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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通信电源设备防雷保护技术的研究

陈�� 健*� 王� 斌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青岛市分公司，山东� 266071

摘� � 要：对于通信电源设备的防雷建设来说属于系统性的工程，必须从市电交流电力网超高压开始，逐步的制定

防雷措施。在对电力线入局之前的电力变压器设备低压侧进行防雷保护时，要做好通信机房的屏蔽和防雷地线的设置

等工作，需要保证各个环节的防雷措施都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还要按照规程对通信电源设备进行有效的保护，才能提

高通信的安全，实现预期的建设目标。现阶段在对通信电源设备进行防雷保护时，相关技术已经得到了初步的发展，

但各项技术并不成熟，需要加强技术的研发。本文就对通信电源设备防雷保护技术的研究进行相关的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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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现阶段通信事业的发展非常快速，一些新型的电子器件的出现以及高科技产品的广泛应用，都促进相关企业进行

了更好的发展。在设置通信方式时变得越来越先进，通信的功能也在不断地完善。但是这些先进的电子设备在应用

时，所能承受的瞬间过电压能力却比较低，无法保证设备运行的安全稳定性。在对这些设备进行改造时，技术人员应

该增加设备的预防雷电和感应电压的能力，避免设备在运行时因为受到雷电的攻击出现损坏的情况。因此，在进行通

信电源设备应用的过程中，应该引进更加先进的防雷保护技术，通过对设备进行改进，提高设备运行的安全稳定性
���。

二、雷电灾害对通信电源设备的危害性

一旦发生雷电灾害，对通信电源设备造成的危害，是在感应雷产生时过电压和地电位的升高，对通信电源设备产

生的破坏。根据研究表明，如果某一区域的供电线路的雷击电流到达���N�，那么这一线路的瞬间感应电压可以达到

���N9。如果在进行建设时，通信站距离雷击处比较近。那么感应过电压在产生时，即使经过线路发生了衰减，也具

有较强的破坏力。会击穿电源设备的绝缘层，造成电源和设备的损坏。在这个过程中区域内的供电会出现异常或者中

断以及损坏等情况，也会造成通信设备的严重故障。所以现阶段在进行通信站接地系统建设时，大多数都采用了联合

接地的建设形式，这样雷电流在经过接地装置时，地电位就会瞬间升高���。

三、通信电源设备的三级防雷电保护措施

在进行通信电源设备保护时，三级防雷设置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保护措施。因为通信站的建筑物和机房内的电源设

备，以及其他设备在遭受直击雷或者感应雷时，产生的破坏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在对通信站内的通信系统进行

保护时，应该按照雷击的电磁场和电压以及电流的冲击波，在系统的各个交界处采用不同强度的防雷措施，对其进行

分级的保护，这样才能将雷击的灾害减少到最低的程度���。

在进行保护设置时，如果将整个通信站看作一个被保护的整体，那么在进行防雷措施制定时，一般是按照建筑物

的总体和出入站的电力电缆以及机房内部的通信电源交流配电设备和整流器设备的先后顺序，对通信电源系统进行合

理的划分。将其分为�级防雷保护区域。第�级保护区域在进行防雷保护时，主要是在建筑物的顶端设置相应的避雷针

和避雷网。在进行建筑物建设时，要保证墙内的钢框架和钢筋材料能够产生互连，要在站内的每层楼上设置相应的接

地汇集线，使得汇集线能够贯穿整个楼内的各个楼层，而且要采用联合接地的建设方式。第�级防雷保护设施要与通

信站的建筑物共同设计，而且要共同施工���。

在进行防雷保护设施设置时，主要是来防止直击雷对建筑物产生较大的破坏，直击雷避雷针或者避雷网产生接触

时，雷击的电流就会经过建筑物内的钢框架和钢筋材料的互连结构，顺着接地引入线以及防雷过压保护装置，对电流

*通讯作者：陈健，����年��月，男，汉族，山东青岛人，现任职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青岛市分公司，

工程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通信电源。



通信技术研究 2020� 第2卷�第2期·电子通信与计算机科学

14

进行分级。所以，这些电压和电流在经过保护装置时，会以脉冲电流的形式释放到大地中，这种脉冲电流不会对建筑

物产生较大的破坏，也不会造成设备的损坏。在进行通信站的电力电缆建设时，要严格按照施工的规定进行设置，还

要配置金属保护套，采用就近接地的建设形式。电缆的芯线可以采用保护地加装避雷器的防护措施。在进行防雷保护

时，这种保护系统的建设，可以说是第�级的防雷保护设置，但对于设备的保护来说，属于第�级防雷保护设置���。

对于通信电源的第�级防雷保护来说，一般是安装在高频的开关整流器配电屏中。因为前方的防雷保护设置的作

用，电流和电压到达开关电源交流配电屏之后，电压会受到限制。因此在这个过程中的电流和电压都会明显的减少，

能够将通流量限制在���N�以下，从而对设备进行有效的保护。对于第�级防雷保护来说，可以将高频开关整流器设备

的输入电路和金属氧化锌压敏电阻进行并联，从而吸收尖峰电压的能量，对整流模块进行有效的保护���。

四、通信电源机房的防雷保护装置设置

在进行电源设备保护时，一般是从高压设备开始进行防雷保护，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保护措施。在电网侧设置防

雷装置，可以对整个电网的运行安全进行保护。在设备上配置防雷器，可以保证通信电源系统的运行安全，而且能够

对入侵的雷电波幅值进行限制，避免冲击电波和过电压超过了耐压值。在设备的进线端设置保护器，主要是对电流经

过防雷器的幅值和入侵电流的陡度进行限制���。

在设备上安装防雷器，主要是为了保证设备在运行时，能够始终处于防雷器的保护范围，避免遭受雷击灾害的损

坏，保障通信的安全。如果区域内的雷击灾害比较常见，在遭受雷击灾害时，防雷器对地面的电位比较高。如果防雷

器和被保护的设备之间绝缘距离不足，在经过连接之后，设备之间可能存在放电的现象。在这个过程防雷器在经过雷

击后，会将雷电的高压位加注在被保护的设备上，会造成设备的损坏和通信的中断。因此，在进行避雷器选择时，要

选择合适的避雷器，还要对避雷器中的电容器和保险丝进行慎重的选择。避雷器在电网中运行，如果电容器存在质量

问题就会导致避雷器的损坏，因此要对电容器的耐压进行正确的选择。因为雷电的冲击力比较强，所以避雷器中的保

险丝具备重要的作用。当雷电流超过避雷器的最大承受范围时，在过流作用下会导致保险丝的瞬间断开，可以实现过

流和温度保护的作用，可以保护设备的正常运行。避雷器在正常工作形态下电流是非常小的，只有在受到雷击后，才

能在瞬时起到保护作用。所以，避雷器与一般保险丝的使用存在较大的差别���。

雷电灾害的破坏力是非常强大的，在进行防雷保护时，仅仅依靠电网外部的防雷设置，无法满足预期的保护需

求，所以，要在电源系统中进行防雷保护。要通过设备的改造，提高设备运行的安全性。因为现阶段在进行设备应用

时，很多设备内部构件比较精密。在雷电波入侵之后，会进入到电气通道中，瞬时间产生的高电压和涌浪电压都会对

设备以及系统、网络产生较大的损害。不仅会造成线路的损坏，还会导致设备的损坏和系统的瘫痪，会给相关企业带

来严重的经济损失。所以，必须做好内部的防雷保护，才能提高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在进行设备保护时，需要进行分

级设置，尤其是在对通信电源系统进行保护时。因为监控系统存在粗保护和精细保护两种方式，粗保护就是根据保护

区的级别进行分级设置，精细保护是根据设备的敏感度来选择防护措施。根据研究表明雷电电流在流动时，有一半是

直接流入大地的，还有一半将流入电气通道，所以内部防雷系统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比外部防雷系统的建设更

加重要。

在进行内部防雷系统建设时，主要是防止雷电和其他过电压侵入设备内部造成设备的损坏。在进行通信设备防雷

时，防雷器的配置具有重要的作用，要求在短时间内释放电路上雷击感应产生的大规模脉冲能量。要将这些能量释放

到大地中，降低设备各个接口之间的电位差，从而对电路上的设备进行有效的保护。在进行避雷器和接线设置时，也

要严格按照配置的要求进行正确的接线，要对接地线的截面积进行合理的规划。要尽可能地减少接地线的配置长度以

减少接地电阻，还要对电源避雷器的运行情况进行定期的检查。如果避雷器正常运行则亮绿灯，如果劣化指示灯亮，

说明避雷器内部有重要元件失效，需要对其进行及时的更换。在对低压配件中的电源防雷箱进行设置时，可以在面临

感应雷电时呈现低电阻的状态，并且将雷电流迅速地释放到大地中，还可以将过电压限制在允许的范围内。也就是说

在进行电源防雷箱设置时，可以保证设备的安全运行，避免设备遭受损坏。在对高压设备进行防雷保护时，要对机房

内部设备的耐压能力进行综合考虑，要选择合理的防雷方案，并且对防雷效果进行测试。如图�所示，不仅要在机房

配电柜区域安装防雷器，还应该在电源和重要设备区域安装防雷器以及防雷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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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防雷插排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进行通信电源系统建设时，要对避雷针进行合理的配置，还应该选择一些功能比较好、效果比较强

的避雷器，应用到防雷施工的过程中。施工人员要对各个环节进行重点关注，而且要对每一道建设程序认真负责，

才能提高设备自身的抗雷击能力，使得设备在运行时更加的高效。在开展维护工作时，相关人员也应该不断地总结经

验，提高维护工作开展的质量和效率。要为设备维护工作的开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要保证设备在运行时，能够具

备更加完善的功能，促进设备进行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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