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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21714《雷电防护》由以下4部分组成: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风险管理;
———第3部分:建筑物的物理损坏和生命危险;
———第4部分:建筑物内电气和电子系统。
本部分为GB/T21714的第3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 GB/T21714.3—2008《雷电防护 第3部分:建筑物的物理损坏和生命危险》,与

GB/T21714.3—2008相比,重要技术变化如下:
———给出了假定不能防止热熔问题的情况下接闪器金属薄板和金属管的最小厚度(见表3注a);
———增加了镀铜钢作为LPS适用的材料(见表5、E.4.3.4);
———修改了LPS的一些导体的截面积(见5.6.2表6、表7);
———为达到等电位连接,增加了隔离火花间隙可用于金属装置,SPD用于内部系统的内容(见6.2.1);
———间隔距离计算中提供了简便和详细两种方法(见6.3.2、6.3.3);
———增加了建筑物内由于电击的人和动物的伤害的防护措施(见第8章);
———修订了附录D中存在爆炸危险建筑物的LPS信息(见D.6)。
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EC62305-3:2010《雷电防护 第3部分:建筑物的物理损坏和生命危

险》。
与本部分中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如下:
———GB/T2893.1—2013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1部分:安全标志和安全标记的设

计原则(ISO3864-1:2011,MOD)
———GB18802.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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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61643-1:2005,MOD)
———GB/T18802.21—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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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IEC61643-21:2000,IDT)
———GB3836.15—2000 爆照性气体环境用电设备 第15部分:危险场所电气安装(煤矿除外)

(eqvIEC60079-14:1996)
———GB/T18216.4—2007 交流1000V和直流1500V以下低压配电系统电气安全 防护措施

的试验、测量或监控设备 第4部分:接地电阻和等电位接地电阻(IEC61557-4:2007,I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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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部分由全国雷电防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58)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负责起草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计量中心。
本部分参加起草单位:天津市中力防雷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市防雷中心、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湖

南分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蒋皓、孟艾立、李冬根、姚烨、赵洋、梅勇成、高志。
本部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21714.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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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21714的本部分针对建筑物内部及周围由于接触和跨步电压导致物理损坏和生命危险提出

保护措施。
针对建筑物的物理损害,最主要及最有效的防护措施为雷电防护装置(LPS)。LPS通常由外部

LPS和内部LPS构成。
外部LPS的作用:

1) 截收对建筑物的直击雷闪(使用接闪器);

2) 引导雷电流安全入地(使用引下线);

3) 分散雷电流入地(使用接地极)。
内部LPS通过进行等电位连接,或使外部LPS部件(定义见3.2)和建筑物内其他导电部件保持一

定间隔距离(达到电气绝缘)来防止建筑物内部出现危险火花。
防止接触和跨步电压导致的人身伤害采取的主要措施:

1) 通过外露导体绝缘或增大土壤表面电阻率,来减小通过人体的电流;

2) 通过物理限制或警告标识,来减少出现危险的接触和跨步电压。
在新建筑物的初始设计阶段,就应考虑LPS的分类及安装位置,因而充分利用建筑物的电气导电

部件。这样可使一体化装置的设计和施工变得简单,也能改善建筑物的几何外观,同时,能以最小的投

资提高LPS的效能。
土壤电阻率对于地网设计是关键性的,且影响建筑物的地基设计。为形成有效的接地网,LPS需

与大地连接及适当利用地基的钢结构,一旦开始施工,以上措施实施难度较大。因此,在工程的最早期,
应考虑土壤电阻率和土壤特性。

为了以最小投资获得最大效益,LPS的设计人员、安装人员、建筑设计人员、施工人员有必要进行

定期协商。
如果需在现有建筑物内加装新的LPS,应保证LPS符合本部分的相关准则。另外,LPS的分类和

安装位置应考虑现有建筑物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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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电防护 第3部分:
建筑物的物理损坏和生命危险

1 范围

GB/T21714的本部分提出了以下要求:通过采用雷电防护装置(LPS)来防止建筑物的物理损坏、
避免LPS附近因接触和跨步电压而引起的生命危险。

本部分适用于:

a) 任意高度建筑物的LPS设计、安装、检查和维护;

b) 对接触和跨步电压引起的人身危害提供保护措施。
注1:对处于存在爆炸危险的建筑物内的LPS,其特殊要求正在研究中。附录D中的附加资料可作过渡使用。

注2:LPS不对建筑物内电气电子系统由于过压引起的失效提供保护。GB/T21714.4—2015针对这种情况有专门

的要求。

注3:风力涡轮发电机雷电防护的特殊要求见IEC61400-24。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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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3836.14—2014 爆炸性环境 第14部分:场所分类 爆炸性气体环境(IEC60079-10-1:2008,

IDT)

GB/T21714.1—2015 雷电防护 第1部分:总则(IEC62305-1:2010,IDT)

GB/T21714.2—2015 雷电防护 第2部分:风险管理(IEC62305-2:2010,IDT)

GB/T21714.4—2015 雷电防护 第4部分:建筑物内电气和电子系统(IEC62305-4:2010,IDT)

ISO3864-1:2002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1部分:工作场所和公共区域中安全标志的

设计原则(Graphicalsymbols—Safetycoloursandsafetysigns—Part1:Designprinciplesforsafety
signsandsafetymarkings)

IEC60079-10-2:2009 爆炸性环境 第10-2部分:区域分类 易燃灰尘环(Explosiveatmos-
pheres—Part10-2:Classificationofareas—Combustibledustatmospheres)

IEC60079-14:2007 爆炸性环境 电气装置设计、选择和安装(Explosiveatmospheres—Part14:

Electricalinstallationsdesign,selectionanderection)

IEC61557-4 交流1000V和直流1500V以下低压配电系统电气安全 防护措施的试验、测量

或监控设备 第4部分:接地电阻和等电位接地电阻(Electricalsafetyinlowvoltagedistributionsys-
temsupto1000Va.c.and1500Vd.c.—Equipmentfortesting,measuringormonitoringofprotec-
tivemeasures—Part4:Resistanceofearthconnectionandequipotentialbonding)

IEC61643-1 低压电涌保护器(SPD) 第1部分:低压配电系统用电涌保护器 性能要求和试验

方法(Low-voltagesurgeprotectivedevices—Part1:Surgeprotectivedevicesconnectedtolow-voltage
powerdistributionsystems-Requirementsandtests)

IEC61643-21 低压电涌保护器(SPD) 第21部分:电信和信号网络的电涌保护器(SPD)性能要

求和试验方法(Lowvoltagesurgeprotectivedevices—Part21:Surgeprotectivedevicesconnectedt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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