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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ＩＴＵＴＫ．１１：１９９３《过电压和过电流防护的原则》。

本标准的附录Ａ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广州研究院）、广东天乐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裕城、陈健儿、陈少川、田继清、张锦、石莹、付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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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设备过电压过电流保护导则

１　总则

１．１　危险过电压和过电流的起源

１．１．１　直接雷击

直接雷击会引起数千安的电流，沿导线或电缆流动，持续若干微秒。这可能发生物理损伤，而且数

千伏的过电压冲击会对线路设备和终端设备的电介质构成威胁。

１．１．２　临近雷击

云对地或云对云间流动的雷电电流，会在雷击点附近的架空或地下线路中产生过电压。在大地电

阻率高的地区，受影响的面积很大。

１．１．３　电力线路（包括电气化铁路在内）故障电流所产生的感应

电力系统发生接地故障时，沿电力线路将有很大的不平衡电流流动，使附近与它平行的电信线路上

产生感应过电压。这种过电压的幅值可能上升到数千伏，依电力线路所使用的故障解除系统的不同，其

持续时间在２００ｍｓ～１０００ｍｓ范围内（有时甚至更长）。

１．１．４　与电力线路接触

当电力线路和电信线路受到当地自然灾害，如暴风雨、火灾的破坏时，或者在没有采用正常的隔离

和绝缘等安全防范措施的情况下，电力线路与电信线路有可能发生接触。在正常配电电压为２２０Ｖ（交

流有效值）的地区，如果发生故障，可能很长时间后才能发现故障。在使用较高配电电压例如２ｋＶ的

地区，如果发生故障，电力线路的保护设施通常能保证在短时间内将电压切断。过电压可能产生过大的

电流沿线路流向交换机的接地点，会造成设备损坏和危及人身安全。

１．１．５　地电位升高

电力系统的接地故障在土壤中所产生的电流会使故障点和电源接地电极附近的电位升高（也见

ＩＴＵＴＫ．９）。这种地电位可通过两个途径影响通信设备：

ａ）　通信信号系统接地电极埋设处的土壤相对于远地的电位升高即使小于５Ｖ，也可能使信令系

统误动作。这种低电压可能是由电力系统中的小故障引起的，这种小故障可能长期存在而不

能被检测出来。

ｂ）　较高的地电位升高能使受影响区域内的工作人员有危险，或者在极端情况下，地电位升高还

足以将通信电缆的绝缘击穿，引起大范围的损坏。

１．２　保护方法

１．２．１　本标准第２章中所述的有关线路的某些保护措施，其作用是降低过电压和过电流起源处的过电

压、过电流值，从而减小对系统所有部分的危害。

１．２．２　本标准第２章、第３章、第４章中所述的适用于系统特定部分的其他保护措施，可归纳成两类：

ａ）　使用保护器件转移能量（例如放电间隙）或断开线路（例如熔丝），以阻止过大的能量到达易受

害的部分；

ｂ）　使用具有适当介电强度、载流容量和阻抗的设备，使之能承受所施加的条件。

１．３　保护器件的类型

１．３．１　碳或金属电极的空气间隙保安器

这种保安器通常连接在线路的每条导线和地之间，能限制保安器电极间出现的电压。这种保安器

的价格便宜，但在反复动作后，其绝缘电阻会有可觉察到的下降，因此需要经常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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