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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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的物理损害和生命危险;
———第4部分:建筑物内的电气和电子系统。
本部分为GB/T21714的第2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T21714.2—2008《雷电防护 第2部分:风险管理》。与GB/T21714.2—2008相

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删除了连接到建筑物的服务设施的风险评估内容。
———补充考虑了建筑物内人和动物电击伤害的情况(见4.2.2的“RA”分量)。
———文化遗产损失风险容许值从10-3降低到10-4。引入经济损失风险容许值RT=10-3,当无法

提供费效比分析资料时,可以采用该值(见5.3和6.10的最后1段)。
———补充考虑了对周边建筑物或环境的连带损害(见5.4的注1~ 注3)。
———对以下参数的计算公式进行了修改:

1) 雷击建筑物附近的截收面积[见式(A.2)、式(A.3)];

2) 雷击线路或线路附近的截收面积[见式(A.7)、式(A.9)和式(A.11)];

3) 一次雷击引起损害的概率[见式(B.1)~ 式(B.4)、式(B.7)和式(B.8)];

4) 具有爆炸危险的特定建筑物的损失因子(见表C.5);

5) 建筑物分区风险分量(见表6中的公式);

6) 损失成本[见式(D.1)~式(D.6)]。
———给出了各种情况下选择相对损失量的表(见表C.2、表C.8、表C.10和表C.12)。
———补充考虑了设备耐冲击电压额定值为1kV的情况(见A.4、A.5、表B.8、表B.9)。
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EC62305-2:2010《雷电防护 第2部分:风险管理》。
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补充了术语3.1.49,这有利于对术语3.1.50、3.1.51和3.1.52的理解和应用,原文相应的改写

内容过于冗长;
———对部分术语和定义增加了注释,更方便理解和应用。增加的注释由对应的脚注予以提示;
———对正文公式(14)和公式(15)的表达形式进行了适当修改,公式文字说明和表达式调整为二级

列项。原文的文字内容与公式表达明显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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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防雷中心。
本部分参加起草单位:天津市中力防雷技术有限公司、东莞市华炜雷电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黄智慧、陈绿文、张立阅、张远鹏、刘全桢。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21714.2—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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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雷电对地闪击可能对建筑物及线路造成危害。
这种危害可以导致:
———建筑物及其存放物损毁;
———相关电气和电子系统失效;
———建筑物内部或其附近的人和动物伤害。
建筑物及其存放物损毁和电气和电子系统失效的后果可能殃及建筑物四周的物体或自身环境。
为了减少雷击造成的损失,可能需要采取防护措施。应当通过风险评估来确定是否需要采取防护

措施以及防护到什么程度。
本部分将风险定义为雷电造成的建筑物内部年均可能损失,取决于:
———对建筑物造成影响的年平均雷击次数;
———一次有影响的雷击导致损害的概率;
———一次损害造成的损失的平均相对量(即损失率)。
对建筑物有影响的雷电有以下几种:
———击中建筑物的雷电;
———击中建筑物附近,或直接击中入户线路(如供电线路、通信线路)或线路附近的雷电。
建筑物或与建筑物相连的线路遭雷击会造成物理损坏和人身伤害。不但建筑物或线路遭雷击会引

起电气和电子系统失效,而且建筑物或线路附近的雷击也会因雷电流与这些系统间的阻性耦合及感应

耦合产生的过电压造成电气和电子系统失效。
此外,用户电气装置以及供电线路因雷电过电压发生失效时也会导致在电气装置中出现操作过

电压。
注:GB/T21714不涉及电气和电子系统因干扰而误动作的问题,干扰问题应参考 GB/T17626.5[1]1)

影响建筑物以及线路的年平均雷击次数既取决于所处地区的地闪密度,还取决于它们的尺寸、性质

和所处环境。
雷电损害概率既取决于所采取的保护措施的类型和效能,还取决于建筑物、线路以及雷电流的

特性。
每一损害造成的损失的年平均相对量(即损失率),取决于一次闪电损害的程度及其可能导致的

后果。
防护效果取决于每种防护措施的特性,通过防护可以减小损害概率或损失率。
为消除一切可以避免的风险,可径直决定采取各种防雷措施而不用考虑风险评估的结果。

1) 方括号中的数字为所列参考文献的序号。采用最新版的等同采用国标,对应修改了参考文献———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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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电防护
第2部分:风险管理

1 范围

GB/T21714的本部分适用于建筑物的雷击风险评估。
本部分给出计算风险的流程。一旦选定了风险容许上限值,就能通过该流程选择合适的防护措施,

以把风险减小到容许限值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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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1714.1—2015 雷电防护 第1部分:总则(IEC62305-1: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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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和符号

3.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需保护建筑物 structuretobeprotected
需按GB/T21714进行雷电效应防护的建筑物。
注:需保护建筑物可以是较大建筑物的一部分。

3.1.2 
具有爆炸危险的建筑物 structureswithriskofexplosion
内有固体爆炸物或内含按 GB3836.14—2014[2]和IEC60079-10-2:2009[3]确定为危险区域的建

筑物。

3.1.3 
对环境构成危险的建筑物 structuredangeroustotheenvironment
遭雷击会引起生物污染、化学物质泄漏、放射性污染的建筑物(如化工厂、石化厂、核电站等)。

3.1.4 
市区环境 urbanenvironment
建筑物密度高的地区或具有高层建筑的人口密集的社区。
注:城镇中心是市区环境的一个例子。

3.1.5 
郊区环境 suburbanenvironment
建筑物密度中等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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