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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本规定的制定是为了使化工装置自动化系统的接地设计达到标准化和规范

化，以保证自动化系统稳定准确地运行，保障人身和设备的安全。

1.0.2 本规定适用于新建和改扩建的化工装置仪表检测控制、PLC, DCS和计算机系

统等的接地设计。本规定不适用于仪表系统的防雷接地。

1.0.3 在执行本规定时，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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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护接地

2.0.1 用电仪表的金属外壳及自控设备正常不带电的金属部分，由于各种原因(如绝

缘破坏等)而有可能带危险电压者，均应作保护接地。通常所指的自控设备如下:

    1 仪表盘、仪表操作台、仪表柜、仪表架和仪表箱;

    2  DCS/PLC/ESD机柜和操作站;

    3 计算机系统机柜和操作台;

    4 供电盘、供电箱、用电仪表外壳、电缆桥架(托盘)、穿线管、接线盒和恺装电缆

的恺装护层;

    5 其它各种自控辅助设备。

2.0.2 安装在非爆炸危险场所的金属表盘上的按钮、信号灯、继电器等小型低压电器

的金属外壳，当与已作保护接地的金属表盘框架电气接触良好时，可不作保护接地。

2.0.3 低于36V供电的现场仪表、变送器、就地开关等，若无特殊需要时可不作保护

接地b

2.0.4 凡已作了保护接地的地方即可认为已作了静电接地。

    在控制室内使用防静电活动地板时，应作静电接地。

    静电接地可与保护接地合用接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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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接地

3.1 一般规定

3.1.1 为保证自动化系统正常可靠地工作，应予工作接地。工作接地的内容为信号回

路接地、屏蔽接地、本质安全仪表接地。

3.2 信号回路接地

3.2.1 在自动化系统和计算机等电子设备中，非隔离的信号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信

号参考点，并应进行信号回路接地〔通常为直流电源负极)。

3.2.2 隔离信号可以不接地。这里指的隔离应当是每一输人 (出)信号和其它输人

(出)信号的电路是绝缘的，对地是绝缘的，电源是独立的，相互隔离的。

3.3 屏蔽接地

3.3.1 仪表系统中用以降低电磁干扰的部件如电缆的屏蔽层、排扰线、仪表上的屏蔽

接地端子，均应作屏蔽接地。

3.3.2 在强雷击区，室外架空敷设的不带屏蔽层的普通多芯电缆，其备用芯应按照屏

蔽接地。

    如果是屏蔽电缆，屏蔽层已接地，则备用芯可不接地，穿管多芯电缆备用芯也可不

接地。

3.4 本质安全仪表接地

3.4.1 本质安全仪表系统在安全功能上必须接地的部件，应根据仪表制造厂的要求

作本安接地。

3.4.2 齐纳安全栅的汇流条必须与供电的直流电源公共端相联，齐纳安全栅的汇流

条(或导轨)应作本安接地。

3.4.3 隔离型安全栅不需要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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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接地系统和接地原则

4.0.1 接地系统由接地联结和接地装置两部分组成。

    1 接地联结包括:接地连线、接地汇流排、接地分干线、接地汇总板、接地干线。

    2 接地装置包括:总接地板、接地总干线、接地极。见图4.0.10

4.0.2 仪表及控制系统的接地联结采用分类汇总，最终与总接地板联结的方式。

    交流电源的中线起始端应与接地极或总接地板连接。

4.0.3 当电气专业已经把建筑物(或装置)的金属结构、基础钢筋、金属设备、管道、进

线配电箱PE母排、接闪器引下线形成等电位联结时，仪表系统各类接地也应汇接到该

总接地板，实现等电位联结，与电气装置合用接地装置与大地连接。见图4.0.3,

4.0.4 在各类接地联结中严禁接人开关或熔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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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接地连接方法

5.1 现场仪表接地连接方法

5.1.1 对于现场仪表电缆槽、仪表电缆保护管以及36V以上的仪表外壳的保护接地，

每隔30米用接地连接线与就近已接地的金属构件相联，并应保证其接地的可靠性及电

气的连续性。

    严禁利用储存、输送可燃性介质的金属设备、管道以及与之相关的金属构件进行接

地。

5.1.2 现场仪表的工作接地一般应在控制室侧接地。见图5.1.20

5.1.3 对于被要求或必须在现场接地的现场仪表，应在现场侧接地。见图5.1.30

5.1.4 对于现场仪表被要求或必须在现场接地，同时又要将控制室接收仪表在控制

室侧接地的，应将两个接地点作电气隔离。见图5.1.40

5.1.5 现场仪表接线箱两侧的电缆的屏蔽层应在箱内跨接。

    现场仪表接线箱内的多芯电缆备用芯宜在箱内作跨接，然后根据3.3.2处理。见图

5.1.50

5.2 控制室仪表接地连接方法

5.2.1 控制室〔集中)安装仪表的自控设备(仪表柜、台、盘、架、箱)内应分类设置保护

接地汇流排、信号及屏蔽接地汇流排和本安接地汇流条。

    各仪表设备的保护接地端子和信号及屏蔽接地端子通过各自的接地连线分别接至

保护接地汇流排和工作接地汇流排。

    各类接地汇流排经各自的接地分干线分别接至保护接地汇总板和工作接地汇总

板。

    齐纳式安全栅的每个汇流条(安装轨道)可分别用两根接地分干线接到工作接地汇

总板。

    齐纳式安全栅的每个汇流条也可由接地分干线于两端分别串接，再分别接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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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汇总板。见图5.2.10
5.2.2 保护接地汇总板和工作接地汇总板经过各自的接地干线接到总接地板。见图

5.2.20

5.2.3 用接地总干线连接总接地板和接地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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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自控制室内防静电
活动地板的龙骨支撑

接自各个集中安装仪表的
自控设备上的保护接地汇
流排

接自控制室内的金属电缆
桥架和保护管以及其它需
要保护接地的自控辅助设

的I接
汇I桥
  I要
  !备

r动一、

接自各个集中安装仪表的

自控设备上的工作接地汇
流排及安全橱汇流条

产劫， 厂抢〕保护接地分千线

鲜接地分干线
保护接地分干线

r一- ~ 一一、

}}}_______}信号回路和屏蔽接地及本安接地分干线

保护接地汇总板 工作接地汇总板

保护接地千线 工作接地千线

接地极

图5.2.2 控制室接地系统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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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联结电阻、对地电阻和接地电阻

丘0.1 从仪表设备的接地端子到总接地板之间导体及连接点电阻的总和称为联结电

阻。

    仪表系统的接地联结电阻不应大于IS2o

6.0.2 接地极的电位与通过接地极流人大地的电流之比称为接地极对地电阻。

‘.0.3 接地极对地电阻和总接地板、接地总干线及接地总干线两端的连接点电阻之和

称为接地电阻。

    仪表系统的接地电阻不应大于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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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接地联结的规格及结构要求

7.1 接地连接线规格

7.1.1 接地系统的导线应采用多股绞合铜芯绝缘电线或电缆。

7.1.2 接地系统的导线应根据连接仪表的数量和长度按下列数值选用。

    接地连线 1一2. 5mm2

    接地分干线 4一16mm2

    接地干线 10一25mm2

    接地总干线 16 - 50mm2

7.2 接地汇流排、联结板规格

7.2.1 接地汇流排宜采用25mm2 x 6mm2的铜条制作。也可用连接端子组合而成。

7.2.2 接地汇总板和总接地板应采用铜板制作。铜板厚度不应小于6mm，长宽尺寸按

需要确定。

7.3 接地连接结构要求

7.3.1 所有接地连接线在接到接地汇流排前均应良好绝缘;所有接地分干线在接到

接地汇总板前均应良好绝缘;所有接地干线在接到总接地板前均应良好绝缘。

7.3.2 接地汇流排(汇流条)、接地汇总板、总接地板应用绝缘支架固定。

7.3.3 接地系统的各种连接应保证良好的导电性能。接地连线、接地分干线、接地干

线、接地总干线与接地汇流排、接地汇总板的连接应采用铜接线片和镀锌钢质螺栓，并

采用防松和防滑脱件，以保证连接的牢固可靠。或采用焊接。

    接地总干线和接地极的连接部分应分别进行热镀锌或热镀锡。

7.3.4 接地系统应设置耐久性的标识。标识的颜色如表7.3.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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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3.4 接地系统标识的颜色

用 途 颜 色

保护接地的接地连线、汇流排、分干线、汇总板、干线 绿色

信号回路和屏蔽接地的接地连线、汇流排、分干线、
工作接地汇总板、干线 绿色十黄色

本安接地分干线、汇流条 绿色十蓝色

总接地板、接地总干线、接地极 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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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仪表系统接地工作注意事项

A. 0.1 仪表系统接地的施工应严格按照设计要求进行，不能为了方便随便予以更

改。对隐蔽工程施工后应及时做好详细记录，并设置标识。

A. 0. 2 在接地系统的各个连接点.应保证接触牢固可靠，并采取措施确保接触面不致

受到污染和机械损伤‘

A. 0. 3 在自动化系统和计算机系统等投运前，应确认其接地工作已完成，符合制造商

的要求。

A.0.4 经常检查并确保接地通路的完好性。

A.0.5 在主产过程中如对个别仪表进行维修会造成接地连接断路时.应事先做好临

时性跨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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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规 定 用 词 说 明

本规定条文中要求执行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该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采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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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系统接地设计规定

HG / T 20513一2000

条 文 说 明

2 保护接地

2.0.2 本条提出了一些可不设保护接地的场合，它符合SDJ 8 -79《电力设备接地设

计技术规定》第14条的内容。

    “电力设备的下列金属部分，除另有规定者外，可不接地或接零:安装在配电屏、控

制屏和配电装置上的电气测量仪表、继电器和其它低压电器等的外壳，以及当发生绝缘

损坏时，在支持物上不会引起危险电压的绝缘子金属底座等⋯⋯。”

2.0.3 对于安全电压值的规定，客国并不完全相同。龚国习惯栗用36V和12V,国外有

的规定为50V和25V;而日本某些公司则规定60V以下的用电仪表可以不作保护接

地。本规定中规定低于36V供电的现场仪表、变送器、就地开关等，若无特殊要求时可不

作保护接地。由于现场的安装情况非常复杂，低于36V供电的现场仪表的金属外壳也可

能接触到高于36V的其它电源，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仪表的外壳也应作保护接地。

2.0.4 按照《化工企业静电接地设计规程》(HG/T 20675) 2. 6. 3和2.10.1的规定制

定。

    “可利用电气保护接地干线作为静电接地干线”。

    “在计算机(电子仪器)房内使用防静电活动地板时，应静电接地，为静电电荷提供

良好的电气通路”。

    关于仪表系统防静电的详细内容不属本规定范围，请参阅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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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接地

3.3.2 室外架空敷设的普通多芯信号电缆的备用芯作屏蔽接地，是为了避免雷电在

信号线路感应出高电压。

3.4.1 在本质安全仪表系统中，需要本安接地的本安关联设备，如:分流二极管的负

极、安全栅的接地端子等。

3.4.2 为了保证齐纳安全栅在直流电源故障时对危险场所实现保护功能，安全栅汇

流条一定要与直流电源公共端相连。

4 接地系统和接地原则

4.0.1 接地联结由仪表专业负责;接地装置宜由电气专业负责。

4.0.2 为了保证齐纳安全栅在交流电源故障时对危险场所实现保护功能，交流电源

中线起始端与接地极或总接地板连接，从而与安全栅汇流条电气上相联。

4.0.3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的国际标准如:IEEE STD 1100一1992,IEC 61312-

1一1995,ISA一RP 12. 6一1995,IEC 364一5-548一1996等都明确提出了信息系统(包

含仪表控制系统)电子设备等电位联结和接地的基本方法，并且不建议采用分开的、独

立的、干净的电子设备的大地接地体。

    仪表系统接地采用等电位联结可以减少雷电伤害，降低干扰。因此本规定采用等电

位接地原则。

    当电气专业对建筑物(或装置)未作等电位联结时，仪表系统的保护接地应接到电

气专业的保护接地，工作接地采用独立的接地体并与电气专业接地体相距5m以上。

5 接地连接方法

5.1.1 为了保证电缆槽(架)及仪表电缆保护管电气的连续性，在它们的交接处宜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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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跨接线连接。在接地连线和跨接线的金属连接面宜涂导电膏。

5.1.2 每一个仪表信号回路应只有一个接地点。

5.1.3 接地型热电偶、pH计及电磁流量计等仪表只能在现场接地。

5.2.1 齐纳安全栅采用两根接地分干线，既可提高接地的可靠性，又可断开一根测得

接地联结电阻。

6 联结电阻、对地电阻和接地电阻

6.0.1   ISA一RP12. 6一1995中规定了齐纳安全栅接地汇流条至接地极之间的连接电

阻小于1n。

6.0.3 仪表系统接地电阻即为电气专业低压配电系统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应根据

电气专业有关标准规范确定。一般不应大于4f o

    这里所采用的接地电阻为工频接地电阻，即按通过接地装置流人大地中的工频电

流求得的电阻。

    此外尚有冲击接地电阻，即按通过接地装置流人大地中的冲击电流求得的电阻。本

规定未采用。

7 接地联结的规格及结构要求

7.3.4 根据有关规定，接地线为绿色。结合仪表接地系统的特点，规定了标识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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