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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些年来雷击配电变压器的事故经常发生,给我国的供电系统带来了严重的损害,所以对配电

变压器采取科学、有效的防雷措施已经备受社会和人民的关注。本文通过对一些重大的雷击配电变压

器事故进行分析,找出其主要发生原因,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防雷措施,希望可以尽量避免雷击配电变压

器事故的发生,减少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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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电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自然现象,

所以需要对其采取有效的防御手段,以

此来降低其对于建筑设施的破坏程度,

但是由于设计或者人为操作等种种原因,

导致雷电依然会引起很严重的灾害。近

些年来,在广西、广东等南方地区由于雷

雨天气比较频发,导致这些地区的雷击

配电变压器事故频繁出现,不仅仅造成

了经济上的损失,甚至对当地的居民用

电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因此采取科

学有效的防雷措施势在必行。 

1 雷击配电变压器事故案例 

在我国的广西省,2010年曾发生过

一起雷击配电变压器事故,导致了变压

器被烧坏,周边的供电设备都遭受了严

重的损坏；在2011年间,山西省也发生过

类似事故,导致了该区域的供电被迫停

止了一个小时；在2013年至2014年间,

我国广东省、安徽省等地都又陆续发生

了雷击配电变压器事故,在这之后的几

年中仍然有很多地区发生此类事故,引

起了相关部门的格外关注。通过对这些

频发事故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配电

变压器遭受雷击现象的主要原因。 

2 配电变压器遭受雷击的主要

原因 

2.1配电变压器安装位置问题 

2.1.1安装位置较高 

配电变压器一般处于比较高的位置,

对于雷电天气来说,高处往往是比较容

易遭受雷击的地点。除此之外,很多配电

变压器都分布在田间或者是山间,这种

地方往往缺少专业的防雷措施,而且被

山体环绕的话,还会受到气流等环境因

素的影响,导致这些地区容易形成云层,

进而出现雷击现象[1]。 

2.1.2线路终端易遭雷击 

我们对以往的配电变压器雷击现象

进行相应的调查之后发现,那些容易遭

受雷击的变压器一般都处于线路的终端

部位,所以在线路遭受雷击之后,雷电就

会沿着线路传送的线路末端的变压器中,

由于电压和电流的反射,导致变压器的

电压瞬间升高,进而产生损坏现象。 

2.1.3配电变压器之间的跨度较大 

配电变压器之间的线路很长,所以

在雷电的冲击下很难对其进行分流,导

致大量的雷电电流经过避雷器进入地底,

甚至造成避雷器被击穿[2]。 

2.2接地电阻的问题 

以10kV的配电变压器为例,其线路

中基本不会采用人工接地措施,只有在

变电站或者是在进线端埋设人工接地

体。配电变压器采用的是三点接地与防

雷接地以及工作接地共用一套接地引线

的方式,对电阻值高的地区不会采取特

殊措施进行降阻,少部分进行降阻处理

的水平接地延长线却并不符合规定[3]。

根据以往的配电变压器接地电阻和土壤

电阻的数据显示,一些岩石比较多的山

区会有更大的土壤电阻,而且这些地区

的土壤会更加松散,导致了接地电阻阻

值更大。而沿海地区的土地腐蚀程度会

比较严重,进而就会导致防雷措施的接

地面积更小,接地电阻增大。除此之外,

很多地区的接地装置得不到专人维护,

经过了长时间的使用,也是导致接地电

阻不符合规定的原因之一。 

2.3接地引下线的问题 

2.3.1接地引下线太短 

不符合规定长度的接地引下线会导

致泄流效果不够明显,每根线路所需承

受的电流就会过大,容易产生反击现象,

造成二次事故的发生。除此之外,水平接

地体太长也会受到电感的一定影响,无

法有效降低冲击电阻。 

2.3.2接地引下线不固定 

配电变压器的接地引下线是直接插

入地下的,所以在发生雷击现象时,会对

架空线路产生非常强烈的电压冲击[4],

雷电电波会随着线路迅速进行传播和破

坏,进而导致固定不够牢靠的接地引下

线从地下拔起,造成土壤飞溅的事故。 

2.3.3接地引下线不防腐 

有部分配电变压器的防雷装置没有

经过专业的防腐处理,使用时间久了就

会导致接地引下线出现严重的腐烂现象,

不仅导致其使用年限大幅度降低,还会

影响线路的导电、疏电功能。 

2.4避雷器的安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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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低压侧不具备保护措施 

一般情况下,配电变压器的高压侧

会安装避雷器防止雷击,但是在其低压

侧却很少具备防雷措施,这就很容易产

生正、逆变换过电压的现象。 

2.4.2计量箱不具备保护措施 

很多地区的计量箱大多都安装在配

电变压器旁边,但是由于计量箱的体积

较小而且其绝缘效果不高,相隔距离也

很有限,所以计量箱也是位于山区中非

常容易遭受雷击伤害的设备。 

3 配电变压器的防雷措施 

在配电变压器遭受雷击时,虽然其

高压侧具备避雷器的保护,但是仍然无

法完全避免雷击的破坏。由上述分析可

以看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非常复杂,

因此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配电变压

器的防雷措施分析[5]。 

3.1配电变压器安装位置的选择 

通过上述对雷击原因的分析我们可

以得知,配电变压器容易发生雷击现象

的位置具有一定共性,所以在选择配电

变压器的安装位置时需要进行调研和改

进。首先需要避免的就是尽量不要将其

安装在制高点,另外,如果需要在田间或

是山间安装配电变压器的话也需要配备

完善的避雷设备,其次还需要考虑到变

压器的负荷中心以及云层的高度,尽量

避免出现于广播、电话等线路处于同一

电线杆上的情况,如果这种情况无法避

免的话也要设置避雷措施并注意其保护

间距,防止雷击现象的出现。 

3.2配电变压器接地装置的优化 

通过对以往配电变压器雷击事故的

研究可以发现,100千伏安以上的配电变

压器需要配备4欧以内的接地电阻,而

100千伏安以下的配电变压器的接地电

阻需要控制在10欧之内。所以在实际的

配电变压器接地设备的安装过程中需要

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优化和调整,一般会

采用以下几种接地方式,分别是四边形

放射性接地、水平放射接地或者是垂直

接地等等,其中四边形放射接地虽然具

备更加稳固的特性,但是其安装对于地

形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因此并没有得

到广泛地使用,相反,在我国类似山区等

地区普遍使用的是垂直接地的配电变压

器接地方式[6]。 

3.3低压侧避雷措施 

当雷电从配电变压器的低压侧入侵

时,由于缺乏避雷器的保护,会导致雷电

电波直接进入低压绕组,造成其中性点

电位产生偏移,进而导致高压侧的电位

大幅度超出额定数值,严重影响了配电

变压器的绝缘性能。因此,没有在配电变

压器低压侧设置避雷器保护措施,产生

正变换过电压是导致其被雷击损坏的主

要原因之一,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可

以在配电变压器的低压侧安装避雷器,

不仅可以在发生雷击时对设备进行保护,

还可以有效控制低压线圈两端的过电压

值,从而保证配电变压器的绝缘性,提升

防雷效果。 

3.4避雷器额定电压的选择 

避雷器的选择需要尽量与线路的额

定电压相符,一旦避雷器的额定电压超

过了设备电压,就会导致配电变压器在

遭到雷击时无法得到稳定、可靠的保护。

如果是避雷器的额定电压比配电变压器

的额定电压低很多的情况下,就会导致

其正常工作中由于避雷器的工作引起跳

闸现象。因此,对于避雷器额定电压的选

择是非常值得重视的环节。 

3.5加强对防雷设备的管理 

在避雷器安装后续的运行中,需要

对其进行线路上的检修和清扫工作,对

不符合规定的避雷器进行维修和更换,

避免因为避雷器老化产生绝缘性下降的

问题,当避雷器出现问题,绝缘电阻低于

2000MΩ时,一定要及时对其进行更换,

以免出现跳闸甚至更严重的爆炸事故。 

综上所述,经过对雷击配电变压器

事故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其在

防雷工作上出现的缺陷主要是由于接地

设备以及低压侧防雷措施不够等问题导

致的,因此需要采取针对性的完善和改

进措施,以此来提高配电变压器的防雷

工作水平,降低雷击事故发生的几率,保

证人民的安全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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