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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电工测量技术知识的应用已普及到各行各业，无论是初学者、爱好者还是专业工作者，根
据自己所从事的专业性质和爱好，总是希望能找到最适合自己使用的电工测量类工具书。
为此，本书作者根据工作的实际需要，编写了这本《电工测量速查速算手册》。
　　本书以常用的基本知识为主，语言简练、通俗易懂，通过计算公式，给出相应的实例。
同时，根据不同的章节，提供了大量的计算例题，为读者参考选用。
　　本书内容丰富，涵盖了现代电工测量技术的基本知识点，其主要特点是以计算题的形式出现，对
公式符号的表示、例题的应用，都加以说明，从而满足了不同程度、不同工作性质的读者要求。
同时，根据读者所需要的内容，通过目录可迅速查到公式，然后，再通过公式迅速查到相应的例题所
在的位置，突出了速查速算的特点。
另外，此书采用的是小开本，携带方便，随用随查，为读者提供了便利。
　　本书由河北省电力研究院刘润民编著。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广泛参考和引用了众多专家、学者的文章，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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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根据不同读者的需要，本书收集了现代电工测量行业常用的计量公式和部分相关的数据资料。
《电工测量速查速算手册》共10章，主要内容包括：直流电路计算，正弦交流电路计算，误差、准确
度及电能不确定度的计算，有效数字与检定结果的数据处理，电能表，电测仪表，互感器，电能计量
装置及负荷率，电动机及电子有关量值的计算，电子元件及电气设备的测量与判断。
　　《电工测量速查速算手册》注重简明实用，内容由浅入深，步步递进。
计算公式及必要的图解或文字说明均以表格形式编排，使读者一目了然，力求达到&ldquo;即查即
用&rdquo;的效果。
　　本书可供具备电工基本计算能力的各类电气人员、电测工作人员使用，也可供相关专业的大中专
师生参考，是一本理想的便携式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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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 如何测试双向二极管？
10.1.5 如何测试稳压二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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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 如何测试发光二极管？
10.1.7 如何用万用表判断晶体管（即三极管）的极性？
10.1.8 如何用万用表判断晶体管是硅管还是锗管？
10.1.9 如何用万用表测量晶体管的穿透电流？
10.1.10 如何用万用表测量晶体管的温度稳定性？
10.1.11 如何用万用表测量晶体管的电流放大系数？
10.1.12 如何用万用表检查高压硅堆的好坏？
10.1.13 如何用万用表判断普通晶闸管的电极？
10.1.14 如何用万用表来判断电容器的正、负极？
10.1.15 如何用万用表判断电容器质量的好坏？
10.1.16 如何用万用表判断集成电路的好坏？
10.1.17 如何用万用表判断电阻器的好坏？
10.1.18 如何用万用表判断可变电阻器的好坏？
10.1.19 如何测试热敏电阻、光敏电阻？
10.1.20 如何用万用表判断电感器的好坏？
10.1.21 如何用万用表判断变压器的好坏？
10.1.22 如何用万用表判断开关的好坏？
10.1.23 如何用万用表判断电磁继电器的好坏？
10.1.24 如何用万用表判断光电耦合器的好坏？
10.1.25 如何用万用表检测石英晶体的好坏？
10.1.26 如何用万用表检测三端稳压器的好坏？
10.1.27 如何用万用表检测氖管（氖灯）质量的好坏？
10.1.28 如何用万用表检测温度开关质量的好坏？
10.1.29 如何用万用表判断扬声器的好坏？
10.1.30 如何用万用表检测蜂鸣器质量的好坏？
10.1.31 如何用万用表检测半桥、全桥整流性能的好坏？
10.1.32 如何用万用表检测大功率管的好坏？
10.1.33 如何用万用表检测LED数码管的好坏？
10.1.34 如何用万用表检测干簧管的好坏？
10.1.35 如何用万用表测试导电橡胶的好坏？
10.2 电气设备的测量与判断10.2.1 如何用万用表判断单相交流电源的相线（火线）和中性线（零线）？
10.2.2 如何用绝缘电阻表测量线路中的导线与导线之间的绝缘电阻？
10.2.3 如何用绝缘电阻表测量电缆的绝缘电阻？
10.2.4 如何用绝缘电阻表测量电力电容器的绝缘电阻？
10.2.5 如何用绝缘电阻表测量电力变压器绕组对地的绝缘电阻？
10.2.6 如何用绝缘电阻表测量电动机相间和相线与电动机外壳的绝缘电阻？
10.2.7 如何用万用表判断单相有功电能表的接线方式？
10.2.8 如何正确判断电能表是否潜动？
10.2.9 如何判断磁电系仪表内线圈的好坏？
10.2.10 如何用万用表判断电动机的极数？
10.2.11 如何判断三相交流电动机定子绕组的始末端？
10.2.12 如何用万用表判断调速器质量的好坏？
附录A 变压器及用电材料的常用参数表A-1 10kV变压器铁损电量表A-2 380V低压线路电压损失系数
表A-3 常用电容材料的相对介电系数表A-4 钢芯铝绞线规格及直流电阻表A-5 铝绞线规格及直流电阻
表A-6 铜绞线规格及直流电阻表A-7 常用导电材料的电阻率表A-8 材料的电阻率和电阻温度系数表A-9 
电力设备的接地电阻规定值表A-10 土壤电阻率参考值附录B 常用三角函数及三角公式B.1 三角函数的
定义B.2 特殊角的三角函数值B.3 常用三角公式B.4 三角函数和与差的公式B.5 斜三角形中的关系B.6 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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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表B.7 弧度与度的换算关系附录C 常见电能表的常数C.1 常见单相便携式电能表检定装置的常数C.2
常见标准电能表及现场校验仪的常数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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