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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评估说明 

1.1 项目名称 

韶关高新区沐溪-阳山片区雷电灾害风险评估 

1.2 委托单位 

韶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1.3 项目地点 

沐溪-阳山片区位于广东省韶关市西部，邻近韶关市区，区位条件优越，

是韶关产业园区的核心区域之一。规划范围四至明确，北部毗邻管韶城一期

及天子岭，东南接壤武广高铁，与芙蓉新城隔山相望，东北至新国道 323 与

武广高铁的交汇处，西南则紧邻甘棠村委会。片区内外交通条件良好，通过

武广高铁和京港澳高速等交通要道，片区与韶关市区、珠三角及粤港澳大湾

区的各大经济中心形成了快速便捷的联系。 

1.4 评估范围 

以委托方提供的《东莞(韶关)产业转移工业园沐溪-阳山片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及相关资料图纸为工作基础，按照《高新区区域性气候可行性论证

和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服务合同》所约定内容，对工业园进行区域雷电灾害风

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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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项目规模 

沐溪-阳山片区的规划用地总规模为 1041.46 公顷，其中城市建设用地

面积为 971.47 公顷，占总用地面积的 93.3%；村庄建设用地面积为 67.38 公

顷，占总用地面积的 6.47%；水域面积为 2.61 公顷，占总用地面积的 0.25%。

规划中的就业人口规模为 3.96 万人，居住人口规模为 2.97 万人。片区的工

业用地约占城市建设用地的 48.98%，是核心发展区域，以装备机械制造、

生物制药、汽车零配件等高新产业为主。除此之外，规划中还包括一定比例

的居住、商业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为园区内企业员工和家属提供便捷的居

住和生活服务配套设施，确保整个园区的运作高效、功能齐全。 

1.6 评估目的 

韶关市利用工业园区特有的区位及资源优势，旨在通过土地集约利用

和功能分区的精细化管理，打造一个宜工、宜居、宜业的产业园区。片区的

规模和布局反映了一个以产业为核心，同时兼顾生活和服务的综合性现代

化园区的发展蓝图。雷电灾害可能会对工业园区造成严重影响，区域内基础

设施及工程设计需考虑工程区域的雷电灾害风险，以保证区域内项目建设

运行安全和规划设计经济适宜。 

本报告根据相关标准、规范，统计分析工业园区雷电防护的关键设计参

数，分析雷电灾害出现概率，并提出相关建议，为基础设施和工程可行性研

究设计提供参考。结合区域规划和项目分布，对该区域雷电灾害进行风险分

析和评估，为该区域的规划设计和区域内项目的建设运行提供防灾减灾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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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评估原则 

根据本项目实际情况，坚持政策性、针对性、科学性和实用性相结合的

原则。 

1.8 评估依据与参考资料 

1.8.1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划 

应遵循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划包括但不限于：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2016 年 11 月 7 日修正版） 

（2）《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国务院令第 570 号，2017 年 10 月 7 日

修订版）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

意见》（国办发〔2019〕11 号） 

（4）《中国气象局关于修改<防雷减灾管理办法>的决定》（中国气象

局令第 24 号） 

（5）《气象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 27 号） 

（6）《广东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广东省人大第 27 号） 

（7）《广东省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条例》（广东省人大第 127 号） 

（8）《广东省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气象安全管理办法》（广东省人民政

府令第 254 号） 

（9）《广东省防御雷电灾害管理规定》（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284 号） 

（10）《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

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府〔2019〕4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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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关于印发<广东省工程建设项目区域评估工作指引>的函》（粤

自然资函〔2019〕1931 号） 

（12）《关于印发<广东省工程建设项目区域评估操作规程>的函》（粤

自然资函〔2019〕2284 号） 

1.8.2 标准规范 

应遵循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包括但不限于： 

（1）《雷电防护 第 1 部分：总则》（GB/T 21714.1-2015） 

（2）《雷电防护 第 2 部分：风险管理》（GB/T 21714.2-2015） 

（3）《雷电防护 第 3 部分：建筑物的物理损坏和生命危险》（GB/T 

21714.3-2015） 

（4）《雷电防护 第 4 部分：建筑物内电气和电子系统》（GB/T 21714.4-

2015） 

（5）《风险管理-风险评估技术》（GB/T 27921-2023） 

（6）《风险管理原则与实施指南》（GB/T 24353-2009） 

（7）《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2010） 

（8）《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 50343-2012） 

（9）《接地系统的土壤电阻率、接地阻抗和地面电位测量导则第 1 部

分：常规测量》（GB/T 17949.1-2000） 

（10）《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气象安全保障规范》（GB/T 36742-2018） 

（11）《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 50137-2011） 

（12）《地闪密度分布图绘制方法》（GB/T 40621-2021） 

（13）《基于雷电定位系统（LLS）的地闪密度 总则》（GB/T 37047-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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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技术规范》（QX/T 85-2018） 

（15）《雷电灾害风险区划技术指南》（QX/T405-2017） 

（16）《雷电灾害应急处置规范》（QX/T 245-2014） 

（17）《建筑施工现场雷电安全技术规范》（QX/T 246-2014） 

（18）《气象灾害防御 第 1 部分：风险区划》（DB44/T 2139.1-2018） 

（19）《气象灾害防御 第 2 部分：重点单位管理》（DB44/T 2139.2-

2018） 

1.8.3 其他相关资料 

（1）《广东省区域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技术导则（试行）》 

（2）《东莞(韶关)产业转移工业园沐溪-阳山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3）相关技术图纸等 

1.9 气象数据说明 

1.9.1 数据来源与年限 

（1）1984-2013 年曲江、乳源气象观测站雷暴日资料 

（2）1999-2023 年广东省闪电定位系统数据 

（3）2014-2023 年《广东省雷电灾害典型实例汇编》，广东省防雷减灾

管理中心 

1.9.2 气象数字对象标识符 

气象数字对象标识符：1.2.156.416.CMA-GD.D3-S.202411.4B685 

 



韶关高新区沐溪 -阳山片区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报告  

广东省气候中心                        6 

2 数据资料选取 

根据韶关高新区沐溪-阳山片区的规划地理位置，选取曲江、乳源国家

气象观测站数据 1984-2013 年雷暴日资料。根据韶关高新区沐溪-阳山片区

的地理坐标，选取广东省雷电定位系统 1999-2023 年共 25 年雷电监测数据

资料进行地闪数据处理，对韶关高新区沐溪-阳山片区及扩充的 5km 半径范

围地闪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雷电灾害资料采用广东省防雷减灾管理中心发

布的 2014-2023 年《广东省雷电灾害典型实例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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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分析结论 

2024 年 11 月，项目组在韶关高新区沐溪-阳山片区开展了现场勘查工

作。区域范围见图 3.3-1 所示的红色线边界内。韶关高新区沐溪-阳山片区

区域范围见图 3-1 所示的红色边界内。根据沐溪-阳山片区的区域建设情况、

现场土壤电阻率勘测资料和施工可操作性考虑，选取 18 个测量点进行土壤

电阻率测量，测点位置见图 3-2，土壤电阻率值见表 3-1。 

 

 

图 3.1  项目场地卫星影像图（方位：上北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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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韶关高新区沐溪-阳山片区土壤电阻率测点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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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韶关高新区沐溪-阳山片区各测点经修正后的土壤电阻率（单位：Ω•m） 

名称 
测量极间距（m） 

1 2 3 4 5 6 7 8 9 10 

测点 1 47.4  11.7  4.3  1.5  2.0  2.1  2.6  0.8  2.5  2.1  

测点 2 127.7  86.7  78.9  57.2  51.6  42.9  37.8  37.7  34.7  35.0  

测点 3 189.6  106.5  59.9  47.1  51.3  57.9  63.5  68.4  75.3  67.5  

测点 4 454.5  333.0  217.2  143.3  145.8  157.2  155.9  182.7  182.4  128.4  

测点 5 47.4  77.7  101.4  126.6  146.1  153.5  151.5  152.3  141.3  900.0  

测点 6 90.3  131.9  181.2  191.4  198.5  199.7  190.5  176.9  153.0  132.2  

测点 7 201.3  195.8  180.0  154.5  127.4  111.3  107.4  107.1  98.7  98.6  

测点 8 64.7  73.7  79.1  66.5  65.7  61.4  60.6  59.3  58.7  53.6  

测点 9 396.0  185.7  185.4  169.4  201.6  226.5  259.5  307.5  349.5  340.5  

测点 10 124.8  188.1  171.9  234.3  282.9  327.0  349.5  343.5  346.5  328.5  

测点 11 61.4  101.7  106.4  96.5  102.5  96.0  98.9  100.2  89.6  90.8  

测点 12 87.3  77.0  76.5  86.7  90.9  92.3  89.3  89.4  92.9  96.5  

测点 13 145.2  151.2  205.5  209.3  221.1  250.2  273.9  276.6  270.8  267.8  

测点 14 70.5  86.1  116.0  119.9  125.1  103.8  110.3  136.1  143.4  136.2  

测点 15 1290.0  232.8  327.0  403.5  538.5  699.0  810.0  855.0  1162.5  1699.5  

测点 16 172.8  103.1  78.9  44.7  41.7  52.8  54.0  55.5  52.8  47.7  

测点 17 211.5  436.5  693.0  997.5  1059.0  1069.5  1059.0  1098.0  874.5  855.0  

测点 18 157.1  128.9  151.8  53.6  20.1  37.5  52.8  50.3  51.8  53.1  

 

（2）根据项目所在地的曲江、乳源气象观测站 30 年（1984-2013 年）

雷暴日观测数据分析：年平均雷暴日分别为 65 天和 45 天，属多雷区，5~9

月雷暴多发。 

（3）根据广东省雷电定位系统 1999-2023 年闪电定位资料分析：  

① 韶关高新区沐溪-阳山片区各个片区的闪电月分布特征十分明显，

主要集中在 4～9 月，占全年的 95%以上；其中前汛期（4~6 月）峰值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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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 月；后汛期（7~9 月）峰值出现在 8 月，后汛期比例比前汛期略低。地

闪时变化规律性也较强，午后至晚上雷电多发，主要峰值时段为 17 时。 

② 韶关高新区沐溪-阳山片区各个片区 1999-2023 年 5km 范围平均雷

电流强度均高于全省平均值 24.08kA。 

③ 2019-2023 年，韶关高新区沐溪-阳山片区雷暴移动路径主导方位为

正北（N）、正东（E）、东北（NE）。 

详细雷电活动特征参数见表 3-2。 

表 3-2  韶关高新区沐溪-阳山片区参数特征表 

站点名 
平均地闪密度值 

(次/(km2·a) ) 

平均电流 

强度(kA) 

50％概率所对应的
雷电流强度(kA) 

4-9 月 

所占比例 

雷电多发
时段 

工业组团 1 10.19 26.54 20.4 96.0% 14-19 时 

工业组团 2 9.98 26.59 20.0 96.0% 14-19 时 

公共服务中心 10.26 26.63 20.28 96.0% 14-19 时 

居住组团 1 10.33 26.88 20.6 95.9% 14-19 时 

居住组团 2 10.34 26.63 20.5 96.0% 14-19 时 

居住组团 3 9.82 26.15 19.7 95.7% 14-19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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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区域雷电灾害风险评估结论 

本报告依据标准《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技术规范》（QX / T 85-2018），采用层次分

析法对各区块进行区域雷电灾害风险评估，评估结论如下： 

（1）根据《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技术规范》（QX / T 85-2018），区域雷电灾害风险

分为Ⅰ、Ⅱ、Ⅲ、Ⅳ、Ⅴ共五个危险等级，每个评价指标的综合评价用 g 判断。g 值越

小代表区域内雷电灾害风险越低，g 值越大代表区域内雷电灾害风险越高。 

表 4-1  评估指标的危险等级 

危险等级 g 说明 

Ⅰ [0，2) 低风险 

Ⅱ [2，4) 较低风险 

Ⅲ [4，6) 中等风险 

Ⅳ [6，8) 较高风险 

Ⅴ [8，10] 高风险 

g 值与对应风险（用色标表示）的关系如下： 

综合评价（g 值）及对应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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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高新区沐溪-阳山片区各个分区的雷电风险评估结果见下表： 

表 4-2 韶关高新区沐溪-阳山片区雷电灾害风险评估结果 

名称 

各评价指标隶属度 

综合评价 风险等级 

分量 

工业组团 1 [0.0247，0.4443，0.1520，0.1944，0.1844] 5.1386 中等风险 

工业组团 2 [0.0394，0.4320，0.1544，0.1951，0.1789] 5.0835 中等风险 

公共服务中心 [0.0624，0.3509，0.2076，0.1953，0.1837] 5.1736 中等风险 

居住组团 1 [0.1072，0.3058，0.0920，0.3161，0.1789] 5.3072 中等风险 

居住组团 2 [0.0930，0.3124，0.2155，0.1967，0.1822] 5.1250 中等风险 

居住组团 3 [0.0647，0.3021，0.1723，0.2652，0.1957] 5.4497 中等风险 

 

（2）工业组团 1、工业组团 2、公共服务中心、居住组团 1、居住组团

2 和居住组团 3 的雷电风险等级为中等风险；总体来说，该区域功能定位为

以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商贸物流业为主的产业片区，重点发展装备制造业，

辅助发展生物制药等产业是适合的。 

（3）当韶关高新区沐溪-阳山片区区域内建筑物为高度大于 60m 的高

层、超高层建筑、人员密集场所等时，区域雷电灾害风险为较高风险等级，

较易因雷电致灾。该区域高层建筑在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各阶段应加强防

雷安全综合管理，提高承灾体的承载能力，降低区域雷电灾害风险水平。

建筑结构为钢结构时区域雷电风险高于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钢结构更容易

因雷电致灾，区内建筑物宜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雷电风险控制措施请参

考本报告第 5 章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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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区域雷电风险控制措施 

根据区域规划文件，韶关高新区沐溪-阳山片区目标定位发展成为依托

芙蓉新城，发展成为以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商贸物流业为主的产业片区，

重点发展装备制造业，辅助发展生物制药等产业。园区目前已有数家企业

项目动工建设。根据土地利用规划图，该区域主要有工业用地、居住用地、

物流仓储用地、交通设施用地、公用设施用地、公园绿地、村庄建设用地

等。 

结合《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 50137-2011）和园区

初步规划，该区域规划建设多层、小高层、高层等建筑。园区园区内有沐溪

村与阳山村两个村委，目前已经运营与在建企业共计 46 家，其中已建企业

34 家，已建企业中规模 2000 万以上企业 22 家，产业上以装备机械制造为

主，数家生物制药企业及玩具生产企业，规划预测的就业人口和配套人口

较多，区域占地面积大，规划经济体量大，如果发生雷击，可能引起建构筑

物受损、电子电器受损、人身伤亡等事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不良社

会影响。据前文列举的现场勘测、大气雷电环境分析、区域雷电灾害分析

和区域雷电灾害风险分析结果，韶关高新区沐溪-阳山片区在规划、设计、

建设施工、运营等阶段应采取相应防御和减轻雷电灾害的建议、对策和措

施。 

本报告分析结论是根据韶关高新区沐溪-阳山片区所处大气雷电环境、

地域特点、区域特点等进行的专项评价，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因此本报告

区域雷电风险控制措施仅适用于韶关高新区沐溪-阳山片区。按照《关于印

发<广东省工程建设项目区域评估操作规程>的函》（粤自然资函〔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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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4 号）文件规定，韶关高新区沐溪-阳山片区中属于例外清单中的项目，

不适用本报告评估结论，须依法依规单独开展雷电灾害风险评估工作。 

5.1 规划阶段 

根据评估结论、区域特点和行业敏感性，对韶关高新区沐溪-阳山片区

提出合理布局区域内产业分布和项目选址的建议。 

根据韶关高新区沐溪-阳山片区规划方案，本片区是集总部经济、园区

管理、高档生活服务配套于一体的综合性功能片区，具体包括液压、汽车

零配件及生物制药集聚区、企业总部经济基地、科技孵化基地、商务休闲

基地及基于云构架的网络中心。其主要功能包括：工业生产（装备制造、生

物制药为主）、居住、商贸服务、商务办公、休闲娱乐、科技孵化。根据区

域 1999-2023 年平均地闪密度分布图，在园区 5km 半径范围内，各个片区

地闪密度值介于 9～11 次/(km2•a)。园区区域宜建低层、多层建筑以及高层

建筑，建筑高度宜低于 60m，园区如果建设超过 60m 的高层建（构）筑物

应采用高级别雷电防护系统、加强雷电防护设计，提高雷电灾害防御能力，

降低承灾体风险。 

5.2 设计阶段 

5.2.1 总体要求 

依据规划，韶关高新区沐溪-阳山片区设有工业组团 1、工业组团 2、

公共服务中心、居住组团 1、居住组团 2 和居住组团 3 共 6 个分区。根据第

五章区域雷电灾害分析结论和第六章区域雷电灾害风险评估结论：按照目

前的规划，工业组团 1、工业组团 2、公共服务中心、居住组团 2 和居住组

团 3 雷电风险等级均为中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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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韶关市武江区近十年（2014-2023 年）案例统计，发生雷灾的对象

主要为企业，雷灾类型主要为电子电器受损，因此园区内项目进行防雷设

计时可适当提高设计要求，重点加强电气电子系统雷电防护能力。 

根据规划，韶关高新区沐溪-阳山片区内未来人口密度较高，在防雷设

计时还应重点考虑人身安全防护。本项目区域内水库、公园、水景设施、游

泳区及其他空旷地带等易发生雷电灾害的场所，应在评估报告基础上采取

综合防雷措施。针对化工、电子信息等工业特点，对区域内生产厂房、设施

设备等采取有针对性的雷电防护措施。对广场、操场等空旷地带以及大型

户外高耸构筑物（如烟囱、金属路灯、灯塔等），应结合现场情况采取适当

的防雷措施，确保人身防雷安全。 

根据韶关高新区沐溪-阳山片区典型雷电流特征分析结论，该区域易发

生小雷电流绕击事件，区域内超过 60m 高层建筑和雷电敏感行业宜适当提

高雷电防护等级。 

5.2.2 雷电防护等级确定要求 

应按照韶关高新区沐溪-阳山片区 1999-2023 年平均地闪密度（见表 5-

1）进行防雷设计，提高区域雷电灾害防御能力。 

表 5-1  韶关高新区沐溪-阳山片区各片区扩充 5km 范围平均地闪密度值 

范围 地闪密度值(单位：次/(km2·a)) 

工业组团 1 10.19 

工业组团 2 9.98 

公共服务中心 10.26 

居住组团 1 10.33 

居住组团 2 10.34 

居住组团 3 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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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电气系统 

①低压电源系统安装不少于两级的电涌保护器（SPD），高层建筑宜安

装不少于三级的 SPD。应在低压电源线路引入的总配电箱、配电柜处装设

Ⅰ级试验的电涌保护器；靠近需要保护的设备处，对电气系统选用Ⅱ级或

Ⅲ试验的电涌保护器。 

以累积概率为 1%的雷电流（见表 5-2）估算韶关高新区沐溪-阳山片区

各个分区建构筑物电源系统雷击过电流，选择电气系统电涌保护器（SPD）

通流量。从安全可靠的角度考虑，同时考虑到由感应环路产生的感应电流，

可以选择各级 SPD 的通流量预留 2 到 3 倍的安全裕量，同时适当提高第一

级 SPD 通流量。 

表 5-2  累积概率为 1%的雷电流幅值表 

名称 累积概率为 1%（p≥x）的雷电流幅值 

工业组团 1 104.1kA 

工业组团 2 107.2kA 

公共服务中心 106.1kA 

居住组团 1 105.7kA 

居住组团 2 105.7kA 

居住组团 3 107.4kA 

 

②室外低压配电线路应全线采用电缆埋地敷设，如能穿金属管埋地敷

设，效果更好。在建筑入户处，应将电缆铠装层与综合接地系统等电位连

接，并在每处电缆井内将电缆金属铠装层接地。 

③除特殊规定外，供电系统中电气装置与设施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均

应可靠接地。所有用电设备应做保护接地，与综合接地系统的预留端子作

可靠电气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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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每个电气装置的接地应以单独的接地线与接地干线相连接，不得在

一个接地线中串接几个需要接地的电气装置。 

⑤为防止高电位引入，架空进出建筑物的金属管道在建筑物外 1m 处，

应与防雷电感应接地装置相连或就近接至防雷或电气设备的接地装置上，

并设测试断接卡。 

⑥低压电源电缆在进入供电区域建筑前应采取埋地敷设的方式。 

5.2.4 电子系统 

电子系统的雷电防护应从等电位连接、屏蔽、合理布线、接地、SPD 等

方面考虑，综合提高电子系统雷电防护水平。 

（1）等电位连接及接地 

①用电设备的金属外壳、构架及正常不带电的金属部分，应作保护接

地。 

②信息系统接地系统与接地装置的接地点应与防雷接地的接地点、配

电所的保护地、工作地的接地点至少相隔 5m 以上，以免接闪或电气故障干

扰自控系统的正常工作。 

③所有信号空线对都应接地；采用光纤传输的线路，其光纤金属加强

芯、金属外皮都应良好接地；光端设备金属外壳也应进行良好接地。 

（2）屏蔽与布线 

①信息系统机房内设备应远离外墙结构柱，不宜设置在建筑物的顶层，

高层建筑宜设置在顶四层以下，机房外墙应采取有效的电磁屏蔽措施，重

要敏感设备应摆放在安全距离以内。正常工作时，应保持室内设备外壳和

机柜门常闭，有效利用设备或机柜自身金属外壳的屏蔽效能。 

②供电线路、信息系统线路等宜采用屏蔽电缆或穿金属线槽敷设，屏

蔽层及金属线槽应两端接地，金属屏蔽线槽（管）应保持良好电气导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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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做等电位连接。信息系统线路与供电线路应分开敷设，否则应用金属材

质做隔离，以免互相干扰。 

（3）安装 SPD 

①所有安装在室外的信息系统终端设备（监控仪表、探测设备等）等在

信号线和电源线两端均需安装适配的 SPD。 

②信息系统机房主控机、分控机设备端，信号线、通信线、各消防控制

器的报警信号、各终端监控设备进、出线处安装适配的信号（视频）SPD，

在穿越不同防雷分区时，应在防雷分区界面处装设适配的 SPD。 

③现场安装的 SPD 安装位置应尽可能靠近户外信息系统终端设备。 

④消防控制室与本地区或城市“119”报警指挥中心之间联网的进、出

线路端口，应装设适配的信号线路 SPD。 

（4）其它 

户外电子系统均应在外部防护装置的保护范围内。户外安装的信息系

统终端设备（如监控仪表、探测设备等）均需采取有效的直击雷防护措施

（如安装避雷短针或利用支撑金属杆作保护等）。 

5.2.5 特殊构筑物 

（1） 金属屋面构筑物 

区域内生产企业的建（构）筑物、大型设施设备等屋面若采用金属结

构，雷电防护系统接闪器的选择应分两种情况： 

① 不需重点考虑防击穿或存放易燃材料的引燃。 

② 必须考虑防击穿、发热点、存放易燃材料等问题。 

金属体与闪击通道接触处的热过程可用简化的模型表示假定，接触区

的热分配与固定的电弧类同，电弧在金属电极表面产生数十伏的电压降（Ue，



韶关高新区沐溪 -阳山片区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报告  

广东省气候中心                        19 

以下计算取其值为 30V），使金属加热的能量为W=Ue•Q(Q为流经雷击点

的电荷（As），如考虑全部能量作用于热金属体时，雷击每库仑(As)电荷能

熔化金属物的体积，铁：V／Q≈4.4mm3／As；铜：V／Q≈5.4mm3／As；铝：

V／Q≈12mm3／As。 

根据上述简式可大致算出金属物遭二次雷电闪击时可能会出现的被熔

化的深度。如果雷击点处加热面积的直径取 50-100mm（其相应面积为 1963-

7854mm2），而对第二、三类防雷建筑一次闪击的总电量为 225As 时，金

属相应的熔化深度铁为 0.084～0.504 mm，铜为 0.103～0.619 mm，铝为

0.229～1.376mm。 

因此直接利用材质厚度为 0.5mm 的薄铁板作接闪器时，会有屋面板遭

雷击而被烧穿或击坏的可能。 

一般的接闪针都伤痕累累，是雷击时闪电瞬间热熔的原因。金属板屋

面做接闪器，没有固定的接闪点，每次雷击都要在接闪点发生一次热熔化，

久而久之，热熔疤痕就会锈蚀，以至洞穿，影响屋面的防水效果。 

（a）金属屋面作接闪器 

不需重点考虑防击穿或金属屋面（覆盖在建筑物上的金属薄板）下易

燃材料的引燃的情况，当屋面金属薄板没有用绝缘材料覆盖的时候，金属

屋面构筑物可利用其屋面作接闪器，金属板应符合表 5-3 的材料要求，屋

面金属薄板之间采用搭接时，其搭接长度不应小于 100mm。为了更有效地

泄放雷电流，在构造上，各部分间要具有永久的电气连续性。 

输送易燃或易爆混合物的金属管道和容器，如果其材料厚度达不到表

7.2-3 中规定的 t 值，管道和容器应集成安装到需保护建筑物中。 

除有特殊规定外，宜利用竖向结构主筋及钢构架作防雷引下线，将柱

内靠外侧的二条通长焊接主筋，人字型钢柱、主三角形钢管桁架，工字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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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等分别上下焊接贯通，并与屋面钢桁架焊接连通。为了要达到整个金属

结构的电气连通，对钢管与钢管、连接点之间、板与钢管之间焊接。 

表 5-3  接闪器中，金属薄板或金属管道的最小厚度 

LPS 类型 材料 厚度at / mm 厚度bt’ / mm 

I 至 VI 

铅  2.0 

电镀不锈钢 4 0.5 

钛 4 0.5 

铜 5 0.5 

铝 7 0.65 

锌  0.7 

at：防止击穿。 

bt’： 仅适用于可不防击穿、热熔或燃烧的金属薄板。 

（b） 设置接闪器 

综上所述，当必须考虑防击穿、发热点、屋面下易燃材料等问题，金属

屋面的建筑物不宜直接用屋面作接闪器，宜另设置接闪器保护。 

屋面设明装接闪网，网格为 10m×10m 或 12m×8m，沿屋面外檐明敷

接闪针带。在角位、金属顶窗、气楼等处设接闪短针保护。为了更有效地泄

放雷电流，在构造要实现电气连通。 

防雷引下线应沿外墙明敷，并经最短路径接地，在地面上 0.5m 处设测

试卡子。引下线间距不大于 18m，上端与接闪带焊接，下端与接地体焊接，

构成电气通路，接地焊接处均应刷沥青防腐。 

金属屋面构筑物的外部防雷设计与一般建筑物的外部防雷设计不同之

处，主要在于其具有的建筑外形与屋面的差异性，如何结合建筑物的性质

及其所处的地理位置、环境、重要性等因素来正确设置防雷装置具有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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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要性，从而使金属屋面构筑物的雷电防护系统更具科学性、合理性、

完善性。 

（2） 玻璃屋面建（构）筑物 

区域内建（构）筑物、游览设施等，如设计的是含有玻璃屋面建筑物，

应在凸出屋面的玻璃处增加接闪带作为接闪器。接闪带可采用不锈钢，玻

璃架构上表面四周最边沿，紧贴玻璃敷设宽度为 25mm、厚度为 4mm 的不

锈钢带。玻璃包边采用宽度能将玻璃侧面挡住、厚度为 4mm 的不锈钢带，

并回包宽度为 25mm、厚度为 4mm 的不锈钢带。在龙骨架构处玻璃上表面

敷设宽度为 25mm、厚度为 4mm 的不锈钢带，形成网格。玻璃架构上表面

接闪网格尺寸小于 10m×10m 或 12m×8m。四周最边沿的不锈钢带与龙骨

架构处玻璃上的不锈钢带焊接。接闪网格与龙骨采用宽度为 25mm、厚度为

4mm 的不锈钢带焊接三面的不锈钢带为一整体。 

 

图 5-1  不同高度的保护角法的接闪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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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雷电流热效应、冲击波、动力效应的破坏作用，玻璃屋面建筑物的

防雷设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尽可能使雷电流接闪点远离被保护的

玻璃，宜在设计上利用金属装饰物作为接闪器，使玻璃屋面处于防雷保护

范围内，使安全、美观达到一致。接闪器的设计可参考图 5-1，玻璃宜采用

钢化玻璃。 

（3） 具有悬臂部件建（构）筑物 

区域内建（构）筑物、游览设施等，如设计具有悬臂部件，为避免位于

悬臂建筑物下的人成为置于悬臂墙体的引下线中的雷电流通路的可能性，

隔距 d（m）应满足下列条件： 

d > 2.5 + s (m) ．．．．．．．．（1） 

式中： 

2.5m 为人体垂直伸展手掌时人站立的地方距人体手指尖的高度等于

2.5，见图 7.2-2。 

𝑆 =
𝑘𝑖

𝑘𝑚
 𝑘𝑐 𝑙．．．．．．．．．．．．（2） 

式中： 

ki—取决于所选择的 LPS 类型,见表 5-4； 

km—取决于电气绝缘材料，见表 5-5； 

kc—取决于流经接闪器和引下线的雷电流，见表 5-6； 

l —从选定的间隔距离的点沿着接闪器或引下线到最近等电位连接点

或接地点的长度，单位为米(m)。当连续的金属屋顶作为自然接闪器系统时，

沿接闪器的长度 l 可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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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外部 LPS 的绝缘——系数 ki 的值 

LPS 类型 ki 

I 0.08 

II 0.06 

III 和VI 0.04 

表 5-5  外部 LPS 的绝缘——系数 km 的值 

材料 km 

空气 1 

钢筋混凝土、砖瓦、木材 0.5 

注1：当有多种绝缘材料串接时，km值取各种材料中较低的值。 

注2：其他绝缘材料的使用，建筑指导和km值应由制造商提供。 

表 5-6  外部 LPS 的绝缘——系数 kC 的值 

引下线的数目n kc 

1（只有独立LPS情况下） 1 

2 0.06 

3根和3根以上 0.04 

注：本表适用于所有B型接地装置，以及当临近的接地体的接地电阻值差别不大于2倍时也适用

于A型接地装置。如果一单独接地极的接地电阻的差异超过2倍，则kc=1。 

图 5-2 所示的导体环路可产生高的感应电压降，因而导致雷电流向建

筑物放电而引起损坏。 

如不能满足（2）式的条件，对图 5-2 所示情形，为了在雷电导体环路

的重入点形成直接路径，应采用其他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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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具有悬臂部件的建筑物的 LPS 设计 

（4） 钢结构建（构）筑物 

①未放置易燃易爆物品的钢结构构筑物可利用工字钢立柱（通长焊接）

作为引下线，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的建筑物可采用明装敷设引下线，并沿构

筑物对称设置。 

②在人员活动区域，应对附近明装引下线或钢结构引下线采取防护措

施以防止接触电压造成的人身伤害。 

③高度较低的大型建筑物（比如：厂房），屋顶不仅靠周围的建筑支

撑，也靠内部立柱支撑。立柱的导电部分在屋顶应与接闪系统连接，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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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与等电位连接系统连接，形成内部引下线，放置建筑物内部出现危险电

火花。这些内部引下线附近会产生电磁干扰。 

④当接地装置接地电阻未达到设计要求，在符合工艺要求的情况下，

可采取利用自然接地体、外引接地装置、深井式接地极，填充电阻率较低

物质或降阻剂人工改善土壤电阻率等方法降低接地电阻值。 

⑤各栋建筑物应有独立的接地装置，并在室外作环形接地网，与附近

主地网连接。 

⑥室外附属设备利用装置自然构件（如高层金属构架、壁厚大于 4mm

的金属密闭容器及管道）做防雷装置的接闪器，使装置得到完全的直击雷

防护，用自然构件做引下线，并按 GB/T 21714.3-2008 做好等电位连接。 

符合规范要求的高层金属构架可不另装接闪器，但应根据相关标准设

置接地点。金属支架，附属设备，容器，管线，钢架等均需可靠接地。 

⑦易受直接雷击且在附近高大生产设备、框架和大型管架(已用作接闪

器)等的防雷保护范围之外的下列室外设备，应另行设置接闪器。 

⑧金属储罐顶板钢体厚度＞4mm 时，可不装设接闪器。当钢制储罐顶

板厚度大于 4mm 时，在罐顶装有阻火器的呼吸阀时，储罐本身可作接闪器。

金属储罐应做环形防雷接地，其接地点不应少于两处，并应沿罐周均匀或

对称布置，接地体距罐壁的距离应大于 3m。宜将储罐基础自然接地体与人

工接地装置相连，接地点不应少于两处。 

5.2.6 其他相关要求 

（1）建议韶关高新区沐溪-阳山片区重视建（构）筑物雷电防护，以减

低承灾体风险。超过 60m 的高层建筑应提高雷电防护设计标准，按标准要

求做好侧击雷的防护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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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区域内建（构）筑物的防雷装置应依照《雷电防护 第 3 部分：

建筑物的物理损坏和生命危险》（GB/T 21714.3-2015）、《建筑物防雷设

计规范》（GB 50057-2010）等现行规范设置。 

（3）建（构）筑物和户外大型设施设备的防直击雷的人工接地装置距

离建筑物出入口或人行道不应小于 3m，并应按标准要求采取适当的防接触

电压和跨步电压措施。 

（4）区域内建设项目应与穿越区域的架空高压输电线路保持适当的安

全距离，对于敏感建设项目，其接地网与架空高压输电的接地网应按规范

要求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避免干扰。 

（5）园区内地形多为平底，地势平坦，中部有一处较高山体，及少量

散布低矮山丘，规划区内用地海拔高程大部分在 60 至 80 米之间，中间山

体海拔高程在 70-185 米之间，容易遭受雷击，建议加强户外空旷环境的人

身防雷安全管理。 

（6）针对学校、医院、市民综合服务中心和百货超市等人员密集的公

共场所，一方面防雷设计要符合相应的防雷类别要求，另一方面要加强防

雷安全的宣传。 

（7）区域内新建建（构）筑物建筑材料宜选择钢筋混凝土结构，当建

（构）筑物屋顶和主体结构选用钢结构时，应根据使用性质和内存物质特

性，按照规范要求采用相应的雷电防护措施。 

5.3 建设阶段 

根据评估结论、区域特点和区域内项目特点，给出区域雷电安全监管

工作重点和区域内项目建设施工阶段的雷电防护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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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和内容 

根据大气雷电环境分析结论，韶关高新区沐溪-阳山片区雷电活动随月

份和时段不同有明显规律，建设阶段宜根据雷电月变化和时变化合理安排

区域内入驻工程施工进程，可将潜在雷电灾害危险显著降低。 

利用雷电发生的季节变化规律和日变化规律，合理安排项目的现场施

工进程。根据大气雷电环境分析结论，5~8 月是区域全年闪电高发月份，也

是区域全年雷电灾害高发月份，园区内大型设备、钢结构吊装施工，以及

各类机房内灵敏设备安装、调试，宜尽可能避开 5~8 月进行。 

区域内的闪电活动规律性比较强，分布比较集中，有明显的多发时段，

主要是局地热力抬升作用而形成，主要集中在午后至晚上 14~19 时，雷电

峰值时段为 17 时。由于 4~9 月闪电密集且经常伴有暴雨，工程施工及危险

性作业时应及时关注当地气象局发布的雷雨天气提示和雷雨大风灾害预警

信号，注意区域多发时段和峰值时段的施工安全。当气象局发布了雷雨相

关提示或预警时，应采取相应的防御措施及时停止塔吊等可用作接闪器的

施工机械安装、操作或拆卸作业，停止建设场地施工作业尤其是高空作业，

室内作业人员不应靠近外部钢结构，并建议设立警示牌。在雷暴高发期，

区域大型建构筑物尤其是高层建构筑物的施工宜结合专业雷电预警服务进

行，能显著减低施工过程雷电灾害事件的发生。 

（2）施工现场的防雷措施 

①应按照规范要求对建筑施工现场临时建筑、现场高耸机械设备、电

子电器设备等采取雷电防护措施，保护人员、临时建筑和设备安全。 

②建筑施工现场供电线路敷设应优先采用埋地敷设，并应避免机械损

伤和介质腐蚀。当现场供电线路埋地敷设确有困难时，可采用架空敷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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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空线路应采用绝缘导线，且架空线应架设在专用电杆上，不得架设在树

木、脚于架及其他设施上，专用电杆的绝缘子铁脚、金具应接地。 

③为防止接触电压导致人身伤亡事故，在人可触及的金属部位采取隔

离措施或做绝缘处理，并设立警示标志；为防止跨步电压导致人身伤亡事

故，应在环形接地装置处设立警示标志（若接地装置施工时已做绝缘处理，

则可不设置警示标志）。 

④施工单位应制定防雷安全管理制度，并对施工人员进行防雷安全知

识培训。 

⑤施工单位应向现场工作人员通告气象部门发布的当地雷电预警信息，

并采取有针对性的雷电避险措施。 

⑥雷暴期间，建筑施工现场应停止所有户外作业，且不应靠近有雷电

危险的场所和设施，具体参见《建筑施工现场雷电安全技术规范》QX/T 246-

2014。 

⑦建筑施工现场防雷装置安装完毕后，应由具备资质的机构检测合格

后投入使用。施工总工期超过一年的，防雷装置应每年进行一次年检。 

⑧发生雷击事件后，应对建筑物施工现场的防雷装置进行检查维护。 

5.4 运营阶段 

根据韶关高新区沐溪-阳山片区雷电灾害评估结论、区域特点和区域内

项目特点，区域内企业生产运营阶段应采取如下雷电防护建议。 

（1）园区内建（构）筑物、大型户外设施设备等应按照规范要求设置

防雷装置。 

（2）园区应制定防雷安全管理制度，园区应配备专（兼）职防雷安全

人员，定期对园内企业单位开展防雷安全教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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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园区应制定防雷安全隐患排查制度，建立防雷安全隐患台账。 

（4）园区应制定雷电灾害应急预案，指导突发雷电灾害的应急管理和

处置工作。并应在每年雨季来临前，组织相关人员举行一次雷电灾害应急

演练。 

（5）园区应及时向区内入驻企业和单位通告气象部门发布的当地雷电

预警信息，并督促入驻企业采取有针对性的雷电避险措施。雷暴期间，园

区内企业应停止所有户外作业，且不应靠近有雷电危险的场所和设施。 

要加强区域内户外防雷措施，尤其是高风险的河流水域、公园、高层建

筑楼顶等空旷环境以及可能触碰到防雷装置的环境的人身雷电防护，在这

些区域可设置必要的防雷安全指引（警示标识、显示屏提醒等）。 

（6）园区内各企业和单位宜结合雷暴特点合理安排活动。 

（7）园区应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园区管理方应注重区内防雷装置的检

测和维护，园区入驻企业和各单位也应注重本单位建构筑物和其他设施防

雷装置的检测和维护，对防雷装置要进行定期检测和维护。入驻企业和各

单位对所属防雷装置的检测和维护结果应通报园区管理方，园区管理方也

应督促区内入驻企业和各单位做好防雷装置的检测和维护工作。 

根据韶关高新区沐溪-阳山片区 1999-2023 年地闪资料统计分析结论，

雷电活动随季节和时段的不同有明显变化，应根据季节变化和日变化合理

安排韶关高新区沐溪-阳山片区内各生产经营单位的管理工作，将潜在雷电

灾害危险显著降低。 

①雷电敏感性作业安排 

对雷电比较敏感的作业，如敏感电子设备的安装调试作业等工作，宜

避开雷暴高发的 5~8 月，尤其需要避开雷暴高发期的午后至晚上 14 时~19

时。如果雷电敏感性作业的密度较大频次较频繁，宜结合雷电专项预警预

报来规避雷电灾害风险。 



韶关高新区沐溪 -阳山片区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报告  

广东省气候中心                        30 

②人员密集型户外活动安排 

园区内重要庆典、活动的安排宜避开 5~9 月进行，如实在无法避开，

宜结合雷电专项预警预报合理安排进行。 

（7）园区内防雷设施应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定期检测和维护 

园区企业应加强防雷设施的检测和维护。应有专人负责防雷装置的日

常巡查和维护。防雷设施和接地系统应每年做定期检查，保障防雷设施和

接地系统的正常运行。 

按照相关标准和规定，防雷检测应每年一次，易燃易爆场所每半年检

测一次，当年首次检测时间宜安排在每年雷雨季节前进行；防雷定期检测

应委托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应根据工程进

度进行跟踪检测。 

（8）园区企业在接收到雷暴等气象预警后，应借助显示屏、广播等系

统及时传播气象预警信息。 

（9）雷击事故处置方法 

①雷击事故发生后，工作人员要沉着、镇静，不要惊慌，应迅速安排人

员现场抢救和保护现场。 

②雷击事故发生后，应尽快通知当地气象主管机构，并由气象主管机

构组织相关部门以及人员进行雷电灾害调查，作出该次雷灾事故鉴定。 

③雷击事故发生后，要组织人员对附近的防雷设施进行仔细检查，避

免雷击频繁发生。 

（10）雷击时的应急措施 

①人体在遭到雷击后一般会出现昏迷、假死等症状，应立即采取抢救

措施，首先须马上进行人工呼吸，其次要对伤者进行心脏按摩并立即通知

医院进行抢救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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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如果伤者遭受雷击引起衣服着火，为避免火势蔓延全身，应迅速叫

此人平躺，用衣服或厚毯子及浇水等为伤者灭火。 

③人被雷击中后，身上不会带电，雷电电流击中人后已经通过人体泄

放到大地，所以接触受伤者进行抢救是没有危险的。受伤者被雷电的电火

花烧伤只是表面现象，最危险的是对心脏和呼吸系统的伤害。通常被雷击

中的受伤者，常常会发心脏停跳、呼吸停止，这实际上是一种雷电“假死”

的现象。要立即组织现场抢救，并向 120 求助。 

④防雷专职负责人员应熟知雷电灾害应急机制，参与过雷电灾害应急

预案，并熟练掌握基本的心肺复苏（CPR）技巧。图 5-3 为心肺复苏（CPR）

步骤图。 

 

图 5-3  心肺复苏（CPR）步骤图 

（11）雷电监测和预警 

近年来，因全球气候变暖致使极端天气频发，每年汛期，韶关高新区沐

溪-阳山片区所在区域局地性强对流天气频繁发生。区域内拟建设大量厂房

建筑，有些地区还会建设高层、超高层建筑，遭受雷击的概率非常高。韶关

高新区沐溪-阳山片区雷电敏感型企业，宜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在区域内

建设雷电监测和预警系统，及时获取雷电等气象预警信息，园区内各企业

生产经营活动宜结合雷电等气象预警信息，科学合理的安排。 



韶关高新区沐溪 -阳山片区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报告  

广东省气候中心                        32 

6 入驻企业防雷指引 

根据《广东省防御雷电灾害管理规定》（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284 号），

园区内新建、改建、扩建建（构）筑物、场所和设施应当按照有关标准和规

定安装雷电防护装置，并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1、工程建设许可阶段，属于例外清单的项目需要进行雷电灾害风险评

估，由企业委托评估单位编制工程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报告，并完成报告审

查，不属于例外清单的项目无需此项。 

2、施工许可阶段，企业委托设计单位编制防雷装置施工图设计文件，

报相关主管机构完成防雷装置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 

3、竣工验收阶段，企业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检测单位完成雷电防护装

置分段检测和雷电防护装置竣工检测，并出具相应的报告，报相关主管机

构完成雷电防护装置竣工验收。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防雷装置检测具有分阶段、周期长、隐蔽工程与

非隐蔽工程相结合的特点，因此各相关单位应做好沟通工作，尤其应根据

施工进度和检测要求，适时通知检测单位进场检测。 

根据韶关高新区沐溪-阳山片区特点和项目类型，防御雷电灾害管理主

管部门主要分两类： 

①油库、气库、弹药库、化学品仓库、烟花爆竹、石化等易燃易爆建设

工程和场所，雷电易发区内的矿区、旅游景点或者投入使用的建（构）筑

物、设施等需要单独安装雷电防护装置的场所，以及雷电风险高且没有防

雷标准规范、需要进行特殊论证的大型项目，由气象部门负责防雷装置设

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许可。 

②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公路、水路、铁路、民航、水利、电力、

核电、通信等建设工程的主管部门，负责相应领域内建设工程的防御雷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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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管理，并将雷电防护装置的施工、检测、竣工验收等信息数据与防雷

安全监管平台共享。 

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防雷装置设计审核、竣工验收许可，

整合纳入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竣工验收备案，统一由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监管，联合验收由当地住建局牵头并联合当地气象局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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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报告适用范围和有效期说明 

本报告是根据韶关高新区沐溪-阳山片区所处大气雷电环境、地域特点、

区域特点等进行的专项评价，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因此本报告区域雷电风

险管理措施仅适用于韶关高新区沐溪-阳山片区。 

按照《关于印发<广东省工程建设项目区域评估操作规程>的函》（粤

自然资函〔2019〕2284 号）文件规定，韶关高新区沐溪-阳山片区中属于例

外清单中的项目，不适用本报告评估结论，须依法依规单独开展雷电灾害

风险评估工作。 

本报告有效期为 5 年（自报告通过评审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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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东省雷雨大风预警信号 

雷雨大风预警信号分三级，分别以黄色、橙色、红色表示。 

（一）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 

图标： 

 

含义：6 小时内本地将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可达 6 级以上，或者

阵风 8 级以上，并伴有强雷电；或者已经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达 6～

7 级，或者阵风 8～9 级，并伴有强雷电，且将持续。 

防御指引： 

1.关注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御通知，做好防御大风、雷电工作。 

2.及时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止高空等户外作业。 

3.居民应当关紧门窗，妥善安置室外搁置物和悬挂物，尽量避免外出，

留在有雷电防护装置的安全场所暂避。 

4.公园、景区、游乐场等户外场所应当做好防护措施，确保人员安全。 

5.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易受雷击的设备设施和场所的安全。 

6.机场、轨道交通、高速公路、港口码头等经营管理单位应当采取措施，

保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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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雷雨大风橙色预警信号 

图标： 

 

含义：2 小时内本地将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可达 8 级以上，或者

阵风 10 级以上，并伴有强雷电；或者已经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为 8～

9 级，或者阵风 10～11 级，并伴有强雷电，且将持续。 

防御指引： 

1.密切关注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御通知，迅速做好防御大风、雷

电工作。 

2.立即停止户外活动和作业。 

3.居民应当关紧门窗，妥善安置室外搁置物和悬挂物。 

4.居民应当避免外出，远离户外广告牌、棚架、铁皮屋、板房等易被大

风吹动的搭建物，切勿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躲避，应当留在有雷电防护

装置的安全场所暂避。 

5.公园、景区、游乐场等户外场所应当及时发出警示信息，适时关闭相

关区域，停止营业，组织居民避险。 

6.在建工地应当采取防护措施，加强工棚、脚手架、井架等设施和塔吊、

龙门吊、升降机等机械、电器设备的安全防护，保障居民安全。 

7. 机场、轨道交通、高速公路、港口码头等经营管理单位应当迅速采

取措施，确保安全。 

8. 相关应急处置部门和抢险单位密切监视灾情，做好应急抢险救灾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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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雷雨大风红色预警信号 

图标： 

 

含义：2 小时内本地将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可达 10 级以上，或

者阵风 12 级以上，并伴有强雷电；或者已经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为

10 级以上，或者阵风 12 级以上，并伴有强雷电，且将持续。 

防御指引： 

1.严密关注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御通知，迅速做好防御大风、雷

电工作。 

2.立即停止户外活动和作业。 

3.居民应当关紧门窗，妥善安置室外搁置物和悬挂物。 

4.居民切勿外出，远离户外广告牌、棚架、铁皮屋、板房等易被大风吹

动的搭建物，切勿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躲避，应当留在有雷电防护装置

的安全场所暂避。 

5.公园、景区、游乐场等户外场所应当立即发出警示信息，立即关闭相

关区域，停止营业，组织人员避险。 

6.在建工地应当采取防护措施，加强工棚、脚手架、井架等设施和塔吊、

龙门吊、升降机等机械、电器设备的安全防护，保障人员安全。 

7.机场、轨道交通、高速公路、港口码头等经营管理单位应当迅速采取

措施，确保安全。 

8.相关应急处置部门和抢险单位密切监视灾情，做好应急抢险救灾工

作。 

 

摘录自：《广东省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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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法人、其他组织防雷安全主体责任清单 

责任主体 事项清单 依据 备注 

新建、改建、扩建

建（构）筑物、场

所和设施建设工

程业主单位或个

人 

1.大型建设工程、重点工程、爆炸和火灾

危险环境、人员密集场所等项目应当进行

雷电灾害风险评估 

《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第二十七条 

《广东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第二十一条 

《防雷减灾管理办法（修订）》（中国气象局令

第 24 号）第二十七条 

《广东省防御雷电灾害管理规定》（广东省人民

政府令第 284 号）第十一条第一款 

 

2.新建、改建、扩建建（构）筑物、场所

和设施应当按照有关标准和规定安装雷电

防护装置，并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

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 

《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广东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

款 

《防雷减灾管理办法（修订）》（中国气象局令

第 24 号）第十一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 

《广东省防御雷电灾害管理规定》（广东省人民

政府令第 284 号）第十五条第一款 

 

气象部门负责油库、气库、弹药库、化学品仓库和烟花爆竹、石化

等易燃易爆建设工程和场所；雷电易发区内的矿区、旅游景点或者

投入使用的建（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单独安装雷电防护装置的场

所；雷电风险高且没有防雷标准规范、需要进行特殊论证的大型项

目的雷电防护装置，应当通过气象主管机构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 

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公路、水路、铁路、民航、水利、电力、

核电、通信等建设工程的防御雷电灾害管理工作，由相应领域内的

主管部门负责。 

安装的雷电灾害防护装置符合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规定的使用要

求。 

3.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雷电防护装置设

计、施工、监理、检测单位开展技术服务 

《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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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主体 事项清单 依据 备注 

雷电防护装置建

设工程设计单位 

应当在编制项目设计文件时，同步编制雷

电防护装置的设计文件，执行工程建设强

制性标准，并对建设项目雷电防护装置设

计全面负责 

《广东省防御雷电灾害管理规定》（广东省人民

政府令第 284 号）第十七条第二款 

 

雷电防护装置建

设工程监理单位 

应当根据施工进度对雷电防护装置施工质

量实施监理，并对施工质量承担监理责任 

《广东省防御雷电灾害管理规定》（广东省人民

政府令第 284 号）第十七条第五款 

 

雷电防护装置施

工单位 

应当按照通过审查的设计文件和施工技术

标准进行施工 

《防雷减灾管理办法（修订）》（中国气象局令

第 24 号）第十六条 

《广东省防御雷电灾害管理规定》（广东省人民

政府令第 284 号）第十七条第三款 

 

雷电防护装置检

测单位及其人员 

1.依法取得检测资质，并按资质等级承担

相应的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工作。依法开展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 

《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第二十四条 

《防雷减灾管理办法（修订）》（中国气象局令

第 24 号）第二十条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管理办法》（中国气象

局令第 38 号）第三条、第二十四条 

《广东省防御雷电灾害管理规定》（广东省人民

政府令第 284 号）第十九条 

  

 

2.从事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活动，应当遵守

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和标准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管理办法》（中国气象

局令第 38 号）第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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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主体 事项清单 依据 备注 

雷电防护装置检

测单位及其人员 

3.出具的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数据、结果应

当真实、客观、准确，并对雷电防护装置

检测数据、结果负责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管理办法》（中国气象

局令第 38 号）第十八条 

《防雷减灾管理办法（修订）》（中国气象局令

第 24 号）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款 

《广东省防御雷电灾害管理规定》（广东省人民

政府令第 284 号）第十七条第四款 

 

4.不得与检测项目的设计、施工、监理单

位以及防雷产品生产、销售单位有隶属关

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管理办法》（中国气象

局令第 38 号）第十九条 

 

5.从取得资质证后次年起，在每年的第二

季度向资质认定机构报送年度报告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管理办法》（中国气象

局令第 38 号）第二十条 

 

6.检测人员具备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能力，

且不得同时在两个以上雷电防护装置检测

资质单位兼职从业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管理办法》（中国气象

局令第 38 号）第七条第（三）项、第二十四条

第二款 

 

7.检测仪器仪表在计量有效期内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管理办法》（中国气象

局令第 38 号）第七条第（六）项 

 

8.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单位应对检测合格的

雷电防护装置出具检测报告和检测标识 

《广东省防御雷电灾害管理规定》（广东省人民

政府令第 284 号）第十八条第二款 

对检测不合格的雷电防护装置，应当提出整改意见；拒不整改或者

整改不合格的，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单位应当报告当地气象主管机构 

9.设立分支机构或跨省、自治区、直辖市

从事检测业务的，接受当地气象主管机构

监管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管理办法》（中国气象

局令第 38 号）第二十三条 

 

10.按期办理资质延续、资质变更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管理办法》（中国气象

局令第 38 号）第二十一、第二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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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主体 事项清单 依据 备注 

从事生产经营活

动的单位及主要

负责人 

建立实施雷电灾害重大危险源辨识、监控

和隐患排查、登记、治理制度，并相应做

好雷电灾害重大危险源辨识、监控和隐患

排查、登记、治理工作 

《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条第（三）项、第

十一条第（二）项 

《广东省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气象安全管理

办法》（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254 号）第十九

条 

 

已安装雷电防护

装置的单位或者

个人 

做好雷电防护装置的日常维护，并委托有

相应资质的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单位进行定

期检测 

《防雷减灾管理办法（修订）》（中国气象局令

第 24 号）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 

《广东省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气象安全管理

办法》（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254 号）第二十

条 

《广东省防御雷电灾害管理规定》（广东省人民

政府令第 284 号）第十八条、第二十条 

雷电防护装置应当每年检测一次，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场所的雷电

防护装置应当每半年检测一次； 

有物业服务人的，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对物业

服务区域内的雷电防护装置进行维护管理和委托检测。同时接受气

象主管机构和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 

自由贸易试验区、

开发区、产业园

区、新区及其他有

条件区域管理部

门 

应当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区域雷电灾害风险

评估 

《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第二十七条 

《广东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第二十一条 

《广东省防御雷电灾害管理规定》（广东省人民

政府令第 284 号）第十一条第二款 

 

雷电防护装置设

计技术评价机构 

遵守国家有关标准、规范、规程，对出具

的技术评价报告负责 

《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中

国气象局令第 37 号）第九条 

 

防雷行业协会 
加强行业自律，规范行业行为 《广东省防御雷电灾害管理规定》（广东省人民

政府令第 284 号）第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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