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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森林起火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因为雷击,不过由于森林面积过大,根据当前的防雷方式和技术

来设计防雷,很难使全部森林都处于安全状态下,一旦遭遇雷击,将有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对森林防雷

技术进行探究,确保大范围内森林安全,对防雷技术、森林防雷设计与防护具有现实意义。本文首先阐述

了森林防雷,然后就森林中容易发生雷击的地点加以分析,最后就防雷技术应用加以探讨,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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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据权威数据表明,大兴安岭森林起

火,有70%的原因是雷击。所以,对森林进

行雷击防护是非常有必要的。不过,森林

面积太多,虽安装了一定防雷装置,但是

雷击事件并不能做到完全避免,因此,探

索森林防雷技术具有现实意义,在有效

的防雷技术下,保护森林避免受到雷击

损害。 

1 森林防雷阐述 

森林由于自身特征,对防雷技术

有更高要求,森林中到处都是树木,而

且树距较小,很多树冠是连为一体的。

若森林某一点遭遇雷击而引发火灾,

瞬间会引起大范围内的火灾。森林遇

到雷击是无法避免的,森林面积越大

遭遇雷击概率也越大,为防止雷击,智

能安装防雷装置, 大化减少雷击损

害。森林雷电防护,需要做到大范围内

的全面防护,用尽可能少的防雷装置

实现大范围内的森林防雷,是需要首

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森林面积广阔,用

少化的防雷装置实现 大化的防护

成果,需抓住关键。 

森林上空有雷暴云时,其会与森林

形成电容器,当电场强度上升到足够击

穿大气的情况下,雷暴云和大地方面会

形成闪电。随着电容器电场的持续提升,

若其达到击穿大气的临界点时,会 先

击穿森林容易放电的区域,这便是易形

成雷电的区域,同时也要对此类区域进

行重点雷电防护。通过对雷电活动规律

的全面分析,可以找出容易遭遇雷击的

方位,在这些方位上开展有效的防雷设

计,可大范围内保护森林。 

2 森林易发生雷击区域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也能看出,若要有效

实行大范围内的森林防护,首先要找出

容易遭遇雷击的地区,而此类地区的确

定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探究,具体如下： 

首先,分析统计闪电定位。在防雷技

术发展下,雷电定位系统也逐渐普及,其

是找寻容易遭遇雷击方位的重要、有效

手段,同时也是确定高发雷击地区的

佳方法。比如,通过闪电定位仪加以剖析

统计,可得到容易发生雷击地区的分布

情况,进行防雷设计时重点在此类地区

进行。 

然后,探测土壤电阻率。形成雷击同

土壤电阻率有很大关系。一般情况下,

土壤电阻率低,或者是某些其余的土壤

电阻率突然发生变化,都容易引起雷

击。比如,低洼地区、河岸、地下水位

高的地区等。不过,在森林中,若要全面

掌握土壤电阻率非常困难,可通过分地

区统计这一办法。即将森林划分为多个

小地域,然后随机周样测试土壤电阻率,

若某些地域存在较大的电阻率变化值,

则再划分细小地域,重复以上工作,由

此得出电阻率的分布情况,据此开展防

雷设计工作。 

后,探测云地位置。雷电形成时,

首先云和大地之间会产生电容器,不过由

于云到大地各处的距离不同,越近则电场

强度(电场强度变化如图一)越大,更容易

产生闪电,发生雷击的概率也越大。 

 

图一  电场强度变化图 

3 森林防雷技术分析 

3.1安装避雷塔 

通过闪电定位、土壤电阻率、云地

位置这三要点可以剖析测绘容易引起

雷击的区域,然后开展森林绘图工作,

将每一个容易发生雷击的地方在图纸

上会出来,便于安装防雷装置。在容易

引起雷击的地域安装防雷装置,在产生

雷击时,防雷装置可以将雷电引入大地,

保证森林免于雷击而造成的火灾。在安

装防雷装置方面可选择避雷塔。架设避

雷塔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而且有很强的

抗风能力,可以保证避雷塔的长时间工

作而不会问题。至于其架设高度可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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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情况而定。另外,在架设避雷塔时,

要特别注意安全距离,一般情况下,避

雷塔距离树木的位置要超过五米,距离

树冠不能比三米小,其架设示意图如图

二所示。 

 

图二  避雷塔架设图 

3.2借助气象现代化技术开展森林

防雷工作 

首先,要借助卫星遥感技术监视检

测,提供森林火情监测服务。我国各个

地区的遥感信息中心需要根据森林防

雷这一问题,开发森林火情自动监测系

统。需要该系统时时刻刻处理森林防雷

重点地域的卫星数据,将监视检测到的

火情信息录入到数据库中,同时借助网

络地理信息系统发布预警,相关工作人

员或是用户可随时借助浏览器精确的

查看到热点分布情况。森林火情自动监

测系统的建立可大大减少剖析林火监

测的时间,大大提升工作效率,便于及

时发现火灾并及时做出预警,将损害降

低到 小。其次,森林防雷工作和森林

火灾灭火工作可根据闪电定位资料和

雷电预警服务来实现。需要我国各地区

设立闪电定位网,发展雷电预服务业务,

从而在预防雷击以及救火工作中发挥

出益处。 后,安装大气电场仪,不过要

注意在容易发生雷击的地域安装,找寻

到合适位置,便于实时监测大气电场变

化情况,同时也可根据需要适当的添加

大气电场仪布点。通过实时对大气电场

进行监测,若发现强雷电体天气时,可

开展人工引雷。 

3.3人工引雷技术 

近几年来,在雷电研究中,人工引雷

实验为其提供了一定依据,同时人工引

雷技术也愈加完善成熟。人工引雷直白

来说就是将雷电力量引入到一定特点,

集中现代化设备观测研究雷电。在雷击

率高的地方安装避雷塔,可避免受到雷

击,但并不能完全保护森林,这只是被动

式的防雷技术,而人工引雷技术属于主

动式防雷,将被动与主动防雷相结合,可

提升森林雷电防护效果。在安装大气电

场仪的地方,找寻附近恰当合理的地方

创立火箭发射场,若是发生雷电天气,可

通过发射引雷火箭,有效降低森林发生

雷电事故的可能性。 

4 结语 

总之,森林防雷工作,确定容易发生

雷击的地域是核心。现阶段,防雷技术一

直在探索中,需通过实践检验。通过对以

往资料的分析,拟定合理的防护措施,制

定相关的防雷技术标准。森林防雷工作

不仅保护森林,使森林免受火灾危害,同

时对国家重大项目的防雷也提供了一定

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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