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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

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 ＩＥＣ６０３６４５５４８：１９９６《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 ５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第

５４８节：信息技术装置的接地配置和等电位联结》及第 １次修改（１９９８）。
ＧＢ１６８９５《建筑物电气装置》总标题下共分为以下 ７个部分：
第 １部分：范围、目的和基本原则

第 ２部分：定义

第 ３部分：一般特性的评估

第 ４部分：安全防护

第 ５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第 ６部分：检验

第 ７部分：特殊装置或场所的要求

本标准在采用 ＩＥＣ标准时纠正了原标准图 ２左上方的分流电流方向，即将流入 ＰＥＮ导体的电流

纠正为从 ＰＥＮ导体流出。另外在 ＩＥＣ６０３６４５５４８的 ５４８６条注中有“参阅 ＩＥＣ３６４４４４４的附录 Ｂ”，
经查阅 ＩＥＣ６０３６４４４４４，并没有附录 Ｂ。

附录 Ａ、附录 Ｂ、附录 Ｃ是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建筑物电气装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机械科学研究院、北京劳动保护研究所、广州电器科学研究所、北京腾远设计事务所负责

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世林、郭汀、朱德基、何伟恩、刘磊。
本标准系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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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

﹫﹦﹤前言

１）ＩＥＣ（国际电工委员会）是一个世界范围的标准化组织，它是由所有国家电工委员会（ＩＥＣ国家委

员会）组成。ＩＥＣ的目的是促进电气和电子领域标准化问题的国际合作。为此目的，除其他活动外，ＩＥＣ
出版了国际标准。标准的编制工作是委托给技术委员会；任何对标准所涉及的问题感兴趣的 ＩＥＣ国家

委员会都参加这项工作。国际的、政府的和与 ＩＥＣ有联系的非政府的组织也参与了这项工作。ＩＥＣ与国

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按两组织间协议所确定的条件密切合作。
２）ＩＥＣ有关技术问题的正式决议或协议，由那些特别关心这些问题的国际委员会参加的技术委员

会制定，并对所涉及的主题尽可能表达国际上一致的看法。
３）以标准、技术报告或导则的形式出版的这些决议或协议以推荐的方式供国际上使用，并在这个

意义上为各个国家委员会所认可。
４）为了促进国际上的一致，ＩＥＣ各国家委员会应承担起在本国或本地区标准中尽可能在最大程度

上应用 ＩＥＣ国际标准。ＩＥＣ标准与相应的国家或地区标准间的任何差异应在其国家或地区标准中明确

指出。
５）ＩＥＣ不提供表明经其批准的识别程序，对宣称符合其标准的任何设备也不承担责任。
６）应注意本国际标准的某些部分可能是专利权内容。ＩＥＣ不承担识别部分或全部这种专利权的

责任。
国际标准 ＩＥＣ３６４５５４８由第 ６４（建筑物电气装置）技术委员会制定。
本标准的文本以下述文件为基础：

ＦＤＩＳ 表决报告

６４燉７９３燉ＦＤＩＳ ６４燉８３７燉ＲＶＤ

本标准的表决详情见上表所示表决报告。
附录 Ａ、Ｂ和 Ｃ仅供参考。

﹫﹦﹤┐┐第 次修改 前言

本修改文件由第 ６４（建筑物电气装置）技术委员会制定。
该文本以下述文件为基础：

ＦＤＩＳ 表决报告

６４燉１０２６燉ＦＤＩＳ ６４燉１０３７燉ＲＶＤ

有关本修改文件的表决详情见上表所示表决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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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燉．—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批准 ┐┐实施

． 概述

．． 范围和目的

本标准适用于信息技术装置和为数据交换目的要求互联的类似设备的接地和等电位联结。
本标准也可适用于易受干扰的其他电子设备。

注

１ 信 息 技 术 设 备 包 括 各 类 电 工 和 电 子 商 务 设 备 和 电 信 设 备（有 关“信 息 技 术 设 备”这 一 术 语 的 更 详 细 资 料 见

ＧＢ４９４３的范围条款）。
适用于本标准的电气装置和设备举例：

—— 电信和数据交换或数据处理设备或通过内部和外部连接到建筑物接地回路进行信号传输的电气装置；

—— 向建筑物内部信息技术设备供电的直流供电网；

—— 专用自动分组交换机（ＰＡＢＸ）设备或装置；

—— 局域网（ＬＡＮ）；

—— 火灾报警系统和入侵报警系统；

—— 建筑物服务装置，例如直接数字控制装置；

—— 计算机辅助制造（ＣＡＭ）系统和其他计算机辅助服务系统。

２ 本标准中术语“功能”涉及为传输信号和电磁兼容（ＥＭＣ）目的而使用的接地和等电位联结。

３ 本标准不考虑雷电的可能影响（见 ＩＥＣ１０２４１）。ＧＢ１６８９５１２和 ＧＢ燉Ｔ１６８９５１６（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３６４４４４４）包括大

气过电压和起因于操作的过电压防护和建筑物电气装置中电磁干扰（ＥＭＩ）的防护。

４ 如果涉及的现有的建筑物电气装置有电磁兼容（ＥＭＣ）问题，请参阅附录 Ａ。

５ 本标准不包括与大泄漏电流设备作连接的要求。此类要求见 ＧＢ燉Ｔ１６８９５．９的第 ７０７．１～７０７．４。

．．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ＧＢ４９４３—１９９５ 信息技术设备（包括电气事务设备）安全（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９５０：１９９１）
ＧＢ１４８２１．１—１９９３ 建筑物的电气装置 电击防护（ｅｑｖＩＥＣ６０３６４４４１：１９９２）

本标准已有新版，标准号为 ＩＥＣ６０９５０：１９９９。

１



ＧＢ１６８９５３—１９９７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 ５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第 ５４章：接地配置和

保护导体（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３６４５５４：１９８０）
ＧＢ燉Ｔ１６８９５９—２０００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 ７部分：特殊装置或场所的要求 第 ７０７节：数据处

理设备用电气装置的接地要求（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３６４７７０７：１９８４）
ＧＢ１６８９５１１—２００１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 ４部分：安全防护 第 ４４章：过电压保护 第 ４４２节：

低 压 电 气 装 置 对 暂 时 过 电 压 和 高 压 系 统 与 地 之 间 故 障 的 防 护 （ｉｄｔＩＥＣ
６０３６４４４４２：１９９３）

ＧＢ１６８９５１２—２００１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 ４部分：安全防护 第 ４４章：过电压保护 第 ４４３节：
大气过电压或操作过电压防护（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３６４４４４３：１９９５）

ＧＢ燉Ｔ１６８９５１６—２００２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 ４部分：安全防护 第 ４４章：过电压保护 第 ４４４
节：建 筑 物 电 气 装 置 中 电 磁 干 扰（ＥＭＩ）的 防 护（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３６４４４４４：
１９９６）

ＧＢ燉Ｔ１６８９５１８—２００２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 ５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第 ５１章：通用规

则（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３６４５５１：１９９４）
ＧＢ燉Ｔ １７６２４．１—１９９８ 电 磁 兼 容 综 述 电 磁 兼 容 基 本 术 语 和 定 义 的 应 用 与 解 释 （ｉｄｔＩＥＣ

６１０００１１：１９９２）
ＩＥＣ６１０２４１：１９９０ 建筑物防雷 第 １部分：通则

．． 定义

下述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 功能接地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ｅａｒｔｈｉｎｇ

一个系统或装置或设备中为非电击防护需要的那个点的接地（见 ＩＥＶ１９５０１１３）。
．．． 功能接地导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ｅａｒｔｈｉｎｇ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用于功能接地的接地导体（见 ＩＥＶ１９５０２１５）。
．．． ＰＥＦ导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ｅａｒｔｈ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兼有功能接地导体和保护接地导体两种功能的导体。
．．． 接地干线 ｅａｒｔｈｉｎｇｂｕ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连接到总接地端子上的导体（或母线）。

． 信息技术装置或设备的接地要求

信 息 技 术 装 置 或 设 备 的 以 电 击 防 护 为 目 的 的 接 地 要 求，已 由 ＧＢ１４８２１１和 ＧＢ１６８９５３（见 第

５４２、５４３、５４４、５４６和 ５４７条）规定。用以保证信息技术装置和设备的性能可靠和安全的一些补充措施可

能是需要的。
本标准特别包含了以下内容：
——对电解腐蚀的防护；
——对流经功能接地导体的大的直流返回电流的防护；
——对流经功能接地和保护导体的大的直流返回电流的防护；
——对所安装的设备提供电磁兼容性的等电位联结。

． 总接地端子的使用

注：建筑物中的总接地端子通常能用于功能接地。被用作信息技术目的条件下，它是接到接地网络的点。

．． ＰＥＬＶ回路

当 ＰＥＬＶ回路和Ⅱ类、Ⅲ类设备的可触及的可导电部分为功能目的而接地时，应按 ＧＢ１４８２１１的

规定将它们连接到等电位联结系统（见图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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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按 ＧＢ４９４３定义的 ＳＥＬＶ回路被接地后，应视作本标准的 ＰＥＬＶ回路。

图 １ 同时可触及部分的等电位联结

信息技术设备的功能性接地可利用其供电回路的保护导体。
在某些情况下，功能接地和保护导体的功能由分开敷设的专用导体连接到建筑物中的总接地端子

上来提供。

 建筑物中有 ﹦导体的信息技术装置的兼容性

在安装或可能安装有重要信息技术装置的建筑物中，为了把信号电缆中通过的中性线电流所引起

的 ＥＭＣ问题（以及在极端情况下的过电流可能性）减到最低程度，应考虑在电源进线点之后，使用单独

的保护导体（ＰＥ）和中性导体（Ｎ），见图 ２。

注

１ 在 ＴＮＣ系统中“中性导体电流”（由三相系统的不平衡负荷引起的 ＰＥＮ导体中的电流）是由 ＰＥＮ导体、信号交

换用电缆中的屏蔽和燉或基准（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导体，及外部可导电部分分流的。

２ 在 ＴＮＳ系统中，“中性导体电流”仅在专用的中性导体（Ｎ）中流动。
图 ２ 在建筑物中采用 ＴＮＳ系统以避免联结系统中出现的中性导体电流

如果变压器、电动机交流发电机组、不间断电源（ＵＰＳ）或类似电器做为建筑物电气装置的组成部

分是以 ＴＮＣ系统来供电，那么当它们仅用来为信息技术设备供电时，其输出应为 ＴＮＳ系统。
注：本条是专为办公用或工业用建筑物电气装置的设计人员而编写的。

 电解腐蚀防护

当 功 能 接 地 导 体 或 功 能 接 地 和 保 护 导 体 中 传 输 直 流 电 流 时，则 ＧＢ １６８９５１８—２００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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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３６４５５１）的 ５１２２和 ＧＢ１６８９５３—１９９７的 ５４２１３中对电解腐蚀防护的要求是适用的。

 电磁兼容（﹦﹤）措施

注：参阅源于 ＧＢ１６８９５１６—２００２（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３６４４４４４）的附录 Ｂ和 ＩＥＣ６１０００。

． 信息技术装置的接地和等电位联结

．． 接地干线（ｅａｒｔｈｉｎｇｂｕ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ｓ）
建筑物的总接地端子可通过连接一根接地干线（包括裸母线排）加以延伸，以使信息技术装置能从

建筑物中任何一点以尽可能短的距离与其联结和燉或接地。
按照 ＧＢ１４８２１１—１９９３的 ７１２１（ＩＥＣ６０３６４４４１：１９９２的 ４１３１２１）的要求连接到建筑物总

接地端子上的任何导体，允许在任何点与接地干线相连接（见 ＩＥＣ６１０２４１）
注

１ 为便于联结，接地干线宜是易于接近的，它宜在建筑物边界线内侧四周敷设成一个等电位联结环。

２ 接地干线两点间的等电位联结效果取决于所用导体的阻抗，而导体的阻抗取决于它的截面尺寸和路径。在频率为

５０Ｈｚ或 ６０Ｈｚ时（这是最常见的情况），采用截面积为 ５０ｍｍ２的铜导体是材料成本与阻抗之间的最佳折衷方案。

．．． 尺寸

接地干线尺寸的选择方法与 ＧＢ１６８９５３—１９９７的 ５４７．１．１规定的总等电位联结导体的选择方法

相同。
注：信息技术功能接地干线所要求的截面积可超过保护导体所要求的截面积。

．．． 与接地干线的连接

允许将下述导体连接到接地干线上：
——ＧＢ１４８２１．１—１９９３的 ７．１．２．１（ＩＥＣ６０３６４４４１：１９９２的 ４１３．１．２．１）和 ＧＢ１６８９５．３—１９９７的

５４２．４．１所提到的所有导体；
——电信电缆或电信设备的可导电屏蔽层、护套或铠装；
——轨道系统的等电位联结导体；
——过电压保护电器的接地导体；
——无线通信天线系统的接地导体；
——信息技术设备直流供电系统接地用的接地导体；
——功能接地导体；
——雷电防护系统的导体（见 ＩＥＣ１０２４１）；
——ＧＢ１６８９５．３—１９９７的 ５４７．１．２所列的辅助等电位联结导体。

．．． 选择和安装

当为支持建筑物中大范围的信息技术装置安装接地干线时，它应敷设成闭路环。
接地干线可以是裸露的或是绝缘的。
接地干线（最好是铜质的）应安装得使全程都应易于接近，例如安装在表面上或槽盒中。裸露的导体

在支撑体上或穿墙通过时应加以绝缘，以防腐蚀。
．． 用于功能性目的的等电位联结配置

注

１ 等电位联结可由下列物件构成：导体、电缆护层、建筑物中的金属物件，如水管、电缆管道或安装在建筑物各楼层

或大楼层的某个区域中的金属网状结构物。
在某种情况下，将建筑物的钢结构与钢筋连接到接地系统是有益的。然而钢筋宜焊接在一起，并连接到接地干线

上，如果由于结构原因不允许焊接时，可使用夹具，或附加钢筋。此附加钢筋接头宜焊接并用扎线与钢筋联结。

２ 对功能性等电位联结的要求（例如截面积、形状、位置）取决于信息技术系统的频率范围，主要电磁场环境，以及

设备的抗干扰燉频率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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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台设备间的等电位联结导体的截面积应符合 ＧＢ１６８９５．３—１９９７的 ５４７．１．２的要求

注：在对接地的可导电部分短路时，设备间信号线中会出现过电流。

符合保护导体要求的等电位联结导体应按 ＧＢ燉Ｔ１６８９５．１８—２００２（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３６４５５１）的 ５１４．３．１
的要求加上保护导体的标志。

出于功能性原因，在大范围的信息技术系统内部建立一个等电位联结网时，要执行 ＧＢ１６８９５．３—
１９９７的 ５４７．１．２的要求。
．． 功能接地导体

．．． 截面积

功能接地导体的截面积应考虑到可能流过的故障电流，当该导体还被用做回路导体使用时，还应考

虑流过该导体的正常电流和电压降。当没有相关数据时，应从设备制造厂（商）那里索取推荐值。
．．． 电涌防护器件的连接

当把电涌防护器件接地导体连接到接地干线上时，要求取最短最直的路径，以降低阻抗。
．． ＰＥＦ导体

．．． 概述

ＰＥＦ导体至少应在全长符合保护导体的相应要求（见 ＧＢ１６８９５．３—１９９７的 ５４３）。其截面除了应满

足保护导体要求外，还应符合 ５４８．７．３．１条的要求。
如果这个导体回路万一开路，同时可触及的可导电部分之间的预期接触电压不超过 ＧＢ１４８２１１—

１９９３的 ７１（ＩＥＣ６０３６４４４１：１９９２的 ４１３．１）规定的限值（交流 ５０Ｖ或直流 １２０Ｖ），则信息技术系统电

源的直流回流导体，也可用作 ＰＥＦ导体。
如果直流供电电流和信号电流在 ＰＥＦ导体中产生电压降，而这个电压降会在建筑物中形成一个稳

态电位差，导体的截面积应能使电压降最大值限制在 １Ｖ。在电压降的计算中，并联通路的影响应忽略。
注：本条最后一段的要求旨在限制电解腐蚀。

．．． ＰＥＦ导体的型式

可用于 ＰＥＦ导体的配置示例见 ＧＢ１６８９５．３—１９９７的 ５４３．２．１规定。
．．． 利用信息技术设备的可导电结构部件做 ＰＥＦ导体时的要求

ＰＥＦ导体的电流通路的电气连续性应由以下措施来保证：
——采用合适的结构型式：
——采用能防止因机械的、化学的和电化学的效应而引起电气连续性劣化的连接工艺。

注：合适的连接方法举例：焊接、卷边压接、铆接和能防止自松动的螺纹连接。

作为 ＰＥＦ导体的任何结构部件的导电性能应符合 ５４８．７．４．１条的要求。
当设备的某个部件预计要移开时，设备其余部件间的保护联结不应中断，除非首先切断这些部件的

电源。
对排列长度达到 １０ｍ或更长的机架或机柜，宜将其 ＰＥＦ导体从机柜两端接到局部等电位联结网

上，或接到接地干线上。
．． 用于功能接地的局部接地极

说明

ａ）由于信息技术设备（ＩＴＥ）功能上的诸多原因，往往要求在电气装置或系统中增设局部接地极。
例如与无线电发射装置的天线有关的用于功能接地的接地配置。
ｂ）由外面引入的供电系统中的某些故障，会引起总接地端子上的电位升高，从而可能会造成一个

过量的电流，从建筑物的保护和信号导体流到用于功能接地的局部接地极，见 ＧＢ１６８９５．１１。
ｃ）当已增设了用 于 功 能 接 地 的 局 部 接 地 极 时，应 用 后 面 各 条 所 列 措 施，以 减 轻 下 述 情 况 引 起 的

效应：
——装置中的保护导体和信号导体的过电流；

５

﹩﹣燉．—



——装置的可触及的可导电部分之间的预期接触电压；
——用于功能接地的局部接地极附近的跨步电压（除非接近该区域受到适当控制）；
——包括雷电效应的电磁干扰（ＥＭＩ），尤其在敏感的电子电路附近。

．．． 与总接地端子的连接

用 于 功 能 接 地 的 接 地 极 应 当 采 用 符 合 ＧＢ１６８９５．３的 ５４２条 和 本 标 准 的 ５４８．７．５．２条 和

５４８７５３条要求的功能接地导体，与装置的总接地端子相连接。
．．． 功能接地导体的尺寸

功能接地导体的最小截面应是 １０ｍｍ２的铜材，或相同电导的其他材质尺寸。
．．． 高频电磁干扰（ＥＭＩ）的减少

可把电磁器件，例如夹合式铁氧体磁芯结合到功能接地导体中，以减少高频 ＥＭ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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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提示的附录）

信号连接

如在建筑物电气装置现有布线中含有 ＰＥＮ导体，或由于电气装置配置不当在信号电缆中出现电磁

兼容（ＥＭＣ）问 题 时，见 ５４８．４条，为 避 免 ＥＭＣ问 题 或 者 为 了 把 这 个 问 题 减 至 最 低 限 度 可 采 用 以 下

方法：
——采用光导纤维连接作为信号连接；
——采用Ⅱ类设备；
——依据 ＧＢ１４８２１．１的要求，特别是 ７．１．５条（ＩＥＣ６０３６４４４１的 ４１３．１．５条）有关对局部 ＩＴ系

统的要求，或 ７．５条（ＩＥＣ６０３６４４４１的 ４１３．５条）有关对电气隔离防护要求，应采用具有隔离绕组的局

部范围使用的变压器向信息技术设备供电；
——安排好电缆敷设路径，以使由供电电缆和信号电缆形成的共同环路围绕范围减至最低限度。
补充方法的细节见 ＧＢ燉Ｔ１７６２４．１。

附 录 ﹣
（提示的附录）

电磁兼容（﹦﹤）措施

信息技术装置或设备可能因为在设备中或互连的设备间感应产生的电流和电压而出错。干扰的原

因包括因雷电或负载的通断、静电放电、工频地电压差、磁场和射频场等导致的在电源和接地导体中带

来的瞬变电涌。
避免电磁干扰入侵的基本技术举例如下：
——采用电的或纠错的技术在信息技术装置或设备中提供内在的抗干扰性能；
——在干扰源与信息技术装置或设备间在电气上实行隔离；
——在相关频率范围的设备之间实行等电位联结；
——提供一个低阻抗的基准电位平面，使电位差减小，并提供屏蔽。
有多种接地方法和等电位联结方法实现电磁兼容，举例如下：

﹣ 方法 １：放射状连接的保护导体，见图 Ｂ１
此法使用了与电源导体在一起的保护导体。每台设备的保护导体为电磁干扰（电源带来的瞬变除

外）提供了一个阻抗相对较高的通路，从而使信息技术设备间的信号电缆承受着大部分引入的噪声。因

此设备本身必须具有令人满意的高抗干扰性能。
由于为信息技术设备提供了专用的电源回路和接地系统，而它们与其他电源回路和接地系统及外

部金属物体相隔离，因此使引入的干扰大量减少。
在某些情况下信息技术设备的放射状连接的功能接地和保护导体的星状接地点（如相关配电盘中

的 ＰＥ母线），可以通过连接到总接地端子的一个单独的专用绝缘导体接地。（见 ５４８２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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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Ｂ１ 放射状连接的保护导体

﹣ 方法 ２：使用局部水平等电位联结系统（网），见图 Ｂ２
将信息技术系统的各组成部分等电位联结接到一个局部网（联结材料）上，能使常规的保护导体作

用得到了补充。这样做能够在靠近的等电位网上为信号互联的各组成部分之间提供一个低阻抗的参考

电位平面，其阻抗取决于频率和网眼间隔。
与方法 １相同，由于整个信息技术系统的电源回路和接地系统，包括等电位联结网，与其他电源回

路和接地系统及外部可导电部分（如建筑物金属件）相隔离，因此抗干扰性能得到了提高。

图 Ｂ２ 使用局部水平等电位联结系统（网）
﹣ 方法 ３：水平和垂直的等电位联结系统，见图 Ｂ３

在建筑物每一楼层都设置等电位联结网，能使常规的保护导体作用得到加强。这些等电位网逐个与

建筑物金属物件、电气装置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和其他用途的金属物作重复的联结，从而实现了楼层间的

垂直等电位联结。这种接地方法也可使用一个环状接地干线来延伸建筑物的总接地端子（见 ５４８．７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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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Ｂ３ 水平和垂直的等电位联结系统

这种方法可提供足够低的阻抗，去解决只具有一般抗干扰能力的设备上的大部分噪声问题，解决效

果取决于工作和干扰频谱及网眼间隔。但是如若不能将整个网保持封闭状态，使会出现问题，因为所有

可能的噪声源都将会被联结到系统上。因此应特别注意网眼的间隔以消散来自此类噪声源的干扰。
﹣ 几种方法的比较

方法 １最易实施，尤其在现有建筑物中。采用方法 ２和方法 ３会逐次增加困难和费用。但方法 ２和

方法 ３更能为尚未确定的未来的信息技术设备提供一个可接受的环境。

附 录 ﹤
（提示的附录）

不同区域的等电位联结间的信号传输

雷电和高压配电网中的故障，能在不同建筑物之间，或不同区域的等电位联结之间产生过高的电位

差。而这类情况会进一步使传输信号的导电连接出问题或对这类连接构成危害。
为避免此类问题，应采用无金属光纤电缆或其他非导电系统（如微波或激光连接器）来实现不同区

域的等电位联结之间的信号连接。
注：解决大型公共电信网上的接地电位差问题是网络工作人员的职责，他也可以采用其他方法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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