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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筑供配电系统设计》是为适应高等学校“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的专业教学需要而组织编写
的，强调以工程综合应用为目的，突出培养学生掌握建筑供配电系统设计的理念、规范要求和实际应
用中所需的知识及能力，充分体现建筑供配电系统设计技术的新发展和国家标准规范的新要求。
全书共分十章，内容包括建筑供配电系统设计基础、常用电气设备、建筑变配电所的结构布置及主接
线、负荷计算及无功功率补偿、短路电流及其计算、电气设备的选择与校验、导线和电缆的选择、建
筑低压配电系统设计、建筑防雷与接地系统、建筑供配电系统设计工程实例等。
书中例题与习题大多精心选自工程实际。
　　《建筑供配电系统设计》内容丰富，实用性强。
既可作为高等学校建筑电气与智能化、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等本科专业及相近
专业的教材和教学参考用书，也可作为供配电工程设计、监理、安装和运行技术人员的培训和参考用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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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雷电作为一种壮观的自然现象，现象比较复杂，其产生原因解释也很多。
雷云中电荷的形成，有各种说法。
最常见的说法是当天气闷热、潮湿时，地面附近湿气受热上升，在空中和不同冷热气团相遇，凝成水
滴或冰晶，形成积云。
在高空中冰晶和过冷的水滴相混合时，形成冰雾。
冰晶带正电而冰雾带负电，冰晶被气流带到云层的上部，形成带正电的雷云，而冰雾则形成带负电的
雷云。
在上下气流的强烈撞击和摩擦下，雷云中电荷越聚越多，一方面在空中形成了正负不同雷云间的强大
电场；另一方面临近地面的雷云使大地或建筑物感应出与其极性相反的电荷。
这样雷云与雷云或雷云与大地之间构成一个巨大的电容器，形成强大的电场。
当雷云中电荷聚积到足够数量时，电场强度达到足以使空气绝缘破坏时，空气便开始游离，变为导电
的通道，雷云便开始向下梯级放电，称为下行先导放电。
当这个先导逐渐接近地面物体并到达一定距离时，地面物体在强电场的作用下产生尖端放电，形成向
雷云方向的先导并逐渐发展为上行先导放电，两者会合形成雷电通道，就会发生强烈的放电现象。
异性电荷发生剧烈地中和，出现极大的电流并有雷鸣和闪电伴随出现，这就是主放电阶段。
主放电存在的时间极短，约为50~100gs，主放电电流可达几十万安，是全部雷电流中的主要部分，电
压可达几百万伏，其温度可达两万摄氏度，并把周围空气急剧加热，烧成白炽而急剧膨胀，出现耀眼
的亮光和巨响，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打闪”和“打雷”。
主放电阶段结束后，雷云中的残余电荷经放电通道人地，称为放电的余辉阶段，持续时间较长，约
为0.03～0.05s，余辉电流不大于数百安。
　　雷电流对地面波及物有极大危害性，它能伤害人畜、击毁建筑物，造成火灾，并使电气设备绝缘
受到破坏，影响供电系统的安全运行。
雷电的危害主要有以下几种：　　1）直击雷　　带电的云层对大地上的某一点发生猛烈的放电现象
，称为直击雷。
它的破坏力十分巨大，若不能迅速将其泻放人大地，将导致放电通道内的物体、建筑物、设施、人畜
遭受严重的破坏或损害——火灾、建筑物损坏、电子电气系统摧毁，甚至危及人畜的生命安全。
 2）雷电波侵入 雷电不直接放电在建筑和设备本身，而是对布放在建筑物外部的线缆放电。
线缆上的雷电波或过电压几乎以光速沿着电缆线路扩散，侵入并危及室内电子设备和自动化控制等各
个系统。
往往在听到雷声之前，电子设备、控制系统等可能已经损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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