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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动气象观测站的实际建设与运维管理阶段，按照防雷保
护系统接地形式的不同，防雷系统的运行原理与控制形式也存在
差异，不同接地制式保护装置的装设模式也具有较大的区别。气
象站应根据观测场位置、环境、雷击发生频次与影响等，确定防
雷保护方案，规范接地制式防护技术的具体应用形式，达到有效
预控雷击的目标。

一、自动气象站的建设特点与接地制式防雷技术的应用原理
（一）自动气象站的建设与管理特点
信息技术在环境监测领域的广泛应用，推进了气象观测工

作的自动化、现代化发展。自动气象站作为现代气象观测的重要
建设工程，主要由地面观测场与监测机房两部分构成。观测场通
常建设在周边空旷的地区，容易受雷电问题的影响。为有效控制
雷击对观测场的不确定影响，需要预先设置防雷装置。接地制式
防雷技术作为现阶段观测场较为常见的雷击问题预防与控制技
术，主要是通过避雷针、设备的接地网络设置，降低雷击影响。
在地网设置形式方面，包括共用接地与独立接地两种建设模式。
其中，共用接地可明显降低两地网之间的电位差，防止高电位反
击损坏设备，避雷针的接地应与设备接地共用地网。与之相对应
的，共用地网建设由于设备泄流强度存在差异性，向地下泄流的
具体实践不统一，当设备暂态电压超出阈值时，将会引发设备损
毁问题，因此，需要综合考虑观测场受雷击影响的实际情况，确
定地网建设的具体形式。

（二）接地制式地网的防雷技术原理
现阶段，按照自动气象站防雷保护接地制式的应用形式不

同，可以将技术应用划分为共用地网建设与独立地网建设。
1．独立地网。观测场由于周边环境较为空旷，因此，当上

方集聚雷雨云时，观测场地面会形成与雷云符号呈对应状态的电
荷，形成电场。如果电场强度超过标准值，空气被雷电击穿，雷
雨云放电强度提升，避雷针设置在观测场制高点，直接面临雷电
直击，从而导走全部雷电流并通过引下线把雷电流导入自身接地
装置，以致观测场设备保护地网没有雷电流经过。

2．共用地网。气象站如果采用共用接地网预防、控制雷击
影响，当雷击电流顺着引线到达接地装置时，基于共用地网，会
将部分电流导入分支导体。同时，由于观测场不同设备的电阻值
不同，泄流的实际强度也有所差异，电阻小泄流大，电阻大泄流
小，设备向地下泄流的时间不一样，当加在设备的暂态电压大于
设备自身的耐冲击电压时，导致气象站设备出现损坏、误操作等
问题。

二、气象观测系统中接地制式防雷技术的实践应用
（一）地网配置设计
在地网配置设计阶段，应结合不同的网间距情况，选择地网

建设模式。如果观测场间距Sel超过 3m时，最好选择独立地网，
避免雷电流进入保护地网。如果选择建设共用地网，则应尽可能
地降低接地电阻，将电阻值控制在 1Ω以下，缩短电流入地的时
间，控制暂态过电压值。如果两地网无法分开且安全距离达不到
规定值时，应在避雷针的位置多设置几条分支导体，使雷电流尽
可能快的入地，将较为精密、价值较高的设备装设在远离避雷装
置的地区，降低暂态过电压。与此同时，在计算不同设备存在的
暂态过电压值时，雷电流的取值应从专业的定位、监测系统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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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阶段，随着气象观测技术的不断发展，自动气象站的建设范围更广泛，对天气情况的预测更准确，同时，气象站自动化观测水平的全面提

升，对环境情况实现了动态分析、实时预警的目标。为保证气象站天气观测、预警工作的实效性，避免气象站受到雷击的影响，应在观测场合理设置接地式

防雷系统，在全面系统掌握接地制式雷电预警与控制技术应用要点的基础上，推进气象观测站自动化、现代化建设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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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尽量选择平均值，保证计算结果的准确性。
（二）防雷接地制式系统建设
1．防直击雷的制式接地网建设。在接地网实际建设阶段，

应根据观测场的范围、接地网设计方案与观测场内设备位置等条
件，设置地沟，装设接地体，确定线路、接地体与相关设备的连
接方案。垂直接地体通常采用焊接的方式与热镀锌角钢连接，实
际焊接长度不小于 100mm，建成后的防直击雷接地网与２根独柱
式避雷针相连，其接地电阻不得大于 10Ω。

2．观测场设备的制式接地网建设。在观测场设置共用地网
时，设备接地网、防直击雷接地网的间距应该保持在 5m以上，地
网建设可以沿线路布设的地沟方向安装，为保证接地体与线路、
设备的连接质量，应加强地网建设质量的检测与验收。需要注意
的是，观测场设备、支架等金属体，应按照就近的原则，与地网
预留接地点连接起来。所有金属屏蔽线槽的电气跨接和线槽盖的
电气跨接应作首尾接地、间隔接地和防雷界面接地处理。观测场
仪器设备设置的接地电阻值应控制在４Ω以下，如果电阻值超过
标准，可以利用降阻剂、增设地桩、调整土壤结构等方法进行优
化改进。

3．线路屏蔽保护。当前，观测场内配置的信号传输线路系
统，需要设置配套的金属管或金属槽，实现接地屏蔽的目标。在
供电电路中，也需要装设金属、绝缘等材质的护套，区分信号线
路与电源线路的位置，保证接地制式防雷系统的有效运行。

（三）合理设置主采集箱的装设位置
为确保共用地网与独立电网的建设质量，观测站还应根据

自动气象站的标准化建设要求，合理调整主采集箱的实际装设位
置，与风塔保持 2m以上的距离。由于风塔处于在测场中的最高位
置，因此通常接受的雷电电流较高，主采集箱容易受雷击影响，
造成主采集器发生故障，因此将主采集箱安装的位置迁移到与风
塔相距一定位置的综合硬件控制器机箱附近，有效降低主采集设
备遇到雷击的可能性，保证接地制式防雷系统的正常运行。

三、结束语
自动气象站作为气象观测自动化技术发展的重要实践应用，

可以有效利用电子芯片、远程控制、无线通信与传感装置等技
术，对区域气象情况进行观测。在观测场利用接地制式防雷设
备，通过共用地网与独立地网配置、高进主集箱装设、科学设置
避雷针分支导体方式，针对性地控制雷击影响，依托于接地防雷
技术，为气象站的稳定、高效运行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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