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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用双流向雷电防护装置系统的安全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双流向雷电防护装置系统的选用，安装、验收、维护的安全要求以及检测。 

本标准适用于国防工程、轨道交通、机场、石油、化工、矿业、电力、建筑、通讯、广播电视、气

象等诸多行业场所使用的双流向雷电防护装置系统（以下简称雷电防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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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15599—2009  石油与石油设施雷电安全规范 

GB/T 19271.1—2003/IEC61312-1:1995  雷电电磁脉冲的防护  第 1部分：通则 

GB/T 21431—2008  建筑物防雷检测技术规范 

GB/T 21714.1—2008/IEC62305-1:2006  雷电防护 第 1部分：总则 

GB/T 21714.3—2008/IEC62305-3:2006  雷电防护 第 3部分：建筑物的物理损坏和生命危险 

GB/T 21714.4—2008/IEC62305-4:2006  雷电防护 第 4部分：建筑物内电气和电子系统 

GB 50057—2010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双流向防雷器  double flow lightning arrester  

一种电荷可以双向流动的防雷器。 

注：防雷器核心材料是由多种化学材料组合而成,具有非线性电阻特性;当带电的雷云出现时,能将地面因静电感应

作用而积累的电荷部分中和,局部降低与带电云层极性相反的地电荷的密度与场强，从而降低引雷的概率。 

 

3.2 

双流向接闪器   double flow flash receiver  

由接闪杆、双流向防雷器（3.1）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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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双流向雷电防护装置系统  double flow lightning protection device system 

由双流向接闪器（3.2）、引下线和接地装置构成。 

4   双流向雷电防护装置系统的选用 

4.1  双流向防雷器的选用 

4.1.1 双流向防雷器按形状可分为圆柱型和矩型等分类。 

4.1.2 按建筑物及构造物的不同,选用不同规格(B1、B2、B3……) 的双流向防雷器。双流向防雷器的示

意图见图 1。 

 

 

a）圆柱型                           b）矩型 

图 1 双流向防雷器的示意图 

4.2 双流向接闪器的选用 

4.2.1 按联接方式分为单联式和并联式两种。 

4.2.2  根据被保护对象雷电防护水平(LPL)，采用不同结构的双流向接闪器。LPL 为 I级的采用并联式

双流向接闪器；LPL为 II级、III级、IV级的采用单联式双流向接闪器。 

4.2.3  在一级、二级供配电系统中,总进线端浪涌保护器的出线端各串联 1-2台双流向防雷器或联接防

雷柜,并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注:根据供配电系统、建筑物及构造物的现场情况而定。 

4.2.4  双流向接闪器配置在被保护建筑物及构造物的顶部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 1  双流向接闪器的配置 

序号 被保护建筑物最高顶部面积(S) 

m
2
 

双流向接闪器数量（N） 

台 

双流向接闪器设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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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20 N=1 居中 

2 20＜S≤60 N=2 对角线的角落 

3 60＜S≤120 N=3 居中和对角线的角落 

4 120＜S≤225 N=4 四个角落 

5 S＞225 N≥7 居中、四个角落和边长大于 15 m

的适当位置
a
 

注：特殊建筑及构造物的配置设计,可根据现场情况而定。 

a
当相邻双流向接闪器之间的距离大于 15 m 时，应增加双流向接闪器，使相邻双流向接闪器之间的距离不大于 15 m。 

 

4.2.5  配置在被保护区域(建筑物及构造物周围地面)的双流向防雷器,应在被保护区域周边每隔 5 m～

15 m设置一台双流向防雷器,将所有双流向防雷器内芯相连后再与双流向接闪器的接闪杆相连, 双流向

防雷器外壳与外壳相连后再与双流向接闪器的接地装置相连,形成区域防护带。 

4.3  引下线的选用 

应使用截面积不小于 25 mm
2
的多股铜芯黄绿双色接地线、直径不小于 6 mm的不锈钢钢绞线、25 mm

×3 mm的扁钢或直径不小于 6 mm的圆钢。 

4.4  接地装置的选用 

4.4.1  接地装置釆用人工垂直接地体和人工水平接地体组合而成。 

4.4.2  人工垂直接地体釆用圆钢或钢管。圆钢的直径不小于 16 mm； 钢管壁厚不小于 3.5 mm。 

4.4.3  人工水平接地体采用截面积不小于 25 mm
2
的多股铜芯黄绿双色接地线、直径不小于 6 mm 的不

锈钢钢绞线、25 mm×3 mm 的扁钢或直径不小于 6 mm的圆钢。 

5  双流向雷电防护装置系统安装的安全要求 

5.1  双流向接闪器安装的安全要求 

5.1.1  应严格按制造厂家提供的产品说明书进行安装。 

5.1.2  机械连接应牢固，电气接触应良好。  

5.1.3  安装应垂直并固定。 

5.1.4  应分别安装在被保护建筑物顶部的角落（构成角落的边是建筑高墙的除外）和最高处。安置后

应使用与引下线相同规格的材料将所有双流向接闪器并联（即将所有双流向防雷器外壳与外壳相连），

并且可靠连接。安装示意图见图 2、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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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双流向接闪器安装示意图 

 

图 3  双流向接闪器安装示意图（区域防护,含供配电系统用） 

5.2  引下线安装的安全要求 

5.2.1  引下线一端与双流向防雷器外壳可靠连接，另一端与人工垂直接地体和已有的雷电防护装置系

统的接地装置可靠连接。 

5.2.2  建筑物引下线的敷设应符合 GB 50057—2010中第 5.3.4章的规定，且引下线应避免直角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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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在腐蚀性较强的场所，还应采取其他有效防腐措施。 

5.3 接地装置安装的安全要求 

5.3.1  围绕被保护建筑物周围,在地面每隔 5 m～10 m,使用人工垂直接地体 1根,埋入深度不小于 50 cm,

将所有人工垂直接地体用人工水平接地体可靠连接。人工水平接地体埋设深度不小于 5 cm。 

5.3.2  人工垂直接地体应远离烟道等高温影响使土壤电阻率升高的地方。 

5.3.3  人工垂直接地体与道路或出入口等的距离应不小于 3 m。当小于 3 m时采用沥青碎石地面,敷设

厚度不小于 50 mm。 

5.3.4  人工垂直接地体与已有雷电防护装置系统的接地装置相连，其冲击接地电阻应符合 GB 50057—

2010中第 5.4.9章的规定。 

5.4  等电位连接的要求 

等电位连接应符合 GB/T 19271.1—2003中第 3.4章的有关规定。 

5.5  装用雷电防护装置系统的特定要求 

5.5.1  在雷电防护装置系统接闪器上应严禁悬挂电话线、广播线、电视接收天线以及低压架空线。 

5.5.2   航空障碍信号灯如装在雷电防护装置接闪器上，应装在双流向接闪器的下部。 

5.5.3  在石油设施中安装安全要求应符合 GB 15599—2009 中第 3、4章的有关规定。在矿业、建筑、

气象等诸多行业场所按照气象行业有关标准的规定执行。 

5.6  防护措施 

   防护措施应符合 GB/T 21714.1—2008中第 8章、GB/T 21714.3—2008中第 8 章的有关规定。  

6  双流向雷电防护装置系统验收的安全要求 

6.1  验收前查阅资料 

    验收前查阅的资料包括： 

a) 设计的全部设计方案和施工图样； 

b) 施工阶段的设计方案和修改图样； 

c) 隐蔽工程的验收记录单； 

d) 人工垂直接地体与已有传统雷电防护装置系统的接地装置相连时,接地电阻测量记录等。 

6.2  验收检查中的要求 

    验收检查中的要求如下： 

a) 雷电防护装置系统应按图样施工，应无未焊的接点、防护措施符合要求，应使用规定的材料； 

b) 接闪器、引下线、接地装置的焊接应达到所要求的焊接面积及长度，焊接点应无氧化，焊水应

饱满； 

c) 接闪器、引下线等电位连接及其断接卡子应有良好的电气连接； 

d) 接闪器的金属构件、引下线、接地装置应有相应的防腐措施； 

e) 雷电防护装置系统与各种金属管线的距离和连接情况应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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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应直接测量或间接测量冲击接地电阻。 

6.3  雷电防护装置系统大修的验收规定 

大修的雷电防护装置系统应按本标准 6.1和 6.2的规定验收。 

7  双流向雷电防护装置系统维护的安全要求 

7.1  运行中应保持雷电防护装置系统完整，可直接观察或用仪器（如望远镜）进行检查。 

7.2  运行中引下线应保持完好。 

7.3 雷电防护装置系统用户应在每年雷雨季节前进行定期检查维护，包括： 

a) 机械紧固点应无松动； 

b) 各电气连接处外观应完好； 

c) 测量冲击接地电阻，阻值应符合本标准 5.3.4 的要求； 

7.4  雷电防护装置系统如若出现有落雷现象，用户应做好记录。 

7.5  若用户对建设规模有所扩大，应对其原有雷电防护装置系统的保护范围重新验算，并采取相应措

施。 

8  双流向雷电防护装置系统的检测 

8.1  用户应按本标准第 7章的规定对雷电防护装置系统进行年度自检和日常检查，检测按 GB/T 21431

—2008第 5.9章的有关规定进行。 

8.2  下列情况应进行全面的安全技术检验： 

a) 新安装及大修后的雷电防护装置系统； 

b) 经过重大事故后修复的雷电防护装置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