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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21714《雷电防护》由以下4部分组成: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风险管理;
———第3部分:建筑物的物理损坏和生命危险;
———第4部分:建筑物内电气和电子系统。
本部分为GB/T21714的第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T21714.1—2008《雷电防护 第1部分:总则》,与GB/T21714.1—2008相比,主

要技术变化如下:
———删除了原标准中服务设施的有关部分(见2008版的5.2、8.4);
———修改了低压系统和通信系统的雷电浪涌过电流预期值(见表E.2、表E.3);
———减少电气和电子系统失效的防护措施中增加了隔离界面(见3.56、7.4);
———增加了首次负极性短时间雷击的雷电流参数(见表3);
———修改统一了部分术语解释。
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EC62305-1:2010《雷电防护 第1部分: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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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部分由全国雷电防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58)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负责起草单位:四川中光防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分参加起草单位:上海市防雷中心、天津市中力防雷技术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王德言、张红文、黄晓虹、周歧斌、薛文安、高鑫。
本部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21714.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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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迄今尚无设备和方法能够改变自然界的天气现象,以阻止雷电的发生。雷电击中建筑物或建筑物

附近 (或击中连接至建筑物的线路)对人、建筑物本身、其内部物体、设备以及线路都是危险的,因此应

考虑采取雷电防护措施。
是否需要采取雷电防护措施、安装雷电防护措施的经济效益和适当雷电防护措施的选用应由风险

管理来确定。风险管理在GB/T21714.2中介绍。

GB/T21714各部分中提出的防护措施可以有效降低风险。
所有雷电防护措施构成综合防雷体系。从实用性考虑,雷电防护设计、安装和维护的标准分为两

部分:
减少建筑物内物理损害以及人和动物伤害的雷电防护措施在GB/T21714.3中介绍。
减少建筑物内电气和电子系统失效的雷电防护措施在GB/T21714.4中介绍。

GB/T21714各部分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GB/T21714各部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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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电防护 第1部分:总则

1 范围

GB/T21714的本部分提供了建筑物(包括其设施、内部物体以及人员)雷电防护所应遵循的一般

原则。

以下情况不属于本部分的范围:

———铁路系统;

———车辆、船舶、飞行器、离岸设施;

———地下高压管道;

———设置在建筑物外的管道、供电线路和通信线路。
注:通常这些系统由各专业权威部门制定的专业规范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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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1714.2—2015 雷电防护 第2部分:风险管理(IEC62305-2:2010,IDT)

GB/T21714.3—2015 雷电防护 第3部分:建筑物的物理损坏和生命危险(IEC62305-3:2010,

IDT)

GB/T21714.4—2015 雷电防护 第4部分:建筑物内电气和电子系统(IEC62305-4:2010,IDT)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对地雷闪 lightningflashtoearth
云地间的大气放电,由一个或多个雷击组成。

3.2
下行雷闪 downwardflash
始于云到地一个向下先导的雷闪。
注:下行雷闪由一个首次短时间雷击构成,其后可能跟随几个后续短时间雷击。一个或多个短时间雷击之后,还可

能跟随一个长时间雷击。

3.3
上行雷闪 upwardflash
始于地面建筑物到云端一个向上先导的雷闪。
注:上行雷闪由一个首次长时间雷击构成,其上会叠加或不叠加多个短时间雷击。一个或多个短时间雷击之后,还

可能跟随一个长时间雷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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