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科研管理 ｜ 2020 年第 6 期 农业气象

引言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气象部门的天气预报、灾

害预测对人们的生活起着重要的作用，能够预防自然灾害，

减少经济损失。自动气象站是获取气象数据的主要来源，通

过对气球表面的气象状况和变化过程进行实时观测，能够获

取准确的气象数据，为人们的生产还是能和提供重要依据。

但是，因为自动气象站的位置、电路、结构和系统等多方面

因素，大多数设备绝缘度低、电流耐受力差，在运行过程中

很容易受到雷击影响。自动气象站的设备和仪器大多采用集

成电路和半导体，这些设备对电磁干扰敏感、过电压耐受力差，

容易遭受雷电的袭击，轻则造成仪器损坏，重则影响天气预

报和灾害预警，危机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分析自动

气象站遭受雷击的主要原因，研究相关防雷保护措施，就显

得尤为重要。

1. 自动气象站遭受雷击原因分析

1.1 直击雷的影响

直击雷是带电云层与大地某一点快速放电的现象，主要

危害建筑物、电子设备和人身安全。传感器是自动气象站遭

受雷击的主要元素，自动气象站里的传感器一般安装在 10 至

20 米高的风杆上，通过数据采集装置和数据采集线连接，十

分容易遭受直击雷，容易造成精密监测设备的损坏，进而导

致气象观测数据出现误差。

1.2 感应雷的影响

感应雷包括两种，一种是当带电积云接近地面时，在导

电突出物顶部感应出大量电荷，引起的静电传导感应；另一

类就是当雷电进行放电时，在周围的空间内会产生快速转换

变化的强磁场，此时巨大的电流会被冲击雷电流吸收，引起

一个电磁性感应雷。在进行感应雷的活动时，自动气象站有

可能因为附近的雷电袭击而受到某些信号传递线或者是电源

接触线，引发了雷电的耦合，也有可能因为附近的雷电所形

成的强烈磁场，致使气象数据采集和监控设备、电源接触线

路等遭受到感应雷的影响，甚至遭受损坏。

1.3 防雷地网设计不合理

防雷地网设计不合理，会导致接地电阻过大，阻碍在雷

电发生时，将强大电流传输到大地中的过程，致使电流富集

在自动气象站的周围，使得通信线路受到雷电影响，引发一

系列雷击，造成自动气象站的损坏。为了防止自动气象站遭

受雷击，应当结合三种造成雷击的原因和规律，科学规划自

动气象站的地理位置和地质条件，科学设计防雷地网。

2. 自动气象站雷电防护

2.1 自动气象站的外部防雷

自动化气象台的外部防雷工作主要目标之一便是防直击

雷。自动化的气象台大都是建在一些地势平坦且较为空旷的

野外，容易诱发雷击，应当结合其所处区域内的各种雷击事

件的发生频率等实际情况，来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探讨外部

的各种防雷措施。一般来说，自动化的气象车站中的传感器、

数据采集装置都是可以选择在室外使用风杆当做避雷针，通

过滚球的方法准确计算其保护范围，严格按照防雷技术规程

要求来实现直击式雷电的有效保护。如果室外接闪器的风杆

被触碰或者遭到了一次雷击，将有可能会直接造成室外设备

全部的损坏，因此必须把接闪器的金属电缆通过牵引下线与

人工接地网科学相互连接，让接闪器引来的强大雷电流可以

安全地排到大地上。对于室内的计算机设备、其他相关仪器，

需要在自动气象站的值班室安装避雷带。在安装避雷针时，

需要提前设计好金属装备，改变雷电通道，防止电流损坏需

要保护的设备。

2.2 自动气象站的内部防雷

自动气象站的内部防雷主要是针对感应雷，为了避免雷

电电磁感应引起气象站内部设备的破坏，需要建立内部防雷

工程。感应雷一般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两种，电源线和信号线，

据此破坏自动气象站的用电设备。对于电源线路来说，可以

在在总电源接线处安装一级电源保护器，并且在值班室和数

据采集设备分别安装二级、三级电源保护器，在计算机电源

连接处安装插座式避雷器。对于通信线路，也需要进行多级

防护，可以在各级防雷部位安装避雷器，通过多级避雷防护，

对于数据采集设备、数据传输线、卫星信号线、通讯路线等

位置，都相对应地安装信号避雷器。

3. 自动气象站防雷保护改进措施

3.1 提高气象防雷技术的准确定位能力

定位能力是建设自动气象站防雷技术体系的关键，在未

来的技术优化系统中具有重要地位。近年来，气候状况不断

恶化，雷暴天气逐渐频繁，优化防雷技术的准确定位能力刻

不容缓。准确的定位能力，能够帮助气象工作人员获得准确

可靠的数据信息，发挥气象站保护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社会

职能。防雷检测机构能够通过预防雷电灾害，有机维持社会

的和谐稳定发展。准确的定位技术能够提升防雷水平，可以

通过不断优化技术水平，实现制度规范建设，促进气象站防

雷技术优化，有效防御雷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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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动气象站是获取气象资料的主要场所，是气象部门的基本组成部分。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以及本身系统和
结构的独特性，比其他外界事物更容易遭受雷击，不仅影响到自动气象站的正常运行，而且危机工作人员的人身财产安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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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改进自动气象站的防雷装置

对于气象观测场来说，仅仅是借助风杆的作用来预防雷

击还存在着不足，可以考虑通过安装独立的连接闪杆，来加

强自身的防护。接闪杆是为了直接受到雷电，在进行安装时

需要与室外的各种电子设备及仪器之间保持一定的连接距离，

这样就能够把雷电直接吸引到相应的接闪杆，并将其导入到

室内大地，有效的避免了雷击对于各种电子设备造成损坏。

对于工作场地较大的气象观测站，可以考虑安装多根平行等

高的接闪杆，在进行安装时不得采用公用接地体，与风杆垂

直距离必须保持在 3 米以上，如果发生不得不是靠近的情况，

可以在这些风杆与两者之间分别填充一些绝缘材料，这样可

以有效引流雷电，保护观测场里的仪器和设备。此外，在自

动气象站，可以建立联合接地系统，将设备保护地、设备工

作地、设备防雷地，建立一个共用的接地系统和人工地网，

降低地网之间的电位差，有效导出雷电。在接地系统中，还

应铺设一个电缆沟，安置信号线和电源线，并且利用金属护

套对电缆沟进行双重屏蔽，从而达到有效防雷的目标。

3.3 优化设备管理工作，组建专业队伍

除了从技术层面来改进自动气象站防雷保护工作，还应

当从人的角度来优化设备管理工作，通过组建专业队伍，有

效提高自动气象站的防雷质量。要想保证有效安装防雷系统

和设备，必须保证技术人员能力到位。应当定期组织专业技

能培训，开展气象部门之间的业务交流和学习，定期在单位

内部举行经验交流学习会，提高气象工作者的工作技能，丰

富突发事件的应对经验。通过技术人员自身业务能力的提高，

可以帮助全员掌握正确的雷电防护措施，掌握雷电知识，提

高防雷工作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其次，要做好自动气象站的

防雷工作，还要有效拓展防雷业务。比如，及时为自动气象

站增添转专门的防雷设备，配备具有较强专业属性的防雷装

置和监测设备，明确防雷工作部署，规范相关的技术操作流程，

实现自动气象站防雷技术的优化，提升实际工作成效。

4. 结语

综上所述，加强自动气象站内外部防雷，提高气象防雷

技术的准确定位能力、改进自动气象站的防雷装置、优化设

备管理工作，组建专业队伍，能够为自动气象站的防雷工作

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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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于强对流天气预报预警要求的及时性特别高。为了不

断扩大气象灾害预警信息的接收范围，在通过电视、广播、

电视、手机短信、农村预警大喇叭等传统媒介传递灾害性天

气预报预警信号的同时，还可以充分借助于政务网、微信、

微博、快手、抖音、等新媒体来发布灾害性天气预报预警信息，

尽可能提升气象灾害预报预警信息发布的时效性以及覆盖面，

使强对流天气预警信息能够在最短时间内传递大家手中，为

大家采取气象灾害防御措施提供充足的时间。

2.3 其他措施

要进一步健全强对流天气预警服务部门联动机制以及强

对流灾害性天气应急响应机制，不断优化气象灾害预警服务

工作流程，共同进行防灾减灾；此外，还应做好人工防雹指

挥工作，充分发挥吉林省各个地区防雹炮点的作用，尽可能

降低冰雹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

3. 结论
（1）吉林省强对流天气通常发生于 4~9 月，主要包括短

时暴雨、冰雹、雷雨大风等类型。其中，短时暴雨分布季节

性变化特征比较显著，一般集中在每年的 6~8 月；冰雹天气

大都发生于 4~9 月。每年 6 月冰雹次数出现最多，5 月份次之，

4 月份出现最少；白天冰雹出现次数占冰雹总次数的 92.4%；

雷雨大风天气大部分集中于 5~8 月，该时间段雷雨大风出现

频率为 84.7% 。强对流天气虽说持续时间较短，但是通常发

生比较突然，对农业生产危害较大。

（2）针对强对流天气，吉林省各级气象部门均应高度重

视，加强强对流天气预报预警服务工作，平时要密切监测天

气形势，提高强对流灾害性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发布的时效性

和准确性，最大限度地发挥灾害性天气预报预警服务的社会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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