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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家居装修时应根据当前生活水平和发展的需要

,

进行电路设计
,

并应考虑好保护接

零和接地
,

音响的预埋线问题
,

注意纠正施工中出现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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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
,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

不少家

庭开始装修属于 自己的房子
。

笔者就家居装修中

常被忽视的电路设计和施工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

题谈一点看法
。

1 现代家居装修中的电路设计

由于现代家居装修水平和要求越来越高
,

其

电气设计也显得越来越重要
.

所以在住宅 电气设

计中必须考虑 电气工程 的安全性
、

合理性及长远

性
、

合理选择设计标准等问题
,

否则往往会造成线

路严重超载
、

电压损失大
、

使用不便
、

事故隐患多

等缺陷
。

1
.

1 住宅负荷的确定

居民用电负荷的确定 比较复杂
,

它 随着居 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变化
,

随年代和社会经济发展

速度不同而各异
。

预计今后的家庭主要拥有以下

电器 (见表 1 )
。

所以在确定负荷时既要考虑连续

投人的家用电器容量
,

还要考虑实际投人使用 的

家用电器容量
。

因此
,

要将家用 电器的安装容量

乘上一个需 用系数
。

随着空调
、

电炊具
、

电热水

器
、

电烤箱等大功率电器进人家庭
,

以往的需要 系

数标准 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
,

经过统计
、

验算
,

本

人认为 目前一般应选在 0
.

5 一 0
.

7 之间
。

1
.

2 负荷的计算

一般采用需要系数法确定计算负荷
。

根据家

庭用电安装容量和需要系数
,

可计算出住宅的计

算用电负荷 尸 j 和计算电流 毛
,

并可以此作为选择

导线及元件等配电设计的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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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凡 :

需用系数 ;

尸
, : : 为用电设备总额定容量 ;

U :用户相 电压
,

取 22 O ;V

co s 沪:
家用 电器 的功率因数

,

一般在 0
.

6 -

0
.

8之间
,

所以在计算中取 co
s 势= 0

.

75
。

1
.

3 配电方式的选择

过去
,

家庭住宅一般每一户装一组熔丝
。

随

着居 民生活用 电水平的提高和大功率用 电设备

(如空调
、

电暖器
、

热水器 )的普及
,

一户装一组熔

断器 已不能适应用电的要求
。

因此要将电冰箱
、

空调器等用电功率较大和启动频繁设备与照明回

路分开
,

以减少对照明和电视及音响的干扰
,

把大

容量用电插座和照明回路分开
,

即采用放射式线

路安装方式
,

并且各路还需安装带有短路
、

过载功

能的漏电保护开关或熔断器
。

1
.

4 导线的选择

导线的选择应按允许的载流量和机械强度要

求选择
。

在选择导线的载流量时
,

应 留有一定的

裕度
,

这对负荷发展及延长导线的使用寿命都十

分有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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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预测近 1 0一 巧 年居民拥有的家用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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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家用电器名称

空调器

洗衣机

电冰箱

电烤箱

微波炉

电饭煲

电熨斗

电热水器

吸尘器

彩色电视机

音响

影碟录相机

计算机

打印机

医疗电器

电吹风

电卷发器

各类灯具

合计

设备额定容量 (w ) 台数 合计 (w ) 功率因数 (、 叻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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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里 以 三

居室为 例
,

每 户 考 虑

落 地 空 调

2
.

8 ~ 3 K油 1

台
,

挂壁空

调 1 一 2 台

(或一拖二
l 台 ) 1

.

3 一

2
.

1 kw 或

采 用 中 央

空调 3 kw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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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放射式线路配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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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

进户线需要选择塑料绝缘线 ( BV
一

500 )

导线
,

其截面积达 10 一 16 n

nnz
,

其它回路根据公

式 ( 2 )计算
,

照明回路的导线截面可选 B V
一

2 x 1
.

5

皿了
,

插座回路选 VB 一 x 2
.

5 m l l
尹

,

空调专线 VB
一

2

x ( 2
.

5 一 4 )硼产
。

2 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的问题

用电设备和电气线路的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

是保证家庭用电电气安全必不可少 的技术措施
。

不同的供电系统
,

保护线的接线方式也不相同
。

对于 TT 供电系统 (图 2 )
,

电气设备的金属外

壳通过接地体直接与大地可靠连接
,

工作零线和

保护地线之间是绝缘的
。

由于接地 电阻的存在
,

此系统的场所应加装残余电流开关或漏 电保护

器
。

〕〕熔断器或低压断武武

[[[[[习习

〔〔〔〔〕〕
JJJJJJJ
}}} { i }}}

图 2 竹 系统

扔 9
.

2 5州. of I T
.

对于翎
一

C 供电系统 (图 3 )的保护零线和工

作零线功能合一
。

一是通过正常零线负荷电流 ;

二是起安全保护作用
。

但它三相通过不平衡电流

时
,

零线对地有电位
,

有时可达 50 V
,

这会对人有

危险和影 响
。

而且会通过 PE N 将故障电压范 围

扩大
。

另外
,

如果在 NT
一

C 系统装设漏电保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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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 C)
,

将相零线接错
,

使外壳带有 220 V 的接触

电压
,

而 R CD 对此不起作用
,

将是非常危险的
。

对称运行引起的危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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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翎
一

C 系统

价 9
.

3 5那舰m 健 T N ` C
.

因此对接有二极漏电保护器的单相用 电设

备
,

在 T N
~

C 供电系统中
,

保护零线严禁与该电路

的工作零线相连接
。

对于平房用户一般须每户设置一接地装置
,

并且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4 n
。

引人室内的保护地

线可采 用绝缘铜线
,

其截面 面积 不应 小 于 1
.

5

血了
。

为了防止氧化
,

产生接触电阻
,

接头处要进

行焊接
,

也可用螺栓加防松弹簧垫片进行连接
。

对于 TN
~

S 供电系统 (图 4 )
,

它的特点是工作

零线和保护零线功能是分开 的
,

有较高的安全可

靠性
。

但仍未解决对地故障电压蔓延和相线对地

短路引起的中性线电位升高的问题
。

但 NT
一

S 系

统仍可安全应用于住宅
、

民用建筑
,

也适用于数据

处理设备和精密仪器设备的配电
。

图 5 TN
.

G S 系统

珑
.

5 Syst em of T N ` e .s

由此可见
,

只有搞清楚系统的供电方式
,

才能

正确接好保护线
,

才能避免有时把插座中的工作

零线与保护线随意短接等错误接线方式而造成的

线路故障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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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T N
~

S系统

119
.

4 5了成曰n 成 T N` C
.

T N
.

C
一

S系统是住宅
、

民用建筑中最常用的接

地系统
。

它是由 NT
一

S 和 NT
一

C 二者组合而成
,

一

般进人建筑的电源侧多为家庭 NT
一

C 系统
,

即为

三相四线制
,

建筑物内负荷侧采用 NT
一

S 系统
,

建

筑物电源进户处为分界点
,

即为 PE 线和 N 线分

开处
,

从此分开后就不能合并
,

在此处作重复接地

R成 10 n
。

重复接地的作用
,

是 在发生接地故障

时减小接触 电压
,

并且在 PE N 线断线时
,

减小 由

于中性点漂移引起的三相电压不平衡
,

从而在一

定程度上减轻了对用电设备的损害和由变压器不

3 安装中应注意的问题

导线 尽量 淘汰 原有 的 B Bix 型铝芯绝缘

线
,

全部更换为 VB 型铜芯塑料绝缘导线
。

开关 平动开关安装应距地面 1
.

3 m 左右 ;

浴室及厨房宜采用防潮开关
。

插座 插座设计应做到用户方便
,

安全可靠
、

美观
,

并考虑到未来的家用电器的逐渐增多
,

适当

增加数量
。

一般地
,

客厅设置双联二极加三级插

座 4 一 6 只
,

大小卧室不少于 3 只插座
,

兼顾空调 ;

浴室
、

卫生间设 1 一 2 只防水插座
,

阳台设 1 只插

座
。

明装的距地面不低于 1
.

8 m
,

暗装的不低于

o
.

3 m ;儿童居室应使用安全插座
。

布线 在布线设计上要遵循专线专用
,

减少

干扰
,

便于维修的原则
。

对墙 内和地面的布线
,

应

事先按线路走线要求布置好预埋管路
,

一般用硬

质塑料管或钢管预埋
。

对引路分支
、

接头灯具
、

插

座接线应采用接线盒
。

灯具 对大功率灯具的表面高温靠近可燃物

时
,

应采取隔热
、

散热等防火措施
。

(如荧光灯的

镇流器可用石棉板进行隔热处理
,

灯的瓦数超过

60 W
,

应选用陶瓷芯灯 口
。

)
。

另外
,

灯具安装应

牢固
,

质量在 1 吨 以下 的可 以用软线吊灯
,

但须

套塑料管
,

打保险扣 ;质量在 1 一 3 k g
,

可采用管安

装 ;质量超过 3 吨 的
,

必须采用预埋件或吊钩
。

灯头距地面一般不小 于 2
.

5 m
,

当灯头必须距地

面 l m 时的照明灯
,

须采用 36 V 以下安全电压
。

4 音响的预埋线问题

在居室装修时
,

同时还应考虑好音响的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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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再设计放好预埋线
。

预埋线 主要包括
: 闭路 则要用 四分配器

,

在安装时
,

每根电缆的顶端必须

电视电缆插座
、

立体声收录音机天线插座
、

电源插 装上专用的 F 型接头
,

电缆线可选 7 5
一

5 型电缆
。

座及环绕扬声器引线等
。

立体声收录音机天线插座在一些大楼
、

高层

闭路电视电缆插座对于新建 房子均 已预接 建筑中一般需要专 门设置
,

因这些建筑均使用钢

好
,

但不一定在需要位置
,

且预先接好的往往只有 筋水泥结构
,

使无线电信号十分微弱
,

影响接收效

一两个端子
。

此时应找到进户线的总端子所在插 果
。

若是多层砖墙框架结构房屋
,

则 由于砖墙容

座
,

再在墙内放一个大木盒
,

装一个分配器
。

分配 易透过无线电波
,

所 以不必专 门设置天线插座
。

器的多少根据居室内使用闭路电视房间的多少而 所 以在高层
、

大厦居室
,

可考虑增设立体声专用天

定
,

但至少每个厅房 中均有一个端子
。

三室一厅 线插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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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结

分析了微生物降解山梨酸工业废水 中有机物

的机理
,

在合理假设的基础上
,

推导出稳态工况下

山梨酸工业废水生物降解 的动力学模式
,

并采用

参考文献
:

最小二乘法
,

利用计算机进行计算
,

确定了动力学

参数 凡 和 K
。

该模型能够较好的描述出山梨酸

工业废 生 物降解 的 过程
,

在实验条件下 几 =

0
.

4 26 9
,

K = 0
.

4 13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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