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气象与火灾
气象灾害引发火灾

当气温、风速、降水等气象要素正常变化时，
火灾较为平稳。反之，出现台风、暴雨、霜冻、干
旱、雷电、大雾等气象灾害的同时，也会引发火灾。
１１雷击引发火灾

雷电是常见自然现象，当天空中带正电的云层
与带负电的云层相互接近时，短时间内产生剧烈的
放电过程，放出巨大能量，如果击中易燃物会引发
火灾。据测算，物品遭雷击的频率与物品垂直高度
的平方成正比。在现实生活中，石油化工储罐与高
层建筑物往往是雷击的对象，也容易引发重、特大
火灾。１９８９年８月１２日青岛市黄岛油库因遭球雷
袭击而引发储油罐爆燃后的连锁爆炸；熊熊大火燃
烧了２天多，火灾直接经济损失３５４０万元；造成
灭火人员１９人死亡，伤９３人。
１２强风火灾

当空气中风速过大，极易使小火蔓延成灾；尤
其是室外火灾及森林、草原火灾。当风速大于５级
（含５级）时就会对火灾产生较大影响，不仅助火
成灾，而且也大大增加扑救火灾的难度。１９８３年４
月１７日，哈尔滨市道望居民烧火炕过热引起小火
灾，但因当天有７级大风，致使飞火蔓延，最终烧
毁５条街道，受灾７５８户、２２２４人，烧死９人，烧
伤１４人，直接经济损失７８０万元。１９８７年５月６
日大兴安岭发生森林火灾，因７日傍晚刮起了８级
以上西风，致使灭火队伍几次突击构建的防火隔离
带都未能挡住大火的蔓延。大火越烧越烈，一直烧
了２８天，直接经济损失５２６亿元。
１３高温干旱火灾

持续高温、干旱，会使物品温度升高接近或达
到着火点，极易引发火灾，尤其是引发森林、草原
火灾，据统计，我国每年森林、草原火灾都使得价
值近１０亿元的森林、草原资源化为灰烬，其中高
温、干旱季节发生火灾的次数和造成的损失占主要
部分。况且由于天气炎热，人们为纳凉而大量使用
空调、电扇等家用电器，致使电流荷载过大，电器、

电气火灾急剧增加，尤其是近年受大气温室效应的
影响，这一情况更加突出。
１４大雾火灾

空气中烟尘增多，水蒸气凝结后形成雾。空气
污染后，尘埃增多，也会造成空气成雾频率和浓度
的明显增加。大雾造成驾驶员视觉障碍，会引起交
通工具发生碰撞导致火灾。在雾都伦敦，此类火灾
发生频率较高。我国近年来由于空气污染加重，大
雾造成火灾的起数明显增加。
火灾引发气象灾害

气象的变化可能引发火灾的发生；反之，火灾
的频发也可能影响整体气象的变化。
２１森林、草原等火灾的发生会引起气象反常

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后，致使植被减少，植物
不能汲取地表以下水分并排入空气中，导致空气湿
润度降低，降雨量减少，容易产生骤冷骤热气候。据
统计，我国是草原火灾比较严重的国家，建国以来，
我国仅牧区就发生草原火灾５万多次，受灾草原面
积２亿多ｈｍ２，相当于牧区可利用草原全部被烧过
１０遍。草原火灾最严重的地区—锡林郭勒盟，现在
每年７０多天都刮着５至７级大风；降雨量也比解
放初期减少１００多ｍｍ。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９５年我国共
发生森林火灾６６９万次，平均每年森林火灾受害
率为０８％。远远高于世界年平均森林火灾受害
率，这不仅使我国原本就相当少的森林资源更加匮
乏，同时也对我国气候产生了较大影响；１９９８年、
１９９９年我国连续发生两次全流域特大洪水灾害即
是一个证明。
２２火灾的频发使雷击灾害加重

近年来，我国在环保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制订
了许多要求严格的环保法规，对防止空气污染发挥
了巨大作用，但各类突发的火灾尤其是石油化工火
灾所造成的巨大空气污染，却并非环保部门所能控
制的。这些火灾的发生，增加了空气中二氧化碳、二
氧化硫的含量，容易形成酸雨。当雷电发生时；由
于酸雨中含有大量导电离子，致使原本不会被雷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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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站地面常规要素定时数据文件的数据格式
表自动站各要素存储长度分配表

序号 要素名 长度燉Ｂ
１ 定时２ｍｉｎ风向 ３
２ 定时２ｍｉｎ平均风速 ３
３ 定时１０ｍｉｎ风向 ３
４ 定时１０ｍｉｎ平均风速 ３
５ 定时１０ｍｉｎ最大风速的风向 ３
６ 定时１０ｍｉｎ最大风速 ３
７ 定时１０ｍｉｎ最大风速出现时间 ５
８ 定时阵风风向 ３
９ 定时阵风的风速 ３
１０ 定时极大风速的风向 ３
１１ 定时极大风速 ３
１２ 定时极大风速出现时间 ５
１３ 定时的每分钟雨量，１ｍｉｎ１Ｂ ６０
１４ 定时的小时雨量累计值 ４
１５有无微量降水（感雨），０无，１有 １
１６ 感雨的降水 ４
１７ 定时的空气温度值 ４
１８ 定时的最高气温 ４
１９ 定时的最高气温出现时间 ５
２０ 定时的最低气温 ４
２１ 定时的最低气温出现时间 ５
２２ 定时的相对湿度值 ３
２３ 定时的最小相对湿度值 ３
２４ 定时的最小相对湿度出现时间 ５
２５ 定时的水气压值 ４

续表
序号 要素名 长度燉Ｂ
２６ 定时的露点温度值 ４
２７ 定时的本站气压值 ５
２８ 定时的最高本站气压值 ５
２９ 最高本站气压出现时间 ５
３０ 定时的最低本站气压值 ５
３１ 最低本站气压出现时间 ５
３２ 定时的地面温度值 ４
３３ 定时的地面最高温 ４
３４ 地面最高温度出现时间 ５
３５ 定时的地面最低温度 ４
３６ 地面最低温度出现时间 ５
３７ 定时的５ｃｍ地温值 ４
３８ 定时的１０ｃｍ地温值 ４
３９ 定时的１５ｃｍ地温值 ４
４０ 定时的２０ｃｍ地温值 ４
４１ 定时的４０ｃｍ地温值 ４
４２ 定时的８０ｃｍ地温值 ４
４３ 定时的１６０ｃｍ地温值 ４
４４ 定时的３２０ｃｍ地温值 ４
４５ 定时的蒸发量 ４
４６ 定时的海平面气压值 ５
４７ 定时的能见度，人工输入 ３
４８ 定时的总云量，人工输入 ３
４９ 定时的低云量，人工输入 ３
５０ 定时的低云状云高，人工输入 ３０
５１ 定时的云状，人工输入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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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中的低矮物也易遭受雷击。１９９８年江西省连续发
生的３起特大雷击火灾，同江西省处于全国严重酸

南区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王云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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