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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雷暴气候特征及雷电灾害防御
王仲文１，张列锐２

（１宝鸡市气象局，陕西宝鸡７２１００６；２陕西省气象技术装备中心，西安７１００１４）
摘要：利用宝鸡市气象观测月报表资料，统计１９６１—２０００年宝鸡市雷暴，分析出宝鸡雷暴气候
特点：雷暴区域性明显，雷暴日季节、月分布均为单峰型。雷暴多发期，对应雷电灾害多发时段。
关键词：雷暴；气候特征；雷电灾害
中图分类号：Ｐ４２９ 文献标识码：Ａ

雷电灾害已经被联合国列为“最严重的十种
自然灾害之一”，也是我国的主要自然灾害之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化程度提高，因雷电
引发的灾害损失越来越大，如何有效防御雷电灾
害也成为近年来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分析
宝鸡市雷暴气候特点，并浅析近３ａ陕西雷电灾
害情况。
资料和方法

以宝鸡市气象观测资料年代较长的９县
（站）（１９７０年以后建站的宝鸡县、陇县单独统
计）月报表中的雷暴日数资料，统计１９６１—２０００
年宝鸡市雷暴，分析雷暴的空间分布及年、季变
化特征。雷暴日标准：１ｄ中至少有１站出现雷暴
即为１个雷暴日。
宝鸡雷暴空间分布特征

宝鸡位于关中平原西部，北部山区、中部川
塬、南部秦岭，渭河横贯其中，雷暴日分布与宝
鸡地形一致。从图１可见，宝鸡雷暴分布呈现南
北多中部少的特点，即以渭河沿线各县少，南北
山区县多。全市年平均雷暴日数１８次，眉县最少
为１４次，太白最多为２３次。雷暴空间分布有广
泛性、分散性、局地性。
宝鸡雷暴时间分布特征
３１雷暴的季节、月变化特征

分析宝鸡雷暴季节分布（图略），宝鸡雷暴春
季、夏季和秋季累计出现６６０７次，其中夏季（６—

８月）最多，占全年雷暴７０％；春季占２１％，秋
季占９％，历史上冬季仅出现过４次雷暴。宝鸡雷
暴具有明显的季节性、频繁性。

图１宝鸡市年平均雷暴空间分布（单位：次）

全市各月多年雷暴日数：３月、１０月月均分
别１次、３次；４—９月月均１０次以上，７月最多，
４２次；８月次多，４０次。１月、１２月宝鸡没有出
现过雷暴。

对９站各月多年雷暴日数进行平均，代表宝
鸡的月雷暴（图２），可见雷暴月分布曲线为单峰
型，峰值出现在７月（约每站５次燉月），（１、２、
１１、１２月几乎没有雷暴出现），３、１０月出现几率
１％。雷暴日数从４月开始逐月增加，７月达到峰
值，８月略有回落，９月急剧减少，７—８月是雷暴
集中期。
３２雷暴的年代分布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到９０年代共出现雷暴６６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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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宝鸡雷暴月分布

次，年均１６５次，７０年代最多，年均１７８次，６０
年代次多，年均１７０次；９０年代最少，年均１５４
次，８０年代年均１５９次。

由图３可见：７０年代雷暴较多，之后年平均
雷暴频次在波动中减少，呈减少趋势。１９７８年雷
暴最多，为２３５次；１９８９年最少，为１００次。

历史上最早雷暴出现于１９７９年２月２２日，
有４县；最晚出现于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１９日，有７县。
最早最晚雷暴均为区域性雷暴，说明为明显的系
统影响所致。

图３宝鸡地区雷暴年分布

雷暴与降水
全年中７—８月是雷暴集中期，也是宝鸡的主

汛期。宝鸡年降水量的多少主要取决于汛期（５—
９月）降水量，比照年雷暴日数与历年汛期降水
量，无明显对应关系，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降水正常，
雷暴较多，７０年代降水偏少，但雷暴最多。８０年
代降水偏多，雷暴较少，９０年代降水和雷暴均为
最少。近５０ａ来，总趋势降水减少，雷暴呈减少
趋势。这与我国整体雷暴年平均频数在波动中减
少［１］的结论一致。
雷电灾害

由表１可见，雷暴出现时段２—１０月，都有
雷电灾害发生；近３ａ陕西雷电灾害主要出现在４

至８月，２月只有１次，损失也最小。２００３年的
４月、２００４年的４、５月未发生雷电灾害。每年的
７、８月雷电事故较多，７月最多，造成人员、经
济损失最大。即雷暴频繁期，雷电事故频发。统
计近３ａ宝鸡地区雷电灾害，事故主要发生在电
子电器设备、供配电设备、人身安全、建（构）筑
物、加油站、程控电话等６方面。

表－年陕西雷击灾害状况

年份月份雷击总
次数

人员伤
亡数燉人

财物受
损次数

经济损失
燉万元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４ ４ １ ４ １４７
５ ３ １ ２ ８８
６ ３ １ ２ １４
７ ６ ８ ４ ５２０
８ １４ １３ ８ ２６
５ ２ ０ ２ ３０
６ ７ １０ ２
７ ４ ２ ３ ６６
８ ３ １ ２
２ １ １ １ ０１
６ ３ １ ２ ２０
７ １０ ８ ７ ３００
８ ９ ３ ７ ２００

雷电灾害的防御措施
６１加强防雷科普宣传，提高公众雷电灾害的防
御意识和应对雷电灾害的能力，采取适当的预防
措施。
６２每年汛期前，对易发生雷电灾害的场所（油
库、加油站、机房等）及各种建（构）筑物按照
技术规范实施综合防雷检测，杜绝雷电灾害隐患。
在雷暴频繁期７、８月，定期检测易雷击重点场所。
对新（改、扩）建建（构）筑物认真做好防雷设
计审核、施工监督、竣工验收一条龙跟踪检查
（测），从源头上杜绝灾害隐患。
６３普及人身防雷知识，提醒公众做好室内、外
的人身雷电安全防护工作。
６４建设并充分利用雷电预警预报系统、“闪电
定位系统”的雷电监测信息，及时采取针对性的
有效措施。
小结
７１宝鸡雷暴区域性明显，渭河沿线少，南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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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北麓降雨与渭河洪水的关系
田宏伟

（陕西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西安７１００６８）
摘要：用水文学方法，使用１９５４—２００２年水文年鉴资料和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报汛资料，研究发现
秦岭北麓降雨与渭河洪水的洪峰流量、洪水总量有密切关系，认为秦岭北麓山区是渭河洪水的重
要产流区，利用秦岭北麓降雨和气象部门的降雨数值预报，可以预估渭河下游洪水情况，提高渭
河洪水预报的时效。
关键词：秦岭北麓；降雨；渭河；洪水；关系
中图分类号：Ｐ４２６６１６ 文献标识码：Ａ

资料
使用１９５４—２００２年水文年鉴资料和２００３—

２００５年报汛资料，研究秦岭北麓降雨与渭河洪水
的洪峰流量、洪水总量的关系。
渭河流域概况

渭河发源于甘肃省渭源县鸟鼠山，流经甘肃、
陕西两省，在陕西潼关县注入黄河。流域总面积
１３５万ｋｍ２，陕西境内６７１万ｋｍ２，全长８１８
ｋｍ。宝鸡峡至咸阳铁桥为中游段，河长１７１ｋｍ；
咸阳铁桥至潼关为下游段，河长２０８ｋｍ。中、下
游流经关中盆地，南部为秦岭北麓山地，河沟密
布，水源丰沛，集水面积在１００ｋｍ２以上的支流
有３９条，年均径流量在１亿ｍ３左右的支流有９
条，分布在宝鸡至临潼之间（图１）。流域多年平
均降水量６１０４ｍｍ，其中秦岭北麓山地年降雨
量７００～９００ｍｍ，７—１０月降雨占全年的６０％以
上。陕西境内，干流设有林家村、魏家堡、咸阳、

临潼、华县等水文站，主要支流均设有水文站，秦
岭北麓设有４０多个雨量站。
渭河洪水的类型
３１渭河洪水的产流区

从历史洪水看，影响陕西的渭河洪水产流区
主要有三部分：一是位于甘肃境内，甘谷至天水
区域的散渡河、葫芦河、牛头河流域；二是陕西
境内宝鸡至临潼之间渭河南岸的秦岭北麓产流
区；三是泾河上游泾河干流杨家坪以上和支流马
莲河雨落坪以上六盘山南麓产流区。

其他区域比如北道至林家村区间也有产流，
但产流量小、洪水量级较小。渭河中下游北岸支
流，属于黄土台塬地貌，耕地比例大，产流能力
低，加之受水库蓄水、调度影响，产流能力严重
下降，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５年渭河洪水期间，除泾河外，
其它最大流量只有３００ｍ３燉ｓ左右。北洛河入渭口
距渭河入黄口很近，对渭河洪水影响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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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多。
７２宝鸡雷暴日集中于６—８月，占全年雷暴
８０％，雷暴日季节、月分布为单峰型。夏季７月
为峰值。
７３４０ａ来，雷暴年代际波动较大，经历较多、
最多、正常、最少变化，雷暴年平均频数在波动

中呈减少趋势。
７４雷暴多发期，对应雷电灾害多发时段。做好
多方面综合防雷工作，有效减少雷电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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