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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雷电监测定位网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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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全省雷电监测业务，开展雷电灾害预
警、预报和评估，增强气象业务服务能力，２００４
年４月陕西省气象局与中科院空间技术应用中心
签定协议，建设陕西省雷电监测定位网，２００４年
６月建成并投入使用，已在雷电灾害监测及评估
中发挥了显著的效益，也可为全省气象预报、专
业服务、人工影响天气、防雷工程设计规划等服
务，同时可在电力、民航、调整公路、铁路、森
林火险和易燃易爆场所等雷电监测中有广阔的应
用前景。
系统功能

雷电监测定位系统的主要作用是替代现有雷
电的人工观测、手工记录，可用来监测强对流天
气、短时天气系统等。系统能实时探测闪电辐射
的电磁脉冲到达的方位角、波形峰点到达的精确
时间、放电极性及强度等，统计任意位置的雷电
活动参数（雷暴日、雷电密度、雷电强度及波形
特征参数）。定位结果实时存入数据库，在网络上
可以共享，还可以在电子地图上显示，能和雷达
图、云图等叠加显示。

系统建设的内容
闪电监测定位网建设的内容包括高精度雷击

探测仪网站、中心数据定位处理站、雷电探测数
据分析统计服务网、雷击信息图形显示系统及信
息传输网络等。

高精度雷击探测仪网站是在全省建设９个雷
电定位探测站（绥德、吴旗、宜君、宝鸡、西安、大
荔、汉中、安康、洛南），每个探测站的探测范围为
３００ｋｍ，探测站由探测仪、稳压电源、电源通讯防
雷接口及通信单元组成；中心数据定位处理站由设
在省气象台信息网络中心的中心定位处理计算机
组成；雷电探测数据分析统计服务网由设在省气象
台信息网络中心的闪电定位专用Ｗｅｂ服务器组
成；雷击信息图形显示系统由省防雷中心业务平
台、省气象台天气业务会商室的大屏幕工作站等设
备组成；信息传输网络由省级、市级和布设探测仪
所在县的气象局域网及广域网组成。
主要技术方案
３１雷电信息探测

雷电信息探测是雷电监测定位系统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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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高精度雷击探测仪按１００～３００ｋｍ基线距离，
采用时差测向混合闪电定位技术，通过接收和处
理闪电发生辐射的电磁波信号探测雷电，是雷电
定位系统的传感器。
３２数据的定位处理

数据的定位处理是接收和处理各探测站送来
的探测数据，控制和管理各探测仪的工作状况，对
探测数据进行处理、定位计算，并将定位结果分
送服务器和显示终端，也是雷电监测定位系统的
神经中枢。
３３雷电探测数据分析统计

雷电探测数据的分析统计是用来管理雷电定
位结果的数据库。管理由中心数据定位处理站传
来的雷电定位结果和其它探测数据，形成数据库；
以数据和基于图形方式，将数据库数据开放，供
各类网络用户访问和调用，在图形平台上进行雷
电数据分析、统计。
３４雷击信息图形显示

系统图形显示工作站实时接收雷电信息，在
电子地图上显示雷击位置、统计雷电参数等雷电
信息。网络用户通过ｗｗｗ浏览器访问专用的雷
电Ｗｅｂ服务器，浏览雷电信息，并进行雷电的数
据统计分析。
３５监测信息传输

雷电监测信息的传输依托省、市、县气象局
局域网和省－市、市－县气象宽带广域网，将探
测站、中心数据处理站、图形显示工作站等设备
连接，利用ＩＰ网络和Ｉｎｔｅｒｎｅｔ技术实现探测数据
收集和产品分发，方便用户终端对雷电监测信息
浏览。通过气象卫星综合应用业务系统，将探测
数据向国家气象信息中心传输，实现雷电探测信
息的交换。
系统的运行和管理

全省雷电监测定位网建成后，主要为全省气
象预报、专业服务、人工影响天气和防雷工程设
计规划等服务，并可为其它行业和用户服务，进
行全天候雷电监测，纳入气象基本业务管理，设
备运行管理由省气象台和设站市（县）局负责，省
防雷中心负责雷电活动的监测预警，省技术装备

中心负责系统的技术保障。
雷电监测系统的应用
５１雷电活动的监测

利用该系统能实时监测雷电活动，雷电监测
资料及相关观测资料的收集和存储、雷电监测资
料的统计分析，可以建立包括雷电发生时段、强
度、落点、灾害等内容的雷电信息数据库，通过
网络、电视、广播、报纸等新闻媒体发布雷电监
测产品信息。同时为雷电的预报、预警和评估业
务提供基础资料和依据。据雷电监测网统计，２００４
年６月份全省共计发生９１３４次闪电，西安地区
发生１０９７次，月雷暴１５ｈ。特别是６月２９日，全
省范围内发生大面积、高密度的闪电现象，其中
尤以渭南（１０６２次）、西安（９０８次）、商洛（９０４
次）、铜川（３１４次）较为严重。６月２９日１５时
３７分到５５分，全省共发生闪电近１３００次。以上
数据是传统人工统计方法无法获得的。
５２雷电监测信息的共享服务

雷电监测信息的共享服务，可通过气象信息
网络系统实现与全国其它省市雷电监测信息的交
换，为开展全国或区域范围的雷电监测、预警、预
报和评估提供信息。还应广泛加强部门间的合作，
向电力、电信、民航、铁路等部门提供数据服务，
以取得更明显的社会经济效益。
５３雷电的预警、预报

可利用闪电定位系统获取的实时探测资料，
结合雷电观测和探空、天气雷达、卫星云图、地
面电场和地面加密观测资料，获取全面的雷电监
测资料，与气象预报相结合，实时监测雷电活动
的路径、方向和演变趋势，为专业服务用户提供
临近雷电预警服务。同时也可利用历史气象资料
和雷电监测资料，运用天气学和统计学方法，开
展全省雷电的预报。
５４雷电活动的评估

应用雷电活动背景资料，建立若干指标体系，
根据不同行业雷电防护等级，为防雷工程的设计
提供客观的评价指标。可为雷电灾害事故调查鉴
定提供科学的实施程序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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