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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９月４日下午，榆林市天气雷达站内
的榆阳区气象局观测场、值班室、雷达站主控机
房遭受雷击，雷达站附近有多次闪电。２０：２５一
次闪击击中观测场的自动观测塔，烧毁各种探头
和线路板，紧接着又一直径约２５ｃｍ的白色球形
雷从开着的窗户飘进测报室，在室内接闪消失，使
自动观测设备和数据传输系统瘫痪，雷达站控制
机房的网络传输系统也瘫痪。
基本情况

天气雷达站地处榆林市榆阳区青云乡刘家洼
的土山上，周围地势较低，是雷电多发生区，站
内地形东高西低，东侧高出地面约３ｍ有一排大
树。观测场距雷达楼约１８ｍ，西、北侧地势均低
于该站约４ｍ，南部地势较低，四周为农林地。

榆阳观测场自动站和雷达站都作过防雷工

程，自动站的接地阻值小于１Ω，天气雷达站的接
地阻值为０２Ω，都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自动站综合有线遥测仪被击坏，观测场采样
探头等室外设备被击坏，观测站值班室发生球型
雷雷击，雷击能量大，破坏性强，室内交换机被
击坏，直接经济损失近１０万元。雷达站主控机房
雷击损坏；ＡＶＡＹＡ接线架接口部分损坏、５支信
号避雷器击坏，直接经济损失不足１０００元。计算
机屏幕磁化（可恢复）；电源系统良好；雷达机房
计算机屏幕无磁化现象，设备良好。
雷灾分析
２１雷击的特征分析

根据闪电定位仪资料，９月４日２０时共有６
次雷击，２０：２８：３５的雷击强度达９２４ｋＡ，陡度
１３８ｋＡ燉μｓ，以此来估算雷达站周围５０ｍ内（既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５－２４
作者简介：杨碧轩（１９６７－），男，陕西城固人，硕士，高级工程师，从事防雷减灾服务工作。

放前须试听信号，检查各元件是否发热，若有元
件发热，则应及时更换回答器。因为，气球施放
３５ｍｉｎ后，即可接近对流层顶，仪器易受大风及
强对流影响，发生异常现象。同时，由于高空低
温，使空气中的水气和尘埃冻结在回答器元件上，
而导致漏电、连电而烧毁。另外，在施放过程中，
随着外加电源电压不断增大，回答器发射结上电
流也在不断增大，经过晶体管放大后可获得比输
出时大得多的输出电压，若此电压超出了集电极
－发射极间的击穿电压，回答器就会烧毁。
其他因素引发的故障
３１季节因素

由表１可见，春、冬季节突失现象严重，占

突失总数的比例较大。这主要是由于人体自身静
电和温度对回答器的影响。春、冬季节降水少、风
沙大、空气干燥，工作人员身体携带大量静电，当
接近装好的回答器时就会发生信号蜂鸣、嘈杂不
清、亮线上下窜动等异常现象。所以，在施放前，
值班员采取放静电措施（人体通过接触金属物释
放自身的电量），清除静电对回答器产生的影响。
３２天线因素

使用晶体管回答器天线脱落也会导致信号突
然消失。在施放前，将天线来回转动使其拧紧固
定，防止仪器升到高空后，由于风速增大，使天
线晃动以致脱落，造成信号的突然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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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楼与观测场的距离），在线路上产生的最大感
生电势幅值爠。假设线路的边长５ｍ，爠≈１３１
ｋＶ，在雷达楼防雷设计保护的范围内。
２２避雷器损坏情况

从榆阳观测站进入主机房线路上的２支ＲＪ－
４５－ＴＥＬＥ避雷器（１，２，３，６线）全部损坏，与
其连接的接口损坏；加装在控制机房线路上的２
支ＲＪ－４５－ＴＥＬＥ避雷器（１，６线损坏；２，３线
良好），与其连接的接口损坏；加装在雷达楼机房
线路的２支ＲＪ－４５－ＴＥＬＥ避雷器正常，加装在
光电转换器上的避雷器良好。

榆林天气雷达站的防雷工程经受了此次雷电
考验，雷达站无设备损坏，加装避雷器的电源系
统完好无损，加装在通信系统即雷达机房和主控
机房交换机后端设备端的ＲＪ－４５－ＴＥＬＥ避雷器
完好，可见避雷器对感应雷的防范是可靠安全的。
加装在榆阳观测站到雷达主控机房线路上的信号
避雷器击坏２支，造成２支避雷器短路（可恢
复），但通讯设备完好无损。

雷击事故是室内遭受球型雷直击引起的。球
型闪雷进入值班室时，相当于雷电直接击中值班
室线路。该雷击能量大、波形为１０燉３５０，安装在
线路上的信号避雷器都是设计防护感应雷，波形
为８燉２０、通流量５ｋＡ，最大允许通过电流１４５Ａ，
限制电压２２０Ｖ；而１０燉３５０波形的能量为８燉２０
波形能量的５倍以上。雷电流沿通讯线路进入主
控机房交换机，加装在交换机处的避雷器响应，但
该雷电流强度远大于ＲＪ－４５－ＴＥＬＥ避雷器的通
流量，造成避雷器完全损坏，接口由于过流大也
被烧坏；与交换机连接的其他线路上的ＲＪ－４５－
ＴＥＬＥ避雷器也同时响应泻流，由于泻流量的不
同造成避雷器部分损坏或热短路（可恢复），总之，
加装在交换机前端的避雷器的一起响应，将球型
雷的大部分能量沿接地系统泄放，使主控机房交
换机前端电压没有超过避雷器的残压２２０Ｖ，而
２２０Ｖ内浪涌电压是在交换机耐压水平内，对交
换机没有损害，但接口过流大也被烧坏，可见该
防雷设计是合理的。ＲＪ－４５－ＴＥＬＥ信号避雷器损
坏，是由于避雷器经受了超过设计要求的球型雷
的雷电冲击，而设计要求防护感应雷。通过避雷

器的损坏程度，可以看出雷电流沿信号线入侵的
路径，是由榆阳观测站机房沿线路向雷达主控机
房的服务器传输。从雷击事故结果看，避雷器起
到了应有的保护效果，被保护设备（交换机）完
好（见图１）。

图１榆林天气雷达站局域网雷击损失分布

改进措施
雷达站有发生球型雷的先例，应对雷达站内

的雷达楼、观测站等有设备和人员的场所，采取
防球型雷的措施。预防球形雷主要方法是，对进
出建筑物的通风口，窗户上加装金属网格，作接
地处理，并在雷电天气，关闭门窗，预防球形雷
飘进室内。

雷达站主控机房没有做屏蔽处理，致使在强
雷电天气下，显示屏幕磁化，影响正常工作，建
议对主控机房做屏蔽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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