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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雷共用接地技术要求及常见问题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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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简要介绍共用接地技术的几种形式及各自优缺点，针对共用接地措施在实际设计施工中
存在的误区和常见问题，探讨和分析共用接地的技术要求及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法。
关键词：共用接地；地电位反击；安全距离
中图分类号：Ｐ４２９ 文献标识码：Ｂ

现代防雷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接闪、分流、
均压、屏蔽、接地、合理布线等技术措施。随着
城市发展，建筑物间的距离不断变小，防雷接地
（包括直击雷接地和感应雷接地）与工作接地、安
全接地、屏蔽接地、防静电接地、设备接地等无
法保持有效的安全距离，而共用接地技术能较好
地实现各接地间既保证安全距离又防止地电位反
击和相互干扰的目的。通过分析探讨共用接地常
见技术问题及解决方法，以期为实际工作提供参
考。
共用接地的方式及其优缺点

共用接地是将需要接地的各系统连接到一个
接地网，使之成为线路相通、共用一个接地装置
的统一线路。共用接地有多点接地和单点接地两
种方式。多点接地是指将不同系统、设备或功能
的接地分别用专用引线连接到接地端子或接地母
线的不同点位。单点接地是将不同系统、设备或
功能的接地引线连接到接地母线的同一点。多点
接地的优点是以多个线路同时泄流，并以最短路
径接地，减少泄流时间，有效抑制因电容效应产
生的干扰；单点接地方式则能消除公共阻抗耦合
和低频接地环路引起的干扰，适用于低于１ＭＨｚ

频率的干扰。
共用接地技术要求
２１抗干扰能力

不管采用何种方式，共用接地都存在不同程
度的干扰，因此首先应根据需要接地的系统和引
入共用接地的其它系统的工作频率、电平、环境、
电磁兼容能力等因素综合考虑，选择单点或多点
接地方式，达到最有效的抗干扰能力；其次各接
地引线应合理布线，两个接地引线包围的面积应
最小，敷设的平行引线有条件的应有效隔离或绞
绕，降低耦合干扰；对防雷接地地电位反击风险
较大、抗干扰能力较弱的共用接地系统，可安装
瞬态均压设备，使不同系统的接地在常态下保持
隔离状态，降低干扰，在雷击高电位引入的瞬间
使不同系统的接地实现均压。
２２防高电压反击能力

雷击高电位引入共用接地网，在引入点与其
它系统的接地点间易产生高电压，造成地电位反
击，致使接地设备击穿损坏，导致系统瘫痪等严
重后果。为了防止雷击高电位对系统和设备的反
击，不同性质、不同种类、不同耐冲击过电压能
力及抗扰度的接地各自均应采用多点接地，且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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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点间应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实际工程中为
可实现的最大距离，一般不应小于３ｍ），为雷电
流的泄放和高电位的衰减留够空间，将引入系统
的高电位控制在安全电位之内。若采用单点接地
或接地点间的距离不够，则会使系统引入高电位，
若等电位联接系统的一个点出现断接等故障时，
引入的高电位便会在该点两端产生高电压，威胁
人员和设备安全。
２３满足各系统接地功能要求的能力

不同功能的接地目的和要求各不相同，一旦
采用共用接地，共用接地网的综合参数就必须满
足各个系统的要求。设计接地网应充分考虑并体
现：①共用地网的接地电阻是不同功能接地的共
同参数，也是最重要的参数，其值应低于各系统
接地要求的最低值；②测量接地电阻时，应在各
接地系统的末端测量，而不是在共用接地网上；③
逻辑接地是以地电位作为零电位（参考电位），该
接地需要很高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④防雷接
地的主要目的是泄放能量巨大的雷电流，因此接
地网格的尺寸应足够大，并考虑地网结构及布置
形式、脉冲雷电流的屏蔽效应和土壤击穿放电效
应等对泄流接地的影响。
共用接地工程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实际工作中，共用接地措施往往存在不安全
和不完善，只有尽量按照技术要求实施，才能真
正发挥共用接地的效果。简要介绍实际施工和操
作过程中的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３１避免工作线与接地线间的地电位反击

有些系统，尤其是信息网络系统有许多不同
功能需求的接地，如逻辑接地、防雷接地、电气
安全保护接地、交流工作接地、电磁屏蔽接地、防
静电接地等，因空间限制，这些系统一般都采用
共用接地以防止雷击地电位反击。而实际上，雷
击地电位升高是造成设备被击穿、瘫痪的主要因
素。即便系统所有的接地都采用共用接地，也不
能实现雷击地电位升高时各接地线之间的电位均
衡，因此引入系统的各种工作线应通过不同种类
的浪涌保护器与局部等电位接地端子相连，实现
高电位引入瞬间的均压，从而达到有效防止地电
位反击的效果。

３２共用接地系统中防干扰与防地电位反击间
的矛盾初步解决方法

信息网络系统中，逻辑接地需要较高的精确
度、抗干扰能力和较强的稳定性。强电系统接地
或防雷接地的一次正常泄流都有可能对逻辑接地
造成干扰，引起系统误动作甚至击穿，而采用共
用接地是防止地电位反击的必要措施。若只考虑
地电位反击而忽略各接地间的干扰，往往会产生
信息网络系统不能启动、不能工作、误操作、死
机等故障。有效的解决方法有２种。①远离法。将
干扰源与被干扰对象各自独立接地，保持一定距
离（一般为≥２０ｍ），即可满足一般系统正常工作
的抗干扰需求。②隔离法。将相对独立的接地网
通过瞬态均压装置连接，既能在正常工作时防止
各接地间相互干扰，又能实现地电位升高时的均
压。
３３引入地电位反击和防止地电位反击的差别

因空间限制，很多机房的工作保护接地与防
雷接地距离过近或直接连接。为防止地电位反击，
应将各接地引下线与共用接地装置并联以达到等
电位效果，即地电位抬升多少，安全工作保护接
地系统电位相应抬升多少。

与共用地网并联时，机房安全工作保护接地
引线的连接点应与其它接地引线的连接点保持足
够的安全距离，预留出雷电流泄放和高电位衰减
的空间，避免引入机房高电位的安全隐患。
小结

国家防雷规范中没有给出明确具体的共用接
地技术要求，防雷技术人员应按照防雷、电气、电
工等基础理论知识认真钻研探索，并在实际设计
施工中不断总结完善，最大限度地减少其弊端和
局限性，使共用接地技术真正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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