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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全电工手册》共分13章，内容包括电工基础知识，常用电工材料；常用电工工具及电气测量仪表
；变压器；低压及高压电器； 中、小型交、直流电动机的安装及维修；架空输电线路安装及维修；电
力电子技术；可编程控制器；现代照明技术；安全用电及接地与接零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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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照明技术的基础知识
12.1.1 光的度量
12.1.2 视觉功效
12.1.3 照度标准
12.1.4 部分材料的反射比与吸收比
12.2 电光源
12.2.1 电光源的分类及技术指标
12.2.2 常用电光源的技术数据
12.2.3 电光源的选用
12.3 照明线路计算
12.3.1 照明负荷计算
12.3.2 线路电流计算
12.3.3 照明线路电压损失计算
12.4 照明供配电
12.4.1 照明配电的一般要求
12.4.2 照明供配电系统的组成与接线
12.4.3 照明线路导线的选择
12.5 室内配线
12.5.1 瓷绝缘子配线
12.5.2 塑料护套线配线
12.5.3 塑料槽板配线
12.5.4 塑料PVC管配线
第13章 安全用电
13.1 触电及其预防
13.1.1 触电的方式
13.1.2电流伤害人体的因素
13.1.3安全电压
13.1.4预防触电的措施
13.2 触电急救
13.3 电工常用安全用具
13.3.1 绝缘捧和绝缘夹钳
13.3.2 绝缘垫和绝缘站台
13.3.3 绝缘靴和绝缘手套
13.3.4 验电器
13.4 接地与接零
13.4.1 接地与接零的类型及要求
13.4.2 接地装置的选择和安装
13.5 防雷
13.5.1 避雷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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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2 避雷线、避雷网和避雷带
13.5.3 避雷器
13.5.3 防雷电的其他措施
13.6 电气设备的防火和防爆
13.6.1 电气火灾和爆炸的原因
13.6.2 防火和防爆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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