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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擊可致命

2https://www.hk0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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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1年香港每月平均雷暴日數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018 ‐ ‐ 1 1 2 8 7 15 3 1 ‐ ‐

2019 ‐ 2 4 7 5 9 13 9 6 4 ‐ ‐

2020 1 2 1 - 8 6 2 6 15 1 - ‐

2021 - - - - 2 8 14 12 5 - - -

資料來源：香港天文台：
http://www.weather.gov.hk/tc/cis/statistic/tsday_statisti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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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暴的形成

• 積雨雲內的氣流急劇擾動，雲中的水
珠和冰粒便會分裂而產生電荷。

• 當正負電荷之間的電壓到達某程度時，
雲與雲之間或雲與地面之間就會出現
放電的現象，發出強烈閃光，這就是
閃電。

• 放電時會產生大量熱能，令周圍的空
氣急劇膨脹，產生聲音而造成雷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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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暴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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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擊受傷

• 步間電位 GROUND CURRENT

• 40~50%

• 側向放電 SIDE SPLASH

• 20~30%

• 接觸電位 CONTACT INJURY

• 15~20%

• 直接雷擊 DIRECT STRIKE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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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rientaldaily.on.cc/cnt/china_world/20130723/00178_006.html

https://www.hk0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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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k01.com/

https://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30730/00176_0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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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 Strike ?

https://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66308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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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30802/102969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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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雷擊(1)

• 當見到閃電及聽到雷聲，馬上前往相對風險較低的
地方躲避；

• 山屋、石亭、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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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雷擊(2)

• 估計雷距，衡量自己的風險
• 光速=約300000KM／秒
• 音速=約330M／秒
• 閃電3秒後聽到雷聲
• 雷距=3X330=990M(約1KM)

• 雖然不太準確，也可作為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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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雷擊(3)

•當有潛在雷暴機會時，
切勿停留在：

•溪澗、山壁裂縫、

•高處、水域、

•孤立高大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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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雷擊(4)

• 閃電不是只會擊向最高的物件！
• 需要在有效引雷範圍內。

4 m

4 m
https://www.hko.gov.hk/tc/education/weather/thunderstorm‐and‐lightning/00013‐does‐lightning‐always‐strike‐the‐tallest‐object.html

有效
引雷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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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雷擊(5)

•當身處在雷暴帶中，而無法撤離，

以 Lightning Position 方式蹲下
以減少地面接觸。

雙腳緊貼

https://www.hikingsouthafrica.co.za/lightning-safety/ 15

Lightning Position 雙腳緊貼的理論
• 可能減低被 (Ground Current) 所傷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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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雷擊(6)

• 當身處在雷暴帶中，
分散人員以避免多人同時
被雷擊；

https://www.hikingsouthafrica.co.za/lightning-safety/ 17

預防雷擊(7)

• 如知道附近有更佳避雷地方，盡快前往；

• 車內是很好的避雷地方。
• 若車輛正被傳電體接觸，例如：倒下電纜，

行出車外時，當腳部著地會馬上觸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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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 遇到雷暴，走為上著；

• 走無可走，蹲下避雷；

• 切記，身處野外環境遇到雷暴時，

沒有任何方法保證你絕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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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擊可以做成的創傷

• 心搏停止

• 肌肉及骨骼受傷

• 穿透性創傷

• 腦神經損傷

• 電燒傷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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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雷擊傷者

• BLS 程序

• DRCABCD

• 如無脈搏即CPR
• 燒傷處理法

• 肌肉及骨骼創傷處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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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遇到雷暴，走為上著；
走無可走，蹲下避雷；
切記，身處野外環境遇到雷暴時，
沒有任何方法保證你絕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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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內容只供參考，面對雷暴時，請依照閣下屬會
教練所教導的方式應對；及
處理雷擊患者時，請依照閣下急救證書簽發機構所
述的方式處理；
如因不適當應對而導致發生事故，中國香港攀山及

攀登總會及本資料的製作小組恕不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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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香港天文台
 http://www.hko.gov.hk

National Outdoor Leadership School

 http://www.nols.edu

Wilderness Medical Associates

 http://www.wildm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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