熔断器。当所设总漏电保护器是同时具备短路、过载、漏电保护功能

的漏电断路器时，可不设总断路器或总熔断器。  

②当各分路设置分路漏电保护器时，还应装设总隔离开关、分路隔离开关以及总断路器、分

路断路器或总熔断器、分路熔断器。当分路所设漏电保护器是同时具备短路、过载、漏电保

护功能的漏电断路器时，可不设分路断路器或分路熔断器。 

(5）总配电箱应装设电压表、总电流表、电度表及其他需要的仪表。专用电能计量仪表的装

设应符合当地供用电管理部门的要求。装设电流互感器时，其二次回路必须与保护零线有一

个连接点，且严禁断开电路。 

(8）开关箱中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不应大于 30mA，额定漏电动作时间不应大于

0 . 1s。使用于潮湿或有腐蚀介质场所的漏电保护器应采用防溅型产品，其额定漏电动作电

流不应大于 0.1mA，额定漏电动作时间不应大于 0 .1s。 

八、施工现场的照明  

在施工现场的电气设备中，照明装置必须采取如下技术措施。  



(1）照明开关箱中的所有正常不带电的金属部件都必须作保护接零；所有灯具的金属外壳必

须作保护接零。  

(2）照明开关箱（板）应装设漏电保护器。  

(3）照明线路的相线必须经过开关才能进入照明器，不得直接进入照明器。  

(4）灯具的安装高度既要符合施工现场实际，又要符合安装要求。室外灯具距地不得低于

3m；室内灯具距地不得低于 2 .5m。 

(5）下列特殊场所使用的照明器应使用安全电压：  

①隧道、人防工程、高温、有导电灰尘或灯具离地面高度低于 2 .5m 等场所的照明，电源

电压不应大于 36V。  

②在潮湿和易触及带电体场所的照明电源电压不得大于 24V。 

③在特别潮湿的场所、导电良好的地面、锅炉或金属容器内工作的照明，电源电压不得大于

12V。  

④移动式照明器（如行灯）的照明电源电压不得大于 36V。 

九、电动施工机械和手持电动工具 

（一）电气设备外壳防护  

电气设备的外壳防护包括：固体进人壳内设备的防护、人体触及内部危险部件的防护、水进

入内部的防护。 

（二）起重机械  

塔式起重机应按规定要求做重复接地和防雷接地。轨道式塔式起重机接地装置的设置应符合

下列要求：  

(1）轨道两端各设一组接地装置。  

(2）轨道的接头处作电气连接，两条轨道端部做环形电气连接。  



(3）较长轨道每隔不大于 30m 加一组接地装置。 

（三）桩工机械  

(1）潜水式钻孔机电机的密封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IP68 级的规定。  

(2）潜水电机的负荷线应采用防水橡皮护套铜心软电缆，长度不应小于 1 . 5m，且不得承

受外力。  

(3）潜水式钻孔机开关箱中的漏电保护器必须符合对潮湿场所选用漏电保护器的要求。 

（四）夯土机械  

(1）夯土机械开关箱中的漏电保护器要符合对潮湿场所选用漏电保护器的要求，夯土机械

PE 线的连接点不得少于 2 处，夯土机械的负荷线应采用耐气候型橡皮护套铜芯软电缆。 

（五）焊接机械  

(1）电焊机械应放置在防雨、干燥和通风良好的地方。焊接现场不得有易燃、易爆物品。  

(2）交流弧焊机变压器的一次侧电源线长度不应大于 5m，其电源进线处必须设置防护罩。  

(4）电焊机械开关箱中的漏电保护器必须符合相关要求。交流电焊机械应配装防二次侧触电

保护器。  

(5）电焊机械的二次线应采用防水橡皮护套铜芯软电缆，电缆长度不应大于 30m ,不得采用

金属构件或结构钢筋代替二次线的地线。  

(7）严禁露天冒雨从事电焊作业。 

（六）手持电动工具 

1．手持电动工具的分类  

手持电动工具按触电保护可分：  

(1)Ⅰ类工具。工具在防止触电的保护方面不仅依靠基本绝缘，而且它还包含一个附加安全

预防措施。  



(2)Ⅱ类工具。工具在防止触电的保护方面不仅依靠基本绝缘，而且它还提供如双重绝缘或

加强绝缘的附加安全预防措施，没有保护接地措施，也不依赖安装条件。  

(3)Ⅲ类工具。工具在防止触电的保护方面依靠由安全电压供电和在工具内部不会产生比安

全电压高的电压。 

2．手持电动工具的安全使用要求  

(l）空气湿度小于 75％的一般场所可选用Ⅰ类或Ⅱ类手持电动工具，相关开关箱中漏电保护

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不应大于 15mA，额定动作时间不应大于 0 . 1s。  

(2）在潮湿场所或金属架上操作时，必须选用Ⅱ类或由安全隔离变压器供电的Ⅲ类手持电动

工具。  

(3）狭窄场所必须选用由安全隔离变压器供电的Ⅲ类手持电动工具，其开关箱和安全隔离变

压器均应设置在狭窄场所外面，并连接 PE 线。操作过程中，应有专人在外面监护。  

(4）手持电动工具的负荷线应采用耐气候型的橡皮护套铜芯软电缆，并不得有接头。 

(5）手持电动工具的外壳、手柄、插头、开关、负荷线等必须完好无损，使用前必须做绝缘

检查和空载检查，在绝缘合格、空载运行正常后方可使用。  

(6）使用手持电动工具时，必须按规定穿戴绝缘防护用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