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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农村雷电灾害分析及建议
李彩莲，杜娟，曹赞芳，冀静

（陕西省防雷中心，西安７１００１４）
摘要：雷电灾害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介绍陕西雷电日数时空分布以及近６ａ来陕西
省雷电灾害的分布特点，对陕西省农村雷电灾害情况进行详细的调查统计分析，阐述了陕西省农
村雷灾事故多发的原因，提出了农村防雷的对策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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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雷电日数时空分布特征
利用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陕西９３个气象站的雷电

日数统计得出，位于陕西北部的府谷站年平均雷
电日数最多，达３７ｄ燉ａ；位于陕西中部的兴平站
最少，为１１ｄ燉ａ。将陕西年平均雷电日数分为３个
等级，其中≤１５ｄ的有１０站；＞１５ｄ且≤２５ｄ的
有３６站；＞２５ｄ且≤３５ｄ的有４７站，占５０％。在
空间分布上，陕西中部最少，１０～１５ｄ燉ａ；陕北北
部最多，为３５ｄ燉ａ以上；陕西南部约在２５～３５
ｄ燉ａ。［１］

陕西雷电的季节性变化明显，一年四季均有
发生，但多出现在夏季。其中７、８月暖湿气流旺
盛、强对流天气最容易发生，雷电出现的日数最
多。［１］
陕西雷电灾害的分布特点
２１空间分布

关中雷电灾害最多，占全省的５３％，其中，西
安、渭南最多；其次是陕南占２６％；陕北占２１％。
这与陕西雷电的空间分布有差异，主要因为雷电
灾害的发生及其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与雷
电出现的频率有关，也与当地的人口密度、经济
发展水平有关。虽然关中年平均雷电日数少于陕
北、陕南，但由于关中人口稠密，经济发达，雷
电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却高于陕北和陕南。［２］

２２伤亡分析
根据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陕西雷电灾害调查分析

统计得出：陕西６ａ共发生雷击事件２４６起，造成
直接经济损失近７５００多万元，间接经济损失１
亿元以上；人员伤亡１０５人，１００％在农村；６２％
的雷灾事故发生在农村；６０％的财产损失也在农
村（表１）。从表１可以看出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间的农
村雷灾事故比例呈上升趋势，２００７年农村雷灾事
故比例明显下降。因近年来随着整个社会对防雷
减灾的重视，通过广泛的防雷减灾宣传，农村也
越来越重视防雷减灾工作，农村防雷设施进一步
加强完善，所以农村的雷电灾害损失比例相对下
降。
２３陕西农村雷灾多发原因分析

（１）因城乡防雷意识和防雷设施存在明显差
异，在城市各类建筑物、构筑物都设有防雷装置，
有避雷针、避雷带和各种接地体，有条件的还安
装电源电涌保护器，整个城市处在一个庞大的防
雷网保护之下。而农村地广人稀，经济条件差，无
力安装防雷装置，根本考虑不到防雷问题，特别
在野外作业的农民，很难躲避直击雷的伤害。农
村从硬件设施上就存在雷灾发生的重大隐患。

（２）农民防雷减灾意识淡薄。农民对防雷科
普知识和防雷的法律法规了解甚少，有些根本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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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年雷灾事故调查分析表

年份 雷灾事
故燉起

农村雷
灾燉起

农村所占
比例燉％

死亡人数 受伤人数 直接经济损失燉万元
总和 农村 农村燉总和

２００２ ３５ ２０ ５７ １２ １５ ７８０ ３６０ ４６％
２００３ １８ １１ ６１ ７ ４ １１４ ６ ５％
２００４ ２０ １４ ７０ ８ ６ １９６４ １８５７ ９５％
２００５ ３２ ２６ ８１ ６ １８ ８００ ２６５ ３３％
２００６ ４２ ３６ ８６ ８ １２ １５００ ９００ ６０％
２００７ ９９ ４７ ４７ ５ ４ ２３４０ １１０１ ４７％
合计 ２４６ １５４ ６２ ４６ ５９ ７４９８ ４４８９ ６０％
年平均 ４１０ ２５７ ６２０ ７７ ９８１２４９６ ７４８２ ６０％

有防雷意识，还存在封建迷信思想，有些当事人
认为遭雷击是遭天谴，隐瞒不报，致使雷灾调查
工作受阻。

（３）村镇建设的选址没有经过专业机构的雷
击风险评估，因此有些房子建在易受雷击的山峁
上或很高的大树旁，这都是很危险的。

（４）近年来，随着《气象法》《防雷减灾管理
办法》以及各地气象法规的健全实施，各地气象
部门加强了防雷检查和检测力度，雷电灾害得到
明显遏制。但由于交通不便、资金短缺等各方面
因素影响，有些偏远农村地区仍然是雷电防护宣
传的盲区，农村防雷减灾普及工作还任重而道远。
陕西农村雷电灾害防御的对策和建议
３１加强农村建设规划管理。农村雷电灾害防御
工作是涉及到农民切身利益的重要公共安全问
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按照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对防御农村雷电灾
害加强规划，并加强农村建设规划过程中的管理，
从源头上解决房屋防雷问题。
３２加强对农村新（改、扩）建电力、通信、广
播电视等设施建设防雷装置设计、施工管理，推
进先进的地埋技术。
３３切实加强各类线路、电子电器设备的防雷。
对入室的线路应按规范布设，最好不采用架空方
式，而采用埋地铺设。各类管线应做好接地连接，
对各类贵重的电器设备的电源进线处、信号进线
处安装相应避雷器，做好各类金属构件的等电位
连接等，特别是天面的金属构件（如太阳能热水
器）。
３４加大防雷装置法律、法规宣传力度，进一步

加强防雷科普知识普及和宣传工作，加强农村防
雷安全教育，破除封建迷信的思想观念，树立雷
灾可防意识。让农民了解雷电常识，掌握救护方
法，通过各种宣传手段让雷电科普进村、入户。
３５加强雷电灾害预报预警能力建设，充分利用
闪电定位仪、大气电场监测仪、雷达、卫星遥感
和常规气象探测资料，发展完善雷电预报预警分
析方法。想办法解决雷电监测预警信息传播问题，
通过农村广播电台、电视、１２１２１气象电话、公共
显示屏、乡村喇叭等多种传播手段使雷电预警信
息入村进户，尤其是要覆盖到偏远落后的山区。
３６构建农村防雷减灾体系，编制农村地区雷击
风险区划，制定不同地区防御雷电技术标准，最
大限度的降低农村雷电灾害。

农村雷电防御是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
但农村受资金、思想认识的影响，还需要一个循
环渐进的过程［３］。农村雷电防御工作的顺利实施，
离不开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配合，需要全社会
尤其是农民群众的共同参与，要汇集社会各方面
力量，采取有效措施，依法科学防雷，降低雷电
灾害损失，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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