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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陕西省雷电活动特征分析

刘 宏
(陕西省防雷中心,西安 710014)

摘 要:2011年是陕西省雷电天气频发的一年,通过对全年雷电监测资料分析可以看出:全省共

发生闪电152818次,集中发生在7—8月;陕北南部、渭北和陕南西南部为陕西省雷电高发区;

全省100个县中镇巴县发生雷电最多,武功、杨凌、兴平最少;雷电流强度在20~50kA的闪电

占总闪数的69%;陕西雷电以负闪为主,但正闪雷电流强度明显高于负闪,正负闪雷电流强度分

布呈单峰型;8月14—17日大范围强雷电天气过程是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西风槽共同影响造

成的;蒙古冷涡是7月13—24日局地强雷电天气过程的主要影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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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年雷电活动概况

2011年陕西省共发生闪电152818次,正闪9
213次,负闪143605次,为自2005年有闪电定

位监测资料以来,闪电发生次数最多、雷电活动

最强的一年。2月26日开始,陕南南部局地有闪

电发生,日闪电次数不超过50次,首次大范围较

强雷电天气发生在4月29日,全省共发生闪电

2076次,主要分布在宝鸡南部、汉中、安康、西

安西部、渭南、商洛北部。最晚雷电天气过程发

生在11月29日,全省共发生雷电457次,分别

出现在汉中、安康、商洛、咸阳、西安、宝鸡、

渭南等地,其中汉中雷电最多,为147次,其次

是安康为101次,咸阳发生闪电68次,西安也发

生雷电15次。将全省日雷电次数大于50次记为

一个雷暴日,2011年全省共有雷暴日90d,主要

出现在7—8月,7月有雷暴日23d,8月19d。

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全省发生雷电灾害31起,

因雷电造成3人死亡,6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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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雷电活动特征

2.1 空间分布特征

陕西南北跨度大,受温带、暖温带、亚热带

三个气候带的影响,通常雷电分布是南北多中间

少。2011年全省雷电密度分布见图1,雷电密集

区主要分布在陕北南部、渭北和陕南西南部,其

图1 2011年陕西省雷电密度分布图

中渭南北部、延安、汉中、商洛东部和安康南部

为雷电高发区,同时也是雷电灾害的高发区,由

图1可以看出,2011年雷电密度最大区域出现 在

汉中东南部 (镇巴县境内)、安康市局地、商洛的

商南县局地和延安市与宜川之间。关中东部地区

与历年相比雷电明显增多,雷电密度偏大。2011
年雷电区域分布不均匀,雷电区域分布见图1,

其中延安地区发生雷电最多达46133次,其次为

汉中地区26622次,而发生雷电最少的是西安地

区为4098次。全省近100个县区中汉中的镇巴县

闪电次数最多,为7265次,全省发生闪电最少

的县区当属关中地区的武功、杨凌区、兴平市,

全年发生闪电分别为163、105、163次。

2.2 时间分布特征

2011年雷电月分布见表1,雷电主要集中发

生在7—8月,其中8月雷电最多,全月共发生闪

电62899次,占全年雷电次数的41.16%;其次

是7月55463次,占全年雷电次数的36.29%;

位居第三的是5月,发生雷电19251次,这与往

年明显不同,其他年份雷电集中在6—8月。全年

正负闪比例为1∶15.187,8月正负闪比例最大,

为1∶36.09,7月为1∶13.31,5月为1∶15.98;

冬半年正负闪比例较小,在1∶1~1∶6.48之间。

总体来说,陕西省闪电的正闪比例较小。

表1 2011年陕西省各月雷电分布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总闪数 2 81 4 2440 19251 4052 55463 62899 6080 1193 1353
正闪数 1 25 1 236 1134 701 3877 1696 1044 317 181
负闪数 0 2 0 329 1777 659 8975 9592 1034 249 303

  2011年陕西省雷电日分布总体呈两高一低的

“U”型 (表略),00—05时和12—23时分别为雷

电高发时间段,06—12时雷电相对较少。06—10
时雷电次数少于2000次,01—05时、11—12时

为2000~5000次,12—13时、22时至次日00
时为5000~10000次,14—22时为雷电高发时

段,雷电次数达10000次以上。夏季,午后至前

半夜是对流气团发展最旺盛的阶段,有利于雷电

发展、生成。

2.3 强度分布特征

图2为2011年陕西省雷电强度区域分布,雷

电流强度为20~50kA的闪电最多,占总闪电次

数的69%,20kA以下的占15%,50~100kA占

14.3%,100kA以上较少,只占1.7%。全省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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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雷电流强度为57.141kA,负雷电流强度为

-34.9565kA,正雷电流强度最大的闪电发生在

10月8日16:39绥德县境内,为468.3kA,负

雷电流强度最大的闪电发生在11月29日04:20
商南县境内,为-499.7kA。安康、榆林和和延

安的平均雷电流强度明显高于全省,且20~50
kA占比例最高,50~100kA次之。榆林平均雷

电流强度最大,平均正雷电流强度为69.5244
kA,平均负雷电流强度为-46.7764kA。关中各

地区以及汉中、商洛20~50kA雷电流占比例最

高,200kA以下次之。铜川平均雷电流强度最

小,平均正雷电流强度为47.2754kA,平均负雷

电流强度为-25.6352kA。虽然正闪较少,但正

闪雷电流强度明显高于负闪,正、负闪雷电流强

度分布呈单峰型 (见图3)。

图2 2011陕西省雷电强度区域分布

图3 2011年陕西省正负闪雷电流强度分布

3 典型雷电天气过程

3.1 最强的雷电天气过程

8月14—17日陕西省出现范围最大的一次强

雷电天气过程,除榆林、渭南和商洛以外,全省

其它地区均有强雷电发生,同时伴有大范围的区

域性暴雨天气。全省共出现闪电35433次,正闪

528次,负 闪34905次,占 全 月 闪 电 总 数 的

56.3%,占全年闪电总数的23.2%。这次连续4d
的雷电天气过程,主要影响系统是西太平洋副热

带高压和西风槽。西风槽带来的强冷空气与西太

平洋副热带高压外围的暖湿气团在陕西交汇形成

暴雨与雷电相伴的强对流天气过程。

3.2 时间跨度长、局地特点明显的雷电天气过程

7月13—24日,陕西省出现有闪电定位记录

以来时间跨度最长的局地强雷电天气过程,受蒙

古冷涡下滑冷空气的影响,在每日的午后到晚上

陕西省局部地区有强雷电天气发生,且大多发生

在陕北地区。连续12d全省共发生闪电41608
次,占全月闪电总数的80.7%,占全年闪电总数

的27.2%。13—16日,蒙古冷涡中心位于蒙古国

东部与东北地区交界处,17日蒙古冷涡中心开始

南压,进入我国华北地区,并在南压的同时向偏

西方向移动,陕西正处在蒙古冷涡后部。受冷涡

后部的冷空气扰动影响,局地雷电天气发生在榆

林、延安、渭南、商洛地区,连续7d平均闪电

达3800次,出现闪电最多的是7月18日,12h
发生闪电8030次,集中发生在延安地区。21—

24日,随着冷涡中心南压至河套东部,并逐步减

弱进入河套地区,汉中安康地区开始出现局地强

雷电天气。蒙古冷涡带来的冷空气与本地高温高

湿的暖气团交汇是局地强雷电天气发生的根本原

因,随着冷涡减弱消散,本次局地强雷电天气过

程结束。

4 小结

4.1 2011年是陕西省雷电天气频发的一年,共

发生闪电152818次,为陕西省有雷电定位监测

以来发生闪电最多的一年。

4.2 2011年陕西省雷电集中发生在7—8月。延

安、渭南和汉中雷电密度大,频次高,全省近

100个县中镇巴县发生的雷电次数最多,武功、
杨凌、兴平县发生最少。雷电流强度在20~50
kA的闪电占总闪数的69%,以负闪为主,但正

闪雷电流强度明显高于负闪,正负闪雷电流强度

分布呈单峰型。

4.3 2011年2次典型强雷电天气过程发生的闪电

次数占全年总闪电次数的50.4%,8月14—17日

大范围强雷电天气过程是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和西风槽共同影响造成的;7月13—24日的雷电

天气过程时间跨度长、局地特点明显,主要影响

系统是蒙古冷涡,冷涡后部的冷平流是局地强雷

电天气出现的主要动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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