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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雷电主要是通过雷击电磁脉冲、直击雷等对自动气象站进行破坏,虽然多数气象站已经安装了接闪杆,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建筑物和

人身安全,但是基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使得自动气象站防雷工作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基于此,本文概述了自动气象站,阐述了自动气象站中的雷电

侵入途径,对自动气象站防雷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措施进行了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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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气象站可以对气象进行自动观测,并对观测数据进行自动存储,

它主要是由采集器、系统电源、传感器以及通讯接口等构成。而做好自动

气象站防雷工作,可以有效保证气象数据采集、处理、上传等各项工作的

顺利进行,确保自动气象站安全运行。 

1 自动气象站的概述 

自动气象站主要由数据采集设备和数据接收处理中心两部分组成自

动气象站系统。自动站数据采集设备主要有传感器单元、连接电缆、数据

采集器、供电单元和通讯单元五个部分组成。自动气象站是通过微处理器

进行实时控制和采集处理的。随着气象要素的变化,各个相应传感器输出

的电量也产生变化,这种变化由数据采集器采集,并进行线性化和定标处

理,实现工程量到要素的转换,对数据进行质量控制；通过预处理后得出各

个气象要素的实时值,再传输到主控微机,并实时显示。并且自动气象站数

据采集是通过传感器获得的,由于数据的传输是微电流信号,所以经过采

集器到计算机的信号对电磁环境十分敏感。 

2 自动气象站中的雷电侵入途径分析 

雷电侵入自动气象站的途径主要有：(1)直接雷击。虽然自动气象站

中发生直接雷击的概率很小,但是雷电还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直接对自动

气象站中的突出物体产生不同程度的危害。自动气象站的直击雷一般情况

下主要是针对室外的风杆,有效避免直击雷影响的重要途径是设置避雷

针。主要采取了下面的两种安装途径：一、在观测现场之外,安装单独的

避雷针,通过滚球法计算出避雷针的高度,避雷针和传感器需要单独设置,

要严格按照国家的规定,拉开两者之间的距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其能安

全的运行；二、如果观测场地限制,避雷针和传感器之间的距离不能达到

国家规定的情况下,可以将避雷针安装在传感器的金属支架上,只需要算

出避雷针的高度即可,但是需要尽可能的拉开避雷针和传感器之间的距离,

雷电流引下线和风数据传输线之间的线路要加以屏蔽,一切有可能带来损

失的因素要尽可能的扼杀在萌芽状态,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2)雷电波

侵入。当导体被雷电击中时,将会产生强烈的电流波或者是电压波,同时雷

击中心点会沿着导体两侧进行传播,这些强大的电流波或者电压波在传播

的过程中一旦遇到自动气象站中的网络信号线或者是电源线等线路时,电

流波或者是电压波将会直接借助于这些线路入侵到气象站中的相关仪器

设备中,造成自动气象站中的仪器设备受到破坏,严重影响观测工作的正

常进行。(3)雷电电磁干扰。雷电在自动气象站周围放电的过程中,将会有

非常强大的电磁场产生,如果自动气象站正好位于这个电动势中,很容易

感应出自动气象站中导体位置所在,这些电动势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进入到

自动气象站的各个设备上,这种情况也会破坏自动气象站中的设备。(4)

地电位反击。当自动气象站接地网中的电阻超过标准要求时,一旦出现雷

击现象,很多雷电流在传输过程中将会受到阻扰,但是在雷击事件发生时,

由于电荷的影响会导致电位出现浮动现象,此时就会形成高电压,对自动

气象站中的接地线从反向进行传输攻击,发生地电位反击现象从而造成气

象站设备出现损坏。 

3 自动气象站防雷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3.1避雷网、避雷带的安装问题 

自动气象站避雷带的作用是有效预防直击雷的破坏,而实际在避雷带

的铺设中,存在避雷带铺设不合理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它的防雷效果。因为

在选择防雷网格中,没有根据防雷等级以及一定规格的防雷网,从而出现

了防雷带铺设后的防雷效果不佳现象,导致自动气象站防雷工作出现问题,

影响设备的安全运行。 

3.2风杆上避雷针、引下线与风向风速信号线的布设不规范问题 

自动气象站在引下线与风向风速信号线等设置时有相关规范要求,但

很多自动气象站为了体现信号线的布设规整和美观,在设置避雷针、引线

下及风向风速信号线时未安照规范要求设置,而是进行了并行设置,这样

存在危险性。风向风速信号线电缆外皮都有一层屏蔽层,与引下线并行引

下后,当雷电击设,避雷针接收雷电后由于屏蔽层的干扰会造成电磁脉冲

产生,这种高压作用下会影响采集器的功能,导致其遭受破坏或不能正常

运行。 

3.3避雷针设置问题 

自动气象站在设置避雷针时应该将避雷针的防雷作用覆盖整个观测

场,也就是要保证所有的设备均在避雷针防护范围。但是,很多情况下,存

在自动气象站观测场地内的设备未全部在避雷针防护范围内的问题,这使

得自动气象站有些设备易受到雷电电击的情况,造成设备受雷电迫害率高,

影响自动气象站正常运行的情况。出现了不合格的避雷针设置,必须要加

强整改,要想保证自动气象站设备整体在避雷针防护范围内,需要请具备

专业能力的避雷针范围测量、计算人员进行观测场地是否在避雷针防护范

围的研究。 

3.4通讯系统没有安装避雷装置的问题 

避雷装置的设置和安装,可以有效接收雷电击后产生的雷电流并将其

扩大,同时待断路器准备工作前将雷电流迅速泄放,保护了电路和用电设

备。但自动气象站在通讯系统中存在不按照规定安装避雷装置的问题,这

样当雷击时没有避雷装置的保护将雷电流泄放,会导致通讯系统设备遭受

电击而发生故障或发生电路通电危险,不仅造成自动气象站不能正常运行

的情况,对工作人员的安全也会造成威胁,增加了危险事故发生的几率。所

以,要加强对通讯系统避雷装置安装的重视。 

4 加强自动气象站防雷工作的措施 

4.1严格自动气象站的全面防雷设计 

自动气象站在实际的气象观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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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重视绿植配置在园林景观中的设计,为人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是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途径之一。然而,当前大气污染严

重,资源过度消耗都对环境造成一定压力,节能减排刻不容缓。本文从植物配置的相关知识出发,同时结合园林设计的相关要求,阐述了植物配置

的具体应用等问题,探讨了景观设计中植物配置应遵循的原则。 

[关键词] 园林景观；植物配置设计；分析 

 

1 植物配置在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在花园设计中,花园植物的配置应遵循相关原则并根据当地条件进

行。首先重要的是要遵循植物生长的规律并满足特定环境条件的要求,以

便各种植物都能在不同的生长环境中健康地生长。从而实现各种植物之间

的共生共存。在园林设计中,园林植物的配置应注意以下几点： 

1.1科学规划,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 

根据不同的地质条件,结合植物材料本身的生长特性和有效的环境要

求安排,所有植物都可以在合适的环境中生长良好。同时,我们决不能盲目

地在野外引进和推广园林植物,而应侧重于本地植物的开发和应用。近年来

出现的一些移植移植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自然法则,因此应谨慎对待。 

1.2注意生物的多样性 

风景优美,它不是由单一的植物组成,而是由多种植物的有效合作以

及与其他生物的结合而形成的。因此,在园林设计过程中,既要符合自然规

律,又要注意生物的多样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强调园林植物多样性是模拟

和创建自然生态系统的过程。如果植物种群单一且生态贫瘠,那么景观也

必须是单调的。在种植植物时,应注意各种植物的巧妙组合和搭配,这也可

以增加植物群落的稳定性,也有利于珍稀植物的保存。在园林设计中,充分

合理利用空间,保持多样性是园林设计中应注意的问题。 

1.3反映美学原理,从而突出花园的景观功能 

在花园设计中,植物配置基于生态基础,并且还需要根据美学要求进

行创建。花园设计是一项装饰性要求。因此,在植物配置过程中,有必要合

理安排不同的植物,以从美学的角度反映人们对美的认识和要求。 

1.4赏花与观叶相结合 

观赏花卉中有一类美丽多变的植物,如红叶红叶李子和红枫,秋天的

枫叶,黄叶银杏等,可以与开花植物结合使用。扩大视野。同时,还可以将

叶子树作为主要场景放置在显眼位置。常绿乔木还具有不同程度的装饰效

果,例如浅绿色的柳树和草坪,浅绿色的泡桐,深绿色的柚子,深绿色的松

树,云杉等,并选择对比度大的类型。更好的结果。 

自动气象站的全面防御雷电工作做好。为了将雷电对自动气象站的破坏降

到最低,相关人员要结合自动气象站自身特性,利用科学的方法建立起一

套综合性的防雷系统。尤其是容易遭受雷电入侵的区域要加大防备,通过

计算雷电的强度以及引入概率等自动气象站的电源系统进行多方面的防

护,必要的情况下需要将隔离措施引入到自动气象站的防雷工作中。 

4.2科学设置信号线和引下线 

在选择传感器的信号线时要注意信号线缆必须要带有金属管的接地

装置,在自动气象站系统中,传感器是一项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信号线的选

取很重要,信号线外皮需要具有金属屏蔽功能,以具备金属屏蔽层的PVC套

管为最好。引下线的选择利用避雷针引下线,在信号线、电源线以及引下

线穿管中,需要将电源线、信号线和引下线分管引入,不可并管操作,这样

可以有效防止引下线出现雷电流时对信号线等造成的反击情况,同时引下

线引入时需要进行接闪器的安装。 

4.3合理安装避雷针 

避雷针在自动气象站防雷保护中可起到显著防雷防闪作用,为了更有

效的对传输线、风传感器等进行保护,需要加强对单独避雷针的设置和安

装。一般在整改后的防雷器上方进行避雷针的安装,安装的距离在16米为

最合适。在自动气象站观测场中为了能够既起到有效的避雷作用,又不影

响一些金属管的存在,确保二者同时等电位并存,所以在避雷针的设置和

连接中,需要采用滚球法对避雷针防护范围进行有效性的测算,这样可

以有效保证整个观测场的各个自动气象站系统和设施都能够在避雷针

的防雷电保护下进行正常运行,避免不在避雷针防护范围内而出现的雷

电击破坏。 

4.4做好接地防护工作 

接地防护工作做好,可以有效将直击雷或感应雷等的雷电流通过接地

装置传入整个大地。接地工作实施中按照自动气象站各电子设备中较弱电

子为根据,防雷电阻的设置需要在4Ω以下。若按照管线的布线分布为根据,

接地工作时需要将地网以观测场地为环绕依据绕其一圈,然后经管道接

地并将接地端子预留好,进行电阻降低处理,需要降低在4Ω以下,如果

未能将电阻降至4Ω以下,可利用降阻对策进行降阻,操作完毕后将所有

的自动气象站内部防雷设施全部进行接地操作,通过接地处理来加强雷

电预防效果。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自动气象站各系统设备的正常运行,可以有效保证自动气

象站数据采集、计算机处理等综合设施的正常和安全运行。因此必须要做

好防雷工作,避免自动气象站遭受雷击等危害,从而保障自动气象站系统、

设施等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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