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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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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河南省气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河南省气象灾害防御技术中心（河南省防雷中心）、河南省生态环境监测和安全

中心、河南省现代防雷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傅国庆、李鹏、张玉桦、王玲玲、王维思、何巍、蒋超、孙欣、王文博、李学

耕、马双良、王欣、蔡壮、田晓毅、杨琳琳、方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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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防雷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高山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防雷的术语和定义、一般规定、直击雷防护、雷击电磁脉冲

的防护、检测、防雷装置的维护与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已建及新建、扩建、改建的高山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选址、防雷装置的设计、防雷装

置检测与维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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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1431—2023  建筑物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技术规范 

GB/T 32938—2016  防雷装置检测服务规范 

GB 50057—2010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343—2012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HJ 655—2013  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和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安装和验收技术规范 

HJ 915—2017  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高山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   

指建设在本辖区内相对海拔较高位置的生态环境自动监测站（简称高山站），对环境空气质量和气

象状况进行连续自动监测以及样品采集、处理和存储监测数据。有固定的站房和在线自动监测（观测）

设备，需要持续电源和网络通讯等辅助设备。根据监测的对象可分为高山大气环境自动监测站、高山生

态自动监测站、高山水源自动监测站等。 

 3.2 

站房    

指具有防水、防潮、隔热、保温措施的无窗或双层密封窗结构建筑，用于集中安放对环境质量进行

连续的样品采集、处理、分析以及数据存储与传输等过程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的场所。 

 3.3 

电涌保护器    

用于限制暂态过电压和分流电涌电流的装置。它至少包含一个非线性限制元件。 

[来源：GB 50057—2010， 2.0.29]  

 3.4 

电磁屏蔽    

用导电材料减少交变电磁场向指定区域穿透的屏蔽。 



DB41/T 2579—2024 

2 

    [来源：GB 50343—2012， 2.0.15] 

 3.5 

等电位连接网络     

将建（构）筑物和建（构）筑物内系统（带电导体除外）的所有导电性物体互相连接组成的一个网。 

[来源：GB 50057—2010， 2.0.22] 

 3.6 

雷电电磁脉冲     

雷电流的电磁效应。 

[来源：GB 50343—2012， 2.0.3] 

4 一般规定 

高山站雷电防护应按照 GB50057—2010中第二类防雷建筑物的要求实施。 4.1 

高山站的选址除按照 HJ 655—2013和 HJ 915—2017 中要求执行外，还应参考当地雷击密度、电4.2 

磁环境、土壤条件、供电方式、信号传输方式等条件。  

高山站应综合考虑地理位置、环境条件、雷电活动规律、设备的重要性以及设备对雷电电磁脉冲4.3 

的抗扰度等情况采取雷电防护措施。  

高山站的防雷宜采用接闪、分流、屏蔽、均压、等电位连接、接地、合理布线、电涌保护、隔离4.4 

等内部、外部防雷措施进行综合防护。 

高山站防雷装置应与站房建设同步进行，并采取防盗、防鼠害等安全措施。 4.5 

防雷装置使用的材料、规格均应符合 GB 50057—2010中的相关规定。考虑到施工难度、防腐蚀、4.6 

运输便利性、结构强度等因素，高山站防雷装置宜选取钢、铜为主材。 

5 直击雷的防护 

接闪器的设置  5.1 

5.1.1 独立设置的高山站宜采用独立接闪针配合架空接闪线作为直击雷防护装置,外露仪器、设备等应

处于直击雷保护范围之内。 

5.1.2 直击雷防护装置与被保护物宜保持 3 m以上安全距离。   

5.1.3 非独立设置的高山站，如需单独设置接闪装置，其接闪装置的引下线宜与建筑物的防雷接地装

置相连。  

5.1.4 接闪针和接闪线的规格、尺寸应符合 GB 50057—2010 中 5.2的规定。安装工艺应考虑防腐和抗

风强度要求。 

引下线的设置 5.2 

5.2.1 引下线应优先利用建筑物钢筋混凝土屋顶、梁、柱、基础内的钢筋或者建筑钢结构作为引下线。 

5.2.2 引下线应与屋面接闪带搭接，设置间距应不大于 18 m 并应沿建筑物四周均匀对称布置，引下线

根数不少于 2处，引下线应设置在易遭雷击部位，具体位置应符合 GB 50057—2010 附录 B中规定。 

5.2.3 站房门、窗边 1 m 内不宜设置引下线，当间距不足时可对引下线加装绝缘管。引下线与其它电

气线路间距应不小于 1 m。 

5.2.4 引下线在地面上方设置绝缘管防护，绝缘管长度不小于2 m，绝缘管下端距地面宜0.2 m～0.3 m。 

5.2.5 引下线与接闪器的连接应采用可靠的电气连接，其连接点过渡电阻应不大于 0.2Ω，并做好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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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点的防腐处理。   

5.2.6 引下线的敷设应避开人行道口，安装应符合 GB 50057—2010中 4.5.6防接触电压和跨步电压的

要求。 

5.2.7 引下线规格、尺寸应符合 GB 50057—2010中 5.2的规定。 

接地装置的设置 5.3 

5.3.1 接地装置应优先利用建筑物自然接地体，若自然接地体达不到要求时，应增设接地装置。  

5.3.2 接地体由垂直接地体和水平接地体构成，接地体的埋设深度应符合 GB 50057—2010 中 5.4的规

定。  

5.3.3 垂直接地体和水平接地体规格、尺寸应符合 GB 50057—2010表 5.4.1的规定。 

5.3.4 接地装置接地电阻值应符合下列要求：  

a)设置于水边的高山站，其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1Ω；  

b)设置于地面及建筑物天面的高山站，其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4 Ω；  

c)当共用接地装置时，接地电阻值应以不同系统要求的接地电阻最小值为准； 

d)在土壤电阻率高的地区，可以适当增大冲击接地电阻，但在 3000 Ω•m以下的地区，冲击接地电

阻不应大于 30 Ω。  

6 雷击电磁脉冲的防护 

等电位连接与共用接地系统设置 6.1 

6.1.1 站房应设置 S型或 M型等电位连接网络，并与接地装置连接。 

6.1.2 等电位连接网络的材料、规格、连接方式及工艺要求应符合 GB 50343—2012的相关要求。 

6.1.3 站房内的各金属设备外壳、机架、线缆金属屏蔽层、光缆金属加强筋、线槽、桥架等其他金属

体应与等电位连接网络连接，连接线应采用铜导线，截面积不应小于 6 mm
2
。  

6.1.4 进入建筑物内的各类线缆宜埋地引入，当无法埋地引入时，应使用一段金属铠装电缆或护套电

缆穿钢管引入。线缆的金属护套、铠装层及钢管应在入口处与接地装置可靠电气连接。 

6.1.5 站房所处建（构）筑物应具有完善的雷击电磁脉冲防护措施。 

6.1.6 站房内交流工作地、安全保护地、直流地、屏蔽地、防静电接地、防雷接地等应采用共用接地

方式；在站房应预留不少于两处等电位连接端子板，并应就近与结构主钢筋可靠电气连接。 

6.1.7 应在设备间防静电地板下设置等电位连接网络，并与预留的等电位连接端子板可靠电气连接；

站房内各重要电子设备距外墙及柱、梁的距离不宜小于 1 m，条件不允许时，对设备应采取电磁屏蔽措

施。 

屏蔽及布线设置 6.2 

6.2.1 站房屏蔽宜利用建筑物金属框架、混凝土中的钢筋、金属墙面、金属屋顶等自然金属部件与防

雷装置连接构成格栅型大空间屏蔽。当建筑物自然金属部件构成的大空间屏蔽不能满足站房内电子设备

电磁环境要求时，应增加屏蔽措施。 

6.2.2 站房门、窗玻璃应采用金属网覆盖，金属网格尺寸应按照 GB 50343—2012中附录 D规定的计算

方法确定，非金属门应采用金属外皮覆盖。 

6.2.3 内墙门、窗与屏蔽笼、墙内主筋连接，外墙门、窗与水平接地体连接。 

6.2.4 站房内的金属管线和金属屏蔽网格应连接在一起，形成均压等电位。  

6.2.5 电缆线在雷电防护区交界处，屏蔽电缆屏蔽层的两端应做等电位连接并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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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综合布线的电缆采用金属线槽或钢管敷设时，线槽或钢管应保持连续的电气连接，并应有不少

于两点的良好接地。  

6.2.7 当建筑物墙体采用彩钢保温层时，内外墙体的金属板应多点接地。 

电涌保护器设置 6.3 

6.3.1 低压电力电缆从变压器至配电室宜全程埋地敷设。当全程地埋有困难时，应采用钢筋混凝土杆

和铁横担的架空线，并应使用一段金属铠装电缆或护套电缆穿钢管直接埋地引入，在电缆与架空线连接

处，应装设户外型电涌保护器。 

6.3.2 电子信息系统设备由 TN交流配电供电时，从建筑物内总配电柜（箱）开始引出的配电线路必须

采用 TN-S系统的接地方式。供配电线路的电源过电压保护应采用分级保护。 

6.3.3 应根据当地雷电环境、供电系统的分布范围和分布特点，在变压器低压侧、低压配电室（柜）、

楼内（层）配电室（井）、用电设备配电柜及精细用电设备端口，使用相应的电源电涌保护器做分级保

护。电源电涌保护器主要参数应符合 GB 50343—2012中表 5.4.3的规定。 

6.3.4 高山站电源系统应至少设置 2 级电涌保护器进行防雷保护，在一条线路上设置多级电涌保护器

时应考虑他们之间的能量协调配合。 

6.3.5 进出机房的各类信号线缆应分别安装 D1类高能量试验类型的电涌保护器。信号浪涌保护器应满

足信号传输频率、工作电压等参数的要求，同时接口应与被保护设备适配。 

7 检测  

高山站防雷检测的基本要求应符合 GB/T 32938—2016的相关规定。 7.1 

高山站的防雷检测内容应按照本文件第 5 章、第 6章相关内容逐项检测，检测程序和结果判定除7.2 

应符合第 5章、第 6章设计要求外，还应符合 GB/T 21431—2023 的有关规定。 

检测仪器、量具应处于计量检定或校准合格有效期内，检测仪器、量具的主要性能和指标参数见7.3 

GB 21431—2023的附录 C。 

8 防雷装置的维护与管理  

防雷装置维护  8.1 

8.1.1 防雷装置应每年进行一次检测，宜每年雨季来临之前进行检测，每次雷击之后应对防雷装置进

行检查、维护或更换。  

8.1.2 防雷装置应进行日常维护、保养，确保防雷装置安全、有效运行。  

8.1.3 防雷装置出现脱焊、松动、断裂、严重锈蚀、变形、失效、损坏、电涌保护器劣化等应及时进

行维修或更换。  

防雷装置管理  8.2 

8.2.1 防雷装置应由管理部门确定专人负责管理。  

8.2.2 防雷装置投入使用后，应建立管理制度，对防雷装置的设计、安装、隐蔽工程图纸资料、年检

报告等均应及时归档妥善保管。  

8.2.3 防雷装置投入使用后，不得随意拆卸、移动、变更防雷装置。  

8.2.4 雷击事故发生后，应及时报告当地气象主管部门，调查分析雷灾原因和损失，提出整改防护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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