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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古建筑物，是千年古国的一个缩影。其
庞大的数量、各具特色的结构、无法估量的历史价
值而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据有关专家统计，山西省地上文物占全国文物
的７０％，现存的古建筑有１８１１８处，目前已被确
认的金代之前的木构建筑全国共有１４６座，１０６处
在山西境内，其中的７处是唐朝、五代的遗存，文
物和艺术价值弥足珍贵。存留至今的唐朝木构建筑
除敦煌１９６号窟檐仅存的柱斗、河北正定开元寺钟
楼的下半部分外，较完整的四座唐朝木构建筑是五
台山的南禅寺正殿和佛光寺东大殿，芮城广仁王庙
正殿和平顺天台庵正殿。可以说，中国现存结构完
整的唐朝木构建筑的大殿都在山西。
有关雷击记载

从古至今，古建筑物遭雷击，或因雷电起火
被焚毁的事件时有发生。

明朝北京故宫前朝三大殿三次遭雷击被焚；
永乐十九年，三殿（当时名奉天、华盖、谨身）遭
雷击焚毁，１０年后，明正统五年时才修复；嘉靖
三十六年“大雷雨，戌刻火作”，三殿被焚殃及午
门，至嘉靖四十一年才修复，更名为皇极殿、中
极殿和建极殿；万历二十五年归极门雷击起火，延
至三殿，一时具烬，２０年后，天启四年才重建完
工。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年９月２４日），天坛祈年
殿遭雷击化为灰烬。

１９６９年，承德避暑山庄普佑寺，因未安装避雷
设备，遭雷击起火，著名的法轮殿和周围群楼、配
殿９４间全部付之一炬；２００４年５月１１日，山西运
城稷山县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大佛寺遭雷击发生火

灾，经消防人员奋力扑救，大殿才免遭劫难，但仍
有部分建筑被毁坏。２００２年９月７日，应县木塔遭
雷击，开创９００多年木塔雷击先例；近年来，南海
区内数个古建筑群曾遭不同程度的雷击。康有为故
居古建筑群康氏宗祠就曾在２００３年５月一个雷雨
天遭受雷击，宗祠屋顶被劈穿一个大洞。
古建筑雷害调查

２００７年调查了山西３０处文物古迹。根据闪电
定位仪资料分析，所调查的古建筑在２００７年没有遭
过雷击，也就是说，古建筑雷击概率较小。只有代县
阿育王塔附近有过雷击纪录，且没有造成雷害。
已有雷害事故分析
３１稷山雷害事故

２００４－０５－１１Ｔ０３：５８，稷山县大佛寺遭强雷
电袭击，大佛寺燃大火。大佛寺两层佛阁和大量
的珍贵木刻、砖雕艺术品荡然无存，只剩下三面
残墙，损失无法估计。大佛寺位于山西稷山县城
东北的高土崖上，地势较高，佛阁为土木结构。据
工作人员讲，２３时左右闻雷，且有小雨，凌晨３
时左右，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大佛寺附近震耳
欲聋的炸雷响声不断，随后见大佛寺主殿上东北
角冒烟起火，火势顺风而起，大火一直持续到当
日中午。２００５－０８－１３，维修上次雷击损坏工程刚
竣工，偏殿又遭雷击。

比较两次雷击，第一次雷击是从大殿立柱开
始，燃烧从内到外，经过仔细观察，该立柱内部
有腐败迹象，在雷击前，大殿内有漏雨纪录，说
明立柱在漫长的岁月中，立柱内木质发生了变化，
比较潮湿，导电特性可能比原木柱好得多，因而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９－０５
作者简介：陶彪（１９４９—），男，山西朔州人，高工，主要从事雷电防护工作。

３３２００９（增刊） 陕西气象



当雷雨云下行先导发生时，立柱具备产生上行先
导的条件，进而发生雷害。第二次雷击发生在刚
维修后的偏殿，当时木柱较潮湿，新彻的砖墙也
没有完全干透。雷击痕迹，从屋顶的角兽到横梁
到潮湿的砖墙，再通过立柱入地。虽然没有造成
更大的损失，但似乎揭示了雷害的一种规律。
３２应县木塔雷害事故

２００２－０９－０７夜，有目击者见到木塔塔顶发
生火光，气象站有雷电发生纪录。９月１５日，在
木塔顶层清扫时，发现木塔五层东北角辅柱被雷
击。专家经过仔细分析，有可能是因塔内加装了
某些仪器，改变了古塔原有的对大地绝缘的物理
状态所致。
防雷思考
４１古建筑的防雷指导思想之争

古建筑遭雷击后果十分严重。但雷击属于小概
率事件，古建筑物遭雷击，更是小概率中的小概率，
因而，人们对古建筑防雷心存疑虑，有人担心：本来
不作防雷，文物还不容易雷击，一作防雷，反而更易
雷击。能不能解决“装上防雷装置，一定比不装防雷
装置遭雷击的可能性小”的问题。

目前，关于古建筑防雷，有截然不同的两类
观点：一是几千年古建筑没有遭过雷害，是通过
“绝缘避雷技术”完成的，至今保存千年以上的古
建筑皆用这种避雷技术；二是引雷，富兰克林避
雷针系统。容易与古建筑风貌产生不和谐。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开始，国际上对古建
筑物防雷的技术研究，主要路线依然是富兰克林
避雷针系统的原理，解决避雷针接闪后给古建筑
带来的高温效应、冲击波效应，研究内容包括新
的材料选择、避雷针系统敷设方式、安装工艺以
及降低接地电阻值等。
４２古建筑的防雷设想
４２１古建筑拦截避雷问题古建筑拦截避雷
的提出是基于事实：①几千年古建筑，雷击概率
非常小，建筑物防雷规范（ＧＢ５００５７－９４（２０００））
说明第一章第１０１条，“按照本规范设计的防雷
装置的防雷安全度不是１００％”。也就是说，按照
现有的建筑物防雷标准设计古建筑防雷，并不能
确保建筑物绝对安全。②近年来不少地方采用富

兰克林避雷针系统的原理，为古建筑设计安装了
防雷装置，效果并不好，避雷系统与保护古建筑
（群）原有风貌相冲突的问题。③借鉴宇宙中地球
和月亮关系，月亮承担了绝大部分来自宇宙天体
的袭击，使地球处于相对安全的环境中，虽然地
球仍然有陨石侵蚀的记载，但属于可以接受的程
度。由此提出设想，古建筑物防雷是可以采用拦
截方式的，只是需要明确古建筑在什么样的环境
和具备何种自身条件下，采用拦截防雷的方法，什
么样的古建筑仍然需要传统的避雷方法？
４２２古建筑的艺术避雷根据发生的古建筑
雷击事故调查发现，有些雷害是由于古建筑环境
发生了很大改变而产生的，随着国家对文物保护
越来越重视，古建筑（群）增加了消防、监控、供
水、照明等安全保护措施，反而给古建筑带来更
多的雷电入侵通道，这也是近几十年来雷电频繁
光顾古建筑的重要原因。另一些雷害是古建筑物
本身原因产生的，不少古建筑物年久失修，长年
累月经受风雨侵蚀，原有的绝缘性能遭到破坏，立
柱、砖墙为电荷的聚集和向上运行提供了通道，增
加了古建筑物雷击概率。

对这类古建筑物，采用传统的避雷针方法避
雷，也是较为合理的选择。避雷针可以根据不同
形状的古建筑造型，将针、带做成一种艺术品，这
样，就可以部分解决古建筑物防雷与古建筑原有
风貌相矛盾的问题，称之为艺术避雷。
４２３古建筑的ＬＥＭＰ防护古建筑新增加的
消防、监控、供水、照明等，都属于现代防雷的
范畴，可采用建筑物防雷标准的各种方法。
结束语

按照古建筑物防雷装置设施的安装敷设与保
护古建筑原有风貌相协调原则，研究雷电活动规
律，综合集成雷电拦截、古建筑物防雷装置设施
建设等技术，建立适合于古建筑（群）的雷电防
护技术标准，对减少雷电灾害的危害，保障文物
财产安全，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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