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陕
!

西
!

气
!

象
!"#$

!

%

"

宋卫民
&

汉滨区国家基本气象站雷电防护设计 $

'

%

&

陕西气象#

!"#$

!

%

"&

+!(+*)

文章编号!

#""%(*+$*

!

!"#$

"

"%(""+!("+

!!

收稿日期!

!"#$("<(#"

!!

作者简介!宋卫民 !

#,<#

'"#男#陕西安康人#汉族#助理工程师#从事防雷工程工作)

汉滨区国家基本气象站雷电防护设计

宋卫民

!安康市金安防雷工程有限公司"陕西安康
!

<!$"""

$

摘
!

要!根据汉滨区国家基本气象站的实际状况#针对气象站观测室内部的设备和通信设施等

弱电系统#从屏蔽(接地(综合布线(等电位连接和过电压保护等方面进行防雷电感应设计*

对室外观测场各观测仪器设备#从防直击雷保护和防雷击电磁脉冲等方面提出具体(针对性的

防护设计)

关键词!观测站*防雷设计

中图分类号!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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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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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滨区国家基本气象站 !东径
#",̀"!a

#北

纬
+!̀*+a

"位于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城郊一里坡

的高井村#海拔高度
!,"&-=

)气象站北边为值

班室#南边为观测场)由于汉滨区国家基本气象

站地势较高(四周空旷#容易遭受雷击#因此作

好汉滨区国家基本气象站的综合雷电防护是十分

必要的)依据雷电防护方面的有关标准和规

范$

#;+

%

#并根据该站的实际状况#对汉滨区国家

基本气象站的防雷装置进行设计#希望能够有效

防护雷电灾害#保障气象站观测仪器和传输设备

的安全运行)

!

!

观测站防雷标准

汉滨区国家基本气象站的土壤主要有黏

土(风化石)黏土土壤电阻率一般在
!""

!

-""

&

,

=

之间#风化石土壤电阻率一般在

#$""

!

+"""

&

,

=

之间#都不利于雷电流的

扩散)根据汉滨区国家基本气象观测站周边

环境(地质结构和土壤电阻率等计算#观测

室设防后电子信息系统的防雷装置拦截效率
1

为
"&,"

"

1

'

"&,-

#因此#其雷电防护等级

应按照
H

级设计*观测场的设备设施作为原

始数据采集和传送的重要端#其雷电防护等

级应按照二类建筑物防雷标准设计#以预防

和避免遭受雷击)

"

!

观测室防雷设计

由于气象站观测室自身结构形成了法拉第笼

效应#因此#防雷设计不必考虑其外部防雷措

施#只对其内部防雷 !即防雷电感应"进行

设计)

!&#

!

屏蔽

由于建筑物结构自身的屏蔽#观测室内所有

电子信息设备应尽量安放在靠近观测室中心的位

置#与建筑物防护屏蔽体有一定的距离#并利用

机柜的金属外壳进行二次屏蔽)由外部进入观测

室内的所有线缆均应采取穿金属管埋地敷设#并

在入户处就近与防雷装置连接#进入室内的线缆

采用走线桥架进行屏蔽#金属桥架应在首末端分

别与防雷接地装置连接一次)

!&!

!

接地

室内所有设备的防雷接地(安全保护接地和

电器设备接地统一共用该建筑物的基础接地地

网#总等电位接地端子排设置在观测室中央位

置#采用截面积不小于
!$==

! 的铜芯导线与建

筑物基础地网可靠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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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电位连接

观测室应采用
3

型等电位连接方式)采用

截面积不小于
$"==

! 的铜带在防静电地板下组

成
#&!=D#&!=

的接地网格#并与总接地端子

排连接)进入观测室内所有线缆的金属屏蔽管(

线槽线架首末端均应采用截面积不小于
#%==

!

的铜芯导线与总接地端子排连接#其机械连接处

应采用金属编织带做等电位连接)

j8.

(数据

柜(网络柜(计算机等设备金属外壳均采用截面

积不小于
!&$==

! 的铜芯导线与接地装置连接#

连接导线和等电位连接端子板间应采用螺栓

连接)

!&*

!

过电压保护

供配电采用
6J;.

接地系统)供电线路由室

外变配电室埋地引入#观测室总配电柜进线处设

计安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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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P

!放电电流"

#

*"G:

的限

压型电源浪涌保护器 !

.8O

"装置#

.8O

连接导

线长度不宜大于
"&$=

(最小截面为
*==

!

#各

设备供电插座均选用适合型号的防雷插座)传输

线路传感器和采集器线缆口均安装
-

.

!"

'

>

#

2

.J

!额定放电电流"

%

$G:

#漏电流
'

!"

'

:

的信

号
.8O

)

.8O

连接导线应平直#最小截面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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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场防雷设计

观测场主要是利用安装在风塔上的接闪针来

达到防直击雷保护#然而观测场内的所有设备设

施却处于直击雷防护区 !

8̂e"H

"#由于该区域

的电磁场强度没有得到衰减#为防止观测场及附

近出现地闪时#雷电产生的脉冲电磁场从空中直

接辐射入该区域内电子设备#因此还需要采取雷

击电磁脉冲防护措施)

+&#

!

接地网

汉滨区国家基本气象站共用接地系统由观测

室地网(室外观测场地网共同组成#两地网间的

连接带不少于两处#采用
*D*"

热镀锌扁钢或

(

#%

热镀锌圆钢进行连接#连接带的埋设深度
#

"&$=

)观测场和观测室所有设备共用同一接地

系统#其接地电阻应小于
#

&

)观测场地网设计

及其与观测室地网连接如图
#

所示)

图
#

!

观测场地网与观测室地网连接示意图

+&!

!

防直击雷

观测场有两根风向杆#分别位于观测场东西

两侧)利用装设在风向杆上的接闪短针作为观测

场接闪器#接闪针选用直径为
#%==

! 的圆铜#

依据二类防雷建筑物设防的滚球半径计算#该风

杆高度应为
#"&$=

#接闪针针高
#&$=

)引下

线采用屏蔽电缆#其截面积为
$"==

! 的多股铜

线)引下线入地点附近设置垂直接地体#并与观

测地网作可靠连接)

+&+

!

屏蔽

观测场内风向(风速数据传输线应采用带屏

蔽层的电缆经金属风杆内敷设#传输线的外屏蔽

层首尾应与风杆做电气连接)其他各传感器设备

无屏蔽措施#因此#所有突出金属物均采用等电

位连接)雨量器(遥测雨量计(称重雨量计(大

型蒸发皿(主采集箱(地温采集箱(自动气象站

信号转接盒(串口(能见度测试仪等的金属外壳

均应就近与观测场地网可靠连接)

)

!

结语

气象观测站是获得气象资料的主要场所#它

所获得的气象资料对天气预报(气候分析预测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做好气象观测站的雷

电防护对保证观测资料的及时(准确获取非常重

要)气象观测站的雷电安全防护是一项综合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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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渭南市气象局科研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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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结合汉滨区气象观测站实际情况#严格按照

国家和行业有关防雷技术规范要求#主要从直击

雷防护和雷电感应两方面对汉滨区气象观测站的

雷电防护进行合理设计#应可保障观测站设备设

施的安全运行)然而#一旦发生极端天气过程#

出现超出设计防护的超强度雷电流和规范规定标

准值的雷电流#观测站遭受雷击损坏的可能性还

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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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采用数理统计方法对渭南市蒲城(白水(韩城(华阴
*

站人工与
M.Q9R;F

型自动土壤水

分观测仪观测的土壤体积含水量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和多项式拟合#结果显示&自动观测土壤水

分数据与人工观测数据显著相关#拟合方程标定效果优于
O

值标定效果#方程标定后数据准确

率提高#可满足干旱监测和服务需求)

关键词!土壤水分数据*相关分析*多项式拟合*数据标定方法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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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Q9R(F

型自动土壤水分观测仪可以快速(

便捷获取同一地点不同层次土壤水分连续监测

数据)在实际业务服务中发现#自动观测土壤

水分数据经过
O

值标定后#虽然满足规范要

求#但部分数据与人工数据绝对误差较大#无

法满足监测和服务需求)通过对比分析研究渭

南市蒲城(白水(韩城(华阴
*

个固定土壤水

分观测站
!"#"

'

!"#+

年人工和自动土壤水分

数据#得出进一步提高自动土壤水分数据质量

的数据标定方法)

!

!

资料及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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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蒲城(白水(韩城(华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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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和自动土壤体

积含水量数据来源于渭南市生态与农业气象中心

资料室#数据均为逢
-

观测 !遇降水顺延")蒲

城站资料的起止时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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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白水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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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城

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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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阴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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