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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电子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自动控制技术和系统工程技术获得了空前的高速发展，并
渗透到各个领域，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方便和利益。
建筑领域也未能例外，智能化建筑便是在这一背景下走进人们的生活。
智能化建筑充分应用各种电子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系统工程技术，并加以研发和
整合成智能装备，为人们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并日益成为主导现代建筑的
主流。
近年来，人们不难发现，凡是按现代化、信息化运作的机构与行业，如政府、金融、商业、医疗、文
教、体育、交通枢纽、法院、工厂等，他们所建造的新建筑物，都已具有不同程度的智能化。
　　智能化建筑市场的拓展为建筑电气工程的发展提供了宽广的天地。
特别是建筑电气工程中的弱电系统，更是借助电子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自动控制技术和系统工程
技术在智能建筑中的综合利用，使其获得了日新月异的发展。
智能化建筑也为其设备制造、工程设计、工程施工、物业管理等行业创造了巨大的市场，促进了社会
对智能建筑技术专业人才需求的急速增加。
令人高兴的是众多院校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调整教学计划、更新课程内容，致力于培养建筑电气与
智能建筑应用方向的人才，以适应国民经济高速发展需要。
这正是这套建筑电气与智能建筑系列教材的出版背景。
　　我欣喜地发现，参加这套建筑电气与智能建筑系列教材编撰工作的有近20个姐妹学校，不论是主
编者或是主审者，均是这个领域有突出成就的专家。
因此，我深信这套系列教材将会反映各姐妹学校在为国民经济服务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
系列教材的出版还说明一个问题，时代需要协作精神，时代需要集体智慧。
我借此机会感谢所有作者，是你们的辛劳为读者提供了一套好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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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气安全（第2版）》主要讨论电力用户范围内面向非电气专业人员的电气安全问题，重点在
于工程技术措施。
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介绍与电气安全相关的基础知识，第二章介绍低压配电系统，第三～六章分别
介绍电击防护、建筑物防雷、过电压及低压系统电涌保护和电气环境安全问题。
附录中所收录的数据可供学生了解实例和完成作业，也可部分满足课程设计与毕业设计的需要。
　　《电气安全（第2版）》特别注意了理论体系与工程体系的协调，既可用作大学本科电气和安全
工程专业的专业课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用作注册电气工程师（供配电专业）考试复习的参考资料
，还可供建筑电气设计、安装和物业管理等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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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能量范围广且谱密度分布多样　　能量大者如雷电，雷电流量值可达数百千安培，且高频和直
流成分大；小的如电击电流，以工频电流为主，电流仅为毫安级。
对于大能量的危害，合理控制能量的泄放是主要防护手段，因此泄放能量的能力大小是保护设施的重
要指标；而对小能量的危害，能否灵敏地感知是防护的关键，因此保护设施的灵敏性又成了重要的技
术指标。
　　4.作用时间长短不一　　短者如雷电过程，持续时间仅为微秒级；长者如导线间的问歇性电弧短
路，通常要持续数分钟至数小时才会引发火灾；而电气设备的轻度过载，持续时间可达若干年，使绝
缘结构的寿命缩短，最终才因绝缘损坏而产生漏电、短路或火灾。
对不同持续时间的电气危害，其保护设施的响应速度和方式也应有所不同。
　　5.关联性　　不同危害之间、危害与防护措施之间、不同防护措施相互之间常常互有牵扯，不能
完全割离，这就是关联性。
如绝缘损坏导致短路，而短路又可能引发绝缘介质燃烧，导致电气火灾；又如建筑物外部防雷装置可
极大地减小雷击产生的破坏，但雷电流在防雷装置中通过时又可能产生反击、感应过电压、跨步电压
电击等新的危害；再如剩余电流保护与电涌保护之间配合不当时，可能产生相互消减对方防护效果的
现象。
因此，电气危害的防护需要统筹兼顾。
　　四、电气危害的规律　　不同类型的电气危害，各具自身的规律性。
比如电击事故的规律为：①季节性，夏季居多；②低压触电居多；③移动式和手握式设备居多；④农
村触电事故居多；⑤特殊场所如施工现场、矿山巷道、狭窄场所等居多等。
但总体来说，各类电气危害都具有以下共同的规律。
　　第一，电气危害总是伴随着能量的非期望分配。
不管是供配电系统的电气危害，还是自然界产生的电气危害，危害发生时，总是有非期望的电磁能量
出现在非期望的场所或部位。
如电击发生时，本应传送给用电负荷的能量有一小部分传送至了人体；绝缘介质的高温，通常是导体
中的损耗超过了预期值，等等。
这一规律提示我们，在研究防护措施时，应时刻关注能量的分配问题。
　　第二，电气危害的发生总是伴随有物理参量或特性的变化，这些参量可以是运行参量，也可以是
本构参量。
如雷击发生时接闪器处的电场强度剧升，电击发生时可能会有剩余电流产生，等等。
找出电气危害发生时特定参量与正常运行时的明显差异，是发现电气危害发生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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