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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 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公告

第 138号

关于发布《电力通信系统防雷技术规程》

的公告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关于印发 ＜2012年第一 批工

程建设协会标准制订 、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协字〔2012〕57号）

的要求，由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 、四川中光防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等单位编制的《电力通信系统防雷技术规程》，经本协会雷电防护

专业委员会组织审查 ，现批准发布，编号为 CECS 341, 2013， 自

2013年 9月 1 日起施行 。

中国工 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二 O 一 三 年五 月二 十一 日



月lJ 舀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关于印发＜2012年第一 批工

程建设协会标准制订 、修订计划＞的通知 ）)（ 建标协字〔2012〕57

号）；制定本规程 。

本规程共分 8章。 主要技术 内容包括：总则、术语 、 电力通信

系统雷电环境评估、雷电防护分级 、防雷设计、防雷施工 、施工质量

验收、维护与管理 。

根据原国家计委计标〔1986〕1649号文《关于请中国工程建设

标准化委员会负责组织推荐性工程建设标准试点工作的通知》的

要求，推荐给工 程建设设计、施 工 等使用单位和工 程技术人员

采用 。

本规程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雷电防护专业委员会归口

管理 ，由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4020

号 ，邮政编码 ：518001）负责具体内容的解释 。 在执行过程中，如发

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 ，请将意见和建议寄送解释单位。

主 编 单 位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

四川中光防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参 编 单 位 ：广州中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防雷中心

广州电力设计院

广东电网电力科学研究院

重庆市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重庆北斗导航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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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0. 1 为防止或减少雷电对电力通信系统的危害，确保电力通信

设备运行安全 ，制定本规程 。

1. 0. 2 本规程适用于新建、扩建、改建的电力系统通信站及对端

相关电力通信接人设备防雷的设计、施工 、验收、维护和管理 。

1. 0. 3 电力通信系统的防雷必须坚持预防为主 、安全第一 的原

则。

1. 0. 4 在进行电力通信系统防雷设计时 ，应根据电力通信系统的

特点，进行全面规划 ，做到安全可行、技术先进 、经济合理 。

1. 0. 5 电力通信系统的防雷应根据环境因素、雷电活动规律、设

备所处雷电防护区以及系统对雷电电磁脉冲的抗扰度、雷电事故

受损程度以及设备的重要性 ，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

1. 0. 6 电力通信系统防雷除应符合本规程外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

有关标准的规定 。



2 术 语

2. 0. 1 雷电防护区（LPZ) lightningprotectionzone

规定雷电电磁环境的区域。

2. 0. 2 雷电电磁脉冲（LEMP) lightningelectromagneticim-

pulse

雷电流的电磁效应。

2. 0. 3 共用接地系统 common earthingsystem

将防雷系统的接地装置 、建筑物金属构件、低压配 电保护线

(PE）、等电位连接端子板或连接带 、设备保护地 、屏蔽体接地 、 防

静电接地 、功能性接地等连接在一 起构成共用的接地系统。

2. 0. 4 自然接地体 naturalearthingelectrode

兼有接地功能 、但不是为此 目的而专门设置的与大地有 良好

接触的各种金属构件、金属井管、混凝土中的钢筋等的统称。

2. 0. 5 接地端子 earthingterminal

将保护导体、等电位连接导体和工 作接地导体与接地装置连

接的端子或接地排 。

2. 0. 6 总等电位接地端子板 mainequipotentialearthing

terminalboard

将多个接地端子连接在一 起并直接与接地装置连接的金属板 。

2. 0. 7 局部等电位接地端子板 localequipotentialearthing

terminalboard

电力通信系统机房内局部等电位连接网络接地的端子板 。

2. 0. 8 等电位连接 equipotentialbonding

直接用连接导体或通过电涌保护器将分离的金属部件、外来

导电物、电力线路、通信线路及其他电缆连接起来以减小雷电流在
2



它们之间产生电位差的措施 。

2. 0. 9 屏蔽 Shielding

用导电材料减少交变电磁场向指定区域穿透的措施 。

2. 0. 10 电涌保护器（SPD) surgeprotectivedevice

至少应包含一 个非线性 电压限制元件，用于限制瞬态过 电压

和分流电涌电流的装置 。 又称浪涌保护器 。

2. 0. 11 标称放电电流 nominaldischargecurrent(In)

流过电涌保护器 ，具有 8/20衅 波形 的电流峰值，用于电涌保

护器的 n类试验以及 工类、 11类试验的预处理试验。

2. 0. 12 最大放电电流 maximumdischargecurrent(Ima二）

流过电涌保护器 ，具有 8/20拼s 波形的电流峰值，其值按 11类

动作负载试验的程序确定。 Ima二大于 I。 。

2. 0. 13 冲击电流 impulsecurrent(Iimp)

由电流峰值 Ineak、 电荷量 Q和 比能量 W /R 三个参数定义的

电流 ，用于电涌保护器的 工类试验 ，典型波形为 10/350衅 。

2. 0. 14 最大持续工作电压 maximumcontinuousoperating

voltage(U。）

可连续施加在电涌保护器上而不改变其性能的最大交流电压

有效值或直流电压 。

2. 0. 15 电压保护水平 voltageprotectionlevel(Up)

表征电涌保护器限制接线端子间电压的性能参数 。

2. 0. 16 有效保护水平 effectiveprotectionlevel(Up/f)

电涌保护器连接导线的感应电压降与电涌保护器电压保护水

平UP之和 。

2. 0. 17 额定冲击耐受电压 ratedimpulsewithstandvoltage

(Uw)

由厂家给设备或其部件指定的冲击耐受电压 ，用 以表征其绝

缘对过电压的规定耐受能力。

2. 0. 18 1. 2/50拌s 冲击电压 1. 2/50拼5 voltageirnpulse

3



视在波前时间为 1. 2畔 ，半峰值时间为 50衅 的冲击电压 。

2. 0. 198 /20拌s 冲击电流 8/20拌5 currentimpulse

视在波前时间为 8衅 ，半峰值时间为 20衅 的冲击电流。

2. 0. 20 复合波 。ombinationwave

复合波由冲击发生器产生 ，开路时输出 1. 2/50川 冲击电压 ，

短路时输出 8/20衅 冲击电流 。 提供给电涌保护器的电压 、电流幅

值及其波形由冲击发生器和受冲击作用的电涌保护器 的阻抗而

定。 开路电压峰值和短路电流峰值之比为 Zn，该比值定义为虚拟

输出阻抗 乙。 短路电流用符号 Is。表示 ，开路电压用符号U。。表示 。

2. 0. 211 类试验 。lass1 test

按本规程第 2. o. n 条定义的标称放电电流 I。 ，第 2. 0. 18条

定义的 1. 2/50拜s 冲击电压和第 2. 0. 13条定义的冲击电流 Iimp进

行的试验。 1类试验也可用 Tl外加方框表示 ，即回 。

2. 0. 2211类试验 class11test

按本规程第 2. o. n 条定义的标称放电电流 I。 ，第 2. 0. 18条

定义的 1. 2/50拌s 冲击电压和第 2. 0. 12条定义 的最大放电电流

Ima二进行的试验。 n类试验也可用 T“外加方框表示 ，即回 。

2. 0. 23111类试验 class111test

按本规程第 2. 0. 20条定义的复合波进行的试验 。 111类试验

也可用 T“外加方框表示 ，即回 。

2. 0. 24 插人损耗 insertion1055

传输系统中插人一 个 电涌保护器所引起 的损耗 ，其值等于电

涌保护器插人前后的功率比。 插人损耗常用分贝（dB） 来表示 。

2. 0. 25 劣化 degradation

由于电涌 、使用或不利环境的影响造成电涌保护器原始性能

参数的变化。

2. 0. 26 雷击风险 riskoflightningstroke(R)

雷击导致的年平均可能损失与受保护对象的总价值之比。



3 电力通信系统雷电环境评估

3. 1 地区雷暴 日等级划分

3. 1. 1 地区雷暴日等级应根据国家公布的年平均雷暴日数划分。

3. 1. 2 地 区雷暴 日等级宜划分为少雷区、 中雷区 、多雷 区 、强雷

区 ，并符合下列规定：

1 少雷区 ：年平均雷暴日不超过 15天的地区 ；

2 中雷区 ：年平均雷暴日大于 15天 ，不超过 40天的地区；

3 多雷区 ：年平均雷暴日大于 40天 ，不超过 90天的地区；

4 强雷区 ：年平均雷暴 日超过 90天以上的地区 。

3. 2 雷电防护区划分

3. 2. 1 设置电力通信系统的建筑物应划分为不同的雷电防护区。

雷电防护区应符合下列规定：

1 LPZoA区 ：受直接雷击和全部雷电电磁场威胁的区域。

该区域的内部系统可能受到全部或部分雷电电涌电流的影响；

2 LPZoB区 ：直接雷击的防护区域，但该区域的威胁仍是全

部雷电电磁场 。 该 区域的内部系统可能受到部分雷电电涌电流的

影响 ；

3 LPZI区 ：由于边界处分流和电涌保护器的作用使电涌电

流受到限制的区域。 该区域的空间屏蔽可以衰减雷电电磁场；

4 LPZZ一 n 后续防雷区 ：由于边界处分流和电涌保护器的

作用使电涌电流受到进一 步限制的区域。 该区域的空间屏蔽可以

进 一 步衰减雷电电磁场。

3. 2. 2 电力通信系统设备应设置在电磁特性与该设备耐受能力

相兼容的雷电防护区内。



3. 3 雷击风险评估

3. 3. 1 电力通信系统防雷设计前宜对现场进行雷击风险评估。

3. 3. 2 电力通信系统可按本规程第 4章规定的方法进行雷击风

险评估并确定雷电防护等级 。

3. 3. 3 用户提出要求时，电力通信系统可按现行国家标准《雷电

防护 第 2部分：风险管理》GB/T21714. 2规定的方法进行雷击

风险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确定雷电防护措施 。



4 雷电防护分级

4. 1 一 般 规 定

4. 1. 1 电力通 信系统的雷电防护等级可按本规程第 4. 2节或第

4. 3节的规定划分为 A、B、C三 级 。 两种方法同时采用时 ，应按其

中较高防护等级确定防雷措施 。

4. 1. 2 按本规程第 3. 3. 3条规定的方法进行风险评估并确定防

雷措施时不需要划分雷电防护等级 。

4. 2 按电力通信系统重要性及所处地区雷暴日

等级划分雷电防护等级

4. 2. 1 国家级和省级 电力通信枢纽 、sookV及 以上 电压等级变

电站 、位于强雷区的省级以下地 区 电力通信枢纽 、位于强雷区的

sookV以下电压等级变电站中设置的电力通信系统划分为 A 级 。

4. 2. 2 位于中雷区及多雷区的省级以下地区电力通信枢纽 、位于

中雷区及多雷区的 SOokV以下电压等级变电站中设置的电力通

信系统划分为 B级 。

4. 2. 3 不属于本规程第 4. 2. 1条和 4. 2. 2条范围的其他电力通

信系统雷电防护等级划分为 C级 。

. 3 按防雷装置的防护效率确定雷电防护等级

4. 3. 1 电力通信系统雷电防护等级可按防雷装置防护效率 E 确

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E> 0. 98时 ，定为 A级 ；

2 当0. 90<E毛0. 98时，定为 B级 ；

3 当E镇。． 90时，定为 C级 。



4. 3. 2 防雷装置 防护效率 艺 司按 卜式计 算 ：

E = I一 Nc/N (4. 3. 2)

式中：N。

�D 电力通信系统可接受的年平均最大雷击次数（次／a) ,

按本规程附录 A. 2的规定计算；

N �D 电力通信系统年预计雷击次数（次／a) ，按本规程附

录 A. 1的规定计算。



5 防 雷 设 计

5. 1 一 般 规 定

5. 1. 1 电力通信系统防雷设计宜先进行雷电环境评估，并采取相

应防护措施 。

5. 1. 2 新建电力通信工程的防雷设计应收集下列相关资料：

1 电力通信系统所在地区的地形 、地物状况 、气象条件和地

质条件；

2 电力通信系统所在建筑物或建筑物群的尺寸、结构及位置

分布，相邻建筑物的高度、结构、接地等情况 ；

3 电力通信系统设备的分布状况 ；

4 电力通信系统设备的类型 、功能及性能参数；

5 电力通信系统的网络结构；

6 电力通信系统电源线路、信号线路进人建筑物的方式；

7 供、配电情况及其配电系统接地方式等。

5. 1. 3 扩 、改建电力通信工程除应收集本规程第 5. 1. 2条中规定

的资料外，尚应收集下列相关资料：

1 防直击雷接闪装置的现状 ；

2 引下线的现状及其与电力通信系统设备、接地引入线间的

距离；

3 高层建筑物防侧击雷的措施 ；

4 线路敷设情况 ；

5 电力通信系统设备的安装情况及耐冲击电压水平；

6 总等电位连接及各局部等电位连接状况 、共用接地装置状

况 ；

7 电力通信系统的功能性接地导体与等电位连接网络互 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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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

8 地下管线、隐蔽工程分布情况 ；

9 曾经遭受过的雷击灾害记录等资料。

5. 1. 4 设置电力通信系统的建／构筑物应采取直击雷防护措施 。

5. 1. 5 电力通信系统防雷应采取等电位连接与接地保护措施 。

5. 1. 6 通信楼在 LPZoA或 LPZOB区与 LPZI区交界处应设置通

信系统总等电位接地端，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总等电位接地端子板与接地装置的连接不应少于两处 ，其

连接点与电力系统强电设备接人地网的连接点在共用地网中的距

离不宜小于 15m;

2 各楼层应设置楼层等电位接地端子板；

3 通信机房内应围绕机房敷设环形等电位连接带（环形等电

位接地母线）;

4 通信系统机房内应设等电位连接网络，机房等电位连接网

络应通过环形等电位连接带与共用接地系统连接。

5. 1. 7 电力通信系统机房内的设备金属外壳、机架、线缆金属外

层 、金属管、槽 、走线架、金属 门框、金属地板、防静电接地 、安全保

护接地 、功能性（工作）接地 、电涌保护器接地端等均应以最短的距

离与机房内等电位连接网络或环形等电位连接带连接。

5. 1. 8 高层建筑电力通信站可设专用垂直接地干线。 垂直接地

干线由总等电位接地端子板引出 ，同时与建筑物各层钢筋或均压

带连通 。 各楼层设置的接地端子板与垂直接地干线连接。 垂直接

地干线宜在竖井内敷设 ，通过连接导体引人电力通信机房与环形

等电位连接带连接。

5. 1. 9 当电力通信系统设置在附近多个相邻的建筑物时 ，应使用

水平接地体将各建筑物的地网相互连通 。 距离较远或相互 连接有

困难时 ，可作为相互独立 的系统分别处理 。

5. 1. 10 电力通信系统防雷接地电阻不宜大于 10fl。 电力通信系

统防雷接地与交流工作接地 、直流工作接地 、安全保护接地共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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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接地装置时 ，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值应按接人设备中要求的最

小值确定。

5. 1. 11 接地装置应优先利用建筑物的 自然接地体 ，当自然接地

体的接地电阻达不到要求时应增加人工接地体。

5. 1. 12 电力通信系统机房设备接地线严禁与接闪器 、铁塔 、防雷

引下线直接连接 。

5. 1. 13 各类等电位接地端子板及连接导体材料规格应符合表

5. 1. 13的规定。

表 5. 1. 13 等电位接 地 端子板 及 连 接导体 最小 截 面积

名 称 最小截面积 （mmZ)

150

一

100

一

90
一

120
一

50

总等电位接地端子板

楼层等电位接地端子板

机房环形等电位连接带

垂直接地干线

楼层端子板与机房环形等电位连

接带之间的连接导体

材 料

铜带

铜带

铜带

镀锌扁钢

多股铜芯导线或铜带

多股铜芯导线或铜带

机房环形等电位连接带与机房等

电位连接网格之间的连接导体
多股铜芯导线

设备与机房等电位连接网格之间

的连接导体
多股铜芯导线

机房等电位网格 铜带或多股铜芯导体

5. 1. 14 电力通信系统设备机房的屏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力通信系统设备主机房宜选择在建筑物低层中心部位，

机房内的设备应尽可能远离机房屏蔽体或结构柱 。

2 雷电防护等级划分为 A 、B级的电力通信系统机房可采取

六面金属网屏蔽，机房应采用无窗密闭铁门并接地 ，机房窗户的开

孔宜采用金属网格屏蔽。 金属屏蔽网应与环形等电位连接带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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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点连接 。

5. 1. 15 电力通信系统线缆屏蔽和敷设应符合本规程第 5. 3节的

规定。

5. 1. 16 电力通信系统电源线路电涌保护器的选择应符合本规程

第 5. 2节的相关规定。

5. 1. 17 电力通信系统信号线路电涌保护器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

定 ：

l 信号线路电涌保护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低压电涌保护

器 第 21部分：电信和信号网络的电涌保护器（SPD）
一 性能要求

和试验方法》GB/T 18802. 21的规定。

2 电力通信系统信号线路电涌保护器应根据线路的工作频

率、传输速率、传输带宽、工 作电压 、接口形式和特性阻抗等参数，

选择插人损耗小 、分布电容小 ，并与纵 向平衡、近端串扰指标适配

的电涌保护器 。

3 电力通信系统信号线路电涌保护器最大持续工作电压 Uc

应大于线路上的最大工作电压 1. 2倍，有效保护水平 Up/，应低于

被保护设备的额定冲击耐受电压 U, ，并宜小于或等于 0. SUw。

5. 1. 18 电力通信系统电涌保护器连接导体应采用铜导线，其最

小截面积应满足表 5. 1. 18的要求。

表 5. 1. 18 电涌保护器连接导体最小截面积

「
一 一 ．

｝ 导线截面积 （m mZ)

类 型
SPD连接相线铜导线 ｛SPD接地端连接铜导线

电源电涌保护器

第一 级

第二级

第三级

信号电涌保护器

5. 2 通信供电电源

5. 2. 1 进 、出电力通信系统机房的电源线路不宜采用架空线路。



5. 2. 2 电力通信系统设备由 TN交流配电系统供电时 ，从总配电

箱开始引出的配电线路应采用 TN 一 S系统的接地型式。

5. 2. 3 电源线路电涌保护器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通信供电电源电涌保护器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低压

电涌保护器（SPD） 第 1部分 ：低压配电系统的电涌保护器性能

要求和试验方法》GB 18802. 1的规定 。

2 电涌保护器的最大持续工作电压 U。 不应低于表 5. 2. 3一 1

规定的值。

表 5. 2. 3一 1 电涌保护器的最小 U。 值

交流电源 SPD 直流电源 SPD

安装位置 U。 安装位置 Uc

相线与中性线间 1. 15Uo 正极与 PE线间 1. ZUo

相线与 PE线间 抓孙。 负极与 PE线间 1. ZUo

中性线与 PE线间 U。 正 极与负极间 1. ZUo

注 ：IU 。是交流系统相线对中性线的标称电压或直流系统的标称电压 ；

2 正极接地的直流系统中，接地点附近正极对地可不设 SPD。

3 电力通信系统交流电源应设置电涌保护器，其有效保护水

平 Up/f应低于被保护设备的额定冲击耐受电压 Uw。 雷电防护等

级划分为 A 级或 B级的电力通信系统宜在交流输人 处设置第一

级保护 ，在机房通信电源柜处设置有效保护水平不高于 2500V的

交流电涌保护器作为后级保护 ，重要的电力通信设备电源端 口可

附加有效保护水平更低的交流电涌保护器 。 雷电防护等级划分为

C 级的电力通信系统，应至少在机房通信电源柜处设置有效保护

水平不高于 2500V的交流电涌保护器 。

4 电源线路电涌保护器安装位置与被保护电力通信设备间

的线路长度大于 10m且有效保护水平大于 Uw/2 时 ，宜在被保护

设备处增设电涌保护器 。

5 电力通信系统应在通信电源柜等直流电源输出端 口设置

直流电源电涌保护器 ，其最大持续工作电压应不小于电源系统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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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的最大浮充电压 ，有效保护水平 Up/，应低于被保护设备 的额定

冲击耐受电压 uw。

6 电力通信系统设有不间断电源时，其交流输人端应设置电

涌保护器 。

7 电力通信系统电源电涌保护器的冲击电流和标称放电电

流参数推荐值 ，宜符合表 5. 2. 3一 2的规定。

表 5. 2. 3一 2 电源 电涌保护器冲击电流和标称放电电流参数推荐值

雷电

防护

等级

交流电源人 口 机房交流电源柜
需要特殊保护的

设备交流端 口处
直流电源端 口

工类试验 ｝n类试验 n类试验 11类或 m类试验 ｝11类或皿类试验

Ilmp(kA)}I。（kA) In(kA) In/I。。（kA) In(kA)

澎
一

翔

娜
⋯

翔

A } )15 } )60

B })12. 5 } )50

C })12. 5 } )50 } )10

8 电源用模块式 SPD宜具有下列功能 ：

1）遥信；

2)SPD劣化指示 ；

3）脱离。

9 电源用第一 级箱式 SPD宜具有下列功能 ：

1)SPD劣化指示 ；

2）遥信；

3）过流保护 ；

4） 雷电记数。

5. 2. 4 当电压开关型电涌保护器至限压型电涌保护器之间的线

路长度小于 10m、限压型电涌保护器之间的线路长度小于 sm 时 ，

在两级电涌保护器之间应加装退祸装置 。 当电涌保护器具有能量

自动配合功能时 ，电涌保护器之间的线路长度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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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电力通信线缆

5. 3. 1 电力通信系统金属芯线缆屏蔽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线缆宜采用屏蔽电缆，当采用非屏蔽电缆时，应采用金属

线槽或金属管道屏蔽。

2 电缆屏蔽层 、金属线槽或金属管道两端宜在雷电防护区交

界处做等电位连接并接地 。

5. 3. 2 电力通信系统金属芯线缆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雷电防护等级划分为 A 级的户外线缆宜敷设在金属线槽

或金属管道内。

2 布置电力通信系统金属芯线缆的路由走向时 ，应尽量减小

由线缆自身形成的感应环路面积 。

3 线缆及线槽的布放宜避免紧靠建筑物外侧立柱或横梁 。

无法避免时 ，应减小沿该立柱或横梁的布线长度。

4 各类线缆的布放宜远离电力微波铁塔等可能遭受直击雷

的结构物。

5 室内各种线缆的布放宜集中在建筑物的中部。

6 金属芯电缆空线对应在配线架上接地 。

5. 3. 3 电力通信系统采用的光纤复合架空地线（OPGW）应符合

现行行业标准《光纤复合架空地线》DL/T 832的要求。

5. 3. 4 通信系统采用 OPGW 光缆时 ，OPGW 引下塔至机房之间

应换用非金属引下光缆。

5. 4 数字微波通信系统

5. 4. 1 微波塔应装设接闪器 ，微波天线应设置于直击雷防护区

(LPZoB）内。 微波塔接闪器宜设置专门的引下线，引下线材料宜

采用 40mmX4mm 镀锌扁钢 。 当铁塔金属构件壁厚大于 4mm 、且

电气连接可靠时 ，可利用金属构件作为引下线 。 引下线人地点应

设在与机房地网不相邻的铁塔地网另一 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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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2 独立微波塔和天线到周围构筑物的距离应大于 sm。

5. 4. 3 微波塔上除架设必要的通信装置或线缆外，不应架设或搭

挂其他装置或线缆。

5. 4. 4 电力通信微波站地网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微波站地网应利用机房建筑物的基础及铁塔基础内的主

钢筋作为接地体的一 部分。

2 微波铁塔位于机房旁边时 ，其地网面积应延伸到塔基四脚

外 1. sm 的范围 ，其周边应为封闭式 ，并应将塔基钢筋与地网焊接

连通 ；微波机房位于微波铁塔内或微波铁塔位于机房顶时 ，宜在机

房地网四角设置辐射式外引接地体。

3 电力变压器设置在机房内时 ，变压器地网可合用机房及铁

塔组成的地网 ；电力变压器设置在机房外，且距机房地网边缘 30m

以内时 ，变压器地网与机房地网或与铁塔地网之间，应每间隔 3m一

sm 相互 焊接连通 ，并应至少有两处连通 。

4 电力通信微波站宜附加环形接地装置 。 环形接地装置应

由水平接地体和垂直接地体组成 。 水平接地体周边应为封闭式 ，并

与地网宜在同一 水平面上 ；环形接地体与地网之间应每间隔 3m一 sm

相互焊接连通一 次。

5 微波站天线铁塔位于机房旁边时，铁塔地网与机房地网之

间 ，应每间隔 3m一 sm 相互 焊接连通一 次 ，并不应少于两处 ，铁塔

四脚应与其地网就近焊接连通 。

6 微波站天线铁塔位于机房屋顶时 ，其四脚应在屋顶与接闪

带分别就近电气连通 。

5. 4. 5 微波站的接地电阻不宜大于 sn。 高土 壤电阻率地区 ，宜

增设水平及垂直接地体或采用降阻剂尽可能降低接地电阻 ，接地

电阻不宜大于 10。 。

5. 4. 6 微波塔上的照明灯电源线等应采用屏蔽电缆或穿金属管

敷设 ，屏蔽层或金属管至少应在上下两端与塔身金属结构进行等

电位连接，并埋地引人机房或配电装置 ，埋地距离不宜小于 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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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 气 j 狡 子 官 玖 l刊拙 电 揽 讲 敝 居 兰 少 坦 住 上 卜网 喻 与蜡 身 金 属

结构进行等电位连接，并在进人机房处与机房接地网等电位连接。

5. 4. 8 微波通信系统应按本规程第 5. 2. 3条的规定设置电源端

口 电涌保护器 。 雷电防护等级划分为 A 级的电力微波通信系统

交流电源第一 级电涌保护宜采用 工类试验电涌保护器 。

5. 4. 9 微波通信系统应按本规程第 5. 1. 17条的规定设置天馈线

路电涌保护器 ，标称放电电流不宜小于 10kA(8/20拌s）。 电涌保护

器应安装在收／发通信设备的射频出、人端口处 ，传输功率不应小

于 1. 5倍的系统平均功率。

5. 5 程控交换系统

5. 5. 1 程控数字交换机设备信号线路应根据总配线架所连接的

中继线及用户线性质 ，选用适配的信号线路电涌保护器 。 音频电

缆等进人机房时应首先接人音频电涌保护器 。

5. 5. 2 信号线路电涌保护器宜选用附录 C规定的 CZ类电涌保

护器 ，标称放电电流不小于 2. skA，并满足线路传输速率及带宽

要求。

5. 5. 3 电涌保护器的接地端应与配线架接地端相连，配线架的接

地线应采用截面积不小于 16mm2的多股铜线，从配线架接至机房

的局部等电位接地端子或环形等电位连接带上 。 配线架及程控数

字交换机的金属支架 、机柜均应做等电位连接并接地 。

5. 6 电力数据网、数字同步网及网络管理 系统

5. 6. 1 电力数据网、数字同步网及网络管理系统设备电源线路电

涌保护器的设置应满足本规程第 5. 2节相关要求。

5. 6. 2 同步时钟 GPS或北斗等卫 星定位系统天线应设置在直击

雷防护区（LPZOB）内。 天馈线路接口处应安装标称放电电流不小

于 IOkA(8/20川 ）的天馈电涌保护器 。 时钟授时输出接口连接线

路大于 30m时 ，宜设置标称放电电流不小于 ZkA(8/20川 ）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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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涌保护器 ，接 口较多时，可采用带防雷功能的扩展单元 。

5. 6. 3 PCM、SDH 等通信传输设备 ZMbit/S等电接 口前端宜设

置附录 C规定的标称放电电流不小于 ZkA的 CZ类信号电涌保护

器 。

5. 6. 4 远动等其他信号采用金属芯线缆进人通信设备前宜采取

隔离措施 。 经调制解调器输出的音频模拟信号采用音频变压器进

行电气隔离 ；RS232、RS485等接 口 的数据信号采用光电隔离器进

行隔离。 无隔离措施时 ，宜加装附录 C规定的标称放电电流不小

于 ZkA的 CZ类信号电涌保护器 。

5. 6. 5 采用 RJ45接口 的网络信号宜经过附录 C规定的标称放

电电流不小于 IkA的CZ类信号电涌保护器接入通信设备接口 。

5. 6. 6 网络管理系统的网管服务器 、客户端、网络交换机等设备

网络接口宜设置信号电涌保护器 ，并符合本规程第 5. 6. 5条相关

要求。

5. 6. 7 采用 GPRS传输数据时 ，室外 GPRS设备接 口 应满足

4kV、ZkA的防电涌能力要求，否则应增设电涌保护器 。

5. 6. 8 传输介质采用金属芯电缆时，应按本规程第 5. 3. 1条和第

5. 3. 2条的有关规定采取防雷措施；采用光缆时应按本规程第

5. 3. 3条和第 5. 3. 4条的有关规定采取防雷措施；采用微波传输时

应按本规程第 5. 4节采取防雷措施 。

5. 7 视频监控系统

5. 7. 1 系统视频 、控制信号线路及供电线路的电涌保护器 ，应分

别根据视频信号线路、解码控制信号线路及摄像机供电线路的性

能参数来选择 ，信号电涌保护器应满足设备传输速率、带宽要求，

并与被保护设备接口兼容。

5. 7. 2 户外摄像机的输出视频接口应设置视频信号线路电涌保

护器 ，摄像机控制信号线接口处应设置信号线路电涌保护器 。 宜

选用附录 C规定的冲击电流不小于 IkA的 Dl类电涌保护器或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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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放电电流不小于 skA的 CZ类 电涌保护器 ；解码箱处供电线路

应设置标称放电电流不小于 lokA(8/20川 ）的电源端口 电涌保护

器 。

5. 7. 3 主控机 、分控机的信号控制线、通信线、各监控器的报警信

号线，宜在线路进出建筑物 LPZoA或 LPZoB与 LPZI边界处选用

附录 C规定的标称放电电流不小于 skA的 CZ类电涌保护器 。

5. 7. 4 系统的户外供电线路、视频信号线路、控制信号线路应有

金属屏蔽层并穿钢管敷设 。 视频信号线屏蔽层应单端接地 ，其他

线路屏蔽层及钢管应两端接地 。

5. 7. 5 设置在独立杆塔上的视频监控设备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视频监控设备应在直击雷保护范围内，非金属杆塔顶端应

设置接闪针 。

2 供电线路、视频信号线路 、控制信号线路应穿钢管敷设 ，钢

管至少应在上下两端与杆塔金属结构进行等电位连接 。

3 接地电阻宜不大于 10n，土壤电阻率高于 l000n· m 的地

区宜小于 3On。

5. 8 卫星通信系统

5. 8. 1 卫 星通信天线应设置防直击雷的接闪装置 ，使天线处于直

击雷防护区 （LPZoB）内 。

5. 8. 2 卫 星 天线设置在铁塔上 时 ，天馈线宜从铁塔中心 部位引

下 ，在其上部、下部和经走线桥架进人机房前 ，同轴电缆屏蔽层应

就近接地 。 当铁塔高度大于或等于 60m时 ，同轴电缆屏蔽层还应

在铁塔中部增加一 处接地 。

5. 8. 3 当卫 星通信系统具有双向（收／发）通信功能且天线架设在

建筑物屋面时，天线架应通过截面积大于或等于 25mm
”

绝缘铜芯

导线与卫星通信机房等电位接地端子板连接 ，不应与接闪器直接

连接。

5. 8. 4 卫 星天线的波导管应在天线架和机房人 口外侧接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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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8. 5 卫 星天线伺服控制系统的控制线及电源线，应采用屏蔽电

缆，屏蔽层应在天线处和机房人 口外接地 ，并应设置标称放电电流

不小于 IOkA(8/20衅 ）的电涌保护器 。

5. 8. 6 卫 星 天线天馈线路端 口 应设 置标称放电电流不小于

IOkA(8/20拌s）的信号电涌保护器 。

5. 9 电力线载波通信系统

5. 9. 1 电力线载波通信的阻波器 、藕合电容器 、结合设备应设置

在直击雷防护区（LPZoB）内。

5. 9. 2 载波结合设备应在初级端子和接地端子之间设置高压避

雷器保护。 如采用有间隙的避雷器 ，工 频放电电压的数量级为有

效值 ZkV，能承受波形 8/20拌s、最低 skA的冲击放电电流及有效

值 skA、时间 0. 25的工频电流 。 如采用非线性电阻式避雷器 ，额

定电压的数量级为 IkV，能承受波形 8/20衅 、至少 skA的冲击放

电电流 。 藕合电容器与结合设备相隔较远时，应在藕合电容器下

方加装 一 个避雷器 。

5. 9. 3 结合设备的次级应装设限制过电压的保护元件保护电力

线载波设备。

5. ,. 4 电力线载波通信藕合设备引出至机房的高频电缆在进入

机房前 ，屏蔽层及外护层应就近可靠接地 。

5. 9. 5 电力线载波通信藕合设备引出至机房的高频电缆应穿钢

管埋地进人机房，埋地长度不宜小于 15m。

5. 9. 6 电力线载波机与通信电源柜距离较大时 ，交流及直流电源

端 口宜附加安装电源线路电涌保护器 。

5. 10 电力会议电视系统

5. 10. 1 会议电视系统供电电源应设置电源电涌保护器 ，其有效

保护水平Uv/f 应低于被保护设备的额定冲击耐受电压 Uw。 在建

筑物总配电箱处应设置第一 级保护 ，并在楼层 电源配电箱或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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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配电箱处设置有效保护水平不高于 2500V的交流电涌保护器

作为后级保护 ，敏感设备前可附加有效保护水平更低的电涌保护

器 。

5. 10. 2 会议电视系统设置的电源电涌保护器还应符合本规程第

5. 2节的其他要求。

5. 10. 3 会议电视系统人户线路采用双绞线或电话线传输信号

时，在会议电视终端设备、多点控制设备（MCU ）前端应安装附录

C规定的标称放电电流不小于 IkA的 CZ类信号电涌保护器 。

5. 10. 4 线缆屏蔽和敷设应满足本规程第 5. 3节相关要求。



6 防 雷 施 工

6. 1 一 般 规 定

6. 1. 1 电力通信系统防雷工程施工应按本规程的规定和已批准

的设计施工 文件进行 。

6. 1. 2 电力通信系统防雷工程中采用的器材应符合国家现行有

关标准的规定 ，并应有合格证书。

6. 1. 3 防雷工 程施工人员应持证上岗。

6. 1. 4 测试仪表、量具应鉴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使用 。

6. 2 接 地 装 置

6. 2. 1 人工接地体宜在建筑物四周散水坡外大于 lm处埋设 ，在

土壤中的埋设深度不应小于 0. 6m。 冻土地带人工 接地体应埋设

在冻土层以下 。 水平接地体应挖沟埋设 ，钢质垂直接地体宜直接

打人地沟内，其间距不宜小于其长度的 2倍并均匀布置 。 铜质材

料、石墨或其他非金属导电材料接地体宜挖坑埋设或参照生产厂

家的安装要求埋设 。

6..2. 2 垂直接地体坑内、水平接地体沟内宜用低电阻率土壤回填

并分层夯实。

6. 2. 3 接地装置可采用热镀锌钢质材料或复合接地体材料。 在

高土壤电阻率地区 ，宜采用换土法 、长效降阻剂法或其他新技术 、

新材料降低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 。

6. 2. 4 钢质接地体应采用焊接连接。 其搭接长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扁钢与扁钢（角钢）搭接长度为扁钢宽度的 2倍 ，不少于三

面施焊；

· 2 圆钢与圆钢搭接长度为圆钢直径的 6倍 ，双面施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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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钢与扁钢搭接长度为圆钢直径的 6倍 ，双 面施焊 ；

扁钢和圆钢与钢管 、角钢互 相焊接时 ，除应在接触部位双34
面施焊外，还应增加圆钢搭接件；圆钢搭接件在水平 、垂直方向的

焊接长度各为圆钢直径的 6倍 ，双面施焊 ；

焊接部位应除去焊渣后做防腐处理 。

铜质接地装置应采用焊接或热熔焊 ，钢质和铜质接地装置

｝

勺

56. 2

之间连接应采用热熔焊，连接部位应做防腐处理 。

6. 2. 6

6. 2. 7

接地装置连接应可靠，连接处不应松动、脱焊、接触不 良。

接地装置施工 结束后 ，接地 电阻值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隐

蔽工程部分应有随工检查验收合格的文字记录档案。

6. 3 接 地 线

6. 3. 1 接地装置应在不同位置至少引出两根连接导体与室内总

等电位接地端子板相连接 。 接地引出线与接地装置连接处应焊接

或热熔焊。 连接点应有防腐措施 。

6. 3. 2 接地装置与室内总等电位接地端子板的连接导体截面积 ，

铜质接地线不应小于 501111112，当采用扁铜时 ，厚度不应小于 2? ；钢

质接地线不应小于 100nln12，当采用扁钢时 ，厚度不应小于 4mm。

6. 3. 3 等电位接地端子板之间应采用多股铜芯导线连接，等电位

接地端子板与连接导线之间宜采用螺栓连接或压接。 当有抗电磁

干扰要求时 ，连接导线宜穿钢管敷设 。

6. 3. 4 接地线采用螺栓连接时 ，应连接可靠，连接处应有防松动

和防腐蚀的措施 。 接地线穿过有机械应力的地方时 ，应采取防机

械损伤的措施 。

6. 3. 5 接地线与金属管道等自然接地体的连接，应根据其工艺特

点采用可靠的电气连接方法 。

6. 4 等电位接地端子板（等电位连接带）

6。 4. 1 在雷电防护区的界面处安装的等电位接地端子板 ，材料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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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应符合本规程表 5. 1. 13的规定，并应与接地装置连接。

6. 4. 2 电力通信系统机房等电位连接网络宜符合下列规定：

1 机房采用 S型等电位连接时 ，宜使用不小于 25mmX3mm

的铜排作为单点连接的等电位接地基准点 ；

2 机 房采用 M 型等电位连接时，宜 使用截面积 不小于

25mm2的铜带或多股铜芯导体在防静电活动地板下做成等电位

接地网格 。

6. 4. 3 等电位连接网格的连接宜采用焊接、熔接或压接。 连接导

体与等电位接地端子板之间应采用螺栓连接 ，连接处宜进行热搪

锡处理 。

6. 4. 4 等电位连接导线应使用具有黄绿相间色标的铜质绝缘导

线。

6. 4. 5 对 于暗敷的等电位连接线及其连接处，应做隐蔽工 程记

录，并在竣工 图上注明其实际部位、走向。

6. 4. 6 等电位连接带表面应无毛刺、明显伤痕、残余焊渣 ，安装平

整 、连接牢固 ，绝缘导线的绝缘层无老化龟裂现象 。

6. 5 电涌保护器

6. 5. 1 电源线路电涌保护器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源线路的各级电涌保护器应分别安装在线路进人建筑

物的人 口 、防雷区的界面和靠近被保护设备处 。 各级电涌保护器

连接导线应短直，其长度不宜超过 0. sm，并固定牢靠。 电涌保护

器各接线端应在本级开关 、熔断器的下桩头分别与配电箱 内线路

的同名端相线连接 ，电涌保护器的接地端应以最短距离与所处防

雷区的等电位接地端子板连接。 配 电箱的保护接地线 （PE）应与

等电位接地端子板直接连接；

2 带有接线端子的电源线路电涌保护器应采用压接 ，带有接

线柱的电涌保护器宜采用接线端子与接线柱连接；

3 电涌保护器的连接导线最小截面积应符合本规程表 5. 1.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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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6. 5. 2 天馈线路电涌保护器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天馈线路电涌保护器应安装在天馈线与被保护设备之间，

宜安装在机房内设备附近或机架上 ，也可以直接安装在设备射频

端口上 ；

2 天馈线路电涌保护器 的接地端应采用截面积不 小 于

6mm
，

的多股铜芯导线就近连接到 LPZoA或 LPZoB与 LPZI交

界处的等电位接地端子板上 ，接地线应短直。

6. 5. 3 信号线路电涌保护器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信号线路电涌保护器应连接在被保护设备的信号端口上 。

电涌保护器可安装在机柜内，也可 固定在设备机架或附近的支撑

物上 ；

2 信号线路电涌保护器接地端应采用铜芯导线与设备机房

等电位连接网络连接，接地线应短直，连接导线最小截面积应符合

表本规程 5. 1. 18的规定 。

6. 6 屏蔽和线缆敷设

6. 6. 1 机房屏蔽体表面应平整 ，屏蔽体间连接应采用焊接，焊缝

应均匀、整齐，并与机房环形等电位连接带可靠连接。 抗静电地板

的金属龙骨架至少应在整个龙骨架的一 个对角线两端用截面积不

小于 4mm
“

的铜线与环形接地母线连接 。

6. 6. 2 线缆的金属屏蔽管转弯时弯角应大于 90度，接头间应连

接可靠、无缝隙，金属屏蔽管、屏蔽层应全线电气贯通 ，并与接地线

做电气连通 。

6. 6. 3 接地线在穿越墙壁 、楼板和地坪处应套钢管或其他坚固的

保护套管，钢管应与接地线做电气连通 。

6. 6. 4 线槽或线架上的线缆绑扎间距应均匀合理 ，绑扎线扣应整

齐 ，松紧适宜 ；绑扎线头宜隐藏不外露 。

6. 6. 5 接地线 、电涌保护器连接线的敷设宜短直 、整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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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6 接地线、 电涌保护器连接线转弯时弯角应大于 900，弯曲

半径应大于导线直径的 10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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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施工质量验收

7. 1 验 收 项 目

7. 1. 1 接地装置验收应包括下列项 目：

1 接地装置的结构和安装位置 ；

2 接地体的埋设间距 、深度 、安装方法 ；

3 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 ；

4 接地装置的材质、连接方法、防腐处理 ；

5 随工检测及隐蔽工程记录。

7. 1. 2 接地线验收应包括下列项 目：

1 接地装置与总等电位接地端子板连接导体规格和连接方

法 ；

2 接地干线的规格 、敷设方式、与机房局部等电位接地端子

板的连接方法 ；

3 接地线与接地体、金属管道之间的连接方法；

4 接地线在穿越墙体、伸缩缝 、楼板和地坪时加装的保护管

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7. 1. 3 等电位接地端子板（等电位连接带）验收应包括下列项 目：

1 等电位接地端子板（等电位连接带）的安装位置 、材料规格

和连接方法 ；

2 等电位连接网络的安装位置 、材料规格和连接方法 ；

3 电力通信系统的外露导电物体、各种线路、金属管道 以及

信息设备等电位连接的材料规格和连接方法 。

7. 1. 4 屏蔽设施验收应包括下列项 目：

1 电力通信系统机房和设备屏蔽设施的安装方法 ；

2 进出建筑物线缆的路由布置 、屏蔽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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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 6

进出建筑物线缆屏蔽设施的等电位连接。

电涌保护器验收应包括下列项 目：

电涌保护器的安装位置 、连接方法 、工作状态指示 ；

电涌保护器连接导线的长度、截面积 ；

电源线路各级电涌保护器的参数选择。

线缆敷设验收应包括下列项目：

电源线缆、信号线缆的敷设路由；

电源线缆、信号线缆的敷设间距 ；

电力通信系统线缆与电气设备的间距 。

3

51
}

23
,
1

23
7. 2 竣 工 验 收

7. 2. 1 防雷工程竣工后 ，应由相关单位代表进行验收 。

7. 2. 2 防雷工程竣工验收时，凡经随工检测验收合格的项目，不

再重复检验 。 如果验收组认为有必要时 ，可进行复检。

7. 2. 3 检验不合格的项 目不得交付使用 。

7. 2. 4 防雷工程竣工 后 ，应由施工单位提出竣工 验收报告 ，并由

工 程监理单位对施工安装质量作出评价。 竣工验收报告宜包括下

列内容：

1 项目概述 ；

2 施工 与安装；

3 防雷装置的性能、被保护对象及范围；

4 接地装置的形式和敷设 ；

5 防雷装置的防腐蚀措施 ；

6 接地电阻以及有关参数的测试数据和测试仪器 ；

7 等电位连接带及屏蔽设施 ；

8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

， 结论和评价。

7. 2. 5 防雷工程竣工 ，应 由施工单位提供下列技术文件和资料 ：

1 竣工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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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防雷装置安装竣工 图；

2） 接地线敷设竣工 图；

3） 接地装置安装竣工 图；

4） 等电位连接带安装竣工 图；

5） 屏蔽设施安装竣工 图 。

2 被保护设备一 览表；

3 变更设计的说明书或施工洽谈单；

4 安装工程记录（包括隐蔽工程记录）;

5 重要会议及相关事宜记录 。



8 维护与管理

8. 1 维 护

8. 1. 1 防雷装置的维护应分为定期维护和 日常维护两类。

8. 1. 2 每年在雷雨季节到来之前，应进行一 次定期全面检测维

护 。

8. 1. 3 日常维护应在每次雷击之后进行。 在雷电活动强烈的地

区 ，对 防雷装置应随时进行 目测检查 。

8. 1. 4 检测接闪器 、引下线的电气连续性 ，当发现有脱焊、松动和

锈蚀等现象时，应进行相应的处理 ，特别是在断接卡或接地测试点

处 ，应经常进行电气连续性测量 。

8. 1. 5 检查接闪器 、杆塔和引下线的腐蚀情况及机械损伤，包括

由雷击放 电所造成的损伤情况 。 若有损伤，应及时修复；当锈蚀部

位超过截面的 1/3 时 ，应更换 。

8. 1. 6 测试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值，若测试值大于规定值，应检

查接地装置和土壤条件，找出变化原因 ，采取有效的整改措施 。

8. 1. 7 检测设备金属外壳、机架等电位连接的电气连续性，当发

现连接处松动或断路时，应及时更换或修复。

8. 1. 8 检查各类电涌保护器的运行情况 ：有无接触不 良、漏 电流

是否过大、发热、绝缘是否 良好、积尘是否过多等。 出现故障，应及

时排除或更换 。

8. 2 管 理

8. 2. 1 防雷装置应 由熟悉雷电防护技术的专职或兼职人员负责

维护管理 。

8. 2. 2 防雷装置投人使用后 ，应建立管理制度。 对防雷装置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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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安装、隐蔽工程图纸资料 、年检测试记录等，均应及时归档 ，妥

善保管。

8. 2. 3 雷击事故发生后 ，应及时调查雷害损失，分析致害原因 ，提

出改进措施 ，并上报主管部门。



附录 AN 和 N 。 的计算方法

A. 1 年预计雷击次数 N 的计算

A. 1. 1 电力通信系统所在建筑物年预计雷击次数 Nl可按下式

确定 ：

NI= K X NgXA 。 （A. 1. 1)

式中：Nl�D 电力通信系统所在建筑物年预计雷击次数（次／a) ;

K�D 校正系数 ，在一 般情况下取 1；位于旷野孤立的建筑

物取 2；金属屋面的砖木结构的建筑物取 1. 7；位于

河边 、湖边 、山坡下或山地中土壤电阻率较小处 ，地

下水露头处 、土 山顶部、 山谷风 口 等处 的建筑物，以

及特别潮湿地带的建筑物取 1. 5;

Ng
�D 建筑物所处地区雷击大地密度（次／km

”
· a) ;

Ae�D 截收相同雷击次数的等效面积（kmZ）。

A. 1. 2 建筑物所处地区雷击大地密度 N。 可按下式确定。 当所

处地区有可靠的雷击密度资料时，可直接采用雷击密度数据。

Ng七 0. 1X Td (A. 1. 2)

式中：几
�D 年平均雷暴日（d/a)，根据当地气象台、站资料确定。

A. 1. 3 电力通信系统所在建筑物的等效面积 A。 的计算方法应

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建筑物的高度 H 小于 100m时 ，其每边 的扩大宽度 D

和等效面积 A 。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确定：

D ＝ 丫H (200一 H ) (A. 1. 3一 1)

A。
一 〔LW + 2(L + w ）只 丫万夜丽二 百 了十

二H (200一 H）〕X 10
一 6

(A. 1. 3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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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
�D 建筑物每边的扩大宽度（m );

L、W 、H
�D 分别为建筑物的长 、宽 、高（m ）。

2 当建筑物的高 H 大于或等于 10om时 ，其每边的扩大宽

度应按等于建筑物的高 H 计算。 建筑物的等效面积应按下式确

定：

A。
＝ [LW + ZH(L+ W )＋ 二HZ]X 10

一 6

(A. 1. 3一 3)

3 当建筑物各部位的高不同时 ，应沿建筑物周边逐点计算出

最大的扩大宽度，其等效面积 A。 应按各最大扩大宽度外端的连

线所包围的面积计算。 建筑物扩大后的面积如图 A. 1. 3中周边

虚线所包围的面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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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一 ‘ 尹

l
!
!
l
!
1

1111
.

11
!
!
l
!

iJ
"
,l

/I

产刀200一

、
～ 二＿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 工～ r 尤

祝仅oo. H) 扩大宽度门顾 骊 不两

图 A. 1. 3 建筑物的等效面积

A. 1. 4 人户设施年预计雷击次数 N： 按下式确定：

NZ一 NgX截 （A. 1. 4一 1)

A几一 A,e1+A,e2 (A . 1. 4一 2)

式中：NZ�D 入户设施年预计雷击次数（次／a);

A,e�D 人户设施的总截收面积（km
,
);

A,e1�D 电源线缆人户设施 的截收面积 （k mZ)，按表 A.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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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确定；

A,e2�D 信号线缆人户设施 的截收面积 （kmZ)，按表 A. 1. 4

的规定确定。

表 A. 1. 4 入 户设施的截收面积

线 路 类 型

低压架空电源电缆

高压架空电源电缆（至现场变电所）

低压埋地电源电缆

高压埋地电源电缆（至现场变电所）

架空信号线

埋地信号线

无金属恺装和金属芯线的光纤电缆

截收面积（kmZ)

2000XLX10
一 6

500XLX10
一 6

ZXd,XLX10
一 6

0. 1Xd, XLX10
一 6

2000XLX10
一 6

ZXd， 只LX10
一 6

注 ：IL 是线路从所考虑建筑物至网络的第一 个分支点或相邻建筑物的长度 ，单

位为 m ，最大值为 1。。。m 。 当 L未知时 ，L应取为 l000m;

Zd ， 表示埋地引人线缆计算截收面积时的等效宽度 ，单位为 m ，其数值等于

土壤电阻率的值 ，d。 最大值取 500m。

A. 1. 5 电力通信系统所在建筑物及人户设施年预计雷击次数 N

应按下式确定：

N = Nl+ N: (A. 1. 5)

式中 ：N�D 电力通信系统年预计雷击次数（次／a）。

A. 2 可接受的最大年平均雷击次数 Nc的计算

A. 2. 1 因直击雷和雷电电磁脉冲引起电力通信系统设备损坏的

可接受的最大年平均雷击次数 N。 应按下式确定：

N 。
一 5. 8X 10

一 ，

/C (A. 2. 1)

式中 ：Nc�D 电力通信系统可接受的最大年平均雷击次数（次／a);

C�D 各类因子 Cl、CZ、C3、瓜 、CS、C6之和 ；

Cl�D 电力通信系统所在建筑物材料结构因子 ，当建筑物

屋顶和主体结构均为金属材料时，C， 取 0. 5；当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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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屋顶和主体结构均为钢筋混凝土材料 时 ，Cl取

1. 0；当建筑物为砖混结构时 ，Cl取 1. 5；当建筑物为

砖木结构时 ，G 取 2. 0；当建筑物为木结构时 ，C， 取

2. 5;

CZ�D 电力通信系统重要程度因子 ，国家级和省级电力通

信枢纽 、sookV及 以上电压等级变电站中设置的电

力通信系统 CZ取 3. 0；省级以下地区电力通信枢纽 、

电压等级大于或等于 110kV但小于 sookV的变 电

站中设置的电力通信系统 CZ取 1. 0；其他电力通信

系统 CZ取 0. 5;

C3�D 电力通信系统设备耐冲击类型和抗冲击过电压能力

因子 。 较强 ，C3取 0. 5；
一 般 ，C3取 1. 0；较弱 ，C3取

3. 0;

C、
�D 电力通信系统设备所在雷 电防护区（LPZ） 的因子 ，

设备在 LPZZ等后续雷电防护区 内时 ，瓜 取 0. 5；设

备在 LPZI区 内时 ，G 取 1. 0；设备在 LPZoB区 内

时 ，C。 取 1. 5一 2. 0;

CS�D 为电力通信系统发生雷击事故的后果 因子 ，系统业

务中断不会产生不 良后果时 ，CS取 0. 5；系统业务原

则上不允许中断，但在 中断后无严重后果 时 ，CS取

1. 0；系统业务不允许 中断 ， 中断后会产生严重后果

时 ，C： 取 1. 5一 2. 0;

C6�D 表示 区域雷暴等级 因子 ，少雷 区 C6取 0. 8；中雷区

C。 取 l；多雷区 C6取 1. 2；强雷区 C。 取 1. 4。



附录 B 雷电流参数

B. 0. 1 闪电中可能出现三种雷击波形（图 B. 0. 1一 1)，短时雷击波

形参数应符合图 B. 0. 1一 2的规定，长时间雷击波形参数应符合图

B. 0. 1一 3的规定 。

／
幼

II
t一

(a）首次短时雷击 （b）首次以后的短时雷击 （后续雷击） (c）长时间雷击

图 B. 0. 1一 1 闪电中可能出现的三种雷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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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一 ｛
！ 爪

图 B. 0. 1一 2 短时雷击波形参数

I一 峰值电流（幅值）;Tl一 波头时间 ；

Tz一 半值时间（典型值 TZ< Zms)



10% 10%
呱
兰

猛

B. 0. 2

图 B. 0. 1一 3 长时间雷击波形参数

Tl。、
一 从波头起 自峰值 10写至波尾降到峰值 10％之间的时间

（典型值 Zms< Tl。、 ＜ 1s);Qlong
一 长时间雷击的电荷量

雷电流参数应符合表 B. 0. 2一 1一 表 B. 0. 2一 3的规定。

表 B. 0. 2一 1 首次雷击的雷电流参数

雷电流参数
防雷建筑物类别

一 类 二 类 三类

幅值 I(kA) 200 150 100

波头时间 T,（拜s) 10 10 l0

半值时间 TZ（衅 ） 350 350 350

电荷量 Q,(C) 100 75 50

单位能量 W/R(MJ/n) 10 5. 6 2. 5

注 ：1 因为全部电荷量 Qs的主要部分包括在首次雷击中，故所规定的值考虑合

并了所有短时间雷击的电荷量 ；

2 由于单位能量 W/R 的主要部分包括在首次雷击中，故所规定的值考虑合

并了所有短时间雷击的单位能量 。

表 B. 0. 2一 2 首次以后雷击的雷电流参数

雷电流参数
防雷建筑物类别

一 类 二 类 三类

幅值 I(kA) 50 37. 5 25

波头时间 T;（拼s) 0. 25 0. 25 0。 25

半值时间 丁2（拌s) 100 100 100

平均陡度 I/T,(kA／衅 ） 200 150 100



表 B. 0. 2一 3 长时间雷击的雷电流参数

雷电流参数
防雷建筑物类别

一 类 二 类 三类

电荷量 Ql(C) 200 150 100

时间 T(s) 0. 5 0. 5 0。 5

注 ：平均电流 I、 Q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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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信号线路电涌保护器冲击

试验波形和参数

表 C 信号线路电涌保护器的冲击试验推荐采用的波形和参数

类别 试验类型 开路电压 短路电流

A1 很慢的上升率
)IkV

0. IkV／件s
一 lookV/s

loA,0. IA／拌s
一 ZA／拜s

)1000拜s（持续时间）

A2 AC

Bl

慢上升率

IkV,10/1000拌s iooA,10/1000拜s

IkV一 4kV,10/700拌s 25A? looA,5/300拌sB2

)Ikv,looV／拜s loA? 10oA,10/1000拜sB3

Cl

快上升率

0. skV一 2kV,1. 2/50拜s 0. 25kA一 1kA,8/20拜s

Zkv一 lokv,1. 2/50拜s ikA一 5kA,8/20拜sC2

)IkV,1kV／拜s loA一 10oA,10/1000拜s几

Dl
高能量

)IkV 0. skA一 2. skA,10/350拜s

)IkV 0. 6kA一 ZkA,10/250"sDz

注 ：表中数值为 SPD测试的最低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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