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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首先向读者介绍或解释本书名称《建（构）筑物雷电防护》的由来。
第一点，雷电防护是IEC／TC 81定义取名的，如IEC 62305-2006，这是准确的。
自然界空中的雷暴或雷闪时产生多种效应；如常听到的雷声，这是雷暴或雷闪时产生的空气运动的压
力冲击波引起的一种效应。
这种压力冲击波效应会引起雷闪通道和被击物体周围的空间电荷运动和分布的改变，会严重影响到被
击物体绝缘抗电强度下降。
如常见到的雷闪的光、射线和热效应。
这种效应会加速雷闪通道和被击物体周围的空气中的电荷游离和分布的改变。
会引起被击物体熔化、着火燃烧和爆炸，轻则也会使绝缘体抗电强度下降。
如常见到的被击物体的物理变形或破坏。
这是雷电流产生的电动力效应。
这个效应可能招致一些后果，例如细长金属管变扁。
与闪电通道接触的某些材料可能使其发生强烈蒸汽或气化，紧接着机械损坏，例如木质裂开或混凝土
中形成裂缝或破碎。
如电磁场效应，这是通常所说的雷电效应。
这种效应可以是直击雷引起的，也可以是在靠近闪电处的长金属电气和电子系统中感应或通过耦合引
起的，呈现在被保护物上产生过电压，使被保护物绝缘发生闪络或击穿。
上述列了多种效应。
事实上，国内、外没有哪一本标准、规程、规范，能包括上述多种效应防护。
雷电防护仅是防护与“电”字相关的效应。
所以作者认为IEC／Tc 81取名《雷电防护》是准确。
笼统地，将《雷电防护》简称为《防雷》或《防雷保护》是不准确的。
将《雷电防护》简称为《防雷电》也是可以的。
　　向读者介绍或解析本书名《建（构）筑物雷电防护》由来的第二点，有的《雷电防护标准》或《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号称范围包括：建（构）筑物内所有设施、物体、人员等以及连接到建（构
）筑物的服务设施，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
例如，国内、外都有3～500kV电力设备进入建（构）筑物内，高压轨道机车进入建（构）筑物内等等
。
由工业部门中很多行业的技艺特殊性，有雷电防护特殊要求。
这些行业都制定了本行业专用的《雷电防护》标准、规程、规范等，国际上也是如此。
例如，电力、铁道、石油和天然气、化工、煤矿、冶金、电信、航空和航天等等。
当然地，这些行业的《雷电防护》可参考或借鉴《建（构）筑物雷电防护》相关技术。
还应说明的，所谓建（构）筑物内电气系统是低压（220～380V）电气系统。
　　前面已解释了本书取名由来。
再说本书涉及的内容。
雷电放电是自然界中巨大现象之一。
对地球上人类产生多方面的巨大影响。
其中之一，就是对建（构）筑物以及内部造成破坏和人员生命财产损失。
人们对这种自然界天灾，不断进行观测和研究，采取预防措施，积累经验，来减少天灾——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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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包括六章和四个附录。
内容丰富，概念清晰，观点明确，并针对当前存在的重大实际问题作了精辟分析。
例如，论述了当前争议激烈的雷电流波形问题、雷击选择性问题；指出了世界各国采用的雷电截闪系
统(俗称避雷针、线、网)的保护范围计算方法均是经验公式，不同《规范》规定的虚拟空间的保护范
围的不同是因其允许的虚拟空间遭受雷击的概率(简称绕击率)不同所致；阐明了一个接地网不论其上
连接有多少(或10个以上)设备和设施，它只有一个“真值”的接地电阻(阻抗)傎，而测量出多个(或10
个以上)的相差10%以上的测量值，这是测量方法不正确造成的；分析了SPD七个重要参数；强调了雷
电防护技术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实证科学，建(构)筑物雷电风险评估、或防护等级分类以及防护措施
必须密切结合本地区、本行业、本国的实践经验，否则即浪费钱财，又会引发灾害。
    本书为培训从事建(构)筑物雷电防护工程技术人员编写。
也是科研、设计、高校、制造等方面科技人员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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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雷电截闪系统包括高于被保护物或在被保护物顶部的截闪器、接地引流体（曾称接地引下线）、
接地装置（在第3章阐述）。
他们是根据被保护对象的不同而配置不同。
有的雷电截闪器安装在被保护物本身上，利用被保护物及其基础作为雷电截闪器的支持体和引流体（
须与截闪器和接地装置可靠连接，通常是焊接）及接地装置。
建（构）筑物布线是有讲究的。
所有导线含接地引流线、电气系统导线和电子系统导线均应分别穿入铁管中，铁管两端必须与共地连
接，这是有效降低电磁感应，减小电位差的方法，有助防雷，有益提高人身安全，减少火灾。
不应将各种导线穿在塑料管中。
导线穿在塑料管，就没有如前述的穿在铁管中的优点。
若是因安全要求的空气绝缘间隔不够，再在铁管外套高绝缘强度的如聚乙烯或聚氯乙烯绝缘管。
日标JISA4201-2003推荐此法。
　　在被保护物上安装雷电截闪系统，在不可能利用建筑物金属结构做接地引流时，接地引流体应沿
着建筑物外墙敷设通到接地装置上。
若没有钢筋混凝土基础做接地装置时，就应做人工集中接地装置。
　　有的是安装靠近被保护物的独立雷电截闪系统。
　　2.10.1 独立雷电截闪系统要求　　（1）雷电截闪系统支持杆塔可以由任何型号钢材、钢筋混凝土
或木质来制造，但应进行支持结构的机械强度计算。
而架空地线雷电截闪系统还应考虑线的张力和其上承载的风负荷和冰负荷的作用。
雷电截闪系统的高度不宜过高，一般的，选用不超过30m。
当然地，截闪系统愈高保护范围愈大，但要知道，它是引雷的，招来的LEMP（雷电电磁脉冲）愈多
，这对建（构）筑物内的电子系统和电气系统危害增多。
　　（2）独立雷电截闪系统不应布置在建（构）筑物的大接地网之中。
　　独立雷电截闪系统的接地装置布置在企业大接地网中，虽然满足《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5007-1994（2000年版）第3章（2006年修订征求意见稿第4章）中规定的独立雷电截闪系统接地装
置在地下土壤中至邻近的企业大接地网或地下电子系统电缆之间间隔距离要求。
但不能防止雷击独立雷电截闪系统的雷电流“自然”潜入到地下大地网中和电子系统电缆中，试验研
究表明_1引，地下间隔距离在10m时，“自然”潜入或渗透到电子系统电缆约可达10％～20％的雷电
流。
还应注意到《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中规定的地下间隔距离，仅是考虑了防止地下土壤击穿
造成的反击要求。
在某些情况下，沿地表面上“滑闪”会造成反击。
在某些情况下，防止沿地表面上“滑闪”造成反击的绝缘距离会大于地下土壤击穿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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