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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题内容与适应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工作业人员的从业条件和安全技术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切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中从事电工作业的人员。 

 

2引用标准 

GB5306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考核管理规则。 

 

3术语 

3.1电工作业 

发电、输电、变电、配电和用电装置的安装、运行、检修、试验等电工工作。 

3.2电工作业人员 

直接从事电工作业的技术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及生产管理人员。 

 

4电工作业人员的基本条件 

4.1年满十八周岁。 

4.2身体健康、无妨碍从事本职工作的病症和生理缺陷。 

4.3 具有不低于初中毕业的文化程度和本标准所规定相应的电工作业安全技术、电工基础理论和专

业技术知识，并有一定的实践经验。 

 

5培训、考核、发证、复审 

5.1培训 

5.1.1 电工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必须根据其工作岗位的要求，按本标准相应的内容进行。培训

时间不得少于 100学时。 

5.1.2 培训由地、市及以上劳动部门或其指定的单位进行。电业系统的电工作业人员，由电业部门

培训。 

5.2考核 

5.2.1 培训期满后，由地、市及以上劳动部门或指定的单位，按电工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大

纲和本标准内容命题考核。电业系统的电工作业人员由电业部门考核。 

5.2.2 考核分为安全技术理论和实际操作两部分。理论考核和实际操作都必须达到合格要求。考核



不合格者，须重新培训。 

5.3发证 

5.3.1考核合格后，由地、市及以上劳动部门或其指定的单位审核发证。电业系统的电工作业人员，

由电业部门发证。 

5.3.2取得合格证后方准定岗作业。 

5.4复审 

5.4.1定期复审期限为两年一次。对脱离本岗位工作连续超过六个月者亦需进行复审。 

5.4.2 复审不合格者，可在两个月内进行一次复审，仍不合格者，收缴合格证。到期而未经复审者

不得继续定岗作业。 

5.4.3复审内容 

a.体格检查。 

b.电工作业安全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 

c.检查违章作业和事故责任。 

5.4.4复审由考核发证部门或其指定的单位进行。 

 

6考核内容 

6.1了解电气事故的种类、危害，电气安全的特点、重点性。掌握电气事故的处理方法。 

6.2 了解电伤害的类型、构成原因和触电方式及电流对人体的作用、触电事故发生的规律、掌握现

场触电急救方法。 

6.3了解我国安全电压等级。掌握安全电压的选用和使用条件。 

6.4 了解绝缘、屏护、安全限距等防止直接电击的措施和绝缘破坏的原因、绝缘指标。掌握防止绝

缘损坏的技术要求和基本的绝缘测试方法。 

6.5了解保护接地（TT系统）、保护接零（IN系统）、中性点不接地或经过阻抗接地（IT系统）等防

止间接电击的原理及措施。掌握应用范围、基本技术要求和安装、测试方法。 

6.6了解漏电保护装置的类型、原理和特性参数。掌握漏电保护装置的合理选择、正确接线和使用、

维护方法。 

6.7了解雷电的形成及其对电气设备、设施及人身的危害。掌握防雷保护的要求及预防措施。 

6.8了解电气火灾的形成原因及预防措施。掌握电气火灾的扑救程序及灭火器材的使用、保管方法。 

6.9了解静电的特点、危害和产生原因。掌握静电防护的基本方法。 

6.10了解电气安全具的种类、性能及用途。掌握其使用、保管方法和试验周期、试验标准。 

6.11根据本岗位的环境特点，了解潮湿、高温、易燃、导电性粉尘、腐蚀性气体或蒸气、强电磁场、

多导电性物体、金属容器、地沟、隧道、井下等环境条件对电气设备和安全作业的影响。掌握相应

环境条件下设备选型、运行、维修的安全技术要求。 



6.12了解周围环境对电气设备安全运行的影响（如建筑物、施工塔架、烟囱、挖掘、爆破作业等）。

掌握相应的防止事故措施。 

6.13了解电气设备的过载、断路、欠压、断相等保护的原理。掌握本岗位中电气设备保护方式的选

择和保护装置及二次回路的安装、调试技术。 

6.14掌握照明装置、日用电器、移动式电器、手持式电动工具及临时供电线路的安装、运行、检修、

维护的安全技术的要求。 

6.15掌握与电工作业有关的登高、机械、起重、搬运、挖掘、焊接、爆破等作业的安全技术。 

6.16掌握本岗位中电气设备的性能、主要技术参数及其安装、运行、检修、维护、测试等项工作的

技术标准和安全技术要求。 

6.17了解静电感应原理。掌握在邻近带电设备或有可能产生感应电压的设备上工作时的安全技术。 

6.18了解带电作业的理论知识。掌握相应的带电作业的操作技术和安全要求。 

6.19掌握本岗位电气系统接线图、设备编号、运行方式、操作步骤和事故处理程序。 

6.20掌握调度管理要求和用电管理规定。 

6.21掌握本岗位的现场运行规程和操作票制度、操作监护制度、巡回检查制度、交接班制度。 

6.22掌握电工作业中保证安全的下列组织和技术措施。 

6.22.1组织措施 

a.工作制度 

b.工作许可制度 

c.工作监护制度 

d.工作间断制度。 

e.工作转移制度。 

f.工作终结和恢复送电制度。 

6.22.2技术措施 

a.停电。 

b.验电。 

c.装接接地线。 

d.悬挂标示牌，装设遮栏和开关加锁等。 

 

《电工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考核标准》编制说明 

《电工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考核标准》（以下简称《标准》），由劳动部委托对 GB8838-88《电工作业人

员安全技术考核标准》进行修订。 

一、修订本《标准》的必要性 

“电能”的生产和利用，在当代社会中占据十分重要地位。随着电力事业的发展，电工作业人员日



益增多，如果安全技术知识不足，就可能造成严重危及人身和设备安全的事故。因此，对电工作业

人员进行严格的技术培训和考核十分重要。 

 

建国以来，国家对劳动安全工作制定了不少法规和条例，中央有关部门也制定了一些待业、企业的

电气安全标准（如水电部有《电业安全工作规程》等），这对保证安全生产，保护劳动者的安全和健

康起了很大的作用。GB5305-85《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考核管理规则》加快了电工作业人员考核工

作的进展。《电工作业人中同安全技术考核标准》为电工作业人员考核提供了依据。但由于两个标准

部分条款不协调，造成电工重复考核。根据标准清理整顿原则，对《电工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考核标

准》进行修订，作为行业标准颁布实施。 

由于电气化程度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电能利用已深入到生产、生活中的各个领域，

电工作业的不安全，将会给工业生产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更多的危害。发生这些事故的根本原因，

都是因为安全教育不足，考核管理不严，电工作业人员缺乏较全面的电气安全技术知识，或者是有

章不循、思想麻痹、措施不当等造成的。因此，修订 GB8838-88《电工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考核标准》，

对全国电工作业人员有一个统一的考核要求，加强科学管理，坚持考核上岗、持证作业，将会提高

电工作业人员安全技术素质，极大的减少由于电工作业的不安全而引起的人员和设备事故，保证现

代化经济建筑的顺利进行。 

 

二、修定本《标准》的原则和方法 

任何文字形式的标准（实物标准除外），都是对大量同类事物技术特性的抽象概括。根据这个原则，

制定标准，力求简炼，集中统一，要在适应生产的前提下，在多方面的要求中概括出应该共同遵循

的条款来。本标准是电工作业人员独立顶岗时应掌握的安全知识和安全操作技能，是对电工作业人

员保证安全作业的基本要求。 

 

据调查，国外对电工作业的安全技术要求，分散在各种技术法规、技术标准及其他出版物中，没有

完整的考核标准。英、美、日、苏、西德等国，对“电气安全”虽在电气技术法规或产品标准及国

家制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法中分别有所规定，但尚未发现形成独立的《全技术考核标准》一类的法规。

国际标准化委员会（ISO）1983 年以前颁布的 4917 个专业技术标准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现行

有效的 1700多个专业技术标准中，也大多是产品标准。 

 

三、正文说明 

1.电工作业人员是指：从事电工作业的技术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及生产管理人员。所以这样规定，

是因为后者不但是生产的组织者或领导者，而且有时也直接进行顶岗操作，因而应该和工人一样进

行考核。当然在考核内容的浓度和广度上应有所不同，但安全技术范围包括在本标准内。 



2.电工作业人员基本条件，系指经过考核、发证达到持证上岗，独立工作的条件。 

3.培训、考核、发证的规定，是根据国家标准 GB5306-85《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考核管理规则》

的规定而提出的并补充了脱离本工作岗位六个月需进行复审的规定。这是针对电工作业人员安全技

术要求较高，不同岗位供电系统的运行方式、设备的运行状况时有变化而提出的。 

4.考核内容的范围是根据电气安全的特点提出的，由于电气安全渗透在电工作业的各个环节中，安

全要求包含在生产活动中，安全和技术是紧密相关的，很难区分出单纯的“安全技术”或单纯的“生

产技术”。本《标准》的目的，就是提出防范电气事故应该采取的技术手段和组织措施，以及应该

掌握的安全技术知识和专业知识。应当提出：“电气事故”不仅仅指直接触电而造成的的人身伤亡

事故，而且还包 

括由于电气设备，电工器材、用电设施及电器等的损坏及使用不当造成的事故。此 

外，有些事故不是直接发生在电气设备或电工作业过程中，但是属于电的性质，也 

应算作电气事故。如雷击、静电、电磁场危害、电气火灾、爆炸等。因而电气安全 

是一门多学科的综合工程，包括了部分专业技术和基础知识。 

《标准》考核内容大体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安全技术理论；二是专业技术知识；三是安全技术措施。

从内容构成看，安全技术占绝大部分，这是符合标准要求的。其中之所以包含了部分专业技术知识，

是因为安全技术和专业技术是相关的，安全技术知识是建立在专业技术知识基础之上的。 

5.由于本《标准》是一种技术性的管理标准，考核内容条款形式不能象产品技术标准那样，以数据、

文字或图形符合来表达。又因为标准不是教科书，不是工艺设计文件，所以不能把安全技术方面详

细内容全面列出，只能按考核内容以“掌握”、“了解”某方面要求的形式，提出相应的安全技术

知识、技能的范围。至于具体的“应知”、“应会”考核题目，应按电工作业性质所不同，各部门

有所侧重的提出。 

6.本《标准》与其他法规的关系 

本《标准》考核内容中仅规定电工作业人员的从事电工作业时所应掌握和了解的电工基础，专业知

识及安全知识技能。对于生产中的其他技术要求（如现场运行规程，安装检修质量标准等），应按有

关法规文件执行。同时本《标准》也不能代替对工人进行技术培训、评定技术等级的标准。 

7.本《标准》考核条款内容的依据为国内有关规程、教科书、参考书及各地区电工考核提纲。并参

照了国外部分有关资料。条款中意义自明的不做解释。所使用的技术名词、术语，皆按现行的有关

“电工名词术语”解释。 

8.本《标准》中关于“电工作业人员”身体健康条件的规定，是指基本身体健康状况。对于不同电

工作业岗位的禁忌症，应视具体情况由企业自行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