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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一代天气雷达网从!十五"期间开始在全

国范围内布设#截止 !##" 年底#全国已安装新一代天

气雷达 $%# 多部$ 投入使用的这些天气雷达为我国灾

害性天气的预警%预报起到极大保障作用$ 随着新一

代天气雷达的增多及投入正式业务运行#有些地方的

天气雷达因防雷设施不完善而遭到雷击#其设备遭到

严重损坏&甚至在其安装过程中#由于未采取临时防

雷措施而使雷达遭受雷击的事件时有发生#造成较大

经济损失$ 如 !### 年 & 月#全国第一部从美国引进的

原装 ’’%( 型多普勒天气雷达在上海雷达站遭雷击#
损坏一块主电路板#直接经济损失达 ) 万美元#至使

该雷达长达 ) 个月无法工作#原因是当时该站未采取

全面的防雷措施&再如 !%%! 年 &*" 月#广州雷达站在

未安装直击雷防护装置时#连续 ! 次遭雷击$ 在 !%%$*
!%%+ 年之间#福建%浙江舟山%湖北武汉等地雷达站均

遭到雷击# 其正常工作受到影响 ,-.$ 值得一提的是#
!%%+*!%%" 年武汉雷达站两次遭雷击# 湖北十堰雷达

站%恩施雷达站均在施工中遭雷击#其直接经济损失

均超过 ) 万元$
为了保证我国新一代天气雷达免遭或少遭雷击

损坏#将其雷击事故的发生几率降到最低#从对全国

新一代天气雷达安装后所做的雷击事故现场调查及

查阅相关灾情报告入手#结合对 !%%+*!%%" 年湖北省

武汉%十堰%恩施三部雷达雷击事故的分析#对其事故

发生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从行业标准执

行%雷达楼雷电防护区划分及其防雷措施%雷达辅助

配置设备航空障碍灯安装%临时防雷设施的制定与落

实等方面#指出了新一代天气雷达防雷中值得重视的

几个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行业标准’新一代天气雷达

站防雷技术规范(/0123!%%%4,!.于 !%%$ 年颁布实施$ 至

此#全国气象部门按照这一规范要求#纷纷在新一代

天气雷达站安装防雷设备$ 在直击雷防护上#采用的

是湖北省防雷中心和武汉康普防雷公司联合研制的

雷达专用防直击雷装置/属于专利产品,&.5$ 从气象%军

事%民航等系统已安装这类产品的 -%% 多部各类雷达

来看#其中新一代天气雷达站遭直击雷雷击的事故明

显减少$ 同样#在弱电设备防雷上#按照 0123!%%% 建

设的雷达站#其雷击事故也大大减少$ 这里#在多次对

广州%上海%舟山%武汉%恩施%十堰 " 部天气雷达雷击

灾害情况进行现场调查的基础上# 并通过近年来的 &
个雷击实例#分析了天气雷达雷击事故发生的原因$

/-5!%+6&" 武汉雷达站雷击事故$ !%%+ 年 & 月 -
日#武汉雷达站遭受雷击#其雷达的图像处理卡遭雷

击损坏#致使图像传输中断$ 从这次雷击事故的现场

勘测及事后分析可知#其雷达传输线路的综合布线不

符合相关规定7 一是交换机与图像处理之间的网络线

未布设在金属屏蔽槽内#而是悬空挂在桥架上&二是

该网络线未作接地处理#致使感应到线路上的雷电流

无法泄放# 进而使线路上的电磁感应到图像处理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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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像卡因而被雷击毁"三是在该网络线路未安装

"#$%避雷器&#
%’&$()*+%武汉雷达站雷击事故& ’(() 年 + 月 , 日

(-.(+ 时!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武汉市出现大面积强雷

暴天气!武汉雷达站%位于武汉市洪山区&周边的供电

设施及弱电子设备均遭到雷击!洪山区大面积高压电

路被击坏!武汉雷达站及其主机房内一个原配电源柜

被击坏!电源柜内一组电源避雷器被击毁%图 /&!电源

从天顶以下部分短路!电源一’二级保护设备未受影

响!雷击处为电源的三级防护#
究其原因!安装在雷达天线罩顶上的航空障碍灯

电源线从其罩顶引入该配电柜! 航空障碍灯遭雷击

后!强大的雷电流从电源线下泄直接进入第三级电源

防护设备!由于第三级电源防护设备的通流能力较小

%第三级电源防护的防雷模块通流量为 ’( 01!其最大

持续交流工作电压 !2 为 34- 5!最大放电电流 "678 为

9( 01!冲击防护电压 !: !/*- 05&!不能承受大电流

的冲击!致使防雷模块被击穿"航空障碍灯安装位置

不当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从雷击现场的勘察发现!
第三级防护的电源避雷器对雷达站设备还是起到了

一定的保护作用# 否则!强大的雷电流将下传至第 /’3
级保护设备上!其造成的损失会更大#

%,&(()*4%十堰雷达站雷击事故& 3(() 年 4 月 , 日

3( 时 3, 分至次日 (- 时!十堰市城区出现一次强烈的

雷暴天气过程!位于该市城区西南黄家寨的十堰天气

雷达站内的多普勒天气雷达天线罩遭受雷击%图 3&!造

成其 ) 片天线罩被雷击坏! 其中最大一片的面积达

9(;,( 26’!并飞出远离雷达站约 /(( 6 的地方!位于

雷达天线罩顶上的航空障碍灯被击碎飞至雷达站门

前& 这次雷击事故刚好发生在该雷达安装施工期间&

究其原因!当年 4 月 , 日下午该雷达天线罩刚好

安装结束!并通过了验收!当时施工人员将位于天线

罩顶上的航空障碍灯刚安装好!其电源线尚未接通电

源!也未来得及作接地处理!其多余的电源线被置于

天线罩内的底部!按计划准备第二天安装雷达防直击

雷避雷针"可就在当天发生雷击!强大雷电流首先击

中航空障碍灯!并将其打飞至雷达楼下!由于强大雷

电流沿电源线下泄时!因电源线未接通!也未做接地

处理!无法使其泄放!这样雷电流从天线罩顶沿电源

线路经上下泄致使天线罩多处被击穿!放置于天线罩

底部的电源线其末端直接接触的天线罩被击穿面积

达 9(;,( 26’!该处电源线被烧焦!其被熔化的长度达

/ 6& 经现场分析发现!这次雷击事故是由于航空障碍

灯电源线在施工中处理’放置不当且未作接地处理造

配电柜 机柜

机房

天线罩

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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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另一原因是"在雷达安装施工期间未安装临时

避雷针加以保护#
#$%$&"’(% 恩施雷达站雷击事故& !&&" 年 ( 月 )

日"恩施雷达站在设备基本安装完成后等待厂家试机

期间"其主机房内的 *+, 电源遭雷击被损坏"直接经

济损失达 ( 万元& 这是一次在雷达安装调试过程中发

生的雷击事故&
事后不久"经多次对$&"’(%恩施雷达站雷击现场

进行勘测检查发现"该雷达在待机期间"由于 *+, 电

源接地专线与地网未连接"当雷击发生时"雷电流无

法按照正常途径泄流入地"致使 *+, 电源被击坏& 由

此可知"*+, 电源接地专线本该接地而未及时进行接

地是这次雷击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

!"# 严格执行行业标准

从近几年新一代天气雷达站安装运行的情况来

看" 在行业标准 ’新一代天气雷达站防雷技术规范(
#-./0!&&&% 出台之前建成的雷达站或未按其标准进

行详细设计)施工的雷达站"遭到雷击的较多"真正按

照此规范设计和施工的雷达站较少遭受雷击"这说明

落实并严格执行有关行业标准可使天气雷达站避免

或减轻雷击灾害&
-./0!&&& 中明确规定"雷达站建#构%筑物的外部

防雷设计应按 12 )&&)304556#!&&&%768规定按第二类

防雷建筑物的要求进行设计!雷达站的内部防雷设计

应采用等电位连接"屏蔽)隔离)合理布线)电涌保护

和共用接地系统等措施进行综合防护& 从对上述 $ 例

雷达站雷击事故的分析可知"严格执行行业标准和按

相关规范做好新一代雷达防雷设计与综合防护"是确

保新一代雷达免遭或少遭雷击的先决条件&
!"$ 雷电防护区的划分及其防雷措施

为了保证新一代天气雷达安全运行"应对新一代

天气雷达楼按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 7!)68严格科学地划

分雷电防护区"并对各区采取全面的防雷措施& 在划

分雷达站建筑物雷电防护区的基础上"还要按照有关

要求做好等电位连接& 对不同雷电防护区界面上的等

电位连接带的连接方式"外墙及房间的屏蔽体"直击

雷的保护范围"及室内外弱电设备的过电压)过电流

保护措施7)8"均应执行’新一代天气雷达站防雷技术规

范(中的相关标准"尤其是等电位连接方式必须与图 $
所要求的一致7!8&

! 新一代天气雷达防雷中的几个问题

实践证明" 严格按图 $ 中要求进行新一代天气雷

达楼防雷工程设计与施工"可最大程度减少雷灾发生&
!%! 雷达天线罩上航空障碍灯的安装

从 !&&" 年湖北省内 $ 部天气雷击遭受雷击的情

况来看"其中 ! 次雷击事故的发生与雷达天线罩上航

空障碍灯的安装有关& 为了避免雷击和不影响雷达主

机正常工作"雷达天线罩顶不宜安装航空障碍灯这类

附属电子产品"以防雷电流通过此类室外设备而进入

5& 暴雨灾害 第 !"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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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装置!引起雷击事故" 按照航空管理中的相关要

求 "##$%!航空障碍灯设置在雷达楼顶的某一高处即可"
依此可见!航空障碍灯不安装在雷达天线罩上是完全

可行的"
!"# 临时防雷设施的制定与落实

在新一代天气雷达施工过程中!按照相关标准或

规范采取临时防雷措施不容忽视" 特别是在雷雨季节

安装雷达设备时! 为了确保安装人员及设备的安全!
一定要考虑采取临时防雷措施!如在雷达楼顶安装临

时的避雷针$在施工电源上采用过电压#过电流防护

装置!即至少在电源设备上安装一级 &’( 保护!并对

相关设备做好接地处理" 实践证明!在雷达安装过程

中!重视并切实采取有效的临时防雷措施!可从很大

程度上消除雷击安全隐患!如果安全意识淡薄#掉以

轻心!对临时防雷措施不以为然!就有可能造成不可

挽回的后果"

从目前我国新一代天气雷达防雷的实际情况来

看!特别是在气象行业标准 )*+,-... 颁布实施之后!
各地雷达站在直击雷及雷击电磁脉冲/012’3的防护

上!对该标准的执行较为到位!其相应的雷击事故有

了明显减少"
虽然!目前各国都从防雷实际出发研制出大量防

雷技术和不少防雷产品!但其中有些技术和产品还处

于进一步研究之中!尤其是为预防雷击而针对雷达数

据传输系统设计的保护设备/产品4还在试用过程中!
这类产品虽有较好的防雷效果!但对其数据传输速度

及准确率存在一定影响" 经调查发现!出于惧怕影响

数据传输!大多数天气雷达站在传输线路上未安装防

雷保护设备" 因此!如何提高雷达数据传输系统防雷

产品的性能!如何为雷达数据传输系统开发出新的防

雷产品!如何按规范要求对数据传输线路进行布设以

及加以屏蔽!对此类问题的探讨!应作为今后的防雷

技术研究和产品研发的重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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