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国家电力安全知识竞赛题库及答案

（共 120题） 

 

1、悬挂标示牌有什么作用？    

答：悬挂标示牌可以提醒有关人员引起注意，向正确方面引导，不发

生错误或及时纠正不正确的行为。   

2、例行工作中，班前会和班后会的内容是什么？   

答：班前会：接班（开工）前，结合当班运行方式和工作任务，作好

危险点分析，布置安全措施，交代注意事项。班后会：总结讲评当班

工作和安全情况，表扬好人好事，批评忽视安全、违章作业等不良现

象，并做好记录。   

3、防止发生对社会造成重大影响、对资产造成重大损失的七种事故

有哪些？   

答：①人身死亡；②大面积停电；③大电网瓦解；④电厂垮坝；⑤主

设备严重损坏；⑥严重火灾；⑦核泄漏。    

4、三级安全网是指的哪些人员？   

答：企业安全监督人员、车间安全员、班组安全员。   

5．什么是安全生产？   

答：安全生产是指生产经营单位在劳动生产过程中的人身安全、设备

安全、产品安全和交通运输安全等。   

6．事故调查报告应包括哪些内容？   

答：报告应包括：事故经过、基本事实、原因分析、结论意见、责任



分析、处理意见、预防措施。   

7．生产经营单位哪些行为逾期未改正，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二

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答：（1）生产、经营、使用危险物品，未建立专门安全管理制度、未

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或者不接受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管理

的。（2）对重大危险源未登记建档，或者未进行评估、监控，或者未

制定应急预案的。（3）进行爆破、吊装等危险作业，未安排专门管理

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的。   

8．从业人员面对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哪些权

利？   

答：（1）从业人员有权对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

检举、控告，（2）从业人员有权拒绝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   

9、安全工作反"三违"其内容是什么？   

答：1）违章指挥；2）违章作业；3）违反劳动纪律   

10、使用多长时间的绝缘杆须进行耐压实验，实验合格后方可再使

用？   

答：使用一年的绝缘杆需进行耐压实验，实验合格后方可再使用。   

11、高压设备发生接地时，巡视设备人员应注意哪些安全事项？   

答：室内不得接近故障点 4米以内，室外不得接近故障点 8米以内，

进入上述范围人员必须穿绝缘靴，接触设备的外壳和架构时，应戴绝

缘手套。    

12、在操作中发现疑问时应做何处理？   



答：应立即停止操作并向值班调度员或值班负责人报告，弄清问题后

再进行操作。不准擅自更改操作票，不准随意解除闭锁装置。   

13、工作班成员的安全责任是什么？   

答：认真执行安全规程和现场安全措施，互相关心施工安全，并监督

本规程和现场安全措施的实施。   

14、线路经过验明确无电压后，应在哪些部位挂接地线？   

答：线路经过验明确无电压后，各工作班（组）应立即在工作地段两

端挂接地线。凡有可能送电到停电线路的分支线也要挂接地线。若有

感应电压反映在停电线路上时，应加挂接地线（同时，要注意在拆除

接地线时，防止感应电触电）。   

15、车辆载物应遵守哪些规定？   

答：一、不准超过行驶证上核定的载重量；二、装载必须均衡平稳，

绑扎牢固；三、装载物长度、高度应符合车型规定。   

16、什么是道路交通事故？   

答：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行人、乘车人以及其他在道路上进行与交通

有关活动的人员，因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条理和其他道路交通法规、规

章的行为，过失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故。   

17、通知工作负责人许可工作命令的方法有哪几种？   

答：一、当面通知；二、电话传达；三、派人传达。   

18、如何测量低压线路的电流？   

答：可使用钳形电流表，应注意不触及其它带电部分防止相间短路。   

19、安全用具的作用是什么？   



答：是为了防止工作人员触电、灼伤、高处坠落、中毒，作用是保证

人身安全。   

20、在带电的电力线路邻近进行工作时，有可能接近带电导线至危险

距离以内时，必须做到哪些要求？   

答：在带电的电力线路邻近进行工作时，有可能接近带电导线至危险

距离以内时，必须做到以下要求：一、采取一切措施，预防与带电导

线接触或接近至危险距离以内；二、作业的导、地线还必须在工作地

点接地。   

21、什么叫频率稳定？   

答：指系统突然出现大的有功不平衡后，能否通过热备用出力或自动

切除部分负荷来维持全系统或解列后的子系统的频率使不降到危险

值以下，而在统一的频率下稳定运行。   

22、照明线路常见的故障有哪些？   

答：主要有短路、断路和漏电三种。   

23、电流通过人体造成死亡的原因是什么？   

答：由于电流通过人的肌体，伤害了管理心脏和呼吸机能的脑神经中

枢，致使心脏的正常工作遭到破坏，呼吸停止，从而造成死亡。    

24、影响触电伤亡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答：（1）电流通过人体的大小；（2）电流通过人体的时间；（3）电流

通过人体的途径；（4）电流通过人体的频率；（5）触电者的身体健康

情况。   

25、怎样使触电者迅速脱离电源？   



答：（1）切断电源；（2）如切断电源有困难，可用干燥的木棍、竹竿

或其他绝缘物体将电源挑开，或用带绝缘物体的钢丝钳剪断电线，使

触电人脱离电源；（3）如果有人在较高处触电，应迅速拉开电源开关

或用电话通知当地电业部门停电，同时采取保护措施，防止切断电源

后触电人从高处坠落。   

26、桥式起重机（行车）发生事故有哪些原因？    

答：（1）缺乏安全教育，在操作时精力不集中，或违章作业；（2）安

全装置不全或失灵；（3）无操作证者开车；（4）机械发生故障，轨道

偏置使天车出轨；（5）吊物捆扎不牢、起重绳折断等。   

27、起重设备"十不吊"的内容是什么？   

答：（1）斜吊不吊；（2）超载不吊；（3）散装物装的太满或捆扎不牢

不吊；（4）指挥信号不明不吊；（5）吊物边缘锋利无防护措施不吊；

（6）吊物上站人不吊；（7）埋在地下的构件不吊；（8）安全装置失

灵不吊；（9）光线阴暗看不清吊物不吊；（10）六级以上强风不吊。   

28、起重设备为什么要进行技术检验？    

答：起重设备一般是用来起吊重物并在空间进行移动的一种设备，由

于其受力复杂，承载量大，万一发生故障，将导致严重后果，因此对

新装、经过大修或改变重要性能的起重设备，在使用前必须进行技术

检验。技术检验的主要内容包括：无负荷试验、静负荷试验和动负荷

试验。   

29、什么叫不安全行为？说出几类不安全行为。   

答：不安全行为指能造成事故的人为错误。如操作错误，忽视安全，



忽视警告，使用无安全装置设备，手代替工具操作，未戴安全帽等。   

30、机械伤害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答：（1）工、夹具、刀具不坚固、不牢靠，导致物体飞出；（2）设备

有缺陷，防护罩、防护挡板等缺损或被任意拆除；（3）操作现场杂乱，

道路不通畅；（4）金属切削飞溅；（5）违章操作等。   

31、机械设备的哪些部位应装设防护装置和安全装置？   

答：在机械设备的传动带、明齿轮，接近于地面的连轴节、皮带轮、

转动轴、飞轮、砂轮和电锯等危险部分，都要装设防护装置。   

对压力机、碾压机、压延机、电刨机、剪板机等压力机械的旋压部分

都要有安全装置。   

32、焊工在焊接时应注意哪些事项？   

答：（1）防止飞溅金属造成灼伤和火灾；（2）防止电弧光辐射对人体

的危害；（3）防止某些有害气体中毒；（4）在焊接压力容器时，要防

止焊接发生爆炸；（5）高空作业时，要带安全带和安全帽；（6）注意

避免触电事故。   

33、一般习惯以 36伏为安全电压，人体长时间接触 36伏电压会不会

有危险？为什么？   

答：有危险。因为人直接接触 36 伏电压时，都是处在痉挛以上和致

颤以下这个区域，都是不一定安全的。36 伏作为安全电压是有条件

的，是有时间限制的，是相对安全，而不是绝对安全。   

34、什么叫职业性危害因素？职业性危害因素分哪几类？   

答：在生产过程和生产环境中存在的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因素称之为



职业性危害因素。   

职业性危害因素可分为三类：一是化学因素，包括生产性毒物和粉尘，

二是物理因素，包括不良气象条件、异常气压、非电离辐射、电离辐

射、噪音和振动等，三是生物因素，主要是微生物和寄生虫对人体所

起的危害。   

35、职业病的特点是什么？   

答：（1）有明确的病因；（2）导致职业病的职业危害因素大多是可以

检测的，而且需达到一定程度，才能致病；（3）在接触同样因素的人

群中常有一定的发病率；（4）有一定的临床症状；（5）不少职业病，

目前尚无特效治疗；（6）职业病是可以预防的。   

36、漏电保护器的功用是什么？适用范围是什么？   

答：漏电保护器的功用主要是对有致命危险的人身触电提供间接接触

保护。其适用范围是交流 50HZ额定电压 380伏，额定电流至 250安。   

37、粉尘对人体有哪些危害？   

答：（1）局部作用，即对皮肤、角膜、粘膜等产生局部刺激作用，产

生一系列病变；（2）中毒作用，即吸入有毒性粉尘，能在支气管和肺

泡壁上溶解后吸收，引起中毒现象；（3）职业性呼吸系统疾病，包括

尘肺、粉尘沉着症和呼吸系统肿瘤等。   

38、如何预防矽肺病的发生？   

答：（1）加强粉尘危害性宣传教育工作；（2）改进生产工艺，加速设

备改造更新；（3）加强通风措施，对尘源进行密闭或局部抽吸；（4）

定期检查粉尘作业工人的身体状况，对不适合从事该条件工作的工人



及时调换；（5）加强个人防护用具的使用。   

39、基准面多少米以上为登高作业？登高作业的级别是如何划分

的？   

答：基准面 2 米以上为登高作业。登高作业分四级：一级登高作业

2-5米；二级登高作业 5-15米；三级登高作业 15-30米；特级登高作

业 30以上。   

40、制定防火措施应以什么为依据？   

答：（1）防止人身伤亡；（2）保证财产安全；（3）确保生产顺利进行；

（4）预防火灾苗头。   

41、农电器材运输中，应注意什么？    

答：在低压器材运输中，混凝土构件运输量较大。在混凝土构件中，

以水泥杆运输量占比重最大，其次是线轴和配电变压器。水泥杆又是

比较细长笨重的构件，更增加了运输的困难。若有疏忽，轻则设备受

损，人员受伤，重则发生严重报废、伤亡事故。因此水泥杆的运输，

必须加以特别重视。   

42、《电业生产事故调查规程》中规定，凡因哪些情况造成事故者，

应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答：（1）违反安全职责或企业生产责任制不落实；（2）贯彻上级和本

单位提出的安全要求和反事故措施不利；（3）对颁发的重复性事故不

能有力制止；（4）对职工安全培训不利，考试不严，造成职工不能安

全操作者；（5）现场规章制度不健全；（6）现场安全防护装置，安全

工器具和个人防护用品不全或不合格；（7）重大设备缺陷未及时组织



排除；（8）违章指挥强令工人冒险作业或违章作业。   

43、为什么对装卸电杆要提出严格要求？    

答：由于电杆都很圆直，尤其是水泥电杆表面光滑，重量又大，在装

卸和搬运时最易滚动，如不注意，就可能伤人。在农电施工中，装卸

电杆扎伤事故时有发生，为此规程特别提出要求，预防事故的发生。   

44、《电力系统多经安全管理工作规定》中规定的多经企业的安全生

产目标是什么？   

答：实现无死亡、无重伤、无重大火灾、无重大设备事故、无重大交

通事故。   

45、《安全生产工作规定》中规定新上岗人员必须经过哪些培训，并

经考试合格后方可持证上岗？   

答：新的运行人员和调度人员（含技术人员），必须经过现场规程制

度的学习、现场见习和跟班实习的步骤；200MW 及以上机组的主岗

运行人员，还应经仿真机培训合格。   

46、为什么遇大雾、雷雨或五级以上大风时，严禁在电杆上作业？    

答：由于大雾降低了可视度，并使杆身表面变滑，容易造成工作失误

或人身事故。雷雨时，线路上落雷的机会较多，危及工作人员安全。

大风时，由于外力作用，可能发生断线倒杆事故。故在上述天气情况

下，严禁在电杆上作业。   

47、《安全生产工作规定》的电力生产企业、车间（工区）、班组的安

全目标是什么？   

答：（1）企业控制重伤和事故，不发生人身死亡和重大设备事故；发、



输、变、配电事故率，机组非计划停运次数，可用系数及供电可靠率

均符合上级要求；（2）车间（工区）控制障碍和轻伤，不发生重伤和

事故；（3）班组控制异常和未遂，不发生障碍和轻伤。   

48、电力生产企业必须严格执行的九项技术监督制度是指什么？   

答：指绝缘监督，金属监督，化学监督，热工仪表、电气仪表监督，

电能质量监督，继电保护监督，节能监督，环保监督制度。   

49、在安全生产中如何贯彻重奖重罚原则？   

答：在安全生产中应贯彻重奖重罚的原则，对在安全生产中作出显著

贡献的集体和个人，应给予重奖；对在工作中严重失职、违章作业、

违章指挥等造成事故责任的，应给予重罚，情节严重触犯刑律者，由

司法部门追究其刑事责任。   

50、何为违章作业？   

答：在电力生产、施工中，凡违反国家、部或主管上级制订的有关安

全的法规、规程、条例、指令、规定、办法、有关文件，以及违反本

单位制订的现场规程、管理制度、规定、办法、指令而进行工作，称

之为违章作业。   

 

201、生产经营单位贯彻实施安全生产法，具体要抓好以下"六大保障

"：   

  答：1、责任保障 2、组织保障 3、素质保障 4、重点保障 5、

源头保障 6、投入保障   

202、《安全生产法》第十九条在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配备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方面作了具体规定，主要分哪三个层面？   

答：一是对危险性较大的生产经营单位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配备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提出了法定要求；二是从业人员超过 300人的企业

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三是从

业人员在 300 人以下的，应当配备专职或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或者委托具有国家规定的相关专业技术资格的工程技术人员提供安

全生产管理服务。   

203、防止系统稳定破坏事故对系统旋转备用容量、电源点布置有什

么要求？   

答：电网运行必须按有关规定保留一定的旋转备用容量。电源点布置

要合理，负荷中心地区应有必要的电源支撑。负荷中心受电要按多条

通道，多个方向来进行规划和实施，每条通道输送容量占负荷中心地

区最大负荷比例不宜过大，故障失去一条通道不应导致电网崩溃。同

时应加强枢纽发电厂、变电所及负荷中心的无功补偿建设，防止电网

发生电压崩溃事故。    

204、源头保障，就是关口前移，把住源头关，从源头上消除事故隐

患，这也是抓好安全生产的基础性保障。在这个方面，《安全生产法》

主要体现在哪四个环节上？   

答：（一）所有建设项目实行"三同时"制度。（二）对有关建设项目进

行安全条件论证和安全评价。（三）实行建设项目的设计、审查责任

追究制。（四）实行建设项目的施工和验收责任追究制。   

205、《安全生产法》对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的安全生产条件所必需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83800106211

7006027

https://d.book118.com/838001062117006027
https://d.book118.com/8380010621170060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