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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层智能建筑物包含了许多复杂的系统，这些系统对于

绝缘，抗干扰的能力要求比较高，一旦遭遇雷击，不仅会导

致电子设备受到损害，严重时还会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安全 . 高

层智能建筑物的防雷设计和防雷工程技术，十分关键。

1. 概念性的理解

1.1 智能建筑

智能建筑是指通过将建筑物的结构、系统、服务和管理

根据用户的需求进行最优化组合，从而为用户提供一个高效、

舒适、便利的人性化建筑环境。智能建筑是集现代科学技术

之大成的产物。其技术基础主要由现代建筑技术、现代电脑

技术现代通讯技术和现代控制技术所组成；主要由建筑设备

自动化、通信自动化和办公自动化三大部分基本功能构成；

也可以理解为主要由系统集成中心、综合布线系统、建筑设

备自动化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通信自动化系统五大部分

组成。

1.2 高层智能建筑物防雷装置

高层建筑物防雷装置主要包括外部防雷装置和内部防雷

装置。

1.3 雷击

雷电灾害是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在雷电发生的过程

中，遭受雷击的建筑物，其内部供电系统的电气设备或构筑

物会引起雷电过电压，进而产生电压幅值高达 1 亿伏、电流

幅值高达几十万安培的雷电冲击波，对高层智能建筑物的电

气和电子系统危害极大。

2. 高层智能建筑物防雷措施

2.1 高层智能建筑防雷设计

结合高层智能建筑物特点，遵循由外至内、由上至下、

先系统后局部、先强电后弱电、先平面后立体的设计顺序；

从防直击雷、侧击雷、雷电波侵入、电磁感应、雷电反击、

漏电保护等各个方面进行分析，选择相应的保护措施；对高

层建筑物的外部防雷系统和内部防雷系统进行高层建筑防雷

设计，达到高层建筑物有效的雷电防护效果。

2.2 高层智能建筑防雷措施

智能建筑在一、二类建筑物中采用较多，防雷等级通常

为一、二级。一级防雷的冲击接地电阻应小于 10 欧姆，二级

防雷的冲击接地电阻不大于 20 欧姆，公用接地系统的接地电

阻应小于或等于 1 欧姆；在工程中，将屋面避雷带、避雷网、

避雷针或混合组成的接闪器作为接闪装置，利用建筑物的结

构柱内钢筋作为引下线，以建筑物基础地梁钢筋、承台钢筋

或桩基主筋为接地装置，并用接地线将它们良好焊接；与此

同时，将屋面金属管道、金属构件、金属设备外壳等与接闪

装置进行连接，将建筑物外墙金属构件或钢架、建筑物外圈

梁与引下线进行连接，从而形成闭合可靠的“法拉第笼”；

建筑物内，将智能系统中的设备外壳、金属配线架、敷线桥架、

穿线金属管道等与总等电位或局部等电位相逢在配电系统中

的高压柜、低压柜安装避雷器的同时，在智能系统电源箱及

信号线箱中安装电涌保护器（SPD），从而达到综合防御雷

击的目的，确保智能建筑的安全。

3. 高层智能建筑物防雷工程技术

从基础建设到结构封顶、各种电气设备的安装前、各阶

段的内部防雷与外部防雷装置的安装与检测，都十分关键。

3.1 高层智能建筑物外部防雷

桩的类型、钢筋利用系数、桩深、桩的直径、土壤电阻率、

土壤水位及建筑物周围四置距的桩；引下线间距、引下线主

筋利用系数、承台与引下线主筋是否有至少两处焊接、每根

引下线在 -0.5m、钢筋总面积不小于 0.024+m2 的承台；高层

建筑物施工过程中使用的塔吊、龙门架、架体等设备高度超

过建筑物本身的高度、检查塔吊、龙门架、架体的防雷接地

是否与建筑物防雷接地共用接地系统的地梁 ；地梁主筋与引

下线需有两处连接，利用地梁两根主筋为接地体，焊接成闭

合通路，接地网格的大小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高层建筑物强

弱电竖井内是否有一条自下而上扁钢截面不小于 100mm2、

厚度不小于 4+mm2 的接地母线、接地母线每相距 20~25 米是

否就近与避雷引下线柱的主筋电气连通、计算机机房是否从

建筑物内柱上引一根扁钢截面不小于 100mm2、厚度不小于

4+mm2 的镀锌扁钢、是否在建筑物四角位置距地面 1.7 米处

预留测试端子箱的预留接地端子和测试端子；竖直敷设的金

属管道及金属物的顶端和底端是否与防雷装置连接且每相距

20~25 米等电位连接一次；在跟踪检测悬挑与柱主筋（引下线）

的搭接焊的同时还要特别检查悬挑与悬挑间结构钢筋的搭接

焊，焊接长度为 6 倍的直径（双面焊接）；引下线引下线的

间距、柱筋的利用系数，搭接长度、焊接质量、接闪器布设

是否符合防雷类别的要求的接闪器（由避雷带、避雷针、避

雷网组成）；从在一类防雷 30m 起（二类防雷 45m）的高层

建筑物、每两层做一次均压环、检查 30 米（45 米）外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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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栏杆、门窗及金属饰品是否与防雷装置连接 均压环；高

层建筑玻璃幕墙的顶部的女儿墙的盖板是否是设立的良好导

体；是否将盖板设计成防直雷装置（起到引雷作用的接闪器）；

在一类防雷 30m 起（二类防雷 45m）高层建筑玻璃幕墙是否

每两层设置一圈均压环、并和建筑物防雷网及玻璃幕墙自身

的防雷体系连通；玻璃幕墙竖向主龙骨视为引下线、竖向主

龙骨的跨接用扁钢制时截面是否达到 100mm2；采用压接方式

其金属材料厚度是否大于 4mm 的玻璃幕墙。

3.2. 内部防雷装置

内部防护（雷电电磁脉冲防护）的作用是均衡系统电位，

限制过电压幅值；它是由均压、等电位连接、各种过电压保

护器、避雷器等组成；其技术措施是截流、屏蔽、均压，分流、

接地；对雷电电磁脉冲容易入侵的通道，除按要求合理布线、

严密屏蔽外，最简便、最经济的措施是分别加装避雷装置，

以堵截雷电过电压。

3.3 防直击雷

防直击雷的装置是由接闪器、引下线、接地装置三部分

组成；施工方案需要根据建筑物的防雷等级来选择防雷做法，

其中按闪器多采用屋顶避雷带或避雷网，利用钢筋混凝土结

构中，外围构造柱内的垂直钢筋骨架作为雷电流的引下线；

为了防止因雷电流引起的跨步电压的危害，可在建筑区基础

外沿埋地深处敷设一圈 40×4 镀锌扁钢做辅助接地极，并兼

作总等电位联结线；同时在居民公寓的主要出入口处设置若

干平方米的绝缘区。

3.4 防感应雷

在直击雷非防护区（LPZ0A）或直击雷防护区（LPZOB）

与第一防护区（LPZ1）交界处应安装通过Ⅰ级分类试验的开

关型浪涌保护器或限压型浪涌保护器作为第一级保护；第一

防护区之后的各分区交界处应安装限压型浪涌保护器。

3.5 防雷设备的维护

防雷设备如避雷针、避雷器并不是永久有效，防雷设备

在户外常年经受雨雪风霜气象考验很容易生锈腐蚀，会导致

防雷功能下降或者失效，这样的防雷装置不仅没有防雷功能，

还有可能会吸引雷电，造成更大的损失。因此安装防雷装置

的建筑物不仅要做好防雷装置的日常维护检查，还应当聘请

有检测资质的防雷检测机构定期进行防雷装置安全检测，保

证其防雷性能，避免因防雷装置失效带来的损失。

4. 结语

智能高层建筑往往是多功能集中场所，一旦遭受雷击，

将会造成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对功能强大的高层建筑进行

防雷设计，加强对智能高层建筑物防雷设计的研究、审核、

检测和验收，最大程度上保障防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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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病毒、支原体、细菌感染、气候因素等，患者主要表

现为咳嗽、咳痰、喘息等症状 [3]。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患者常

常在遇到疾病诱发因子时导致急性发病，疾病反复发作对患

者的日常生活造成严重困扰，不仅带来身体病痛，也给患者

造成一定的心理障碍，进而又影响治疗配合度，影响治疗效

果 [4]。因此，加强对患者的护理，提高治疗自信心和配合度

对于促进患者康复具有积极意义。

舒适护理是一种现代化护理模式，以提高患者身体、心

理舒适度、愉悦度为目标，在以患者为中心、整体性思想等

的指导下，为患者提供整体性护理，提供符合患者个体化特

点的护理服务，满足患者生理、心理、精神等方面的需求，

减少不适感，提高舒适度 [7]。本院对观察组患者实施舒适护

理模式，对患者开展生理舒适护理、心理舒适护理、环境舒

适护理、饮食营养舒适护理，力求使患者身心保持最佳舒适

状态，提高治疗自信心和治疗配合度，提高治疗效果。以科

学的饮食提高机体免疫力，促进患者早日康复；以良好的环

境感染患者，减轻心理负担，减轻心理应激反应，促进患者

早日康复。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的并发症发生率和住院时间

低于对照组，且护理 7d 后的舒适度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舒适护理模式在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患者中应

用效果确切，利于提高患者的舒适度，促进患者早日康复，

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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