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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雷电作为一种自然现象,会通过不同形式对人类的生产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在现代社会科技发展的时代,人类可以利用雷电产生的能

量进行资源利用,但还是对于雷电的灾害也不能小觑。本文从雷电的基本形成过程开始介绍,讲述了雷电对于人类的伤害形式和原理,并说明了

对于雷电灾害的预防措施,最后对雷电形成原理以及灾害预防做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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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中,科技不断进步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一些巨大的安全

隐患,从前房屋没有达到现代社会的高度,对于房屋的防雷也不需要精益

求精,对于电线以及一些高压设施,在没有出现之前都不需要对雷电伤害

进行考虑,一些现代化设施的存在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需要耗费一

定的成本去进行雷电的预防和灾害的减轻。所以对雷电的形成和基本原理

进行探索,可以依据雷电的形成对雷电灾害进行提前的预防,甚至可以将

灾害转化为资源进行再利用。 

1 雷电的基本形成过程 

雷电是自然界中的一种自然现象,其中包括着复杂的物理变化和化学

反应,清晰了解雷电的基本形成过程可以让人类对雷电灾害的预防达到有

效及时的效果。 

1.1关于雷雨云的形成原理 

空气中的水蒸和温暖空气是形成雷雨云的基础条件之一,这种条件在

夏季尤为充沛,所以重大雷电的产生多发于夏季,在夏季进行雷电预防是

雷电灾害预防的重要工作。雷雨云的结构一般是由无数小水珠以及水蒸气

构成的,在雷雨云层底部是冰晶构成体,雷雨云的移动让存在的各类物质

进行不断的碰撞,从水蒸气以及各部分电离出来的电子就会在碰撞中产生

能量,能量聚集就导致了雷电的产生,雷雨云的分布大多在大气层,大气层

给雷雨云的形成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一定的有利条件。 

1.2关于闪电的形成原理 

闪电是雷雨云在进行能量产生的时候发生的电荷强烈分离,形成雷雨

云的过程就会提供闪电形成的条件,人类最终看到的闪电是正负电荷相互

吸引之间,负电荷产生的枝状衍生与正电荷相遇发生的巨大电流,强烈的

电流形成就会使闪电发光,光体形状自然也就变成了枝状光体,闪电的长

度和雷雨云的体积有关,短则数百米,长则数千米,反映在人类的视觉感官

上会适当缩小。闪电在产生时直径也要比人类视觉感官上所看到的要大很

多,原因只在于人类的视觉盲区无法完全掌握闪电的整体形态。 

1.3关于雷声产生的过程 

雷电产生的时候,发生的一系列电流反应会产生巨大的放热反应,导

致周围的空气迅速移动,迅速膨胀,空气移动膨胀的过程会产生一定的压

缩波,从人类的听觉感官上,压缩波就转化为雷声表现出来,雷声和闪电的

形成是同步的,但是在物理学中,声波小于光波的传播速度,就会造成人类

首先看到闪电,紧接着才会听到雷声。雷声的形式和人类距离闪电远近有

关,当人类离闪电较近的时候,雷声就是爆裂声,当人类距离闪电较远,听

到的雷声就是隆隆声。 

2 雷电对人类的伤害形式和原理 

人体是电流的良好导体,在电流经过人体的时候可以容纳几万带十几

万安培的电流。所以对于雷电的伤害,人体是直接的袭击对象,对于人体雷

电的伤害方式分为直接雷电伤害与间接性的雷电伤害。 

对于雷电的直接不可控因素表现在,雷电发生的时候可能会存在直

接雷击的现象,如果人体直接接触雷电就会发生严重的伤害,甚至危及

生命。 

对于雷电的间接不可控因素表现在,雷电击中高大建筑物或者树

木、电线杆之类导致物体坍塌,进而对人类造成间接性的伤害,这种伤害

也是巨大的,对于人类的生命财产也会产生严重危害。 

雷电由雷雨云进行释放到地面,会形成一个电位场,人类在特定的地

点就会依据电位场形成跨步电压,最终导致雷电伤害的形成。 

雷电对于人体导电体的伤害是人类无法承受的,其伤害形式也分为直

接和间接,在社会中应该进行雷电的日常普及,让更多的人明白当雷电来

临之时,应该如何操作才能对自己形成保护。 

3 对于雷电灾害的预防措施 

根据对雷电的一些基本形成原理进行了解以及深入研究,人类就可以

有所依据地对雷电灾害开展一系列的预防措施,从而减轻雷电对人类的伤

害,利用雷电中蕴含的能量对人类生产生活起到帮助。 

3.1对建筑物进行防雷措施 

深入了解雷电的形成以及严重危害之后,就需要进行具体的防雷措

施。现代建筑物在高度越来越高的请款下,就需要进行具体的防雷措施,

在雷电产生的时候,雷电波会对电线以及有线电视无线电视的馈线产生入

侵,避雷针的设计可以用于高大建筑物之中,在建筑物猴子那个也可以进

行引下线的设计,合理规范的预防雷电灾害。对于住户内部的各种线路,

就需要屏蔽接地,馈线也应该通过金属管,进行规范化的处理。目前,我国

的高大建筑物已经大部分做到了普及避雷针或引下线,但是对于避雷针的

规范安装,建筑物的开发商会存在不了解的现象,这时候让相关机构进行

各个建筑物的避雷针检察就是必要的,发现不合格的避雷针装置或者引下

线装置,就需要进行及时的通知,让负责人对其进行重新安装或者改进,对

于未安装避雷装置的建筑物,相关部门应该及时排查,并且在保证安全的

基础上进行避雷装置的最终安装。 

3.2人类的室内防雷和室外防雷 

人体是电流的良好导体,这对于雷电灾害来说,人体就是最容易受伤

的一部分,保证人身安全,在安全的环境中度过雷电天气,就是目前雷电灾

害预防工作的重点。 

一旦发生雷电天气,且程度较为强烈,人们就需要懂得在室内进行

雷电的规避,在室内进行雷电天气的防范的时候,需要做好保证门窗的

关闭,室内的电源各类插头也要懂得及时切断,外接天线的设备是雷电

天气的大忌,一旦使用,室内也会造成严重的雷电灾害发生。雷电天气的

太阳能热水装置也是危险装置之一,安转载屋顶或者建筑物顶端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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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装置最容易受到雷电的袭击,雷电袭击之后的太阳能装置会让电流顺

着金属管道直达热水器,造成热水器的电压过大,发生爆炸,最终对人身

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如果发生雷电天气来不及进行室内躲避,就需要在室外寻找较为安全

的地点。除了人体是电流的良好导体之外,金属也作为电流的良好导体被

应用于电流传输的通道,室外进行雷电规避的人群应该尽量避免金属尖端

高于头顶。雷电天气在室外也不适宜进行移动电话的使用,移动电话产生

的电磁波极其容易吸引雷电,最终引发雷电灾害的发生。在室外遇到雷电

天气可以选择混凝土钢盘的场所进行躲避,山洞和石岩下也是良好的避雷

场所,寻找带有避雷针的建筑物是最佳的选择。遇到雷雨天气不宜选择人

群密集的地方进行避雷,人体导入雷电的时候会产生连锁反应,就会造成

巨大的人身财产损失。 

3.3建立雷电预警信号完整系统 

针对不同程度的雷电天气,可以进行雷电预警的不同等级设定。目

前,气象部门的气象预报随着技术的提升也在不断精准化,根据气象预

报,人们可以进行天气的判断,从而对雷电天气出行进行提前的规划,这

样就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雷电灾害现象的发生。一般来说,雷电预警

信号分为三个等级,分别为雷电黄色预警、雷电橙色预警以及雷电红色

预警,随着颜色的加深,雷电灾害的等级也会越来越高,根据不同等级的

雷电预警进行不同程度的雷电灾害预防,就可以将人员伤害降到最低。

官方的雷电预警可以作为雷电灾害预防的依据之一,人类自身的判断也

可以作为雷电灾害预防的判断依据之一,通过足够丰富的生活经验就可

以对雷电天气进行预估判断,当天空中出现阴云,且迅速扩大变化的时

候就可以进行雷电天气的预判。雷电天气也可以通过无线设备进行预判,

当无线或有线收音设备出现杂音的时候,结合天气状况,就可以做出雷

电天气的预判。同时,通过观察到闪电和雷声的时间间隔进行判断雷电

是逐渐增强还是逐渐远离自身,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雷电灾害预防的

不同措施可以起到有效保护自己的作用。出现紧急状况,雷电靠近人体

的时候,人体的皮肤与感官会出现各种不同的反应,根据自身的反应,可

以做出紧急措施,让自身被雷电伤害的程度降到最低。面对雷电天气,人

们应该具备丰富的雷电灾害处理知识,在基础知识掌握的基础上对自身

进行保护,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 结束语 

雷电的发生对于人类在一方面是灾害,如果预防不得当就会导致人类

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阻碍人类社会发展的脚步。但是一旦对雷电进

行深刻了解,并合理掌握,就可以让雷电作为一种资源,对人类的生产生活

起到一定程度的帮助。大自然的力量与资源是强大的,在抵抗自然灾害的

同时,不断发展自身科技与文化,让雷电灾害的预防做到普及,也让雷电灾

害转化为雷电资源,最终达到对大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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