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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江苏省气象局提出并归口。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省防雷减灾协会、江苏天安防雷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扬州市气象学会、江苏

华云防雷检测有限公司、南京捷宝凯雷电气技术有限公司、常州市防雷设施检测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游志远、姜翠宏、陈广昌、涂永高、冯建伟、刘步鸿、陈红兵、徐乐、陈忠涛、

张洁茹、崔浩、查怀华、仇文捷、火焰、蒋海琴、刘杨、俞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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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电防护装置检测部位及检测点确认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明确了雷电防护装置检测部位及检测点确认的原则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雷电防护装置检测部位和检测点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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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2190  电磁屏蔽室屏蔽效能的测量方法 

GB 18802.1—2011  低压配电系统的电涌保护器（SPD）第1部分: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GB 50057—2010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343—2012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GB 50601—2010  建筑物防雷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GB/T 21431—2015  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 

GB/T 21714.3—2015  雷电防护第3部分:建筑物的物理损坏和生命危险（IEC 62305-3:2010，IDT） 

GB/T 21714.4—2015  雷电防护第4部分:建筑物内电气和电子系统（IEC 62305-4:2010，IDT） 

GB/T 32937—2016  爆炸和火灾危险场所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雷电防护装置 lightning protection system；LPS 

用于减少闪击击于建（构）筑物上或建（构）筑物附近造成的物质性损害和人身伤亡的整个系统。 

注： LPS由外部和内部防雷系统两部分组成。 

 3.2 

检测部位 parts under inspection 

雷电防护装置中具有独立功能须进行检测的部分。 

 3.3 

检测点 lightning  protection system  detection point 

从雷电防护装置检测部位中确认进行测试的位置。 

 3.4 

屏蔽效能（SE） shielding effectiveness(SE) 

未有屏蔽体时接收到的信号值与在屏蔽体内接收到的信号值的比值，即发射源与接收体之间存在屏

蔽体所产生的功率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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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雷击电磁脉冲 lightning electromagnetic impulse；LEMP 

雷电流经电阻、电感和电容耦合产生的电磁效应，包括浪涌和辐射电磁场。 

 3.6 

格栅型空间屏蔽 grid-like spatial shield 

有开孔特征的磁屏蔽。 

注： 对建筑物或房间、适合用建筑物的自然金属构件相互连接来实现（例如混凝土中的钢筋、金属框架和金属支架）。 

 3.7 

防雷等电位连接 lightning equipotential bonding；LEB 

将分开的诸金属物体直接用连接导体或经电涌保护器连接到雷电防护装置上以减少雷电流产生的

电位差。 

 3.8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 lightning protection system check up and measure 

按照雷电防护装置的设计标准确定雷电防护装置符合标准要求而进行的检查、测量及信息综合分析

处理全过程。 

 3.9 

确认 Confirmation 

明确辩认检测部位及检测点的过程。 

4 确认原则 

检测部位及检测点的确认应合理准确，覆盖所有雷电防护装置，能够支撑检测结论，全面反映雷电

防护装置真实状况。 

5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部位及检测点 

接闪器 5.1 

5.1.1 常见形式 

可能拦截闪击的金属装置均可作为接闪器，可由以下任一部件组成: 

a) 专设接闪器； 

b) 自然接闪器。 

5.1.2 检测部位 

LPS中具有独立功能须进行检测的部分，以下应分别确认为检测部位： 

a) 杆状接闪器、悬链线、接闪带、网状导体、金属屋面、金属塔、通风管及其他金属构件； 

b) 覆盖在建（构）筑物上的金属薄板； 

c) 非金属屋顶损坏可以在接受范围内，非金属屋顶下方的金属部分（构架、互连钢筋）； 

d) 金属部件装饰品、栏杆、金属管道、金属覆盖层； 

e) 屋顶的金属管道和容器； 

f) 输送易燃或易爆混合物的金属管道和容器； 

g) GB 50057—2010附录 B规定的建筑物易受雷击部位、雷击率最高部位。 

接闪器检测部位及检测点示例详细描述参见附录A。 

5.1.3 检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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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部位中确认需要进行测试的点，每个检测部位不应少于一个检测点，以下位置应分别确认为检

测点： 

a) 接闪杆主杆体、接闪线支撑处、易受雷击处、金属构件主体； 

b) 接闪器连接处及其与引下线的电气连接处； 

c) GB 50057—2010 第 4.2.1、4.3.1、4.4.1 条款规定的接闪网格交叉处； 

d) 接闪器支撑处的垂直拉力测试点。 

5.1.4 主要参数 

主要参数如下： 

a) 保护范围； 

b) 材质规格； 

c) 网格尺寸； 

d) 固定支架高度、间距； 

e) 接地电阻； 

f) 过渡电阻； 

g) 垂直拉力。 

有关示例参见附录B。 

引下线 5.2 

5.2.1 常见形式 

从雷击点连接至大地的金属导体均可作为引下线，可由以下任一部件组成： 

a) 专设引下线； 

b) 自然引下线。 

5.2.2 检测部位 

以下应分别确认为检测部位： 

a) 独立 LPS用来把雷电流从接闪器引至接地装置的专设引下线； 

b) 非独立 LPS用来把雷电流从接闪器引至接地装置的引下线； 

c)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中具有电气连续的金属； 

d) 建（构）筑物主筋、钢结构、消防梯、管道等金属导体； 

e) 建（构）筑物内的互连的钢筋框架； 

f) 建（构）筑物的正面部件、侧面围栏和表面金属附件。 

5.2.3 检测点 

检测部位中选取需要进行数据测试的点，每个检测部位不应少于一个检测点，以下位置应分别确认

为检测点： 

a) LPS引下线与接地装置的电气焊接处； 

b) LPS引下线与均压环的电气通路处； 

c) LPS引下线上断接卡的连接处； 

d) LPS引下线支撑处的拉力测试。 

5.2.4 主要参数 

主要参数如下： 

a) 材质规格； 

b) 平均间距； 

c) 接地电阻； 

d) 过渡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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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防接触电压； 

f) 电气性能； 

g) 垂直拉力。 

接地装置 5.3 

5.3.1 常见形式 

雷电流传导并分散入地的金属导体均可作为接地装置，可由以下任一部件组成： 

a) A型接地装置； 

b) B型接地装置。 

5.3.2 检测部位 

以下应分别确认为检测部位： 

a) 外部 LPS的组成部分，用来把雷电流传导并分散入地的人工接地装置； 

b) A 型接地装置的接地极中安装在需保护建筑物外与每根引下线或不形成回路的基础接地极相

连的水平接地极与垂直接地极； 

c) B型接地装置中位于需保护建筑物外面且总长度至少 80%与土壤接触的环形导体或基础接地极

构成的闭合环路。 

注： A型接地装置和B型接地装置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呈闭合状。 

5.3.3 检测点 

检测部位中选取需要进行数据测试的点，每个检测部位不应少于一个检测点，以下位置应分别确认

为检测点： 

a) 接地装置中的接地体连接板、接地预留点； 

b) 接地装置中接地体之间的焊接导通处； 

c) 接地体与引下线的电气连接处。 

5.3.4 主要参数 

主要参数如下： 

a) 材质规格； 

b) 接地极埋设深度、间距； 

c) 接地电阻； 

d) 过渡电阻； 

e) 土壤电阻率； 

f) 相邻接地装置的地中距离。 

雷击电磁脉冲屏蔽 5.4 

5.4.1 常见形式 

建（构）筑物空间各面上的金属构件及导体均可作为雷击电磁脉冲屏蔽体，可由以下任一部件组成: 

a) 专设屏蔽层； 

b) 格栅形空间屏蔽； 

c) 专用屏蔽室； 

d) 隔离界面。 

注： 隔离界面能够减少或隔离进入LPZ的线路上的传导浪涌的装置，包括绕组间屏蔽层接地的隔离变压器、无金属

光缆和光隔离器。 

5.4.2 检测部位 

以下应分别确认为检测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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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建（构）筑物的金属立面、平面、混凝土内钢筋和金属门窗框架等大尺寸金属件； 

b) 敷设无屏蔽层线路的金属管道、金属格栅或钢筋成格栅的混凝土管道； 

c) 电子系统线缆的金属屏蔽层、光缆屏蔽层和金属加强筋、金属线槽； 

d) 电子信息系统的桥架、柜体、金属门窗及隔断和消防设施金属外壳、配线架； 

e) 专用屏蔽室的屏蔽门、波导、壳体接缝、滤波器。 

5.4.3 检测点 

检测部位中选取需要进行数据测试的点，每个检测部位不应少于一个检测点，以下位置应分别确认

为检测点： 

a) 建（构）筑物的金属立面、平面与等电位连接端子的连接处； 

b) 混凝土内钢筋和金属门窗框架等大尺寸金属件电气导通任意处； 

c) 无屏蔽层敷设线路的金属管道、金属格栅或钢筋成格栅的混凝土管道与等电位接地带贯通处； 

d) 桥架、设备柜体、金属门窗、金属隔断、消防设施金属外壳、配线架与等电位连接网络连接

处； 

e) 混凝土内钢筋、金属门窗框架大尺寸金属件与等电位接地端子或均压环连接处； 

f) 屏蔽室的屏蔽门、波导、壳体接缝、滤波器与等电位连接网络（M、S）连接电气贯通处； 

g) 格栅形大空间屏蔽、专用屏蔽室壳体的所有接缝、屏蔽门、截止波导通风窗、滤波器屏蔽接

口处进行的电磁连续检漏； 

h) 利用浸入法、大环法、中波广播信号测量法对格栅型空间进行各点的屏蔽效能测试。 

有关格栅型空间屏蔽的详细描述参见附录B，电磁屏蔽屏蔽效能按GB/T 21431—2015、GB/T 12190

规定测试。 

5.4.4 主要参数 

主要参数如下： 

a) 材质规格； 

b) 网格尺寸； 

c) 接地电阻； 

d) 过渡电阻； 

e) 磁场强度； 

f) 屏蔽效能； 

g) 电气性能。 

等电位连接 5.5 

5.5.1 常见形式 

导电部件与LPS进行的连接均可作为等电位连接，可由以下任一部件组成: 

a) 自然连接； 

b) 导体连接； 

c) 电涌保护器(SPD)连接； 

d) 隔离放电间隙(ISG)连接。 

5.5.2 检测部位 

以下应分别确认为检测部位： 

a) LPZ0A区或 LPZ0B 区与 LPZ1区界面设置的总等电位连接母排； 

b) 建（构）筑物的均压环； 

c) 信息系统所在楼层设置的等电位接地端子板，设备机房设置的局部等电位接地端子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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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屋顶金属龙骨、屋面金属表面、立面金属表面、金属门窗、金属隔断、金属格栅、防静电地

板支撑网格； 

e) 配电柜内部的 PE 排及外露金属导体、UPS 及电池柜金属外壳、设备金属外壳、设备机架、金

属操作台、消防设施及其他配套设施金属外壳； 

f) 线缆的金属屏蔽层、光缆屏蔽层和金属加强筋、金属管(槽）、配线架。 

5.5.3 检测点 

检测部位中选取需要进行数据测试的点，每个检测部位不应少于一个检测点，以下位置应分别确认

为检测点： 

a) 总等电位连接带与接地系统连接处； 

b) 电气系统设备与局部等电位连接端子板的连接处； 

c) 电子设备的所有金属组件与星型等电位连接网络（S型）接地基准点（ERP）的连接处； 

d) 配电柜的 PE排与外露金属导体的连接处； 

e) 电子信息系统设备与等电位连接网络（M、S）做功能性连接处；UPS及电池金属外壳、设备机

架、金属操作台、防静电地板、线缆的金属屏蔽层、金属门窗及隔断、配线架、消防设施与

等电位接地端子的连接处； 

f) 进出建（构）筑物的外来导电物在 LPZ0区与 LPZ1区界面与总等电位连接带的连接处； 

g) 建（构）筑物垂直敷设的金属管道及金属物与建(构)筑物内钢筋的连接处； 

h) 第一类和处在爆炸危险环境的第二雷防雷建筑物中长金属物的弯头、阀门、法兰盘的连接处； 

i) 滚球半径高度以上的外墙金属门窗、空调、栏杆与引下线柱主筋的连接处； 

j) 幕墙或外墙贴面材料砖（板）通过金属构架与雷电防护装置的连接处。 

等电位连接检测部位及检测点有关示例描述参见附录C。 

5.5.4 主要参数 

主要参数如下： 

a) 连接形式； 

b) 接地电阻； 

c) 过渡电阻； 

d) 电气性能。 

电涌保护器 5.6 

5.6.1 常见形式 

电涌保护器能承受预期通过自身的雷电流，并具有通过电涌时的电压保护水平和有熄灭工频续流的

能力，通常分为： 

a) 电压开关型电涌保护器； 

b) 限压型电涌保护器； 

c) 组合型电涌保护器； 

d) 协调配合的 SPD系统。 

5.6.2 检测部位 

以下应分别确认为检测部位： 

a) 建（构）筑物的进线入口处（在 LPZ1边界）用 Iimp测试的电气系统 SPD； 

b) 电气系统在 LPZ2边界用 In测试的 SPD； 

c) 电气系统靠近被保护设备（在更高边界）用 In或用组合波 Uoc测试的 SPD； 

d) 电信和信号线路中连接在被保护设备信号端口处的 SPD； 

e) 天馈线路中连接在被保护设备信号端口处的 S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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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电信和信号线路在隔离界面上的光电藕合器（光电隔离器）； 

g) 输送火灾爆炸危险物质的埋地金属管道、具有阴极保护的埋地金属管道在进入户内的绝缘段

处跨接的电压开关型 SPD或隔离放电间隙。 

 

 

5.6.3 检测点 

检测部位中选取需要进行数据测试的点，每个检测部位不应少于一个检测点，以下应分别确认为检

测点： 

a) 电涌保护器的压敏电压、漏电流； 

b) 电涌保护器接线端与 SPD壳体间的绝缘电阻； 

c) 电涌保护器 PE线处的接地电阻； 

d) 电涌保护器的接线端子长度、连接导线截面； 

e) 电涌保护器的级间距离、能量协调配合； 

f) 总配电盘（箱）引出的分支线路上的中性线（N）与保护线（PE）之间的电阻； 

g) SPD的 PE接地线与等电位连接带的电气连接处。 

电涌保护器检测部位及检测点有关示例描述参见附录D。 

5.6.4 主要参数 

主要参数如下： 

a) 型号规格； 

b) 接线形式； 

c) 电压保护水平； 

d) 泄漏电流； 

e) 标称电流； 

f) 最大持续工作电压； 

g) 过渡电阻值； 

h) 接地电阻值； 

i) N-PE电阻； 

j) 供配电系统制式(IN-C、TN-C-S、TN-S、TT、IT)； 

k) 绝缘电阻； 

l) 压敏电压； 

m) 插入损耗。 

布线 5.7 

5.7.1 常见形式 

电气电子线路的布置形式： 

a) 平行布置； 

b) 网状布置； 

c) 间隔布置。 

线路布线应符合附录E的规定。 

5.7.2 检测部位 

以下应分别确认为检测部位： 

a) 电力电缆与综合布线系统缆线； 

b) 外墙敷设的综合布线管线与其他管线； 



DB 32/T 4049—2021 

10 

c) 综合布线缆线与其他弱电系统各子系统缆线。 

5.7.3 检测点 

检测部位中选取需要进行数据测试的点，每个检测部位不应少于一个检测点，以下位置应分别确认

为检测点： 

a) 对绞电缆与电力电缆平行敷设的最小净距、电力电缆与综合布线系统缆线分隔布放的感应回

路面积； 

b) 外墙敷设的综合布线管线与其他管线（防雷专设引下线、保护地线、热力管、给水管、燃气

管、压缩空气管）的平行净距、垂直交叉净距、感应回路面积； 

c) 综合布线缆线与其他弱电系统各子系统缆线的间距、感应回路面积； 

d) 线槽（盒）、桥架或金属管与建（构）筑物内等电位连接带的电气连接处。 

综合布线系统缆线与其他管线的敷设应符合附录F的规定。 

5.7.4 主要参数 

主要参数如下： 

a) 材质规格； 

b) 接线形式； 

c) 接地电阻； 

d) 过渡电阻； 

e) 间距； 

f) 环路最大短路电流； 

g) 环路开路最大感应电压。 

雷击时在环路中的最大短路电流(isc/max)、环路开路最大感应电压（Uoc/max）计算应符合附录G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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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爆炸和火灾危险场所雷电防护装置常见检测部位 

A.1 常见爆炸和火灾危险场所 

常见爆炸、火灾、危险化学品场所有：储油（甲、乙醇）库、汽车加油（气）站、液化气站、天然

气站、燃气升压站和门站、氢氧气站、乙炔站、民用爆炸品和火工品的生产、储存等场所。 

A.2 储油（甲、乙醇）库检测部位 

常见检测部位见表 A.1。 

表A.1 储油 （甲、乙醇）库检测部位 

场所 部位 

地面或地沟 金属罐、地上或管沟的输油管 

 

金属罐体、消防设备 

阻火器、呼吸阀、量油孔、管线金属件、浮顶罐的浮船、爬梯、消防泵、管道、法兰盘跨接 

跨建筑体内外 进出的金属管线、呼吸管、金属通风管 

 

装卸油品台 

固定设备、输油泵、电动机、法兰盘、计量仪表、金属构架、鹤管、静电泄放设备（亚导体触

摸球、固定式静电接地报警器）、栈桥、铁轨、绝缘轨 

库区 储罐区域的接闪杆、线网和灯杆 

 

发电、配电系统 

发动机、发电机、燃料箱、机柜、配电箱、防爆开关、穿线金属管或铠装电缆外金属层、电涌

保护器（SPD） 

计量、自动控制 各类信息技术ITE设备、等电位连接网络（M、S）、电涌保护器（SPD） 

A.3 汽车加油（气）站雷电防护装置常见检测部位 

常见检测部位见表A.2。 

表A.2 检测部位 

场所 部位 

地面或地沟 金属储罐、地上或管沟的输油管 

金属罐体 阻火器、呼吸阀、法兰盘、管线金属件 

气站加压设备 加压泵、压缩机、分离塔 

跨建筑物内外 各类金属管线、呼吸管、金属通风管 

卸油品口 固定设备、卸油管口、法兰盘、静电泄放设备（亚导体触摸球、固定式静电接地报警器） 

加油（气）机泵 加油（气）机外壳、机泵、电机、加油（气）枪口 

发电、配电系统 发动机、发电机、燃料箱、配电箱、机柜、防爆开关、穿线金属管或铠装电缆、电涌保护器（SPD） 

计量控制 各类信息技术设备ITE设备、电涌保护器(S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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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液化气站、天然气站、燃气调压站和门站雷电防护装置常见检测部位 

常见检测部位见表A.3 

表A.3 检测部位 

场所 部位 

地面或地沟 金属罐、地上或管沟的输气管 

金属罐体 阻火器、呼吸阀、加溴罐（管）、排放管、安全阀、法兰盘、管线金属件 

气站加压设备 压缩泵、冷却塔、分离塔 

跨建筑物内外 进出的各类金属管线、金属通风管 

卸气台 
液相管、气相管、固定设备、法兰盘、泄放静电装置、装卸栈桥、输气管道、阀门、铁路轨道、

绝缘轨、金属构架、鹤管 

充装气车间 
充装气车间金属门窗、泄放静电装置（亚导体触摸球、固定式静电接地报警器）、直击雷防护

装置 

加压气泵、消防设备 加压气泵、电动机、消防泵和管道、法兰盘跨接 

发电、配电系统 发电机、燃料箱、配电箱、机柜、防爆开关、穿线金属管或铠装电缆、电涌保护器(SPD) 

消防设备 电动机、消防泵、穿线金属管或铠装电缆 

计量控制 各类信息技术ITE设备、电涌保护器(SPD) 

 

A.5 氢气站 、氧气站 、乙炔站雷电防护装置常见检测部位 

常见检测部位见表A.4。 

表A.4 检测部位 

场所 部位 

生产车间 车间建筑物、金属门窗、泄放静电装置（亚导体触摸球） 

地面或地沟 金属罐、架空或管沟的输气管 

金属罐体、消防设备 贮气罐、残液罐、阻火器、呼吸阅、排放管、安全阀、法兰盘、管线金属件、消防泵、管道 

站内反应设备 压缩泵、电动机、冷却塔、分离塔、电解槽、转换器、过滤塔、反应塔 

跨建筑物内外 进出建筑各类金属管线、呼吸管、金属通风管 

充气台 液相管、气相管、固定设备、充气管口、法兰盘、泄放静电装置（亚导体触摸球、固定式静电

接地报警器）、卸原料栈桥、输气管道、阀门、铁路轨道、绝缘轨、金属构架 

配电系统 配电箱、机柜、防爆开关、穿线金属管或铠装电缆外皮、电涌保护器（SPD） 

消防设备 消防泵 

计量控制 各类信息技术ITE设备、电涌保护器（SPD） 

A.6 其他爆炸、火灾、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场所雷电防护装置常见检测部位 

常见检测部位见表A.5。 

表A.5 检测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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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 部位 

生产车间、储存库房 金属门窗、门板轴跨接、等电位环形接地干线、裸露金属体、防护栏杆、金属支架、泄放静电触

摸装置（亚导体触摸球、固定式静电接地报警器） 

       表A.5检测部位（续） 

场所 部位 

粉尘车间 金属设备机壳、集（吸）尘设备、穿线金属管或铠装电缆 

地面或地沟 金属罐、地上或管沟的输液管、热力管、金属生产线 

金属罐体 阻火器、呼吸阀、透光孔、法兰盘、管线金属件 

 

生产设备 

压缩泵、抽油机、冷却塔、电动机、转换器、过滤塔、缓和器、混合器、搅拌釜、电解槽、反应

塔、分离塔、非金属管段跨接、塔梯 

跨建筑物内外 进出建筑各类金属管线、呼吸管、金属通风管 

 

装卸化工品台 

液相管、气相管、固定设备、卸气管口、法兰盘、阀门、泄放静电装置（亚导体触摸球、固定式

静电接地报警器）、装卸构架、输气管道、传送带架、铁路轨道、栈桥、鹤管、绝缘轨 

锅炉房、消防设备 锅炉、烟囱、电动机、鼓风机、消防泵、管道、法兰盘跨接 

配电系统 配电箱、机柜、防爆开关、穿线金属管或铠装电缆、电涌保护器(SPD) 

计量、自动测控 各类信息技术ITE设备、电涌保护器(S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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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格栅型空间屏蔽 

 

实际中LPZ的大空间屏蔽通常是由建筑物的自然部件构成，例如天花板、墙和地板的金属构架、金

属框架、金属屋顶和金属墙面等，这些部件构成了格栅型的空间屏蔽。构成有效屏蔽要求网格宽度典型

值小于5m。 

注1：假如一个LPZ1的外部LPS符合GB/T21714.3-2O15的正常要求，则网格宽度和典型间距大于5m，其屏蔽效果可以

忽略。反之，有许多结构性钢支柱的大型钢框架建筑，可以提供显著屏蔽效果。 

注2：后续内部LPZ的屏蔽，既可以通过封闭的金属机架或机柜实现空间屏蔽，也可以对设备采用金属机箱。 

如图B.1所示，为实际中如何采用混凝土中的钢筋和金属框架（包括金属门和起屏蔽作用的窗户）

为建筑物或房间构建一个大空间的屏蔽体。 

 

 

 
a
 每根钢筋的每个交叉点应焊接或夹紧。实际上，对大型结构，不可能每个点都焊接或夹紧。但是，大多数交叉点

通过直接或铁线捆绑已自然良好连接。实际的做法可以是每隔 1m 连接一次。 

图B.1 用钢筋和金属框架构成的大空间屏蔽 

内部系统应安置在距LPZ（见图B.1）屏蔽有一定安全距离的“有效屏蔽空间”内部。这是因为部分

雷电流会流经屏蔽层（特别是LPZ1），靠近屏蔽处的磁场具有相对高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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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空间Vs与屏蔽体LPZn见应保持安全距离为ds/1和ds/2。 

图 B.2 LPZn内用于安装电气和电子系统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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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建（构）筑物雷电防护装置常见检测部位 

C.1.1 建（构）筑物雷电防护装置常见检测部位 

常见检测部位见表 C.1。 

表C.1 检测部位 

 

部位 参数 

接闪器 
保护范围、接闪器类型、敷设形式、质量性能 

与引下线、天面金属物及其他设施等电位连接过渡电阻 

引下线 防雷类别、敷设形式、断接卡及保护措施、接地电阻 

接地装置 
接地方式、降阻措施、接地电阻、接地极形式、连接过渡电阻 

相邻接地装置的地中距离、土壤电阻率 

均压环 

材质规格、敷设方式、位置深度、环间距、环与引下线柱主筋、滚球半径高度以上的外墙金属门窗空

调和栏杆等电位连接过渡电阻 

幕墙或外墙贴面材料砖（板）用金属构架接地电阻或与建筑防雷装置的连接过渡电阻 

等电位连接 

等电位连接带材料、规格、连接形式 

设备、管道、构架、钢骨架、钢窗、放散管、吊车、金属地板、栏杆接地电阻或过渡电阻 

静电地板电阻率、防静电连接的过渡电阻或接地电阻 

总等电位、卫生间局部等电位接地端子接地电阻或过渡电阻 

电源线路 

供配电系统接地制式（TN-C、TN-C-S、TN-S、TT、IT 系统） 

线路敷设方式 

配电箱（柜、屏）接地电阻 

电涌保护器性能参数（Ures、In、Iimp、Iie、Up）和接地电阻、SPD 绝缘电阻、后备保护脱离器性能、退

耦装置性能 

信号线路 

通信光缆金属加强芯接地电阻、信号技术设备机壳连接过渡电阻或接地电阻 

信号系统 SPD 性能参数(In、Up、插入损耗、特性阻抗、工作频率等）和接地电阻 

信号线路屏蔽措施和敷设安全距离 

其他设施 

电梯（导轨、轿箱、主牵引机、驱动主承重钢梁架、控制柜）等电位连接过渡电阻或接地电阻 

装配整体式混凝土框架和装配整体式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结构、在预制柱对角或对面的下端设置凹槽内

预留的接地连接板 

强弱电井等电位接地端子及与管道连接过渡电阻、屋面广告牌、太阳能热水器、天线、空调等物体等

电位连接过渡电阻或接地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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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2 信息系统雷电防护装置常见检测部位 

常见检测部位见表 C.2。 

表C.2 检测部位 

 

部位 参数 

 

室外天线 

通信天线雷电防护区等电位 

天馈线屏蔽接地电阻 

 

电源室 

供配电系统接地制式（TN-C、TN-C-S、TN-S、TT、IT 系统） 

线路敷设方式 

配电柜、UPS 电源、直流蓄电池机架接地电阻 

电涌保护器性能参数（Ures、In、Iimp、Iie、Up）和接地电阻、SPD 绝缘电阻、后备保护脱离器性能、退

耦元件性能、SPD 插入损耗 

 

 

 

信息设备机房 

气象要素（温、湿度） 

等电位联结形式、信息技术设备等电位连接过渡电阻 

电源系统 SPD 性能检测、级间能量配合 

信号系统 SPD 性能参数 (In、Up、插入损耗、特性阻抗、工作频率等）和接地电阻 

配有智能监测系统的 SPD、雷击计数（LSC）在线监测设备、在线接地电阻监测设备 

设备静电电位、表面阻抗、绝缘性能 

总接地端子接地电阻、等电位连接网络（M、S）接地电阻 

信息技术 ITE 设备配电零地串扰电压 

强弱电线路敷设感应回路面积 

等电位连接网络、静电地板、吊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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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 

风力发电机组雷电防护装置常见检测部位 

表D.1 检测部位 

区域 部位 

 

 

 

 

 

 

风力发电机组 

 

叶片叶间接闪器 

叶片叶根接闪器 

叶片引下线（铜导线、铝合金导线） 

轮毂 

风速风向传感器 

塔筒连接法兰 

叶片变桨轴承旁路 

主轴承旁路 

偏航轴承旁路 

塔段之间等电位跨线 

机组附属装置金属爬梯 

机舱底盘或接地棒 

机舱外壳或接地极 

发电塔底接地棒 

水泥基础塔架及其他形式与塔筒连接跨线 

集电设备（发电机、辅助传动装置、电缆、传感器和调节器） 

金属开关柜的外部部件或非金属开关柜的内部结构件 

 箱式变压器配电装置电涌保护器（SPD） 

 箱式变压器信号电涌保护器、SPD 插入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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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E  

（规范性） 

线路布线 

合理的线路布线（使感应回路面积为最小），或者采用屏蔽电缆或穿金属管（减小内部感应效果）

或者两种措施同时使用，可以减小电子系统内的感应浪涌（见图E.1）。 

                                

 

 

 

 

 

 

 

 

 

 

 

                                       

 

 

 

 

 

 

 

 

 

 

 

 

 

 

 

 

 

 

 

 

 

 

说明： 

1—设备； 

2—信号线； 

3—电力线； 

4—感应回路。 

 

a）未防护系统 

说明： 

1—设备； 

2—信号线； 

3—电力线； 

5—空间屏蔽。 

 

b）用空间屏蔽减小LPZ内部磁场 

说明： 

1—设备； 

2—信号线； 

3—电力线； 

6—线路屏蔽。 

 

 

c）用线路屏蔽减小磁场对线路影

响 

说明： 

1—设备； 

2—信号线； 

3—电力线； 

7—减少回路面积。 

 
d）用合理布线减少感应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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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1  用线路布线和线路屏蔽措施减少感应效应 

与内部系统连接的电缆应尽可能靠近连接网络的金属部件。将电缆放入连接网络的金属槽，如 U

型电缆槽或金属管道内是有益的（见 IEC 610005-2：1997）⑹。 

应特别注意，不要使线路贴近 LPZ的屏蔽层（特别是 LPZ1）因为该处实际的磁场值很大。 

如果线路处于两个需要保护的独立建筑物之间，应当将其铺设在金属电缆管道中。管道两端均应

分别连接到两个独立建筑物各自的连接排上。如果电缆屏蔽层（两端均做连接）足以承受可以预计的部 

分雷电流，则不必采用额外的金属电缆管道。设备安装时构成的回路中会产生感应电压和电流，以共模

浪涌的形式作用到电子系统。 

 

 

 

 

 

 

 

 

 

 

 

 

 

 

 

 

 

 

 

 

 

 

 

 

 

 

 

 

 

 

 

 

 

 



DB 32/T 4049—2021 

21 

 

附 录 F  

（规范性） 

综合布线系统缆线与其他管线的间距 

综合布线系统缆线与其他管线的间距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电力电缆与综合布线系统缆线应分隔布放，并应符合表 F.1的规定。 

表 F.1对绞电缆与电力电缆最小净距 

条  件 

最小净距（mm） 

380V 电力电缆容量 

＜2kV·A 

 

380V 电力电缆容量 

（2～5）kV·A 

 

380V 电力电缆容量 

＞5kV·A 

对绞电缆与电力电缆平行敷设 130 300 600 

有一方在接地的金属槽盒或金属导管中 70 150 300 

双方均在接地的金属槽盒或金属导管中 10 80 150 

注： 双方都在接地的槽盒中，系指两个不同的槽盒，可在同一槽盒中用金属板隔开，且平行长度≤10m。 

2)室外墙上敷设的综合布线管线与其他管线的间距应符合表 F.2的规定。 

表 F.2 综合布线管线与其他管线的间距 

管线种类 平行净距（mm） 垂直交叉净距（mm） 

防雷专设引下线 1000 300 

保护地线 50 20 

热力管（不包封） 500 500 

热力管（包封） 300 300 

给水管 150 20 

燃气管 300 20 

压缩空气管 150 20 

3)综合布线缆线宜单独敷设，与其他弱电系统各子系统缆线间距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 

4)对于有安全保密要求的工程，综合布线缆线与信号线、电力线、接地线的间距应符合相应的保密规

定和设计要求，综合布线缆线应采用独立的金属导管或金属槽盒敷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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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规范性） 

环路中感应电压和电流的计算 

G.1.1 格栅形屏蔽建筑物附近遭雷击时，在LPZ1区内环路的感应电压和电流宜按下式计算： 

 
1/ 1/max /xO maocU b l H T   

�
 ·············································· (G.1.1-1) 

式中： 

Uoc/max—环路开路最大感应电压(V)； 

μ0—真空的磁导系数，其值等于4π×10
-7
(V·s)/(A·m)； 

b—环路的宽(m)； 

l—环路的长(m)； 

H1/max—LPZ1区内最大的磁场强度(A/m)； 

T1—雷电流的波头时间(s)。 

若略去导线的电阻（最坏情况），环路最大短路电流可按下式计算： 

 
/ 1/ /sc max O maxbi l H L   

�
 ················································ (G.1.1-2) 

式中： 

isc/max—最大短路电流(A)； 

L—环路的自电感(H)。 

 2 2 2 2 -6{0.8 0.8( ) 0.4 n[(2b/r)/(1+ 1 ( / ) )] 0.4 n[(2 /r)/(1+ 1 ( / ) )]} 10L l b l b l b l b l b l            
�

 

                                                                 „„„„„(G.1.1-3) 

  

式中： 

r—环路导体的半径(m)。 

G.1.2 格栅形屏蔽建筑物遭直接雷击时，在LPZ1区内环路的感应电压和电流宜按下式计算： 

                                             /max 1/ 1/ 0/max 1(1 / ) (w/ ) /oc o w H rU b In l d k d i T        ························· (G.1.2-1) 

式中： 

dl/w—环路至屏蔽墙的距离(m)； 

dl/r—环路至屏蔽屋顶的平均距离(m)； 

i0/max—LPZ0A区内的雷电流最大值(A)； 

w—格栅形屏蔽的网格宽(m)。 

若略去导线的电阻（最坏情况），最大短路电流可按下式计算： 

 
/max 1/ 1/ 0/max(1 / ) (w/ ) /sc o w H ri b In l d k d i L      

�

 ···················· (G.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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