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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安装在野外的气象设备一般需要输电线路提供电源!出于工程施工方便输电电缆往往采用架空方式铺设!由

于架空电缆容易感应雷电脉冲!造成后端连接的设备受到冲击而损坏"为了分析研究输电线路不同铺设方式是否有

不同的防雷效果!通过建立等效模型对输电电缆自身分布电容电感特性进行分析!以及对电缆不同铺设方式引起分布

参数变化的分析!利用电缆分布参数能够对雷电脉冲产生的衰减作用!得出了电缆埋地铺设对系统设备具有较好的防

雷效果"工程实例表明!供电电缆半埋方式效果一般!直埋入土壤防雷效果最佳!而且埋地长度越长防雷效果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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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

言

不论是室内还是室外的电子设备或者电气设备!总是

或多或少需要线缆连接!可能是供电电缆!也可能是通信信

号电缆或者其他线缆"对于较长的电缆!比如设备的室内

部分和室外部分需要电缆连接!那么电缆就可能是架空铺

设或者埋地铺设"过去由于电缆绝缘材料原因或建设成本

等其他原因!在许多应用场合!直接埋地铺设的做法比较

少!基本上都是架空铺设"在实际应用中!设备的较长信号

电缆和电力电缆!由于电缆本身是导体!容易感应电磁脉

冲!都可能成为了引雷的载体!把雷电流带入所连接的电子

设备!危及设备安全"气象观测设备如天气雷达'自动气象

站!风廓线雷达'闪电定位系统等目前全面大量在野外布点

建设!安装在各种各样的环境条件下!非常容易受到供电线

路引入的雷击而损坏"为了达到防雷目的!常用的防雷方

法是在设备前端加装浪涌保护器和旁边安装避雷针!可是

这种外加防护装置的方法往往效果不如人意!不能满足系

统设备防雷要求"高山雷达站'观测站'实景视频监测设备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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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遭雷击事件时有发生!防雷问题比较突出"文献)

4

*对通

过雷击风险评估得出!某变电站高压电源线路附近大地的

年平均危险事件次数为
0916

!表明了高压输电线路遭受雷

击的概率相当大"文献)

3

*描述入户设施雷击风险程度基

本上取决于入户设施年预计雷击次数!必须认真考虑电源

线和信号线人户情况'土壤性状'土壤电阻率'其线路长度

等要素"表明架空线比埋地线易遭受雷击!土壤电阻率越

高且线路越长!电源线和信号线越易遭受雷击"文献)

5

*详

细分析了电磁感应对输电线路的影响!认为雷电侵害主要

是通过线路侵入!包括输电线路是主要雷害入侵通道!提出

可以通过三级
+WX

保护及等电位地网实现防雷效果"文

献)

0

*针对水质自动监测站的供电线路'通信信号电缆'控

制电缆的铺设应该采取屏蔽措施!电缆屏蔽层两端接地!长

度小于
46G

的屏蔽电缆可只在室内接地!采用非屏蔽电缆

时!宜穿金属管埋地铺设"文献)

6

*针对自控仪表工程电缆

铺设技术有利于信号传输作了较好的研究!提出了实用的

方法"比较多的文献侧重于对输电线路引入的雷害采取外

部加设避雷器的方法!未见相关研究利用电缆自身特性来

改善防雷效果的理论和方法"如果考虑防雷效果!那么电

缆的铺设方式就显得十分重要"气象部门很多设备都是安

装在野外!过去雷击事件时有发生!作者经过长期研究和实

践!在满足工程建设需要的同时!利用电缆自身存在高频分

布参数!分析研究如何合理埋地布线以提高有效的防雷能

力取得良好效果!这里逐一分析对比!跟读者交流与分享实

践经验"

<

!

埋地电缆分布参数特征

电工理论清楚表明!电缆分布参数主要是分布电感和

分布电容"电缆的分布参数与电缆类型有关!不同电缆其

分布电感量电容量是不一样的!跟电缆的长度'绝缘介质'

材料'屏蔽层'结构等因素有关)

Y

*

"这里主要讨论常用的电

力电缆和信号同轴电缆的分布参数特征!因为在实际应用

中使用最多是这两类电缆!应用于需要较长电缆连接的设

备大多数是室外安装的设备!比如雷达'自动气象站'移动

基站'微波发射台'电视差转台'视频摄像头等!而这些设备

基本上都需要长信号电缆和电力电缆连接"

同轴电缆和电力铠装电缆有金属屏蔽层!中间有填充

物!芯线与外层之间构成两极!形成电容器#有些电缆只有

塑料外层!在架空条件下不能自身形成电容器!但是!只要

它被直接埋地!与大地泥土紧密接触!假设泥土潮湿可以看

作良导体!那么就可以看作同轴电缆!相对于大地来说!大

地相当于同轴电缆的屏蔽层!芯线与屏蔽层之间视作同轴

电缆)

2

*

"从电工理论得知!同轴电缆示意图如图
4

所示"

一旦是同轴线或者相当于同轴线!自身就存在分布电

感和分布电容!可以通过公式描述"如果忽略同轴电缆外

导体的厚度!则其电感量计算公式为&

图
4

!

同轴电缆截面示意图

!

"

!

1

#

3

!

?>

$

3

$

4

%

$ %

4

0

$

4

%

式中&

!

为同轴电缆的电感$

-

%#

#

为同轴电缆线的长度

$

G

%#

$

4

为同轴电缆内导体内径$

G

%#

$

3

为同轴电缆外导体

外径$

G

%#

!

1

为真空导磁率!

!

1

Z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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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轴电缆电容计算可按圆柱形电容器的电容公式来计

算!其电容量计算公式为&

&

"

30'45

(

"

?

A

(4

%

(

)

*4

(

$ %

+

$

3

%

其中&

(

)

为外导体结构的修正系数$理想外导体
(

)

Z1

!非

理想外导体
(

)

Z

编织外导体中的单线直径%#

*

4

为内导体

结构的修正系数#

(

4

为同轴线外导体内径$

GG

%"

从式$

4

%和$

3

%可以看出!对于特定电缆!分布电感
!

大

小主要取决于长度
#

!长度越长电感越大#分布电容
&

大小

主要取决于同轴线内外导体之间绝缘层的厚度!内外导体

离得越开分布电容越小"根据这样的特点!分析其对雷电

脉冲信号的影响!利用它减弱电缆前端的雷电脉冲对后端

设备的冲击!可以容易分析埋地电缆为什么能够起到防雷

效果!提高系统整体防雷能力"

=

!

电缆埋地方式与防雷效果分析

电缆埋设方式的不同对后端设备所具有的防雷能力是

不同的"实际应用经验证明!架空铺设的供电线路和信号

电缆非常容易感应雷电脉冲!成为了致使后端设备损坏的

主要雷害之一"因此!对于室外安装的设备!有没有更好的

方法可以减少感应雷的破坏呢+ 答案是肯定的"对于某种

特定电缆!在架空条件下自身的分布参数特征基本上是固

定的!以大地作为参考!铺设方式的改变其分布参数就会引

起变化!从而对瞬态脉冲的阻碍作用就会发生变化)

7

*

"实

践中根据不同需要设计不同的防雷措施"

=!;

!

架空铺设

对于野外工程建设!在建设供电线路的时候!可能出于

成本考量或者条件所限!一般是直接将电缆架空铺设!很少

考虑输电线路对系统设备防雷问题)

8

*

"架空铺设方式满足

了输电工程需要!但是基本上没有防雷效果!甚至于反效

果"为什么呢+ 可以通过模型加以说明"如果电缆没有屏

蔽层!远离地面架空铺设!那么就相当于一根导线!没有另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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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极而形成电容器!只有分布电感存在!描述其等效电路

模型如图
3

所示"也相当于一根接收天线!当强大雷击发

生时!电缆上感应出电磁脉冲!除了受到分布电感较少的衰

减作用外!直接沿着线路送到后端设备而击坏设备"

图
3

!

无屏蔽层架空电缆等效图

如果是有屏蔽层电缆!相当于同轴电缆!同轴电缆的芯

线导体自身沿着长度存在分布电感!芯线导体和屏蔽层之

间就形成了单位长度的电容器)

41

*

"对于某种类型电缆!存

在单位长度电感
!

, 和单位长度电容
&

,

"但是架空铺设!

没有与大地连接的接地点!芯线和屏蔽层均存在分布电感

和分布电容!则描述其等效电路模型如图
5

所示"当强大

雷击发生时!电缆上芯线和屏蔽层均可能感应出电磁脉冲!

形成主要的共模电压脉冲和少量差模电压脉冲!同样!除了

受到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组成的
,

阶
"#

滤波器对差模电

压产生的一定衰减作用外!大量的共模电压还是会直接送

到后端设备而击坏设备"

图
5

!

有屏蔽层架空电缆等效图

从图
3

和
5

的分析说明了如果没有采取外部防雷措

施!电缆架空铺设基本上是没有防雷效果的!相反!很可能

加强了雷电感应效果!有可能成为了引雷对象"

=!<

!

半埋方法的防雷效果

既然架空铺设方法基本上没有防雷效果!那么有没有

其他方法可以兼顾防雷效果呢+ 在许多实际工程建设中!

有时候考虑场景美观和维修维护方便!也有采用套管或者

电缆槽的方式埋设"如图
0

$

@

%和$

K

%所示是目前气象观测

场常用的电缆铺设方法!这里姑且叫做半埋方法"电缆不

是直接和泥土紧密融合!而是经过塑料或者金属套管接触

泥土!或者金属电缆槽间接接地"

对于工频来说!电力电缆的分布参数所起作用可以忽

略不计!对于高频来说这些分布参数对电气信号产生的作

用就不能忽略了)

44V43

*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电缆架空和埋

地铺设产生防雷作用的区别主要是电缆分布参数对雷电脉

冲的阻碍作用!即是分布电感
!

和分别电容
&

组成的
,

阶

"#

滤波器衰减作用!如图
6

所示"

对于某种电缆!单位长度电感
!

基本固定!单位长度

电容
&

与内外层之间距离关系很大!对于图
0

$

@

%套塑料管

铺设方式!电缆套上了塑料管!电缆不管有没有屏蔽层!相

对于大地来说!大地可以看作外层电极与芯线形成电容器!

图
0

!

$

@

%套塑料管铺设#$

K

%金属电缆槽铺设

图
6

!

分布参数
"#

衰减等效图

如图
6

所示!但是内外层之间距离变大且电极有效面积变

小了!即单位长度分布电容
&

变小了!所以
"#

滤波器滤波

作用减弱了"同样!对于图
0

$

K

%金属电缆槽铺设方式!金

属槽是接地的!电缆对地分布电容
#

和图
0

$

@

%方式差不

多"因此!半埋式的防雷能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起作用!

首先是电缆埋于地下!表面的泥土屏蔽了空中闪电的电磁

波!减弱了感应的电磁脉冲强度"其次是分布参数形成的

"#

滤波器对于雷电脉冲的衰减作用比架空方式的
"#

滤

波作用大得多"如果是前端感应来的高电压脉冲!

"#

滤波

器对其起到较大衰减!所以说半埋式电缆铺设方式相对于

架空铺设方式!防雷效果更好"

值得注意的是!半埋式的电缆槽必须良好接地!每隔很

短距离就应该焊接一个接地点!才能保证地极面积足够大

和良好接地!这是埋地防雷效果关键之所在"

=!=

!

直埋方法的防雷效果

既然半埋方式相对于大地来说!因为两极之间距离大!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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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分布电容
&

小!

"#

滤波器的滤波作用还是比较小"

很容易理解!若要减小两极之间的距离就可以提高滤波作

用!那么只要设计成直埋方法就可以实现!即将电缆直接埋

入泥土里!与泥土紧密接触!在上面盖上比较厚的泥土!如

图
Y

所示的实物图"

图
Y

!

电缆直埋方法

电缆埋地则电力传输线裸芯通过介质$绝缘层%与大地

之间形成两个极!即形成电容器"雷电产生的强大电压电

流是相对于大地而言!电缆直接埋地后相对于大地来说!描

述其等效电路模型如图
2

所示"芯线通过绝缘层外皮与大

地之间形成分布电容
&

!电容量大小取决于绝缘层介质以

及与大地接触紧密程度"在单位长度芯线上存在固有的分

布电感
!

!虽然电感量很小!一般每厘米几个
>-

量级)

45

*

"

线路的分布电感
!

与分布电容
&

构成一阶
"#

低通滤波电

路"一段电缆埋地后电力电缆分布参数等效于许许多多

"#

低通滤波电路串联起来!形成
,

阶低通滤波器"交流电

是
61-N

!频率太低!通过这个
,

阶低通滤波器几乎没有衰

减!能够正常流过线缆不会受到影响)

40V46

*

"

图
2

!

埋地电缆分布参数等效图

从图
2

可以分析!由于大地的屏蔽和泄放!在空中的闪

电很难感应到埋在地下的电缆#在前端假如雷电流进入电

力电缆的芯线!对于大地是差模感应电压!那么其被沿线的

,

阶
"#

低通滤波器衰减!部分能量泄放到大地#前端假如

同时感应到芯线和屏蔽层!有共模感应电压通过!则部分能

量直接泄放到大地#假如雷电流在前端主要感应到电力电

缆的屏蔽层!则感应电流直接泄放到大地"这就是直埋方

法能够获得更好的防雷效果的原理之所在"

具体可以这样理解!雷电流非常巨大!雷电所产生的最

大电流可达
511\*

!甚至更高!而平均电流也可达
51\*

以上!闪电的雷电流包含的频率非常丰富!涵盖
1

"

411)-N

!雷电放电持续时间一般秒级以下!所以可以把雷

电流看作窄方波)

4Y

*

"

"#

低通滤波器是无源滤波器!增益

实际上小于
4

!也就是对幅度有衰减作用!向大地泻放雷电

流高频电流分量!也就是对瞬态的雷电脉冲起到过滤平滑

作用"这就是输电电缆埋地能够产生防雷效果之所在"

>

!

应用效果检验

典型应用实例很多!比如移动通信基站和高山雷达站"

气象部门的观测场'雷达站'自动气象站等大多数都是建设

在野外地处高山空旷'人员稀少的地方!系统设备供电大多

数都是通过架空高压线输送到台站的变压器!转换为

331]

交流电接入配电房!再送给设备"

3117

年之前!气象部门在防雷技术工作中基本做法是

在供电线路上采取并联安装浪涌避雷器的方法!一般安装

了高压和低压两级避雷器!效果依然不如人意!设备还经常

遭受雷击!特别是通过架空线路供电的系统"据气象装备

技术保障主管部门估算!在所有遭受雷击的故障设备中!大

约有
01̂

左右设备因为供电线路引入的雷击而损坏!这是

一个不可忽视的技术性问题, 以雷达站和观测场为例!广

东省气象部门
43

个天气雷达站大部分建设在高山上!

7Y

个观测场也有部分在山上"以前的供电线路多数是架空线

引入系统!遭受雷击比较多"比如阳江雷达站防雷系统受

到了多次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最为严重的是
3116

年
7

月

30

日和
311Y

年
6

月
0

日!雷达天线伺服系统'接收机'多块

电源板'雷达机房终端网卡'电话机'网卡避雷器和电源避

雷器被击坏"其它雷达站同样发生过遭雷击现象"

3141

年前东莞'番禺'三水'佛冈'顺德'龙门等地的观

测场先后发生多次因为供电线路引入雷击事故!设备损失

惨重"作者根据长期总结的经验!经过以上的理论证明!提

出供电线路埋地铺设改善防雷性能的整改方案!并且有针

对性进行整改!收到良好的效果"据广东省防雷技术部门

统计!实施埋地整改方案后
3144

"

3140

年的
0

年里!尽管

所在地落区雷击风险评估次数比较高!实际发生打雷次数

很多!除顺德外!各地再没有发生因为输电线路引入雷击而

造成设备损坏现象!统计表如表
4

所示"

表
;

!

<?;;

!

<?;>

年各地雷击统计表

地址
评估地闪密度

-$次($

\G

3

(

@

%

[4

%

设备损坏次数 备注

佛冈
4094 1

直埋方式

顺德
429Y 4

半埋方式

龙门
4692 1

直埋方式

东莞
4597 1

直埋方式

番禺
4593 1

直埋方式

三水
4Y90 1

半埋方式

韶关
4298 1

直埋方式

汕头
4592 1

半埋方式

阳江
4096 1

直埋方式

广州
4Y95 1

直埋方式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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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结果可以表明!对表中雷达站和观测场架空供电

电缆铺设方式进行整改!将供电电缆改为埋地铺设之后!对

设备防雷效果的改善总体上是明显的!直埋方式的防雷效

果比半埋方式更好"只要整改策略科学!技术方法得当!就

能够使雷电脉冲幅度被大幅度减弱!使浪涌电压限制在变

压器和其它设备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对后端设备影响大大

减少"

@

!

结
!!

论

供电电缆架空铺设和埋地铺设都是考虑工程需要!一

般并不考虑其防雷作用"通过分析研究输电电缆建设工程

不同的铺设方式!发现电缆自身分布参数能够对雷电脉冲

产生不同的衰减作用!能够实现对工频交流电正常输送!对

入侵的雷电脉冲实现阻碍减弱!从而达到抵御雷击的效果"

实践经验表明!供电电缆直埋入土壤!防雷效果最佳#半埋

方法是套金属水管或者塑料管再埋地!效果一般"电缆埋

地长度越长防雷效果越好!如果埋地长度超过
51G

以上!

效果就比较明显了"因此!对于环境条件允许的地方!只要

工程成本核算可以接受!应该尽量采取直接埋地的方式铺

设供电电缆!以防供电线路引入雷击!有效地保护后端系统

设备!提高系统设备运行可用性!产生较大业务效益和直接

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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