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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电力输电线路防雷接地技术

何传群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海口供电局 海南 海口 570100

电力企业要高度重视输电线路运行过程中的防雷技术，结合输电线路的建设规模、铺设路线以及区域环

境，配置完善的防雷装置，确保线路能够拥有较强的防雷能力。本文主要对输电线路运行中的防雷技术进行综合分

析，并就如何高效运用防雷技术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同时也说明了如何对防雷技术进行更新，旨在为相关工作人员提

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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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最近几年，雷击引起的高压线路跳闸的次数越来越

多，这不仅导致供电设备不能正常运行，还危害到了供

电的可靠性。架空输电线路的雷击跳闸一直是困扰安全

输电的一个难题，为减少高压线路的雷击跳闸故障，相

关工作人员也必须采取相关措施，从而保证供电线路的

正常运行。

1 雷击对于输电线路的影响

输电线路在受到雷击后,会因为自身的热量而破坏其

线路,导致其相应设备中的金属材料熔断。此外,在雷击的

瞬间所产生的高压还会破坏其输电线路的保护装置,进而

发生火灾,这些对于输电线路的破坏都是直接的,并且无法

修复。还因为在这其中会产生电磁场,进而就会影响其输

电线路的正常运行。经过雷击后的输电线路会因为压力

过高,进而导致无法稳定运行。而且在这其中所产生的相

应电流也会破坏其继电保护装置,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一定

的影响。所以,雷击对于输电线路有着很多的影响,应该在

设计过程中能够充分的考虑到这一点,减少雷击对于输电

线路的影响。

2 防雷接地工作原理

防雷接地的设计是以雷击原理为基础，其设计的主

要目的是通过人为设计使雷电产生的能量可向大地泄入，

对建筑物和用电设备达到有效的保护作用。由于受蒸发作

用的影响，水分进入大气后遇到冷空气会凝结成冰晶，积

雨云便形成了。随着大气运动的云层在此过程中会带上电

荷，使大地和云层之间出现类似于电容器的带相反电荷的

电荷感应，这些电荷量聚集到一定程度就会把大气层击

穿，进而产生雷击。人们通过对该原理进一步分析设计出

运用金属导体对雷电电流进行吸引的防雷接地设备，提

前把接地网络设置在大地内部，电流通过网络向大地导

入，达到减少建筑物遭雷电中较强电流破坏的目的[1]。

3 防雷与接地技术

选取合理的输电线路路径

由于雷电活动的产生存在一定的必要性和特殊性，

因此，电力企业在架设输电线路时，无法完全避免雷电

活动的存在，要尽量选择避开雷击区，这才能降低雷

击对输电线路的损害。一般而言，最常见的雷击区主要

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地下水位较高或地下水内含

有容易导电的矿物质。第二，对于山坡与平原交界区而

言，其地貌会产生较大起伏的变化，这就会产生雷击区

域。第三，区内土壤的电阻率突然变化或者区内存在断

层带。第四，山区的多风地带或者山口的峡谷地带。第

五，植被生长旺盛的向阳区和山丘顶部。第六，存在树

林、湖泊、河流、水塘、水库等盆地区域。

配电线路接地防雷

在电力系统中最常用的技术仍旧是避雷线、避雷器等

设备作为主要的防雷措施，这两种避雷装置在选择、布置

上都需要根据具体使用场合的具体情况来区分，不同情况

下就会产生不同的差异得到不同的结果，也就是说这种传

统的设备在材料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也决定了电力配

电系统使用质量存在局限性，效果不佳。比如10kV裸导

线线路，采用避雷针作为主要手段即可。但是防雷线造价

高、施工复杂，因此目前使用并不常见，人们常常在雷电

活动频繁的地区选择安装避雷器。10kV绝缘线路在电网改

造推进的背景下广泛使用交联聚乙烯加工绝缘线，该线路

具备一定绝缘功能，但是为了保护电网系统，有必要装置

避雷器。如果是低压线路，一般在变压器出线口安装低压

避雷装置就可以达到理想的防护效果[2]。

自动重合闸的设置

自动重合闸保护的科学设置，可在发现电流或电压

异常的第一时间，做好停电保护，以减少雷击对输电线

路带来的影响，维护输电线路的安全性，降低损失及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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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的发生。我国目前现有的自动重合闸以单相装置、三

相装置、综合装置和失活装置这4种为主。在输电线路

受到雷击影响后，自动重合闸的继电保护会立即开启，

实现雷击段线路的闭合，以停电的方式来保障输电线路

整体质量，确保其他路段电能的传输。输电线路遭受雷

击停电的概率很大，瞬时断电和自动重合闸的瞬时链路

技术有待改进，这需要专业人员继续展开研究，以期优

化自动重合闸的技术水平，充分发挥其在工作中的优

势，维持输电线路的安全运行。例如双重自动重合闸的

安装：首先要保证设备类型、规格的一致性，尽可能在

同一制造商处进购相关设备。双重自动重合闸需要安装

在两个独立的保护装置内，促使其正常运行。运行中，

不需要开展过多的调试工作，操作人员只需对其中一个

重合闸实施操作即可发挥出保护性能。对重合闸关联设

备实行调试时，除了要严格按照规定要求作业外，还需

对变压器设备展开深入处理，在低压和高压侧分别安装

低压电涌放电器，推动设备良好运行。最后，做好避雷

器、杆塔及地面网络的维护处理，利用绝缘架空线替换

原有的裸导体，控制短路故障。

降低铁塔接地电阻

绝大部分电力企业采取的防雷保护措施是降低输电

线路的接地电阻，同时，行业内主要采用的降低输电线

塔接地电阻的方法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如

果输电线路的架设面积较小、规模小，但是接地网面积

较为集中，那么工作人员便可以在接地电阻表面涂抹一

层降阻剂，这就能降低接地电阻值大小，由于过程较为

简单且效果良好，因而被广泛地推广使用。第二，采用

爆破接地技术。首先在需要降低接地电阻的区域，采用

爆破技术将地面爆裂，然后利用压力机将电阻率更低的

材料压入裂缝中，以此来降低周围土壤的导电性能。第

三，对于水平接地地阻而言，其长度与能够发挥的电感

效应之间存在正比关系，因此，可以通过增加接地电阻

水平方向长度的方法来降低电阻值。经行业内工作人员

研究发现，对于水平接地电阻，如果其长度为55m，那

么电阻率为500Ω/m，如果将水平接地电阻长度增大为

80m，此时，电阻率便会上升到2000Ω/m。因此，通过增

加水平接地电阻的长度能够降低电阻的冲击系数，将冲

击系数控制在一个稳定且合理的范围内，以此就能降低

铁塔的接地电阻[3]。

架设避雷线

避雷线在雷击发生时能够对雷电进行有效分流，能

有效屏蔽雷电对输电线的影响。避雷线是接地线，但它

并不直接接地，而是通过杆塔进行接地，这样做能够更

好地保护输电线。通常在针对 输电线的防雷保护

中，避雷线的绝缘子必须留一些空隙，以防止由于避雷

线上电流过大，从而产生大磁场，影响输电线[4]。

绕开密度大的区域

因为杆塔是处在外界环境下,这样就导致输电线路在

出现问题过程中,其位置和原因都非常复杂。通过对其电

力部门的数据能够发现,至少有50%以上的故障都是因为

雷击所导致。所以,就应该在输电线路设计过程中,能够避

开水域、峡谷等等地区。在输电线线路穿过其平原地带

的时候,雷击就会通过直击雷的方法,对其输电线路的相应

设施进行破坏。所以,在让其满足相应要求的基础上,就应

该能够减少其冲击接地电阻。而对于一些雷电多发区,那么

就应该为其配备相应的避雷线,以此来更好的让其输电线路

更好发挥自身的性能,避免因为雷击而导致其出现故障。

新型接地棒

传统接地与防雷中存在的局限和不足刺激了人们对

这个方面的研究创新，目前国内积极推广新型接地棒。

新型接地棒以铜镀钢为主要材料，单根长度可以达到1.22

ｍ，可以与螺纹连接器随意组装，达到国家标准接地

值。而且这种材料具备很强的耐腐蚀性，导电性能远远

高于钢材料。在初次安装上需要投入大量成本，但是后

期不需要消耗更多成本进行维修和养护，该材料性能良

好、寿命长、品质优良，再加上体积直径小，安装操作

方便，施工难度比较小，不需要大范围施工，也避免了

对周围环境造成破坏，这种高效能接地棒的使用，明显

提高了配电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5]。

结束语

雷电防御对于输电线安全输电至关重要，各种防雷

技术能够有效地提高输电线路的耐雷水平。该文采用差

异化防雷改造策略，对线路进行防雷改造，合理利用各

种防雷技术，兼顾了降低施工成本和改造防雷设施的双

重目标，有效地降低了输电线的雷击跳闸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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