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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正在运行的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 (简

称子站 )基本正常, 但故障率偏高, 因为设备遭受

雷击损坏,故环境自动监测设施的防雷保护,已成

为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1 雷电入侵通道

子站遭受雷电损害通常有直击雷和感应雷两

种。对于直击雷的防护比较简单,一般采取安装避

雷针和完善接地网的方法防护。对感应雷击的防

护比较复杂,而且损害的几率比较大, 这是环境质

量自动监测站需重点解决的问题。雷电入侵子站

的主要通道有:

( 1)从自动监测仪器的采样头侵入, 例如 PM10

监测仪探头、气象传感器通道等;

( 2)从电源通道侵入,雷电能引发供电电压异

常波动,而损坏设备或侵害其电源系统;

( 3)从通讯传输信道侵入, 曾有一个空气自动

监测站调制解调器遭雷击受损。

2 防雷技术

子站防雷系统要符合国家标准规定, 相关规范

和标准有: GB 2887 - 1989!计算机场地安全要

求 ∀、GB 50174 - 1993!电子计算机机房设计规

范 ∀、GB 50057- 19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等,

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应从以下几方面防雷。

2. 1 建筑物通道防雷

若子站周围建筑物有较好的防雷设施,且高于

子站房屋顶,在遭雷击时,周围建筑物通过避雷装

置首先泄放雷击的大部分电能,会使低于周围建筑

物的子站受雷击的电能减弱,周围建筑物起到了间

接保护作用。因此,在满足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的设

置条件下,应尽量避免子站建筑高于周围建筑物或

孤立设置。对于设置在旷野的水质自动监测站和

设置在楼顶,周围没有防雷设施的环境空气自动监

测站,都应该设计独立避雷针防护直击雷, 因为站

房和卫星天线都在其滚雷半径覆盖的范围内。

2. 2 电源通道防雷

在市电输入端安装多级的防雷装置,或用隔离

型变压器防止雷电由电源通道侵入,也可在市电输

入端安装放电管和压敏电阻构成的防雷装置。

2. 3 通讯通道防雷

为防止感应雷及雷电波侵入, 卫星通讯系统应

在馈线电缆进入站房时安装同轴天馈线保护器,电

话线系统应采用话线防雷保护器。当通讯和防雷

系统共用接地时,由于电力系统中性点必须与防雷

系统共同接地, 电力系统产生的高次谐波将影响通

讯系统的运行, 可将通讯系统的金属外导体与电力

系统和防雷接地系统用多处放电间隙隔离,这样既

可以保证通讯质量, 又可以保证防雷安全
[ 1]
。

2. 4 完善接地网

子站接地网要按照技术规范施工,电气接地电

阻要 < 4 ,仪表接地电阻要 < 1 , 设备入地点与避

雷针入地点要用隔离器隔开,以防反击。现代防雷

技术观点认为, 各设备要进行等电位联接, 以形成

#等电位孤岛∃, 可以降低对接地电阻的要求 [ 2]
。良

好的接地对雷电起良好的 #疏导∃作用,将雷电流通

过瞬态接地装置导入大地,可将雷电压限制在设备、

仪器的耐受水平上,从而保护子站安全。要定期检

查避雷设施和接地电阻,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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