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兴元．接地电阻测量技术讨论 ［Ｊ］．陕西气象，２０１４ （２）：４７－４８．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４３５４ （２０１４）０２－００４７－０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９－２３

作者简介：刘兴元 （１９７１—），男，汉族，陕西凤县人，大学本科，工程师，主要从事防雷检测工作。

Ｓｕｒｆｅｒ软件强大的绘图功能，又可以发挥Ｃ＃编

程强大的人机交互优势，二者相结合所绘制的区

域站温度、降水量等值线图可将区域自动气象站

观测资料直观和美观的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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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电阻测量技术讨论

刘兴元

（宝鸡市气象局，陕西宝鸡　７２１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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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地电阻的测量是防雷检测工作一个很重要

的项目，需要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

１　测试点位的选择

检测接地电阻时，接地棒不应插在接地系统

内部，并应与共用接地网、独立接地装置或建筑

物自然接地装置保持适当间距，一般以３～５ｍ

为宜，且须避开地下电缆、管道等。加油加气站

接地网范围较大，应在其区域外选择插线点，切

不可图方便随意在其接地网范围内插线，甚至将

插线点选择在油罐区内，否则所测数据只是接地

系统内部接地棒插地点与测试点之间的相对过渡

（接触）电阻，而非接地系统自身接地电阻。

对于一个接地系统而言，接地棒插好后，检

测过程中不得随意变换其位置，否则由于参照点

的变化，前后所测数据不是一个序列，不具有同

一性和可比性，检测结论缺乏科学性。

２　检测仪器及辅助线的使用

测试仪器不应置于高压线电磁辐射范围内，

一般在边相导线地面投影５ｍ外可有效避免电

磁感应干扰。

测量接地电阻时，经常会遇到地面硬化、没

有土地，或高处作业，测试线长度不够，需要使

用辅助线来延长测试线的情况。配置辅助线时，

要求导电性能好，线径适当，自身线阻小，绝缘

良好，不得有裸露部分，否则与地面接触，会影

响测量数据的准确性。初次使用辅助线，应当测

试其自身电阻值，作为订正值，测量结果应当减

去订正值。每次使用辅助线，必须全部展开，不

得在线圈状态下测量，否则由于电感效应会使测

量结果偏大。高处甩放辅助线时，应注意地面行

人安全，并避免接触或缠挂到周围电线电缆上。

３　检测时段的选择

证券、期货、金融等行业对时效特别敏感，

检测时应格外小心。为避免操作失误导致交易不

正常甚至中断，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麻烦，对这

些行业的单位进行检测时，须待下午闭市并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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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交易数据后方可检测。

４　数据的修正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规定的建筑物防雷

冲击接地电阻的有效值是个位，但实际工作中，

无论是数字式或指针式接地电阻测试仪所测得数

据是有一位小数。当所测得接地电阻值略大于规

范规定时，该如何记录规范并未说明，《建筑物

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也未涉及。若如实记

录，按照规范结论应为不合格，这样的结论显然

不大合理。建议现场记录时采取四舍五入法。

５　合格标准的把握

近年来，绝大多数建筑物采用等电位连接形

式。防雷接地与配电系统共用接地，无形中将防

雷接地电阻标准提高至４Ω （配电系统安全保护

接地电阻标准）以下。甚至有的建筑物由于电子

信息系统或者设备接地的特殊需要，要求采用联

合接地系统，接地电阻达到１Ω以下。因此对于

大多数建 （构）筑物而言，即使检测对象只是接

闪杆、接闪带等防直击雷设施，接地电阻也不能

机械套用规范规定的１０Ω或３０Ω标准。当其采

用共用或联合接地形式时，接地电阻标准与建筑

物防雷类别已经无关，而取决于其接地形式，区

分情况分别适用４Ω或１Ω标准。检测结果一旦

超过此标准，则意味着接地系统的整体接地电阻

超标，应当查找问题，分析原因，及时提出整改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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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于气象执法来说，怎样实现取证的合法、客观、全面、及时，是确保气象行政执法

合法、有效的基础性工作。立足于气象执法实际，对当前气象行政执法取证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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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象行政执法是法律赋予气象主管机构的

权力和义务。在气象执法过程中，调查取证的规

范性、合法性对于正确、高效办理气象违法案件

甚为关键，同时对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和气

象执法的公信力也有着积极意义。

１　气象行政执法的基本情况

所谓气象行政执法，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国

家有关法律规定，采取的直接影响行政相对人权

力义务的具体行政行为。气象部门并非传统的执

法部门，气象执法要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还需要

一定的时间。在实际的执法取证过程中，相对人

由于不了解气象法规条例内容，从而抵制取证工

作，干扰执法程序正常进行，甚至出现暴力抗

法、围攻执法人员的情况。

法律知识全面、执法经验丰富的专业执法人

员相对缺乏，虽然经过一定的执法能力培训，由

于法律基础薄弱，理解和执行相关法律条文不到

位，往往导致部分执法人员在执法程序上不合乎

规范，证据的收集和采信工作存在漏洞。

２　气象行政执法取证中存在的问题

气象行政执法中证据的收集和使用必须具有

三性原则：即客观真实性原则、与事实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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