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触电急救 

     人体触及带电体并有电流通过人体的情形叫触电。触电危及人身安全。只

有树立安全意识，严格按照安全操作规程进行电气作业，才能有效地防止触电。

掌握使触电者迅速脱离电源的方法，掌握根据触电者不同的症状进行抢救的方

法，是电气作业人员必备的基本技能。 

（学生应该掌握以下内容） 

    1、人体触及带电体并有电流通过人体的情形叫触电。 

2、触电危及人身安全。 

3、只有树立安全意识，严格按照安全操作规程进行电气作业，才能有效地

防止触电。 

第一节 电流对人体的危害 

触电时，电流通过人体造成的伤害有电击和电伤两种。电击是指电流通过

人体，使人体的内部组织受到伤害，严重时会导致人窒息、心跳停止而死亡。

电伤是指电流对人体表面造成的局部伤害，它使人体皮肤局部受到灼伤和烙伤，

严重时也会致人死亡。 

（学生应该掌握以下内容） 

1、触电时，电流通过人体造成的伤害有电击和电伤两种。 

2、电击是指电流通过人体，使人体的内部组织受到伤害，严重时会导致人

窒息、心跳停止而死亡。 

3、电伤是指电流对人体表面造成的局部伤害，它使人体皮肤局部受到灼伤

和烙伤，严重时也会致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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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体触电的形式 

（1）单相触电 （2）两相触电 （3）跨步电压触电 

人体的一部分与三相电

力系统中的一根带电的

相线接触的同时，另一部

分又与地（或零线）接触，

使电流从相线经人体到

地（或零线）形成回路而

触电。此外，人体接触漏

电设备的外壳，也会造成

单相触电。 

人体的不同部位同时接

触三相电力系统的两根

带电的相线，人体受线

电压的作用，发生触电，

电流直接经人体构成回

路。此时，通过人体的

电流比单相触电时大，

因此，这种触电方式是

最危险的。 

当有大电流流入电网接地

点或高压电接地时，电流在

接地点周围产生电压降，当

人走近接地点时（20m 内）

其跨步（0.8m）使两脚承受

一电压，造成跨步电压触

电。此时，越接近接地点，

跨步电压越大，通过人体的

电流越大。 

   

 

（学生应该掌握以下内容） 

1、人体触电的形式：单相触电、两相触电、跨步电压触电。 

二、决定触电伤害程度的因素 

（1）通过人

体电流的大

小 

对工频电流，成人的感知电流约为 1mA；摆脱电流约为 6~15mA。

若线路装有防止触电的速断保护，人体允许通过的电流可按 30mA
考虑。50~100mA 的电流会引起心室颤动而有生命危险；100mA
以上的电流则会迅速致人死亡。 

（2）电流通

过人体的时

间长短 

人体触电时间越长，电流对人体的伤害越大，故漏电保护器的保

护动作时间一般不超过 0.1s。 

（3）电流通

过人体的部

电流通过大脑和心脏最危险。电流从手到脚或从手到手会导致电

流通过心脏，因而是最为危险的。绝大部分触电情况是电流通过



位 心脏。 
（4）通过人

体电流的频

率 

频率为 30~300Hz 的交流电最危险。 

（5）触电者

的身体健康

状况 

在身体健康状况不良或精神状态较差时触电，会增加危险性。 

（学生应该掌握以下内容） 

1、决定触电伤害程度的因素：通过人体电流的大小、电流通过人体的时间

长短、电流通过人体的部位、通过人体电流的频率、触电者的身体健康状况。 

 

 

第二节 触电急救 

一、触电急救原则 

 

 

 

 

 

（学生应该掌握以下内容） 

触电急救原则：（1）迅速使触电者脱离电源（2）就地对触电者进行诊断

（3）使用正确姿势对症急救（4）抢救要及时、坚持、不中断。 

 

 

 

 

（1）迅速使触电者脱离电源 

（2）就地对触电者进行诊断 

人体触电后，会出现神经麻痹、呼

吸困难、血压升高、昏迷直至呼吸中断、

心脏停跳等险象。当触电者呈现昏迷状

态时，不能轻率认为触电者已死亡，而

应看作是“假死”，马上实施急救。 

（3）使用正确姿势对症急救 

（4）抢救要及时、坚持、不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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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触电者脱离低压电源的方法 

拉开触电现场的电源 用绝缘工具切断电源线 用干燥的木棒挑开电线 

 

 

 

 

  

单手抓触电者的干燥衣

服使其脱离电源 

用绝缘物推动触电者使

其脱离电源 

戴绝缘手套拉开触电者 

   

 

 

 
 
 
 
 
 
 
 
 
 
 

（学生应该掌握以下内容） 

使触电者脱离低压电源的方法： 

拉开触电现场的电源、用绝缘工具切断电源线、用干燥的木棒挑开电线、单手

抓触电者的干燥衣服使其脱离电源、用绝缘物推动触电者使其脱离电源、戴绝

缘手套拉开触电者。 

 
 

（1） 抢救者不能直接接触触电者的身体！ 

  （2）抢救者要尽量做到单手操作！ 

  （3）夜间抢救应置临时照明！ 

！ 



三、使触电者脱离高压电源的方法 
 
 
 
 
 
 
 
 
 
 
 

   迅速使触电者脱离电源，是抢救的最关键的一步。救护人员应该根据触电现

场的不同条件，采取安全可靠的方法进行。必须指出的是：使触电者脱离电源

的工作有一定的危险性，倘若没有安全措施或安全措施不当，不仅不能很快地

使触电者脱离电源，还可能使其遭受其它伤害，如碰伤、摔伤等，特别是在触

电后头部碰伤，往往会加速触电者死亡；如果抢救过程中使用方法不当，救护

人员也可造成触电。所以，救护人员在使触电者脱离电源的过程中，除了要争

分夺秒外，还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好安全措施，使抢救工作有条不紊地进

行。 

（学生应该掌握以下内容） 

使触电者脱离高压电源的方法： 

（1）立即通知有关部门停电。 

（2）戴上高压绝缘手套和穿上高压绝缘鞋，用合格和相应电压等级的绝缘工具

拉闸。 

（3）抢救者在做好高压绝缘与各种安全措施的条件下，强迫线路短路跳闸。 

 

 

 

（1）立即通知有关部门停电。 

（2）戴上高压绝缘手套和穿上高压绝缘鞋，用合格和相应电压等级的绝缘

工具拉闸。 

（3）抢救者在做好高压绝缘与各种安全措施的条件下，强迫线路短路跳闸。 

（若触电者在高处，应做好预防触电者从高处坠落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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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就地对触电者进行诊断 

使触电者脱离电源后，应马上将触电者移至通风、干燥的地方，使其仰卧，

将其上衣与裤带放松，并立该进行简单有效的诊断。 

 

 

一、诊断方法 

 

 

 

 

 

 

 

 

 

二、诊断后的做法 

诊  断  情  况 做      法 

（1）触电者尚有意识，心跳和呼吸存

在。 

送触电者到空气流通、暖和安静的地方

平卧休息，专人监护。 

（2）触电者丧失意识，但心跳和呼吸

存在。 

就地护理，尽快转送医院。 

（3）触电者呼吸停止，但尚有心跳。 立即用口对口人工呼吸的方法进行抢

救。 

诊断要快而准！ ！ 

看： 
   仔细观察触电

者的胸部和腹部

有无起伏动作。 

听： 
   用耳朵贴近触

电者的口鼻与心

房处，听其有无微

弱的呼吸和心跳。 

试： 
   用手轻触触电者颈动脉，看有无搏动，以判断有无心跳。 
把手指放在鼻孔边，通过感觉有无气流来判断有无呼吸。 



（4）触电者心跳停止，但呼吸尚存。 立即用胸外心脏挤压的方法进行抢救。 

（5）触电者丧失意识，心跳和呼吸停

止。 

立即用人工心肺复苏的方法进行抢救。 

      

     伴随受电击或电伤，触电者有时还会出现各种外伤，如皮肤创伤、电灼伤

和骨折等；高压触电还可能会造成大面积严重的深度灼伤。在诊断后，对明显

的外伤可同时进行应急处理，如止血、固定骨折部位等；对灼伤部位，应先用

无菌生理盐水冲洗，再用酒精涂擦，最后用消毒棉纱覆盖。 

 

 

 

 

 

 

 

 

（学生应该掌握以下内容） 

1、使触电者脱离电源后，应马上将触电者移至通风、干燥的地方，使其仰卧，

将其上衣与裤带放松，并立该进行简单有效的诊断。 

2、“看”：仔细观察触电者的胸部和腹部有无起伏动作。“听”：用耳朵贴近触电

者的口鼻与心房处，听其有无微弱的呼吸和心跳。“试”：用手轻触触电者颈动

脉，看有无搏动，以判断有无心跳。把手指放在鼻孔边，通过感觉有无气流来

判断有无呼吸。 

（1） 电击造成严重伤害时，会表现为全身电休克所导致

的“假死”现象。其特征是：触电者失去知觉，面孔苍白，

瞳孔放大（见右图），心跳与呼吸停止。 

（2）对“假死”者，抢救及时和坚持抢救是十分重要的。

有触电者经过 4h 甚至更长时间的连续抢救而获救的。据资

料统计：从触电后 1min 开始救治的，约 90%有良好效果；

从 6min 开始抢救的，约 10%有良好效果；而从 12min 开

始抢救的，则救活的可能性便很小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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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人工心肺复苏 

一、口对口人工呼吸 

   检查后发觉触电者无呼吸，应立即用口对口人工呼吸对触电者进行抢救。 

（1）清除口内异物 （2）头后仰，畅通气道 

将触电者身体及头部侧转，抢救者迅速

用 1 或 2 个手指从口角处插入，取出口

腔内的异物（如假牙）。 

抢救者的一手放在触电者前额使其头

部后仰，另一手的食指与中指放在触电

者下颌骨并抬起下颌。 

  

 

 

 
  

（3）口对口吹气 （4）让触电者呼气 

抢救者用一手的拇指与食指捏住

触电者鼻翼下端，使触电者鼻孔关闭；

另一手捏住触电者下颌，张开触电者的

嘴。抢救者深吸一口气后，张开口贴紧

触电者的嘴，用力向触电者口内吹气。

并观察触电者胸部有无上抬。 

吹气 2s 后，抢救者的嘴离开触电

者的嘴，同时，捏住触电者鼻翼的手松

开，并将触电者嘴合上，让触电者自由

呼气。 

 

 

 

 

 

  

注意： 

（1）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时，吹气 2s，触电者自由呼气 3s，每分钟做 12~16

次。 



（2）若触电者上、下牙咬紧，嘴不能张开，无法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时，抢救

者可用口对触电者的鼻孔吹气的方法进行抢救。 

（3）口对口人工呼吸抢救过程中，若被救者胸部有起伏，说明人工呼吸有效，

抢救方法正确；若胸部无起伏，说明气道不够畅通，或有梗阻，或吹气不足（但

吹气量也不宜过大，以胸廓上抬为准），抢救方法不正确等。 

二、胸外心脏按压 

  当发现触电者心跳停止，应马上采用胸外心脏按压的方法对触电者进行抢救。 

（1）确定正确的按压部位 （2）手的按压方法 

胸口剑突向上两指处，为胸外心脏按压

的正确部位。 
抢救者跪在触电者一侧，双臂伸直，双

手掌相叠，下面一只手的手掌根部放在

按压部位。 

  

 

 

 
  

（3）按压力度要求 （4）按压频率及深度 

按压时利用上半身体重和肩、臂部

肌肉力量向下平稳按压。按压至最低点

时应有一明显的停顿；然后放松，让触

电者胸部自然复位，但放松时下面手掌

不要离开按压部位。 

按压频率：每分钟 80~100 次。 
按压深度：成人：4~5cm；小孩：

2~3cm。 
下压与放松的时间要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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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 按压位置一定要准确，否则容易造成触电者胸骨骨折或其它伤害； 

（2） 两手掌不能交叉放置； 

（3） 按压时手指不要压在胸壁上，否则容易造成触电者胸骨骨折。 

（4） 不能作冲击式的按压，放松时应尽量放松，但手掌根部不要离开按压部位，

以免造成下次位置错位。 

（5） 要防止按压速度不由自主地加快，从而影响到抢救效果。 

（学生应该掌握以下内容） 

三、现场心肺复苏抢救法 

（1）判断意识 （2）摆放触电者 （3）畅通气道并判断呼

吸、心跳 
抢救者跪在触电者肩旁，

轻轻摇动触电者肩部，高

声呼叫：“喂！你怎么

啦？”要求在 5s 内完成。 

触电者仰卧，头颈、躯干

平直无扭曲，双手放在两

侧躯干旁，这样摆放有利

于抢救。要求在 5~10s 内
完成。 
  若触电者面部朝下，可

以按图示方法小心使触

电者保持整体的翻转到

正确体位。 

仰头、抬凳使触电者气道

畅通，用“看、听、试”

的方法判断触电者有无

呼吸和心跳。要求在

5~10s 内完成。 

 

 

 

 

 

 

 

  



（4）口对口人工呼吸 （5）胸外心脏按压 （6）双人现场心肺复苏法 

按口对口人工呼吸的方

法，马上做口对口人工呼

吸，给触电者吹气 2 次。

要求在 5~10s 内完成。 

完成 2 次人工呼吸后给触

电者进行胸外心脏按压

15 次。要求在 20~25s 内

完成。 
按“口对口吹气 2 次，心

脏按压 15 次”的方法反

复进行抢救。 

一人进行口对口人工呼

吸，另一人进行胸外心脏

按压。首先口对口人工呼

吸 2 次，然后心脏按压 5
次；再口对口人工呼吸 1
次，心脏按压 5 次，交替

进行。人工呼吸和心脏按

压不能同时进行。 

 

 

 

 

  

 

（7）抢救中进行检查 （8）不得随意打强心针 

  抢救过程中，要时刻注意触电者身体

状况的变化。一般每隔 5min 左右应检

查一次触电者的呼吸与心跳情况。 

对医务知识掌握不多的抢救者，若随意

给触电者打强心针，极易造成触电者的

死亡。故规定现场抢救时不能随意给触

电者打强心针。 

  

 

 

 

注意： 

   （1）现场采用心肺复苏法进行抢救时，要对触电者畅通气道并先口对口吹

气 2 次，是因为部分触电者会因呼吸道不通畅而产生窒息，以至心跳减慢。畅

通气道后触电者会因气流冲击使呼吸与心跳恢复。而心脏按压必须要在触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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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内有新鲜氧气的情况下进行。所以要先口对口给触电者吹气 2 次。 

（2）抢救时可请求周围的人协助，因一个人做心肺复苏不可能坚持较长时间，

而且疲劳后抢救动作容易走样。抢救的同时，应请人打电话给医院。 

 

 

 

触电事故的发生往往是由于下列情况造成的： 

（1） 缺乏电气安全常识； 

（2） 电气安装不符合要求； 

（3） 设备有缺陷和故障； 

（4） 违反操作规程或规定。 

因此，掌握电气安全知识，严格遵守电气管理和操作的安全规程和规定，

对每一个电气工作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学生应该掌握以下内容） 

 

 

 

 

 

 

 

 

 

    急救中，若触电者出现瞳孔放大已达 30s 以上，身上已出现尸斑，

身体关节出现僵硬，经医生作出死亡诊断后，才可以停止抢救。         ！ 



第五节  电工消防知识 

电气火灾是电路短路、过载、接触电阻增大、设备绝缘老化、电路产生火

花或电弧，以及操作人员或维护人员违反规程而造成的。它会造成严重的设备

损坏及人员伤亡事故，给国家带来极大的损失。因此，在电气设备管理和电气

操作中严格遵守电气防火规程，是每一个从事电气工作的人员必须时刻谨记之

事。 

一、发生电气火灾时的消防方法 

（1）电气设备发生火灾，首先要马上切断电源，然后进行灭火，并及时报

警。 

（2）若无法切断电源，应立即采取带电灭火的方法，选用二氧化碳、四氯

化碳、1211、干粉灭火剂等不导电的灭火剂灭火。灭火器和人体与 10kV 及以下

的带电体要保持 0.7m 以上的安全距离；与 35kV 及以下的带电体保持 1m 以上

的安全距离。灭火中要同时确保安全和防止火势蔓延。 

（3）用水枪灭火时应使用喷雾水枪，同时要采取安全措施，要穿绝缘鞋，

戴绝缘手套，水枪喷嘴应作可靠接地。 

（4）灭火人员应站在上风位置进行灭火，当发现有毒烟雾时，应马上戴上

防毒面罩。凡工厂转动设备和电气设备或器件着火，不准使用泡沫灭火器和砂

土灭火。 

（5）若火灾发生在夜间，应准备足够的照明和消防用电。 

（6）室内着火时，千万不要急于打开门窗，以防止空气流通而加大火势，

只有做好充分灭火准备后，才可有选择地打开门窗。 

（7）当灭火人员身上着火时，灭火人员可就地打滚或撕脱衣服；不能用灭火器

直接向灭火人员身上喷射，而应使用湿麻袋、石棉布或湿棉被将灭火人员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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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防栓的使用 

室 内 消 防 栓 将喷雾水枪接上消

防栓，可用来扑灭油类、

变压器和多油开关等电

气设备的火灾。使用时，

打开消防栓的门，卸下消

防栓出水口上的堵头，接

上水带，再接上喷雾水

枪，最后打开消防栓的水

闸即可使用。 

喷 雾 水 枪 

  

 

 

直流水枪装上一只双级

离心喷雾头后即为喷雾

水枪。 

 

 

 

 

 

 

 

 

 

 

 

 

 

 

 

 



三、各类常用灭火器的用途与使用方法 

二氧化碳灭火器 

 瓶内状有液态的二氧化碳。这种灭火剂不

导电，可扑救电气、精密仪器、油类和酸

类火灾，不能扑救钾、钠、镁、铝等物质

的火灾。使用时，应接近着火地点，保持

3m 的距离（手枪式），一手拿好喇叭筒，

对着火源，另一手打开开关。应注意：当

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达到 10%时，会使人

感到窒息，所以使用时一定要打开门窗，

保证通风。 

 

 

干粉灭火器 

 钢筒内装有钾盐或钠盐干粉，并备装有压

缩气体的小钢瓶。这种灭火剂不导电，可

扑救电气设备的火灾，但不宜扑救旋转电

机的火灾；可扑救石油新产品、油漆、有

机溶剂、天然气及其设备的火灾。使用时，

手拿着灭火器，距火区 3~4m 处，拔去保

险销，一手紧握喷嘴，对准火焰的根部，

另一手紧握导钎提环，将顶针压下，干粉

灭火器内就会喷出大量干粉气流。 

 

 

1211 灭火器 

 钢筒内装有二氟一氯一溴甲烷，并充填压

缩氧气。这种灭火剂不导电，可扑救油类、

电气设备、化工化纤原料等引起的火灾。

规格为 1kg 这种灭火器喷射时间为 6~8s，
射程为 2~3m。使用时，拔下铅封或横销，

用力压下压把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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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灭火器 

 筒内装有碳酸氢钠、发沫剂和硫酸铝

溶液。这种灭火剂可用于扑救油类或其它

易燃液体的火灾。不能扑救忌水和带电物

体的火灾。规格为 10L 的这种灭火器喷射

时间为 60s，射程为 8m。用时将灭火器倒

过来，稍加摇动或打开开关，药剂便马上

喷出。 

 

 

 

四、ABC 干粉灭火器的使用 

   ABC 干粉灭火器是目前公共场所与家庭使用最多的灭火器材。其中 ABC 的

含义是： 

   A：表示 A 类火灾。A 类火灾为固体物质燃烧时形成的火灾，如木材、棉麻、

纸张等，固体物质在燃烧时能产生灼热的余烬。 

B：表示 B 类火灾。B 类火灾为液体和可熔化的固体物质燃烧时形成的火灾，

如汽油、煤油、甲醇、乙醇、沥青等。 

C：表示 C 类火灾。指气体或金属燃烧时形成的火灾，气体如天燃气、氢气、

煤气等。 

 

 

 

 

 



ABC 干粉灭火器以液

态二氧化碳或氮气作

动力，驱使灭火器内的

干粉灭火剂喷出灭火。

ABC 干粉灭火器可扑

救固体、液体和气体及

带电设备的初期火灾。

除适用于各类公共场

合、办公场所外、还适

用于配电房、机房、厨

房等容易发生可燃液

体气体和带电火灾等

场所，但是不适宜用于

扑救轻金属材料火灾。 
    使用 ABC 干粉灭

火器灭火时，先将灭火

器上下颠倒几次，使筒

内干粉松动，然后拔出

安全针（保险销），将

灭火器喷嘴对准火焰

底部，压下压把（手

柄），使干粉灭火剂喷

出灭火。 

 

 

五、使用灭火器扑灭电气火灾的注意事项 

（1）对于初起的电气火灾， 可使用二氧化碳灭火器、四氯化碳灭火器、

1211 灭火器或干粉灭火器等。这些灭火器中的灭火剂是非导电物质，可用于带

电灭火。不能直接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因水和泡沫都是导电物质。 

（2）对转动着的电机等的火灾，为防止设备的轴承、轴等变形，可用二氧

化碳、四氯化碳、1211 或喷雾水流扑救。但不能用砂子和干粉扑救，以防砂、

粉落入电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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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配电装置如变压器、油浸式互感器等的火灾，宜使用干粉灭火机（器）

扑救。只有在不得已时，才可使用干砂直接投向电气设备。 

（4）对带电设备的火灾，勿使用泡沫灭火器扑救，因为这种灭火方法会有

触电危险，且会损坏电气设备。 

（5）对地面上变压器油等燃料的灭火，可使用干砂覆盖或泡沫灭火器喷射，

但不可用消防水龙的水冲浇。 

（6）当溢在变压器盖顶上的变压器油着火时，应开启变压器下部的放油阀

排油，使油面下降至低于燃火处。 

（7）对于电力电缆的火灾，可使用干砂或干土覆盖，但不能使用水或泡沫

灭火器扑救。 

（8）对架空线路等空中设施灭火时，要注意人体与带电体之间的仰角不宜

超过 45°，防止导线跌落时伤人。 

（学生应该掌握以下内容） 

 

 

 

 

 

 

（学生应该掌握以下内容） 

 

 

 



 
 

技能训练一    触电急救 

Ⅰ、训练目的 

了解触电急救的有关知识，学会触电急救方法。 

Ⅱ、训练器材 

（1）模拟的低压触电现场； 

（2）各种工具（含绝缘工具和非绝缘工具）； 

（3）体操垫 1 张； 

（4）心肺复苏急救模拟人。 

Ⅲ、训练前准备 

（1）了解电流对人体的伤害、人体触电的形式与相关因素； 

（2）了解触电急救的方法（脱离电源、抢救准备与心肺复苏）。 

Ⅳ、训练内容 

（1）使触电者尽快脱离电源的方法； 

（2）心肺复苏急救方法。 

Ⅴ、训练方法 

①使触电者尽快脱离电源的训练步骤： 

（1）在模拟的低压触电现场让一学生模拟被触电的各种情况，要求学生两人一

组选择正确的绝缘工具，使用安全快捷的方法使触电者脱离电源。 

（2）将已脱离电源的触电者按急救要求设置在体操垫上，学习“看、听、试”

的判断方法。 

（3）完成技能训练报告一第①和第②题。 

②心肺复苏急救方法的训练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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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要求学生在工位上练习胸外挤压急救手法以及口对口人工呼吸法的动作和

节奏。 

（2）让学生用心肺复苏模拟人进行心肺复苏训练，根据打印输出的训练结果，

检查学生急救手法的力度和节奏是否符合要求（若采用的模拟人无打印输出，

可由指导老师计时和观察学生的手法以判断其正确性），直至学生掌握方法为

止。 

（3）完成技能训练报告一第③题 

  

技能训练报告一  触电急救 

班级：           姓名：         学号：         日期： 

① 当发现有人触电时，应如何安全地使触电者脱离电源？ 

 

 

 

② 写出对触电者作抢救准备的要求。 

（1） 触电者放置的地方： 

 

 

（2） 触电者放置的姿势： 

 

 

（3） 触电者症状的判断： 

 



 

（4）触电者畅通气道： 

 

 

③写出对触电者进行抢救的方法。 

（1） 口对口人工呼吸法： 

 

 

（2） 胸外心脏按压法（画出按压位置）： 

 

 

（3） 心肺复苏法： 

 

 

 

技能训练报告一  触电急救（答案） 

班级：           姓名：         学号：         日期： 

（1） 当发现有人触电时，应如何安全地使触电者脱离电源？ 

答：使触电者脱离低压电源的方法：拉开触电现场的电源、用绝缘工具切断电

源线、用干燥的木棒挑开电线、单手抓触电者的干燥衣服使其脱离电源、用绝

缘物推动触电者使其脱离电源、戴绝缘手套拉开触电者。 

（2） 写出对触电者作抢救准备的要求。 

（1）触电者放置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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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干燥、通风处 

 

（2）触电者放置的姿势： 

答：使触电者仰卧，将其上衣与裤带放松，头颈、躯干平直无扭曲，双手

放在两侧躯干旁，这样摆放有利于抢救。 

 

（3）触电者症状的判断： 

答：“看”：仔细观察触电者的胸部和腹部有无起伏动作。“听”：用耳朵贴近

触电者的口鼻与心房处，听其有无微弱的呼吸和心跳。“试”：用手轻触触电者

颈动脉，看有无搏动，以判断有无心跳。把手指放在鼻孔边，通过感觉有无气

流来判断有无呼吸。 

（4）触电者畅通气道： 

答：抢救者的一手放在触电者前额使其头部后仰，另一手的食指与中指放在触

电者下颌骨并抬起下颌。 

 

③写出对触电者进行抢救的方法。 

（1）口对口人工呼吸法： 

答：（1）清除口内异物：将触电者身体及头部侧转，抢救者迅速用 1 或 2 个手

指从口角处插入，取出口腔内的异物（如假牙）。（2）头后仰，畅通气道：抢救

者的一手放在触电者前额使其头部后仰，另一手的食指与中指放在触电者下颌

骨并抬起下颌。（3）口对口吹气：抢救者用一手的拇指与食指捏住触电者鼻翼

下端，使触电者鼻孔关闭；另一手捏住触电者下颌，张开触电者的嘴。抢救者

深吸一口气后，张开口贴紧触电者的嘴，用力向触电者口内吹气。并观察触电

者胸部有无上抬。（4）让触电者呼气：吹气 2s 后，抢救者的嘴离开触电者的嘴，

同时，捏住触电者鼻翼的手松开，并将触电者嘴合上，让触电者自由呼气。 

 

 



（2）胸外心脏按压法（画出按压位置）： 

答：（1）确定正确的按压部位：胸口剑突向上两指处，为胸外心脏按压的正确

部位。（2）手的按压方法：抢救者跪在触电

者一侧，双臂伸直，双手掌相叠，下面一只

手的手掌根部放在按压部位。（3）按压力度

要求：按压时利用上半身体重和肩、臂部肌

肉力量向下平稳按压。按压至最低点时应有

一明显的停顿；然后放松，让触电者胸部自然复位，但放松时下面手掌不要离

开按压部位。下压与放松的时间要相等。（4）按压频率及深度：按压频率：每

分钟 80~100 次。按压深度：成人：4~5cm；小孩：2~3cm。 

（3）心肺复苏法： 

答 ：（1）判断意识：抢救者跪在触电者肩旁，轻轻摇动触电者肩部，高声呼叫：

“喂！你怎么啦？” （2）摆放触电者：触电者仰卧，头颈、躯干平直无扭曲，

双手放在两侧躯干旁，这样摆放有利于抢救。（3）畅通气道并判断呼吸、心跳：

若触电者面部朝下，小心使触电者保持整体的翻转到正确体位。仰头、抬凳使

触电者气道畅通，用“看、听、试”的方法判断触电者有无呼吸和心跳。（4）
口对口人工呼吸：按口对口人工呼吸的方法，马上做口对口人工呼吸，给触电

者吹气 2 次。（5）胸外心脏按压：完成 2 次人工呼吸后给触电者进行胸外心脏

按压 15 次。要求在 20~25s 内完成。按“口对口吹气 2 次，心脏按压 15 次”的

方法反复进行抢救。（6）双人现场心肺复苏法：一人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另一人

进行胸外心脏按压。首先口对口人工呼吸 2 次，然后心脏按压 5 次；再口对口

人工呼吸 1 次，心脏按压 5 次，交替进行。人工呼吸和心脏按压不能同时进行。

（7）抢救中进行检查：抢救过程中，要时刻注意触电者身体状况的变化。一般

每隔 5min 左右应检查一次触电者的呼吸与心跳情况。（8）不得随意打强心针：

对医务知识掌握不多的抢救者，若随意给触电者打强心针，极易造成触电者的

死亡。故规定现场抢救时不能随意给触电者打强心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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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训练二    消防训练 

Ⅰ、训练目的 

了解扑灭电气火灾的知识，掌握主要消防器材的使用。 

Ⅱ、训练器材 

（1）模拟的电气火灾现场（在有确切安全保障和防止污染的前提下点燃一盆明

火）； 

（2）本单位的室内消防栓（使用前要征得消防主管部门的同意）、水带和水枪； 

（3）干粉灭火器和泡沫灭火器（或其它灭火器）。 

Ⅲ、训练前准备 

（1）了解有关电气火灾扑救的消防知识； 

（2）了解室内消防栓、水带与喷雾水枪的使用方法； 

（3）了解干粉灭火器和泡沫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4）准备一个合适的地点作模拟火场，准备好点火材料，并切实做好意外灭火

措施。 

Ⅳ、训练内容 

（1）使用水枪扑救电气火灾的方法； 

（2）使用干粉灭火器和泡沫灭火器（或其它灭火器）扑救电气火灾的方法。 

Ⅴ、训练方法 

① 使用水枪扑救电气火灾的训练步骤： 

将学生分成数人一组，点燃模拟火场，让学生完成下列操作： 

（1） 断开模拟电源。 

（2） 穿上绝缘靴，戴好绝缘手套。 



（3） 跑到消防栓前，将消防栓门打开，将水带按要求滚开至火场，正确接驳消

防栓与水枪，将水枪喷嘴可靠接地。 

（4） 持水枪并口述安全距离，然后打开消防栓水闸将火扑灭。 

（要求学生分工合作，动作迅速、正确，符合安全要求。） 

②使用干粉灭火器和泡沫灭火器（或其它灭火器）扑救电气火灾的训练步骤： 

（1）点燃模拟火场。 

（2）让学生手持灭火器对明火进行扑救（注意要求学生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

（3）清理训练现场。 

 （为了节约，可将训练安排在灭火器药品更换期时进行。） 

③完成技能训练报告二。 

 

技能训练报告二  消防训练 

班级：           姓名：         学号：         日期： 

①发生电气火灾时首先要做的两件事是： 

 

 

 

 

②写出目前常用的灭火器的名称和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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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带电灭火的要求与措施有哪些？ 

 

 

 

 

查阅资料，了解引起电气火灾的各种原因、危害性（举出实例）和预防措施；谈谈自己对电气安全技能训

练的体会。 
 
 
 
 

技能训练报告二  消防训练（答案） 

班级：           姓名：         学号：         日期： 

①发生电气火灾时首先要做的两件事是： 

答：电气设备发生火灾，首先要马上切断电源，然后进行灭火，并及时报警。 

 

②写出目前常用的灭火器的名称和使用方法。 

答：（1）二氧化碳灭火器：使用方法：使用时，应接近着火地点，保持 3m 的距

离（手枪式），一手拿好喇叭筒，对着火源，另一手打开开关。 

    （2）干粉灭火器：使用方法：使用时，手拿着灭火器，距火区 3~4m 处，

拔去保险销，一手紧握喷嘴，对准火焰的根部，另一手紧握导钎提环，将顶针

压下，干粉灭火器内就会喷出大量干粉气流。 

    （3）1211 灭火器：使用方法：使用时，拔下铅封或横销，用力压下压把。 

    （4）泡沫灭火器：使用方法：用时将灭火器倒过来，稍加摇动或打开开关，

药剂便马上喷出。 

 



③带电灭火的要求与措施有哪些？ 

答：（1）对于初起的电气火灾，可使用二氧化碳灭火器、四氯化碳灭火器、1211

灭火器或干粉灭火器等。不能直接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 

（2）对转动着的电机等的火灾，为防止设备的轴承、轴等变形，可用二氧

化碳、四氯化碳、1211 或喷雾水流扑救。但不能用砂子和干粉扑救，以防砂、

粉落入电机内。 

（3）对配电装置如变压器、油浸式互感器等的火灾，宜使用干粉灭火机（器）

扑救。只有在不得已时，才可使用干砂直接投向电气设备。 

（4）对带电设备的火灾，勿使用泡沫灭火器扑救，因为这种灭火方法会有

触电危险，且会损坏电气设备。 

（5）对地面上变压器油等燃料的灭火，可使用干砂覆盖或泡沫灭火器喷射，

但不可用消防水龙的水冲浇。 

（6）当溢在变压器盖顶上的变压器油着火时，应开启变压器下部的放油阀

排油，使油面下降至低于燃火处。 

（7）对于电力电缆的火灾，可使用干砂或干土覆盖，但不能使用水或泡沫

灭火器扑救。 

（8）对架空线路等空中设施灭火时，要注意人体与带电体之间的仰角不宜

超过 45°，防止导线跌落时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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