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触 电 危 害 及 救 护
电，有利有弊。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也会我们带来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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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对人体的伤害
Part  01

The harm of electric current to human body



       由于电流通过人体时造
成的内部器官在生理上的反
应和病变。随着电流的大小
不同人体的反应也不同。如
针刺感、击痛感、昏迷、心
室颤动、呼吸困难或停止现
象。

电流通过人体的途径

电流的种类

人体电流的大小

触电者人体状况

一、电击

电流持续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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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触电事故与电流大小的关系

感知
电流

摆脱
电流

安全
电流

致命
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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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引起人们感觉的最小电流。感知电流值因人而异。总体上
成年男子感知电流平均值约为1mА，而成年女子约为0.7mА。

通过人体的使人能够忍受并能自动摆脱的最大电流。平均值
为10mА。

使人不发生心室颤动的最大电流。一般场合取30mA为安全电
流。即认为30mA是人体可以忍受又无致命危险的最大电流。

在较短的时间内危及生命的最小电流。当通过人体的电流强
度超过50mА，时间超过1s就可能发生心室颤动和呼吸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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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频电

工频电流对人体的伤害
最大。50-60Hz的频率
和人体神经及肌肉组织
的生物节律是相符的。

高频电

当电流频率超过20KHz
时，对人体的危害明显

减小。
直流电

相同条件下，直流电
对人体的影响较小。

  2、 触电事故与电流种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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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通电的时间越
短，伤害越小。人
体通电的时间越长，
伤害越大，后果越
可怕。

电流从人体的左手
流经至前胸时，对
人体的伤害最严重。

身体好危害轻，身
体不好危害重；
儿童轻成年重；男
性轻女性重。

 3、 触电事故与时间的关系  4、  5、
触电事故与
电流路径的关系

触电事故与触电
者身体状况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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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伤是电流通过人体时所造成的伤害。

电伤会在人体上留下明显的伤痕。

电弧
灼伤

电烙印

皮肤金
属化

 

电伤

二、电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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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电事故发生的规律
Part  02

The law of electric shock accidents



根据触电事故的原因及频率分析： 违章作业事故多

携带式设备和移动式设备多

低压触电事故多

触电事故季节性明显

农村触电事故多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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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电工人员触电多6

六 条 规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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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击事故分类
Part  03

Common electric shock methods



一、 对地电压、接触电压和跨步电压
对地电压

当接地的设备漏电时，接地电流IE流入地下后自接地体向
四周流散形成流散电流。电流自接地体向大地流散时沿地
面产生电压降。距离接地点20米左右的地方，电位趋近
于零，对地电压就是带电体与电位为零的大地之间的电压。
UE就是漏电设备的对地电压。

接触电压
指人体某点触及带电体时，加于人体该点与人体接地点之
间的电压。UC就是a人的接触电压。人的接触距离按0.8m
考虑。人站立的地点离开接地点越远，可能承受的接触电
压越大。

指人进入地面带电的区域内时，加在人的两脚之间的电压。
UW1和UW2分别是c人和b人的跨步电压。人的跨距按0.8m
考虑。图中，b人紧靠接地体位置，承受的跨步电压最大；
c人离开了接地体，承受的跨步电压要小一些。

跨步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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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及正常状态下不带电，而在故障状态下意外带电的带电体（如触及漏电设备的外壳）时
发生的电击，也称为故障状态下的电击。
防止间接接触电击的安全措施：接地或接保护线

我国380V/220V低压配电系统都是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采用漏电电流不超过30mA，动作时间不大于0.1秒的漏
电保护器提供间接接触电击保护。

触及正常状态下带电的带电体（如误触接线端子）时发生的电击，也称正常状态下的电击。
防止直接接触电击的安全措施：绝缘、屏护、间距等

间接接触电击

    直接接触电击

二、 电击事故分类
1、按照发生电击时电气设备的状态：

低压电工安全理论知识



单相
电击

两相
电击

跨步电
压电击

单相电击是人体站在导
电性地面或接地导体上，
人体某一部位触及某相
火线，而造成的电击。

单相电击是发生最多的触电事故。
在低压供电系统中发生单相触电，
人体所承受的电压几乎就是电源
的相电压220V。

两相电击指人体同时接
触设备或线路中的两相
导体而发生的触电现象。

人体触及一相火线、一相零线，
人体承受的电压为220V；若人体
触及两根火线，则人体承受的电
压为线电压380V。两相触电对人
体的危害更大。

跨步电压电击是人体进
入地面带电的区域时，
两脚之间承受的跨步电
压造成的电击。

人体误入电流入地点地面电位区
域时，应两脚并拢或单腿跳跃，
离开电位分布区8-10米以外。穿
靴鞋时，人体受到的接触电压和
跨步电压将大大降低。

2、按照人体触及带电体的方式和电流流过人体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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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电急救的方法
Part  04

Common electric shock methods



注意事项

内
容

脱离电源

对症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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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电急救的基本原则：

低 压 电 工 作 业

动作迅速  方法正确

对触电者进行迅速持久的抢救



心肺复苏

目录

脱离电源

判断体征

低 压 电 工 作 业

人工呼吸



方法1

就近拉闸断电

一、脱离电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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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2

利器切断电源

一、脱离电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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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3

挑开导线

一、脱离电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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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4

拽触电者

一、脱离电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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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5

触电者或施救者
身下垫上绝缘物

一、脱离电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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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5方法4方法3方法2方法1

就近拉闸断电 利器切断电源 挑开导线 拽触电者
触电者或施救者
身下垫上绝缘物

一、脱离电源的方法

低 压 电 工 作 业

注意：以上五种方法应该以“快”为原则。



1、救护人员不可直
接用手、其他金属
及潮湿的物体作为
救护工具。

2、防止触电者脱离
电源后可能的摔伤。

3、救护者在救护过
程中要注意自身和被
救者与附近带电设备
之间的安全距离。

4、如事故发生在夜
间，应设置临时照明
灯。

二、脱离电源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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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内
容

对症救护

脱离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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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判断体征

1、判断意识、摆体位

摇肩膀、喊名字、掐人中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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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意识 心跳 呼吸 对症治疗措施

1 有意
识

存在 存在 安静休息、注意保暖

2 昏迷 存在 存在
严密观察、为心肺复苏做准备，

并拨打120

3 昏迷 停止 存在 胸外按压，并拨打120

4 昏迷 存在 停止
口对口（鼻）人工呼吸，并拨

打120

5 昏迷 停止 停止 心肺复苏，并拨打120

体位：使触电者仰卧在坚固的平（地）
面上，将双上肢放置身体两侧 



      方法： 将耳贴近触电人的口和鼻，头部偏向触电人胸部。中指食指并拢，触摸气管喉结
两侧2-3公分凹陷处颈动脉。

2、检查呼吸、心跳

①视：胸部有无起伏 

②听：有无呼气声 

③感：有无气体排出 

④摸：有无脉搏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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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肺复苏

1）畅通气道

1、人工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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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解开上衣、松开腰带。

第二步：清除口中异物。将患者头部轻缓的偏向
一侧，清除伤病员口中异物（如呕吐物、假牙、
泥沙等），进行清除。



第三步：抬颏按额

救护者一手手掌缘下压额头，另一只手食指中指并

拢轻托下巴颏，使头充分后仰。立即开放气道是心

肺复苏成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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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气道开放，施救者双膝跪地，用放在触电者前额手的
拇指和食指捏紧伤员的鼻子，吸一口气，嘴巴尽量张大，
包住触电人的嘴 ，缓慢持续的将气体吹入。观察触电者
胸部有无隆起。确定吹气是否有效。

2）缓慢吹气

吹气完毕，施救者侧头吸入新鲜空气，松开捏住鼻子的手，
让气体从伤者的肺部自然排出。此时注意胸部复原的情况。
听、感呼吸情况，确认气道通畅。准备进行下一次吹气。

3）自然排气

如此反复进行。成人每5~6s吹气一次，每分钟10~12次，
儿童每分钟12~20次。每次吹气时间1s。

4）坚持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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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胸外按压

心跳停止时间极短时，立即手握空心拳垂直向下捶击心前区2次（拳高距离胸壁20~25cm），

每次1-2S。心跳不能恢复时应立即进行胸外按压。

1）按压位置：施救人员双膝跪地，将右手食指
和中指并拢，沿肋弓下缘上滑到肋弓交界处，将
左手手掌根紧贴右手食指。

A.两乳头连线的中间点 B.胸骨交叉点往上二横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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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压方法：施救人员双手掌根同向重叠，十指
相扣，掌心翘起，手指向前翘起并不触及胸壁。
双臂伸直上半身倾斜，以髋关节为支点，垂直向
下、用力、有节奏的按压。

3）按压注意事项：下压深度4~5cm，并让胸廓
充分回弹，掌心贴紧，不要离开或移动。按压与
放松的频率相等，按压频率100次/min。

心肺复苏法：
每吹2口气按压30
次，进行五个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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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脉搏有了

面色红了

手脚动了

瞳孔小了

抢救过程中的再判定：心肺复苏有效

视   听
感   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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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电源

内
容

注意事项

对症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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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重使用肾上腺素。要具备相应的条件，才可以考虑。

应坚持不断的、持续的施行心肺复苏，除非触电者恢复自主呼吸和心跳；不可
轻率的终止抢救，除非有专业的医护人员。运送医院的途中也不能终止抢救。

正确运用口对口（鼻）人工呼吸法和胸外按压法。

应当尽快、就地开始抢救，不能等候医生的来。

对于与触电同时发生的外伤，应根据情况进行处理。对于不危及生命的轻伤，
可放在急救之后，对于严重的外伤应与急救同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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