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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发电站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力发电站防雷装置的检测场所及项目、检测周期、检测程序、检测内容及方法、检

测作业要求、检测数据记录整理及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水力发电站防雷装置、接地装置工频特性参数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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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18802.1 低压电涌保护器（SPD） 第1部分：低压配电系统的电涌保护器 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GB 18802.21 低压电涌保护器 第21部分：电信和信号网络的电涌保护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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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T 50064 交流电气装置的过电压保护和绝缘配合设计规范

GB/T 50065 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

GB 50150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

GB 50343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DL/T 475 接地装置特性参数测量导则

JGJ 80 高处作业安全规范

NB/T 35050 水力发电厂接地设计技术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除本标准规范性引用文件规定的术语和定义外，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水力发电站 hydropower station
将水能转换成电能的各种建筑物和设备的综合体，简称水电站。一般包括由挡水、泄水建筑物形成

的水库和水电站引水系统、发电厂房、机电设备等。

3.2

水电站分类 classification of hydropower stations
按水电站装机容量的大小可分为大型、中型和小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达到300MW及以上的称为大

型水电站、50MW～300MW的称为中型水电站、小于50MW的称为小型水电站；按集中水头的手段和水电站

的工程布置可分为坝式水电站、引水式水电站和混合式水电站。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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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式水电站 dam type hydropower station
用坝集中河段落差形成发电水头的水电站。可根据水电站厂房所处位置的不同，分为河床式、坝后

式和岸边式三类。

注：河床式水电站一般建筑在河床宽阔、小落差、大流量的平原河道上，厂房与堤坝共同起着挡水作用；坝后式水

电站由堤坝挡水，汇集水流形成落差，厂房则设在坝下游处，由较短的引水管道引水发电；岸边式水电站的厂

房设在大坝下游岸边，水流通过隧洞或埋管流入厂房发电。

3.4

引水式水电站 diversion type hydropower station
用引水道来集中河段落差形成发电水头的水电站，引水管路可以是明渠或压力管道。

3.5

混合式水电站 hybrid hydropower station
由坝和引水道两种建筑物共同形成发电水头的水电站

3.6

装机容量 installed capacity
一座水电站全部水轮发电机组额定功率总和。

3.7

挡水建筑物 water retaining structure
用以拦截河流，集中落差，形成水库的拦河坝、闸或河床式水电站的厂房等水工建筑物。

3.8

泄水建筑物 drainage structure
用以宣泄洪水，供下游用水，放空水库的建筑物，如开敞式河岸溢洪道、溢流坝、泄洪洞及放水底

孔等。

3.9

厂区枢纽建筑物 plant hub building
水电站主厂房、副厂房、主变压器场和高压开关站及厂区交通等，组成水电站厂区枢纽建筑物，一

般称厂区枢纽。

3.10

防雷装置 lightning protection system
接闪器、引下线、接地装置、电涌保护器及其它连接导体等构成的，用以防御雷电灾害的设施或者

系统。

3.11

防雷装置检测 inspection of lighting protection system
对防雷装置进行检查、测量及信息综合分析处理的全过程。

3.12

大型接地装置 large grounding device
110kV（66kV）及以上电压等级变电站的接地装置，装机容量在200MW以上火电站的接地装置，或者

等效面积在5000m
2
以上的接地装置。

3.13

接地装置的特性参数 parameters of grounding device
接地装置的电气完整性、接地阻抗、场区地表电位梯度分布、接触电位差、跨步电位差等参数或指

标。除了电气完整性，其他参数为接地装置工频特性参数。

3.14

接地装置的电气完整性 electric integrity of grounding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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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装置中应该接地的各种电气设备之间，以及接地装置的各部分之间的电气连接性，即直流电阻

值，也称为电气导通性。

3.15

现场监护人 on-site guardian

负责检查并落实各项安全措施、检查现场是否达到安全检测条件的人员，发现异常情况有权及时采

取措施或停止检测。

4 检测场所及项目

4.1 检测场所

检测场所主要包括：

a) 挡水建筑物；

b) 泄水建筑物；

c) 主厂房；

d) 副厂房；

e) 主变压器场；

f) 高压开关站；

g) 生产附属建筑；

h) 办公建筑；

i) 其它辅助设施等。

4.2 检测项目

检测项目主要包括：

a) 建（构）筑物的防雷分类；

b) 接闪器；

c) 引下线；

d) 接地装置；

e) 电涌保护器；

f) 等电位连接；

g) 接地装置工频特性参数。

5 检测周期

5.1 水电站内储存易燃油、易燃易爆物品场所的防雷装置检测应每半年进行一次，其它各类建（构）

筑物（或设施）防雷装置检测应每年进行一次。

5.2 水电站场区地表电位梯度分布、跨步电位差、接触电位差等参数，正常情况下宜 3～5 年测试一

次。对于土壤腐蚀性较强的区域，应缩短测试周期。

5.3 遇有防雷装置改造或其它必要时，应进行针对性检测。

6 检测程序

检测工作宜按图1规定的程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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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检测工作程序框图

7 检测内容及方法

7.1 一般规定

7.1.1 防雷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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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1 水电站内各类建（构）筑物检测前应先确定其防雷类别，防雷类别划分方法按 GB 50057 中的

有关规定确定。

7.1.1.2 在内部设有信息系统或电气设备的建（构）筑物，当达不到第三类并且不处于其它建（构）

筑物或物体的保护范围时，宜将其划为第三类防雷建筑物。

7.1.2 防静电设施检测内容及方法

水电站内各场所涉及的所有易燃油、可燃油、易燃易爆物管道及容器的金属外壳需进行接地或等电

位连接。检测项目及要求如下：

a) 易燃油、可燃油、易燃易爆物管道应在其始端、末端、分支处，以及每隔 50m 处设防静电接地。

测试其接地电阻及接地点间距。

b) 净距小于 100mm 的平行或交叉管道，应每隔 20m 用金属线跨接。用等电位连接测试仪测试跨接

连接处过渡电阻，过渡电阻不应大于 0.03Ω，用钳型回路电阻测试仪测试跨接线的回路电阻，

回路电阻不应大于 3Ω。

c) 用等电位连接测试仪测试阀门、法兰、弯头等管道连接处过渡电阻，过渡电阻不应大于 0.03

Ω。

d) 用等电位连接测试仪测试金属罐罐顶与罐体之间，以及阀与罐体之间的过渡电阻，过渡电阻不

应大于 0.03Ω。

7.1.3 接地装置工频特性参数检测内容及方法

7.1.3.1 接地装置接地阻抗值应符合 GB/T 50065 的有关规定。

7.1.3.2 水电站大型接地装置的接地阻抗、场区地表电位梯度分布、接触电位差、跨步电位差等特性

参数检测内容及方法应符合 DL/T475 的有关规定。

7.1.3.3 接地装置工频特性参数宜采用异频电流法测试。仪器测试电流频率宜在 40Hz～60Hz 范围，标

准正弦波形，电流幅值通常不宜小于 5A。对于测试现场干扰大时应增大仪器的测试电流。

7.1.3.4 接地装置电气完整性测试仪器分辨率应不大于 1mΩ,准确度不低于 1.0 级，测试电流不小于

1A。对于测试现场干扰大时宜选择测试电流大于 5A 的仪器。

7.2 分场所检测内容及方法

7.2.1 坝上挡水、泄水等建（构）筑物

7.2.1.1 测试建（构）筑物的长、宽、高，按本标准第 7.1.1 条划分防雷类别。

7.2.1.2 检测挡水、泄水建（构）筑物外部防雷装置。外部防雷装置检测项目及方法见附录 D。

7.2.1.3 检测水工楼、水文楼、值班室等附属建筑物外部防雷装置。外部防雷装置检测项目及方法见

附录 D。

7.2.1.4 选定一个与主地网连接良好的设备引下线或接地测试点为参考点，用等电位连接测试仪（电

气导通测试仪）测试以下部分与参考点之间的直流电阻，直流电阻值宜≤50mΩ。

——金属护栏（围栏）、金属梯、金属构架、灯杆；

——门机、启闭机、电梯等金属外壳；

——船闸、升船机等过坝设施的金属部件；

——电力电缆接线盒、终端盒的外壳、电缆的屏蔽铠装外皮、穿线的钢管等；非铠装或金属护套电

缆的1～2根屏蔽芯线；电缆沟和电缆隧道内，以及地上各种电缆金属支架等；

——闸门控制柜、配电柜；

——激光室内配电柜（箱）、控制柜（箱）、泵等电气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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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室内配电柜（箱）、监控设备、通信设备等电气设备；

——其它电气设备或设施。

7.2.1.5 检查低压电源线路是否安装电涌保护器（SPD），电源 SPD 检测内容及方法见附录 E.1。

7.2.1.6 检查监控、通信线路是否安装信号电涌保护器（SPD），信号 SPD 检测内容及方法见附录 E.2。

7.2.1.7 接地装置检测内容及方法见附录 D。当采用共用接地装置时，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 4Ω。

7.2.2 主厂房、副厂房

7.2.2.1 测试地上厂房的长、宽、高，按本标准第 7.1.1 条划分防雷类别。

7.2.2.2 检测厂房外部防雷装置。外部防雷装置检测项目及方法见附录 D。

7.2.2.3 选定一个与主地网连接良好的设备引下线或接地测试点为参考点，用等电位连接测试仪（电

气导通测试仪）测试以下部分与参考点之间的直流电阻，直流电阻值宜≤50mΩ。

——桥机、电动葫芦等起重设备的轨道或金属外壳；

——发电机、变压器/电抗器、静止变频启动装置和配电装置等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

——励磁系统、调速系统及电动机等设备的外壳或金属支架；

——油罐、人体静电释放器；

——控制和保护用的控制柜、端子箱、保护屏、仪表屏（柜、箱）及操作台等的金属框架；

——计算机监控、直流、通信、火灾报警、工业电视、监测等系统设备的外壳；

——通风空调系统的设备外壳；

——电力电缆接线盒、终端盒的外壳、电缆的屏蔽铠装外皮、穿线的钢管等；非铠装或金属护套电

缆的1～2根屏蔽芯线；电缆沟和电缆隧道内，以及地上各种电缆金属支架等；

——其它电气设备。

7.2.2.4 检查低压电源线路是否安装电涌保护器（SPD），电源 SPD 检测内容及方法见附录 E.1。

7.2.2.5 检查监控、通信线路是否安装信号电涌保护器（SPD），信号 SPD 检测内容及方法见附录 E.2。

7.2.2.6 接地装置检测内容及方法见附录 D。当采用共用接地装置时，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 4Ω。

7.2.3 变压器场、开关站

7.2.3.1 变压器、开关站处在建筑物内部的，应测试建筑物的长、宽、高，按本标准第 7.1.1 条划分

防雷类别。外部防雷装置检测项目及方法见附录 D。

7.2.3.2 变压器、开关站处在露天的，检测变压器场、开关站高压线路的防直击雷装置。防直击雷装

置检测项目及方法见附录 D。

7.2.3.3 选定一个与主地网连接良好的设备引下线或接地测试点为参考点，用等电位连接测试仪（电

气导通测试仪）测试以下部分与参考点之间的直流电阻，直流电阻值宜≤50mΩ。

——各变压器金属外壳、附属设备外壳；

——A、B、C相避雷器接地线；

——A、B、C相刀闸、接地刀闸、开关（箱）柜、机构箱、端子箱等；

——构架、分线箱、汇控箱、电源箱等；

——互感器、消弧线圈、组合电器等；

——接闪杆、门型架等；

——各电源线、信号线金属线槽（管），线缆金属外皮等；

——其它电气设备。

7.2.3.4 测试各独立接闪杆（塔）、设有接闪杆或接闪线的构架、各终端塔的接地电阻。接地电阻不

应大于 10Ω。

7.2.3.5 测试独立接闪杆（塔）与道路或人员出处口空气中间隔距离，距离不宜小于 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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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6 接地装置检测内容及方法见附录 D。

7.2.4 其它建筑物或设施

7.2.4.1 测试建筑物的长、宽、高，按本标准第 7.1.1 条划分防雷类别。

7.2.4.2 检测建筑物外部防雷装置。外部防雷装置检测项目及方法见附录 D。

7.2.4.3 检查低压电源线路是否安装电涌保护器（SPD），电源 SPD 检测内容及方法见附录 E.1。

7.2.4.4 检查监控、通信线路是否安装信号电涌保护器（SPD），信号 SPD 检测内容及方法见附录 E.2。

7.2.4.5 接地装置检测内容及方法见附录 D。外部防雷接地电阻值应符合 GB/T21431 的规定，电子信

息系统设备接地电阻值应符合 GB50343 的规定。

7.2.4.6 电力设备的下列金属部分，可不接地。

——标称电压 220V 及以下的蓄电池柜或支架；

——在干燥场所内，交流额定电压 127V 及以下、直流额定电压 110V 及以下的电力设备外壳，但爆

炸危险场所除外。

8 检测作业要求

8.1 一般要求

8.1.1 检测前应查阅防雷装置相关设计资料或上次检测资料，必要时应现场勘察检测环境、设备和设

施布局等，与受检单位技术人员共同对危险源进行辨识，进行风险评价，并确定风险控制措施，制定检

测方案。危险因素识别与控制确认表见附录 A。

8.1.2 检测人员应穿戴长袖防静电工作服、安全帽、绝缘防砸劳保鞋、防滑手套等劳保用品。

8.1.3 检测前应由受检单位对检测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必须取得受检单位作业票或许可，掌握并遵守

受检单位各项安全管理规定。

8.1.4 检测前检测负责人进行岗前安全教育，对危险有害因素识别和控制措施进行讲解并逐一确认，

让检测人员能够识别检测区域内的各种安全性标志。安全标志识别见 GB 2894。

8.1.5 按照检测方案配置检测人员、准备检测仪器装备，检测前对所有检测仪器进行检查和状态确认，

遵守仪器操作规程，并记录检测仪器的型号、编号、使用时间、检测场所等，当仪器设备发生故障后能

追溯和验证之前检测结果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8.1.6 检测作业应由不少于两人承担，并有受检单位人员配合。

8.1.7 检测人员应身体健康并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无不适合从事检测作业的疾病，每年进行一次全

面体检，符合作业要求。

8.1.8 凡发现检测人员有饮酒、精神不振时，禁止进行检测作业。

8.1.9 检测车辆应严格按照受检单位规定行驶、停放。

8.1.10 噪声大的场所应根据噪声等级配备耳塞。

8.1.11 接地装置接地电阻、接地装置的工频特性参数测试应尽量在干燥季节和土壤未冻结时进行，不

应在雷、雨、雪中或雨、雪后立即测试，宜在连续晴天 3 天后测量。

8.1.12 遇有雷暴、沙尘暴、浓雾、雨、雪、6级及以上强风等恶劣天气，应立即停止露天检测作业，

并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保证检测人员迅速撤离现场。

8.1.13 检测作业过程中如遇特殊情况，应立即停止检测作业；若检测过程中发生事故，应立即采取应

急处置措施。检测作业事故应急处置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C 的要求。

8.2 电气检测作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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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本标准中电气检测作业是指对配电设施、电源 SPD、电气设备的防雷装置检测作业以及对接地

装置工频特性参数的检测作业。

8.2.2 作业前受检单位负责人员对检测现场进行安全交底，双方明确检测作业范围、现场设备带电情

况。

8.2.3 检测配电室（房）、配电柜、变电所内防雷装置时应识别电压等级，不得盲目测试。

8.2.4 检测人员应在受检单位负责人员允许下进入现场，作业前应先用验电设备检查被检测设施、验

证设备是否带电，在确认不带电的情况下方可进行检测作业。

8.2.5 在检测配电箱（柜）中的电源 SPD 时，应先了解线路的走向，检查接线端子固定是否可靠，以

免在对模块式 SPD 插拔时接线端子松动、接头脱落造成短路，造成人身触电等事故的发生。

8.2.6 电源 SPD 前端单独设有断路器或熔断器的可以在线测试。测试前应先断开断路器或熔断器并用

验电设备测试确定不带电后方可测试，测试完毕后应将前端断路器或熔断器恢复原状。

8.2.7 不得在 SPD 带电的情况下进行检测。如需停电作业，应在断开的电源开关处挂上“有人工作，

禁止合闸”标示牌并有监护人监护。

8.2.8 在变压器场、高压开关站检测时不得使用金属梯子，不得使用金属导体的杆、棒，不得扔、甩

测试线缆等，测试线缆应沿地面设置不得悬挂，测试过程中不得拉伸测试线缆。

8.2.9 一旦发生人员触电应立即断开电源，未断开电源前不得用手或导电物体施救。

8.3 高处检测作业要求

8.3.1 凡在离坠落基准面 2m 及以上有可能坠落的地点进行的检测作业均视为高处检测作业。

8.3.2 检测作业前应对高处作业场所进行现场勘察，作业时佩戴双钩五点式安全带，安全带不应有破

损并在有效期内。

8.3.3 高处作业地点下方应设置隔离区，并设置“闲人免进”、“禁止通行”等明显的警告标志，防

止落物伤人。隔离区按以下原则划分：

H为作业位置至其底部的垂直距离，R 为半径。

当 2m≤h≤5m 时，R=2m

当 5m <h≤15m 时，R=3m

当 15m <h≤30m 时，R=4m

当 h >30m 时，R=5m

8.3.4 检测现场应设置一名现场监护人，监护人监督在高处检测作业期间不得有他人进入隔离区域。

8.3.5 高处检测作业人员随身携带的检测仪器、工具要有挂绳固定并放入腰包内，防止坠落；测试线

缆应可靠系在腰上并且留出适当的长度便于测试。准备完毕后由另外一人进行检查确认，并确认对讲机

呼应是否畅通。

8.3.6 使用梯子时，梯脚底部坚实，不得垫高使用，立梯坡度以 60°为宜，踏板上下间距以 30cm 为

宜，不得有缺档；若使用折梯，上部夹角以 35°～45°为宜，铰链必须牢固，并应有可靠的拉撑措施，

攀登时要有一人扶稳梯子。

8.3.7 攀登过程中每上一步应逐档检查爬梯的牢固性，上下爬梯必须抓牢，并不准两手同时抓一个部

位，应使用双钩安全带交替的挂在牢固的构件上，不应同时将双钩安全带挂在同一个构件上，安全带应

高挂低用。当需要 2 人及以上人员高处检测作业时，不得同时攀登。

8.3.8 攀登过程中检测人员要保持缓慢平稳的节奏，不应急促。地面作业人员要在警戒线外配合高处

检测作业人员布放测试线缆，实时观察高处检测作业人员的状态，发现异常应立即采取应急措施。

8.3.9 攀登过程中休息或在高处检测作业时应将安全带固定可靠，需要在作业平台移动时要确认脚下

牢固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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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0 检测完毕后要通过对讲机通知地面作业人员，地面作业人员要在坠落半径外配合攀爬人员的速

度回收测试线缆。向下攀爬人员要保持缓慢平稳的节奏。

8.3.11 严禁上下抛、扔随身携带的物品、测试线缆以及建（构）筑物上的杂物等。

8.3.12 如在登高检测作业过程中突遇雷雨、大风、受检设施异常等特殊情况，应立即停止攀登、移动、

检测，并将安全带固定可靠，有必要时采取应急措施。

8.3.13 气温低于 0℃应停止户外登高检测作业。

9 检测数据记录、整理及报告

9.1 检测数据记录

9.1.1 应根据检测场所类别选择相应类别的检测原始记录表。检测原始记录表内容参照附录 B 编制。

9.1.2 检测原始记录表应采用黑色、蓝黑色中性笔或钢笔填写，字迹工整、信息完整。

9.1.3 应随检测进程如实将每个检测数据或结果记录在原始记录表上，绘制草图标记检测点的位置。

原始记录表中填写的所有内容应由同一人完成。

9.1.4 现场检测人员应如实填写检测数据或结果，不应对所测数据进行修约。

9.1.5 涉及复检的应在原始记录表中的复检记录处填写复检日期、复检项目、复检结果、复检人等。

9.1.6 原始记录表应有现场检测人员、检测负责人和受检单位人员签字确认。

9.1.7 原始记录不得随意修改，如需要对数据进行更正时，应在错误数据上划两杠水平线后，再在错

误数据右上角填写正确数据，更改后应签章确认。

9.1.8 测试数据读数与记录数据过程中数值修约要求如下：

a) 计量单位为米（m）的，数值四舍五入后保留小数一位；

b) 计量单位为毫米（mm）的，数值直接取整不再保留小数；

c) 计量单位为欧姆（Ω）的，接地电阻数值四舍五入后保留小数一位，过渡电阻值四舍五入后保

留小数三位；

d) 计量单位为毫欧（mΩ）、（MΩ）的，数值直接取整不再保留小数；

e) 计量单位为伏（V）、（mV）的，数值四舍五入后保留小数一位；

f) 计量单位为微安（μA）, 数值直接取整不再保留小数。

9.1.9 原始记录表每页均应有与正式检测报告对应的唯一性标识。

9.1.10 验收检测原始记录表应永久保存，定期检测原始记录表应至少保存 6 年。

9.1.11 检测原始记录表除应进行纸质文档保存外，宜采取电子扫描存档，以防止纸质记录被意外更改。

9.2 检测数据整理

9.2.1 原始记录中涉及计算年预计雷击次数并划分防雷类别的，应按标准要求计算并将结果填写到原

始记录中的相应位置。

9.2.2 涉及外部防雷装置检测的，应计算接闪器的保护范围、判断被保护物是否处在接闪器保护范围

内，并将结果填写到原始记录中的相应位置。

9.2.3 填写计算结果的人员应与记录人相同。

9.2.4 需要进行数值修正的，应在原始记录的备注栏注明修正的方法。

9.2.5 检查、核对检测项目和数据的完整性，核对检测项目与检测草图中检测点的一致性，均确认无

误后方可编制检测报告。

9.3 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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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 每个独立的场所或区域出具一份检测报告，检测报告结构、格式应按附录 B 进行编制，接地装

置特性参数测试典型实例参见 DL/T 475 附录 A。

9.3.2 检测报告应附检测示意图，并在检测示意图中标注检测报告中的每个检测项目位置。

9.3.3 应将各项检测数据与相关的技术标准要求进行比较，判定各检测项目是否符合要求，对不符合

要求的项目提出不符合项通知书。涉及复检的应附复检记录。

9.3.4 检测报告结论应用词规范、准确。

9.3.5 检测报告应经审核人员审核，审核人员发现问题应返回报告编制人员进行修改，审核人员审核

通过后提交技术负责人批准。

9.3.6 报告打印装订后，应由检测人员、审核人员、技术负责人或授权签字人签字，检测报告封面、

检测评价页及骑缝处应加盖检测机构“检测专用章”。

9.3.7 检测报告、不符合项通知书应一式二份，一份送受检单位，一份由检测机构存档。存档应有纸

质和电子存档两种形式。检测报告至少保存 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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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危险因素识别与控制措施确认表

受检单位 检测区域或场所

检测日期 年 月 日 天气状况

检测人员应对所检测的区域或场所环境、操作对象进行了解和评估，并对以下危险因素与控制措施进行确认：

作业活动

（涉及作业活动在□划

√，不涉及的在□划 X）

危险因素 可能导致的

事故

控制措施

（有控制措施的在□划√，没有涉及控制措施的在□划 X）危险源 具体描述

□380V以上高压变配电

系统检测

安全距

离不够

距离高压线路、

设备小于 1 米
触电事故

□1.保持身体各部位距离高压线路、设备必须大于 1米；

□2.不得使用金属梯子、金属导体的杆、棒；

□3.不得扔、甩测试线缆等，测试线缆应沿地面设置不得悬

挂，测试过程中不得拉伸测试线缆。

被测物

带电

触碰到带电线

路或设备
触电事故

□1.佩戴手套；

□2.对测试部位进行确认，不得对接地线、设备外壳以外的

部位进行测试。

□380V及以下低压配电

系统检测

被测物

体带电

触碰到带电线

路或设备

触电事故

设备损坏

□1.对测试部位进行确认，不得对接地线、设备外壳以外的

部位进行测试；

□2.不得测试弱电设备的各类接口处；

□3.在测试前使用验电设备验电；

□4.拆卸电源 SPD模块时注意避免接线端子脱落或触碰周围

带电体；

□5.在线测试电源 SPD前，应先断开前端的断路器或熔断器，

并用验电设备验电，确保电源断开；

□6.检测区域光线不足时应有照明设备，并由 2 人进行。

□建筑物顶部检测

临边有

松动物

体或随

身携带

工具无

防坠落

高处物体掉落

伤人
坠物伤人

□1.在地面坠落半径外设备警示标识或警戒带；

□2.严禁触碰松动物体或将松动物体清除；

□3.随身携带工器具放置在随身背包或腰包并确保锁扣无损

坏，作业前将工器具用线绳固定在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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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4.观察周围高大建筑物是否有其它作业有掉落物体的风

险；

□5.佩戴安全帽；

□6.大风天气停止户外检测作业。

地面有

尖锐物

体

尖锐物体刺穿

脚底或物体砸

伤脚面

穿刺或砸

伤

□1.进入检测现场必须按要求穿防砸防穿刺劳保用鞋；

□2.对行走环境进行确认。

高处坠

落

1.未佩戴安全

带；

2.安全带没有

定期检查

3.蹬踏临时扶

梯滑落

人员高处

坠落

□1.检测人员身体状况良好；

□2.应使用合格的双钩五点式安全带并正确佩带；

□3.上下攀登过程中双钩应交替悬挂，并高挂低用；

□4.检查临时扶梯及卡扣有无破损，梯子与地面的斜角度是

否为 60 度，登高人员在攀登时地面人员应扶稳梯子;

□5.上下步梯时应一步一扶稳，不得奔跑；

□6.大风天气停止户外检测作业。

□运转机械设备检测
机械伤

害
机械运转伤人 伤人

□1.进入现场前识别周围环境及安全标识；

□2.严禁测试运转设备；

□3.工作服穿戴是否达到三紧要求，即：袖口紧、领口紧、

下摆紧；

□4.测试线缆远离运转设备。

□氢站、油站等易燃易爆

场所防雷检测

易燃易

爆气体、

液体、固

体引燃

现场接打电话

火灾、爆炸

伤人

□检测现场禁止带手机，使用防爆对讲机

身体携带静电 □进入检测现场严格检查防静电服的穿戴

现场携带火种 □进入检测现场严禁携带火种

铁制工具碰撞

产生火花
□进入现场严禁使用铁制检测工具

□有毒有害场所防雷检测

有毒气

体

在检测现场不

慎吸入一氧化

碳、硫化氢、苯、

氨气等有毒气

体

中毒
□进入现场与现场负责人沟通并佩戴相关气体报警器和防毒

面具

有害气

体

1.进入密闭空

间；2.不慎吸入

氮气

窒息

□1.进入密闭空前进行气体分析，通过报警器和氧含量分析

仪检测；

□2.佩戴氧气呼吸器或禁止进入。

噪声 机械噪声 伤害听力 □佩戴耳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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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线
不慎进入射线

区域
伤害器官 □检测前进行岗前安全教育，禁止进入射线区域

腐蚀
酸碱不慎溅射

到皮肤上
伤人

□1.避开腐蚀性液体；

□2.佩戴防护面具和抗腐蚀手套等防护用具。

□高温场所防雷检测

高温气

体、混液

体，高温

设备、管

线

被检测区域温

度高
烫伤

□1.检测前对被测物进行确认；

□2.佩戴防护用具。

高温天

气

天气炎热、被检

测区域温度高
中暑

□1.高温天气停止高空户外作业；

□2.减少作业时间、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所有检测人员在检测前应逐项对以上危险因素进行分析和辨识，并对控制措施进行确认。

检测员签字： 检测负责人签字： 检测作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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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检测报告格式

B.1 检测报告封面

防雷装置(接地装置特性参数)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受检单位

下属机构

检测场所

所在地址

联 系 人

电 话

检测时间

检测机构 （盖章）

地 址

电 话

XXXXXX 监制

注：报告编号组成：（检测机构注册地行政区划代码+检测机构缩写字母）-（报告类别代码）-（四位年代号+四位

流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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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检测报告说明页

注 意 事 项

1.根据《防雷减灾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要求规定，投入使用后的防雷装置实行定期

检测制度。防雷装置应当每年检测一次，爆炸和火灾危险场所的防雷装置应当每半年检测一次。大型

接地装置的工频特性参数宜 3～5 年检测一次。

2.检测报告无检测、审核、批准人签字无效，检测报告未在封面、总体评价页及骑缝处加盖检测

机构“检测专用章”无效。

3.检测报告涂改无效。

4.本报告中被检场所、设备、设施及其名称均由委托单位或受检单位提供。

5.复制报告未重新加盖检测机构“检测专用章”无效。

6.本报告仅对当次检测项目数据有效。

检测机构：

地 址：

电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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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检测报告表

表 B.1 检测报告总表

报告编号：

受检单位名称 下属机构名称 所在地址

联系部门 负责人 电话

发电机台数 台 单台发电机功率 kW 发电站装机容量 MW

发电站最大单项

接地故障电流
kA

短路等效持续时

间
s

发电机组额定电

压
kV

电站并网标称电

压 kV

检测场所列表

序号 场所名称
分场所报告编

号
防雷类别 检测时间 检测周期 复检时间

检测评价

(符合/不符

合)

1

2

3

4

5

6

7

8

总体评价：

签发人：

检测机构（公章）

年 月 日

检测机构： 地址：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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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分场所检测报告基本信息

防雷装置检测报告

分场所报告编号：

受检单位

下属机构

场所名称

卫星定位 N: °E: °

所在地址

长×宽×高（m）

周围环境 年预计雷击次数

防雷类别 所属防雷区域

联 系 人 电 话

安全负责人 电 话

检测时间 检测周期

天气状况 测试环境土壤状况

土壤电阻率 发不符合项通知书份数

复检次数 最后复检日期

检测条件及方法

主要检测依据

本次主要检测仪器型

号及编号

检测评价：

检测机构（盖章）

签发日期：

检测： 审核： 批准：

备注：

1、共地时接地电阻标准要求以最小值为准；

2、要求栏中“#”表示对应的检测数据与其它检测结果关联，技术规范没有具体要求；

3、要求栏中“*”表示对应的检测项目及数据在技术规范中有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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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 分场所检测报告外部防雷装置检测项目

防雷装置检测报告

分场所报告编号：

检测项目 要求 检测结果 单位

接

闪

器

1. 接闪器类型 * --

2. 接闪器安装方式或位置 # --

3. 用作接闪的金属物材料 * --

4. 用作接闪的金属物规格 * mm

5. 用作接闪的金属物高度 # m

6. 被保护物名称 # --

7. 被保护物高度(hx) # m

8.
用作接闪的金属物距被保护物外边

沿最大水平距离(d1)
# m

9. 用作接闪的金属物保护范围(rx1) ＞d1 m

10. 接闪杆长度 # m

11. 接闪杆高度 # m

12. 接闪杆材料 * --

13. 接闪杆规格 * mm/mm²

14. 接闪杆数量 # 根

15. 接闪杆间距 # m

16. 接闪杆牢固程度 * --

17. 接闪杆距被保护物间隔距离(Sa) * m

18.
接闪杆距被保护物外边沿最大水平

距离(d2)
# m

19. 接闪杆保护范围(rx2) ＞d2 m

20. 接闪线、网、带材料 * --

21. 接闪线、网、带规格 * mm/mm²

22. 接闪线、网、带高度
网、带

宜≥0.15
m

23. 接闪带（网）支持件水平间距 宜≤1.0 m

24. 接闪带（网）支持件承受垂直拉力 ≥49 N

25. 接闪线、网、带搭接长度 ≥6d或 2b mm

26. 接闪线、网、带连接方式 # --

27 . 接闪线、网、带连接质量 良好 --

28 .
接闪线、网、带距被保护物外边沿最

大水平距离(d3)
# m

29. 接闪线、网、带保护范围(rx3) ＞d3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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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3（续）

防雷装置检测报告

分场所报告编号：

检测项目 要求 检测结果 单位

接

闪

器

30 . 接闪网网格尺寸 * m

31.
架空接闪线（网）及其支柱距被保护

物间隔距离(Sa)
＞3 m

32. 架空接闪线（网）支柱牢固程度 * --

33 . 接闪器腐蚀状况 无 --

34 . 接闪器防腐措施 有 --

35 . 是否附着电气线路 无 --

36 . 接闪器附近电气线路屏蔽措施 屏蔽、接地 --

37 . 突出屋面非金属物安装接闪器 安装 --

38 . 接闪器接地电阻 * Ω

引

下

线

39. 引下线敷设方式 # --

40. 引下线数量 # 根

41. 引下线间距 * m

42. 引下线材料 * --

43. 引下线规格 S≥50 mm2

44. 引下线承受垂直拉力 ≥49 N

45. 引下线支持件间距(水平部分) 宜≤1.0 m

46. 引下线支持件间距(垂直部分) 宜≤1.0 m

47. 引下线弯曲部分支持件间距 宜 0.3-0.5 m

48. 引下线搭接长度 ≥6d或 2b mm

49. 引下线连接质量 良好 --

50. 引下线腐蚀状况 无 --

51. 引下线防腐措施 有 --

52 . 明敷引下线附着电气线路 无 --

53 . 引下线与其它电气线路距离 ≥1 m

54. 引下线接地电阻 * Ω

55 . 引下线与接闪器电气导通 宜≤0.2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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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续）

防雷装置检测报告

分场所报告编号：

检测项目 要求 检测结果 单位

接

地

装

置

56 . 接地装置形式 # --

57 . 接地方式 宜共地 --

58 . 两相邻接地装置电气连接 ≤1 Ω

59 . 接地线材料 * --

60 . 接地线规格 * mm/mm²

61. 接地线焊接（搭接）长度 ≥6d或 2b mm

62. 接地线连接质量 良好 --

63. 接地线防腐措施 有 --

64. 接地线腐蚀状况 无 --

65. 接地点数量 ≥2 处

66. 垂直接地体材料 * --

67. 垂直接地体规格 * mm/mm²

68. 垂直接地体长度 宜≥2.5 m

69. 垂直接地体间距 宜≥5 m

70. 水平接地体材料 * --

71. 水平接地体规格 * mm/mm²

72. 水平接地体间距 宜≥5 m

73. 人工接地体埋设深度 ≥0.5 m

74. 接地装置状况 良好 --

75. 接地装置接地电阻 * Ω

防

接

触

和

跨

步

电

压

78. 建筑物自然引下线数量 ≥10 根

79. 外露引下线 3m内地表层电阻率 ≥50 kΩ·m

80. 外露引下线 3m 内地表材质 沥青或砾石层 --

81. 外露引下线保护措施 绝缘隔离 --

82. 外露引下线附近防接触措施 护栏或警告牌 --

83. 地面均衡电位措施 网状接地装置 --

84. 建筑物自然引下线数量 ≥10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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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4 电涌保护器检测项目

防雷装置检测报告

分场所报告编号：

检测项目 要求 检测结果 单位

低

压

电

源

线

路

防

雷

85. 配电变压器接线形式 # --

86. 配电变压器安装位置 # --

87. 电源线路入户方式 # --

88. 电源线路供电形式 # --

89. 是否安装 SPD 安装 --

90. 电源 SPD 型号 # --

91. 电源 SPD 安装位置 # --

92. 电源 SPD 前端安装过电流保护器/额定值 # --/A

93. 电源 SPD 类别 开关/限压/组合 --

94. 电源 SPD 保护模式 # --

95.
电源 SPD 最大放电电流 Imax(或冲击

电流 Iimp)（标称）
* kA

96. 电源 SPD 标称放电电流(In)(标称) # kA

97. 电源 SPD 电压保护水平Up（标称） # V

98. 电源 SPD 最大持续运行电压 Uc(标称) # V

99. 电源 SPD 压敏电压 U1mA(或点火电压) U1mA/Uc≥1.5 V

100. 电源 SPD 漏电流 Iie ≤20 μA

101. 电源 SPD 绝缘电阻 ≥50 MΩ

102. 电源 SPD 外观 良好 --

103. 电源 SPD 运行状态 良好 --

104. 电源 SPD 与相线连接线截面积 ≥2.5 mm²

105. 电源 SPD 接地线截面积 ≥2.5 mm²

106. 电源 SPD 两端连接线长度之和 宜≤0.5 m

107. 电源 SPD 与连接导线牢固程度 可靠 --

108. 电源SPD接地端接地电阻 ≤4 Ω

信

号

线

路

防

雷

109. 信号线路入户方式 # --

110. 信号线路类型 # --

111. 信号线路数量 # --

112. 非光纤线路是否安装SPD 安装 --

113. 信号SPD型号 # --

114. 信号SPD安装位置 设备前端 --

115. 信号SPD标称放电电流(In) # --

116. 信号SPD电压保护水平(Up) # --

117. 信号SPD接地线截面积 ≥1.5 mm²

118. 信号SPD接地端接地电阻 *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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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5 水电站挡水、泄水建（构）筑物防雷装置检测项目

(在表 B.2～B.4 的基础上接续以下内容)

防雷装置检测报告

分场所报告编号：

检测项目 要求 检测结果 单位

电

气

完

整

性

1 参考点位置或名称 -- --

2 参考点接地电阻 ≤4 Ω

3 以下项目与参考点间直流电阻 -- -- --

4 金属护栏（围栏） ≤50 mΩ

5 金属梯 ≤50 mΩ

6 金属构架 ≤50 mΩ

7 灯杆 ≤50 mΩ

8 门机金属外壳 ≤50 mΩ

9 启闭机金属外壳 ≤50 mΩ

10 电梯金属外壳 ≤50 mΩ

11 船闸金属部件 ≤50 mΩ

12 升船机金属部件 ≤50 mΩ

13 控制柜 ≤50 mΩ

14 配电柜 ≤50 mΩ

15 激光室内设备 ≤50 mΩ

16 电源线、信号线金属线槽（管） ≤50 mΩ

17 电源线、信号线屏蔽铠装或屏蔽芯线 ≤50 mΩ

18 其它电气设备 ≤50 m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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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6 水电站主厂房、副厂房防雷装置检测项目

（在表 B.2-B.4 的基础上接续以下内容）

防雷装置检测报告

分场所报告编号：

检测项目 要求 检测结果 单位

电

气

完

整

性

1 参考点位置或名称 -- --

2 参考点接地电阻 ≤4 Ω

3 以下项目与参考点间直流电阻 -- -- --

4. 桥机金属外壳、轨道 ≤50 mΩ

5. 电动葫芦金属外壳、轨道 ≤50 mΩ

6. 发电机金属外壳 ≤50 mΩ

7. 变压器/电抗器金属外壳 ≤50 mΩ

8. 静止变频启动装置金属外壳 ≤50 mΩ

9. 励磁系统设备金属外壳 ≤50 mΩ

10. 调速系统设备金属外壳 ≤50 mΩ

11. 电动机金属外壳 ≤50 mΩ

12. 油罐 ≤50 mΩ

13. 人体静电释放器 ≤50 mΩ

14. 控制柜 ≤50 mΩ

15. 保护屏 ≤50 mΩ

16. 仪表屏（柜、箱） ≤50 mΩ

17. 操作台 ≤50 mΩ

18. 通风空调系统设备外壳 ≤50 mΩ

19. 监控设备外壳 ≤50 mΩ

20. 火灾报警系统设备外壳 ≤50 mΩ

21. 工业电视系统设备外壳 ≤50 mΩ

22. 电源线、信号线金属线槽（管） ≤50 mΩ

23. 电源线、信号线屏蔽铠装或屏蔽芯线 ≤50 mΩ

24. 其它电气设备 ≤50 m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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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7 水电站变压器场、开关站防雷装置检测项目页

（在表 B.2-B.4 的基础上接续以下内容）

防雷装置检测报告

分场所报告编号：

检测项目 要求 检测结果 单位

电

气

完

整

性

1. 参考点位置或名称 -- --

2. 参考点接地电阻 ≤4 Ω

3. 以下项目与参考点间直流电阻 -- --

4. 变压器金属外壳/接地线 ≤50 mΩ

5. 变压器金属防护栏 ≤50 mΩ

6. A 相避雷器接地线 ≤50 mΩ

7. B 相避雷器接地线 ≤50 mΩ

8. C 相避雷器接地线 ≤50 mΩ

9. A、B、C相刀闸 ≤50 mΩ

10. 接地刀闸 ≤50 mΩ

11. 开关箱 ≤50 mΩ

12. 操作箱 ≤50 mΩ

13. 端子箱 ≤50 mΩ

14. 构架 ≤50 mΩ

15. 分线箱 ≤50 mΩ

16. 汇控箱 ≤50 mΩ

17. 电源箱 ≤50 mΩ

18. 电流互感器 ≤50 mΩ

19. 消孤线圈 ≤50 mΩ

20. 线路支柱 ≤50 mΩ

21. 各电源线金属线槽（管） ≤50 mΩ

22. 各信号线金属线槽（管） ≤50 mΩ

23. 接闪杆 ≤50 mΩ

24. 门型架 ≤50 mΩ

25. 终端塔 ≤50 mΩ

26. 其他电气设备 ≤50 m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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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8 接地阻抗测试

（在表 B.2 的基础上接续以下内容）

接地装置工频特性参数检测报告

分场所报告编号：

检测项目 标准要求 检测结果 单位（Ω）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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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9 接触电位差测试

（在表 B.2 的基础上接续以下内容）

接地装置工频特性参数检测报告

分场所报告编号：

检测项目 标准要求 实测值(mV) 换算值(V)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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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0 跨步电位差测试

（在表 B.2 的基础上接续以下内容）

接地装置工频特性参数检测报告

分场所报告编号：

检测项目 标准要求 实测值(mV) 换算值(V)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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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1 场区电位分布测试

（在表 B.2 的基础上接续以下内容）

接地装置工频特性参数检测报告

分场所报告编号：

后附场区电位分布曲线

位置

（m）

实测

（V）

位置

（m）

实测

（V）

位置

（m）

实测

（V）

位置

（m）

实测

（V）

位置

（m）

实测

（V）

1 31 61 91 121

2 32 62 92 122

3 33 63 93 123

4 34 64 94 124

5 35 65 95 125

6 36 66 96 126

7 37 67 97 127

8 38 68 98 128

9 39 69 99 129

10 40 70 100 130

11 41 71 101 131

12 42 72 102 132

13 43 73 103 133

14 44 74 104 134

15 45 75 105 135

16 46 76 106 136

17 47 77 107 137

18 48 78 108 138

19 49 79 109 139

20 50 80 110 140

21 51 81 111 141

22 52 82 112 142

23 53 83 113 143

24 54 84 114 144

25 55 85 115 145

26 56 86 116 146

27 57 87 117 147

28 58 88 118 148

29 59 89 119 149

30 60 90 12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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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检测平面示意图格式

检测平面示意图的格式见图B.1

图 B.1 检测平面示意图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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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B.5 不符合项通知书

不符合项通知书

分场所报告编号：

受检单位：

下属机构：

检测场所：

经 年 月 日现场检测，以下项目不符合相关技术规范标准要求，请根据项目内容进行整改。

序号 不符合项目 项目类别 项目位置 检测结果 标准要求 计量单位 整改建议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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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不符合项复检记录

不符合项复检记录

分场所报告编号：

受检单位：

下属机构：

检测场所：

经 年 月 日现场检测，以下项目不符合相关技术规范标准要求，复检情况如下：

序

号

不符合

项目
项目类别 项目位置 上次检测结果

标准

要求

计量

单位
复检日期 复检人 复检结果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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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检测作业事故应急处置

C.1 一般规定

水电站检测作业过程中潜在的安全事故主要有：高处坠落事故、触电事故等。在发生事故时，应立

即停止检测作业，监护人员组织协助检测人员快速撤离检测现场；当有人员受伤时应根据情况进行现场

处置，若伤员停止呼吸应采取心脏复苏法进行施救并立即拨打 120，同时按应急救援程序上报相关领导

和部门。

C.2 高处坠落事故

C.2.1 发生人员轻伤时，现场人员应采取防止受伤人员大量失血、休克、昏迷等紧急救护措施，并将

受伤人员移至安全地段。

C.2.2 遇有创伤性出血的伤员，应迅速包扎止血，使伤员保持在头低脚高的卧位，并注意保暖。

C.2.3 如果受害者处于昏迷状态但呼吸心跳未停止，应立即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同时进行胸外心脏

按压，一般以口对口吹气为最佳。昏迷者应平卧，面部转向一侧，维持呼吸道通畅以防舌根下坠或分泌

物、呕吐物吸入发生喉阻塞。

C.2.4 如受害者心跳已停止，应先进行胸外心脏按压。

C.2.5 发现伤者手足骨折，不要盲目搬运伤者。应在骨折部位用夹板把受伤位置临时固定使断端不再

移位或刺伤肌肉神经或血管。

C.3 触电事故

C.3.1 当发生人员触电事故时应设法迅速切断电源，如拉开电源开关、刀闸等或使用绝缘工具、干燥

的木棒、木板等绝缘材料解脱触电者，切记要避免在未断开电源的情况下用金属物体和手直接接触伤员。

C.3.2 救护人员在抢救过程中应注意保持自身与周围带电部分必要的安全距离，保证自己免受电击。

C.3.3 触电伤员如神志清醒者，应使其就地仰面平躺，密切观察，暂时不要使其站立或走动。

C.3.4 触电伤员如神志不清者，应就地仰面平躺且确保气道畅通，并用5秒时间呼叫伤员或轻拍其肩部

以判断伤员是否意识丧失，禁止摇动伤员头部呼叫伤员。

C.3.5 为防止触电者受伤，应保持脊柱在伸直状态不得弯曲，如需搬运应用硬板保持仰面平躺使伤员

身体处于平直状态，避免脊椎受伤。



DB21/T XXXX—2019

33

DD

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外部防雷装置检测项目及方法

D.1 接闪器检测

D.1.1 检查接闪器的类型，其类型主要包括接闪杆、接闪带、接闪线、接闪网、可以用作接闪的金属

屋（顶）面、金属构件或混合组合的接闪器等。

D.1.2 检查接闪器的安装方式，包括独立接闪器和非独立接闪器。

D.1.3 检测接闪器的材料、规格（包括直径、截面积、厚度等）是否符合GB 50057的要求。

D.1.4 检查接闪器上是否附着其它电气线路。

D.1.5 检查接闪器有无防腐措施。

D.1.6 检查接闪器、接闪器与引下线的焊接（连接）长度及焊接（连接）质量是否符合GB 50057的要

求。

D.1.7 根据接闪器的不同类型，分别检测以下参数：

——接闪杆：检查接闪杆的牢固程度。测量接闪杆顶端距被保护物所在平面的高度。测量接闪杆距

被保护物最远端的水平距离。测量被保护物的长、宽、高。当采用多支接闪杆联合保护时，测量各接闪

杆之间的距离。检查人员出入口处接闪杆有无防接触电压和跨步电压的措施。

——接闪带：用拉力计测试接闪带每个支持件能否承受 49N 的垂直拉力。沿四周多点测量接闪带高

度、支持件间距、距屋檐屋角最大水平距离。测量被保护物高度。检查接闪带是否平直。

——架空接闪线：检查架空接闪线支柱的牢固程度。测量架空接闪线支柱距地平面的高度。测量架

空接闪线支柱距被保护物之间的最小水平距离，测量架空接闪线最低点至被保护物在空气中的间隔距

离，其间距应符合 GB 50057 的要求。测量被保护物的长、宽、高。测量接闪线与被保护物边角之间的

最大水平距离。检查人员出入口处架空接闪线支柱及其拉线有无防接触电压和跨步电压的措施。

——接闪网：当接闪网敷设在屋面时，应按接闪带的检测方法进行检测，并测量接闪网的网格尺寸

是否符合 GB 50057 的要求。当接闪网为架空敷设时，应按架空接闪线的方法检测，并测量接闪网的网

格尺寸是否符合 GB 50057 的要求。

——金属屋面（顶面）：检查金属板下面有无易燃物品，用测厚仪测试金属板的厚度，其厚度应符

合 GB 50057 的要求。当金属板之间采用搭接时，用毫欧表测试板与板之间电气导通，其电阻值不应大

于 0.2Ω。

——金属构件：根据金属构件充当接闪器的类型，采取以上相应的方法进行检测。

D.1.8 交流标称电压6kV～750kV电力系统中的发电、输电、变电、配电等场所根据保护角计算接闪器

的保护范围，接闪器的保护范围计算方法见GB/T 50064；其它建（构）筑根据滚球法计算接闪器的保护

范围，接闪器的保护范围计算方法见GB 50057。

D.1.9 检查接闪器有无损伤、断裂及严重锈蚀现象。

D.1.10 检查接闪器与建筑物顶部外露的其它金属物的电气连接、与引下线的电气连接，屋面设施的等

电位连接。

D.1.11 测试接闪器的接地电阻。

D.1.12 检查高度超过滚球半径的建（构）筑物防侧击雷装置是否符合GB 50057的要求。

D.1.13 当低层或多层建（构）筑物利用女儿墙内、防水层内或保温层内的钢筋作暗敷接闪器时，要对

该建（构）筑物周围的环境进行检查，防止可能发生的混凝土碎块坠落等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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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引下线检测

D.2.1 检查引下线的敷设方式，主要包括明敷、暗敷或利用金属体本身作为引下线。

D.2.2 检查引下线有无防腐措施。

D.2.3 检查引下线上是否附着其它电气线路或可燃、易燃物。

D.2.4 检查明敷引下线是否经最短路径接地，是否牢固，引下线与接闪器、接地装置之间焊接（连接）

长度及焊接（连接）质量是否符合GB 50057的要求。

D.2.5 检测每根引下线的材料、规格（包括直径、截面积、厚度等）是否符合GB 50057的要求。暗敷

引下线测量其外露部分。利用金属体本身作为引下线时，测量其规格。

D.2.6 用拉力计测试引下线固定支架能否承受49N的垂直拉力。检查引下线是否平直。

D.2.7 检查引下线有无损伤、断裂及严重锈蚀现象。

D.2.8 测量引下线与附近电气和信号线路的距离是否符合GB 50057的要求。

D.2.9 沿建（构）筑物或设施周边检查引下线的数量、相邻引下线间距是否符合GB 50057的要求。

D.2.10 测试每根引下线的接地电阻，设有断接卡的引下线，应将断接卡断开分别测试其上端和下端接

地电阻。利用钢筋混凝土屋顶、梁、柱、基础内的钢筋作为暗敷引下线时，采用钳型接地电阻测试仪测

试引下线与接闪器连接部分回路电阻，其电阻值不应大于4Ω。

D.2.11 检查人员出入口处引下线的防机械损坏和防接触电压措施是否符合GB 50057的要求。

D.3 接地装置检测

D.3.1 接地装置的检测包括对接地线和接地体的检测。

D.3.2 检查接地装置有无防腐措施。

D.3.3 首次检测时应查看设计、施工资料，检查接地装置的结构型式和安装位置。接地装置包括自然

接地装置、人工接地装置或混合组成的接地装置。

D.3.4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分别检测接地线、接地体的材料、规格（直径、截面积、厚度）是否符合G

B 50057的要求。

D.3.5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测量接地装置的焊接长度、焊接质量是否符合GB 50057的要求，检查接地

装置有无开焊、断裂。

D.3.6 测量防直击雷的人工接地装置与建筑物出入口或人行道之间的距离是否符合GB 50057的要求。

D.3.7 检查人工接地体有无外露。

D.3.8 检查独立接闪杆的杆塔 、架空接闪线（网）的支柱及其接地装置与被保护建筑物及与其有联系

的管道、电缆等金属物之间的间隔距离是否符合GB 50057的要求。

D.3.9 检查防跨步电压措施是否符合GB 50057的要求。

D.3.10 用接地电阻测试仪测试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当需要冲击接地电阻时，应按GB 50057的要求进

行换算或使用专用仪器测试。

D.3.11 每次接地电阻测试宜固定在同一位置，采用同一型号仪器、同一种方法。

D.3.12 测试大型接地装置时，应选用测试电流大于5A的接地电阻测试仪。

D.3.13 接地装置工频接地电阻的测试方法应符合DL/T 475、GB/T 50065及相关规范的要求。

D.3.14 接地装置接地电阻应符合GB 50057及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当防雷接地、防静电接地、电气设

备的工作接地、保护接地及信息系统的接地等共用接地装置时，其接地电阻按最小值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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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电涌保护器（SPD）检测项目及方法

E.1 电源SPD

E.1.1 检查SPD外观，SPD的表面应平整、光洁、无裂痕和烧灼痕或变形，检查劣化显示窗口或状态指

示灯是否正常，检查温度是否过高。

E.1.2 检查SPD前端有无过电流保护器。

E.1.3 检查SPD安装位置、数量、型号、主要性能参数（Imax或Iimp、In、Up、Uc等）、安装工艺。

E.1.4 测量SPD连接线、接地线的长度。

E.1.5 检查SPD连接导线的材质和截面积。

E.1.6 检查SPD连接线、接地线的连接质量。

E.1.7 将SPD脱离电源测试其压敏电压、漏电流、残压、绝缘电阻等参数。

E.1.8 测量各级SPD间线路长度，开关型SPD间应大于10m，限压型SPD间应大于5m。

E.1.9 用毫欧表测试SPD接地端与接地装置的电气连接。

E.1.10 电源SPD性能要求见GB 18802.1。

E.2 信号SPD

E.2.1 检查SPD外观是否正常。

E.2.2 检查SPD的运行电压、传输速率等参数与信号线路的相应参数是否匹配。

E.2.3 检查SPD安装位置、数量、型号、主要性能参数（In、Up等）。

E.2.4 检查SPD连接导线的材质和截面积。

E.2.5 用毫欧表测试SPD接地端子与接地装置的电气连接。

E.2.6 信号SPD性能要求见GB/T 188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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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1　接地装置接地阻抗值应符合GB/T 50065的有关规定。
	7.1.3.2　水电站大型接地装置的接地阻抗、场区地表电位梯度分布、接触电位差、跨步电位差等特性参数检测内容及方法应
	7.1.3.3　接地装置工频特性参数宜采用异频电流法测试。仪器测试电流频率宜在40Hz～60Hz范围，标准正弦波形，
	7.1.3.4　接地装置电气完整性测试仪器分辨率应不大于1mΩ,准确度不低于1.0级，测试电流不小于1A。对于测试现


	7.2　分场所检测内容及方法
	7.2.1　坝上挡水、泄水等建（构）筑物
	7.2.1.1　测试建（构）筑物的长、宽、高，按本标准第7.1.1条划分防雷类别。
	7.2.1.2　检测挡水、泄水建（构）筑物外部防雷装置。外部防雷装置检测项目及方法见附录D。
	7.2.1.3　检测水工楼、水文楼、值班室等附属建筑物外部防雷装置。外部防雷装置检测项目及方法见附录D。
	7.2.1.4　选定一个与主地网连接良好的设备引下线或接地测试点为参考点，用等电位连接测试仪（电气导通测试仪）测试以
	7.2.1.5　检查低压电源线路是否安装电涌保护器（SPD），电源SPD检测内容及方法见附录E.1。
	7.2.1.6　检查监控、通信线路是否安装信号电涌保护器（SPD），信号SPD检测内容及方法见附录E.2。
	7.2.1.7　接地装置检测内容及方法见附录D。当采用共用接地装置时，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4Ω。

	7.2.2　主厂房、副厂房
	7.2.2.1　测试地上厂房的长、宽、高，按本标准第7.1.1条划分防雷类别。
	7.2.2.2　检测厂房外部防雷装置。外部防雷装置检测项目及方法见附录D。
	7.2.2.3　选定一个与主地网连接良好的设备引下线或接地测试点为参考点，用等电位连接测试仪（电气导通测试仪）测试以
	7.2.2.4　检查低压电源线路是否安装电涌保护器（SPD），电源SPD检测内容及方法见附录E.1。
	7.2.2.5　检查监控、通信线路是否安装信号电涌保护器（SPD），信号SPD检测内容及方法见附录E.2。
	7.2.2.6　接地装置检测内容及方法见附录D。当采用共用接地装置时，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4Ω。

	7.2.3　变压器场、开关站
	7.2.3.1　变压器、开关站处在建筑物内部的，应测试建筑物的长、宽、高，按本标准第7.1.1条划分防雷类别。外部防
	7.2.3.2　变压器、开关站处在露天的，检测变压器场、开关站高压线路的防直击雷装置。防直击雷装置检测项目及方法见附
	7.2.3.3　选定一个与主地网连接良好的设备引下线或接地测试点为参考点，用等电位连接测试仪（电气导通测试仪）测试以
	7.2.3.4　测试各独立接闪杆（塔）、设有接闪杆或接闪线的构架、各终端塔的接地电阻。接地电阻不应大于10Ω。
	7.2.3.5　测试独立接闪杆（塔）与道路或人员出处口空气中间隔距离，距离不宜小于3m。
	7.2.3.6　接地装置检测内容及方法见附录D。

	7.2.4　其它建筑物或设施
	7.2.4.1　测试建筑物的长、宽、高，按本标准第7.1.1条划分防雷类别。
	7.2.4.2　检测建筑物外部防雷装置。外部防雷装置检测项目及方法见附录D。
	7.2.4.3　检查低压电源线路是否安装电涌保护器（SPD），电源SPD检测内容及方法见附录E.1。
	7.2.4.4　检查监控、通信线路是否安装信号电涌保护器（SPD），信号SPD检测内容及方法见附录E.2。
	7.2.4.5　接地装置检测内容及方法见附录D。外部防雷接地电阻值应符合GB/T21431的规定，电子信息系统设备接
	7.2.4.6　电力设备的下列金属部分，可不接地。



	8　检测作业要求
	8.1　一般要求
	8.1.1　检测前应查阅防雷装置相关设计资料或上次检测资料，必要时应现场勘察检测环境、设备和设施布局等，与受检单
	8.1.2　检测人员应穿戴长袖防静电工作服、安全帽、绝缘防砸劳保鞋、防滑手套等劳保用品。
	8.1.3　检测前应由受检单位对检测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必须取得受检单位作业票或许可，掌握并遵守受检单位各项安全管
	8.1.4　检测前检测负责人进行岗前安全教育，对危险有害因素识别和控制措施进行讲解并逐一确认，让检测人员能够识别
	8.1.5　按照检测方案配置检测人员、准备检测仪器装备，检测前对所有检测仪器进行检查和状态确认，遵守仪器操作规程
	8.1.6　检测作业应由不少于两人承担，并有受检单位人员配合。
	8.1.7　检测人员应身体健康并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无不适合从事检测作业的疾病，每年进行一次全面体检，符合作业要
	8.1.8　凡发现检测人员有饮酒、精神不振时，禁止进行检测作业。
	8.1.9　检测车辆应严格按照受检单位规定行驶、停放。
	8.1.10　噪声大的场所应根据噪声等级配备耳塞。
	8.1.11　接地装置接地电阻、接地装置的工频特性参数测试应尽量在干燥季节和土壤未冻结时进行，不应在雷、雨、雪中或
	8.1.12　遇有雷暴、沙尘暴、浓雾、雨、雪、6级及以上强风等恶劣天气，应立即停止露天检测作业，并采取相应的安全防
	8.1.13　检测作业过程中如遇特殊情况，应立即停止检测作业；若检测过程中发生事故，应立即采取应急处置措施。检测作

	8.2　电气检测作业要求
	8.2.1　本标准中电气检测作业是指对配电设施、电源SPD、电气设备的防雷装置检测作业以及对接地装置工频特性参数
	8.2.2　作业前受检单位负责人员对检测现场进行安全交底，双方明确检测作业范围、现场设备带电情况。
	8.2.3　检测配电室（房）、配电柜、变电所内防雷装置时应识别电压等级，不得盲目测试。
	8.2.4　检测人员应在受检单位负责人员允许下进入现场，作业前应先用验电设备检查被检测设施、验证设备是否带电，在
	8.2.5　在检测配电箱（柜）中的电源SPD时，应先了解线路的走向，检查接线端子固定是否可靠，以免在对模块式SP
	8.2.6　电源SPD前端单独设有断路器或熔断器的可以在线测试。测试前应先断开断路器或熔断器并用验电设备测试确定
	8.2.7　不得在SPD带电的情况下进行检测。如需停电作业，应在断开的电源开关处挂上“有人工作，禁止合闸”标示牌
	8.2.8　在变压器场、高压开关站检测时不得使用金属梯子，不得使用金属导体的杆、棒，不得扔、甩测试线缆等，测试线
	8.2.9　一旦发生人员触电应立即断开电源，未断开电源前不得用手或导电物体施救。

	8.3　高处检测作业要求
	8.3.1　凡在离坠落基准面2m及以上有可能坠落的地点进行的检测作业均视为高处检测作业。
	8.3.2　检测作业前应对高处作业场所进行现场勘察，作业时佩戴双钩五点式安全带，安全带不应有破损并在有效期内。
	8.3.3　高处作业地点下方应设置隔离区，并设置“闲人免进”、“禁止通行”等明显的警告标志，防止落物伤人。隔离区
	8.3.5　高处检测作业人员随身携带的检测仪器、工具要有挂绳固定并放入腰包内，防止坠落；测试线缆应可靠系在腰上并
	8.3.6　使用梯子时，梯脚底部坚实，不得垫高使用，立梯坡度以60°为宜，踏板上下间距以30cm为宜，不得有缺档
	8.3.7　攀登过程中每上一步应逐档检查爬梯的牢固性，上下爬梯必须抓牢，并不准两手同时抓一个部位，应使用双钩安全
	8.3.8　攀登过程中检测人员要保持缓慢平稳的节奏，不应急促。地面作业人员要在警戒线外配合高处检测作业人员布放测
	8.3.9　攀登过程中休息或在高处检测作业时应将安全带固定可靠，需要在作业平台移动时要确认脚下牢固可靠。
	8.3.10　检测完毕后要通过对讲机通知地面作业人员，地面作业人员要在坠落半径外配合攀爬人员的速度回收测试线缆。向
	8.3.11　严禁上下抛、扔随身携带的物品、测试线缆以及建（构）筑物上的杂物等。
	8.3.12　如在登高检测作业过程中突遇雷雨、大风、受检设施异常等特殊情况，应立即停止攀登、移动、检测，并将安全带
	8.3.13　气温低于0℃应停止户外登高检测作业。


	9　检测数据记录、整理及报告
	9.1　检测数据记录
	9.1.1　应根据检测场所类别选择相应类别的检测原始记录表。检测原始记录表内容参照附录B编制。
	9.1.2　检测原始记录表应采用黑色、蓝黑色中性笔或钢笔填写，字迹工整、信息完整。
	9.1.3　应随检测进程如实将每个检测数据或结果记录在原始记录表上，绘制草图标记检测点的位置。原始记录表中填写的
	9.1.4　现场检测人员应如实填写检测数据或结果，不应对所测数据进行修约。
	9.1.5　涉及复检的应在原始记录表中的复检记录处填写复检日期、复检项目、复检结果、复检人等。
	9.1.6　原始记录表应有现场检测人员、检测负责人和受检单位人员签字确认。
	9.1.7　原始记录不得随意修改，如需要对数据进行更正时，应在错误数据上划两杠水平线后，再在错误数据右上角填写正
	9.1.8　测试数据读数与记录数据过程中数值修约要求如下：
	9.1.9　原始记录表每页均应有与正式检测报告对应的唯一性标识。
	9.1.10　验收检测原始记录表应永久保存，定期检测原始记录表应至少保存6年。
	9.1.11　检测原始记录表除应进行纸质文档保存外，宜采取电子扫描存档，以防止纸质记录被意外更改。

	9.2　检测数据整理
	9.2.1　原始记录中涉及计算年预计雷击次数并划分防雷类别的，应按标准要求计算并将结果填写到原始记录中的相应位置
	9.2.2　涉及外部防雷装置检测的，应计算接闪器的保护范围、判断被保护物是否处在接闪器保护范围内，并将结果填写到
	9.2.3　填写计算结果的人员应与记录人相同。
	9.2.4　需要进行数值修正的，应在原始记录的备注栏注明修正的方法。
	9.2.5　检查、核对检测项目和数据的完整性，核对检测项目与检测草图中检测点的一致性，均确认无误后方可编制检测报

	9.3　检测报告
	9.3.1　每个独立的场所或区域出具一份检测报告，检测报告结构、格式应按附录B进行编制，接地装置特性参数测试典型
	9.3.2　检测报告应附检测示意图，并在检测示意图中标注检测报告中的每个检测项目位置。
	9.3.3　应将各项检测数据与相关的技术标准要求进行比较，判定各检测项目是否符合要求，对不符合要求的项目提出不符
	9.3.4　检测报告结论应用词规范、准确。
	9.3.5　检测报告应经审核人员审核，审核人员发现问题应返回报告编制人员进行修改，审核人员审核通过后提交技术负责
	9.3.6　报告打印装订后，应由检测人员、审核人员、技术负责人或授权签字人签字，检测报告封面、检测评价页及骑缝处
	9.3.7　检测报告、不符合项通知书应一式二份，一份送受检单位，一份由检测机构存档。存档应有纸质和电子存档两种形



	附　录　A（资料性附录）危险因素识别与控制措施确认表
	附　录　B（规范性附录）检测报告格式
	B.1　检测报告封面
	B.2　检测报告说明页 
	B.3　检测报告表
	B.4　检测平面示意图格式
	B.5　不符合项通知书
	B.6　不符合项复检记录

	附　录　C（资料性附录）检测作业事故应急处置
	C.1　一般规定
	C.2　高处坠落事故
	C.2.1　发生人员轻伤时，现场人员应采取防止受伤人员大量失血、休克、昏迷等紧急救护措施，并将受伤人员移至安全地
	C.2.2　遇有创伤性出血的伤员，应迅速包扎止血，使伤员保持在头低脚高的卧位，并注意保暖。
	C.2.3　如果受害者处于昏迷状态但呼吸心跳未停止，应立即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同时进行胸外心脏按压，一般以口对口
	C.2.4　如受害者心跳已停止，应先进行胸外心脏按压。 
	C.2.5　发现伤者手足骨折，不要盲目搬运伤者。应在骨折部位用夹板把受伤位置临时固定使断端不再移位或刺伤肌肉神经

	C.3　触电事故
	C.3.1　当发生人员触电事故时应设法迅速切断电源，如拉开电源开关、刀闸等或使用绝缘工具、干燥的木棒、木板等绝缘
	C.3.2　救护人员在抢救过程中应注意保持自身与周围带电部分必要的安全距离，保证自己免受电击。
	C.3.3　触电伤员如神志清醒者，应使其就地仰面平躺，密切观察，暂时不要使其站立或走动。 
	C.3.4　触电伤员如神志不清者，应就地仰面平躺且确保气道畅通，并用5秒时间呼叫伤员或轻拍其肩部以判断伤员是否意
	C.3.5　为防止触电者受伤，应保持脊柱在伸直状态不得弯曲，如需搬运应用硬板保持仰面平躺使伤员身体处于平直状态，


	附　录　D（规范性附录）外部防雷装置检测项目及方法
	D.1　接闪器检测
	D.1.1　检查接闪器的类型，其类型主要包括接闪杆、接闪带、接闪线、接闪网、可以用作接闪的金属屋（顶）面、金属构
	D.1.2　检查接闪器的安装方式，包括独立接闪器和非独立接闪器。
	D.1.3　检测接闪器的材料、规格（包括直径、截面积、厚度等）是否符合GB 50057的要求。
	D.1.4　检查接闪器上是否附着其它电气线路。
	D.1.5　检查接闪器有无防腐措施。
	D.1.6　检查接闪器、接闪器与引下线的焊接（连接）长度及焊接（连接）质量是否符合GB 50057的要求。
	D.1.7　根据接闪器的不同类型，分别检测以下参数：
	D.1.8　交流标称电压6kV～750kV电力系统中的发电、输电、变电、配电等场所根据保护角计算接闪器的保护范围
	D.1.9　检查接闪器有无损伤、断裂及严重锈蚀现象。
	D.1.10　检查接闪器与建筑物顶部外露的其它金属物的电气连接、与引下线的电气连接，屋面设施的等电位连接。
	D.1.11　测试接闪器的接地电阻。
	D.1.12　检查高度超过滚球半径的建（构）筑物防侧击雷装置是否符合GB 50057的要求。
	D.1.13　当低层或多层建（构）筑物利用女儿墙内、防水层内或保温层内的钢筋作暗敷接闪器时，要对该建（构）筑物周围

	D.2　引下线检测
	D.2.1　检查引下线的敷设方式，主要包括明敷、暗敷或利用金属体本身作为引下线。
	D.2.2　检查引下线有无防腐措施。
	D.2.3　检查引下线上是否附着其它电气线路或可燃、易燃物。
	D.2.4　检查明敷引下线是否经最短路径接地，是否牢固，引下线与接闪器、接地装置之间焊接（连接）长度及焊接（连接
	D.2.5　检测每根引下线的材料、规格（包括直径、截面积、厚度等）是否符合GB 50057的要求。暗敷引下线测量
	D.2.6　用拉力计测试引下线固定支架能否承受49N的垂直拉力。检查引下线是否平直。
	D.2.7　检查引下线有无损伤、断裂及严重锈蚀现象。
	D.2.8　测量引下线与附近电气和信号线路的距离是否符合GB 50057的要求。
	D.2.9　沿建（构）筑物或设施周边检查引下线的数量、相邻引下线间距是否符合GB 50057的要求。
	D.2.10　测试每根引下线的接地电阻，设有断接卡的引下线，应将断接卡断开分别测试其上端和下端接地电阻。利用钢筋混
	D.2.11　检查人员出入口处引下线的防机械损坏和防接触电压措施是否符合GB 50057的要求。

	D.3　接地装置检测
	D.3.1　接地装置的检测包括对接地线和接地体的检测。
	D.3.2　检查接地装置有无防腐措施。
	D.3.3　首次检测时应查看设计、施工资料，检查接地装置的结构型式和安装位置。接地装置包括自然接地装置、人工接地
	D.3.4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分别检测接地线、接地体的材料、规格（直径、截面积、厚度）是否符合GB 50057的
	D.3.5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测量接地装置的焊接长度、焊接质量是否符合GB 50057的要求，检查接地装置有无开
	D.3.6　测量防直击雷的人工接地装置与建筑物出入口或人行道之间的距离是否符合GB 50057的要求。
	D.3.7　检查人工接地体有无外露。 
	D.3.8　检查独立接闪杆的杆塔 、架空接闪线（网）的支柱及其接地装置与被保护建筑物及与其有联系的管道、电缆等金
	D.3.9　检查防跨步电压措施是否符合GB 50057的要求。
	D.3.10　用接地电阻测试仪测试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当需要冲击接地电阻时，应按GB 50057的要求进行换算或使
	D.3.11　每次接地电阻测试宜固定在同一位置，采用同一型号仪器、同一种方法。
	D.3.12　测试大型接地装置时，应选用测试电流大于5A的接地电阻测试仪。
	D.3.13　接地装置工频接地电阻的测试方法应符合DL/T 475、GB/T 50065及相关规范的要求。
	D.3.14　接地装置接地电阻应符合GB 50057及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当防雷接地、防静电接地、电气设备的工作接


	附　录　E（规范性附录）电涌保护器（SPD）检测项目及方法
	E.1　电源SPD
	E.1.1　检查SPD外观，SPD的表面应平整、光洁、无裂痕和烧灼痕或变形，检查劣化显示窗口或状态指示灯是否正常
	E.1.2　检查SPD前端有无过电流保护器。
	E.1.3　检查SPD安装位置、数量、型号、主要性能参数（Imax或Iimp、In、Up、Uc等）、安装工艺。
	E.1.4　测量SPD连接线、接地线的长度。
	E.1.5　检查SPD连接导线的材质和截面积。
	E.1.6　检查SPD连接线、接地线的连接质量。
	E.1.7　将SPD脱离电源测试其压敏电压、漏电流、残压、绝缘电阻等参数。
	E.1.8　测量各级SPD间线路长度，开关型SPD间应大于10m，限压型SPD间应大于5m。
	E.1.9　用毫欧表测试SPD接地端与接地装置的电气连接。
	E.1.10　电源SPD性能要求见GB 18802.1。

	E.2　信号SPD
	E.2.1　检查SPD外观是否正常。
	E.2.2　检查SPD的运行电压、传输速率等参数与信号线路的相应参数是否匹配。
	E.2.3　检查SPD安装位置、数量、型号、主要性能参数（In、Up等）。
	E.2.4　检查SPD连接导线的材质和截面积。
	E.2.5　用毫欧表测试SPD接地端子与接地装置的电气连接。
	E.2.6　信号SPD性能要求见GB/T 188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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