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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内容的选择上面不仅要包括施工专业技能的培训,

还要注重提高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安全施工以及施工

技术等方面的培训。

4.5 发展绿色施工

近年来,我国环境污染问题越发严重,人们的环保意

识也逐渐提升,这对建筑工程的施工也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建筑企业的未来发展趋势是绿色施工、环保施工。施

工企业要督促施工人员树立绿色环保理念,在施工过程

中要采取各种防护手段,有效的降低对环境的污染,同时

要积极使用绿色环保建筑材料,并在施工前做好建筑材

料的使用计划,避免浪费建筑材料。这种方式不仅能够

降低企业成本,还能够实现建筑工程绿色施工。在设计

施工方案时,也要考虑环保问题,结合周围的环境,在减

少污染、保护环境的基础上设计方案,将绿色施工贯彻

到底,以此来提高施工质量。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建筑施工技术和施工管理严重影响着建

筑工程的质量和施工效率,而建筑工程的质量不仅代表

着企业的形象,而且高质量的建筑工程能够提升企业的

市场竞争力,因此务必要加强施工技术和施工管理,只有

这样才能有效地保证建筑工程的质量。建筑企业需要跟

随时代的进步,不断的转变施工理念,根据实际工作情况

对施工技术和施工管理进行优化和改进, 运用先进的施

工技术和管理手段提高建筑工程的质量, 更好的促进我

国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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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雷电灾害是自然界中一种危害程度较大的灾害性天气事件,雷电以其强大的电流,炙热的高温及强烈的电

磁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雷电致灾范围非常广,常常造成人员伤亡,通信以及计算机信息

系统中断,林区春秋两季的干旱季节极易引发森林火灾,严重危害人民财产和人身安全。大兴安岭地区年平均雷电日

数为 29.7 天,属雷电多发区,雷电造成的主要灾害为雷击火,每年大兴安岭地区都有雷击火引发无数场森林火灾,是国

内雷击火发生次数最多最集中的区域[1]。其中引发雷击火发生的主要原因是长期干旱和干雷暴[2]。对大兴安岭地区雷

电活动的规律和特点进行统计分析,可以为有效采取防雷减灾针对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 地闪；区域；防御

大兴安岭北面为黑龙江上游水域,与俄罗斯隔江相

望,东南与黑龙江省黑河市,嫩江县接壤,西南与内蒙古自

治区鄂伦春族自治旗毗邻,西北与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

纳左旗为界。是中国最北,纬度最高的边境地区,平均海

拔 573m,年平均气温 -2.6℃,极端最低气温 -52.3 ℃,年

降水量 428.6-526.8mm,全年无霜期 80-110d,年冰冻期

180-200d。

1 雷电流强度分布

根据闪电定位监测数据分析, 从正负地闪强度分布

来看, 正地闪强度位于 50kA 以下的占总正地闪的

78.1%, 负地闪强度位于 50kA 以下的占总负地闪的

89.53%。平均正地闪强度为 35.87kA,平均负地闪强度为

-29.57kA。

2 地闪时间分布

从地月分布可见, 大兴安岭地区地闪主要发生在

6-9 月份,峰值时段出现在 7 月份,为 42841 次。(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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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地闪月分布图

从地闪时段分布可见, 大兴安岭地区地闪主要发生

在 14 时、15 时和 18 时、13 时, 峰值时段出现在 14 时,1

小时地闪频数为 7553 次。(见图 2)

图 2 地闪时间 24 小时分布图

3 地闪空间分布

对雷暴资料进行强度特征研究，可知：正地闪所占

比例为 14.34%。

从正负地闪强度分布来看，正地闪强度位于 50 kA

以下的占总正地闪的 46.84%，负地闪强度位于 50kA 以

下的占总负地闪的 86.8%。平均正地闪强度为 63.24kA，

平均负地闪强度为 -33kA。

图 3 黑龙江省雷暴活动强度分布图

图 4 黑龙江省雷电流幅值分布图

从地闪空间分布来看, 地闪主要发生在漠河和塔河地

区,其中漠河地区发生地闪次数最多,达 29942 次,其次是

塔河地区,发生地闪 17105 次。(见图 5)

图 5 地闪空间分布图

4 防御对策

雷击火由云地闪电流的热效应引燃, 决定能否引燃

的特征参数,主要包括云地闪的极性,电流强度,连续放热

时间和回击次数等[3]。郑宏提出应用“外移式防雷保护技

术”预防森林火灾的假想。研究表明,外移式防雷保护技

术从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均非常适用于大面积

林区保护。实施外移式防雷保护之后,保护区内的雷击可

降低 99%以上[4]。首先要科学明确地划分防雷区域,完成

林区雷击火灾的等级划分工作。可根据雷击林区大地密

度,林区防雷等效面积估测林区年雷击次数,制定林区防

雷等级以及相应防雷等级的雷电防雷对策和措施。在大

兴安岭地区现有的雷电监测基础上,增加雷电监测设施,

完善监测手段,补充部分闪电定位系统；根据各个区域的

不同气象特征,增加自动观测站的数量,使观测密度适应

划分区域的要求。另外还要建设 " 接闪区 ",接闪区应建

在雷击火灾发生频率高,需重点保护的珍稀林木,消防力

量难以到达的偏远林区, 使一定范围的区域内大部分云

地闪发生在接闪区,降低区域内森林的云地闪发生几率,

按雷暴的移动方向规律可以考虑采取拦截措施, 还可以

采用人工降雨的防护方法。采取发射人工降雨弹,人工降

雨火箭以及播撒催化剂进行人工降雨等措施能够降低

火险等级,将雷击火的发生几率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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