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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８日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县发生

雷电灾害，２８日８时至１２时，南郑县境内共发

生闪电１６６次。在此次雷电过程中，该县黄官镇

店子村养殖户的监控电源损坏。店子村养殖户位

于汉中市南郑县黄官镇店子村一山谷中，周围四

面环山，山谷中溪水顺养殖场自然流淌。养殖场

依山谷落差修建５个蓄水池，池子下方修建一简

易土胚房，供工人工作生活用。房子上方有两根

架空电线引入室内，２２０Ｖ交流电供生活照明、

监控设备等使用。通过对事故现场调查发现，虽

然闪电没有直接击中架空线路与简易土胚房，但

养殖场的监控系统损坏。调阅陕西省闪电监测网

资料发现，２８日８时至１２时在养殖场周围５ｋｍ

范围内有１１次闪电，其雷电流强度为２５．９～

６５．５ｋＡ。通过计算雷击电磁场强度和环路中感

应电压来分析这次雷电灾害的原因。

１　磁场强度的衰减

养殖场建筑物无屏蔽措施，雷击电磁场在空

间中的磁场强度按公式 （１）计算

犎０ ＝犻０／（２·π·犛犪） （１）

式中，犎０ 为无屏蔽时产生的无衰减磁场强度

（Ａ／ｍ）；犻０ 为最大雷电流 （Ａ）；犛犪 为雷击点与

屏蔽空间之间的平均距离 （ｍ）。

１９７１年美国研究报告 （ＡＤ７２２６７５）指出：

当雷电活动发生且磁感应强度达到０．０７ＧＳ时，

电子设备就可能发生误动作，当雷电活动发生且

磁感应强度达到２．４ＧＳ时，就可能发生电子设

备的损坏。利用陕西省闪电监测网资料，结合雷

击电磁场强度计算公式对养殖场附近５ｋｍ范围

内的１１次闪电分别计算不同距离范围内的磁场

强度，得出在１ｋｍ范围内，当天发生的所有闪

电的磁感应强度都可能达到２．４ＧＳ，３ｋｍ范围

内电流幅值超过４５ｋＡ的闪电，其磁感应强度

可达到２．４ＧＳ，４ｋｍ范围内雷电流超过６１ｋＡ

的闪电，其磁感应强度达到２．４ＧＳ。因此，通

过计算可知，当日养殖场附近出现的多个闪电都

可能造成电子设备损坏。

２　环路中感应电压

环路中感应电压按公式 （２）计算

犝ｏｃ／ｍａｘ＝μ狅·犫·犾·犎１／ｍａｘ／犜１ （２）

犝ｏｃ／ｍａｘ为环路开路最大感应电压 （Ｖ）；μｏ

为真空的磁导系数，其值等于４π×１０
－７ （Ｖ·

ｓ）／ （Ａ·ｍ）；犫为环路的宽 （ｍ）；犾为环路的

长 （ｍ）；犎１／ｍａｘ为 ＬＰＺ１区内最大的磁场强度

（Ａ／ｍ）；犜１ 为雷电流的波头时间 （ｓ）。

根据现场勘验情况，取 犎１／ｍａｘ为２．４ＧＳ，

由于架空线路长度超过１０００ｍ，架空线路宽度

０．３ｍ，取环路的长度犾最小为１０００ｍ，环路的

宽犫为０．３ｍ，雷电流以负闪为主，取雷电流的

波头时间犜１ 为１μｓ，计算得出环路感应电压

犝ｏｃ／ｍａｘ达到９０４Ｖ。由于监控设备传输和控制工

作电压为２４Ｖ 直流，最大耐压为１００Ｖ；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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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目前气象观测资料包含有海量信息，呈现出了显著的大数据特征，气象大数据采集不

仅包括传统的气象数据，还包括其他任何可能用到的数据，数据分析不仅仅涉及气象业务和科研方

面，而且涉及到决策、管理及公共气象服务等许多方面。基层气象科技人员常反映写文章难，实际

上，许多气象科学的重大发现和论断的提出都是基于气象观测事实和观测资料分析而完成的。基层气

象台站拥有许多宝贵的第一手气象数据，同时基层科技人员对气象数据有着深刻的理解，因此，基层

台站开展数据分析有天然的优势。为帮助基层年轻科技人员提高业务技能和科研能力，鼓励他们开展

气象数据的分析应用，本刊特约陕西省气象局观测网络处处长李社宏撰写了 《大数据时代气象数据分

析应用的新趋势》一文，为气象数据分析应用提供了全新的思路。《陕西气象》将对基层作者有关数

据分析应用的论文优先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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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系统工作电压２２０Ｖ，耐压为１２００Ｖ，故闪

电造成的环路中的感应电压完全可以击坏监控设

备。当日０９：１０，养殖场４０００ｍ附近有强度为

－６１．２ｋＡ的闪电发生，该闪电对架空线路作

用，瞬间在架空线路上产生闪电电涌沿线路侵入

屋内，损坏监控电源。

３　结语

这次雷电灾害主要是由于闪电电涌沿线路侵

入造成的，为了避免类似事故的发生，应做好防

雷措施：针对电源与监控系统方面，在养殖场或

距建筑物１００ｍ范围内，应有埋地处理或者采

取防雷电波侵入的保护措施；做好接地及等电位

连接。选择农村空旷地方作为养殖场地时，选址

应远离雷电高发区域，这样能够降低防雷的难度

及成本，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减轻雷电灾害的威

胁，避免雷击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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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气象数据分析应用的新趋势

李社宏

（陕西省气象局，西安　７１００１４）

摘　要：简要介绍了大数据的概念和特征，以及大数据时代的思维变革方式，通过案例引述，

从数据采集、数据存取、数据挖掘和信息发布等方面探讨了大数据时代气象数据分析应用的新

趋势，提出了应对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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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分析应用一般可分为两个方向：一个

方向侧重于数据的处理与表示，主要强调数据采

集、存取、加工和可视化方法；另一个方向则侧

重于数据本质特征的提取和模式发现，即数据挖

掘［１］。近些年来，气象部门高度重视气象数据的

采集工作，建设改造了大量国家气象站、区域

１４　２０１４ （１）　　　　　　　　　　　　　　　　　　陕　西　气　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