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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三维高分辨率随机多先导连接模型，设置高矮两座建筑物并改变其中矮建筑物的高度以及高矮两座建筑

物水平距离，同时设置孤立矮建筑物进行对照，探究多先导模式下高建筑物对矮建筑物的保护作用。结果表明：高

矮建筑物距离较近时，下行先导的发展完全受高建筑影响；随着建筑物水平距离增加，高建筑物对先导主通道仍然

存在明显吸引效应。当矮建筑物雷击概率的增长趋势出现明显减缓的分界点，此时与孤立矮建筑物的雷击概率仅

相差３．６％，但单次闪电的连接过程仍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对比不同建筑物水平距离与孤立建筑物的雷击结果，高

矮建筑物水平距离由４００ｍ增至６００ｍ，差异则从４４．５％降低至２２．７％。在相同高建筑物影响下，不同高度矮建

筑物的雷击概率变化趋势亦存在该特征，高度为５０，１００，１５０ｍ和２００ｍ的矮建筑物对应的雷击增长速率分界点

的水平距离为３００，４５０，５５０ｍ和６０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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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高建筑物的存在会导致周围环境电场发生畸

变，使建筑物顶角的电场相对较强，影响雷击过

程［１２］。随着高建筑物数量日益增多，建筑物周围的

环境电场不仅受建筑物自身的影响，还与周围建筑

物分布有关［３４］，低矮建筑物受高建筑物的保护程度

与二者距离有关。目前有关高建筑物对附近建筑物

保护作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二者距离较近的情

况［５６］，缺少距离较远情况的研究。现行防雷设计仅

将建筑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定义为多个建筑物等效截

收面积的简单叠加［７］。

等效截收面积的评估对象是孤立建筑物，当评

估对象周围存在其他建筑物时，截收面积需要进行

修正［８］。国际电工委员会发布的国际标准［９］引入位

置因子犆ｄ，量化周围环境对建筑物危险事件次数的

影响程度，但仅考虑评估对象周围是否存在其他物

体、周围其他物体的相对高度以及是否处于山顶或

山丘等情况，尚无定量标准，导致实际评估工作误差

较大［８］。我国的国家标准［１０］将周边建筑物的复杂

情况以２犇（犇为建筑物的扩大宽度）范围内进行定

性划分，忽略了周围建筑物高低、远近程度的不

同［１１］。以上两种防雷设计，均先计算各建筑物等效

截收面积，再根据截收面积有无重叠部分区分孤立

与非孤立建筑物［７］，未考虑建筑物群内的相互影响，

缺乏对具体环境的针对性。对建筑物距离也无定量

判定，与真实情况差距较大。

在观测方面，研究高建筑物对周围建筑物的保

护作用对观测数据的长度要求较高，通常需要针对

固定建筑物开展长期观测试验，分别统计高建筑物

建成前后目标建筑物遭雷击次数。已有多个国家的

科研团队针对孤立高建筑物开展了观测和研

究［１２１７］。Ｈｕｓｓｅｉｎ等
［１４］和Ｂｉｒｋｌ等

［１５］等认为高建筑

物附近地闪次数因高建筑物的吸引作用而明显减

小。基于广州高建筑物雷电观测站的广州塔建成前

２０２３０９２０收到，２０２３１１０２收到再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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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地闪活动数据，Ｚｈａｎｇ等
［１６］发现广州塔对附近区

域下行地闪的吸引作用使其１ｋｍ 范围内未观测到

地闪，且１～３ｋｍ范围内随着距离增加下行地闪密

度逐渐增加。对于处于建筑物群中的建筑物所受到

的保护作用，吴姗姗等［１７］分析广州东塔（高度为

５３０ｍ）建成前后的观测数据，发现与其相距２７０ｍ

的西塔（高度为４４０ｍ）的雷击次数明显降低，证明

了东塔对西塔的保护作用。由于系统性观测数据的

缺失，相关观测数据较少，而且实际观测到下行地闪

的分布特征往往是区域内多个建筑物共同影响的结

果［１８２０］，很难得到建筑物实际保护范围。

理论研究模型可以灵活设置数值模拟的放电参

数和背景场，能够得到观测中难以满足的条件并进

行机理研究［２］。理论研究模型主要分为物理模型和

随机模型［２１２２］。物理模型通常用于研究雷击距离、

先导长度等影响先导放电过程的物理参数，而且模

拟的下行先导空间形态不如随机模型能体现先导分

支和曲折的自然特征［２３］，随机模型在计算建筑物雷

击概率和接地点分布等方面也具有明显优势［２４２６］。

运用二维随机模型可分析建筑物的保护范围［５６］，但

单先导模型无法再现多上行先导情况以及接地点仅

能一维分布，模拟的闪电与观测存在差距。在此基

础上，可通过对比高建筑物存在与否的空间电位研

究其对附近建筑物的影响［３］，也可利用三维随机模

型探讨高矮建筑物共存时多先导连接过程及影响因

素［２７］，但尚缺少对建筑物的保护范围的深入研究。

鉴于此，为了明确高建筑物对矮建筑物的保护

作用以及对下行先导空间形态和击地点的影响，本

文利用三维高分辨率多先导随机模型，通过改变高

建筑物附近矮建筑物参数、建筑物水平距离和闪电

始发位置开展敏感性试验。本文以建筑物的保护范

围为切入点，深入研究多上行先导模式下高建筑物

对矮建筑物的保护作用，分析高建筑物存在与否条

件下矮建筑物的雷击规律，讨论高建筑物影响下矮

建筑物的雷击过程。

１　模式简介

基于三维高分辨率随机多先导连接模型［２２］，考

虑正、负先导循环发展的判断条件，依据观测研究结

果，随着下行、上行先导传播的靠近设置两者速度

比，在形态上与观测的契合度逐步提升。本文以此

为基础，对高矮建筑物共存时的地闪连接过程进行

敏感性试验。考虑到自然界中地闪多为负地闪［２８］，

本研究只模拟负地闪引发的上行正先导以及它们之

间的回击过程，不考虑云中放电部分。在模拟域顶

部设置初始先导，作为闪电在近地面发展的起始条

件。模式中先导通道为步进式发展，每次先导发展

均通过迭代技术对全域电位进行重置计算，下行先

导的传播阈值为２２０ｋＶ·ｍ－１
［２９３０］。先导通道内

部电压降为５００Ｖ·ｍ－１
［３１］。考虑多建筑物可能始

发多先导，设置满足先导始发条件的格点均可始发

上行先导，选取最先达到触发阈值的格点优先发

展［２１］，观测发现上行先导无明显分支［３２３４］，所以上

行先导只有头部向上发展，允许多个上行先导同时

发展，上行先导的传播阈值与触发阈值相同，为

２２０Ｖ·ｍ－１
［３５３６］。当下行先导和上行先导间的电

位差大于连接阈值５００Ｖ·ｍ－１时发生连接
［２，２９］。

具体先导发展模型可参考文献［２２］。

本文选取近地面区域为研究范围，构建１３００ｍ×

１０００ｍ×１０００ｍ 的三维空间模拟域，分辨率为

５ｍ×５ｍ×５ｍ。假定模拟域内的初始背景电场强

度由下至上递增均匀分布［３７３８］，地面、建筑物群、先

导通道以及模拟域上边界均满足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边界条

件，模拟域的侧边界满足 Ｎｅｕｍａｎｎ边界条件。二

维随机模型研究发现，当下行地闪始发范围与建筑

物高度相近时，闪电更容易击中建筑物［６］。为了得

到更多矮建筑物上的闪电连接个例，规定下行先导

的始发区域为模拟域顶部的圆形区域，范围以矮建

筑物中心为圆心，以其高度为半径，且随着矮建筑物

水平移动，在此区域内随机选择下行先导初始位置。

由于模拟域内只能取整数格点，不是完整的圆形，为

了取到更多格点，设置每个圆的半径误差不超过

５ｍ（图１）。初始下行先导长度设为２５ｍ，内部初

始电位设为－３５ＭＶ
［１５，３９］。模拟域地面中轴线左右

两边分别对称设置一座高建筑物和一座矮建筑物（如

图１ａ所示），高建筑物尺寸为５０ｍ×５０ｍ×２５０ｍ，矮

建筑物尺寸为５０ｍ×５０ｍ×１５０ｍ，高矮建筑物水

平距离为１５０ｍ的模拟区域示意图。设置尺寸为

５０ｍ×５０ｍ×１５０ｍ的孤立矮建筑物为对照组，除

了下垫面不同，其他空间设置均与试验组相同，如图

１ｂ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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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模拟区域示意图　（ａ）两座建筑物，（ｂ）孤立建筑物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　（ａ）ｔｗｏ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ｂ）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２　模拟结果

以高建筑物存在与否条件下矮建筑物雷击概率

表示高建筑物对矮建筑物的保护作用。设置试验组

和对照组，对照组为孤立建筑物，尺寸为５０ｍ×

５０ｍ×１５０ｍ。试验组在矮建筑物附近设置高建筑

物，尺寸为５０ｍ×５０ｍ×２５０ｍ。另外，改变高矮建

筑物水平距离，取值范围为５０～６００ｍ，以５０ｍ 为

间隔递增，共计１２种距离。由于地闪空间发展形态

的随机性对击地点影响较大［４０］，在保持参数化方案

其他参数不变的前提下，每组随机选取下行先导初

始位置进行２００次模拟，对试验组和对照组共１３种

情况的建筑物模型共进行２６００次闪电空间发展模

拟。选取４次典型的雷击个例，将雷击分为击中高

建筑物、击中矮建筑物和击中地面３种情况（图２），

每种情况均允许建筑物触发多个上行先导，正先导

在向上发展的过程中被负先导吸引，先导通道向下

行先导方向偏移，允许后续始发的先导与下行先导

完成连接［４１４２］，避免单先导模型中单先导确定落雷

点的局限性。以上情况在观测中均有报道［３２，４３４４］，

验证了该模型能较好地仿真各种雷击事件。本次试

验中，击中高建筑物为多数情况，与Ｂｅｃｅｒｒａ等
［４５］的

观测结果接近。

图２　模拟结果示意图（黑色长方体为建筑物，　　　　　　　　　
蓝线表示下行先导通道结构，　　　　　　　　　

红线表示上行先导通道结构，下同）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ｂｌａｃｋｒｅｃｔａｎｇｌｅｓａｒ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ｔｈｅｂｌｕｅｌｉｎｅｄｅｎｏｔｅｓ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ｌｅａｄｅｒ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ｄｌｉｎｅｄｅｎｏｔｅｓｕｐｗａｒｄｌｅａｄｃｈａｎｎｅ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ｈｅｒｅｉｎａｆｔｅｒ）　　　　　　　　　

　　不同水平距离矮建筑物的雷击概率（建筑物遭

受雷击次数与模拟次数之比）如图３所示。由图３

可见，高建筑物可以影响６００ｍ范围内矮建筑物的

雷击概率，对３５０ｍ范围内的矮建筑物影响较大。

水平距离为５０～６００ｍ时，矮建筑物的雷击概率分别

为８．３％，１５．０％，２６．５％，３６．７％，３９．５％，４７．５％，

５８．９％，５７．０％，５６．０％，５７．２％，６１．０％和６２．５％，可

见随着水平距离增加，高建筑物对矮建筑物的影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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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呈指数降低。当高矮建筑物水平距离为３５０ｍ时，

矮建筑物雷击概率的增长趋势出现明显减缓的分界

点，矮建筑物被击中的概率为５８．９％，与孤立建筑

物的雷击概率（６２．５％）仅相差３．６％，此时闪电除

了击中矮建筑物外，其余情况为击中地面。超过分

界点后，矮建筑物的雷击概率出现小幅度波动，说明

高建筑物对矮建筑物的雷击概率仍然存在影响，随

着水平距离继续增加波动幅度减小，由此推测高矮

建筑物相距足够远时高建筑物完全不影响矮建筑物

雷击概率，即矮建筑物摆脱高建筑物的保护作用，两

座建筑物是相互独立的个体。

　　为进一步探究高建筑物对矮建筑物的保护作

用，固定矮建筑物和下行先导初始点位置，设置高矮

建筑物不同水平距离开展地闪模拟试验，并与孤立

矮建筑物情况进行对比，其他空间参数设置完全

相同，结果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见，对于孤立建筑

物，下行先导为分支较少的主通道竖直向下发展，建

图３　矮建筑物雷击概率（虚线为拟合曲线）

Ｆｉｇ．３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ｎｉｎｇｓｔｒｉｋｅｓｆｏｒｓｈｏｒｔ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ｔｈｅ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ｄｅｎｏｔｅｓｆｉｔ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

图４　不同建筑物水平距离的地闪空间发展形态

Ｆｉｇ．４　Ｌｉｇｈｔｎｉｎｇｓｐａｃ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ａｔｔｅｒｎ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筑物左侧顶角始发两个上行先导，其中一支与下行

先导连接形成回击过程。当空间内为高矮建筑物且

二者距离为１００ｍ时，高建筑物内侧顶角触发多上

行先导，矮建筑物受到高建筑物电场屏蔽作用未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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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上行先导［４６４７］，此时高建筑物对矮建筑物屏蔽作

用显著，其负地闪空间发展形态与孤立建筑物的差

别较大。随着两座建筑物水平距离的增加，高建筑

物对矮建筑物屏蔽作用逐渐减弱。当高矮建筑物相

距２００ｍ时，矮建筑物外侧顶角比内角先触发上行

先导，随着水平距离增加，矮建筑物内侧顶角也可以

触发一个或者多个上行先导。距离增加但下行先导

发展通道相似，随着下行先导通道不断发展，高建筑

物及其始发多上行先导对靠近建筑物的下行先导通

道的吸引作用更强，下行先导主通道向左侧倾斜发

展。由于高建筑物和下行先导的空间距离不同，最

终击地结果也不同。高矮建筑物水平距离为４００ｍ

的下行先导右侧主分支比水平距离为３００ｍ的右

侧主分支发展更长，表明随建筑物水平距离增加，矮

建筑物及其上行先导对下行先导通道也产生一定的

吸引效应并逐渐增强。当两座建筑物水平距离为

５００ｍ时，下行先导为分支较少的主通道伴随一个

主分支，下行先导主通道无明显偏向，下行先导左侧

主分支向高建筑物倾斜发展，虽然此时高建筑物不

影响雷击结果，但下行先导通道与孤立矮建筑物时

的先导发展形态存在差异，表明高建筑物的存在影

响空间电位，改变了下行先导的传播趋势。

　　结合图３和图４可以看到，当矮建筑物紧靠高

建筑物时，下行先导的发展完全受高建筑影响，矮建

筑物几乎不可能被雷击。随着高矮建筑物水平距离

增加，矮建筑物的雷击概率由明显增长变为平缓发

展，高建筑物对下行先导主通道存在明显吸引效应；

高矮建筑物水平距离存在分界点，当水平距离超过

分界点，矮建筑物的雷击概率出现起伏变化，整体而

言与孤立矮建筑物的雷击概率相差较小，但其先导

空间形态与孤立矮建筑物时明显差异。可见，虽然

整体雷击概率差异较小，但对于单次闪电而言存在

显著偏差。随着高矮建筑物水平距离进一步增加，

推测雷击概率的起伏不断缩小，直至高建筑物对整

个闪电连接过程无任何影响。

先导的启动及延伸趋势由空间电位分布决定，

建筑物对闪电吸引效应主要由空间电场畸变效应引

发［１，４０，４６］。图５为高矮建筑物不同水平距离的空间

电场畸变范围，空间电场初始为均匀背景场，上边界

固定为－３５ＭＶ，阴影部分为电场畸变系数大于１

的点。电场畸变系数指同一雷暴云背景场下的同一

模拟区域中，无建筑物与有建筑物时各网格点空间

电场的比值。由图５可见，两座建筑物水平距离为

５０ｍ时，高建筑物顶角产生的畸变效应较矮建筑物

强，高建筑物的电场畸变范围几乎完全包含矮建筑

物的电场畸变范围，两座建筑物的电场畸变范围大

部分相交，此时高建筑物对矮建筑物的保护效应显

著，矮建筑物被击中的概率很低。随着建筑物水平

图５　高矮建筑物不同水平距离　　　　　　　

的空间电场畸变范围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ｒａｎｇｅｏｆ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ｆｉｅｌｄ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ａｌｌａｎｄｓｈｏｒｔ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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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的增加，高矮建筑物电场畸变范围的相交部分减

少直至边缘相切，结合图３可以看到，雷击概率变化

分界点对应的图５两座建筑物水平距离为３５０ｍ，该

临界距离以内畸变范围的重叠与雷击概率的增速存

在相关性。超过临界水平距离，高建筑物不会影响

矮建筑物的电场畸变范围，但在下行先导随机发展

过程中，建筑物电场畸变范围会相应增大［４８］，导致

雷电通道向高建筑物方向靠近，高建筑物对闪击过

程仍然存在影响，矮建筑物的雷击概率出现小幅度

波动。

　　由以上分析可知，当两座建筑物的电场畸变范

围无重叠时，高建筑物对闪电连接过程仍然存在影

响。为了探究两座建筑物水平距离较远情况下，高

建筑物影响雷击过程的具体表现，以４００，５００ｍ和

６００ｍ 水平距离的雷击为例，将下行先导初始位置

与上述试验矮建筑物上方保持一致，下垫面设置为

孤立矮建筑物进行对照试验，共模拟６００次。根据

雷击结果分为４类（表１）：①情形１，有无高建筑物

存在闪电均击中地面；②情形２，有高建筑物存在时

击中地面，无高建筑物存在时击中矮建筑物；③情形

３，有高建筑物存在时击中矮建筑物，无高建筑物存

在时击中地面；④情形４，有无高建筑物存在闪电均

击中矮建筑物。其中，情形１和情形４为有无高建

筑物存在均存在相同雷击结果，不改变矮建筑物的

雷击概率；情形２和情形３占比越大表明高建筑物

对闪电连接过程的影响越大。表１为不同建筑物水

平距离的雷击概率统计。由表１可见，在孤立建筑

物情况下，建筑物的雷击概率为６２．５％，击地概率

为２７．５％。高矮建筑物水平相距４００ｍ时相同雷

击结果最少，情形１和情形４共占５５．５％，高建筑

物对雷击结果的影响较大。高矮建筑物水平相距为

５００ｍ时，击地概率比孤立建筑物偏高５．３％，情形

２明显增多，高建筑物使本应该击中建筑物的负地

闪击中地面。当高矮建筑物水平相距６００ｍ时，雷

击概率与孤立建筑物的雷击概率相当，情形１和情

表１　相同始发位置负地闪的雷击结果对比

犜犪犫犾犲１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狀犲犵犪狋犻狏犲犵狉狅狌狀犱犳犾犪狊犺

犾犻犵犺狋狀犻狀犵狊狋狉犻犽犲犳狅狉狋犺犲狊犪犿犲犻狀犻狋犻犪犾狆狅狊犻狋犻狅狀

建筑物水平

距离／ｍ

闪电击中

地面概率／％

情形１ 情形２

闪电击中

矮建筑物／％

情形３ 情形４

４００ １５．０ ２２．０ ２２．５ ４０．５

５００ １８．８ ２４．０ １９．０ ３８．２

６００ ２６．０ １１．２ １１．５ ５１．３

形４均为７７．３％，此时高建筑物的存在与否对于雷

击结果的影响很小，因此推测该影响随着建筑物水

平距离增加不断变小，直至高建筑物对整个闪电连

接过程无影响。

　　以上分析表明，当两座建筑物距离较远时，高建

筑物仍可影响矮建筑物的雷击过程。建筑物的高度

可影响空间电场分布和上行先导的起始，进而影响

下行先导迫近时连接结果的选择［２］，矮建筑物受到

的保护范围与其高度有关［５］。为了探究高建筑物对

矮建筑物的保护作用，设置试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

为孤立矮建筑物，高度分别为 ５０，１００，１５０ｍ 和

２００ｍ。试验组为该矮建筑物附近设置高建筑物，

其尺寸为５０ｍ×５０ｍ×２５０ｍ，改变两座建筑物水

平距离，取值范围为２００～６５０ｍ，取值间隔为５０ｍ，

共１０种距离。其他设置均与上文相同。每种情况

进行２００次试验，两组试验共得到８８００次闪电空间

发展形态个例。

图６为不同高度的矮建筑物雷击概率图，对照组

孤立建筑物的雷击概率分别为５０％（高度为５０ｍ），

５７％（高度为１００ｍ），６２．５％（高度为１５０ｍ）和

６３．７％（高度为２００ｍ）。不同高度矮建筑物雷击概

率变化趋势相似，即随着建筑物水平距离增加，矮建

筑物雷击概率先明显增长后平缓增长，存在明显分

界点。建筑物越矮，雷击概率的递增率越大，较早达

到分界点，表明高建筑物对较矮建筑物的保护作用

明显。雷击概率出现分界点时，５０，１００，１５０ｍ 和

２００ｍ高度的矮建筑物对应的高矮两座建筑物水平

图６　不同高度矮建筑物的雷击概率

（实线为对应雷击概率的拟合曲线）

Ｆｉｇ．６　Ｌｉｇｈｔｎｉｎｇｓｔｒｉｋｅ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ｆｏｒｓｈｏｒｔ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ｅｉｇｈｔｓ

（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ｓｄｅｎｏｔｅｆｉｔｔｅｄｃｕｒｖ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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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分别为３００，４５０，５５０ｍ和６００ｍ。随着高矮建

筑物水平距离增加，不同高度的矮建筑物雷击概率

均出现起伏波动，说明高建筑物对矮建筑物的雷击

概率仍然存在影响。将该模拟结果与二维模拟结

果［３］对比可见，矮建筑物雷击概率变化趋势相同。

根据以上共有特征，对各高度的矮建筑物雷击概率

进行拟合，得到特定建筑物高度分界点狔的变化曲

线，即狔＝－６４２．５３×ｅ
－

狓
９９．２０＋６８７．４７，拟合优度为

０．９９。

３　结论与讨论

运用三维多先导模型模拟随机下行先导初始位

置的地闪，通过改变矮建筑物高度和高矮两座建筑

物水平距离，对高建筑物对矮建筑物的闪电连接过

程进行模拟试验，讨论多上行先导模式下高建筑物

对矮建筑物的保护作用，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１）高建筑物高度为２５０ｍ，矮建筑物高度为

１５０ｍ，高矮建筑物水平距离为５０～６００ｍ，每５０ｍ

间隔变化时，矮建筑物雷击概率依次为８．３％，

１５．０％，２６．５％，３６．７％，３９．５％，４７．５％，５８．９％，

５７．０％，５６．０％，５７．２％，６１．０％和６２．５％，当矮建

筑物雷击概率的增长趋势出现明显减缓分界点时，

矮建筑物雷击概率与其孤立时的雷击概率仅相差

３．６％。

２）高矮建筑物水平距离较近时，高建筑物的电

场畸变范围几乎包含矮建筑物的电场畸变范围，下

行先导的发展完全受高建筑影响；随着建筑物水平

距离增加，高建筑物对先导主通道仍然存在明显的

吸引效应。通过对比不同建筑物水平距离与孤立建

筑物的雷击结果，当高矮建筑物水平距离由４００ｍ

增至６００ｍ时，高建筑物存在与否的雷击结果差异

从４４．５％降低至２２．７％。

３）在相同高建筑物影响下，不同高度矮建筑物

的雷击概率变化趋势相似，随着高矮建筑物水平距

离增加，矮建筑物雷击概率由明显增长变为平缓发

展，均存在明显分界点，５０～２００ｍ高的矮建筑物对

应高矮两座建筑物水平距离分别为３００，４５０，５５０ｍ

和６００ｍ。

本文以建筑物保护范围为切入点，结论仅限于

所设置的空间配置，其他空间配置有待深入研究，所

得结论尚需扩大模拟域进行验证。今后将深入研究

建筑物相距较远时地闪活动特征，探讨建筑物群的

不同形态特征对闪电连接过程的影响，为城市建筑

物雷击防护工作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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