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震预警基准站的智能防雷，防雷工程解决方案

产品名称 地震预警基准站的智能防雷，防雷工程解决方案

公司名称 广西地凯科技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广西省南宁市高新区振华路28号

联系电话 0771-3194587 18934728268

产品详情

我们国家的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在2010年1月22日已经启动，是测震台网和强震台网的融合、是测
震学和工程学的结合，地震预测利用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 基准站组成的陆态网络，获取地壳运
动细部特征。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基准站（地震观测台站）建于户外，一般建立在偏远山区或者半山坡
，分为地面基准站和井下基准站两类，一般建设在用背山面水的地形位置上，采用地面观测方式。地震
台站自身建筑物不高，周围地理环境空旷，如果台站遭受雷击时，其接闪点也会比较低，如果是有人值
守的台站，则工作人员会很明显感觉到雷击就发生在头顶周围。随着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目前大多数
台站为多观测项的综合台站，地震观测系统广泛应用了数字技术、信息网络技术，随数字化程度和综合
化观测程度的不断提高，雷击引起的过电压、过电流会造成观测中断和仪器设备损坏。雷击已成为影响
台站稳定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防雷检测，防雷工程，智能防雷公司根据DB/T
60-2015《地震台站建设规范 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台站》标准中的要求：台站防雷应按GB 50057－2019
中第二、三类工业建筑物设防，并依据雷击次数确定设防类别；台站中专用观测室内的电子信息系统防
雷，应参照 GB 50343－2012 的规定设防。由此可见，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台站应按相关防雷标准要求，
运用综合雷电防护技术措施，从直击雷、感应雷防护,电磁脉冲感应，等电位连接,综合布线及屏蔽，接地
装置等技术措施进行防雷设计和施工，才能有效的做到对地震台站观测系统进行整体雷电防护。1、 直
击雷防护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台站的外部防雷措施，宜采用装设在建筑物上的接闪网、接闪带或接闪杆
，也可采用由接闪网、接闪带或接闪杆混合组成的接闪器。接闪网、接闪带沿屋角、屋脊、屋 檐和檐
角等易受雷击的部位敷设，并应在整个屋面组成不大于10m×10m或12m
×8m的网格，接闪器之间应互相连接。专设引下线不应少于 2 根，并应沿建筑物四周和内庭院四周均
匀对称布置，其间距沿周长计算不宜大于18m。外部防雷装置的接地应和防雷电感应、内部防雷装置、
电气和电子系统等接地共用接地装置，并应与引入的金属管线做等电位连接。外部防雷装置的专设接地
装置宜围绕建筑物敷设成环形接地体。2、 感应雷防护（1）电源线路雷电防护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基
准站的电源防雷系统要求在台站安装多级防雷保护。① 低压电源线路引入台站的总配电箱、配电柜处
装设Ⅰ级分类试验的浪涌保护器。浪涌保护器的电压保护水平值应≤2.5kV，每一保护模式的冲击电流值
≥12.5kA（10/350μs）。浪涌保护器，电涌保护器，防雷器② 当外部低压交流电直接进入到观测房的
配电房时，选用Ⅰ级分类试验加Ⅱ级分类试验组合在一起的多级（B+C级）电源浪涌保护器安装在观测
设备的电源进线端。③ 台站观测室的配电箱装设Ⅱ级分类试验的电涌保护器，其标称放电电流≥40kA
（8/20μs）。④ 台站观测室稳压电源或UPS前端装设Ⅱ级分类试验的浪涌保护器，其标称放电电流≥2
0kA（8/20μs）。⑤ 台站观测室精密电子设备，例如地震观测仪器设备前端装设的电涌保护插座（标
准机柜机架式防雷PDU），其标称放电电流≥10kA（8/20μs）。（2）天馈信号防雷器雷电防护地震烈



度速报与预警台站的数据采集设备主要有：地震数据采集器、地震计、地面震动观测仪等，这些设备前
段采集数据的传感器与仪器主机不在同一座房间内，即系统前端数据采集设备将数据经连接线传输到观
测房内数据接收主机时，则数据接收主机侧应安装信号浪涌保护器，如果前端采集数据设备侧有电流信
号，则前端数据采集设备侧也应安装信号浪涌保护器。对于一些专用接头的设备，应根据信号设备的接
口特点设计专用的信号浪涌保护器。例如：地震数据采集器，其接口接插件需采用GJB598II系列（与MIL
-C-26482II兼容）圆形插头，则对应信号电涌保护器的接口应符合该设备的接口要求。防雷接地，防雷工
程，防雷（3）视频监控设备雷电防护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台站的室外视频监控设备（摄像头），其交流
220V供电线路、信号线路（同轴电缆、RS485通信控制信号）通过多芯电缆，或者通过网络线，将视频信
号数据传输至观测室的控制主机，进行集中监控。为了防止室外视频监控设备因为雷电产生的感应过电
压和过电流，在所有视频监控设备的电源线入口、信号线连接的设备两端均应安装对电源和网络进行保
护的二合一组合电涌保护器。3、 接地、屏蔽和等电位连接技术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台站采用共用接地
方式，地网的接地电阻按国标规定要求宜不大于4Ω。地网接地电阻可以通过外延增加接地网尺寸、接地
体埋于较深的低电阻率土壤中、降阻剂、敷设电解地极、换土等方法使其达到标准要求。接地装置埋在
土壤中的部分，其连接宜采用放热焊接；当采用通常的焊接方法时，应在焊接处做防腐处理。地震烈度
速报与预警台站观测室中所有的设备的大尺寸金属件都应等电位连接在一起， 并应与防雷装置相连。
在观测室内，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至少在两端，在防雷区交界处做等电位连接，系统要求只在一
端做等电位连接时， 应采用两层屏蔽或穿钢管敷设，外层屏蔽或钢管应至少在两端，并在防雷区交界
处做等电位连接。从外部进入观测室外部的连接线路，若无屏蔽层，线路应敷设在金属管、 金属格栅
或钢筋成格栅形的混凝土管道内。金属管、金属格栅或钢筋格栅从一端到另一端应是导电贯通，并应在
两端分别连到观测室的等电位连接排；若有屏蔽层，屏蔽层的两端应连到观测室的等电位连接排。4、 
智能防雷监测系统设计对于处在偏远地区，特别是无人值守的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台站，可增设整体智
能防雷监测系统。地凯防雷设计的整体智能防雷监测系统是运用新技术的智能防雷模块和多种传感器的
组合，由雷电预警、在线接地电阻监测、电涌保护器运行状态监测等几个方面组成，给系统提供对电涌
保护器、雷电预警装置、台站接地电阻等的状态监测和数据采集，能实现雷电预警、实时监测接地电阻
变化情况和自动化远程监测电涌保护器的工作状态，迅速检测到设备的雷击情况，并有报警显示功能。
结束语我国在2015年已经全面启动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该项目建成后在全国形成分钟级地震
烈度速报能力，计划将在2023年在全国形成地震预警能力。在地震观测中,地震台站的雷电防护是一项重
要任务。地震台站的防雷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用专业的方式方法，认真把握好每个防雷技术的关键点,防
雷设施才能有效抵御雷电或避免雷电所带来的灾害。地凯防雷将会用32年的防雷经验和专业知识,为地震
台站仪器设备安全运行保驾护航。广西：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北海、防城港、钦州、贵港、玉林
、百色、贺州、河池、来宾，崇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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