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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DB31/T

 

389—2007《防雷装置安全检测技术规范》。
本标准主要参照GB/T

 

21431《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GB
 

50057—2010《建筑物防雷设计

规范》和GB
 

50343—2012《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的技术要求,结合本市地理、气象、环境

和雷电活动规律等实际情况制定。本标准与DB31/T
 

389—2007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

如下:
———修改了检测分类,见3.1、3.2。
———依据GB

 

50057—2010中的条文修改了建筑物防雷分类的要求,见5.1。
———接闪器的布置、材料规格、结构、最小截面和安装方式等按GB

 

50057—2010作了修改,见5.2;
其中增加了关于屋顶转角处接闪带敷设的相关要求,见5.2.1.1。

———接闪器的检测依据GB
 

50057—2010中相应的条文作了修改,见5.2.2。
———引下线的布置、材料规格和安装方式等按GB

 

50057—2010作了修改,见5.3.1。
———引下线的检测依据GB

 

50057—2010相应的条文作了修改,见5.3.2;其中增加了测量接地电

阻时,
 

专设引下线的断接卡应断开的要求,见5.3.2.3.8。
———接地装置的布置、材料规格和安装方式等按GB

 

50057—2010作了修改,见5.4.1。其中接地

装置的接地电阻数值根据上海实际情况,由10
 

Ω改为4
 

Ω(本标准其他条款均按此修改),见

5.4.1.3.4,
 

其中增加了防接触电压和防跨步电压的要求,见5.4.1.3.5。
———接地装置的检测依据GB

 

50057—2010相应的条文作了修改,见5.4.2。增加了检查防接触电

压和防跨步电压措施的要求,见5.4.2.3.5。
———防雷区划分的要求依据GB

 

50057—2010中第6章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见5.5。
———电磁屏蔽的检测要求依据GB

 

50057—2010中第6章的内容进行了修改,见5.6。
———等电位连接的要求根据GB

 

50057—2010中第6章的内容进行了修改,见5.7.1。
———等电位连接的检测要求根据GB

 

50057—2010中第6章的内容作了修改,见5.7.2。其中在电

子设备等电位连接的检测中,增加了检测部位的分类,见5.7.2.10;过渡电阻值的标准由

0.03
 

Ω改为0.2
 

Ω,见5.7.2.11。
———电涌保护器的基本要求依据GB

 

50057—2010中相关条文进行了修改,见5.8.1。其中用于低

压电源线路SPD的通流量参数值要求,根据上海实际情况作了修改,见表5;用于电源线路连

接SPD的导线材料规格要求,根据GB
 

50057—2010中相关条文进行了修改,见表10;增加了

对于电源SPD后备保护装置的要求,见5.8.1.4.2、5.8.1.4.3。
———在电源SPD的测试中,修改了压敏电压和泄漏电流的测试方法,见5.8.3.1、5.8.3.2。增加了

开关型SPD绝缘电阻的测试方法,见5.8.3.3。
———增加了在爆炸和有毒危险区域(场所)检测时的安全要求,见6.7。
———对检测程序的相关条文进行了修改,见8。
———修改了检测数据判定的相关条文,见9。
———增加了检测档案管理的要求,见10。
———修改了附录A中的内容,增加了检测原始记录和检测报告的式样,见附录E、附录F、附录G、

附录H。根据各附录在文中出现的顺序,对附录的次序作了调整。
———根据GB/T

 

1.1—2009的要求,将原标准中未直接引用的标准均改为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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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GB/T
 

1.1—2009和GB/T
 

1.2—2002的规定对本标准文本格式进行了整理修订。
本标准由上海市气象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上海市防雷中心、上海宝钢工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化学工业检验检测有限

公司、上海化工区职业技术协会、上海森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上海盎特电气有限公司、上海雷霸电气科

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黄晓虹、梅勇成、曹和生、李惠菁、闫战玲、胡建民、朱沧生、张宁、安志国、
张朝阳、刘政国。

本标准参加起草人:周歧斌、赵洋、花克勤、宋茜、陈渊博、朱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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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雷装置安全检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防雷装置安全检测的项目、要求、方法、环境、周期、程序、数据判定和档案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建筑物及其电气电子信息系统防雷装置的安全检测(以下简称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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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1431 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

GB
 

50057—2010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T
 

50312—2007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验收规范

3 一般规定

3.1 检测分为首次检测和定期检测。首次检测为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防雷装置施工过程中的检测

和投入使用后建筑物防雷装置的第1次检测。定期检测是首次检测后按规定周期进行的检测。

3.2 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防雷装置施工过程中的检测,应对其结构、布置、形状、材料规格、尺寸、连
接方法和电气性能进行分阶段检测。投入使用后防雷装置的第1次检测应按相应设计文件或技术规范

要求进行。

3.3 检测项目应按检测程序中对首次检测和定期检测的规定来选取。按本标准要求对防雷装置外观

部分进行目测检查,对隐蔽部分应核查隐蔽工程施工记录,对防雷装置进行测量,对所获得的信息数据

进行分析处理,并对防雷装置安全性能作出判定。

4 检测项目

防雷装置检测项目为建筑物的防雷分类、接闪器、引下线、接地装置、防雷区的划分、电磁屏蔽、等电

位连接、电涌保护器(SPD)和合理布线的测试。

5 检测要求和方法

5.1 建筑物的防雷分类

5.1.1 要求

应符合GB
 

50057—2010中第3章、4.5.1、4.5.2和本标准附录A的规定。

5.1.2 检查

5.1.2.1 根据建筑物的重要性、使用性质、发生雷电事故的可能性和后果,确定该建筑物的防雷分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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