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分雷电相关知识

    雷电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它的产生人类目前无法控制。雷云的生成、移动、放电的整个过程伴随多
种物理效应，如：静电感应、高温高热、电磁辐射、光辐射等；这些物理效应的共同作用严重危害室内弱
电设备的安全运行，甚至危及工作人员的安全。雷电灾害严重性还表现在波及面广，积聚大量电荷的雷云
有较大的活动范围，放电过程的辐射范围可覆盖达几十公里的范围，其次地面各种网络（电力、通信等网
络）的相互渗透、错综复杂，使雷电灾害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直接雷击引入途径
    雷击直接击中建筑物时，雷击能量会通过耦合、感应等方式分配到引下线和建筑物内所有金
属管线（GB50057-2010）直击雷能量在电源 、网络、通信、信号系统的分配依据不同的低压
配电系统和其他服务性金属管缆以及金属通信线缆的布置情况而变化，在低压配电系统上分配
可能达50%

雷电波侵入途径（传导雷）
    低压配电系统在进入建筑物前遭受直接或感应雷击，沿供电线路进入设备。有线通讯线路在
进入建筑物前遭受直接或感应雷击，沿通讯线路进入设备。网络数据线路在进入建筑物前遭受
直接或感应雷击，沿网络线路进入设备。附近建筑物或地面遭受直接雷击，沿地线反击进入设
备

雷电感应侵入途径

    雷电发生在1000米范围内时（包含附近建筑物的避雷针接闪或者天空云对云的闪电），建筑
物内的电源回路感应雷击电磁脉冲辐射，进入设备。建筑物内的通讯线路感应雷击电磁脉冲辐
射，进入设备。建筑物内的网络线路感应雷击电磁脉冲辐射，进入设备

现代防雷技术

    雷电防护是一个系统工程，通过科学设计，层层设防，通过建立防护体系实现全方位防护。
现代防雷技术包括接闪（接闪杆、接闪网、接闪带、接闪线）、分流（引下线）、接地、屏蔽
、合理布线、等电位连接等六个方面。其中等电位连接技术是现代防雷技术发展最快的领域，
各种电涌保护器的合理、有效的应用也是建立在等电位连接的基础上。

   IEC、GB等标准化组织针对防雷产品和防雷系统的应用发布了大量技术标准，明确规定了各种
环境下防雷体系的结构、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这些标准是实施防雷工程必不可少的依据。

    在IEC62305-4中提出的雷电分区概念是选择防护结构和电涌保护器规格的重要依据。电涌保
护器通常被安装在不同雷电分区的边界位置，并连接到附近的等电位连接装置上。通过多级保
护器的共同作用，将雷电冲击的影响逐步消除，确保系统设备的安全运行。

   电涌保护器按照防护原理可分为开关型、限压型和复合型。按照用途可分为电源类保护器和
信号类保护器。电源类保护器按照试验等级可以分为承受10/350μs冲击电流的产品和承受8/20μ
s冲击电流的产品。

    电涌保护器的选择需要考虑安装位置的预期电涌电流和被保护设备的过电压耐受能力。

以质量创品牌，

以品牌促发展，

以发展造福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