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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项需求

根据 2022 年 11 月 14 日《湛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征集

2022、2023 年度市级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湛市监

计〔 2022〕 228 号）精神，海上风电场防雷检测工作目前没有

相应的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为满足在全市范围内统一防雷设施

检测技术，湛江市气象服务中心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提出立

项申请，确保项目的必要性、 科学性可行性和规范性。

二、标准的范围

为规范海上风电场防雷检测技术，减少海上风电场遭受雷击

事故的影响，强化风电场雷电防护性能，对风机雷电先导、风机

叶片引雷能力、风机防雷优化布置、集电系统等防雷装置检测进

行研究。

三、主要技术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1）科学性

编制单位查阅了大量相关标准、著作和文献，已开展多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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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风电场防雷设施设计、检测、验收业务。对于编制过程涉及的

核心技术，届时邀请相关专家参与讨论和征求意见，确保编制的

科学性和可行性。

（2）可行性

本标准首先结合现有的海上风电场的防雷设施、检测流程、

检测数值等进行广泛采集和深入分析。其次，将采集到的条文进

行科学化提炼和细致的总结归纳，形成有体系的标准条文，本标

准具备可行性。

（3）规范性

本标准，一方面参考了大量的防雷设施设计、施工、检测等

规范、设计规范和结构规范，保持与业务规定的一致性。另一方

面，对相关概念进行明确，并且在系列标准的编制中起到规范性

作用。另外，按《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规则》（GB/T1.1-2000）、《标准化工作导则：标准中规范性技术要

素内容的确定方法》（GB/T1.2-2002）要求进行编写，符合编写规

范。

2、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标准的编制过程中，在遵循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的

基础上，以增加标准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为原则，主要参考以下

规范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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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50057-2010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T21431-2015 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

GB50343-2012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GB50601-2010 建筑物防雷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广东省防御雷电灾害管理规定（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84号），

2021.

3、主要技术内容

（1）由于叶片自身结构限制与气动性能的要求，其防雷系统

不能像建筑物避雷针一样独立于叶片存在，这就对接闪器拦截性

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有效拦截雷电先导的同时，避免放电通

道对其附近区域造成影响。此外，现有防雷系统设计并未充分考

虑叶片旋转带来的影响。一方面，对于大容量风机而言，由于旋

转造成风机几何外形的改变更为明显，防雷系统在叶片不同姿态

下保护范围将会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叶尖旋转线速度可达

100m/s，叶片旋转使得放电过程中叶尖附近空间电荷分布发生变

化，从而可能影响防雷系统的拦截性能。

（2）风机叶片由复合材料加工而成，随着叶片尺寸的增大，

其主梁材料玻璃纤维增强树脂的机械强度不能满足要求，碳纤维

增强树脂因其较好的机械性能与更轻的密度成为替代选择。然而

与 GFRPＧ相比，CFRP 具有导电性，新型叶片材料的使用，也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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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组防雷问题，防雷设施检测过程更复杂、工作量增加。

（3）实地勘探风电场集电系统，研究升压变压器布置、集电

系统雷电暂态过电压的影响因素。

（4）实地勘探风电机组接地装置类型、结构及适应性，开展

三种型式风电机组接地装置（单枯基础、兰脚架式基础和重力式

基础）的数值计算，研究风电机组不同类型接地装置的工频接地

特性和冲击接地特性影响因素。

（5）研究叶片缩比模型雷击附着特性试验方法，分析不同长

度的风电机組叶片在不同接闪器巧置方式、不同数量化及不同雷

电击距下的叶片各部位雷击附着概率及附着特性。

（6）分析不同雷电流幅值及雷电流波形、不同机组冲击接地

电阻时流过避雷器电流和避雷器吸收能量，确定集电系统雷电暂

态过电压保护接线。

（7）风电机组基础的工频接地电阻和冲击接地电阻受海水深

度影响计算。

（8）在各种叶片接闪器布置方式下，叶尖接闪器的接闪概率

计算。

4、技术路线

（1）防雷装置检测分类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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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防雷装置检测方法；

（3）防雷现场测试；

（4）检测现场杂散电流的排除措施；

（5）防雷装置检测现场作业要求和安全技术措施；

（6）防雷装置检测周期；

（7）防雷装置检测程序；

（8）防雷装置检测数据整理。

四、预期效益分析

1、开展海上风电场防雷检测技术的相关研究，将维持海上风电场

稳定可靠运行、保证风电场安全生产。

2、针对海上风电场雷击防护的重大基础问题开展科学研究，将有

助于培育我国海上风电防雷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对促进我国其至是

全球的海上风电产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

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

情况

本标准为自主研制标准。尚未检索到国际、国外相关标准。

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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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与其他相关的强制性标准无冲突。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规范海上风电场防雷检测技术，保障防雷装置检测质量。

建议作为湛江市地方推荐性标准。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由所在地方政府机构、应急、发改、气象部门联合进行宣贯。

各行业主管部门应积极同风电企业加强联系，结合行业合作赋能的政

策背景，以实现更精准和专业服务目标，积极推进标准应用。

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海上风电场防雷检测规程》编写小组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