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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在建筑电气与智能化系统工程建设中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

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满足经济社会管理基本需要，依

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范。 

1.0.2 供电电压不超过 35kV 的工业与民用建筑和市政工程电气与

智能化系统必须执行本规范。 

1.0.3 工程建设所采用的技术方法和措施是否符合本规范要求，由

相关责任主体判定。其中，创新性的技术方法和措施，应进行论证并符

合本规范中有关性能的要求。 

2 基本规定 

2.0.1 建筑电气工程应能向电气设备输送和分配电能，当供配电系

统或电气设备发生故障危及人身安全时，应具备在规定的时间内切断其

电源的功能。 

2.0.2 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应具备为建筑物内的人员和有通信要求

的设备提供信息服务的功能，当智能化系统发生故障时，应具备在规定

的时间内报警的功能。 

2.0.3 建筑物电气设备用房和智能化设备用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应设在卫生间、浴室等经常积水场所的直接下一层，当与其贴

邻时，应采取防水措施; 

2 地面或门槛应高出本层楼地面，其标高差值不应小于 0.10m，设

在地下层时不应小于 0.15m; 

3 无关的管道和线路不得穿越; 

4 电气设备的正上方不应设置水管道; 

5 变电所、柴油发电机房、智能化系统机房不应有变形缝穿越; 

6 楼地面应满足电气设备和智能化设备荷载的要求。2.0.4 电气设

备用房和智能化设备用房的面积及设备布置，应满足布线间距及工作人



员操作维护电气设备所必需的安全距离。电气设备和智能化设备用房的

环境条件应满足电气与智能化系统的运行要求。 

2.0.5 母线槽、电缆桥架和导管穿越建筑物变形缝处时，应设置补

偿装置。 

2.0.6 建筑电气工程和智能化系统工程的施工验收必须坚持设备运

行安全、用电安全的原则，强化过程验收控制。 

2.0.7 建筑电气和智能化系统使用时，应当制定运行维护方案，并

应严格执行。 

2.0.8 建筑电气工程和智能化系统工程中采用的电气设备和电线

电缆，应为符合相应产品标准的合格产品。 

2.0.9 建筑电气及智能化系统工程中采用的节能技术和产品，应在

满足建筑功能要求的前提下，提高建筑设备及系统的能源利用效率，降

低能耗。 

3 电源及用房设计 

3.1 电源及用电负荷分级 

3.1.1 民用建筑主要用电负荷的分级应符合表 3.1.1 的规定。 

表 3.1.1民用建筑主要用电负荷分级 

用电负荷 

级别 
用电负荷分级依据 

适用建筑物 

示例 
用电负荷名称 

特级 

1)中断供电将危害人身安全造成人身重大伤亡; 

2)中断供电将在经济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 

3)在建筑中具有特别重要作用及重要场所中不

允许中断供电的负荷 

高度 150m 及

以上的一类高

层公共建筑 

安全防范系统、航空障碍

照明等 

一级 

1)中断供电将造成人身伤害;2）中断供电将在经

济上造成重大损失; 

3)中断供电将影响重要用电单位的正常工作，或

造成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 

一类高层建筑 

安全防范系统、航空障碍

照明、值班照明、警卫照

明、客梯、排水泵、生活给

水泵等 

二级 

1）中断供电将在经济上造成较大损失; 

2)中断供电将影响较重要用电单位的正常工作

或造成公共场所秩序混乱 

二类高层建筑 
安全防范系统、客梯、 

排水泵、生活给水泵等 

一类和二类高

层建筑 

主要通道、走道及楼梯间

照明等 

三级 不属于特级、一级和二级的用电负荷   



3.1.2 一级用电负荷应由两个电源供电，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一个电源发生故障时，另一个电源不应同时受到损坏; 

2 每个电源的容量应满足全部一级、特级用电负荷的供电要求。 

3.1.3 特级用电负荷应由 3 个电源供电，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3个电源应由满足一级负荷要求的两个电源和一个应急电源组成; 

2 应急电源的容量应满足同时工作最大特级用电负荷的供电要求; 

3 应急电源的切换时间，应满足特级用电负荷允许最短中断供电时

间的要求; 

4 应急电源的供电时间，应满足特级用电负荷最长持续运行时间的

要求。 

3.1.4 应急电源应由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电源组成: 

1 独立于正常工作电源的，由专用馈电线路输送的城市电网电源; 

2 独立于正常工作电源的发电机组﹔ 

3 蓄电池组。 

3.1.5 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用电单位应设置自备电源: 

1 特级负荷的应急电源不能满足本规范第 3.1.4条第 1款的规定; 

2 提供的第二电源不能满足一级负荷要求; 

3 两个电源切换时间不能满足用电设备允许中断供电时间要求。 

3.1.6 建筑高度 150m 及以上的建筑应设置自备柴油发电机组。

3.1.7 用于应急供电的发电机组应处于自启动状态。当城市电网电源中

断时，发电机组应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启动。 

3.1.8 与电网并网的光伏发电系统应具有相应的并网保护及隔离功

能。 

3.1.9 光伏发电系统在并网处应设置并网控制装置，并应设置专用

标识和提示性文字符号。 

3.1.10 人员可触及的可导电的光伏组件部位应采取电击安全防护

措施并设警示标识。 

3.2 电气装置用房 

3.2.1 变电所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配电室、电容器室长度大于 7m时，应至少设置两个出入口。 

2 当成排布置的电气装置长度大于 6m 时，电气装置后面的通道应至



少设置两个出口;当低压电气装置后面通道的两个出口之间距离大于

15m 时，尚应增加出口。 

3 变电所直接通向建筑物内非变电所区域的出入口门，应为甲级防

火门并应向外开启。 

4 相邻高压电气装置室之间设置门时，应能双向开启。 

5 相邻电气装置带电部分的额定电压不同时，应按较高的额定电压

确定其安全净距;电气装置间距及通道宽度应满足安全净距的要求。 

6 变电所的电缆夹层、电缆沟和电缆室应采取防水、排水措施。 

3.2.2 民用建筑内设置的变电所，除应满足本规范第 3.2.1 条要求

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应设置裸露带电导体或装置; 

2 不应设置带可燃性油的变压器和电气设备。 

3.2.3 变电所设有裸露带电导体时，除应满足本规范第 3.2.1条要

求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低压裸露带电导体距地面的高度不应低于 2.5m; 

2 3kV～35kV 电气装置间距及通道宽度应满足安全净距的要求; 

3 裸露带电导体上方不应装有用电设备、明敷的照明线路和电力线

路或管线跨越。 

3.2.4 柴油发电机房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柴油发电机房内，机组之间、机组外廊至墙的距离应满足设备运

输、就地操作、维护维修及布置辅助设备的需要; 

2 柴油发电机间、控制室长度大于 7m 时，应至少设两个出入口。 

3.2.5 专用蓄电池室应采用防爆型灯具，室内不得装设普通型开关

和电源插座。 

4 供配电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应急电源与非应急电源之间，应采取防止并列运行的措施。 

4.1.2 两个供电电源之间的切换时间应满足用电设备允许中断供电

时间的要求。 

4.1.3 备用电源应满足用电设备连续供电时间和供电容量的要求。 

4.1.4 备用电源和应急电源共用柴油发电机组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备用电源和应急电源应有各自的供电母线段及回路﹔ 

2 备用电源的用电负荷不应接入应急电源供电回路。 

4.1.5 当民用建筑的消防负荷和非消防负荷共用柴油发电机组时，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消防负荷应设置专用的回路; 

2 应具备火灾时切除非消防负荷的功能; 

3 应具备储油量低位报警或显示的功能。 

4.2 高压配电系统 

4.2.1 继电保护装置应满足可靠性、灵敏性、速动性和选择性的要

求。 

4.2.2 高压配电系统的短路故障保护应具备可靠、快速且有选择地

切除被保护设备和线路的短路故障的功能。 

4.2.3 进户断路器应具有过负荷和短路电流延时速断保护功 

4.2.4 配电断路器应具有过负荷和短路电流速断保护功能。 

4.2.5 隔离开关与相应的断路器、接地开关之间应采取闭锁措施。 

4.3 低压配电系统 

4.3.1 由建筑物外引入的低压电源线路，应在总配电箱（柜)的受电

端装设具有隔离功能的电器。 

4.3.2 避难区域的用电设备应采用专用的供电回路。 

4.3.3 电气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和外界可导电部分，严禁用作保护

接地中性导体（PEN)。 

4.3.4 在 TN-C 系统中，严禁断开保护接地中性导体(PEN)，且不得

装设断开保护接地中性导体（PEN)的任何电器。 

4.3.5 供配电系统中，隔离电器不得采用半导体器件;功能性开关

电器不得采用隔离器、熔断器和连接片。 

4.3.6 低压配电回路应设置短路保护，并应在短路电流造成危害前

切断电源。 

4.3.7 对于因过负荷引起断电而造成更大损失的供电回路，过负荷

保护应作用于信号报警，不应切断电源。 

4.3.8 交流电动机应装设短路保护和接地故障保护。 

4.3.9 当交流电动机反转会引起危险时，应有防止反转的安全措施。 



4.3.10 当被控用电设备需要设置急停按钮时，急停按钮应设置在被

控用电设备附近便于操作和观察处，且不得自动复位。 

4.4 特低电压配电系统 

4.4.1 特低电压配电系统的电压不应超过交流 50V 或直流 120V。 

4.4.2 特低电压配电回路的布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特低电压配电回路的线缆应选用铜芯导体; 

2 铜芯导体应满足最小截面面积和机械强度的要求; 

3 当特低电压配电回路与低压配电回路敷设在同一金属槽盒内时，

应采用带接地的金属隔离措施。 

4.4.3 采用安全特低电压(SELV)供电的照明回路应设置过负荷和短

路保护。 

4.5 电气照明系统 

4.5.1 建筑物应设置照明供配电系统。照明配电终端回路应设短路

保护、过负荷保护和接地故障保护，室外照明配电终端回路还应设置剩

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作为附加防护。 

4.5.2 允许人员进入的水池，安装在水下的灯具应选用防触电等级

为Ⅲ类的灯具，供电电源应符合本规范第 4.6.7 条的规定。 

4.5.3 室外灯具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54，埋地灯具防护等级不应低

于 IP67，水下灯具的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68。 

4.5.4 当正常照明灯具安装高度在 2.5m及以下，且灯具采用交流低

压供电时，应设置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作为附加防护。疏散照明和疏

散指示标志灯安装高度在 2.5m及以下时，应采用安全特低电压供电。 

4.5.5 疏散照明及疏散指示标志灯具的供配电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灯具应由主电源和蓄电池电源供电。蓄电池组正常情况下应保持

充电状态，火灾情况下应保证蓄电池组的供电时间满足安全疏散要求 

2 集中控制型系统，其主电源应由消防电源供电。 

4.5.6 消防应急照明回路严禁接入消防应急照明系统以外的开关装

置、电源插座及其他负载。 

4.5.7 设有消防控制室的公共建筑，消防疏散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应能在消防控制室集中控制和状态监视。 

4.5.8 人员密集场所的公共大厅和主要走道的一般照明应采取下



列措施之一: 

1 感应控制; 

2 集中或区域集中控制，当集中或区域集中采用自动控制时，应具

备手动控制功能。 

4.5.9 安装在人员密集场所的吊装灯具玻璃罩，应采取防止玻璃破

碎向下溅落的措施。 

4.6 低压电击防护 

4.6.1 电气设备应按外界影响条件分别采用以下一种或多种低压电

击故障防护措施: 

1 自动切断电源; 

2 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 

3 电气分隔; 

4 特低电压。 

4.6.2 当电气设备采用保护电器自动切断电源作为低压电击故障防

护措施时，对于线对地标称电压为交流 220V 的 TN 系统和 TT 系统，额

定电流不超过 63A的电源插座回路及额定电流不超过 32A固定连接的电

气设备的终端回路，切断电源的最长时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TN系统切断电源的最长时间应为 0.4s。 

2 TT 系统切断电源的最长时间应为 0.2s，当 TT系统采用过电流保

护电器切断电源，且采取保护等电位联结措施时，其切断电源的最长时

间应为 0.4s。 

4.6.3 当电气设备采用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作为低压电击故障防护

措施时，其绝缘外护物里的可导电部分严禁接地，且应有双重绝缘/加强

绝缘的标识。 

4.6.4 当电气分隔采用一台隔离变压器为一台用电设备供电时，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隔离变压器不应功能接地﹔ 

2 用电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严禁接地; 

3 被分隔回路不应与地或其他回路保护导体及外露可导电部分连接。 

4.6.5 当采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作为电击防护附加防护措施时，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额定剩余电流动作值不应大于 30mA。 

2 额定电流不超过 32A 的下列回路应装设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 

1)供一般人员使用的电源插座回路; 

2)室内移动电气设备﹔ 

3）人员可触及的室外电气设备。 

3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不应作为唯一的保护措施。 

4 采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时应装设保护接地导体(PE)。 

4.6.6 装有固定浴盆或淋浴场所的电击防护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0区内电气设备应采用额定电压不超过交流 12V 或直流 30V 的安

全特低电压(SELV)防护，供电电源装置应安装在 0 区和 1 区之外; 

2 0 区和 1 区内安装的电气设备应采用固定的永久性连接方式; 

3 0 区内不应装设开关设备、控制设备、电源插座和接线盒﹔ 

4 在装有浴盆和/或淋浴器的房间内部，应设置辅助等电位联结作为

附加防护。 

4.6.7 游泳池、戏水池及供人员游泳、戏水或其他类似活动场所的

电击防护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0 区和 1 区内电气设备应采用额定电压不超过交流 12V 或直流

30V 的安全特低电压(SELV)供电，供电电源装置应安装在 0 区和 1 区之

外; 

2 0 区和 1 区内电气设备应安装游泳池专用的固定式电气设备; 

3 0 区内不应安装开关设备、控制设备、电源插座和接线盒; 

4 0 区、1 区和 2 区内，应设置辅助等电位联结作为附加防护。 

4.6.8 允许人员进入的喷泉水池和积水处，应按游泳池的О区和 1

区的规定和要求执行。不允许人员进入的喷泉场所，其电击防护措施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0 区和 1 区的电击防护措施应采取下列一种或多种保护措施: 

1)采用安全特低电压(SELV)防护，且供电电源装置安装在 0 区和 1

区之外; 

2）采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作为附加防护; 

3）采用符合本规范第 4.6.4 条的电气分隔措施，且供电电源装置

安装在 0区和 1区之外。 



2 0 区和 1 区内的电气设备应采取防止人员可触及的措施。 

3 应采取符合本规范第 4.6.7条第 3款和第 4 款规定的措施。 

4.6.9 装有桑拿浴加热器场所的电击防护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区域 1内应只能安装桑拿浴加热器及其附件﹔ 

2 不应设置电源插座﹔ 

3 除桑拿浴加热器外，场所内配电回路均应采用额定剩余电流动作

值不大于 30mA 的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作为附加防护。 

4.6.10 加热电缆辐射供暖设备、公共厨房用电设备、电辅助加热

的太阳能热水器、升降停车设备、人员可触及的室外金属电动门等用电

设备的电击防护应设置附加防护，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采用额定剩余电流动作值不大于 30mA 的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

器; 

2 应设置辅助等电位联结。 

5 智能化系统设计 

5.1 信息设施系统 

5.1.1 信息接入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信息接人系统应具有将建筑物内所需的公共信息及专用信息接入

的功能，通信网、有线电视网应接入有需求的建筑物内，并合理配置信

息接入系统设施用房。 

2 在公共信息网络已实现光纤传输的地区，信息设施工程必须采用

光纤到用户或光纤到用户单元的方式建设。 

5.1.2 建筑物应设置信息网络系统。信息网络系统应满足建筑使用

功能、业务需求及信息传输的要求，并应配置信息安全保障设备及网络

安全管理系统。 

5.1.3 通信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公共建筑应配套建设与通信规划相适宜的公共通信设施; 

2 公共移动通信信号应覆盖至建筑物的地下公共空间、客梯轿厢内。 

5.1.4 有线电视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自设前端的用户应设置节目源监控设施; 

2 有线电视系统终端输出电平应满足用户接收设备对输入电平的要

求。 



5.1.5 公共广播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公共广播系统应具有实时发布语音广播的功能。当公共广播系统

具有多种语音广播用途时，应有一个广播传声器处于最广播优先级。 

2 紧急广播应具有最高级别的优先权，紧急广播系统备用电源的连

续供电时间应与消防疏散指示标志照明备用电源的连续供电时间一致 

3 公共广播系统应能在手动或警报信号触发的 10s 内，向相关广播

区播放警示信号（含警笛)、警报语音或实时指挥语音。 

4 以现场环境噪声为基准，紧急广播的信噪比应等于或大于 12dB。 

5.1.6 厅堂扩声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厅堂扩声系统对服务区以外人员活动区域不应造成环境噪声污

染; 

2 扬声器系统，必须有可靠的安全保障措施，且不应产生机械噪声。 

5.1.7 会议系统和会议同声传译系统应具备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

动的功能。 

5.2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 

5.2.1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支持开放式系统技术; 

2 应具备系统白诊断和故障部件白动隔离、白动唤醒、故障报警及

自动监控功能; 

3 应具备参数超限报警和执行保护动作的功能，并反馈其动作信号; 

4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与其他建筑智能化系统关联时，应配置与其他

建筑智能化系统的通信接口。 

5.2.2 设有建筑设备管理系统的地下机动车库应设置与排风设备联

动的一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 

5.2.3 当通风空调系统采用电加热器时，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应具有

电加热器与送风机连锁、电加热器无风断电、超温断电保护及报警装置

的监控功能，并具有对相应风机系统延时运行后再停机的监控功能。 

5.2.4 建筑能效监管系统的设置不应影响用能系统与设备的功能，

不应降低用能系统与设备的技术指标。 

5.2.5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应建立信息数据库，并应具备根据需要形

成运行记录的功能。 



5.3 公共安全系统 

5.3.1 消防水泵、防烟和排烟风机应采用联动/连锁控制方式，还

应在消防控制室设置手动控制消防水泵启动装置。 

5.3.2 消防控制室应预留向上级消防监控中心报警的通信接口。

5.3.3 安防监控中心应具有防止非正常进入的安全防护措施及对外的通

信功能，且应预留向上级接处警中心报警的通信接口。5.3.4 安防监控

中心应采用专用回路供电，安全防范系统应按其负荷等级供电。 

5.3.5 安全防范系统应具有防破坏的报警功能;安全防范系统的线

缆应敷设在导管或电缆槽盒内。 

5.3.6 出入口控制系统、停车库(场）管理系统应能接收消防联动

控制信号，并应具有解除门禁控制的功能。 

5.3.7 视频监控摄像机的探测灵敏度应与监控区域的环境最低照度

相适应。 

5.3.8 公共建筑自动扶梯上下端口处，应设视频监控摄像机。 

6 布线系统设计 

6.1 一般规定 

6.1.1 电力线缆、控制线缆和智能化线缆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同电压等级的电力线缆不应共用同一导管或电缆桥架布线; 

2 电力线缆和智能化线缆不应共用同一导管或电缆桥架布线; 

3 在有可燃物闷顶和吊顶内敷设电力线缆时，应采用不燃材料的导

管或电缆槽盒保护。 

6.1.2 导管和电缆槽盒内配电电线的总截面面积不应超过导管或电

缆槽盒内截面面积的 40%;电缆槽盒内控制线缆的总截面面积不应超过

电缆槽盒内截面面积的 50%。 

6.1.3 民用建筑红线内的室外供配电线路不应采用架空线敷设方式。 

6.1.4 在隧道、管廊、竖井、夹层等封闭式电缆通道中，不得布置

热力管道和输送可燃气体或可燃液体管道。 

6.2 室内布线 

6.2.1 室内干燥场所的线缆采用导管布线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金属导管布线时，其壁厚不应小于 1.5mm; 

2 采用塑料导管暗敷布线时，应选用不低于中型的导管。 



6.2.2 室内潮湿场所的线缆明敷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采用防潮防腐材料制造的导管或电缆桥架﹔ 

2 当采取金属导管或电缆桥架时，应采取防潮防腐措施，且金属导

管壁厚不应小于 2.0mm; 

3 当采用可弯曲金属导管时，应选用防水重型的导管。 

6.2.3 建筑物底层及地面层以下外墙内的线缆采用导管暗敷布线时，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金属导管布线时，其壁厚不应小于 2.Omm; 

2 采用可弯曲金属导管布线时，应选用防水重型的导管; 

3 采用塑料导管布线时，应选用重型的导管。 

6.2.4 线缆采用导管暗敷布线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应穿过设备基础; 

2 当穿过建筑物外墙时，应采取止水措施。 

6.2.5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电源和联动线路应采用金属导管或金属

槽盒保护。 

6.2.6 民用建筑内电力线缆、控制线缆和智能化线缆敷设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不应采用裸露带电导体布线; 

2 除塑料护套电线外，其他电线不应采用直敷布线方式; 

3 明敷的导管、电缆桥架，应选择燃烧性能不低于 B 级的难燃材料

制品或不燃材料制品。 

6.2.7 除民用建筑和变电所外，其他建筑内低压裸露带电导体距地

面的高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无遮护的裸露带电导体至地面的距离不应小于 3.5m; 

2 采用防护等级不低于 IP2X 的网孔遮护时，裸露带电导体至地面的

距离不应小于 2.5m; 

3 网状遮护与裸露带电导体的间距，不应小于 100mm。 

6.2.8 电气及智能化竖井的位置和数量应根据建筑物高度、建筑物

变形缝位置、防火分区、系统要求、供电回路半径等因素确定，并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不应与电梯井、其他专业管道井共用同一竖井; 



2 不应贴邻热烟道、热力管道及其他散热量大的场所。 

6.3 室外布线 

6.3.1 电力线缆、控制线缆和智能化线缆室外布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除安全特低电压外，室外埋地敷设的电力线缆、控制线缆和智能

化线缆应采用护套线、电缆或光缆，并应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2 室外埋地敷设的电力线缆、控制线缆和智能化线缆不应平行布置

在地下管道的正上方或正下方。 

6.3.2 当采用电缆排管布线时，在线路转角、分支处以及变更敷设

方式处，应设电缆人(手）孔井。电缆人(手）孔井不应设置在建筑物散

水内。 

7 防雷与接地设计 

7.1 雷电防护 

7.1.1 各类防雷建筑物应设接闪器、引下线、接地装置，并应采取

防闪电电涌侵入的措施。建筑物的雷电防护分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建筑物应划为第三类防雷建筑物: 

1)高度超过 20m，且不高于 100m的建筑物﹔ 

2)预计雷击次数大于或等于 0.05 次/ a，且小于或等于 0.25 次/ a

的建筑物; 

3）在平均雷暴日大于 15d/a 的地区，高度在 15m 及以上的烟囱、

水塔等孤立的高耸建筑物;在平均雷暴日小于或等于 15d/a 的地区，高

度在 20m及以上的烟囱、水塔等孤立的高耸建筑物。 

2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建筑物应划为第二类防雷建筑物: 

1)高度超过 100m 的建筑物﹔ 

2）预计雷击次数大于 0.25 次/a 的建筑物。 

7.1.2 第三类防雷建筑物的雷电防护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采用接闪网格法保护时，接闪网格不应大于 20m×20m 或

24m×16m;当采用滚球法保护时，滚球法保护半径不应大于 60m。 

2 专用引下线和专设引下线的平均间距不应大于 25m。 

3 建筑物外墙内侧和外侧垂直敷设的金属管道及类似金属物应在顶

端和底端与防雷装置连接。 

4 建筑物地下一层或地面层、顶层的结构圈梁钢筋应连成闭合环路，



中间层应在每间隔不超过 20m 的楼层连成闭合环路。闭合环路应与本楼

层结构钢筋和所有专用引下线连接。 

5 应将高度 60m 及以上外墙上的栏杆、门窗等较大金属物直接或通

过预埋件与防雷装置相连，高度 60m及以上水平突出的墙体应设置接闪

器并与防雷装置相连。 

7.1.3 第二类防雷建筑物的雷电防护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采用接闪网格法保护时，接闪网格不应大于 10m×10m 或

12m×8m;当采用滚球法保护时，滚球法保护半径不应大于 45m。 

2 专用引下线的平均间距不应大于 18m。 

3 建筑物外墙内侧和外侧垂直敷设的金属管道及类似金属物应在顶

端和底端与防雷装置连接，并应在高度 100m～250m 区域内每间隔不超

过 50m 与防雷装置连接一处，高度 0～100m 区域内在 100m 附近楼层与

防雷装置连接。 

4 应符合本规范第 7.1.2条第 4款的规定。 

5 应将高度 45m 及以上外墙上的栏杆、门窗等较大金属物直接或通

过预埋件与防雷装置相连，高度 45m及以上水平突出的墙体应设置接闪

器并与防雷装置相连。 

7.1.4 高度超过 250m 或雷击次数大于 0.42 次/a 的第二类防雷建

筑物的雷电防护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采用接闪网格法保护时，接闪网格不应大于 5m×5m 或 6m× 4m;

当采用滚球法保护时，滚球法保护半径不应大于 30m。 

2 专用引下线的间距不应大于 12m。 

3 建筑物外墙内侧和外侧垂直敷设的金属管道及类似金属物应在顶

端和底端与防雷装置连接，并应在高度 250m 以上区域每间隔不超过 20m

与防雷装置连接一处，在高度 100m～250m 区域内每间隔不超过 50m 连

接一处，高度 0～100m 区域内在 100rm附近楼层与防雷装置连接。 

4 在高度 250m 及以上区域应每层连成闭合环路，闭合环路应与本楼

层结构钢筋和所有专用引下线连接;高度 250m 以下区域应按本规范第

7.1.2 条第 4 款的规定执行。 

5 应将高度 30m 及以上外墙上的栏杆、门窗等较大金属物直接或通

过预埋件与防雷装置相连，高度 30m及以上水平突出的墙体应设置接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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