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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汉江上游地区汉中、安康和商洛三市１９６０—２００９年２８个地面气象观测站观测资

料，分析该区域雷暴的时空分布等特征，结果表明：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至今，雷暴总体发生频

率呈逐年减少趋势，并呈现出明显的震荡周期；一年内５５％雷暴发生在７、８月，春季明显多于

秋季；区内雷暴以热对流伴随雷暴为主，７７％的雷暴出现在午后至前半夜；雷暴总体呈现三高

三低准东西方向交错分布的地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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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暴是积雨云中、云间或云地之间所带的电

荷产生一定电位差，发生放电和雷声的天气现

象。雷暴天气属中小尺度，水平范围一般为几千

米到几十千米，垂直方向可达８～１５千米；时间

尺度也比较小，可持续几分钟到几十分钟，通常

伴有阵雨、大风，有时也伴有冰雹或龙卷风。汉

江上游地区地处青藏高原东南侧，是副热带高

压、西南季风、南支槽及西南涡的主要活动区

域，雷电活动比较频繁。因汉江上游地区地形比

较复杂，雷暴天气突发性强、局地性强、天气现

象剧烈等特点，其预报难度较大，每年因雷暴天

气造成的直接和次生灾害十分惨重。如安康

２００５年７月上旬连续性暴雨
［１］、２０１０年春季陕

西中南部一次暴雪和雷暴天气等过程［２］均因有雷

暴天气对人民生命和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对雷暴

活动气候特征加以分析总结，寻找该区域雷暴天

气发生规律，对于提升雷电天气预报能力、采取

有效应对措施及减少灾害损失等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１　资料来源及分析方法

资料为汉江上游汉中、安康和商洛三市

１９６０—２００９年２８个地面观测站月报表 Ａ文件，

为了突显整个区域雷暴活动强度及频次，将每站

２０—２０时观测有雷暴时计为１次雷暴，区域雷

暴为各站之和 （站次）。采用数理统计、线性趋

势估计等方法分析该区域内雷暴天气发生的时空

分布和周期特征。

２　雷暴时间分布特征

２．１　年代际变化特征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到２１世纪初，汉江上游地

区雷暴总体呈现减少趋势，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为雷

暴活动的高峰期，年均出现雷暴６５５．８站次，较

２１世纪００年代多１９０．２站次，出现此结果与夏

季风强度从上世纪５０年代以来呈减弱趋势
［３］

有关。

雷暴年际分布差异较大，最多的年份达到

８４１站次，出现在１９７７年，而最少年份为２００７

年，仅有２４５站次，最多年份大约是最少年份的

４倍。１９６３、１９７８、１９８５、１９９４、２００２年分别为

５个峰值年份，１９６０、１９６９、１９８１、１９９３、２００７

年分别为５个谷值年份，基本呈现出每隔７～８ａ

的雷暴相对高发的峰值周期和约１０ａ的低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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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周期 （图１）。

图１　１９６０—２００９年汉江流域雷暴年际变化

（直线为趋势线）
　

２．２　月、季分布特征

汉江上游地区全年各月均有雷暴出现。雷暴

的月分布呈单峰型 （图２），出现最多的月份为７

月，平均达１７６站次，占总数的３０％；其次为８

月，两月的出现频次占总数的５５％；１月出现次

数最少，５０ａ仅出现６站次。夏季为雷暴的高发

季节，占全年出现次数的６９％，而春季雷暴明

显多于秋季，春季为秋季的三倍，冬季最少，只

占０．４４％。

图２　１９６０—２００９年汉江流域雷暴月分布
　

２．３　日变化特征

汉江上游地区雷暴发生的日变化具有下午明

显多于上午、前半夜多于后半夜的特征，约

７７％的雷暴发生在１３时至２４时，而０７时至１１

时雷暴发生较少，只占总数的３．６％ （图３）。此

种日变化特征与雷暴发生的机理密切相关，也表

　　

图３　安康汉滨区１９６０—２００９年年均雷暴日变化曲线
　

明汉江上游地区雷暴多数属暖区热对流伴随的雷

暴天气。

２．４　雷暴初、终日变化特征

汉江上游地区雷暴初日最早出现在１９６１年

１月２６日，分别为白河和洛南两站；最晚出现

在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５日，为略阳站。初雷暴日出现

在３月以前和６月以后有１１１站次，占总数的

７．９％，其中１月有３站次，７月有１站次。从

初雷暴日的时间分布看，历年平均出现日期约为

４月６日，３月８日到５月２日为初雷暴出现相

对集中时段，约占总数的９０％，可见春末夏初

多为为初雷暴主要发生期，其中４月２日至４月

１０日前后该区域初雷暴出现概率相对较大。

雷暴终日主要出现在１０—１１月，最早终日

是西部的宁强站，为１９６０年９月２４日，最晚终

日出现在旬阳，为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３１日。

３　雷暴空间分布特征

汉江上游地区雷暴活动分布特征较为明显

（图４），与盆地相比较，高山地区出现雷暴较

多，中部从镇巴向北到佛坪一带是雷暴活动大值

区，１９６０—２００９年共出现雷暴１２００次；其次是

宁强和商南，此分布特征与区域内暴雨分布特

征［４５］基本吻合。而东部低洼地带雷暴相对较少，

白河最少，仅６６２次。雷暴多发区雷暴频次约为

少发区的２倍，空间分布差异性较大。

图４　１９６０—２００９年汉江流域雷暴空间分布图

（单位：次）
　

４　结论

（１）汉江上游地区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至今，

雷暴总体发生频次呈逐年减少趋势，但强弱呈现

周期性震荡，强 （高）雷暴活动周期为７～８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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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 （低）雷暴活动周期为１０ａ。

（２）区域内雷暴天气主要集中在７月和８

月，为全年总数的５５％，春季雷暴发生频次明

显多于秋季。

（３）该区内雷暴发生时间集中在１４时到２４

时，约占雷暴总数的７７％，表明以热对流雷暴

为主。

（４）雷暴初日的地域和年际差异较大，平均

出现日期为４月６日，但初雷暴出现概率相对较

大日期为４月２日和４月１０日前后，３月８日到

５月２日为初雷暴出现集中时段，约占总数

的９０％。

（５）地域分布特征呈现出高山地区多于平原

地区，同区域内暴雨的空间分布特征基本吻合，

出现三高三低准水平交错分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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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人事档案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作用

李　萍

（陕西省气象台，西安　７１００１４）

摘　要：简要介绍了人事档案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关系及其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作用，结合气象

部门人力资源信息采集统计系统的应用，分析总结了人力资源管理中人事档案资料信息化过程

中存在的不足，以期引起关注。

关键词：人事档案；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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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档案是员工个人信息的储存库，是记述

和反映职工个人、家庭情况、工作、经历、才

能、品德、工作表现等，并以个人为单位收集、

整理后集中保存起来，以备查考的文件材料。是

组织人事部门 “识人、选人、用人、留人、育

人”的重要依据。人事档案的管理和运用是人力

资源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相辅相成，不可

分离，人力资源管理离不开人事档案提供的

信息。

１　人事档案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关系

人事档案是在人事管理活动中形成的，人事

档案管理是对人事档案实体的收集、整理、保

管、鉴定、统计和提供利用的活动，它可以为人

力资源管理提供基础信息。微观的人力资源管理

就是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方法，对与一定物力相结

合的人力进行合理组织、协调、培训和调配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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