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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陵县２００８年一次雷击事故分析及整改
高莹１，杨碧轩２，刘舒畅２

（１陕西省气象局，西安７１００１４；２陕西省防雷中心，西安７１００１４）
摘要：结合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０日高陵雷击事故现场和周边环境调查，通过对雷击事故前后的天气
背景和闪电定位实况资料的综合分析，明确了雷击事故的主要原因和主导因素，提出了县气象局
计算机网络系统、气象自动监测系统及数据自动传输系统综合防雷技术方案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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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０日１８时，西安市高陵县气象
业务系统遭受雷击，导致业务系统信息中断４ｈ。
严重影响了气象信息的连续性和气象服务的正常
运行。本文对高陵这次雷击事故综合调查分析，从
中汲取经验教训，提出自动气象站综合雷电防护
技术方案和高陵防雷整改意见。
雷灾情况及雷击点周边环境

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０日１８时前后，西安市出现了
一次强雷暴天气。据高陵县气象局值班人员反映，
１８：１５看到室外有个白色球形雷，在距离值班工
作室约５ｍ的地面上瞬间爆炸。观测预报值班室
内仪器设备全部被击毁，全局业务服务系统和供
电系统处于瘫痪状况达４ｈ之久，共击毁计算机７
台、显示屏４台、ＵＰＳ电源１台、采集器１台、风
向风速仪１套、电话机１部、电信光端机１台；击
坏家属楼电视机１台、计算机１台，楼道路灯全
部损坏。

高陵县气象局地处空旷地带，比较孤立，仅
有县地震监测站与其相邻，办公楼和家属楼均无
防直击雷装置，两楼间距约有５ｍ，办公楼顶塔楼
上安装有卫星接收天线。经检测，办公楼顶金属
栏杆和卫星接收天线的接地阻值均大于１００Ω，
无接地措施；仅在办公楼一楼观测值班室，引入
一根接地母线，其接地阻值为１２Ω，作为自动站
信息接收处理系统和微电子设备的接地。总输电

变压器设在气象站院内距家属楼约１０ｍ距离，
输电电路进家属楼和办公楼前有３０ｍ左右的架
空线沿围墙（围墙距家属楼仅有２ｍ的过道）敷
设，然后转为埋地敷设进入家属楼和办公楼。在
办公楼和观测场之间（约距观测值班室垂直距离
２０ｍ，距观测场围栏５ｍ上空）有一南北向架空
照明电线送电给地震监测站。
雷击事故分析
２１天气背景分析

从２０日０８时５００ｈＰａ天气图上看出，副高
稳定稍南撤，西风小槽和高原切变合并，东移到
河套上空，新疆槽东移到青海并东南压，陕西西
部降水开始，西安地区处在副高西北侧和高空槽
前部，具有强烈位势不稳定，是导致２０日傍晚雷
电灾害的主要形势背景。从２０日０８时地面图上
可以发现，地面气旋进一步东南移动，冷锋位于
河套中部的陕西西部，省内雷暴区增大；２０日２０
时，冷锋北段减弱消失，南段进一步东移到陕西
关中北部，在关中北部和陕南西部产生强对流天
气。分析可见，这次雷暴过程是地面冷锋造成的。
２２闪电定位实况分析

雷电监测资料（表１）显示，在２０日１７—２１
时共发生地闪１０３次，正闪５次，负闪９８次，１８
时地闪９３次，强度比较强，地闪强度２０～５０ｋＡ
的占总闪电６２４％，强度在５０～１００ｋＡ的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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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高陵县－－Ｔ—雷电定位监测资料

时间燉时 总闪燉次 正闪燉次 负闪燉次 最大正闪
强度燉ｋＡ

最大正闪
强度燉ｋＡ ＞２０ｋＡ２０～５０ｋＡ５０～１００ｋＡ

１７ １ ０ １ ０ －２１１ ０次 １次 ０次
１８ ９３ ５ ８８ ３５３ －７８３ ２９次 ５８次 ６次
１９ ８ ０ ８ ０ －２４４ ７次 １次 ０次
２１ １ ０ １ ０ －９８ １次 ０次 ０次
合计 １０３ ５ ９８ ３５３ －１３３６ ３７次 ６０次 ６次

２３天气实况分析
高陵８月１８日平均气温２５２ｏＣ，最高气温

３３１ｏＣ；１９日平均气温２８５ｏＣ，最高气温３４８
ｏＣ；２０日１８时前平均气温２８５ｏＣ，最高气温
３３８ｏＣ。相对湿度呈上升趋势。根据前３ｄ实况
资料当地天气晴好，气温较高，湿度增大，能量
聚集明显，高空有较强冷空气下沉，引起强雷暴
天气。
２４雷击事故分析

落雷点雷电预警资料表明，当时的雷电流强
度非常大。在落雷点球形雷爆炸时，产生强大的
电磁场，在空中及地面金属和架空线路间形成电
磁感应，雷电波从电源架空线路侵入，电源系统
总配电前端未加装避雷器，当天的雷电流强度２０
～５０ｋＡ，负闪次数达５８次，强度５０～１００ｋＡ的
负闪次数有６次。雷电流从供电线路侵入用电设
备，造成多台电脑、电视机、ＵＰＳ、电源稳压器等
微电子设备损坏，同时也是办公楼的总配电箱中
的一组空开击坏，三组跳闸。可见供电线路上的
雷电浪涌是造成此次雷击灾害的主要原因。

在值班工作室设置的自动站采集器和计算机
前端未安装信号避雷器，造成采集器和多台电脑
接口损坏。采集器线路板上数据传输的防雷管
（Ｐ６ＫＥ６８Ａ）和具有防雷功能的光电藕合管
（ＴＥＰ５２１４）都被击坏，可见数据线上也有较大的
雷电浪涌。
县气象站构建综合防雷系统的建议
３１防直击雷措施

建议高陵县气象站办公楼和家属楼均应采取
有效的直击雷防护措施；气象自动站风向风速仪
避雷针加高到２ｍ，距离电接风杯的水平距离１５

ｍ以上。
３２防雷电浪涌措施

建议在变压器后端的总配电源上加装一组
１０燉３５０μｓ的４０ｋＡ的浪涌保护器，在办公楼和
家属楼的总配电柜各加装一组８燉２０μｓ的４０ｋＡ
的浪涌保护器，还应在稳压器前再加装６套插排
式避雷器，作为设备的精细保护；在观测场探测
器到室内的传输线上加装防感应雷浪涌保护器；
室内防雷采用等电位连接，观测站机房接地电阻
应＜１Ω；室内自动站设备（包括数据采集器微机、
观测发报微机、网络服务器、打印机、交流ＵＰＳ
电源）均应可靠接地。
结语
４１县气象站一般都建设在远离城镇，相对地势
较高，比较孤立空旷地带。办公建筑虽然楼层不
高，但其遭受雷击的风险较大。气象站办公楼和
住宅楼均应加装避雷带，若办公楼和住宅楼间距
小于２０ｍ其防雷应共用同一接地系统。并且应
在防雷电浪涌、等电位连接、综合布线、接地形
式等方面采取综合雷电防护措施。
４２县气象站业务系统防雷是综合系统，必须从
供电制式、所在建筑物的防雷措施、电子信息系
统布局、接地形式等全面考虑，科学设计，采取
综合防雷措施，才能有效防雷。
４３为了保证从源头消除防雷安全隐患，减少和
避免雷电灾害事故的发生。建议各行各业在建设
安装各类业务信息系统之前，其防雷设计施工技
术资料要按相关规定进行防雷技术评价，并且依
据核准通过的设计方案进行施工，同时接受主管
部门的技术监督，确保防雷工程的建设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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