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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雷针主动“接闪”、人为控制雷击发生点

强对流天强对流天气频气频发发
防雷技术确保建筑防雷技术确保建筑““雷雷打不动打不动””

1. 建筑物上装设避雷装置，即
利用避雷装置将雷电流引入大地而
消失。

2. 在 独 立 接 闪 杆 、 架 空 接 闪
线、架空接闪网的支柱上，严禁悬
挂电话线、广播线、电视接收天线
及低压架空线等。

3. 易燃易爆场所和爆炸危险环
境的防雷装置，应当每半年检测一
次，其他场所防雷装置，应当每年
检测一次。

4. 在户外遭遇雷雨天气时，寻

找有完善防雷措施的建筑物，如大
型商场、医院、住宅区等，如果处
于山区，应远离山顶、山脊等高处。

5. 雷雨期间，不要触摸和接近
避雷装置的接地导线，不要靠近高
压 变 电 室 、 高 压 电 线 和 孤 立 的 高
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
更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在大树
下躲雨。

6. 雷雨时，在户内应离开照明
线、电话线、电视线等线路，以防
雷电侵入被其伤害。

广州塔尖与雷电“亲吻” （羊城晚报记者梁怿韬摄）

近期，广州持续遭遇强
对流天气。有市民目睹广
州塔在雷雨期间被闪电击
中塔尖，出现与雷电“亲
吻”的震撼画面。据悉，这
已不是第一次有人目睹甚
至拍摄到广州塔塔尖遭遇
雷击的场景。画面虽然十
分“出片”，但不免也让许
多市民心生疑惑：时常遭
遇雷击，广州塔是否能保
证安全？又是如何保证安
全的？而这些疑问，也让
建筑防雷的话题再次回到
大众视野。

防雷知多D

案 例
引雷针“接闪”保障建筑安全

事实上，为防止雷电对建筑造成
损坏，广州塔采用了多种方式全方位
保障建筑安全。据悉，安装在广州塔
塔尖的雷电防御保护装置，实为“引
雷针”。和一般建筑上安装的避雷针
不同，引雷针主要安装在一个片区内
相比其他建筑更高大的建筑物顶部。
当有雷电天气，引雷针将起到“接
闪”作用，主动吸引闪电击中引雷
针。

接闪是利用引雷针和建筑物自身
的金属结构来承受直接雷击，接闪过
程中，引雷针扮演着关键角色，与地
面通过接地装置连接，形成导电通
道。在雷电天气来临时，引雷针能够
吸引闪电，并将雷电电流引入地下，
从而保护建筑物本身及其内部的设备
和人员免受雷电的损害。

此外，早在建筑设计阶段，广州
塔便已委托有关单位对闪电雷击风险
作了评估，并建立了防雷保护体系。
击中广州塔引雷针的闪电，最终会被
引导入地。这种方式可有效降低广州
塔周边建筑遭到雷击的概率。

同时，由于广州塔塔顶位置有户
外游玩空间，广州塔还建设了雷电预
警系统设备，用于监测广州塔附近雷
暴云产生的大气电场，以及云间闪电
和云对地闪电的发生情况，结合大气
电场预警指标对广州塔塔顶户外游玩
空间进行预警。当监测到雷电天气可
能发生时，广州塔管理方将临时关闭
户外游玩空间，组织游客进入室内观
光大厅继续观光，并提醒游客及时调
整行程，确保游客安全。

政 策
全域“一张网”治理雷电灾害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雷击
造成人员伤亡达 3000-4000 人，财产
损失在 50-100 亿元人民币之间。自然
界中的雷电不可能消失，借由制度的
持续完善和技术的不断进步，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方得到保障。

制度层面上，国家一直高度重视
防雷减灾工作。2006 年，《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防雷减灾工作的通
知》 发布，要求加强管理，落实防雷
措施，追究雷击事故责任，做好防雷
宣传等，从各方面预防和减少雷击事
件发生。

此外，2000 年 1 月 1 日施行的 《中
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2010 年 1 月 27
日国务院发布的 《气象灾害防御条
例》、2011 年 7 月 11 日中国气象局发布
的 《防雷减灾管理办法》 以及 2021 年
9 月 1 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发布的 《广
东省防御雷电灾害管理规定》 等均明
确了建筑物应该做好雷电防护措施。

2020 年 11 月，广州市印发了 《广
州市防雷安全雷电风险分级管控实施
细则》，进一步明确了防雷安全单位雷
电风险分级管控主体责任和气象主管
机构监管职能，同时推进防雷安全工
作依法治理、重点治理、精准治理。
同年，深圳市加强防雷安全监管，健
全部门联动机制，建成全域覆盖的雷
电灾害治理“一张网”，最大限度减轻
雷电灾害影响和损失，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取得了较好成效。

今年 1 月份，粤港澳三地联合起
草的团体标准 《雷暴高发区超高层建
筑用电梯防雷通用规范》 也正式发布

实施。目前，粤港澳三地 40 多家单位
已声明使用该标准，也为该标准在粤
港澳大湾区的应用和推广奠定了基础。

措 施
防雷手段根据建筑物类别各异

在技术层面上，除前述广州塔案
例外，当下建筑也普遍采取了多种防
雷措施。当前主要的防雷技术有分
流、拦截、均压、屏蔽等手段。

其中，分流技术是指在室外进入
室内的接地线和导线之间进行防雷泄
流装置并接的方法。拦截技术则是引
导雷电按照事先设定好的路线进入地
面的防雷方法。对雷电的拦截需要借
助接闪杆等接闪设备，人为地控制雷
击的发生点。均压技术是一项可以有
效避免导体闪络危险，防止发生高电
位反击的新技术。当雷击发生时，由
于避雷器的非线性电阻效应，电力和

通讯系统的路线与接地系统间瞬间进
行等电位连接。

此外，雷电灾害中，雷电波和雷
电感应侵入造成的雷电电磁脉冲主要
以路与场两种形式耦合来影响建筑物
内部设备。屏蔽技术是有效减少干扰
的基本措施，利用金属屏蔽体反射或
吸收的方法可减少施加在设备上的过
电压能量和电磁干扰。

而从防雷要求来说，建筑物应有
防直击雷、感应雷和防雷电波侵入的
措施。不同类型建筑物防雷有不同的
防雷装置。据悉，建筑物根据其重要
性、使用性质及发生雷电事故的可能
性 和 后 果 ， 按 防 雷 要 求 分 为 三 类 。
一、二类建筑物应有防止这三种雷电
波侵入的措施和保护，三类建筑物主
要应有防直击雷和防雷电波侵入的措
施。一类建筑物防直击雷一般采用装
设避雷网或避雷带的方法，二、三类
建筑物一般是在建筑物易受雷击部位
装设避雷带。针对不同防雷类别的建
筑物，其防雷装置也应符合相关要求。

例如，对于第一类防雷建筑物，
其外部防雷装置应采用独立或架空的
接闪器。而第二、三类建筑物外部防
雷措施可装设在建筑物上。另外作为
爆炸危险场所的建筑物，还应采取防
闪电感应的措施，如金属设备、管
道、门窗等，应做好防闪电、感应的
接地处理，平行及交叉敷设的管道应
做好跨接等，防止因闪电感应出现电
火花而引起爆炸。

此外，具体防雷装置的安装要求
除了上述规范外，还需要根据建筑物
现场环境、使用功能及原有内部相关
系统进行综合考虑，才能提供有效的
防护措施。无论雷电以何种方式进入
到建筑物，都会或多或少对建筑物产
生一定的影响，因而防雷技术在建筑
中的应用也将不断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