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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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Ｔ２１７１４《雷电防护》对应于ＩＥＣ６２３０５１：２００６《雷电防护》（英文第一版）。ＩＥＣ６２３０５是以更

简单、更合理的方式对ＩＥＣ６１０２４、ＩＥＣ６１３１２和ＩＥＣ６１６６３进行的调整和更新。ＩＥＣ６２３０５１：２００６第

一版的正文根据下列标准汇编并取代下列标准：

———ＩＥＣ６１０２４１１：１９９３　第１版；

———ＩＥＣ６１０２４１２：１９９８　第１版。

本部分为ＧＢ／Ｔ２１７１４的第１部分，等同采用ＩＥＣ６２３０５１：２００６《雷电防护　第１部分：总则》（英

文第一版）。

为便于使用，本部分对ＩＥＣ６２３０５１做了下列少量编辑性修改：

———删除了ＩＥＣ６２３０５１的前言；

———将已转化为相应国标的国际标准号改为国内标准号；

———修改了少部分明显的标注错误；

———按照国标编制要求和汉语习惯，对一些编排格式作了修改。如“注”后的连字符“—”改为冒号

“：”，表编号、图标号与标题之间的连字符“—”改为空格。

本部分的附录Ａ～附录Ｅ均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全国雷电防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负责起草单位：四川中光高科产业发展集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王德言、刘寿先、杨国华、余乃枞、张红文、李自成。

本部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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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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设施）对人、建筑物本身、其内部物体、设备以及服务设施都是危险

的，因此必须考虑采取防雷措施。

是否需要采取防雷措施、安装防雷措施的经济效益和适当防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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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电防护的设计、安装和维护的标准分为两部分：

减少建筑物内物理损害和人身伤害的防雷措施在ＧＢ／Ｔ２１７１４．３中介绍。

减少建筑物内电气和电子系统失效的防雷措施在ＧＢ／Ｔ２１７１４．４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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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电防护　第１部分：总则

１　范围

本部分提供了下列对象雷电防护所应遵循的一般原则：

———建筑物（包括其设施，内部物体以及人员）；

———连接到建筑物的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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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建筑物不相连的管道、电力线和通信线。

注：通常这些系统由特定权威部门制定的专门规范管辖。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Ｔ２１７１４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

ＧＢ／Ｔ２１７１４．２—２００８　雷电防护　第２部分：风险管理（ＩＥＣ６２３０５２：２００６，ＩＤＴ）

ＧＢ／Ｔ２１７１４．３—２００８　雷电防护　第３部分：建筑物的物理损坏和生命危险（ＩＥＣ６２３０５３：２００６，

ＩＤＴ）

ＧＢ／Ｔ２１７１４．４—２００８　雷电防护　第４部分：建筑物内电气和电子系统（ＩＥＣ６２３０５４：２００６，ＩＤＴ）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ＧＢ／Ｔ２１７１４的本部分。

３．１

对地雷闪　犾犻犵犺狋狀犻狀犵犳犾犪狊犺狋狅犲犪狉狋犺

云地间的大气放电，由一个或多个雷击组成。

３．２

下行雷　犱狅狑狀狑犪狉犱犳犾犪狊犺

始于云到地一个向下先导的雷闪。

注：下行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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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狌狆狑犪狉犱犳犾犪狊犺

始于地面建筑物到云端一个向上先导的雷闪。

注：上行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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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４

雷击　犾犻犵犺狋狀犻狀犵狊狋狉狅犽犲

对地雷闪中的单次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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