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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雷电灾害已逐渐成为危害程度仅次于暴雨洪涝、气象地质灾害的第三大气象灾害。农村雷电灾害给国家和

人民都造成了沉重的损失,不少人因此而失去了家园,而政府也因此失去了很多基础设施。为了解决好当前的自然灾害,要从根

本上减轻农村雷电灾害,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人。本文从当前农村雷电灾害的原因出发,简要提出了解决难题的路径。 

[关键词] 农村雷雨；原因；现状分析；防御措施 

 

1 农村雷电灾害的特点 

雷电事故特别是雷电伤亡事故多发于农村。据中国气象

局雷电防护管理办公室不完全统计,1997—2006 年,平均每年

因雷击造成人员伤亡近千人,其中 80%以上是农村人口。2006

年 6 月 27 日浙江林海市杜桥镇杜前村发生雷击,致使在大树

下避雨的 30 名村民,17 人遭雷击死亡,其余 13人被击伤。其

次,农村民房、线路等频频遭受雷击,造成民房及其内的家用

电器(如电视、电脑、电话、空调等)损坏的例子比比皆是,给

农民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 

2 农村地区防雷工作现状 

农村群众普遍缺乏雷电防护知识,防灾意识淡薄。在淄

博市农村中,多年来因雷击引起人员伤亡的事件频频发生,

每年雷击灾害事故,发生在农村的约占3/4,特别是雷击伤亡

的事例,农村约占 80%以上。农村没有高大的建筑物来泄放

雷电电流,因此架空金属线、电视天线、房屋甚至人体成为

雷电袭击的目标,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由于农村地域

广大,农民防雷常识缺乏、经济承受能力较弱等,造成农村防

雷工作成为防雷领域的难点。 

3 雷电灾害成因分析 

3.1 农民防雷意识淡薄,防雷知识缺乏 

我国农村普遍存在农民科学文化水平较低,科学知识较

贫乏,防雷意识淡薄。认为雷电灾害是雷公发威,是天神惩罚

人,难以直接对抗和避免,采取消极放任的态度。在居住(房屋

建设)、生活劳动过程中,缺乏相应的防雷自我保护意识。如

农村建房选址盛行信“风水”先生,不懂也不进行雷电灾害风

险评估,把房屋建在雷电灾害发生几率大的地方；又如在野外

劳动遇到雷雨时,就近躲在孤立的大树下或没有防雷设施的

亭子里,这很容易招来雷击之祸。 

3.2 地理环境和天气气候是雷电灾害频发的客观因素 

农村房子很多建在山坡上,由于受地形地貌的特殊影响,

局地强对流天气较频繁,积雨云遇山地阻挡,由于迎风面有上

升气流影响,使雷暴在山地的迎风面停滞少动；当积雨云受山

脉阻挡时,雷暴即沿山脉走向移动,如山脉有缺口,则雷暴顺

着山口移动,山口或风口的特殊地形构成的雷暴走廊的特点,

且地形属于电阻率突变的地区,雷暴活动特别频繁,雷电出现

概率要高于平原地带,夏季雷暴活动频繁,雷击密度大。 

3.3 农村防雷设施严重滞后和不足 

农村绝大部分建筑物没有安装防直击雷装置,或者安装

的防直击雷装置不符合规范的要求,遇到雷雨天气时,这些没

有安装或安装了不符合规范的防直击雷装置的建筑物都处于

雷暴危险区中,易发生雷电灾害事故,给农民人身安全和财产

安全造成很大威胁。现在许多农村建筑物的屋顶上安装有电

视接收器、太阳能热水器、水箱等,这些设施往往没有接地,

也存在很大的雷灾隐患。随着农村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拥有

电话、电视、电脑、冰箱、空调的家庭也不断增加,这些电器

的电源、信号线路多数是由旷野外架空引入,且乱拉乱挂,布

线不规范,较容易遭受雷击。由于这些电源、信号线路没有安

装防雷击电磁脉冲装置(电源和信号 SPD),一旦遭受雷击,强

大的雷电流就会沿着线路进入室内击坏家电设备,甚至危及

居家人员的生命安全。据不完全统计,农村发生的雷电灾害事

故有近1/3 是由室外架空线引入引起的。 

3.4政策和技术支撑少也是农村雷电灾害事故频发的重

要因素 

农村基础建设很少得到政府和有关部门关于雷电灾害

防御技术服务的支持,直接影响到新农村防雷减灾的成效。

主要体现在以下 3个方面： 

第一，农村防雷监管组织机构不完善县一级防雷减灾组

织机构为防雷组织机构的 基层管理组织,而到了乡村根本

没有防雷减灾组织机构,农民自建房得到防雷减灾组织机构

的技术服务机会屈指可数,农村的防雷减灾工作基本还处于

自发层面上。就连农村很多公共设施的建设都缺少政府的相

关技术服务,更不用说农民的自建房建设了,农民自建房大

部分没有完整手续,用不着走图纸设计、审核和审批程序,

这也造成了农村防雷装置“先天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防雷技术服务供给力不足农村的基础建设如交

通、信息网络等均远远落后于城市,因而导致农民的信息闭

塞和无法使用雷电防护公共服务。农村不存在对防雷装置是

否安全的检查,导致雷电灾害隐患没有被及时发现并解除。 

第三，缺乏雷电监测与预警缺乏针对新农村建设的防雷

减灾应急预案和详细规划、对新农村基础建设方面有效的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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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灾害区域风险评估；缺乏农村地区雷电监测与预警,预警

信息传输渠道不畅通；缺乏一支为广大农民提供防雷技术服

务的队伍等。 

4 农村防雷减灾工作的防御对策 

4.1 加强农村防雷科普知识宣传 

加强防雷减灾科学知识的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广大农民

科学认知雷电的知识水平,增强防御雷电灾害的自觉性和主

动性,这是推动农村雷电灾害防御工作的基础和关键。加强农

村防雷减灾科学知识的宣传教育,必须坚持各级政府组织协

调、各职能、涉农部门和单位积极参与的原则；以 5 月、10

月的科普宣传大行动为抓手,以电话、报刊、互联网、手机短

信、农村远程教育系统举办专题讲座、专题报告会等为载体

进行宣传教育,全力、扎实、有效地推进农村防雷减灾科学知

识的宣传普及。同时,应把防雷科普知识教育作为一个长期的

工程,将防雷科普知识纳入到基础教育当中, 终的目标是让

防雷科普知识做到人人皆知、人人重视的程度。 

4.2 各级党委政府加强对防雷工作的领导 

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防雷工作,把防雷纳入安全生

产的范畴,建立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加大农村防雷基

础设施的建设投入,在制订发展布局和规划时,充分考虑防

雷工作,将防雷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此外,防雷

主管部门应加强农村地区防雷技术研究,总结雷击事故规律,

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做好雷电的

监测、预警、预报,建设方便快捷的信息传送渠道,及时把预

警信息传递到农民群众手中。 

4.3 充分发挥政府在新农村建设雷电灾害防御中的主导作用 

近年来,虽然农村住房建设的质量稳步提高,但仍存在

一些突出问题。如农房规划布局不尽合理,设计和施工监管

不规范,农民自建房存在安全隐患,尤其是山区部分农民自

建房抵抗台风、雷电等自然灾害能力较弱等。加强农民自建

房管理工作,提高农民自建房防雷工程专业的设计、施工、

检测的管理工作,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有序推进,关系到广

大农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雷电防

御能力建设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只有充分发挥政府在

新农村建设中的主导作用,才能使新农村建设的雷电防御工

作整体向前推进。要充分发挥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正确导向

作用,按照“政府统一领导、气象部门业务指导、村民共同

参与”的原则,把农村防雷安全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纳入当

地政府部门的目标考核任务中,建立 1 套适合农村相对完善

的雷电灾害防御应急预案,保证农民在遭受雷电灾害事故后

能及时得到有效的救援,推动农村雷电灾害防御工作的高

效、有序发展。 

4.4 强化农村防雷减灾工作的责任落实 

一是气象主管机构要切实履行法律法规赋予的职责职能,

认真做好农村雷电灾害防御规划。加强对新、改、扩建项目

的防雷装置设计的审核、分段检测和竣工验收的监管力度,从

源头上把好防雷安全工作关口；定期检测防雷装置,对不符合

规范的防雷装置限期整改；对违反防御雷电灾害法律法规的

人和事坚决纠正,严肃查处。二是充分发挥县(市)人民政府在

农村防雷减灾工作中的主导作用,依据国家、省(市)防雷减灾

的法律法规,出台相配套的农村防雷减灾工作实施办法,努力

构建科学的农村防雷减灾工作责任体系,真正做到从上到下

依法开展农村防雷工作的局面。三是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

则,紧紧依靠当地人大的理解支持和监督,依法把防雷减灾工

作纳入地方政府、部门和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和监督体系,确保

防御雷电灾害的法律、法规得到有效落实。 

5 结束语 

农村防雷工作有很多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任重道

远,气象部门作为防雷管理部门,必须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积

极改善农村地区防雷安全状况,建立健全防雷安全体系,提

高防雷减灾管理水平,减少雷电给广大农村和农民群众带

来的危害,保障其生命财产安全,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贡

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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