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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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代替DB63/T 1514-2016《风力发电场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技术规范》，与DB63/T 1514-2016相比，

除结构性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接地线”的术语和定义（见 3.5,2016版 3.4）； 

——删除了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接地装置”和“土壤电阻率”的术语和定义（见2016版3.1,3.5， 

3.21）； 

——增加了“箱式变电站”“集电线路”的术语和定义（见3.4,3.5）； 

——更改了“内部防雷装置”的术语和定义（见3.13,2016版3.14）； 

——更改了“外部防雷装置”的术语和定义（见3.14,2016版3.15）； 

——更改了第4章“风力发电场防雷类别的划分”（见第4章，2016版第4章）； 

——增加了检测程序一章（见第5章）； 

——增加了风力发电机组检测项目“划分防雷区”检测内容（见6.1）； 

——增加了升压变电站（开关站）检测项目“独立接闪杆保护范围”内容（见6.2）； 

——增加了建（构）筑物“生活用房”“路灯灯杆”“监控设施”和“门卫室”检测内容（见6.3）； 

——增加了“箱式变电站”“集电线路”“总配电室”“信号网络机房”的检测内容和方法（见

6.3,6.4,6.5，6.6）； 

——更改了接闪器防腐要求（见7.1.1,2016版6.1.1）； 

——更改了等电位连接“应尽可能走直线”“连接线尽可能短”的表述（见7.1.3，2016版6.1.3）； 

——更改了电涌保护器安装要求的表述（见7.1.5,2016版6.1.5）； 

——增加了电涌保护器连接导体色标的要求（见7.1.5,）； 

——更改了接触电位差的表述（见7.1.7,2016版6.1.7）； 

——更改了接触电位差的表述（见7.2.2,2016版6.2.2）； 

——更改了跨步电位差的表述（见7.2.3,2016版6.2.3）； 

——更改了场区地表电位梯度的表述（见7.2.4,2016版6.2.4）； 

——更改了建（构）筑物接闪带敷设的表述（见7.3.1,2016版6.3.1）； 

——更改了过渡电阻标准值（见7.7.3，2016版的6.3.3）； 

——更改了建筑物接地装置的表述（见7.3.4,2016版6.3.4）； 

——增加了接闪器的检查内容（见8.1.1，2016版7.1.1）； 

——增加了明敷引下线的检查内容（见8.1.2）； 

——增加了电涌保护器“泄漏电流”“压敏电压”“绝缘电阻”检测内容（见8.1.5） 

——增加了静电电位测试内容（见8.2.9）； 

——更改了防雷装置名称（见11.1,2016版第9章，10.1）； 

——更改了首次检测应绘制防雷装置检测平面图的表述（见11.1,2016版10.1）； 

——更改了附录G检测报告表格式样（见附录G，2016版的附录G）； 

——增加了检测报告封面式样和声明（见附录G.1）； 

——增加了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报告总表（见附录G.2）； 

——增加了风力发电场各项目检测原始记录表（见附录G.3-G.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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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表G.1检测报告封面”“扉页”“G.2检测报告总表式样”（见附录G.1，G.2）； 

——更改了附录G.1中的“资格证号”（见附录G.1,2016版的G.1）； 

——更改附录G中的表格式样（见附录G,2016版的附录G）； 

——增加了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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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青海省气象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青海省气象灾害防御技术中心、玉树州气象局、海东市气象局、海西州气象

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蔡忠周、欧建芳、王玉娟、王治邦、罗少辉、赵玮、唐生昊、王英建、吉秀娟

周文峰、李智刚、张继红、张维福、徐炜、吕文正、达鹏奎、龚梅竹。 

本文件历次版本发布情况： 

——DB63/T1514-2016 

本文件由青海省气象局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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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力发电场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风力发电场雷电防护装置的术语和定义、防雷类别划分、检测步骤、检测项目、技术

要求、检测方法、检测周期、检测设备、检测周期、检测数据记录与结果判断、检测报告等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陆上额定功率在600kW及以上的大型水平轴风力发电机组的雷电防护装置性能及接地

特性参数检测，其他类型的风力发电机组可参照本规范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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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0.53 电工术语 风力发电机组 

GB/T 17949.1 接地系统的土壤电阻率、接地阻抗和地面电位测量导则 第1部分：常规测量 

GB/T 18802.11 低压电涌保护器（SPD） 第11部分：低压电源系统的电涌保护器 性能要求和试验

方法 

GB/T 18802.21 低压电涌保护器（SPD） 第21部分：电信和网络的电涌保护器（SPD） 性能要求和

试验方法 

GB/T 21431 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 

GB/Z 25427 风力发电机组 雷电防护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T 50065 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 

GB 50343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GB 51096 风力发电场设计规范 

DL/T 475 接地装置特性参数测量导则 

NB/T 31039 风力发电机组雷电防护系统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风力发电场 

由一批风力发电机组或风力发电机组群组成的电站。 

[来源：GB/T 2900.53—2001, 2.1.3] 

 

风力发电机组 

将风的动能转换为电能的系统。 

[来源：GB/T 2900.53—2001,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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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电线路 

风力发电场内用于汇集多台风力发电机组发出的电能输送至变电站的线路。 

[来源：GB 51096-2015，2.0.9] 

 

箱式变电站 

由高压开关设备、电力变压器、低压开关设备、辅助设备和联结件等元件组成的成套设备，这些元

件在工厂内被预先组装在一个箱壳内。 

[来源：GB 51096-2015，2.0.11] 

 

接地阻抗 

接地网对远方电位零点的阻抗。数值上为接地网与远方电位零点间的电位差，与通过接地网流入地

中电流的比值。 

[来源：DL/T 475-2017，3.7] 

 

场区地表电位梯度 

接地短路电流或试验电流流过接地装置时，被测试接地装置所在的场区地表面形成的电位梯度。 

[来源：DL/T 475-2017，3.9，有更改] 

 

接触电位差 

当接地短路电流流过接地装置时，在地面上距设备水平距离1.0m处与沿设备外壳、架构或墙壁离地

面的垂直距离2.0m处两点间电位差。 

[来源：DL/T 475-2017，3.11] 

 

跨步电位差 

当接地短路电流流过接地装置时，地面上水平距离为1.0m的两点间的电位差。 

[来源：DL/T 475-2017，3.10] 

 

防雷等电位连接 

将分开的装置、诸导电物体用等电位连接导体或电涌保护器连接起来以减小雷电流或其它外来电位

在它们之间产生的电位差。 

[来源：GB/T 21431-2015，3.8] 

4 风力发电场防雷类别和风力发电机组防雷区划分 

升压站（开关站）防雷类别应划分为第二类防雷建（构）筑物，风力发电机组防雷区划分和风力发

电场其他装置的防雷类别划分方法见附录Ａ。 

5 检测步骤 

按以下要求执行： 

—— 现场勘查风电场地理位置、土壤类别、闪电日数、闪电高发时间、雷击史； 

—— 查阅风电场电气施工图； 



DB63/T 1514—2024 

3 

—— 查阅防雷隐蔽工程施工图纸及施工记录； 

—— 测试场区周围土壤电阻率，不应少于 4个点； 

—— 测试风电机组及场区建（构）筑物外部雷电防护装置性能，包括接闪器、引下线、接地装置； 

—— 测试内部雷电防护装置性能，包括等电位连接、屏蔽、合理布线、电涌保护器、接地装置； 

—— 测试各金属设备及金属构件接地、等电位连接性能； 

—— 填写原始记录；  

—— 修正各项测试数据； 

—— 编制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报告。 

6 检测项目 

构筑物 

6.1.1 风力发电机组 

应检测以下内容： 

—— 划分防雷区； 

—— 接闪器； 

—— 引下线； 

—— 等电位连接； 

—— 电涌保护器； 

—— 过渡电阻； 

—— 接地装置； 

—— 接触电位差； 

—— 跨步电位差； 

—— 接地阻抗； 

—— 土壤电阻率。 

6.1.2 升压变电站 

应检测以下内容： 

—— 独立接闪杆接地、保护范围； 

—— 接触电位差； 

—— 跨步电位差； 

—— 接地阻抗； 

—— 场区地表电位梯度； 

—— 电气完整性； 

—— 接地装置； 

—— 过渡电阻； 

—— 土壤电阻率。 

6.1.3 箱式变电站 

应检测以下内容： 

—— 接闪器； 

—— 引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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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电位连接； 

—— 接地装置； 

—— 浪涌保护器。 

6.1.4 集电线路 

应检测以下内容： 

—— 接闪线； 

—— 引下线； 

—— 接地装置； 

6.1.5 总配电室与信息网络机房 

应检测以下内容： 

—— 接闪器； 

—— 引下线； 

—— 接地装置； 

—— 屏蔽和等电位连接； 

—— 浪涌保护器。 

6.1.6 监控设施 

应检测以下内容： 

—— 接闪器； 

—— 引下线； 

—— 接地装置； 

—— 等电位连接； 

—— 浪涌保护器。 

建筑物 

风力发电场区内建筑物（包括办公用房、生活用房、门卫室等辅助设施）应检测以下内容： 

—— 接闪器； 

—— 引下线； 

—— 接地装置； 

—— 等电位连接； 

—— 浪涌保护器。 

7 技术要求 

构筑物 

7.1.1 风力发电机组 

7.1.1.1 接闪器 

接闪器敷设及材料规格要求如下： 

—— 接闪器的敷设应确保所保护建（构）筑物及设备处于接闪器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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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闪杆的材料规格应符合表 1规定； 

—— 叶片应通过装设接收器(小型接闪器)、引下线及其连接元件组成雷电防护系统。叶片接收器

和引下线的材料、形状及最小截面积应符合 NB/T 31039-2012第 5.1.1.4 的规定； 

—— 架空接闪线宜采用截面不小于 50 mm
2
的热镀锌钢绞线或铜绞线，且要求每股线直径不小于

1.7mm； 

—— 接闪器应做防腐处理。 

表1 接闪杆材料规格 

杆长 圆钢规格 钢管规格 

杆长1 m以下 圆钢不应小于12 mm 钢管不应小于20mm 

杆长1 m～2 m 圆钢不应小于16mm 钢管不应小于25mm 

注： 接闪杆长度≤2 m。 

7.1.1.2 引下线 

材料规格和敷设要求如下： 

—— 引下线的材料规格应符合 GB 50057-2010第 5.2.1的规定； 

—— 金属塔架可作为良好的自然引下线，各段端部和底座环应引出接地端子； 

—— 引下线应做防腐处理。 

7.1.1.3 等电位连接 

风力发电机组机舱舱体内、机组电气和电子系统各部件的等电位连接要求如下： 

—— 根据风力发电机组防雷区的划分，在其不同保护区的交界处应设置等电位连接装置； 

—— 舱体内应建立等电位连接网络，内部主要金属构件、金属管道以及线路屏蔽均应进行等电位 

连接。舱内宜设置环形等电位母排；  

—— 风力发电机组的电气和电子系统各组件的金属外壳（风力发电机及其部件的外壳，变流器及 

其部件的机柜金属外壳，开关柜、控制柜金属外壳，变压器金属外壳等）、各电气和电子线路

的屏蔽和金属管道外壁应在本防雷分区就近与雷电流引下系统进行等电位连接； 

—— 各电气和电子线路的屏蔽和金属管道外壁的两端均应进行等电位连接； 

—— 利用金属轮毂、轮毂罩，轮毂罩的金属构架，机舱的金属底盘和机舱外壳的金属构架、全金

属的塔架等作为等电位连接母排； 

—— 等电位连接线宜平直，不应过长； 

—— 连接导线最小截面积见表 2。 

表2 连接导线最小截面积 

不同连接排之间的连接导线 连接排和接地装置之间连接导线 金属装置和连接排之间连接导线 

材料 最小截面积（mm
2
） 材料 最小截面积（mm

2
） 材料 最小截面积（mm

2
） 

铜 14 铜 14 铜 5 

铝 22 铝 22 铝 8 

钢 50 钢 50 钢 16 

7.1.1.4 接地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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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规格及特性参数要求如下： 

—— 接地装置材料规格应符合 GB 50057的规定，并应做防腐处理； 

—— 风力发电机组与配套变压器采用共用接地系统时，其接地阻抗、跨步电位差、接触电位差应

符合设计要求值。 

7.1.1.5 电涌保护器 

使用与安装要求如下： 

—— 应选用适用于海拔高度 2000m以上且为 G3-G5等级的电涌保护器，最大持续运行电压 Uc下的

电气间隙距离不应小于最小电气间隙的要求。 

—— 电涌保护器应符合 GB/T 18802.11和 GB/T 18802.21 的规定； 

—— 电涌保护器应安装在各防雷区的交界处，当线路能承受预期的电涌电压时，可安装在被保护

设备处； 

—— 电涌保护器须能承受预期通过的雷电流，并具有通过电涌时的电压保护水平和熄灭工频续流

的能力； 

—— 电涌保护器的 Uc 值应符合 GB 50343的规定； 

—— 电涌保护器连接导体的色标应符合相线采用黄、绿、红色，中性线采用浅蓝色，接地线采用

绿/黄双色线的要求； 

—— 电涌保护器的连接铜导线最小截面积按表 3 执行；各级电涌保护器的接地连接导线要短而 

直，长度不宜超过 0.5m； 

—— 当线路上多处安装电涌保护器时，开关型电涌保护器与限压型电涌保护器之间的线路长度不

宜小于 10m，限压型电涌保护器之间线路长度不宜小于５m。若长度达不到要求应加装退耦元

件。 

表3 电涌保护器连接铜导线最小截面积 

SPD级数 SPD的类型 
导线截面积（mm

2
） 

SPD连接相线铜导线 SPD 接地端连接铜导线 

第一级 开关型或限压型 6 10 

第二级 限压型 4 6 

第三级 限压型 2.5 4 

第四级 限压型 2.5 4 

7.1.1.6 接地阻抗 

接地阻抗应符合设计要求，如无具体设计要求值时，应符合GB/Z 25427的规定，不应大于4.0Ω。 

7.1.1.7 接触电位差 

接触电位差的计算应依据GB/T 50065的规定，但不应超过附录B公式B.3确定的值。 

7.1.1.8 跨步电位差 

跨步电位差的计算应依据GB/T 50065的规定，但不应超过附录B公式B.4确定的值。 

7.1.2 升压变电站（开关站） 

7.1.2.1 独立接闪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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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设及材料规格要求如下： 

—— 独立接闪杆的敷设应确保升压变电站(开关站)的电气设备处于接闪杆的保护范围之内，接闪

杆保护范围按照 GB 50057方法计算； 

—— 独立接闪杆材料规格同风力发电机组，见表 1； 

—— 独立接闪杆应敷设两根引下线，对称布置；引下线入地点应设置接地标志，3m范围内应设置

护栏或悬挂警示牌；引下线应做防腐处理； 

—— 独立接闪杆的每一引下线的冲击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10Ω。在土壤电阻率高的地区，可适当增

大接地电阻，但在 3000Ωm 以下的地区，冲击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30Ω。 

7.1.2.2 接地阻抗 

接地阻抗应符合设计要求，无具体设计要求值时，不应大于0.5Ω。 

7.1.2.3 接触电位差 

接触电位差的计算应依据GB/T 50065的规定，但不应超过附录B公式B.3确定的值。 

7.1.2.4 跨步电位差 

跨步电位差的计算应依据GB/T 50065的规定，但不应超过附录B公式B.4确定的值。 

7.1.2.5 场区地表电位梯度 

场区地表电位梯度应根据现场实测值按附录D给出的方法绘制曲线，绘制的曲线应平滑，无明显起

伏和突变，两端略有抬高，曲线图应符合DL/T 475的规定。 

7.1.2.6 电气导通性 

升压变电站(开关站)各设备之间、配电柜、开关柜、金属构架等之间的电气导通性良好，导通电阻

要求如下： 

—— 检测值在 50mΩ以下设备表示状况良好； 

—— 50mΩ～200mΩ的设备状况尚可，宜在以后例行检测中重点关注其变化，重要的设备宜在适当

时候检查处理； 

—— 200mΩ～1Ω的设备状况不佳，对重要的设备应尽快检查处理，其他设备宜在适当时候检查处 

理； 

—— 1Ω以上的设备与主地网未连接，应检查处理。 

7.1.2.7 接地装置 

材料规格及特性参数要求如下： 

—— 接地装置材料规格应符合 GB 50057规定，并应防腐处理； 

—— 升压变电站(开关站)应采用共用接地装置，接地阻抗、跨步电位差、接触电位差、地表电位

梯度、电气导通性应达到设计要求； 

—— 升压变电站(开关站)的独立接闪杆应采用独立接地装置，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10Ω；与主地网 

之间的导通阻值应大于 500mΩ。 

7.1.2.8 土壤电阻率 

测试要求如下：  

—— 测试点不应少于 4个，宜按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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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电阻率的测试一般采用四极等距法，电极间距为 5m、10m、15m、20m、30m、40m；使用等

距法时，两电极间的距离不应小于电极埋设深度的 20倍； 

—— 土壤电阻率测试应避免在雨后或雪后立即进行，宜在连续晴天 3天后或在干燥的季节进行； 

—— 在冻土区测试时，电极须打入冻土层以下。  

8  检测方法 

风力发电机组 

8.1.1 接闪器 

安装敷设及材料规格检测要求如下： 

—— 采用滚球法计算保护范围，风力发电机组电气设备应处在接闪器的保护范围之内； 

—— 测量接闪器的材料及规格； 

—— 测量架空接闪线尺寸； 

—— 检查接闪器是否存在锈蚀、塌陷断裂现象。 

8.1.2 引下线 

材料规格及间距检测要求如下： 

—— 测量引下线的材料规格； 

—— 检查明敷引下线是否存在锈蚀、断裂现象。 

8.1.3 等电位连接 

检测要求如下： 

—— 测试风力发电机机组舱体内部金属构件与接地装置的电气连接，检测等电位连接的材料、规

格、连接方式及工艺要求； 

—— 测试风力发电机机组的电气和电子系统各组件的金属外壳、各电气和电子线路的屏蔽和金属

管道外壁与接地装置的电气连接，检测等电位连接的材料、规格、连接方式及工艺要求； 

—— 测试各电气和电子线路的屏蔽和金属管道外壁的电气连接； 

—— 测试金属轮毂、轮毂罩、机舱的金属底盘和机舱外壳的金属构架、全金属的塔架作为大型等

电位连接母排时的电气连接。 

8.1.4 接地装置 

检测要求如下： 

—— 检查接地装置的结构和安装位置；检查接地体的埋设间距、深度、安装方法；检查接地装置 

的材质、连接方法、防腐处理； 

—— 首次检测时应检查相邻接地体在未进行等电位连接时的地中距离。 

8.1.5 电涌保护器 

检测要求如下： 

—— 检查电涌保护器的安装位置、接入方式、数量、型号、主要性能参数（Uc最大持续运行电压， 

In标称放电电流，Imax最大放电电流，Iimp冲击电流，Up电压保护水平）； 

—— 检查电涌保护器连接导线的色标、牢固程度； 

—— 测量电涌保护器接地线的材料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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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量电涌保护器接地线的长度以及电涌保护器之间的线路长度； 

—— 测试仪检测电涌保护器接地线与接地装置的连接情况； 

—— 测试泄漏电流 Iie，应符合 GB/T 21431-2015 第 5.8.5.1条对泄漏电流测试的规定； 

—— 测试压敏电压 U1ma，应符合 GB/T 21431-2015第 5.8.5.2条对压敏电压测试的规定； 

—— 测试绝缘电阻，应符合 GB/T 21431-2015第 5.8.5.3条对绝缘电阻测试的规定。 

8.1.6 接触电位差 

接触电位差以每个塔架和电气设备为检测对象，使用专用设备检测，检测方法见附录B。 

8.1.7 跨步电位差 

跨步电位差以每个塔架周围和工作人员经常出入的通道为检测对象，使用专用设备检测，检测方法

见附录B。 

8.1.8 接地阻抗 

接地阻抗的检测应符合GB/T 17949.1的规定，使用专用设备进行检测，检测方法见附录C。 

8.1.9 土壤电阻率 

土壤电阻率的检测方法见附录D。 

升压变电站（开关站） 

8.2.1 独立接闪杆 

检测要求如下： 

—— 利用滚球法计算保护范围，升压变电站(开关站)电气设备应处在独立接闪杆的保护范围内； 

—— 测量独立接闪杆的材料规格； 

—— 检查独立接闪杆是否存在锈蚀现象。 

8.2.2 接触电位差 

接触电位差以站区设备为检测对象，使用专用设备检测，检测方法见本规范第8.1.6条。 

8.2.3 跨步电位差 

跨步电位差以站区设备周围及工作人员经常出入通道为检测对象，使用专用设备检测，检测方法见

本规范第8.1.7条。 

8.2.4 接地阻抗 

接地阻抗的检测方法见本规范第8.1.8条。 

8.2.5 场区地表电位梯度 

场区地表电位梯度应使用专用设备检测，检测方法见附录E。 

8.2.6 电气导通性 

检测要求如下： 

—— 利用电气导通性测试仪检测升压变电站(开关站)各设备之间、配电柜、开关柜、金属构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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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电气导通性，导通阻值应达到技术要求； 

—— 检测独立接闪杆接地装置与升压变电站(开关站)主地网之间的电气导通性，导通阻值应达到

技术要求。 

8.2.7 接地装置 

检测要求如下： 

—— 升压变电站(开关站)的共用接地装置，其材料规格及安装同风力发电机组，检测方法见本规 

范第 8.1.4条； 

—— 升压变电站(开关站)独立接闪杆的接地装置，用毫欧表检测两相邻接地装置的电气连接情况， 

判断是否断开。 

8.2.8 土壤电阻率 

土壤电阻率的检测方法见本规范第8.1.9条。 

箱式变电站 

检测要求如下： 

—— 检查接地装置的结构和安装位置，接地体的埋地间距、深度和安装方法； 

—— 测试箱式变电站金属外壳接地电阻，电阻值不应大于 4Ω； 

—— 测试箱式变电站引下线接地电阻，测试点不应少于两处，电阻值不应大于 4Ω； 

—— 测试配电柜保护接地、工作接地、防雷防静电接地、电涌保护器接地电阻，电阻值不应大于 4

Ω； 

—— 检查与箱式变电站相连的铠装电缆金属护套或钢管接地，测试金属护套或钢管端部接地电阻，

电阻值不应大于 4Ω； 

—— 检查箱式变电站低压进线侧与高压侧出线端电涌保护器选型与安装情况，并测试低压侧电涌

保护器各项参数，测试方法见本规范第 8.1.5条规定。 

集电线路 

检测要求如下： 

—— 检查集电线路敷设方式； 

—— 检查架空集电线路是否架设接闪线，测试杆塔接地电阻值，电阻值应不大于 30Ω；若杆塔接

地与风电机组采用共用接地装置时，电阻值应不大于 4Ω； 

—— 检查集电线路进入箱式变电站及升压站中压母线处电涌保护器选型与安装情况，并测试低压

侧电涌保护器各项参数，测试方法见本规范第 8.1.5条规定。 

总配电室 

检测要求如下： 

—— 检查配电室接闪器、引下线、接地装置敷设方式、形式、数量，测试接地电阻、过渡电阻；  

—— 测试配电室接地母排、配电柜外壳保护接地、工作接地、防雷防静电接地电阻，电阻值不应

大于 4Ω； 

—— 检查配电柜电涌保护器安装级数，安装位置、性能参数，测试低压侧电涌保护器各项参数，

测试方法见本规范第 8.1.5条规定。 

信息网络机房 



DB63/T 1514—2024 

11 

检测要求如下： 

—— 检查信息网络机房所处建筑物的接闪装置、引下线、接地装置敷设方式、形式、数量，测试 

接地电阻、过渡电阻； 

—— 检查机房屏蔽及等电位连接措施，各线路连接处过渡电阻不大于 0.2Ω； 

—— 测试机房接地母排、配电柜外壳保护接地、工作接地、防雷接地、防静电地板接地电阻，电

阻值不应大于 4Ω； 

—— 检查机柜及设备浪涌保护器安装级数，安装位置、性能参数，测试电涌保护器各项参数，测

试方法见本规范第 8.1.5条规定。 

建筑物 

8.7.1 接闪器 

检测要求如下： 

—— 利用滚球法计算保护范围，建筑物和电气设备应处在接闪器的保护范围内； 

—— 测量接闪器的材料规格； 

—— 测量接闪带固定支架高度、间距及接闪网格尺寸； 

—— 测量接闪带承受的垂直或水平拉力； 

—— 利用等电位连接测试仪测试接闪带焊接处的过渡电阻，过渡电阻值不应大于 0.2Ω； 

—— 检查接闪带、接闪网格敷设方式、焊接方式，拐弯处弧度应大于 90°； 

—— 检查接闪器是否存在锈蚀现象。 

8.7.2 引下线 

检测要求如下： 

—— 测量引下线的材料规格； 

—— 测量引下线的间距； 

—— 利用等电位连接测试仪测试接闪带与引下线焊接处、引下线焊接处的过渡电阻，过渡电阻值

不应大于 0.2Ω； 

—— 检查明敷引下线是否存在锈蚀现象。 

8.7.3 屏蔽和等电位 

检测要求如下： 

—— 利用毫欧表测试屏蔽网格、金属管、（槽）防静电地板支撑金属网格、大尺寸金属件等的电

气连接，过渡电阻值不应大于 0.2Ω； 

—— 测量屏蔽材料的规格尺寸； 

—— 测量等电位连接导体的材料规格。 

8.7.4 接地装置 

检测要求如下： 

—— 检查接地装置的结构和安装位置，接地体的埋地间距、深度和安装方法； 

—— 测量接地装置的材料规格，连接方法和防腐处理； 

—— 测试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 4Ω； 

—— 接地装置与其他地网连接时，宜断开连接后再进行测试。 

8.7.5 电涌保护器 



DB63/T 1514—2024 

12 

电涌保护器的选型及检测方法同风力发电机组，见本规范第8.1.5条规定。 

监控设施 

监控设施的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方法同建筑物，见本规范第8.7条的规定。 

9 检测设备 

检测仪器设备应在检定有效期内，其性能及参数要求见附录F。 

10 检测周期 

风力发电机组和风力发电场检测周期要求如下： 

—— 风力发电机组的接地阻抗每年检测一次，接触电位差、跨步电位差每三年检测一次； 

—— 升压变电站（开关站）的接地阻抗、电气完整性每年检测一次；接触电位差、跨步电位差、 

地表电位梯度每三年检测一次； 

—— 独立接闪杆的接地电阻每年检测一次； 

—— 建（构）筑物的内部和外部雷电防护装置性能每年检测一次； 

—— 土壤电阻率仅在竣工验收时进行检测。 

11 检测数据记录与结果判断 

检测数据记录 

检测数据记录要求如下： 

—— 现场将各项检查结果如实记入原始记录表格，并由检测人员、校对人员和现场负责人签名； 

—— 检测时应绘制雷电防护装置平面示意图。 

数据分析判断 

将经计算或修正后的各项检测数据与设计要求和相应的技术标准要求进行比较分析，判断检测项目

是否符合要求，并将结论填入相应的栏目。 

12 检测报告 

检测报告要求如下： 

—— 检测报告表格式样见附录 G； 

—— 检测报告由检测人员按内容和要求编制，并由检测员、报告编制人、审核人、技术负责人签

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 检测报告一式两份，一份提交受检单位，一份由检测单位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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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风力发电机组防雷区和风力发电场防雷类别划分 

A.1 风力发电机组防雷区划分 

根据GB 50057的规定，结合风力发电机组防雷装置设计情况，将防雷击电磁脉冲的环境按图A.１划

分为LPZ0区（LPZ0A、LPZ0B），LPZ1区，LPZ2区。 

 

图A.1 风力发电机组防雷分区示意图 

A.2 风力发电场防雷类别划分 

根据发生雷电事故的可能性和后果，风力发电机组、建（构）筑物的防雷类别按以下规定划分： 

—— 当预计雷击次数大于每年 0.25次的风力发电机组、建（构）筑物，划分为第二类防雷建筑物； 

—— 预计雷击次数大于或等于每年 0.05次，且小于或等于每年 0.25次的风力发电机组、建（构）

筑物，划分为第三类防雷建筑物； 

—— 在设有低压电气系统和电子系统的建筑物需要防雷击电磁脉冲的情况下，当该建筑物不属于

第二类和第三类防雷建筑物和不处于其他建筑物或物体的保护范围时，宜将其划分为第三类

防雷建筑物； 

—— 年预计雷击次数计算方法应符合 GB 50057的规定； 

—— 闪电日数见表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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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年平均闪电日数见表A.1。 

表A.1 各地年平均闪电日数 

站点名称 
年平均雷暴日数

（天/年） 
站点名称 

年平均雷暴日数

（天/年） 
站点名称 

年平均雷暴日数

（天/年） 

西宁 40.3 大通 57.7 湟中 40.6 

湟源 40.2 平安 25.5 互助 47.7 

乐都 29.0 化隆 44.9 民和 31.7 

循化 31.1 门源 55.0 祁连 48.1 

海晏 45.2 野牛沟 41.7 托勒 28.2 

刚察 40.0 同仁 42.1 尖扎 33.3 

泽库 44.6 河南 51.8 共和 39.1 

贵南 38.6 兴海 49.8 贵德 36.1 

同德 49.8 玛沁 53.1 达日 56.6 

甘德 62.2 玛多 41.1 班玛 64.8 

久治 67.9 玉树 64.3 治多 54.6 

囊谦 73.1 曲麻莱 60.9 杂多 67.1 

称多 52.8 德令哈 19.0 乌兰 18.9 

大柴旦 7.7 茫崖 5.2 茶卡 22.3 

冷湖 2.4 天峻 40.0 格尔木 2.8 

沱沱河 48.9 都兰 8.9 小灶火 3.3 

五道梁 37.2 诺木洪 3.8   

注： 表中的闪电日数是40年平均闪电日数，其中平安的闪电日数为25年平均闪电日数，都兰的闪电日数为28年平

均闪电日数，海晏和甘德的闪电日数为30年平均闪电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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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接触电位差和跨步电位差测试原理与方法 

B.1 测试原理 
C  

C  
D  

D  

在接地装置注入异频电流的前提下，用多功能调频万用表按图B.1所示方法连接并测试。 

 

说明: 

G—接地网； 

S—设备构架； 

P—模拟人体金属铁脚； 

C—电流极； 

Rm—等效人体电阻； 

dGC—电流极到接地网之间的距离； 

I—检测电流。 

图 B.1 接触电位差和跨步电位差测试原理示意图 

B.2 测试方法 

B.2.1 接触电位差 

地网注入异频测试电流，多功能调频万用表的一端接检测设备，距地1.8m高度处，另一端接模拟人

体金属铁脚，距测试设备1m，万用表显示电压值即为该设备的接触电位差的测试值。 

实际的接触电位差UT可按公式B.1换算为： 

  𝑈𝑇 = 𝑈𝑇
′ 𝐼𝑠

𝐼𝑚
  ···································································· (B.1) 

式中： 

UT -接触电位差实际值 ； 

UT
’-接触电位差检测值； 

Iｍ-注入地网中的检测电流； 

Iｓ-单相接地短路电流（风力发电机组按遭受雷击时首次负极性雷击的参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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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 跨步电位差 

地网注入异频检测电流，多功能万用表的两端分别连接间距1m的两块模拟人体金属铁脚，万用表显

示电压值即为被测场区地面两点之间的跨步电位差的检测值。 

实际的跨步电位差US可按公式B.2换算为： 

 𝑈𝑠 = 𝑈𝑆
′  

𝐼𝑠

𝐼𝑚
 ········································································ (B.2) 

式中： 

UＳ-接触电位差实际值； 

UＳ
’-接触电位差检测值； 

Iｍ-注入地网中的检测电流； 

Iｓ-单相接地短路电流（风力发电机组按遭受雷击时首次负极性雷击的参量确定）。 

B.3 测试结果判断 

B.3.1 接触电位差 

接地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或两相接地时，接触电位差不应超过公式B.3确定的值： 

 𝑈𝑇 =
174+0.17𝜌𝑓

√𝑡
 ···································································· (B.3) 

式中： 

Us－跨步电位差（V）； 

ρf－人站立处地表面的土壤电阻率（Ωm）； 

t－接地短路电流的持续时间（s）。 

B.3.2 跨步电位差 

接地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或两相接地时，跨步电位差不应超过公式B.4确定的值： 

 𝑈𝑇 =
174+0.7𝜌𝑓

√𝑡
 ····································································· (B.4) 

式中： 

Us－跨步电位差（V）； 

ρf－人站立处地表面的土壤电阻率（Ω·m）； 

t－接地短路电流的持续时间（s）。 

注： 风力发电机组遭受雷击的最大入地电流和持续时间按以下方法确定。风力发电机组遭受雷击时的雷电流幅值按

首次负极性雷击的雷电流参量确定，持续时间按首次负极性雷击、后续雷击、长时间雷击的波头时间和半值时

间的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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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C  

（规范性） 

接地阻抗测试原理和方法 
F  

F  

C.1 测试要求 

测试电流应采用异频小电流，宜在3A~20A之间，频率宜在40HZ~60HZ范围但不等于50HZ。 

C.2 测试方法 

C.2.1 直线法 

直线法检测接地阻抗，接线方法如图C.1所示。检测电流线和电压线同方向布设，并保持足够远的

间距，以减小互感耦合的影响。电流极长度DEC通常为最大对角线长度D的4~5倍；电压极长度DEP通常为

（0.5~0.6）DEC。当远距离放线有困难时，在土壤电阻率均匀地区DEC可取2D，土壤电阻率不均匀地区DEC

可取3D。检测时电压极P在被测接地装置E与电流极C连线方向移动三次，每次移动的距离为DEC的5%左右，

三次检测结果误差在5%以内即可。 

 

  

 

         

  

 

 

 

说明： 

D－地网最大对角线长度； 

G－地网； 

E－接地网边缘测试点； 

P－电压极； 

C－电流极； 

DEP－电压极到接地网边缘测试点之间的距离； 

DEC－电流极到接地网边缘测试点之间的距离。 

图 C.1 直线法测试接线图 

C.2.2 30°夹角法 

E P C 

DEP=0.5-0.6DEC 

DEC=4-5D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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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夹角法检测接地阻抗，接线图如图C.2所示。检测电流线和电压线采用等腰三角形呈30°夹角

布线，电流极DEC和电压极DEP长度相近，为最大对角线长度D的4~5倍，当远距离放线有困难时，在土壤

电阻率均匀地区DEC和DEP可取2D。 

 

 

 

 

 

 

 

 

 

说明： 

D－地网最大对角线长度； 

G－地网； 

E－接地网边缘测试点； 

P－电压极； 

C－电流极； 

θ－电压极与电流极之间的夹角； 

DEP－电压极到接地网边缘测试点之间的距离； 

DEC－电流极到接地网边缘测试点之间的距离。 

图 C.2 30°夹角法测试接线图 

 

 

 

 

 

 

 

 

 

 

 

 

DEP=4-5D 

P 

C 

DEC=4-5D 

G θ≈30o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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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土壤电阻率测试原理与方法 

D.1 测试原理 

土壤电阻率按图D.1所示方法连接并进行测试。 

 

 

 

 

 

 

 

 

d 

 

PP1 

 

说明： 

I—测试电流； 

a—电极间距(m)； 

d—电极深度(m)。 

图 D.1 土壤电阻率测试原理示意图 

D.2 测试方法 

常用的方法为四极等距法，将四根电极(C1、P1、P2和C2)排成直线等距打入地下，对电流极C1、C2通

以电流I，测定电位极P1与P2间的电压U，则得到电阻值R=U/I，其土壤电阻率按公式D.1计算： 

 𝜌 =
4𝜋𝑎𝑅

1+−
2𝑎

√𝑎2+4𝑑2
−

𝑎

√𝑎2+𝑑2

  ······························································· (D.1) 

式中： 

ρ—视在土壤电阻率(Ωm)； 

R—所测电阻(Ω)； 

a—电极间距(m)； 

d—电极深度(m)。 

当电极深度d不大于电极间距a的1/20时，公式D.1可简化为公式D.2： 

 𝜌 = 4πaR ········································································· (D.2) 

D.3 土壤电阻率的修正方法 

土壤电阻率应在干燥积极或天气晴朗多日后测试，所测试的土壤电阻率数据按公式D.3进行季节修

正： 

 ρ = φρ0 ·········································································· (D.3) 

式中： 

A 

V 

a a a 

I 

C1 p1 P2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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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O—实测土壤电阻率 

ψ—季节修正系数，取值见表D.1。 

表 D.1各种性质土壤的季节系数 

土壤性质 深度/m ψ1 ψ2 ψ3 

粘土 
0.5－0.8 3 2 1.5 

0.8－3 2 1.5 1.4 

陶土 0－2 2.4 1.4 1.2 

砂砾盖陶土 0－2 1.8 1.2 1.1 

园地 0－3  1.3 1.2 

黄沙 0－2 2.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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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石灰石 0－2 2.5 1.5 1.2 

注： ψ1—测量前数天下过较长时间的雨，土壤很潮湿时选用； 

ψ2—测量时土壤较潮湿，具有中等含水量时选用； 

ψ3—测量时土壤干燥或测量前降雨不大时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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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附 录 E  

（规范性） 

升压变电站（开关站）场区地表电位梯度测试原理与方法 

E.1 测试原理 

 

说明： 

P-模拟人体金属铁脚； 

d-测试间距； 

x-测试曲线长度。 

图 E.1 电位梯度测试示意图 

E.2 测试方法 

将检测场区合理划分成纵横相间的若干条曲线，间距一般不应大于30m，在曲线路径上选一点与主

设备连接良好的引下线作为参考点，万用表一端接设备接地，另一端接模拟人体金属铁脚，按图E.1所

示，从起点每间隔1m-2m测试一次地表电位，直至终点，然后绘制出U-x曲线。 

E.3 测试结果判断 

以测试数据绘制的U-x曲线来判断，曲线比较平滑，没有明显起伏和突变，两端略有抬高，说明接

地装置状况良好；反之，接地装置状况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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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G  
H  

附 录 F  

（规范性） 

主要检测仪器设备性能及参数要求 

F.1 测距工具 

F.1.1 GPS定位仪 

用于确定受检对象的地理位置，准确测量电流极和电压极的直线距离。要求中文界面、功能齐全、

操作方便。 

F.1.2 激光测距仪 

用于测量被测对象的长、宽、高。 

测量范围：0m-200m 

精    度：0.01m 

F.2 工频接地电阻测试仪 

测量范围：0-1Ω         最小分度值：0.01Ω 

          0-10Ω                    0.1Ω 

          0-100Ω                   1Ω 

F.3 异频接地阻抗检测设备 

F.3.1 异频信号源 

检测频率：40Hz-60Hz   频率步进幅度：1Hz 

输出功率：≥1500VA 

测试电流：≥5A 

F.3.2 多功能调频万用表 

电流量程:200mA-200A 

电压量程：0.1mV-800V 

频率范围:40Hz-60Hz    频率步进幅度：1Hz 

F.4 电气导通性测试仪 

直流电阻测量范围：1 mΩ-20.0Ω    分辨率：1mΩ 

F.5 毫欧表 

量程：1 mΩ-20.0kΩ   分辨率：0.1mΩ    

测量时间：2秒/次 

最大测试电流：1.2A 

F.6 数字温湿度计 

温度范围为-10-50℃，湿度范围为10-90%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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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7 米尺 

长度为100m以上，精度为1cm。 

F.8 土壤电阻率测试仪 

具有测试土壤电阻率功能的多功能工频电阻测试仪或土壤电阻率专用测试仪，主要参数指标见表

F.1。 

表 F.1 土壤电阻率检测仪主要参数指标 

测量范围/Ωm 分辨率/Ωm 精度 

0-19.99 0.01 

±（2%+2πa×0.02Ω） Ω99.19
2




  20-199.9 0.1 

200-1999 1 

2×10
3
-19.99×10

3
 10 ±（2%+2πa×0.2Ω） Ω9.19

2
99.19 



  

20×10
3
-199.9×10

3
 100 ±（2%+2πa×2Ω） Ω9.19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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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附 录 G  

（资料性） 

原始记录与检测报告表格式样 

表G.1～G.16分别给出了检测报告封面式样、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报告总表式样、受检单位和检测单

位基本情况表式样、检测说明式样、风力发电机组检测记录表式样、升压变电站(开关站)检测记录表式

样、建筑物防雷装置安全性能检测记录表式样。打印空白式样表作为现场原始记录表格使用。 

表 G.1 检测报告封面式样 

编号：（×）雷检字【年份】FL×××号 

 

 

 

 

 

×××××××××风力发电场雷电防护装置 

检测报告 
资质证编号： 

 

 

 

 

项 目 名 称：×××××××××雷电防护装置检测项目 

受 检 单 位：  ×××××××××                   

检 测 机 构：××××××××（盖章）                                                                                                                                                                                                                                                                            

签 发 日 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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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1.本检测报告无“检测专用章”、“检测单位公章”无效。 

2.复制本报告未重新加盖“检测专用章”、“检测单位公章”无效。 

3.本检测报告无审核、批准人签字无效。 

4.本检测报告涂改无效。 

5.检测报告有异议，应于收到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检测单位提出，逾期不

予受理。 

6.本检测报告仅对本次检测时的建（构）筑物、设施及其防雷装置（措

施）等检测对象有效，有效期壹年。 

 

 

地址：×××××××××××× 

电话：×××××× 

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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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2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报告总表式样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报告总表 
                                

                                                档案编号：( × )雷检字【年份】FL×××号  

受检单位名称  
地

址 
 

联系部门  负责人   电话  邮编  

检测项目列表 

序号 检测项目名称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本次检测时间 

检测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下次检测时间 

年   月   日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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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3 受检单位与检测单位基本情况表式样 

 

 

受 

检 

单 

位 

基 

本 

情 

况 

项目名称  

委托单位  负 责 人  

工程地址  地址邮编  

海拔高度                 m 经 纬 度 E：               N： 

联系部门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检 

测 

单 

位 

基 

本 

情 

况 

单位名称  

地   址  负责人  联系电话  

检测人员 

检测能力评价证号  签  名  

检测能力评价证号  签  名  

检测能力评价证号  签  名  

检测能力评价证号  签  名  

检测能力评价证号  签  名  

检测能力评价证号  签  名  

检测能力评价证号  签  名  

报告编制人 检测能力评价证号  签  名  

审  核  人 检测能力评价证号  签  名  

技术负责人 检测能力评价证号  签  名  

签  发  人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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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4 检测说明式样 

 

检测日期：                 天气状况：              温度：             湿度：                      

检测单位资质声明: 

 

 

资质审批单位： 

资质证号： 

风力发电场防雷类别： 

接地装置构成概况： 

 

 

检测技术标准依据： 

 

 

检测使用的主要仪器设备： 

 

 

受检单位所在地的气候特征及环境条件： 

 

 

电流极和电压极的放线情况： 

 

 

其他特殊说明： 

 

综合评定结论：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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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5 风力发电机组（风机）检测报告（原始记录）表式样 

 

检测项目：风机      风机编号： 

LPZ 划分 LPZ0 LPZ1 LPZ2 

风轮桨叶    

机舱罩的外部部件    

无金属罩的机舱内所有设备(发电机、辅助传动装置、电缆、传感器和调节

器) 

   

金属开关柜的外部部件    

非金属开关柜的内部结构件    

无屏蔽措施情况下风力发电机组操作间或变压器室土壤中的电缆连接线    

装有接闪杆或外部防雷装置的测风设备的传感器    

采取了雷电流导引和屏蔽措施的风轮桨叶的设备    

具有相应的雷电流导引措施的全金属覆盖的机舱罩内设备    

金属塔筒或混凝土塔筒的内部设备    

所有金属包层的内部设备    

操作间的内部设备    

接闪器 
接闪杆 

材料规格  高度  保护范围  

接地电阻  防腐措施与现状  

接闪线 材料规格  接地电阻（Ω）  

引下线 

材料规格  

金属爬梯是否作引下线  

金属爬梯与防雷装置的过渡电阻（Ω）  

接地电阻（Ω）  

防腐措施与现状  

等电位连

接 

材料规格  接地电阻（Ω）  

接地装置 

水平接地体材料规格  长度、埋设深度  

垂直接地体材料规格  间距、埋设深度  

和相邻接地体之间的防反击距离（m）  

电涌保护

器 

防护等级 安装位置 产品型号 数量 

    

UC标称值 In检查电流 UP检查值 接地引线长度 

    

接地连线截面（mm
2
）

 
接地电阻（Ω） 接地电阻（Ω） 接地电阻（Ω） 

    

泄漏电流(uA) 压敏电压(U1mA) 绝缘电阻（MΩ）  

    

检测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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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6 风力发电机组检测报告（原始记录）表式样（续） 

检测项目：接地阻抗 

第一检测点 

频率（Hz） 47 48 49 51 52 53 

电流（A）       

电压（V）       

接地阻抗(Ω)       

阻抗平均值(Ω) 

第二检测点 

频率（Hz） 47 48 49 51 52 53 

电流（A）       

电压（V）       

接地阻抗(Ω)       

阻抗平均值(Ω) 

第三检测点 

频率（Hz） 47 48 49 51 52 53 

电流（A）       

电压（V）       

接地阻抗(Ω)       

阻 抗 平 均 值

(Ω) 
 

检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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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7 风力发电机组检测报告（原始记录）表式样（续） 

检测项目：接触电位差 

序号 检测点 检测频率（Hz） 检测电流(A) 检测值(mV) 换算值(V) 

      

      

      

      

      

      

      

      

      

      

      

      

      

      

      

      

      

      

检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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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8 风力发电机组检测报告（原始记录）表式样（续） 

检测项目：跨步电位差 

序号 检测点 检测频率（Hz） 检测电流(A) 检测值(mV) 换算值(V) 

      

      

      

      

      

      

      

      

      

      

      

      

      

      

      

      

      

检测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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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9 风力发电机组检测报告（原始记录）表式样（续） 

检测项目：土壤电阻率 

序号 检测点经度 检测点纬度    m 间距    m 间距    m 间距 

            

            

            

            

            

            

            

            

            

季节校正前平均土壤电阻率（Ωm）    

校正后土壤电阻率平均值（Ωm）     

地面

状况 

 

检测

点平

面图 

 

结果  平均土壤电阻率为      Ω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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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10 升压变电站(开关站)检测报告(原始记录)表式样 

第一检测点 

频率（Hz） 47 48 49 51 52 53 

电流（A）       

电压（V）       

接地阻抗(Ω)       

阻抗平均值(Ω) 

第二检测点 

频率（Hz） 47 48 49 51 52 53 

电流（A）       

电压（V）       

接地阻抗(Ω)       

阻抗平均值(Ω)  

第三检测点 

频率（Hz） 47 48 49 51 52 53 

电流（A）       

电压（V）       

接地阻抗(Ω)       

阻抗平均值(Ω)  

检测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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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11 升压变电站(开关站)检测报告(原始记录)表式样(续) 

检测项目：接触电位差 

序号 检测点 检测频率（Hz） 检测电流(A) 检测值(mV) 换算值(V) 

      

      

      

      

      

      

      

      

      

      

      

      

      

      

      

      

      

      

检测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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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12 升压变电站(开关站)检测拔高(原始记录)表式样(续) 

检测项目：场区地表电位梯度 

检测曲线 1 

检测间距

（m） 
2 4 6 8 10 参考点 12 14 16 18 20 

电位 

（mV） 
           

检测曲线 2 

检测间距

（m） 
2 4 6 8 10 参考点 12 14 16 18 20 

电位 

（mV） 
           

检测曲线 3 

检测间距

（m） 
2 4 6 8 10 参考点 12 14 16 18 20 

电位 

（mV） 
           

检测曲线 4 

检测间距

（m） 
2 4 6 8 10 参考点 12 14 16 18 20 

电位 

（mV） 
           

电位 

梯度 

曲线图 

 

检测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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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13 升压变电站(开关站)检测报告(原始记录)表式样(续) 

检测项目：电气完整性 

序号 检测点 阻值（mΩ） 

   

   

   

   

   

   

   

   

   

   

   

   

   

   

   

   

   

   

   

   

   

   

检测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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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14 升压变电站(开关站)检测报告(原始记录)表式样(续) 

检测项目：接地装置、独立接闪杆（塔杆） 

接地装置 

水平接地体材料规格  长度、埋设深度  

垂直接地体材料规格  间距、埋设深度  

和相邻接地体之间的防反击距离（m）  

独立接闪杆 

编号 高度、保护范围(m) 材料、规格 防腐措施与现状 接地电阻（Ω） 

     

     

     

     

     

     

独立接闪杆 

平面布局图 
 

检测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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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15 升压变电站(开关站)检测报告(原始记录)表式样(续) 

检测项目：土壤电阻率 

序号 检测点经度 检测点纬度    m 间距    m 间距    m 间距 

            

            

            

            

            

            

            

            

            

            

季节校正前平均土壤电阻率（Ωm）    

校正后土壤电阻率平均值（Ωm）     

地面

状况 

 

检测

点平

面图 

 

结果  平均土壤电阻率为     Ω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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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16 建筑物防雷装置安全性能检测报告（原始记录）表式样 

受检装置名称： 

接闪器 

接闪带 

材料规格  防腐措施与现状  保护范围  

弯角度数、承受的垂直或

水平拉力 
 固定支架高度、间距  

闭合环路电阻（Ω）  接地电阻（Ω）  

接闪杆 
材料规格  防腐措施与现状  高度  

保护范围  接地电阻    

接闪网格 
材料规格  防腐措施与现状  网格尺寸  

接地电阻      

接闪线 材料规格  接地电阻（Ω）    

引下线 

材料规格  

平均间距  

接地电阻（Ω） 
 

 

防腐措施与现状  

屏蔽与等电

位连接 

屏蔽材料规格尺寸  

等电位导体材料规格  

过渡电阻  

接地装置 

材料规格  

接地电阻（Ω） 
 

 

防腐措施与现状  

电涌保护器 

防护等级 安装位置 产品型号 数量 

    

UC标称值 In检查电流 UP检查值 接地引线长度 

    

接地连线截面（mm
2
） 接地电阻（Ω） 接地电阻（Ω） 接地电阻（Ω） 

    

    

    

检测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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