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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澳核电站BOP防雷接地系统 （２００１年第 １ 期）

作者：冯伯军 张 雨 (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 广州 510600) 点击：62 

        广东岭澳核电站规划建设4台1 000 MW级压水堆核电机组。核电站接地系统为全厂性共用系

统，涉及到核岛、常规岛和BOP区域，全厂接地主网规划和BOP区域接地设计由中方设计院负责完成，

本文主要阐述岭澳核电站BOP接地系统的设计原则和具体实现方法。 

1 BOP接地系统的功能  

(1) 将各种起因产生的故障电流引向大地，以保证在故障影响区域内活动的人员所承受的跨步电压及

接触电压被限制在一个安全的数值内。  

(2) 防止工作人员因触摸绝缘损坏而带电的金属结构外壳及接触带电部件而造成人身伤亡事故。  

(3) 通过安装在各建筑物上的避雷装置，吸引雷电放电，将雷电流导入大地，从而保证人员、设备和

建筑物免遭雷电威胁。  

(4) 提供电气系统的中性点和电子设备的电子基准点。  

(5) 保持所有建筑物以及设备在同一电位上，防止冲击电流产生电位升高，导致电气设备因过电压而

发生故障。  

2 BOP接地系统的设计  

2.1 设计原则  

(1) 参考电站——广东大亚湾核电站。  

(2) 有关国际、部标和行业标准。  

(3) 法国900 MW压水堆核电厂核岛电气设备设计建造规则RCC-E。  

(4) IEC有关标准。  

2.2 接地系统组成  

  全厂防雷接地系统由接地主网、安全接地网、电子接地网和防雷接地网组成。  

2.2.1 接地主网  

   由深层接地网(基础层上，构筑物下的接地线)，地下接地网(用埋地导线提供接地网等电位连

接)和检查井(井中有接地母排使接地网各分支互相连接，并可进行定期检查)组成。  

  在接地故障期间，离地面不同距离的地点有不同的电位，在整个故障电流流向大地的期间，当人

身体的不同部位与不同电位的各点相接触时，会有50 Hz的电流穿过其身体。地下接地网的设计必须

按照IEC479规定，使得这些电流被限制在对人员不产生危险的数值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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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满足这个要求，地下接地主网必须是网状的，使得在装置某一特定点上，导线的故障不会引

起该点与装置其他部分隔离。在重要区域，如200 kV辅助开关站和500 kV主开关站平台上的高压设备

附近的接地网较密。  

(1) 深层地下接地网  

   深层地下接地网布置在基础层上，由围绕厂区每个建筑物的截面为185 mm2的裸铜缆接地线组

成。对覆盖大面积或在其中装有高压设备的某些建筑物，在建筑物地下，建立一个接地网。  

  对于BOP区域，接地导线可敷设在建筑物外围或基础层上，并形成环绕式人工水平接地网。  

  深层地下接地网导体一般埋在地下1 m至5 m之间，裸铜缆导体敷设在一个约30 cm深，并铺有低

电阻材料(腐植土)的小沟中，以获得与大地的良好接触。  

  深层地下接地网与其他接地网连接于：  

  ——在检查井中与建筑物外部接地网(地下接地网)连接。  

  ——在建筑物内通过接地铜排与建筑物内部接地网(安全接地网、电子接地网)连接。  

(2) 地下接地网  

  地下接地网用于进行各建筑物深层地下接地网的相互连接，同时还维持地面上的等电位，以限制

建筑物外面的跨步电压。  

  地下接地网由埋深约1 m左右的185 mm2裸铜缆组成，用于连接检查井和各建筑物的深层地下接地

网，其形状为网状。裸铜缆埋在低电阻率的土壤中，使其沿着它长度与土壤保持良好的电气接触。在

经过人行道和出入口，必须保证埋深不小于1 m，除在经过道路时采用保护管外，在裸铜缆上方0.4 m

处放置塑料网，为以后开挖指明位置。  

  每个建筑物的深层地下接地网原则上有2点以上与地下接地网相连，以免任何一点接地导线断开

时，不会使建筑物与接地主网分离。  

(3) 检查井  

  检查井作用是使深层地下接地网和地下接地网的接地导线在地理位置上便于连接；能对埋在地下

的接地导线的电气连通性进行检查，便于测量所连接地网的接地电阻。  

  一个检查井内设2至4个地下接地网连接点，井内的所有连接都用一个1.5 m长的塑料管来绝缘。  

  在建筑物内部离地面1 m高处设有接地铜排，也称户内检查井，用于建筑物内部接地网与外部接

地主网连接。  

2.2.2 安全接地网  

  建筑物内的接地网和设备同接地网的保护连接构成安全接地网。安全接地网在建筑物内一般为架

空敷设，如固定在桥架上或墙上。  

  建筑物内电压高于50 V的电气设备外壳，金属框架、电缆金属层、变压器中性点等均与此地网相

连。对于低压配电系统来说，安全接地网相当于TN-S系统，由于构成接地网的裸铜缆起到了PE保护线

的作用，所以，在380 V配电系统中可以省去PE芯线，裸铜缆的选择以RCC-E D4000为准则。  

  建筑物的安全接地网在其2端至少应有2点与全厂接地主网相连，连接点在建筑物内不同的接地铜

排上。  



2.2.3 电子接地网  

  电子设备通过专用分线箱一点接入接地主网，各电子设备与分线箱之间用6 mm2绝缘导线连接，

分线箱与接地主网之间用50 mm2裸铜缆连接。  

2.2.4 防雷接地网  

(1) 建筑物防雷等级  

  根据GB50057《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的规定，按照建筑物的重要性、使用性质，发生雷击的可

能性及后果，建筑物的防雷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储存易爆、易燃、高精度设备的建筑物；二类是储存

易燃物的建筑物(其年发生雷击次数N：对于公共建筑物N＞0.06、对于一般办公建筑物N＞0.3)；三类

是年发生雷击次数N为，对于公共建筑物为0.06≥N≥0.012、对于一般办公建筑物为0.3≥N≥0.06、

对于一般工业建筑物为N≥0.06。  

  根据上述原则，BOP建筑物的防雷等级确定如下：二类防雷建筑物为制氯站、燃油储罐等；三类

防雷建筑物为， 500 kVGIS厂房、开关站控制楼、辅助锅炉/空压机厂房、除盐水厂房、循环水泵厂

房、行政办公楼、备件仓库等。  

(2) 防雷接地网组成  

  防雷保护系统由避雷器(针或带)，引下线，连接母线和接地网组成。  

  对于BOP 220 kV升压站及辅助变压器平台，利用7支24 m高的避雷针作为防雷装置。  

  对BOP内二、三类防雷建筑物需装设防雷设施。在屋面上采用镀锌圆钢做避雷网带，在整个屋面

组成不大于10×10 m或12×8 m(三类防雷建筑物为20×20 m或24×16 m)的网格，网格与周边环状避

雷带焊接连通。利用建筑物的金属构件(或专敷镀锌圆钢)做引下线。此引下线在部分柱子上利用一块

镀锌扁铁引出，作为接地引出点，与全厂接地网连接。利用建筑物基础梁内的钢筋焊接连通做自然接

地体。上述用作避雷带、引下线和自然接地体的镀锌圆钢和钢筋，用电焊连接成电气通路。  

  厂区内每根避雷针用1根或多根引下线通过接地检查井与接地主网相连，可对接地的电气连通性

及接地电阻进行检查。接地检查井离建筑物距离至少1 m，每个井中设置辐射型接地极。  

2.2.5 接地导线  

  接地导线的截面选择按RCC-E D4000的规定。  

  组成接地主网的导线截面为185 mm2的裸铜缆，其敷设位置为：对深层地下接地网，裸铜缆敷设

在建筑物基础负挖层上所做的一个30 cm的浅沟内，并在沟内回填低电阻材料(腐植土)；对不同建筑

物间的接地网连接导线，敷设在约1 m深的沟中。  

  接地导线埋在低电阻率的材料层中，两者保持良好的电气接触，接地导线与土壤的良好接触有可

能通过分布式总电导来降低其阻抗。  

  用热剂焊连接工艺进行接地导线的地下连接，使得连接后的导线间接触电阻不随时间而变化。  

  接地导线在构筑物交叉处(如通过道路)，使用PVC保护管。  

2.2.6 接地电阻  

  岭澳核电站接地网的工频接地电阻值要求不小于0.5 Ω。  

3 结束语  



  岭澳核电站接地系统是一个全厂性公用系统，将全厂各个建筑物的接地网全部连接起来，构成一

个大系统，以降低接地电阻，保证人身安全。与国内电厂的一般做法相比，有如下区别：  

(1) 接地系统组成。核电站全厂接地系统由接地主网、安全接地网、防雷接地网、电子接地网各个分

系统构成。在每个建筑物内各个系统均独立设置，通过户内接地铜排连接在一起，再通过户外接地井

与全厂接地网连接。与国内电厂接地系统的做法相比较，其功能分工清晰明确，检测、维护方便。  

(2) 接地材料的选择不同。核电站的接地材料全部为裸铜缆，如全厂接地主网选用185 mm2裸铜缆。

而国内常规电厂一般选用60×5扁铁(其等效铜缆的截面为25 mm2)，两者的导电性能与使用寿命有较

大差距。  

(3) 接地网的敷设方法不同。核电站接地网敷设深度不小于1 m，围绕某些建筑物的接地网敷设深度

达到5 m，接地导线敷设在一个回填有低电阻材料的小沟内，导线之间的连接采用热剂焊。而国内电

厂接地网的敷设深度一般为0.6～0.8 m，接地导线简单地埋在地下，导线连接采用电焊搭接，在保证

接地电阻的稳定性及接地网的连续性方面有着较大的优点。  

  目前国内的核电站设计尚未有相应的设计规程、规范，从核电站的安全性出发，只能参照已运行

的大亚湾核电站的做法进行设计与施工。随着我国核电建设的发展，希望能够建立一套安全、经济、

适合国情的核电站设计体系。  

(收稿日期：2000-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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