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４３５４（２０１１）０４－００４７－０２

贵州省雷电流幅值的累积概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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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统计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贵州省基于闪电定位仪的雷电定位系统监测的全省雷电流幅值数据，
通过作图的方式与国家通用的经验公式比较，并采用最小二乘法中添加指数、多项式趋势线的方
式，对贵州省雷电流幅值累积概率曲线进行拟合回归分析，得到其雷电流幅值累积概率一般公式，
指出该公式与通用经验公式的差异及公式存在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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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电流幅值是雷电流的一个重要参数，指脉
冲电流所能达到的最大值。通过对某个地区的雷
电流幅值累积概率分析研究，能更好地了解该地
区的雷电特性、分析雷害原因、鉴定雷电跳闸事
故、探讨该地区电涌保护器的选型（如通流量）、
提供雷电风险评估参数依据等。统计了２００６—
２００９年贵州省基于闪电定位仪的雷电定位系统
监测的全省雷电流幅值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得
出贵州省雷电流幅值的累积概率分布曲线及公
式，并对公式进行可行性分析。
雷电流幅值的累积概率

雷电流幅值的累积概率分布向来是国内外防
雷界十分重视的雷电参数之一。由于雷电流幅值
变化范围较广，且是统计分析，因此存在多种表
达式。我国近三十年中对于雷电流幅值分布公式
共进行３次修改［１２］，目前采用的是１９９７年的修
改公式，即ｌｇ爮爤＝－爤燉８８。雷电流的大小与较多
因素有关，各地幅值概率分布有较大差别［３］。利用
贵州省雷电流幅值数据，分析贵州省雷电流幅值
累积概率分布情况，并与国家通用公式比较。
数据统计分析
２１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贵州省雷电监测定位系统７个探

测站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雷电流幅值数据。
２２数据分析

将贵州省的雷电流幅值累积概率分布统计曲
线与我国的雷电流幅值累积概率经验公式比较
（见图１）。从图１可以看到，贵州省雷电流幅值的
累积概率曲线与我国经验曲线是一致的，都是随
着雷电流幅值的增大而递减，但是两者有一定区
别。在５０ｋＡ以下的雷电流幅值概率累积中，贵
州省的曲线更陡，变化较大，而国家经验曲线相
对较平缓，变化相对较小，表明贵州省雷电流幅
值在５０ｋＡ以下的累积概率与国家相差较大；雷

图１经验累积概率曲线与贵州统计曲线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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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幅值大于５０ｋＡ两者的变化正好相反；雷电
流幅值大于１２０ｋＡ，两条曲线都显示累积概率较
小，且基本重合，表明１２０ｋＡ以上雷电流幅值的
累积概率，贵州省的情况和国家经验公式基本一
致。

为了能更好地拟合分析，采用最小二乘法，
通过指数和多项式拟合，添加两种趋势线（见图
２）。

图２对累积概率曲线添加两种趋势线的拟合情况

指数趋势线拟合得公式
牪＝１３７０２ｅ－００３２８牨，爲２＝０９７８，

多项式趋势线拟合得公式

ｙ＝０００７８牨２－１９１７８牨＋１１３８３，爲２＝
０９５０１。

虽然两条趋势线与贵州省雷电流幅值累积概
率分布曲线的相关程度都较好，但指数趋势线拟
合的相关性更好，因此推荐使用指数拟合公式作
为贵州省雷电流幅值的累积概率分布公式。
结语

基于闪电定位仪的雷电定位系统得到的数据
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由于系统设定的阈值不同及
仪器自身的原因，可能出现地闪“误报”与“漏
报”情况，会影响监测数据的可靠性，给计算带
来不确定的影响因素。此外，统计数据只有几年，
还需不断积累，对公式不断修订。随着监测技术
的进步，统计数据样本的积累，可以更好的了解
雷电流幅值分布及雷电参数随地理、气候变化的
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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