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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化肥厂雷击风险评估

刘 波
(陕西省防雷中心,西安 710014)

     中图分类号:P429      文献标识码:B

  近年来以煤和石油为原料的能源类化肥厂应

运而生。这类化工企业的生产工艺相似,生产过

程中产生大量的易燃易爆和有毒气体,一旦遭受

雷击很可能发生泄露和爆炸事故,后果相当严

重。陕西化肥厂新建的合成氨节能减排建设项目

的雷击风险评估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对同类化

工生产企业的雷击风险评估具有参考意义。

1 评估区域的划分

该化肥厂占地面积大,沿坡塬而建,近似呈

矩形。厂区内有员工休息区、值班室、行政办

公、生产调度、生产设备及其它生产附属设施。

按生产性质和使用要求将其划分为办公和值班

区、原料和燃料储运区、锅炉区、污水街区、气

化区、甲醇生产区、空分及空压街区、合成氨

区、合成尿素区、成品罐区、循环水区、水预处

理区、后勤保障及仓库区。选取合成氨区、甲醇

生产区、成品罐区、气化区、空分及空压街区、

锅炉区作为典型区域计算评估,其余区域的截收

面积相对较小,遭受雷击次数少,建筑物内损害

概率相同,风险量相对小于典型区域,因此只要

典型区域评估结果符合要求,其余区域也符合,

可省略计算。

2 雷击风险的组成

该项目的损害来源有雷击生产设备、雷击设

备的邻近区域、雷击生产设备的管道或与之相连

的电气、电子系统以及其邻近区域四部分。损害

的类型主要是对生产人员的伤害、对设备的损害

及造成电气和电子系统失效。损失的类型主要是

致人死亡和设备及其附属设施的损失。厂区内没

有为公众提供服务的设施,也没有文化遗产。因

此该生产企业只涉及雷击风险有致人员死亡和造

成经济损失的风险,依据风险量计算公式对这两

类风险进行评估。

2.1 人员死亡损失存在的风险R1

雷击设备在设备区域的3m内因接触和跨步电

压可能导致人员伤亡,故存在风险分量RA;在设备

内因危险火花放电触发火灾或引起爆炸而导致人员

伤亡,故存在风险分量RB;由雷电电磁脉冲感应形

成的过电压引起电子设备失效,在爆炸危险场所会

威胁到人员生命,故存在风险分量RC;雷击设备的

临近区域雷击电磁脉冲感应过电压引起电子设备失

效,在爆炸危险场所会威胁到人员生命,故存在风

险分量RM;雷击设备的管道、线路设备的管道、线

路上引入的雷击电流产生的接触和跨步电压导致生

命损害,故存在风险分量RU;雷击电流在入口线路

和金属部件间引起电火花导致爆炸、火灾而导致人

员伤亡,故存在风险分量RV;在设备管道、线路上

感应的过电压传输到区域内引起电子设备失效,在

爆炸危险场所会威胁到人类生命,故存在风险分量

RW;雷击设备的管道、线路附近在入户线路上感应

的过电压,并传到设备内造成电子设备失效,在爆

炸危险场所会威胁到人类生命,故存在风险分量RZ。
因此人员死亡损失存在的风险量

R1=RA+RB+RC+RM+RU+RV+RW+RZ。

2.2 经济损失R4
经济损失是指设备及其附属设施的经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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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由于RA 和RU 是与生命有关的损失,且生产

区内无动物饲养,因此不存在RA 和RU。其他同

人员死亡的损失基本一样。

R4=RB+RC+RM+RV+RW+RZ

3 年雷击次数N 的确定

年雷击次数N 由雷击大地密度Ng、设备截收

面积A、位置 (变压器、环境)因子C等3个参数

决定,对于某个确定地点,Ng 和C为常数,A 通

过计算获得。化肥生产厂的生产设备都是大型立式

罐体,露天设置,各种管道交错纵横,形状各异,

高低不同。各个工艺阶段的设备都附属有大量的控

制电气、检测报警仪、仪表、电机设备、通讯仪

器、监控装置等。现行的评估标准是以建筑物为评

估对象给出的评估方法,这就需要把设备按照一定

的方法转换成建筑物的等效形式,然后按照计算建

筑物的公式来计算对应设备的截收面积,进而计算

雷击次数和风险量。

将选定区域转化为等效面积时,以区域内最高

点为顶点,设备的外缘为底部,将其近似为具有凸

屋面的立方体。等效截收面积是以高的3倍沿外缘

展开,当展开部分与邻近设备的边缘相遇时停止展

开所形成的面积。区域附近的截收面积是把近似立

方体正投影边缘延伸到距正投影周边250m所属区

域的面积再减去等效面积的值。

4 参数的选取

4.1 损害概率P
依据项目设计说明,按二类防雷设计并以

QX/T85—2007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技术规范为标

准选取各风险分量的损失概率。雷击产生的和跨

步电压导致人员触电的概率PA 取10-2。雷击减

少物理损害的保护措施的概率PB 取5×10-2。雷

击建筑物导致内部系统失效的概率PC=PSPD (装

有浪涌保护器时相应的概率)取2×10-2,由于

露天设备基本没有屏蔽等措施,因此认为雷击建

筑物邻近区域导致内部系统失效的概率PM,雷击

管道、线路等导致人员伤害的概率PU,雷击管

道、线路等导致设备等损害的概率PV,雷击管

道、线路等导致内部系统失效的概率PW,雷击入

户服务设施线路附近导致内部系统失效的概率PZ

都等同于PSPD。

4.2 损失量值

同样参照QX/T85—2007雷电灾害风险评估

技术规范选取损失量值。由于Lt、Lf 和LO 的值

在可能遭受影响的人员的平均数量np、预计的总

人数nt、以小时计算的人员每年处于危险场所的

时间tp 这3个值不确定时难以确定,故均取典型

平均值。Lt 是触摸和跨步电压伤害引起的损失,

区域边缘Lt=10-4,区域内部Lt=5×10-2;Lf
为设备损坏引起的损失,为10-1。LO 为内部系统

失效引起的损失取10-2。致人死亡的损失受厂区

设备特征的影响,需将损失相对量增加的因子hz
和缩减因子 (rf、rp、ru、ra)考虑在内,其中ra
取10-2,ru 取10-2,rp 取0.5,rf取1,hz取5。

5 计算结果和采取措施

5.1 风险量计算及分析

对选取的典型区域,按照二类防雷保护进行计

算,结果各区域风险量R均大于最大容许值。对各

组成风险分量进行分析发现,主要是RA、RC、

RM、RZ 这四个主要分量的值过大造成总值超标。

5.2 采取措施

为了降低风险分量,对于RC,通过选配更高

的电流耐受能力、更低的电压保护水平等将PC

取值由0.02调整为0.002;对于RM,通过增加屏

蔽效能、优化线路的路径、采取合理的综合布线、

提高设备耐受冲击电压能力等将PM 的取值由

0.02调整为0.001;对于RZ,采取将建筑物内的

金属构件进行完善的等电位连接,采用屏蔽电缆

时其屏蔽层应在两端并宜在防雷区交界处做等电

位连接并接地,把屏蔽层连接到与设备相连的等

电位接线排上,使雷击相连服务设施线路导致内

部系统失效的概率 PLD=0.002,从而使 PZ=
0.002。对于其他几个分量,还可给内部电力和电

信系统安装增强的三级配合的SPD保护,使PSPD

=0.002。网络和有线电视线路采取D级浪涌保护

器进行防护。通过采取以上措施,PB、PU、PV、

PW 的值也相应降低了,各风险量均小于容许值。

6 小结

通过评估,发现该化肥厂在防雷方面存在的

一些问题,采取措施改进后,能够满足防雷电的

需求。为了更加全面地提升防雷效果,建议在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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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气象装备资产管理现状与改进建议

于 洪
(陕西省气象局财务核算中心,西安 710014)

     中图分类号:F123.7      文献标识码:B

  随着现代气象业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气象

技术装备的数量和种类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技

术装备的科技水平越来越高,更新速度越来越快,

对备件和消耗物资的种类、数量需求也越来越大,

提高技术装备与保障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尤为

重要。针对目前省级气象技术装备物资保障管理

工作在会计核算、资产管理和管理流程上存在的

实际问题,从加强财务管理、完善制度流程等方

面提出改进措施和建议,以期提高气象技术装备

物资保障的整体管理水平。

1 现状与存在问题

1.1 现状与工作流程

气象物资保障是开展气象业务的物质基础,

其供应管理既要保证气象事业发展需要,又要节

支、挖潜。气象物资供应管理工作就是适时地、

保质保量地供应气象台站所需气象物资,加强气

象物资的管理,合理配备、充分挖掘潜力,提高

经济效益。陕西省大气探测技术保障中心负责制

定全省气象技术装备年度器材供应计划,承担政

府采购设备的调拨管理及全省气象台站器材供应。

气象物资供应流程包括4个环节:①根据预

算数建立采购计划 (地市计划或省级计划);②根

据采购计划建立合同;③根据合同执行情况进行

验收入库工作,同时入库的可能有调拨和报废的

设备;④根据调拨单和出库单信息,对库存的设

备进行调整 (有调拨或出库依据)。每年的计划申

请包括年度装备计划申请和年度装备追加计划申

请,通过第二次追加微调后确认本年度计划。调

拨和仓储管理环节流程中,必须对每个程序确认

后才能进行下一步及修改数据。

1.2 存在问题

1.2.1 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预算执行问题 常规器

材经费预算是根据业务站点的性质及站点数,按

照中国局定额下达的。器材经费是按照其业务性

质划分到相应的业务经费中,财务人员往往不能

准确把握全省业务站点情况,因而无法根据预算

下达原则的经费分解说明,直接得到器材经费数,

给严格执行预算造成一定的困难。

1.2.2 实行会计集中核算与单位财产物资管理相

脱节 会计集中核算制度,强化了会计的监督和

约束机制,规范了各单位的支出行为,加强了对

各单位财政性资金的监督。实行集中核算后,物

资采购的会计核算业务由财务核算中心负责,物

资采购、保管、发放及固定资产调拨等仍由原单

位管理,拥有资产处置权,财务核算中心根据购

入物资的发票及资产调拨单据登记资产账目。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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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布设大气电场仪,可提前预警雷电;在经济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直击雷、感应雷、雷电波

侵入、电磁脉冲采取更加细化的防雷措施;在某

些场所采取防静电和安装警示牌等措施。通过一

系列举措,使遭受雷击的损失量更低,进一步减

少雷击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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