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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肠内容与适用范圈

    本标准规定了系统接地的型式及安全技术要求，其目的是保障人和设备的安全。

    本标准适用于系统标称电压为交流220/380 V的电网。

2 术语

    下列术语适用于本标准：

2.1电气装置 electrical installation

    为达到一个或几个特定目的的相关电气设备的组合，并且在特性上是相互配合的。
2.2外露可导电部分 exposed conductive part

    电气设备中的一种可导电部分，它能被人体所触及，在正常情况下不带电，但在故障情况下可能

带电。
2.8中性导体 （符号N)  neutral conductor
    与系统中性点相连接并能起传翰电能作用的导体。

2二 保护导体 （符号PE)  protective conductor
    某些电击防护措施所要求的用来与下列任一部分作电气连接的导体：

    — 外尾可导电部分。

    －一一装置外的可导电部分。

    — 总接地端子或主接地导体，

    一一接地极，

    — 电源接地点或人工中性点。

2.5保护中性导体 （符号PEN) combined protective and neutral conductor
    PEN导体

    具有中性导体和保护导体两种功能的接地导体。
    注：编写字母PEN是由保护导体符号PE和中性导体符号N组合而成的。

2.6接触电压 touch voltage
    绝缘损坏时，同时可触及部分之间出现的电压。
      注：① 按惯例，此术语仅用在与间接接触保护有关的方面。

        ② 在某些情况下。接触电压值可能受到触及这些部分的人的阻抗的明显影晌。

2.7预期接触电压 prospective touch voltage
    电气装置中发生阻抗可以忽略的故障时，可能出现的最高接触电压。

3 系统接地的型式

    型式以拉丁文字作代号，其意义为：

    第一个字母表示电源端与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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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电撅端有一点直接接地，

    I— 电撅端所有带电部分不接地或有一点通过阻抗接地。

    第二个字母表示电气装置的外礴可导电部分与地的关系：
    T— 电气装！的外璐可导电部分直接接地，此接地点在电气上独立于电想端的接地点，

    N— 电气装！的外璐可导电部分与电源端接地点有直接电气连接。
    短横线（一）后的字母用来表示中性导体与保护导体的组合情况：
    S— 中性导体和保护导体是分开的，
    C— 中性导体和保护导体是合一的。

    系统接地有下述几种型式。

3.1 TN系统

    电源端有一点直接接地，电气装置的外礴可导电部分通过保护中性导体或保护导体连接到此接地
点。

    根据中性导体和保护导体的组合情况，TN系统的型式有以下三种：
    a.  T N一s系统：整个系统的中性导体和保护导体是分开的。 （见图1)

    b.  T N一C系统：整个系统的中性导体和保护导体是合一的。 （见图2)
    c.  TN- C- S系统：系统中一部分线路的中性导休和保护导体是合一的。（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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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TT系统

    电源端有一点直接接地，电气装置的外撼可导电部分直接接地，此接地点在电气上独立于电源端
的接地点。（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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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I T系统

    电源端的带电部分不接地或有一点通过阻抗接地，电气装置的外露可导电部分直接接地。（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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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系统接地的安全技术要求

4.1基本要求

4.1二 系统接地为采用自动切断供电这一间接接触防护措施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为保证自动切断供电
措施的可靠和有效，要求做到：

    二 当电气装置中发生了带电部分与外礴可导电部分（或保护导体）之间的故降时，所配I的保
护电器应能自动切断发生故障部分的供电，并保证不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超过交流50 V(有效值）
的预期接触电压会持续存在到足以对人体产生危险的生理效应 （在人体一旦触及它时）。

    在与系统接地型式有关的某些情况下（如第4.2.2条中的b)，不论接触电压大小，切断时间允许放
宽到不超过5 s,
    注．对于IT系统，在发生第一次故障时，通常不要求自动切断供电，但必须由绝缘监视装t发出告，信号。

    b．电气装置中的外礴可导电部分，都应通过保护导体或保护中性导体与接地极相连接，以保证故

障回路的形成。

    凡可被人体同时触及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应连接到同一接地系统。
4.1.2系统中应尽量实施主等电位联结。

    建筑物内的主等电位联结导体应与下列可导电部分互相连接：
    a．主保护导体 （保护线干线），

    b．主接地导体 （接地线干线）或总接地端子。

    c．建筑物内的公用金属管道和类似金属构件 （如自来水管、煤气管等），
    d．建筑结构中的金属部分及集中采暖和空调系统。

    来自建筑物外面的可导电体，应在建筑物内尽量靠近入口之处与等电位联结导体连接。
4.1.3在局部区域，当自动切断供电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时，应考虑实施辅助等电位联结。
    辅助等电位联结导体应与区域内的下列可导电部分互相连接：
    二 固定设备的所有能同时触及的外露可导电部分，
    b．保护导体 （包括设备的和插座内的）；

    c．装置外的可导电部分 （如果可行，还应包括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主钢筋）。
4.1.4不得在保护导体回路中装设保护电器和开关，但允许设置只有用工具才能断开的连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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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严禁将煤气管道用作保护导体。
4.1二 电气装置的外露可导电部分不得用作保护导体的串联过渡接点。

4.1.7保护导体必须有足够的截面，其截面可以用下述方法之一确定：
    a．截面必须不小于公式 （1）求出的值 （只适用于切断时间不大于5s不小于0.1 s),

                      ：＝述I2 t ．．．．．．．．．．．．．一．．．．．．．．．．．．．．．．⋯⋯（，）
                                                    “ K

式中：S 截面积，mm2;
      I— 发生了阻抗可以忽略的故障时的故障电流值 （交流有效值），A;

      t一一保护电器切断供电的时间，s;
      注：应考虑电路阻抗的限硫效应和保护电器的极限容量 （焦耳积分）。

      K-一一取决于保护导体、绝缘和其它部分的材质以及初始温度和最终温度的一个系数.( K值计算

            方法见附录A).

    若计算所得截面不是标称值，则应采用最接近它的又比它大的截面标称值。

    b．截面必须不小于表1中的相应值。
                                              表 1                                      M M2

4AMNIP044mufs片(m*4hBtfsp54,16                                                          S16< S,,;. 35                                               16S>35                                      S12
    注：按表选取的截面若不是标称值，则应采用最接近它的又比它大的截面标称值。

    表1中所列的教值只在保护导体的材质与相导体的材质相同时才有效。若材质不同，则应采用下

述方法选取：即所选取的截面值的导体的电导应与按表1所选取的截面值的导体的电导相同。
    不论采用上述那种方法，所确定的单根保护导体的截面均不得小于以下数值：

    a.有机械保护时，2.5 mm2;

    b·没有机械保护时，4 mm 20
    包含在供电电缆中的保护导体以及以电缆外护物作保护导体的可以不受上述限制。

4.1二 连接保护导体 （或PEN导体）时，必须保证良好的电气连续性。遇有铜导体与铝导体相连接
和铝导体与铝导体相连接时，更应采取有效措施 （如使用专用连接器）防止发生接触不良等故障。

4.2 TN系统
    TN系统除应满足4.1条的各项要求外，还应满足下述各条的要求：

4.2.1本系统的接地应符合第3.1条的规定。

4.2.2系统中所装设的保护电器的特性和回路的阻抗应满足公式 （2）所表达的条件，以保证在电气
装置内的任何地方发生相导体与保护导体 （或外露可导电部分）之间的阻抗可以忽略不计的故障时，

保护电器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切断其供电。

                                    ZS，I,＜U。·”·······“·”·“··········“·······“⋯⋯ （2）

式中：ZS 故障回路的阻抗，Sa;
      Ie一一保证保护电器在规定的时间内自动动作切断供电的电流，A;

      Uo— 对地标称电压，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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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式 （2）中与Ie有关的切断供电时间系指：

    二 对于通过插座供电的末端回路或不用插座而直接向I类手持式设备 （或运行时需用手移动的
设备）供电的末端回路为不超过0. 4 s :

    b．对于配电回路或只给固定设备供电的末端回路，为不超过5 so
4.2.8  TN系统主要由过电流保护电器提供电击防护。如果使用过电流保护电器不能满足第4.2.2条
的要求时，则应采用辅助等电位联结措施，也可增设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 （以下简称漏电保护器）或

采取其它间接接触防护措施来满足要求。

    TN- C系统中不能装设漏电保护器，若必须装设时，应将系统接地的型式由TN-C改装成TN-
C一S或形成局部的TT系统。

4.2.4  TN- C及TN- C一S系统中的PEN导体应满足以下要求：
    a．必须按可能遭受的最高电压绝缘起来；

    注：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内部的PEN导体可以不这样要求。

    b．装置外的可导电部分，不得用来替代PEN导体，
    c.  TN- C- S系统中的PEN导体从某点起分为中性导体和保护导体后就不允许再合并或相互

接触。在分开点，保护导体和中性导体必须各自设有端子或母线，PEN导体必须接在供保护导体用的
端子或母线上。

4.2.5本系统中的PEN导体 （或保护导体）应在建筑物的入口处作重复接地，在其它地方，若遇有
方便接地之处，亦应尽可能与地连接。

4.8 TT系统

    TT系统除应满足4.1条的各项要求外，还应满足下述各条的要求：

4.8.1本系统的接地应符合第3.2条的规定。

4.3.2本系统中所装设的用于间接接触防护的保护电器的特性和电气装置外露可导电部分与大地间
的电阻值应满足公式 （3）要求：

                                    RA·Ie＜50 “··“⋯⋯”··”···“··“·“”··”“·”一 （3）

式中：RA— 电气装置的外露可导电部分与大地间的电阻，S2 ;
      Ie— 在系统出现接地故障时保证保护电器能自动动作的电流，A,

    当保护电器为漏电保护器时，公式（3）中的Ia为额定漏电动作电流Ia.，当保护电器为过电流
保护电器时，I8为下述两者之一：
    二 对具有反时限特性的保护电器为保证电器在5s内自动动作的电流，

    b．对具有瞬时跳闸特性的保护电器为保证瞬时跳闸的最小电流。
4.3.3本系统一般宜采用漏电保护器作电击保护，只有在公式 （3）中的凡 的值非常低的条件下，

才有可能以过电流保护电器兼作电击保护。
    装设漏电保护器后，被保护设备的外落可导电部分仍必须与接地系统相连接。

4.4  I T系统

    IT系统除应满足4.1条的各项要求外，还应满足下述各条的要求。

二4.1本系统的接地应符合第3.3条的规定。
二4.2本系统发生相导体与外露可导电部分 （或地）之间的第一次阻抗可以忽略的故障时，若能满足

下述条件，则不一定需要切断供电。此条件为：

                                    RA·Id G 50 ”··”·········”··”····“”·”·”·”·””” （4）

  式中：RA— 电气装置的外落可导电部分与大地间的电阻，Sa,
        Id— 相导体与外露可导电部分之间出现第一次阻抗可以忽略的故障时的电流，Ao

    注：Id的值要计及泄润电流和电气装！总对地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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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发现并进而消除相导体与外露可导电部分（或地）之间的第一次故
障，系统中必须装设能发出声或光信号的绝缘监视装X,

4.4.4针对第二次接地故障而采取的自动切断供电的防护措施，其保护条件取决于电气装置的外露可
导电部分的接地方式，在外露可导电部分单独地或成组地与电气上独立的接地极相连接的情况下，其
保护条件可采用TT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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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计算保护导体截面时K谊的计算方法

                                          （补充件）

    第4.1.7条中公式 （1）中的系数K可用下述公式求得：
                            ／万丁夏B+丽一＿ ， 0；一0.

                          K＝./es " 二二二‘we二：二se          1 n （1＋‘ I ＝一 、
                                  P 20 ‘．‘＼‘’B＋0． ，

式中：q— 导体材料的体积热容量，J/0C·mm3;

      B— 导体在0℃时的电阻率温度系数的倒数，℃；
      P 20— 导体材料在20℃时的电阻率，S2 . mm;

      0,— 导体的初始温度，℃，
      0f— 导体的最终温度，℃。

    附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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