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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高压电工作业人员
安全技术培训大纲和考核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高压电工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培训大纲（以下

简称培训大纲）和安全技术考核标准（以下简称考核标准）。

本文件适用于高压电工作业人员的培训和考核。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

可少的条款，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

GB/T 2900.50 电工术语 发电、输电及配电 通用术语

GB/T 13869 用电安全导则

GB 26859 电力安全工作规程 电力线路部分

GB 26860 电力安全工作规程 发电厂和变电站电气部分

GB/T 13955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安装和运行

GB 50254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低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

GB/T 43456 用电检查规范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AQ 3009 危险场所电气防爆安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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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6095 坠落防护 安全带

DL/T 1476 电力安全工器具预防性试验规程

DL/T 692 电力行业紧急救护技术规范

DL 5027 电力设备典型消防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电气事故

由电流、电磁场、雷电、静电和某些电路故障等直接或间接

造成建筑设施、电气设备毁坏，人、动物伤亡，以及引起火灾和

爆炸等后果的事件。

3.2 安全标志

用以表达特定安全信息的标志，由图形符号、安全色、几何

形状（边框）或文字构成。

3.3 安全色

传递安全信息含义的颜色，包括红、蓝、黄、绿四种颜色。

3.4 电力线路

在系统两点间用于输配电的导线、绝缘材料和附件组成的设

施。

3.5 架空线路

用杆塔和绝缘材料将导线架离地面的电力线路。

4 培训大纲

4.1 培训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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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应按照本文件的规定对高压电工作业人员进行培训。

4.1.2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突出安全技术实际操作的培训。

4.1.3 安全技术实际操作培训中，应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

施。

4.1.4 注重职业道德、安全意识、基本理论和实际操作能力

的综合培养，提高作业人员安全素质。

4.2 初次取证培训内容

4.2.1 安全生产基础知识

4.2.1.1 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及法律法规

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关于立法目的、安全生产

工作方针、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保障、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权利

义务、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与调查处理等规定；

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重大责任事故罪，强令、组

织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危险作业罪，消

防责任事故罪，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以及伪造、变造、买卖

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等规定；

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

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关于违法行为法律责任的相关规定；

5）《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关于消防安全总体原则、从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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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火灾预防、灭火救援、消防设施使用要求、明火作业要求和

法律责任等规定；

6）《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关于保护劳动者的原则、劳动

安全、特殊保护、职业培训等规定；

7）《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关于劳动者合法权益保护

的规定；

8）《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关于职业病防治责任、

职业病诊断、健康检查等规定；

9）《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关于应急准备、应急演练、人

员培训、应急救援、法律责任等规定；

10）《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关于事故报告和

法律责任等规定；

11）《工伤保险条例》关于工伤预防、工伤认定、保险待遇

等规定；

12）《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化工和危险化学

品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烟

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关于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的规定；

13）《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关于特种

作业的总体要求、培训要求、考核发证、监管和法律责任等规定；

14）《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电子证照 特种作业操作证》

关于特种作业操作证电子证照信息和样式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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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2 电工基础知识

1）电路基础知识；

2）电磁感应及磁路基础知识；

3）电子技术知识；

4）触摸屏和 PLC 控制技术基础知识。

4.2.1.3 风险辨识与隐患排查

1）安全风险识别的基本方法；

2）隐患排查的基本方法；

3）电气事故的种类及防范措施。

4.2.1.4 电气安全工作管理

1）电气安全工作制度及相关基本措施；

2）绝缘、屏护、间距、保护接地、保护接零、双重绝缘、安

全电压等防触电的措施；

3）漏电保护装置的类型、工作原理与特性参数；

4）触电及现场急救基础知识；

5）电气火灾发生的原因及防范措施；

6）有限空间电工作业的安全要求。

4.2.2 安全生产专业技术

4.2.2.1 安全用具

1）电力安全用具的种类、性能及用途；

2）登高安全用具的种类及使用方法；

3）其他安全用具（临时接地线、遮栏等）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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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全标志及安全色的使用规定。

4.2.2.2 电工仪表及测量

1）电工仪表的分类；

2）电压表、电流表、钳形电流表、兆欧表、接地电阻测试仪、

电能表、指针式万用表、数字式万用表等电工仪表的基本结构、

工作原理及使用要求；

3）电压、电流、功率和电能等常用电路物理量的测量方法。

4.2.2.3 电工工具及移动电气设备

1）常用电工工具的规格及使用范围；

2）常用手持式电动工具的种类及使用注意事项；

3）移动式电气设备的种类及使用注意事项；

4）防爆电气设备的选型、安装及使用注意事项。

4.2.2.4 电力系统基础知识

1）电力系统及电力网的构成、电力生产的特点；

2）电力负荷的组成及分类；

3）电能质量的概念及其主要参数电压、频率、谐波的标准；

4）变配电所的主接线和一次电气设备；

5）电力系统短路的原因及危害；

6）电力系统的中性点接地方式。

4.2.2.5 电力变压器

1）变压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2）配电变压器的分类、型号及参数；



- 7 -

3）变压器的运行和维护；

4）高压互感器的作用、特点、工作原理、接线及安全运行。

4.2.2.6 高低压电器及成套配电装置

1）高低压电器基础知识；

2）高压开关设备的操作机构分类、工作原理及安全操作；

3）预装式变电站的结构及运行；

4）高压开关柜操作回路的二次原理图；

5）常用高压成套配电装置的结构及安全运行；

6）断路器、隔离开关、负荷开关、熔断器、电容器的用途、

类型、技术性能及安全运行。

4.2.2.7 高压电力线路

1）高压输电的方式；

2）高压架空线路的作用与构成、组件的分类和规格要求、安

装要求、安全运行；

3）高压电缆线路的特点、种类、结构、允许载流能力、安全

运行；

4）高压架空线路、电缆线路巡视检查的周期及内容；

5）架空线路的安装。

4.2.2.8 过电压保护

1）过电压的概念、危害、分类；

2）内部过电压；

3）雷电过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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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常用防雷设备及安装；

5）电力线路与变电所的防雷保护。

4.2.2.9 继电保护与二次系统

1）继电保护的任务及基本要求；

2）变压器保护的配置及作用、保护原理；

3）电力线路保护的配置及作用、保护原理；

4）高压电动机保护的装置及作用、保护原理；

5）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的作用及基本要求；

6）二次回路基础知识；

7）变电站的操作电源。

4.2.2.10 变配电所运行管理

1）变配电所运行管理制度及安全工作规程；

2）变配电所的倒闸操作；

3）变配电所的设备故障及事故处理。

4.2.2.11 应急处置与应急疏散

1）应急预案要点与应急演练；

2）应急装备和物资的检查、使用；

3）应急处置方法；

4）事故现场救援与应急疏散。

4.2.3 安全技术实际操作

4.2.3.1 安全用具使用

1）电工仪器仪表的安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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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力安全工器具的辨识与使用。

4.2.3.2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

高、低压电工作业现场安全风险、安全隐患的判断和排除。

4.2.3.3 安全操作技术

1）高压成套装置的倒闸作业；

2）高压成套装置的使用和维护；

3）高、低压开关柜操作；

4）变压器的巡视检查与操作；

5）低压电器设备的安装与调试操作。

4.2.3.4 作业现场应急处置

1）触电事故现场的应急处置；

2）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操作；

3）灭火器的选择与使用。

4.3 复审/换证培训内容

4.3.1 最新颁布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

4.3.2 高压电工作业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

4.3.3 高压电工作业生产安全事故案例分析。

4.4 培训学时安排

特种作业人员初次参加培训时间不少于 92 学时，其中理论培

训不少于 36 学时，实际操作培训不少于 56 学时；复审/换证培训

时间不少于 8 学时。具体学时安排详见表 1。

表 1 高压电工作业特种作业人员培训学时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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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类别 培训内容 学时

初次取证

培训

（92学时）

安全技术

理论

（36学时）

安全生产

基础知识

（8学时）

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及法律法规 2

电工基础知识 2

风险辨识与隐患排查 2

电气安全工作管理 2

安全生产

专业技术

（28学时）

安全用具 2

电工仪表及测量 4

电工工具及移动电气设备 2

电力系统基础知识 2

电力变压器 2

高低压电器及成套配电装置 6

高压电力线路 2

过电压保护 2

继电保护与二次系统 2

变配电所运行管理 3

应急处置与应急疏散 1

安全技术

实际操作

（56 学时）

安全用具使用 8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 16

安全操作技术 24

作业现场应急处置 8

复审/换证

培训

（8学时）

安全技术

理论

（8学时）

最新颁布的安全生产法律、法

规、标准、规范 8

高压电工作业新工艺、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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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新设备

高压电工作业生产安全事故案

例分析

5 考核标准

5.1 考核办法

5.1.1 考核类型

初次取证考核分为安全技术理论考核（包括安全生产基础知

识、安全生产专业技术）和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核两部分；复审/

换证考核为安全技术理论考核。

5.1.2 考核方式

安全技术理论考核方式为计算机考试，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

核方式为实操考试。

5.1.3 考核要求

5.1.3.1 安全技术理论考核和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核均采用

百分制，考核成绩 80 分及以上者为考核合格。安全技术实际操作

考核设置有“否决项”的，“否决项”未通过，则实际操作考核

不合格。

5.1.3.2 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核内容分为 4 个科目，科目一

考核内容为安全用具使用，科目二考核内容为作业现场安全隐患

排除，科目三考核内容为安全操作技术，科目四考核内容为作业

现场应急处置，每个科目抽取 1 道考题，分值权重为 20%、20%、

40%、20%。

5.2 初次取证考核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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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安全生产基础知识

5.2.1.1 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及法律法规

1）熟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

2）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关于立法目的、安全

生产工作方针、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保障、从业人员安全生产

权利义务、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与调查处理等规定；

3）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重大责任事故罪，强令、

组织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危险作业罪，

消防责任事故罪，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以及伪造、变造、买

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等规定；

4）了解《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

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二）》关于违法行为法律责任的相关规定；

5）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关于消防安全总体原则、

从业人员火灾预防、灭火救援、消防设施使用要求、明火作业要

求和法律责任等规定；

6）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关于保护劳动者的原则、

劳动安全、特殊保护、职业培训等规定；

7）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关于劳动者合法权益

保护的规定；

8）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关于职业病防治责



- 13 -

任、职业病诊断、健康检查等规定；

9）了解《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关于应急准备、应急演练、

人员培训、应急救援、法律责任等规定；

10）了解《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关于事故报

告和法律责任等规定；

11）了解《工伤保险条例》关于工伤预防、工伤认定、保险

待遇等规定；

12）掌握《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化工和危险

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

行）》关于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的规定；

13）熟悉《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关于

特种作业的总体要求、培训要求、考核发证、监管和法律责任等

规定；

14）熟悉《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电子证照 特种作业操

作证》关于特种作业操作证电子证照信息和样式的相关规定。

5.2.1.2 电工基础知识

1）熟悉电路基础知识；

2）熟悉电磁感应及磁路基础知识；

3）掌握电子技术常识；

4）了解触摸屏和 PLC 控制技术基础知识。

5.2.1.3 风险辨识与隐患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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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熟悉安全风险识别的基本方法；

2）熟悉隐患排查的基本方法；

3）掌握电气事故的种类及防范措施。

5.2.1.4 电气安全工作管理

1）熟悉电气安全工作制度及相关基本措施；

2）掌握绝缘、屏护、间距、保护接地、保护接零、双重绝缘、

安全电压等防触电的措施；

3）掌握漏电保护装置的类型、工作原理与特性参数；

4）掌握触电及现场急救基础知识；

5）了解电气火灾发生的原因及防范措施；

6）了解有限空间电工作业的安全要求。

5.2.2 安全生产专业技术

5.2.2.1 安全用具

1）熟悉电力安全用具的种类、性能及用途；

2）掌握登高安全用具的种类及使用方法；

3）掌握其他安全用具（临时接地线、遮栏等）的使用方法；

4）掌握安全标志及安全色的使用规定。

5.2.2.2 电工仪表及测量

1）了解电工仪表的分类；

2）了解电压表、电流表、钳形电流表、兆欧表、接地电阻测

试仪、电能表、指针式万用表、数字式万用表等电工仪表的基本

结构、工作原理及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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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熟悉电压、电流、功率和电能等常用电路物理量的测量方

法。

5.2.2.3 电工工具及移动电气设备

1）熟悉常用电工工具的规格及使用范围；

2）熟悉常用手持式电动工具的种类及使用注意事项；

3）熟悉移动式电气设备的种类及使用注意事项；

4）熟悉防爆电气设备的选型、安装及使用注意事项。

5.2.2.4 电力系统基础知识

1）了解电力系统及电力网的构成、电力生产的特点；

2）了解电力负荷的组成及分类；

3）了解电能质量的概念及其主要参数电压、频率、谐波的标

准；

4）熟悉变配电所的主接线和一次电气设备；

5）熟悉电力系统短路的原因及危害；

6）掌握电力系统的中性点接地方式。

5.2.2.5 电力变压器

1）了解变压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2）熟悉配电变压器的分类、型号及参数；

3）掌握变压器的运行和维护；

4）了解高压互感器的作用、特点、工作原理、接地及安全运

行。

5.2.2.6 高低压电器及成套配电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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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熟悉高低压电器基础知识；

2）熟悉高压开关设备的操作机构分类、工作原理及安全操作；

3）熟悉预装式变电站的结构及运行；

4）熟悉高压开关柜操作回路的二次原理图；

5）掌握常用高压成套配电装置的结构及安全运行；

6）掌握断路器、隔离开关、负荷开关、熔断器、电容器的用

途、类型、技术性能及安全运行。

5.2.2.7 高压电力线路

1）了解高压输电的方式；

2）熟悉高压架空线路的作用与构成、组件的分类和规格要求、

安装要求、安全运行；

3）熟悉高压电缆线路的特点、种类、结构、允许载流能力、

安全运行；

4）掌握高压架空线路、电缆线路巡视检查的周期及内容；

5）熟悉架空线路的安装。

5.2.2.8 过电压保护

1）熟悉过电压的概念、危害、分类；

2）熟悉内部过电压；

3）熟悉雷电过电压；

4）掌握常用防雷设备及安装；

5）掌握电力线路与变电所的防雷保护。

5.2.2.9 继电保护与二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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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继电保护的任务及基本要求；

2）掌握变压器保护的配置及作用、保护原理；

3）掌握电力线路保护的配置及作用、保护原理；

4）熟悉高压电动机保护的装置及作用、保护原理；

5）了解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的作用及基本要求；

6）掌握二次回路基础知识；

7）熟悉变电站的操作电源。

5.2.2.10 变配电所运行管理

1）熟悉变配电所运行管理制度及安全工作规程；

2）掌握变配电所的倒闸操作；

3）掌握变配电所的设备故障及事故处理。

5.2.2.11 应急处置与应急疏散

1）了解应急预案要点与应急演练；

2）熟悉应急装备和物资的检查、使用；

3）掌握应急处置方法；

4）掌握事故现场救援与应急疏散。

5.2.3 安全技术实际操作

5.2.3.1 科目一 安全用具使用

1）掌握电工仪器仪表的安全使用；

2）掌握电力安全工器具的辨识与使用。

5.2.3.2 科目二 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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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高、低压电工作业现场安全风险、安全隐患的判断和排

除。

5.2.3.3 科目三 安全操作技术

1）掌握高压成套装置的倒闸作业；

2）掌握高压成套装置的使用和维护；

3）掌握高、低压开关柜操作；

4）掌握变压器的巡视检查与操作；

5）掌握低压电器设备的安装与调试操作。

5.2.3.4 科目四 作业现场应急处置

1）掌握触电事故现场的应急处置；

2）掌握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操作；

3）掌握灭火器的选择与使用。

5.3 复审/换证考核要点

5.3.1 了解最新颁布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

5.3.2 熟悉高压电工作业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

5.3.3 掌握高压电工作业生产安全事故案例分析。

6 附则

新修订的《特种作业目录》施行前，暂不培训、考核本文件

中涉及的低压电工相关内容，培训学时安排为 80 学时，安全用具、

电工仪表及测量、电工工具及移动电气设备、高低压电器及成套

配电装置分别对应减少 1 学时，作业现场安全隐患排除、安全操

作技术分别对应减少 4 学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