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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电灾害风险评估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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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实施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是落实防雷减
灾、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工作的重要环节。由
于此项工作开展较晚，建设单位往往对雷电灾害
认识不到位，在工程项目前期选址、防雷工程设
计施工过程中存在盲目性，导致安全防护措施不
合理、不完备，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本文通过典型评估实例简要介绍了评估的方法及
步骤，并提出科学、合理、可行的安全防护措施，
为项目规划选址、防雷设计施工、安全监督管理
等提供可靠的技术依据，并针对目前雷电灾害风
险评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探讨性建议。
雷击风险评估的基本原则、分类和评估流程
１１基本原则

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有５个评估原则：①认清
评估对象，选择符合适用范围的评估标准；②及
时更新评估方法和评估标准；③抓住风险评估的
结构（评估体系）和评估指标（评估参数）两个
关键因素；④雷电灾害风险评估要以风险（损
失）为中心，而不是以风险的来源为中心；⑤风
险对于不同的评估主体（评估者）具有不确定性，
风险评估应考虑评估主体的风险。
１２评估分类

（１）预评估根据建设项目的使用性质、所
在地雷电时空分布特征及雷电散流情况等，分析
建设项目的雷电灾害易损性和所在地大气环境状
况，从雷电防护角度对项目的选址及功能的布局
提出意见，为城市规划和项目选址提供重要依据。

（２）方案评估针对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分
析可能存在的雷电危险的种类、雷电危险性和危

险度，提出科学合理的安全措施和建议，为防雷
工程提供依据。

（３）现状评估对已建成项目的防雷安全现
状进行安全评价，查找其存在的雷电危险、有害
因素，并确定其危害程度，提出合理可行的建议
及安全措施，为安全监督管理提供技术依据。
１３评估流程

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按照接受委托、资料收集、
工程分析、现场勘测与调研、制定评估方案、分
析与评估、编制评估报告、主管部门审查的顺序
依次进行。
评估实例

以安康某化工厂改性铵油炸药生产线技术改
造及炸药库建设工程项目雷电灾害风险评估为
例，对具体评估实况予以介绍。
２１勘察勘测、采集数据

接受委托后，组织评估专家组深入评估现场，
针对建设项目所在区域的雷电规律、地形地貌、土
壤电阻、周边环境，建设项目的性质、功能、结
构和雷击可能造成的后果、影响等综合因素勘察、
勘测，采集各种所需数据及相关资料。
２２制定评估方案

根据获取的该建设项目资料，按照雷电灾害
风险评估的基本要求，确定工程项目的评估内容
并按类别制定评估方案。安康某化工厂项目属在
建项目，按照使用性质、功能结构结合危险等级、
防雷类别、破坏能力等分别制定评估方案。该项
目涉及三类评估，即：对拟建的工业雷管库、成
品中转库需做前期论证评估；对已作初步设计的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９－３０
作者简介：廖德海（１９６４—），男，陕西安康人，本科，从事防雷管理工作。

７３２０１０（６） 陕西气象



制药、包装车间和工业炸药库需进行方案评估；对
已基本建成的硝铵库、部分工作用房及辅助设施
实施现状评估。
２３计算分析及评估结论
２３１计算分析根据雷电及致灾因子强度，对
可能导致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程度与危害范围
等方面采用相对值法进行综合风险计算，分析各
种损失的可能性数值，得出雷电灾害风险评估结
果。对拟建的工业雷管库、成品中转库实施预评
估，通过对其所在地的大气雷电环境分析、计算，
得出年预计雷击次数，并与该建筑物可接受的年
平均最大雷击次数比较确定其设防措施；对已作
初步设计的制药、包装车间和工业炸药库需进行
方案评估，通过对该项目雷击损害风险分析、计
算得出风险分量；对已基本建成的硝铵库、部分
工作用房及辅助设施实施现状评估，通过对其易
损性和雷电灾害环境影响综合分析，得出其设防
措施是否符合安全防范要求。
２３２评估结论根据各工程项目所处环境及
其重要性和使用性质来确定雷电防护等级、防雷
类别和破坏能力等，为工程项目选址、合理避险、
正确设防提供可靠依据。该项目依据ＧＢ５００５７—
９４《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８９－２００７《民
用爆破器材工程设计安全规范》、ＱＸ燉Ｔ８５－２００７
《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技术规范》及国家相关规范规
定，综合论证评价结论为：其建筑物危险等级应
为Ａ级；防雷类别应为Ⅰ类；其破坏能力应为Ａ１
级。
２４防护措施

不同建设项目具有不同的特点，在实际评估
中引用规范不同，评估结论就不同，设防措施自
然有很大区别。该生产线改、扩建和炸药库建设
项目按照防雷技术规范标准及设防要求进行设
计、安装。建议在生产线厂区工房内的金属设备、
管道、门窗及其它导电物体做静电接地防护处理；
对重点部位、危险工作间的出入口安装静电泄放
设施；在低压线路入户端采用地理敷设；在总配
电室和各分配电箱分别安装第一、二级电源浪涌
保护器ＳＰＤ（Ｓｕｒｇ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Ｄｅｖｉｃｅ）；在有线通
信设施、网络监控设备的入户端安装相应的信号

浪涌保护器。
２５制作评估报告书

按程序编制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报告书，组织
评估专家初评、定稿，报气象主管部门评审，通
过后送被评估单位。
问题及建议
３１问题

目前，雷电灾害风险评估工作存在的问题主
要有：①市级雷电监测定位系统少，监测资料缺
乏，影响雷击风险评估工作的客观性、准确性；②
评估人员少、业务水平参差不齐且队伍不稳定；③
前期资料采集不够细致，造成项目评估报告缺乏
针对性，不同的报告内容大同小异、结论相似，制
约了评估业务的深入开展。
３２建议

针对存在问题，结合市、县雷电灾害风险评
估工作的实际，建议做好六项工作。

（１）注重设施建设。针对不同区域雷电灾害
特点，有计划、有重点、分步骤地配设监测、检
验、分析设备，逐步更新硬件设施。

（２）加强人员素质教育，提高队伍水平，深
化技术含量。在基层选拔和培训一批懂管理、技
术精的骨干人才，加强技术研究和交流，创新服
务内容，做好评估项目的测量、分析、评估工作。

（３）严格按照程序，把握关键控制点，认真
做好评估工作。一要确定做好勘查、勘测和数据
及相关资料的采集工作；二要把好资料、数据的
梳理关，为科学、准确的做好风险分析提供依据。

（４）加快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法规建设。在国
家有关雷电灾害风险评估制度出台前，各级气象
主管机构应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积极推进地方立
法，争取政策支持，完善与评估有关的规章制度，
明确开展雷电灾害风险评估的实施细则，确保符
合评估要求的建设项目在设计论证前进行雷击风
险评估。

（５）建立严格的准入和资质、资格管理制度。
为保证雷电灾害风险评估的客观性、公正性、严
肃性，应设定资格准入，完善资质和资格管理制
度。制定评估机构资质的申报、审批、监管流程，
根据评估机构的能力和质量管理水平来确定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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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郑县近４３年气候资源变化特征初步分析
徐钰

（南郑县气象局，陕西南郑７２３１００）
摘要：利用南郑县１９６６—２００８年气象资料，运用统计学方法，分析光、热、水等气候资源以及
蒸发、风等气象要素的变化，揭示该县气候资源变化的基本事实和变化规律。结果表明：南郑县
近４３ａ来气温以０１３７ｏＣ燉１０ａ的气候倾向率呈上升趋势；≥５ｏＣ和≥１０ｏＣ的积温总体呈上升趋
势，≥１５ｏＣ积温呈下降趋势；日照时数一年中呈单峰型，总体变化呈现下降的趋势；降水总体为
下降趋势，春、秋两季为下降趋势，夏、冬两季为增加趋势，年暴雨出现频次呈减少趋势。
关键词：南郑县；气候资源变化；倾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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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南郑县属陕南山地的组成部分。境内
横贯东西的米仓山构成地貌骨架，汉江环绕东北
部，地势南高北低，呈阶梯状分布。县域由北向
南依次为平原区、低山丘陵区、中山区。三种主
要地貌的面积分别占全县总面积的１２％、２２％、
６６％［１］。为充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调整产业结
构，发展特色农业，促进地方经济的持续发展，利
用南郑县气象站１９６６—２００８年气象观测资料，统
计分析水、热、光等气候资源的变化规律对南郑
县气候资源变化趋势有一清楚的认识，以便趋利
避害，合理开发利用资源。
气温和积温

各种作物的生长、发育都有一定的温度范围，
一个地区的热量状况往往决定着农业生产的布
局、品种类型、种植制度、产量高低及品质优劣。

因此，温度（热量）资源是一项重要的农业自然
资源。热量资源通常以气温和积温衡量。
１１气温变化
１１１气温年代际变化从表１可知，南郑县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至２１世纪前期，各年代平均气温
为１４５ｏＣ、１４２ｏＣ、１３８ｏＣ、１４４ｏＣ、１４９ｏＣ。
６０—８０年代平均气温呈现下降趋势，７０—８０年代
气温低于平均水平，处于冷期；８０年代以后至今
气温呈现上升趋势，９０年代以后平均气温相对较
高，２０００年后升温幅度最大，与文献［２－３］分
析结论一致。２００６年平均气温值达１５３ｏＣ，是
４３ａ中的最高值。
１１２气温年际变化南郑县年平均气温
１４３ｏＣ，１、７月平均温度分别为２３ｏＣ和２５ｏＣ。
图１为南郑县年平均气温年际变化曲线。４３ａ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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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业务范围，对从事风险评估工作的人员，要通
过专业培训和考核，实行持证上岗。

（６）加强部门协作，做好宣传。开展雷电灾
害风险评估，应加强与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的协
作，建立联合审批机制，将雷电灾害风险评估列
为项目审批内容的前置条件范围。同时，做好宣
传提高社会公众对雷电灾害的认识，通过评估降

低风险，最大限度地减少因雷击造成的生命和财
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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