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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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是DB15/T 2849《防雷技术规范》的第9部分。

本文件由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提出。

本文件由内蒙古自治区气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M/TC 2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内蒙古自治区雷电预警防护中心，内蒙古锐克雷电防护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员：秦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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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内蒙古自治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多样，造就了众多行业。不同行业的建（构）筑物、设备、场所

以及附属设施所遭受雷电灾害的影响也因其自身的特点而有所不同。DB15/T 2849《防雷技术规范》分

别针对这些不同需求，规定具体的防雷技术要求，DB15/T 2849拟由以下十个部分构成。

——第 1 部分：电梯。目的在于为电梯设备及其配电、控制系统的防雷装置设计与施工提供技术指

南。

——第 2 部分：玻璃幕墙。目的在于为玻璃幕墙的防雷装置设计与施工提供技术指南。

——第 3 部分：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目的在于为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的防雷装置设计与施工提供

技术指南。

——第 4 部分：旅游景区蒙古包。目的在于为旅游景区蒙古包的防雷装置设计与施工提供技术指南。

——第 5 部分：白酒生产设施。目的在于为白酒生产设施的防雷装置设计、施工与检测提供技术指

南。

——第 6 部分：大型游乐场所。目的在于为大型游乐场所的防雷装置设计与施工提供技术指南。

——第 7 部分：设施农业智能温室。目的在于为农业设施智能温室的防雷装置设计与施工提供技术

指南。

——第 8 部分：电动汽车充电站（桩）。目的在于为电动汽车充电站（桩）雷电防护装置的设计、

施工、管理与维护提供技术指南。

——第 9 部分：民用机场。目的在于为民用机场的防雷装置设计、施工提供技术指南。

——第 10 部分：露天煤矿。目的在于为新建、改建和扩建的露天煤矿防雷装置设计、施工提供技

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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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雷技术规范

第 6部分：民用机场

1 范围

本文规定了民用机场雷电防护装置的一般要求、防雷分类、雷电防护装置设计、雷电防护装置施工、

雷电监测和预警。

以下部分不属于本文件的范围：

a) 民用机场所属的油库；

b) 民用机场所属的加油加气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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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XT 309-2017 防雷安全管理规范

GB/T 18041 民用航空货物运输术语

GB 50057-2010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174-2017 数据中心设计规范

GB 50343-2012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GB 50601-2010 建筑物防雷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3.1

民用机场 civil airport

是指专供民用航空器起飞、降落、滑行、停放以及进行其他活动使用的划定区域，包括附属的建筑

物、设施和设备。

3.2

飞行区 airfield area

供飞机起飞、着陆、滑行和停放使用的场地，包括跑道、滑行道、停机坪、升降带、跑道端安全区,
以及仪表着陆系统、助航灯光系统等所在的区域，通常由隔离设施和建筑物所围合。

3.3

停机坪 apron

机场内供飞机上下旅客、装卸货物、加油、停放或维修等使用的特定场地，也叫机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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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助航灯光 navigational lighting aid

为航空器在夜间或低能见度情况下起飞、着陆、滑行提供目视引导而设于机场内规定地段的灯光总

称。

3.5

助航灯光变电站 substation for navigational lighting aid

主要为助航灯光供电的变电站。

3.6

航站楼 terminal

为乘坐航空器的旅客办理进出港手续并提供相应服务保障的机场建筑物。

3.7

指廊 pier

延伸出航站楼主楼并用于旅客候机和到达使用的空间。沿廊道的两侧设有登机口，飞机以垂直或

平行的方式停靠在廊道两侧。

3.8

登机桥 boarding bridge

延伸出航站楼主体结构、实现飞机与机场航站楼（或固定桥）之间的活动联接，供旅客及工作人

员上、下飞机通行的封闭通道。

3.9

行李分拣设备 baggage sorting equipment

处理将旅客托运行李按目的地的不同进行挑拣、分类，配送到飞机上和从飞机上将行李输送至行

李提取厅的系统设备。一般分为人工分拣、半自动分拣和全自动分拣三种模式。

3.10

机场控制区 security restricted area

根据安全需要，在机场内划定的进出受到限制的区域。

3.11

门禁系统 access control system

也称出入口控制系统，利用身份鉴别技术对出入口目标进行识别并控制出入口执行机构启闭的电

子系统，一般包括身份识别、传感与报警、处理与控制、线路与通信、管理与设置等功能。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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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界 fencing

为了防止对航空器形成危害的动物，阻止未经许可的人员或物体进入机场活动区而设立的围墙或

围栏。

3.13

入侵报警系统 intrusion alarm system

利用传感器技术和电子信息技术探测发生在机场特定区域内的入侵或试图入侵行为，并通过声光

报警信号在安全保卫控制中心显示出事地点，便于迅速采取应对措施的系统。

3.14

接闪器 air-termination system

由拦截闪击的接闪杆、接闪带、接闪线、接闪网以及金属屋面、金属构件等组成。

[GB 50057-2010，定义2.0.8]

3.15

电涌保护器 surge protective device (SPD)

用于限制瞬态过电压和分泄电涌电流的器件。它至少含有一个非线性元件。

[GB 50057-2010，定义2.0.29]

3.16

I级试验 class I test

电气系统中采用I级试验的电涌保护器要用标称放电电流In、1.2/50μs冲击电压和最大冲击电流Iimp
做试验。I级试验也可用T1外加方框表示，即T1。

[GB 50057-2010，定义2.0.35]

3.17

II级试验 class II test

电气系统中采用II级试验的电涌保护器要用标称放电电流In、1.2/50μs冲击电压和8/20μs电流波最大

放电电流Imax做试验。II级试验也可用T2外加方框表示，即T2。
[GB 50057-2010，定义2.0.37]

3.18

III级试验 class III test

电气系统中采用III级试验的电涌保护器要用组合波做试验。组合波定义为由2Ω组合波发生器产生

1.2/50μs开路电压UOC和8/20μs短路电流ISC。III级试验也可用T3外加方框表示，即T3。
[GB 50057-2010，定义2.0.39]

4 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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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雷电防护装置应与主体建筑同时设计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4.2 民用机场区域内应设置雷电监测预警系统并制定雷电灾害应急预案。

4.3 民用机场应开展包含雷电灾害风险评估的气候可行性论证，根据评估和论证结果设计和完善雷电

防护措施。

4.4 民用机场及附属设施的雷电防护装置应在每年汛期前委托有相关资质的单位进行检测。

5 防雷分类

5.1 民用机场航站楼及指廊应划分为第二类防雷建筑物。

5.2 停机坪上安装各类设备的雷电防护装置应参照第二类防雷建筑物设计。

5.3 民用机场其他所属建筑物应参照 GB 50057-2010第 3章划分防雷分类。

6 雷电防护装置设计

6.1 直击雷防护

6.1.1 航站楼、指廊

6.1.1.1 钢架结构的航站楼、指廊可利用钢架主体作为接闪器和引下线，但钢架接闪部分的结构尺寸

应符合表 1的要求，材料尺寸应符合附表 A.1的要求。

表 1 接闪网网格尺寸要求

建筑物的防雷类别 第二类防雷建筑物 第三类防雷建筑物

接闪网网格尺寸

m
≤10×10或≤12×8 ≤20×20或≤24×16

6.1.1.2 航站楼、指廊整体应采用共用接地系统，接地装置材料尺寸应符合附表 A.2的要求，其雷电

防护装置的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 4Ω。

6.1.1.3 航站楼上或附近架设的时钟天线等信号天线，位于 LPZ0A区的，应单独为其设置接闪器。

6.1.2 停机坪区域

6.1.2.1 登机桥主体金属结构应与航站楼、指廊的雷电防护装置相连，形成电气通路。

6.1.2.2 停机坪内高杆灯与登机桥水平安全距离不应小于 3m。

6.1.2.3 高杆灯为独立接地时，其防雷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 10Ω。

6.1.2.4 停机坪区域飞机加油防静电接地设施应做防雷接地处理，其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 10Ω。

6.1.3 飞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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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1 飞行区内金属岗亭、移动警务车、充电桩、露天配电箱、助航灯光器材支架等大金属物应做

防雷接地处理，且每个单体接地点不少于 2处。与其他设备共同组成共用接地系统的，接地电阻值应由

接入设备中要求的最小值确定；未接入其他设备且采用独立接地的，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 10Ω。

6.1.3.2 围界应做防雷接地处理，其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 10Ω。

6.2 雷击电磁脉冲防护

6.2.1 航站楼、指廊

6.2.1.1 高杆灯设有独立配电箱时，配电箱与高杆灯金属外壳应等电位连接。

6.2.1.2 航站楼出入门禁系统设备外壳、警务亭金属外壳等应与航站楼雷电防护装置等电位连接，过

渡电阻值不应大于 0.2Ω。

6.2.1.3 航站楼上或附近架设的天线线路应穿金属管敷设，且金属管与航站楼的雷电防护装置等电位

连接，过渡电阻值不应大于 0.2Ω。

6.2.2 停机坪区域

6.2.2.1 金属外跨梯应与登机桥主体金属结构等电位连接，其过渡电阻值不应大于 0.2Ω。

6.2.3 飞行区

6.2.3.1 围界上安装入侵报警系统设备的线路应穿金属管敷设，金属管应与围界等电位连接，其过渡

电阻值不应大于 0.2Ω。

6.2.4 电子信息系统机房

6.2.4.1 电子信息系统机房宜采用M型结构等电位连接，等电位连接形式见附录 B。

6.2.4.2 电子信息系统机房内设备机柜、精密空调、UPS、电池柜等应就近与机房内均压环等电位连

接，其过渡电阻值不应大于 0.2Ω。

6.2.4.3 各类弱电机房的地板或地面应有静电泄放措施和接地构造，防静电地板、地面的表面电阻或

体积电阻值应为 2.5×104Ω～1.0×109Ω，且应有防火、环保、耐污耐腐性能。

6.3 电涌保护器（SPD）

6.3.1.1 航站楼、指廊内的分配电系统应在开关的电源侧装设 II级试验的 SPD，其电压保护水平不应

大于 2.5kV。

6.3.1.2 航站楼、指廊内的弱电机房开关电源侧装设 II级试验或 III级试验的 SPD。

6.3.1.3 登机桥配电系统开关的电源侧应加装 II级试验 SPD，其电压保护水平不应大于 2.5kV。

6.3.1.4 高杆灯配电箱开关的电源侧应加装 II级试验 SPD，其电压保护水平不应大于 2.5kV。

6.3.1.5 电子信息系统机房配电系统应单独设置 II级试验或 III级试验的 SPD作为后级防护。停止工

作可能会造成事故的设备，应在其配电系统前级装设多级 II级试验或 III级试验的 SPD作为精细防护。

6.3.1.6 使用直流电源的信息设备，宜安装适配的直流电源线路 SPD。

6.3.1.7 与天馈传输系统相连的电子设备，宜安装适配的天馈线路 S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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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雷电防护装置施工

7.1 雷电防护装置连接

7.1.1 雷电防护装置使用的材料为钢材时，其连接应采用焊接，焊接时的搭接长度和焊接方法应符合

表 2的要求。

表 2 雷电防护装置钢材焊接时的搭接长度及焊接方法

焊接材料 搭接长度 焊接方法

扁钢与扁钢 不应小于扁钢宽度的2倍 两个大面不应少于3个棱边焊接

圆钢与圆钢 不应小于圆钢直径的6倍 双面施焊

圆钢与扁钢 不应小于圆钢直径的6倍 双面施焊

扁钢与钢管、扁钢与角钢
紧贴角钢外侧两面或紧贴3/4钢管表面，上、下两侧施焊，并以由钢管弯成的弧形（或

直角形）卡子或直接由扁钢本身弯成弧形或直角形与钢管或角钢焊接。

7.1.2 焊接部分的焊缝应饱满无遗漏且应刷防锈漆。

7.1.2.1 应在所有安装有电子设备的机房内设置局部等电位连接端子，等电位连接端子应根据设备的

多少宜做成长、宽、厚 500mm×50mm×5mm 或 300 mm×50 mm×5 mm 的铜排安排在距地面 150 mm
左右的墙边，铜排上钻Φ10mm、Φ8mm 的孔配备螺钉，供设备接地和等电位连接之用。等电位连接端

子再用 25 mm2的铜线与接地极或预留接地点电气连接。

7.1.2.2 在设备机房即 LPZ1与 LPZ2 区将进入设备机房各类金属管道、金属电缆的外导电层、金属

桥架、PE线（保护线）用 6mm2以上的铜线进行总等电位连接并连接在机房集中接地汇流排上，再用

25 mm2以上的铜线与接地板接地。

7.2 防跨步电压

7.2.1 机场所有金属构筑物（含高杆灯）均应进行可靠接地，在有人员走动的位置附近设置雷电防护

安全标志并有明显警示标志。

7.3 SPD的安装

7.3.1 开关型 SPD与限压型 SPD之间的线路长度不宜小于 10 m，限压型 SPD之间的线路长度不宜小

于 5m。当 SPD之间的线路长度不满足要求时，应加装限耦元件。当 SPD生产厂有明确说明其产品中

已有能量配合措施时，可不加装退耦元件。

7.3.2 SPD两端连线的材料和最小截面要求应符合表 3的要求。连接长度不宜大于 0.5m，如达不到要

求时，可采用 GB 50601中的 V形连接。

7.3.3 带有接线端子的低压配电线路的 SPD的连接应采用压接；带有接线柱的 SPD宜采用线鼻子与

接接线柱连接。

7.3.4 连接导线应符合，相线采用黄、绿、红色，中性线采用浅蓝色，保护线用绿/黄双色线的要求。

表 3 SPD两端连线的材料和最小截面面积

等电位连接部件 材料
截面

mm2



8

连接 SPD

的导体

电气系统

Ⅰ级试验SPD

铜

6

Ⅱ级试验SPD 2.5

Ⅲ级试验SPD 1.5

电子系统

D1类SPD 1.2

其他类的SPD（连接导体的截面可小于

1.2mm2）
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8 雷电监测和预警和其他雷电灾害防御措施

8.1 民用机场及附属设施区域应建设雷电监测和预警系统，以提示相关部门做出雷电灾害主动防护措

施。

8.2 雷电监测定位系统应符合 QX/T 79.1-2007的要求。

8.3 雷电灾害防御重点单位应采取以下措施：

a) 建立雷电防护装置定期检测及保养制度，委托有检测资质的单位实施雷电防护装置安全检测，

并安排专人对雷电防护装置进行维护保养；

b) 每年开展雷电灾害防御科普宣传，普及防雷减灾知识和避险自救技能；

c) 建立手机、电子显示屏、计算机网络、电视广播等雷电监测预警预报信息接收终端，在接收雷

电预警信息后，根据预警信息，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雷电预警信号分级及防御指南见附录 B；

d) 每年组织开展防雷安全工作人员培训；

e) 根据需要建立防雷安全应急值守制度；

f) 制定雷电灾害应急预案，组建应急队伍，并按照应急预案要求定期演练，总结演练的经验和不

足，不断完善应急预案，雷电灾害应急预案范本参见 QX/T 245；

g) 建立雷电灾害防御工作定期检查制度；

h) 建立雷电灾害防御工作档案；

i) 发生雷电灾害事故后，应做好灾害调查，并及时上报当地气象主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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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接闪器、引下线、接地装置的材料和最小尺寸

接闪器、引下线、接地装置的材料和最小尺寸要求见表 A.1～表 A.2。
表A.1 接闪器、引下线的材料和最小尺寸

材料 结构
最小截面

mm2
备注

⑩

铜，镀锡铜
①

单根扁铜 50 厚度2mm

单根圆铜
⑦ 50 直径8mm

铜绞线 50 每股线直径1.7mm

单根圆铜
③、④ 176 直径15mm

铝

单根扁铝 70 厚度3mm

单根圆铝 50 直径8mm

铝绞线 50 每股线直径1.7mm

铝合金

单根扁形导体 50 厚度2.5mm

单根圆形导体 50 直径8mm

绞线 50 每股线直径1.7mm

单根圆形导体
③ 176 直径15mm

外表面镀铜的

单根圆形导体
50

直径8mm，径向镀铜厚度至少70μm，铜纯度

99.9%

热浸

镀锌钢
②

单根扁钢 50 厚度2.5mm

单根圆钢
⑨ 50 直径8mm

绞线 50 每股线直径1.7mm

单根圆钢
③、④ 176 直径15mm

不锈钢
⑤

单根扁钢
⑥ 50⑧ 厚度2mm

单根圆钢
⑥ 50⑧ 直径8mm

绞线 70 每股线直径1.7mm

单根圆钢
③、④ 176 直径15mm

外表面

镀铜的钢

单根圆钢（直径8mm）
50 镀铜厚度至少70μm，铜纯度99.9%

单根扁钢（厚2.5mm）

注：① 热浸或电镀锡的锡层最小厚度为 1μm；

② 镀锌层宜光滑连贯，无焊迹斑点，镀锌层圆钢至少 22.7g/m2、扁钢至少 32.4g/m2；

③ 仅应用于接闪杆。当应用于机械应力没达到临界值之处，可采用直径 10mm，最长 1m的接闪杆，并增加固定；

④ 仅应用于入地之处；

⑤ 不锈钢中，铬的含量等于或大于 16%，镍的含量等于或大于 8%，碳的含量等于或小于 0.88%；

⑥ 对埋于混凝土中以及与可燃材料直接接触的不锈钢，其最小尺寸宜增大至直径 10mm的 78mm2（单根圆钢）和

最小厚度 3mm的 75mm2（单根扁钢）；



10

⑦ 在机械强度没有重要要求之处，50mm2（直径 8mm）可减为 28mm2（直径 6mm），并应减小固定支架间的间距；

⑧ 当温升和机械受力是重点考虑之处，50mm2加大至 75mm2；

⑨ 避免在单位能量 10MJ/Ω下熔化的最小截面是铜为 16mm2、铝为 25mm2、钢为 50mm2、不锈钢为 50mm2；

⑩ 截面积允许误差为-3%。

表A.2 接地体的材料和最小尺寸

材料 结构

最小尺寸

备注垂直接地体直径

（mm）

水平接地体

（mm2）
接地板（mm）

铜、镀锡铜

铜绞线 — 50 — 每股直径 1.7mm

单根圆铜 15 50 — —

单根扁铜 — 50 — 厚度 2mm

铜管 20 — — 壁厚 2mm

整块铜板 — — 500×500 厚度 2mm

网格铜板 — — 600×600

各网格边截面

25mm×2mm，网

格网边总长度不

少于 4.8m

热镀锌钢

圆钢 14 78 — —

钢管 20 — — 壁厚 2mm

扁钢 — 90 — 厚度 3mm

钢板 — — 500×500 厚度 3mm

网格钢板 — — 600×600

各网格边截面

30mm×3mm，网

格网边总长度不

少于 4.8m

型钢 — — — —

裸钢

钢绞线 — 70 — 每股直径 1.7mm

圆钢 — 78 — —

扁钢 — 75 — 厚度 3mm

外表面镀铜的钢

圆钢 14 50 — 镀铜厚度至少

250μm，铜纯度

99.9%
扁钢 — 90（厚 3mm） —

不锈钢
圆形导体 15 78 — —

扁形导体 — 100 — 厚度 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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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电子系统功能性等电位连接整合到等电位连接网络中的方式

一个电子系统的各种箱体、壳体、机架等金属组件与建筑物接地系统的等电位连接网络做功能性等

电位连接，应采用S型星形结构或M型网形结构，如下图。

当采用S型等电位连接时，电子系统的所有金属组件应与接地系统的各组件绝缘。

S型等电位连接应仅通过唯一的ERP点，形成Ss型连接方式如下图。设备之间的多有线路和电缆当

无屏蔽时，宜与成星形连接的等电位连接线平行敷设。用于限制从线路穿导来的过电压的电涌保护器，

其引线的链接点应使加到被保护设备上的电涌电压最小。

M型等电位连接应通过多点连接组合到等电位连接网络中去，形成Mm型连接方式。

形式 S型星形结构 M型网形结构

基本的结构形式

功能性等电位接入等电位

连接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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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 电子系统功能性等电位连接整合到等电位连接网络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