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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住宅小区防雷设施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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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雷设施现状及潜在危害
２００９年５月至２０１０年２月，对西安市未接

受防雷检测的居民住宅小区建（构）筑物防雷装
置的外观进行抽样调查。发现住宅楼顶的避雷针、
避雷带等接闪器受损情况严重，部分防雷设施被
任意更改，使居民住宅楼被雷击的风险增加。８６
个小区中有６８个小区的防雷设施存在安全隐患，
占７９％，甚至有些小区同时存在多种问题。存在
问题有：①部分建筑物的防雷关键区未在防雷装
置保护范围之内，此类问题占１５％；②屋顶（屋
脊）避雷带（钢筋、扁钢）断（裂）开，占４０％；
③避雷带倒覆、锈蚀、支持架脱焊，占８０％；④
违规在避雷带上附着入户的金属线缆等，占
２５％。还有，个别业主在屋顶上增设大型金属物
体，如自行改（扩）建（金属）棚房，且未采取
任何防雷措施，占２０％；架设太阳能集热器、天
线，其高度高出避雷接闪器，占３０％。

安装在楼房顶面的接闪器，其架设高度、分
布位置、材质规格、牢固程度等都有严格的技术
要求，任何一项出现问题，均可导致防护失败。避
雷带上附着其它金属线缆，雷电流有可能沿线缆
窜入室内，造成人员伤亡和设备损毁。屋顶上任

意自行改（扩）建（金属）棚房，架设天线、太
阳能集热器等大型金属物体，且无防雷技术措施，
使住宅楼被雷击的风险增加，导致防雷接闪器不
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更危险的是，不仅这些金属
物体可能遭受雷电袭击，而且还会殃及室内人员
和设备。
防雷安全隐患原因分析

造成居民住宅小区建（构）筑物防雷安全存
在隐患的原因：①小区物业管理层对防雷减灾的
重要性认识不足，拒绝防雷电安全定期检测，致
使雷灾隐患没有及时发现和整改；②住宅小区建
设时，个别建筑物防雷装置存在设计、施工缺陷；
③受雷击等自然因素影响，避雷装置出现断裂、脱
焊、锈蚀等问题；④部分住宅小区房顶的防雷设
施被业主任意更改，甚至损坏；⑤小区物业员工
对防雷装置及其重要作用了解不够，致使日常维
修、维护楼房时，避雷装置受到损坏，且得不到
及时有效地修复；⑥业主和物业人员防雷意识淡
漠，在屋顶架设太阳能热水器、天线、供电、通
信线路等，或对原有建筑改建、扩建，未按有关
防雷技术标准和要求采取相应的防雷避险措施；
⑦相关物业收费政策规定不明确，住宅小区防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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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的缺测符号，并在值班日记上注明即可。
结语

预审员和测报员要严格依据《地面气象观测
规范》和相关的技术解答处理记录。要杜绝出现
异常降水记录，测报员应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

责任心，值班期间严格守班，加强业务学习，提
高业务水平，在班内对不正常记录及时在月基本
数据库文件（简称Ｂ文件）中维护；预审员利用
机审的同时，人工审核记录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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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陕西省夏季高温
发生的频率也在提高，高温日数呈增多趋势［１］。
陕西省９８个气象观测站除陕北的宜君、黄龙、
洛川和关中的华山、太白、长武、旬邑外，其
它均出现过高温天气。陕西高温天气已有人做
过深入细致的研究［１３］。在此主要针对专业气象
服务中用户需求，结合多年夏季高温服务工
作，对服务范围及危害进行归纳，提出重点防
御范围和措施，为高温灾害的减灾防灾公共气
象服务提供参考。
资料

使用１９６１—２００６年气候档案资料，统计了陕
西省９８个气象站各月逐日最高气温。

高温气象灾害区划
２１高温气象灾害风险区划

从多年气候资料分析可看出［１］，某地高温日
数的多少，表征其炎热的程度。若高温日数多，相
应的酷热日数也会多，容易出现热浪天气。根据
年平均高温日数（见表１）可将全省划分为５个高
温灾害风险区（见图１）。由图１可见，陕西高温
气象灾害高风险区和次高风险区有两个中心：①
关中中东部地区，包括西安、临潼、高陵、长安、
户县、蓝田、周至、咸阳、兴平、泾阳、渭南、大
荔、蒲城、华县、华阴、韩城、富平、吴堡；②
安康盆地，包括安康、白河、岚皋、紫阳、旬阳。
其他地区高温气象灾害相对较小，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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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安全定期检测费和整改费用得不到落实。
应对措施及建议

为了使居民住宅小区建（构）筑物的防雷设
施起到防雷避险作用，尚需各级政府房管、建设、
安监、气象等多个职能部门的协作和配合。房管
部门应协助气象部门做好物业小区防雷装置检测
工作并理顺整改费用的支出渠道；将物业小区的
防雷安全工作和物业小区管理人员防雷培训工作
纳入物业管理的年度考核。建设部门应协助气象
部门做好设计人员的防雷设计培训；协助气象部
门监督施工单位严格按照核准的防雷装置设计进
行防雷装置安装施工，并接受防雷装置检测机构
的随工和竣工验收的检测。安监部门应对住宅小
区的防雷工作和安全隐患整改工作实行综合监
管，会同相关部门开展防雷安全的联合检查工作。

气象部门应①加强对物业小区的雷电灾害防
御组织管理工作，做好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
验收行政许可工作。严格按照有关法规查处违规
单位。②要求防雷检测机构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和技术标准对物业小区实行定期防雷装置安全
检测。对检测中发现的防雷安全隐患，责令小区
物业限期整改，并及时复检、验收。③通过新闻
媒体广泛开展防雷科普知识宣传和防雷减灾法制
宣传，提高全社会的防雷避险意识。④加强雷电
防御技术指导，对相关的建筑设计、施工人员进
行防雷专项培训，对物业小区管理人员定期进行
雷电防护装置维护知识培训。⑤接到雷电灾情报
告后，迅速组织雷电灾害调查，分析原因，提出
整改意见或补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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