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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波广播发射台的防雷保护技术分析

党振宇

雷电是由于大气中带有电荷的雷云放电而产生的一种现象。雷电放电的位置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有时

会在云层与大地之间，有时会在云层之间，同时其产生的电流也非常高。一般情况下，中波广播发射台位于比较高的地

方，雷雨天气容易遭受雷击。因此，如何做好防雷保护措施，保证各类广播节目的正常播出已经成为当前最需要解决的

重要问题之一。中波广播作为人们日常休闲娱乐的重要信息渠道，对我国社会整体的和谐度和幸福度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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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雷电的类型

雷电的类型主要分为直击雷、雷电波、感应雷三种。

直击雷指雷电对于各种电力装备和地面突出物进行直接放

电，它含有巨大的电流量，电压可高达数百万伏，这种电

流通过击中物体进入地面。直击雷的破坏力最大，发生次

数最多，故而相关工作人员在制定中波广播发射台保护方

案时，应将直击雷作为防御的重点。从当前的情况来看，

我国大多数的广播单位采用垂直结构的振子单桅杆拉线作

为中波广播发射台天线，以此增强天线底部的雷电绝缘能

力，防止雷电通过天线引入发射台内部。同时，中波广播

发射台的天调网络多以发射塔底部为中心点，向其周围

1m左右范围内的土壤中搭设铜线辐射网，以提升中波广

播发射台防雷性能的地网基础。通过以上两种设计，发射

台整体形成了高水平的抗雷击网络结构，可对垂直雷、感

应雷、球形雷等不同的雷电类型实现针对性、全面性的防

护。感应雷指在静电感应或电场感应的作用下，雷电经过

击中物变为主导放电，并在金属物的表面产生非常高的电

压。感应雷主要分为两种，电网感应雷和传输电缆感应

雷。其中电网感应雷一般是通过电网对广播发射台的电源

对发射装备产生破坏，而传输电缆感应雷主要是通过传输

电缆对特点连接的元器件进行破坏。*

2 分析雷电事故的危害情况

在雨天容易产生放电就是雷电现象，高层建筑就会

非常容易受到雷电打击发生雷击事故，广播电视发射台

也非常容易受到雷电打击，在雷雨天出现的雷电侵入

或者是雷电感应就会破坏发射台造成电子设备损害，严

重情况会导致电子设备直接报废，阻碍了广播电视节目

的正常播出以及造成电视台的重大经济损失。所以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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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雷电防护系统才能让发射台安全稳定的运行。雷

电进行破坏事物的程度很大，而且在雷暴这种天气里能

迅速在极短时间内就产生百万伏电流，影响传输设备的

使用。由于我国的电视广播发射台工程建设多数位于地

势高的区域，容易雷击。发射台附近有雷暴天气时，雷

电的电流从配电线路破坏地下电缆，进而造成损坏电缆

连接的电气设备。在雷电电流穿过地线和接地体的过程

中，基本都会压降诱发电流的反击现象，也会对发射站

系统进行破坏。而且雷电击中避雷针后还容易造成二次

设备地电位干扰问题。在雷电接触到发射台的信号线路

后产生强电磁场，让发射台系统中的电缆线发生过电

压，就会损坏低压电气设备，严重损失经济效益。[1]

3 加强中波广播发射台防雷保护技术的必要性

可降低故障发生率

处在正常工作状态下的中波广播发射台在雷雨天气

容易遭到雷电攻击，而一旦受到雷电袭击，那么中波广播

发射台运行的是设备硬件就会受到影响，可能无法正常运

作，也可能受到严重的损坏。这些问题的出现，都会致使

中波广播发射台的信息传输工作中断。想要对被雷电损坏

的发射机和电源线进行有效修复，不仅需要耗费大量的人

力物力以及成本，在对故障设备进行原因排查时，还会占

用较长的时间。因此，加大力度的对中波广播发射台对应

防护措施非常重要，不仅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还对经

营中波广播发射台的单位效益营收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在

配合雷电保护技术措施或设备的过程中，应注意从源头角

度入手，保证配合的措施能够获得较好的设备维护效果。

可提高系统与设备运作的安全性

在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中博广播发

射台的正常运行事关人民的基本文化生活，因此积极探

索中波广播发射台防雷技术，提高中波广播发射台防

雷质量，对于推动我国广播事业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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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然而，雷电是一种自然现象，破坏力极强且突发，

很容易对高层建筑、人员和相关电子设备造成严重威

胁。当出现雷雨天气时，中波广播发射台因特殊的地理

位置，很容易遭受雷击。一旦遭受雷击，轻则相关电子

设备故障、失灵，重则因雷击造成火灾及人员触电事

故，进而造成严重的人身财产损失。所以，必须加快探

索科学的中波广播发射台防雷技术，建立起多层次的防

雷模式，确保工作人员以及相关发射设备的安全。[2]

4 中波广播发射台的防雷保护技术

发射天线的防雷保护技术

我国大部分中播广播发射台采用的信号一般是通过

调频或卫星进行接收的，随着我国科学技术以及广电事

业的发展，光纤传输信号已经被广泛运用到中波广播发

射中。而在采用调频接收或卫星接收信号的过程中，特

别是在雷雨天气的环境下，一定要对接收点做好防雷保

护措施。为最大程度上确保发射装置不会被雷中，可以

建立一系列避雷系统。一般况下，都会采用单只避雷针

保护的措施和保护范围。同时，在避雷针接地线连接的

过程中，应该采用独立线法，这样不仅可以降低信号的

干扰，还可以将电阻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另外，还可

以在接收天线周围的高层建筑物的顶端或发射台上安装

避雷针，也可以起到避雷的效果。

无线天调网络方面的防雷保护技术

在进行中波广播发射台天调网络的防雷保护技术设

计时，相关人员首先可将工作眼光放置在隔直流电容器

的参数设置上。如果发射台本身的电能输出量过高，

要与之相匹配的隔直流电容器也应设置为较大的功率容

量，反之亦然。还可通过加置石墨放电球的方式，提高

天调网络的防雷能力。由于石墨材质具有极好的放电属

性，当天调网络受到雷电威胁时，石墨可在一瞬间实现

放电动作，能起到有效的防雷效果。

电源防雷保护

对中播广播发射台电源进行防雷保护措施的对应

时，除了要在人工保护措施方面增加设备与技术投入以

外，还需配合更加是以专业的技术操作方式，预防电源

在雷电天气下被震损或是烧毁。可以配合的技术方式包

括三项避雷器、接地技术等，与此同时，在电源防裂保

护措施对应的过程中，要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重视。首

先，是要保证三项避雷器必须安装在电源的低压配电盘

处，同时配合这ZGB浪涌保护器。ZGB浪涌保护器能够

让电源开关低压端和高压端之间的负载保持平衡，因此

能够在雷电天气下，对电源设备提供更加安全稳妥的保

护，预防雷电对低压端元件产生影响和损坏。同时，浪

涌保护器还可以在为电源设备提供保护的过程中释放高

压电电荷，与雷电的高压进行对冲，起到抵消雷电电压

的效果，预防雷电的高电压给社会带来运行稳定性上的

影响或损害。其次，作为预防雷电伤害中的另一项重要

措施，接地技术同样需要得到相关技术人员的重视，应

针对电源设置子同代接的母线，保证红线的宽度与厚度

与机房功率容量相适配，如此能够让电源设备在雷电方

面受到的影响更小，获得更好的被保护效果。[3]

发射台主体设备方面的防雷保护技术

首先，相关人员应致力于开发出智能化、动态化的

雷电预警与监控系统。在信息化的新时期背景下，“信

息”、“网络”等字眼已经成为各行各业的工作发展方

向，广播行业自然也不例外。对此，相关人员需要在发

射台周边的多个点位设置出远端监控设备，并将其与监

控中心的主机系统端进行连接，以此保证对各环节设备

运行情况的监视管理。同时，还应在系统中设置出相应

的预警模块和智能调度模块，从而实现当雷电灾害发生

时，雷电预警监控系统可在第一时间对设备做出自动化

的启闭调度工作，以降低发射台雷电故障的发生概率，

保证各环节设备元件的安全。

机房的防雷措施

由于发射天线过高，会产生雷击效应，增加了撞击雷

和感应雷电的可能性，很容易损坏建筑物和电气设备。对

于机房的防雷工作，必须尽可能地实现建筑物内潜力的平

衡。同时,应在每层设置等电位和母线连接。铜板可用于

特定连接,形成完整的等电位连续。系统的有效控制接地电

阻。应在机房值班室周围墙壁上铺设铜网，以减少电磁辐

射，防止侧面闪电和滚雷，并确保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结语

中波发射台的防雷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根据中波

发射平台的实际情况，按照分工和分类的防雷保护原

则，很有必要建立一个完整的防雷系统。为了保证中波

广播发射台的设备得到更多保护，预防在遭受电击的过

程中出现任何损失，在配合防雷保护技术的过程中，相

关专业人员必须结合实际情况配合更为适宜的保护措

施，保证雷电影响概率和破坏力能够大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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