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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主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通信行业标准 YD5098 ((通信局(站)防雷接地1:程设计规范)及

YD/P 1235.1-2002落通信局(站)低压配电系统用电涌保护器技术要求》和YD/'r 1235.2-2002《通信局

(站)低压配电系统用电涌保护器测试方法》，并结合我国通信局(站)的实际应用情况而制定

    本标准的附录A和附录B是标准的规范性附录，附录C是标准的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提出并归日。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金 山 刘吉克 陈 强 华 京 石宇海 李 猛 张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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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制定本标准的目的在于规范我国通信局(站)在用防雷系统的技术要求和检测方法，并为通信局(站)

运行和监督检测提供技术依据。通信局(站)在用防雷系统检测是一项专业性强、技术含量高、现场因

素复杂的工作，要求检测人员既要熟悉通信局(站)的系统构造、接口电平和传输频率等知识，又要求

能够灵活准确地把防雷基本原理和检测标准运用于现场检测，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和极高的安全性特点，

不恰当的测试方法和操作都会严重威胁到网络安全。基于上述因素考虑，本标准特别强调行业的适用性。

    在标准中特别提及了开关型及开关组合型电涌保护器不应在通信局(站)低压配电系统中使用，其

主要依据有两个:一是在YDIP 1235-2002标准中已规定其不宜在除N-PE以外的其他保护模式下使用。

从目前应用情况来看，其在通信局(站)使用中因工频续流造成的燃烧事故和由于其响应时间配合失调

造成被保护设备的雷击事故等问题很多，实践证明其科学性、安全性、可靠性和稳定性都是无法同限压

型电涌保护器相提并论的。二是直击雷雷击通信局(站)侵人到O8, 1、2..一等区域是极小概率事件(即

使发生球雷侧击到通信局站的罕见的直击雷事件，开关型以及开关组合型电涌保护器使通信局站不遭雷

害的几率也是极小的)，从通信局站实际运行情况来看，对于防雷工程设计施工符合YD5098标准的通信

局站，限压型电涌保护器是目前最佳和最合理的选择。另外本标准中还强调第一级大通流容量的防雷箱

不得用‘℃级防雷模块”并联组装制作。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级防雷模块”一般是用于

电源设备内部保护的氧化锌压敏电阻模块，而氧化锌压敏电阻是一种非线性电阻，当多个特性没有经过

严格匹配生产的氧化锌压敏电阻进行简单的并联组合时，难免会有某一支路在通过浪涌时造成弱点击穿，

形成非预期劣化或失效;二是 ‘℃级防雷模块”的过流、过热保护技术是建立在其通流容量基础之上的，

而由其并联组合而成的B级防雷器，由于其内部用于组合的防雷模块存在特性各异、均流失调等情况，

极易造成其过流、过热保护功能配合紊乱，形成短路失效事故。

    本标准规定了通信局(站)在用防雷接地装置的接闪器、雷电流引下线、地网、室内接地系统以及

雷电过电压保护装置的测试方法和技术要求，并通过对传输和交换等设备的信号接口进行雷击抗扰度测

试来监测其传输性能是否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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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局(站)在用防雷系统的技术要求和检测方法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通信局(站)防雷系统的定义、分类、检验规则、检测项目、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检测周期、检测程序和检测数据整理。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通信局(站)防雷系统现场检测与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F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YD/Tl235.1 通信局(站)低压配电系统用电涌保护器技术要求

    YD/T1235.2 通信局(站)低压配电系统用电涌保护器测试方法

    YD5098 通信局(站)防雷接地工程设计规范

    YD/T1082 接人网设备过电压过电流防护及环境适应性技术条件

    GB/T 17626.5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瓜

    YD/f950 电信交换设备过电压过电流防护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YD/1'694 总配线架

    GB50057 建筑物防雷设d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术语和定义。

3'.1防雷系统(lightning protection system)
    通信局(站)及其内部防雷和接地系统的整套装置，它由外部防雷装置和内部防雷接地系统两部分

组成。外部防雷装置由接闪器、引下线和接地装置等组成;内部防雷接地系统由除外部防雷装置外的所

有其他附加防雷设施组成，它主要包含通信局(站)内用于对各种运营设备进行雷电保护的防雷器和均

压等电位装置等，其主要作用是为了有效的减小流人被保护设备的雷电流和降低雷电磁脉冲对被保护设

备的侵袭，最大限度地保障通信局(站)内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3.2 接地(earthing/grounding》

    一种有意或非有意的导电连接，由于这种连接，可使电路或电气设备接到大地或接到代替大地的某

种较大的导电体。

    注:接地的目的是:。.使连接到地的导体具有等于或近似于大地〔或代替大地的导电体)的电位丫b_引导人地电流流

人和流出大地 (或代替大地的导电体 )。

3.3 等电位连接(equipotential bonding) ‘

    通过可靠的电气连接，使两个彼此分离的导休间的电位差趋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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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接闪器《lightning accept set)
    用于承接通信局(站)外部空问的雷闪，并通过通信局(站)的避雷接地系统泄放人地的防雷装置。

它包含避雷针、避雷带、避雷网等。

3.5 引下线( leading lightning conductor)
    连接接闪器与接地装置的金属装置，用于将雷电流泄放人地。

3.6 接地体 (earth conductor)

    埋人上壤或混凝土基础中作散流用的导体

3.7 接地汇集线(common earth bus)

    直接与接地体电气相接的一组主干接地母线、它可为通信局(站)内所有设施提供接地支路

3.8 电涌保护器(surge protective device, SPD)

    通过抑制瞬态或暂态过电压，旁路电涌电流未保护设备的 种装置_‘已5少含有 个非线性元件

3.9 限压型SPD(voltage limiting type SPD)

    在无电涌时呈高阻态.但随着电涌的增大，其阻抗不断降低的一种SPD:限压型SPD的常用器件有:

压敏电阻器、瞬态抑制二极管等。

3.10 开关型SPD(switching type SPD)

    在无电涌时呈高阻态，但对电涌响应时，其阻抗突变为低阻值的一种SPD。开关型SPD的常用器件有

火花间隙、气体放电管等。

3.11 开关组合型SPD(switching combination type SPD)

    由电压开关型器件和限压型器件组合而成的一种SPD。依据所加电压的特性，它可呈现出电压开关的

特性或限压的特性或者这两者都有的特性。

3.12 保护模式〔modes of protection)

    用于描述配电线路中SPD保护功能的配置情况

    在交流配电系统中分为相线与相线(L-L )、栩线与地线( 11-PE)、相线与中性线(L-N)和中J性

线与地线(N-PE)四种保护模式。

    在直流配电系统中分为正极与负极 (V,-V.)、正极与地线(V+-PE)、负极与地线(V-PE)之间

等三种保护模式。

3.13标称放电电流(nominal discharge current, 1�}
    用于划分SPD等级的、具有8/20lt s波形的放电电流峰值，用于动作负载预备性试验

3.14最大放电电流(冲击通流容f)(maximum discharge current, /,})

    能够流过SPD的、具有8/20 W s波形的最大放电电流峰值。它用于动作负载试验.一般1-=2.51� 0

3.15 留电抗扰度《surge immunity)

    在本标准中指系统和设备经受雷电浪涌而不降低其运行性能的能力。

3.16 混台波《combination wave)

    当输出开路时，其端电压U-的波形为1.260 F<、电压脉冲;当输出短路时。其输出回路脉冲电流Is1的

波形为8/20 la s,幅值为。.5呱，即规定混合波发生器的虚拟阻抗Zp2 d2或1252混合波测试波形应符合图
1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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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开路电压 ( I.1J50Ks冲击电压)

                              圈 1 混合波试验波形圈及其容差

3.17残压(residual voltage, U.,)

    当放电电流通过时，SPD端子间的电压峰值。

3.18 限制电压(measured limiting voltage)

    施加规定波形、幅值和次数的放电电流时，SPD端子间测得的残压最大值。

3.19电压保护水平(voltage protection level, UP)

    表征SPD电涌抑制能力的一个参数。

3.20分离装g(脱扣装It)(SPD disconnector)

    当SPD损坏时，使其与配电系统断开的一种装置。

3.21告奋功能(caution function】

    (a) SPD正常或故障时能正确表示其状态的标志或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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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SPD具备远程集中监测或集中告警的接口。

4 分类

4.1通信局(站)分类

    通信局(站)类型按以下A, B, C, D类别进行分类:

    -一 一综合通信大楼、交换局、模块局、卫星地球站、数据中心;

    一一 微波站;

    -一一 移动通信基站、接人网站;

    -一 固定无线甚站、VAST接收站，局域网站。

4.2通倍系统电涌保护器(SPD)分类

4.2.1 按用途分类

    (a)交流电源电涌保护器:包含单相并联型、单相串联型、三相并联型、三相串联型。

    (b〕直流电源电涌保护器:包含24V和48V等不[r-I电压等级。

    (c)网络及监控电涌保护器:包含以太网、RS232, RS485, RS422等不同协议及物理接门类型。

    (d)传输及接人信号电涌保护器:包含2Mbids口、专用时基信号接口和保安单元等。

    (e)馈线接日电涌保护器:包括移动通信、小型微波、VAST接收站等。

    (f)电源对言号组合型电涌保护器:视频头及固定无线接人系统综合保护器等。

4.2.2 按t级分类

                                  表 1 交流 SPD冲击测试电流分类的规定

冲击电流

SPD类型

  T型

(特高)
H型
(高 )

M型
(中 )

L型
(低 )

几(8/20R s) I1        >60kA > 40kA 要25kA ) 15kA >5kA

1��s (8/20W s ) 今 l50kA > I OOkA )60kA > 40kA > IskA

表2 直流 SPD冲击副试电流分类的规定

冲击电流

SPD类型

H型
(高 )

L型
(低 )

4(8/20Ws) >-5kA 〕ZkA

I,o� (8/20卜5) 妻15 kA 35kA

U+(混合波 ) 杂 IOkV 34kV

表3 信号SPD冲击测试电流分类的规定

冲击电流

SPD类型

H型

(高 )

M型

(中)
L型
(低 )

1} (8/20w s ) 1-5 kA 3 kA 050A

乙�� (8/20 w s ) ;} 1 OkA 5 kA ) IOOA

U,.(混合波 〕 奋 IOkV 6 kV 11- 10(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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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天饺SPD冲击测试电流分类的规定

冲击电流

SPD类型

H型
(高)

M型
(中 )

L型

(低 )

几(8/20 I, s ) 3 10kA 5kA 〕3kA

I-,.(8/20ws) 320kA IMA 〕sk气

U-(混合波) -> 20kV 10 kV -}6kV

5 技术要求

  5.1 接地电阻

    通信局(站)的接地电阻或地网面积应符合YD5098的要求。
  5.2 接闪器

  52.1 避雷针

    避雷针一般宜采用热镀锌圆钢或钢管焊接制成，其高度应符合OB50057附录四保护范围计算要求，其

  直径应不小于下列各值:

      (a)针长lm以下:圆钢为12mm;钢管为20mm。

      (b)针长1一2m:圆钢为16mm;钢管为25mmo

        (注:各类通信局(站)宜采用经济、可靠的常规接闪器，不宜使用非常规避雷针等产品)

5.2.2 避雷网和避雷带

    避雷网和避雷带宜采用热镀锌圆钢或扁钢，避雷带应优先采用圆钢，圆钢直径应不小于8mm。楼顶

避雷网网格应不大于lomxlom或12mx8m。并应保障其每个交叉处的焊接点可靠电气连通(其中扁钢与

扁钢的焊口为扁钢宽度的2倍，且至少三面施焊;圆钢与圆钢(或扁钢)的焊口为圆钢直径的6倍，且

双面施焊;扁钢和圆钢与钢管、角钢、互相焊接时，除应在接触部位两侧施焊外，还应增加圆钢搭接件))o

焊点必须涂敷沥青或者沥青漆防腐，每年应进行一次防锈和防机械损伤运行维护检查，当出现机械损伤

或局部腐蚀时应及时修复，当锈蚀部位超过截面的1/3时，应及时更换。

5.3 雷电引下线

5.3.1埋设在通信局(站)外侧混凝土柱内作为雷电引下线的应符合其设计要求;

5.3.2 通信局(站)明设的雷电引下线应满足下列要求:

    (a)圆钢直径应不小于12mm,扁钢的截面积应不小于160mmZ;

    (b)引下线应均匀对称布放，其间距应不大于18m,数蚤应不少于两根;

    (c)对于高度超过30m的建筑物，30m以上应每向上间隔一层应设置一次均压带，并应与各引下线

及建筑物金属构件电气连接。引下线的焊接和日常维护应符合5.2.2规定。

5.4 等电位连接

    通信局(站)等电位连接是建立在联合接地的基础上，应满足下列要求:

5.4.1 楼顶的各种金属设施均应分别与楼顶避雷接地线就近电气连通，在楼面敷设的各类电源线、信号

线的金属护层应在两端做接地处理，且每隔5一lom与避雷带就近电气连接一次，接地连接线的焊接和日

常维护应符合5.2.2规定。

5.4.2 大楼各层的金属管道均应就近接地。大楼电梯滑道应在t-下两端就近接地.且在离欲面30m高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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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应每向上间隔1层就近接地一次。

5.4.3 大楼内金属竖井及金属槽道各节之间应确保其电气连通，应确保金属槽道与机架或其他金属加固

，件电气连通、接地连接线不得使用铝材，机房内的接地总汇集线应采用截面积不小于120m耐的铜排或镀

锌扁钢。

5.4.4 通信局(站)室内接地线要求:

      (a)通信局(站)内各类需要接地的设备与水平接地分汇集线之间的接地线，其截面积应根据可能

通过的最大负荷电流确定或者符合表5的要求。接地线不准使用裸导线布放。

    (b)配电室、电力室内主设备之间相连接的接地线，应采用截面积大于50m时的多股铜线;

    (c)较大型通信局(站)其跨楼层或者同楼层布设距离较远的接地线，应采用截面积大于70mm2

的多股铜线;

    (d)各层接地分汇集线与设备相连接的接地线，当接地线较短时，可采用截面积大于]6mm̀的多股

铜线，当距离较长时，应采用截面积大于35mm̀的多股铜线，或者增加一个分汇流排，先将其与设备间

用大于16 mm2的多股铜线连接，然后再用35mm̀以上的多股铜线与各层接地分汇集线进行连接;

    (e)数据服务器、环境监控系统、数据采集器等小型设备的接地线，应采用截面积大于4mm2的多

股铜线;当接地线较长时应加大其截面积或者先设一个分汇流排，该分汇流排到接地汇集线之间应采用

截面积大于16mm'的多股铜线。

    (f)光端机接地线可采用截面积不少于16m耐的多股铜线;

    (8)光缆加强芯和金属护层应在分线盒内可靠接地，并用不小于16mm'的多股铜线单独引到站内接

地总汇流排或者与地网直接连接。

                                          表5 保护地线.小截面要求

相线截面 PE线截面(mm-)

S--16 S

16<S--35 16

                } 3S12

5.4.5 通信局 (站)均压等电位连接应依据电磁兼容理论。选择网 (M)型、星 (S)型和星一网组

合型连接方式，以实现均压等电位的优化连接，其具体原理图见下图2所示。

5烈星形结构 M型网状结构 组合 t 组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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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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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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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至共

用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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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电位

连接

二 . lL

o,gpn}落豺 黔排
.” ’ .

ERP:接地苹准点;

      lal通r�系it等电位连接的获本结构

等电位连援网与共用接地系统的连接

          fbl通G,系统等电位连接方法的组合方式

图2通信局(站、内均压等电位连接方式的具体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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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 天线铁塔及天馈线接地要求

      (a)必须保障铁塔各金属构件间可靠电气连通，如发现铁塔电气连通不可靠应从塔顶做专用的接地

引下线至塔基接地点，并保障其金属构件符合5.2.2小节的规定;

      (b)天线馈线的金属外护层应按规范要求在塔顶、离塔处和机房外侧，分别作接地处理，高于6011

的铁塔应在塔身中部增加接地点，机房外侧接地点应由馈线窗外的室外汇流排接地，室外汇流排应直接

与地网连接，严禁直接连接在塔身上，接地线应尽量短直;同时馈线破口处必须做好防水处理。

    (c)机房接地网与铁塔地网或通信局(站)避雷带必须可靠电气连通。

5.5 通信局(站)进局电缆雷电防护

    通信局(站)进局电缆雷电防护应满足下列要求;

5.5.1进局电缆宜采用带有金属护层的屏蔽电缆或将进局电缆穿金属管后引人;

5.5.2 进局电缆应至少埋地15m引人，如果实施确有困难，则应在局站人口处采用高一量级的电源SPD;

5.5.3 电缆内的空线对和金属构件、金属管或电缆金属外护层在进人局(站)处必须做接地处理，其接

地引人点应尽可能避免在通信局(站)外侧柱内或作为雷电引下线的柱子附近设立或引人;

5.5.4 接地线应与直流电源线、交流电源线、信号线分开敷设，特别要避免在同一线束内布放，应使其

与机房内的地线汇流排连接线的距离最短。

5.5.5 接地线应采用外护套为黄绿相间颜色标识的电缆，并且在两端增加路径标识。

    (a)截面在lomm,以下的单芯或多芯接地线可与设备直接连接;

    (b)接地线截面在lommZ以上的多股接地线与设备及地线汇流排(包括tomm2以下的单芯或多芯

PE线与地线汇流排)连接时必须加装铜鼻子;

    (c)安装接地线时必须对安装点表面进行打磨处理，并加装平垫片和弹簧垫片，确保其电气连通的

可靠性。

5.5.6 无特殊保护的通信信号线与其他管线及电力电缆之间应保持一定隔距(见表6和表7),

                                      衰6 通信信号经与其他，线的净距

火之之之‘一通鳄笋 通信信号线缆

线缆 卜} -81,         最小平行净距 (mm) 最小交叉净距(mm)

防雷引下线 .〕)) 300

保护地线 50 20

给水管 巧0 20

压缩空气管 150 20

热力管 (不包封) 500 500

热力管 (包封) 300 300

煤气普 300 20

注:如线缆徽设高度超过6 000mm时，与防雷引下线的交叉净距应按下式计算:S30.05H

式中:H为交叉处防雷引下线距地面的高度(mm);S为交叉净距(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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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通信信号线缆与电力电统的净距

类别 与通信信号线缆接近状况 最小净距 (mm)

380V电力电缆容量

      <2kVA

与信号线缆平行敷设 130

有一方在接地的金属线槽或钢管中 70

双方都在接地的金属线槽或钢管中 IO

38()V电力电缆容量
      2 _ SkVA

与信号线缆平行敷设 300

有一方在接地的金属线摺或钢管中 150

双方都在接地的金属线槽或钢管中 80

380V电力电缆容童

        >skVA

与信号线缆平行敷设 600

有一方在接地的金属线槽或钢管中 300

双方都在接地的金属线槽或钢管中 150

注:当380V电力电缆的容量<2kVA,双方都在接地的线槽中，即两个不同线槽或在间一线槽中用金属板隔开。且平行

长度‘l Om时，最小间距可以是I Omm

5.6 通信局(站)内部雷电过电压防护

5.6.1 电涌保护器(SPD)保护模式选择:SPD保护模式应依据通信局站供电方式进行选择，通信局站

的三相供电常采用两种供电方斑 图3和图4所示分别为TN-C-S和TT两种供电方式的SPD安装示意图):

    (a)一种是TN系统(包含TN-S系统、TN-C-S系统和TN-C系统)，对于TN系统供电方式可选用

4模式或7模式限压型SPD或者3+1模式的SPD(L-N为3个限压型SPD, N-PE为1个开关型SPD);

    (b)另一种是TT 系统，对于TT 系统供电方式必须选用3+1模式的SPDo

圈3  TN一C一S 系统 SPD安装示意圈

进人局 (站)配电箱一侧

图 4 丁7系统 SPD 安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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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SPD的配置:电源防雷器按照本表8进行配置，信号防雷器按照本表9配置。

                                    表8 低压配电系娇，南付电1F侣柏器配，

孟辈重 安装

位置

SPD

性质

标称放电电流

    (k八)
通流容量

  (k人) 性 质

她 理

位 置
类别 留幕 日

有专用变压器

的通信局 (站)

  交流供电

第一级 限压型 25 印

城市

平原 人BC 25-40

第一级 限压型 40 100 高大、孤立建筑物 A习C >40

第二级 限压型 巧 40

第一级 限压型 25 60
郊县 丘陵 A月C >25

第二级 限压型 一I ，5 40

第一级 限压型 25 60 }郊区、山区一} >25

第一级 限压型 一} “。 >100 高山 >40

第二级 限压型 20 ， {}
第一级 混合型}} >40 >100 无机房 野外、空旷场地 C

无专用变压器

的通信局 (站)

  交流供电

第一级 3+1型
25 60 } AC >25

40 100  I AC >40

第二级 限压型 20 I                             50 A >25

太阳能供电 限压型 I     10 25 } }{
直流供电 第三级 限压型 5 l5

民用单相

  供电
对称 l+1

15 1    40 D >25

20 50 D >40

注l:第一级(泥级):表示配电变压器低压侧或配电室配电屏终端人口处;第二级(RUC级):表示电力室交流配电屏
      终端人口处;第三级( III/D级):网络等专用机房的配电箱内;第三级( III/D级精细保护)控制系统、计算机拖板

      式插座内，以及直流配电的保护。

注2:开关型(间隙型)及开关组合型电源SPD不应在通信局(站〕中使用。
注3:第一级大通流容盘的防雷箱不得用‘℃级防雷模块，‘并联组装制作。

注4:直流供电用SPD应根据设备和雷电环境确定其是否安装。

注5:多级保护器的退藕距离应符合设计要求

衰白 信号用，龟过电压保护器配，

霜~s9cf}芝SPD安装要求
SPD

性质

  标称放电

电流 (kA)

通流容量

  (kA)

环境

性质

局站

类别
留基日

网

络

数

据

线

楼内用户线>50m 一端安装

GDT+SAD或
      5AJ)

33kA或办

  3OOA

3 8kA或

3800人

城市 A >40设备间距 SOm以上及横

外用户线
两端安装

楼内用户线>30m 一端安装
郊区或

  山区
A 》引)设备间距 30m以上及楼

外用户线
两端安装

信

号

线

用户话路信号线 一端安装
GDT+PTC 一 妻3kA 幸8k八 ABC <40

SAI】十PTC 3300A 3800A 八BC >40

PCM传输信号线
>30m

两端安装

CDT十PTC 〕3kA 3 SkA
郊区或

山区
人旧C

网管监控线

>30m
两端安装

同轴天该线
在终端处安装

      SPD

    GDT型

撼波器型1/4),型
)RA 爵lOkA

郊区或

山 区
A日C >2万

注1: GAS:表示气体放电管; SAD:表示半导体放电管fPTC:表示热敏电阻。
注2:当蓄幕日少于40天。但局(站)数据信号设备有蓄击事故发生，也应考虑安装保护器。

注3:“一端(或两端)安装“的端是指主设备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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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SPD接地线线径及长度:

      (a)数据信号线用SPD的接地线截面flojjl不小于2.5mmi,材料为多股铜线，其接地线长度应小于0.5m;

      (b)电源用SPD的接线端子与相线或零线间的线长应不大于 lm，其接地线长度应不大于 Im。电

源用SPD的接地线线径应符合表i0:

                                    表 10 电源 SPD连接线和接地线选择

铜线截面积mm'

配电电源线 毛35 50 }
连接线 10 16 25

接地线 3 16 25 办35

5.6-4电源SPD的混合波限制电压值:用1.215印s-8f2叩s, 6kV-3kA的混合波对网上运营防雷设备可插

拔部件限制电压进行测试 要求其测试值小于SPD保护水平[陈(RA) I的1.1倍。

6 检测方法

6.1 防霄装置检测流程

    防雷装置检测应按图

述相应条款。

5所示的流程并依据第5章技术要求规定进行检测，检测的具体方法应依据下

了「始

通信局 (站J在用防雷系统文州安验

接地电阻检测

接闪器检测

引下线检测

等电位检测

内部等电4}1 外部等电位

进A电缆屏蔽接地检测

内部过电压保护检测

YPI)配置和保

护模式的位查

5阳接地线线

径及长度检测

混合波限制

电压检测

通信网上运IN设备的抗扰度卉验

结束

图5 通信局 (站 )防雷装置检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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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文件检查

    通信局(站)防雷装置应具有以下文件，并对其完整性、规范性和有效性进行检查。

  6.2.1设计文件检查。

  6.2.2 检测报告检查

  6.2.3 故障记录和历年检查记录检查

  6.3 接地网检测

    通信局站接地网的检测可通过以下4种因素综合确定:

6.3.1按照图A.1的方法测出的通信局(站)地网接地电阻测试值。

6.3.2 按照图B:的方法测出的大地电阻率测试值。

6.3.3 地网大小及其形状

6.3.4 通信局(站)联合接地情况

      (注:对大地电阻率很高的特殊站点.在雷电有效冲击范围内地网无法达到规定要求时、应以地网梭盖范围大于雷电

冲击半径为检测标准、另外，在本项检侧中还要检查地网的设置是否符合联合接地的要求)

6.4 接闪器检查

    接闪器要求通过目测和利月江具按5.2节要求进行检测:

6.4.，应对避雷针、避雷带和避雷网上所有焊点的焊接可靠性进行检查。

6.4.2 对接闪器使用的材料及横截面进行核查。

6.4.3 对避雷网的网格尺寸进行核查。

6.4.4 目测接闪器的设计安装是否符合其技术要求，检查接闪器的锈损情况。

6石 雷电引下线检查

    通过目测和利用工具按5.3节要求对明设雷电引下线进行检测(暗设引下线仅检查暴露部分锈蚀及焊

点问题);

6.5.1应对可疑焊点的焊接质量进行检查。

6.5.2 应对引下线所使用的材料和横截面进行核查。

6.5.3 目钡9引下线的布放(间距小于I8m)和设计安装(30m以上设置均压带)是否符合技术要求。

6.5.4 检查引下线锈损情况。

      (注:如果能确认已利用其建筑物的柱钢筋作为雷电流引下线，就不必再专门设立引下线)

6.6 等电位检查

    通信局(站)防雷装置的等电位检测按5.4节要求进行:

6.6.， 检查通信局(站)楼顶各种金属构件、电缆金属护层等与避雷带之间的连接是否符合5.4.1节的要

求。

6.6.2 检查通信局(站J各层金属管道 (包括金属竖井)、电梯滑道、金属槽道、金属铁架等是否按照

5.4.节2和5.4.3小节要求进行接地处理。

6.6.3按照5.4.4小节要求核查接地线截面积，按照5.4.5小节要求检查通信楼均压等电位连接力专戈。
6.6.4 按照5.4.6小节要求检查铁塔各构件间连接是否牢固和规范，天馈线的接地是否满足接地要求。

6.6.5 应对机房均压等电位的接续点进行电气可靠性检查，并检查铁件的焊接和锈蚀情况是否满足5.2.2

小节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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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 应检查接地线出上点是否增设防机械损伤装置。

6.7 通信局 【站)进局电缆霄电防护检测

    电缆的雷电防护应通过目测和利用工具按5.5节进行检测:

6.7.1 核查进局电缆埋地引人长度是否符合5.5.1小节中的技术要求。

6.7.2 核查进局电缆屏蔽接地处理是否符合5.5.2小节和5.5.3小节中的技术要求。

6.7.3 核查接地线的横截面积以及安装工艺要求是否符合5.5.4小节和5.5.5小节中的技术要求。

6.7.4 核查通信信号线与其他管线间的距离是否符合5.5.6小节中表6的技术要求。

6.7.5 核查通信信号线与电源线间的距离是否符合5.5.6小节中表7的技术要求。

6.7.6 应对电缆内部空线对接地点及其金属构件接地点的电气连通可靠性定期进行检测。

6月 通信局(站》内部留电过电压防护检测

6.8.1按照5.6.1中的技术要求，核查通信局(站)电源SPD的保护模式是否与其供电方式相匹配。

6.8.2 核查通信局(站)电源SPD的选择、配置和安装要求是否符合5.6.2小节中表8的技术要求。

6.8.3 核查通信局(站)信号SPD的选择、配置和安装要求是否符合5.6.2小节中表9的技术要求。

6.8.4 核查SPD接地线线径及接线长度是否符合5.6.3小节中的技术要求，是否做到了引线的电气连接

牢固可靠、尽量短直。

6.8.5 依据5.6.4小节中的技术要求，按照图6所示的接线原理，利用混合波对通信局(站)可插拔SPD

进行限制电压符合性检测。
1
|

|
|
1

1

!

1
1
|
1

|
1
|

i
se
|
|

|
1
1
|

|
1

校准侧t

            注;盛线方框的校准侧蚤系统不要求在现场运行检脸时使用。要求在比对校准时使用。

                              圈6 用混合波进行防it器件限制电压侧试示愈圈

6.8.6 检查通信局(站)模块式电源SPD是否具备以下功能，如果具备检查其功能和品质是否完好:

    (a)热熔保护功能;

    (b)过流保护功能;

    (c)劣化指示;

    (d)遥信a

氏8.7检查通信局(站)箱式电源SPD是否具备以下功能，如果具备检查其功能和品质是否完好:
    (a)热熔保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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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过流保护Ijj能;

(c)灯号告警指示;

(d)遥信;

(e)雷电计数器计录雷电的次数;

(f)面板上各项状态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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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A

    (规范性附录}

地网接地电阻值的测t

    接地电阻值宜采用直线三极法或三角法进行测量，直线三极法和三角法的电极布置如图A..所示。

D为被测接地装置最大对角线的长度。一般的，对于直线三极法，d二(4、5)D，如d取(4~5)D值

有困难，当接地装置周围的土壤电阻率较均匀时，d可以取2D值;当接地装置周围的土壤电阻率不均匀

时，d值取3D值。对于三角法，一般宜d->2D, c}300。测试应因地制宜通过改变测试方向和测试距

离验证接地电阻测试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选择P点和C点时应尽量避开地下金属管线。

(卜)三角法侧必

圈A.1 接地电阻测.的直线三极法和三角法电极布1<示宜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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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B

                                        (规范性附录)

                                      土墩电阻率的测t

日.1 测扭目的

    为解决土壤电阻率P的相关规定和计算公式中的要求，土壤电阻率的测量引用了GB/T17949.1的相

关内容

B.2  -grOMil

日2.1 土壤电阻率是土壤的 一种基本物理特性、是上壤在单位体积内的正方体相对两面I间在 定电场作

用下，对电流的导电性能。一般取每边长为I omm的正方体的电阻值为该土壤电阻率P，单位为f)·m�

B22 土壤电阻率的影响因子有:土壤类型、含水量、含盐量、温度、土壤的紧密程度等化学和物理性

质，卜7时土壤电阻率随时深度变化较横向变化要大很多。因此，对测量数据的分析应进行相关的校正}

本标准只对接地装置所在的上层 (儿米以内)上壤层进行测量，不考虑土壤电阻率的深层变化。

日.2.3 士壤电阻率的测量方法有:土壤试样法、三点法(深度变化法)两点法(西坡Shepard土壤电阻

率测定法)、四点法等，本标准主要介绍四点法。

B.2.4 在采用四点法测量土壤电阻率时，应注意如下事项:

    (I)试验电级应选用钢接地棒，且不应使用螺纹杆。在多岩石的土壤地带，宜将接地棒按与铅垂方

向成一定角度斜行打人。倾斜的接地棒应躲开石头的顶部。

    (2)试验引线应选用挠性引线，以适用多次卷绕。在确实引线的长度时，要考虑到现场的温度。引

线的绝缘应不因低温而冻硬或鞍裂。引线的阻抗应较低。

    (3)对于一般的土壤，因需把钢接地棒打人较深的土壤，宜选用2一4峪重量的手锤

    (4)为避免地下埋设的金属物对测量造成的干扰，在了解地下金属物位置的情况下，可将接地棒排

列方向与地下金属物(管道)走向呈垂直状态。

    (5)不要在雨后土壤较湿时进行测量J

B.3 测it方法《四点法 )

3.3」 等距法或温纳《Wenner)法

    将电极埋人被测土壤呈一字排列，埋入深度均为b,直线间隔均为as测试电流I流人外侧两电极，

而内侧两电极间的电位差V可用电位差计或高阻电压表测量。如图B. I所示。设a为两邻近电极间距，

则以a, b的单位表示的电阻率P为:

圈日，， 电极均匀布置

                    P二4 7r aR/

式中 P一七壤电阻率; ‘1:2a二、万             aI}  a '4b̀        a 'b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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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一 所测电阴;

    a一 电极间距;

    b--电极深度。

    当测试电极人地深度b不超过O.la，可假定b二0

则计算公式可简化为:

                                              P，2 ar aR

B.3.2 土壤电阻率应在干燥季节或天气晴朗多日后进行，因此土壤电阻率应是所测的上壤电阻率数据中

最大的值，为此应按下列公式进行季节修正:

                                    P=妙P� (B-2)

    式中:P。一所测土壤电阻率

        价一季节修正系数，见表B.lo
                                衰B.1 根据土坡性质决定的攀节修正系数襄

土坡性质 深度 (m) 价l 必2 ya

枯土 0.5一。.8 3 2 、.5

枯土 0名-3 2 1.5 1.4

陶土 0-2 2.4 1.36 1.2

砂砾盖以陶土 0-2 I名 1.2 1.1

园地 0-3 1.32 1.2

黄沙 0-2 2_4 1.56 1.2

杂以黄沙的砂砾 0-2 1.5 1.3 1.2

泥炭 0-2 1.4 1.1 Lo

石灰石 o-z z.5 1.51 1.2

注:*I--在测量前数天下过较长时间的雨时选用;

    0— 在侧量时土坡具有中等含水量时选用;

    I#一 在测量时，可能为全年最高电阻，即土城干燥或测量前降雨不大时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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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通信设备抗扰度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C1通信设备抗扰度的技术要求

    各类通信设备应具备一定的雷电过电压抗扰度要求，根据需要通过抽测网1:运营设备的抗扰度水平，

掌握通信局站防御雷电的整体综合安全指标。通信网各类通信设备的抗扰度水平应满足下表C:和表C.2

所示的技术指标要求。

                              裘 C. 1 通倍信息交换传翰设备留击抗扰度技术要求

序号 适用范围 接 曰 波形参数
回路阻抗

  (0)

浪涌水平

  fkV)
测试电路 合格判据

一
    }

    】

厂

  交换设备

局

端

口

无一次保护 10/7000s 25 1
图 C.6 A

    有 一次保护 10/7008 s 25 4

配线架 10/70011s 25 4 {11 C吕 A

用

户

口

用户

终端

无一次保护 10/700gs 25 1.5

图CS A

有 一次保护 10/700林s 25 4

电源接口 混合波 2/12 05 图Cl A

接人网及传

  输设备

模拟用户[C7

1011仪扣s 25 4

图CS A

]SON-BRA口 图CS与图C.6 C

ADSL 口 图CS与图C7 B

连接双纹线的2048kbi1/s口

混合波 12 0.5

图 CS与图C. II C

以太网口 图C.5与图C.10 B

V24口、V35口 图C5与图C.12 C

连接同轴线的传输设备支路口、

2048kbiNs口和ISDN-PRA口等
混合波 2 0.5 图C.7与图C.11 C

直流电源接口 混合波 2/12 0.5 图C.1 A

交流电源接口 混合波 2/12 6 图C.I A

注:判据A:设备应能够承受住规定量级的测试且没有损坏以及出现其他的紊乱(例如软件无法正常运行或故障保护部件

的误动作)，且在测试后设备在规定的限制范围内能够运行正常。在测试期间不要求设备能够正常运行;

    判据B:长度为1 500字节的数据包能正常传输.且5min内不出现丢包;

  判据C:试验后Smin内不出现误码现象或通话恢复清晰

表 cZ 通信电源设备份击抗扰度技木要求

序号 适用范围
额定电压

  (V)

波形参数

  (11s )

回路阻抗

  (Q〕

浪涌水平

  (kV)
测试电路 合格判据

] 交流稳压器 220/380 1.刀50 2 6 图 6和图C.1 A

2 市电油机转换屏

  220/380 1.2/50 2 4 图6和图 C.1

                        自，..

A
3 交流配电屏

4 低压配电屏

5 备用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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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2'1续 )

序号 适用范围
额定电压

.(V)

彼形参数

  (Ws)

回路阻抗

  (只)

浪涌水平

  (kV)
测试电路 合格判据

6 整流器
220/380 1,2/50 2 2.5 图6和图C.1 :A

7 交流不间断电源(uPS)

吕 直流配电屏 -24, -48 1.2/50 2 1.5 图6 A

9
通信设备机架电源人口(由不间断电

            源供电)
220/380

1.2/50 2 0.5 图6 A10 DC/AC逆变器

-24、-4811 DC/DC变换器

12 通信设备机架直流电源人口

注:判据A:设备应能够承受住规定量级的测试且没有损坏以及出现其他的紊乱(例如软件无法正常运行或故障保护部件

的误动作)，且在测试后设备在规定的限制范围内能够运行正常 在测试期问不要求设备能够正常运行

通信设备抗扰度的测试方法

  通信电源设备

2

八
‘

 
 
 
 
 
 

性

.

C

C

(e)线一~地栩合侧试

(b)线一线辆合侧试

图C， 单相交1u直流接口抗扰度侧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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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少线一线拐介侧试

开关51:线一地时，置于0处:

开关s:,试验时，置子 1一4处‘

                ‘b)线 .地招合侧试

              圈已2 三相交流接口杭扰度侧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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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2 无屏蔽通信信号线接口设备

开关 5.:线一地时,置子0处:线 委哭时.置于 卜 4处

开关5:试验时，置于1一4处，但与5不在相同位置。

                  圈C3无屏蔽非对称伯号线接口 (线一线和线一地杨合— 抗扰度测试

    I    I ) 二工丁 参考接地

(1)开关s,:线-地时，置于0处;线榷晚时，t于1一a处;

(2)试验发生器为混合波时:R}4 x 40=160Q;试验发生器为IM OOUs波形时 R-1.4.25-1000;

(3，本图仅考虑了4线特风岑际中往往不二定是4洗而是”根洗本图中“·
      圈C.4 无屏蔽对称用户信号线接口 (践一线和线一地报合 )抗扰度测试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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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线一地时.)1关‘:毅干。处.5.41T I一4处;线一线III, II关S, I'll-f- I一4处

22〕试验发月器为混台波时:R�u=4(X1:试验发生器为1 U/700)且、波形时:R�,-2551:

‘〕 本图仅考店1 4线特例.实际中往往不一定是4线.而足，根线，本ICI中。.a

          图C.5无屏蔽对称中继信号经接口(线一线和线一地祝合)

C.2.3 交换机总配线架

S置子 I一4处是

抗扰 度测试

(。、A一R和R一E雷击抗扰度试验电路图

          一 取样示波器

c b)  (AlB)一E雷击抗扰度试验电路图

图C.6 交换机总配线架匆击抗扰度测试电路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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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4 屏蔽通信信号线接口设备

(:) 端屏蔽接地测试

到 供电
PF { 电M, NPF.

PA It
亚压器

盆

他

接

口

电

舔

接

口

辅助

役备

辅助

设备

其

他

接

tJ

电
源

接
口隔离

变压器

ELM El汀2

困
参考接地

(b)两端屏蔽接地测试

圈 C7 屏蔽践信号接口杭扰度测试

C.3

C.3

衡击抗扰度测试中通信链路的测试环境

  ISDN-BRA口

    试验前建立如图C.8的测试环境并打通ISDN-BRA电话。试验后通话如恢复清晰则视为通信链路可

正常使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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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  ADSL口

    ADSL I]的测试环境如图C.9所示

为配置2的测试环境

图C.8 ISDN-BRA 0测试环境

其中，ICI c.9(。)所示为配置1的测试环境:I"u C.9(b)11f示

A nsl

10110011}w T

  试04A建i, ATU-R到 ATM交换机问的以太网连接，试验后使用 试K1}115Y.4, ATU-R到 ATM/以太网侧试仪 I)II的连接 试'h.后

  TCPfIP测试.411KIth 1500'( G-的数据包能iE'Ar-f$输，11 5.i. N4}dl 使it] TCPAP测试，如长度为1 500字IY的数据包能IL S4传Ts.

  现丢包.则视为通信链路可正常使于U一 几-Stun内不出现丢包.则视为通信链路叮正常便用

                    (a) K足I                                                         (b)配置2

                                      圈C.9  ADSL口侧试环境

C.3.3 以太网口

    试验前建立两个以太网端日间的连接，试验后使用TCP/IP测试，如长度为1500字节的数据包能正

常传输，且5min内不出现丢包，则视为通信链路可正常使用。

图C.10 以太网口测试环愧
C.3.4 2048kbiUs口

交换机

接入设备

普通

话机

试验前建立建立一个件通片10‘位于接入网或交换

机 〕到ISDN协议测试仪的呼叫，试验后通话浦晰则

视为通信链路可止常使用
                ( 8 ) I5DN-PRA I I

图 C.11

  试验前迷立建立两个普通用户间的
  呼叫.试验后通话清晰则视为通Q链

  路ufi I'常使用

              f b) V5 LI

2 04ekbius 13洲试 环燎

试验脑建立建u传翰链路.试验后如

连续5min无误码则视为通们链路可

比常使用

      t亡 传输支路1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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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5  V24和 V35口

    试验前建立传输链路，试验后连续5min无误码，则视为通信链路可正常使用

圈C.12  V24N35口测试环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