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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雷电监测资料处理方法与评估
庞亚峰

（西安市气象局，西安７１００１６）
摘要：针对陕西省雷电监测系统获取的资料提出基本处理方法，对监测产品的发布类型初步规
范。采用２００４年６月—２００６年９月闪电定位资料，对陕西省雷电活动进行试分析，得出全省范围
的雷电活动时空分布结论。对雷电监测资料在评估中的应用提出了基本思路。
关键词：雷电监测；资料；评估
中图分类号：Ｐ４６８ 文献标识码：Ａ

２００４年６月陕西省雷电监测系统建成投入
试运行。该系统能够监测云和大地之间的放电过
程，由于布局和探测技术本身的限制，对于不同
区域探测的效率不一致。雷电监测系统提供雷电
活动监测的参量包括：时间、闪电经度、闪电纬
度、闪电强度、闪电陡度、闪电电荷、闪电能量、
误差、定位方式等。
雷电监测资料处理
１１雷电监测系统提供的产品
１１１报表根据该监测系统的资料格式，报表
可以按照形成的时间、区域、雷电活动参量值等
形成报表。按照时间划分可以形成年报表、月报
表、日报表以及任意时间段的报表。按照地理区
域可以形成省、市、县以及任意区域的报表。按
照雷电强度、能量、电荷等参量形成报表。
１１２地闪密度单位时间、单位面积上云地间
的闪电数量称为地闪密度。闪电发生在云内、云
和云、云和地之间，但是有些闪电是用常规仪器
难以测量的。
１１３闪电极性闪电电流的方向决定了闪电
的极性，电流从云向地的闪电为正闪，电流从地
到云为负闪。正闪通常少于负闪，但正闪的强度
大于负闪。
１１４雷暴日对特定区域内，一日内监测到一

次以上的雷电活动即把该日定义为雷暴日。雷暴
日可以反映特定区域的雷电活动情况，一般用年
雷暴日来衡量一个区域的雷暴活动的频繁程度。
１１５闪电强度和频度雷电流的大小反映闪
电强度，把雷电流分级统计后不同雷电流的发布
情况称为频度分布。
１２雷电监测资料的统计项目及图示方法
１２１统计项目统计项目包括：平均值、众数、
中位数、极端值、较差、频率、保证率、距平。
１２２雷电活动特征图示法饼形图，用圆形面
积来表示某一雷电活动特征的频率；坐标图，用
以表示不同数值的分布情况，有直方图和曲线两
种形式；等值线图，表示某一要素的水平或垂直
分布情况；色标图，表示某一区域雷电活动要素
的分布，通常用不同的颜色来标注数值大小。
１３雷电活动参量

利用闪电定位系统可以反映云地闪的主要特
征，对这些特征的统计分析可以反映雷电活动的
时间和空间分布状况，从而表征雷电活动的强弱
程度。为了表征雷电的年、月、日分布和强弱活
动特点，必须要定义一些参数，主要有雷暴季节、
雷暴持续期、雷暴月、雷暴日、雷暴时、逐时年
雷暴时和闪电密度等参量以及所有参量的统计量
（各参量及统计定义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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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电监测业务发布产品分类
２１按日发布的监测产品

可提供全省范围和分区域地区的雷电信息
表，包含以下信息（图表略）：该日该地区的雷暴
时数，具体的雷暴时；各闪电强度段发生正闪、负
闪的次数及占闪击总次数的百分比等。
２２按月发布的信息

可提供全省范围和分区域地区的雷电信息
表，包含以下信息（图表略）：该月的雷暴日数，
雷暴总时数，逐时月雷暴时数；逐时雷暴时数占
总数百分比；该月各闪电强度段发生正闪、负闪
的次数等。
２３年数据统计

可提供全省范围和分区域地区的雷电信息
表，以年为时间单位进行雷电资料统计。包括：雷
暴季节，雷暴持续时期，雷暴月数，雷暴日数，逐
月年雷暴日数；雷暴时数；逐时年雷暴时数；各
闪电强度段发生正闪、负闪的次数等。
雷电监测系统数据分析

利用２００４年６月至２００６年９月闪电定位资
料，分析陕西省雷电活动。由于雷电监测系统的
探测效率分布缺乏依据，所以无法校正，所有统
计是对原始资料处理。共得到６７２５３０条记录，剔
除一些明显错误的记录，得到雷电活动特征。
３１闪电的时间分布特征

月雷电活动主要集中在５—８月，其中７、８两
月为雷电活动的高峰期。９—４月为雷电活动低发
期，１０—３月雷电活动都有发生，但数量极少。在
雷电活动日变化分布中，一日之内任何时间都有
可能发生雷电，其中，１４：００—２０：００为高发期，
２０：００—０３：００、１３：００为次高期，０４：００—１２：
００为低发期。
３２闪电的空间分布特征

雷电活动的空间分布特征是以５ｋｍ×５ｋｍ
网格来统计的。分析发现陕西省雷电活动以负闪
为主，陕北北部榆林、神木、府谷和靖边、定边
一带存在正闪多于负闪的区域。沿秦岭、渭河一

线和陕南汉中一带也存在正闪多于负闪的区域，
其余大部分区域都是负闪多于正闪。

从雷暴日分布可以看到与过去的统计和研究
表述相比，本系统的描述方法更为直观和细化。在
陕北中南部到渭北以北区域为雷暴日高值区，陕
南高值区分布较广，最高区域在安康西部。过去
的研究在府谷一带的高值区并未反映出来。

地闪密度分布的细化有利于把目前雷击风险
评估具体性和针对性增强。目前防雷技术标准对
年雷击次数的计算依靠年平均密度来进行，而年
雷击次数是决定建筑物防雷等级的主要依据。
利用闪电定位系统的监测资料评估雷电活动
的基本思路

雷电灾害的评估，就是在掌握基本雷电活动
基本资料的条件下，对特定区域内雷电活动的状
况及雷电灾害分析评价和对未来雷电活动趋向的
预测。

依据雷电监测资料，按月、年等时间尺度对
全省雷电活动进行分析，形成月分布曲线图、年
分布曲线图。以后可以考虑以动态的形式形成年
度雷电分布演变图等，并出具相关的分析报告，形
成历史资料；按照行政区分析区内雷电活动的状
况，如统计分析雷击次数，落雷密度，落雷的集
中程度，最大值出现的时间地点等；在月或年的
时间尺度上，分析雷电分布的规律、雷电流能量
分布的特点等。通过这些具体的分析，掌握雷电
活动在观测区域内的具体分布状况，结合地理、地
质、气候等与雷电有关资料进行分析，形成雷电
与地理、气候因素关系的研究成果。

雷电灾害评估是在收到重大雷击事故报告或
者预先在雷击高发区收集有关雷击事故情报，并
对这些事故实地调查，考察雷击地区的地理资料、
气候条件以及雷击发生时的具体状况，结合监测
所掌握的资料综合分析，提供雷灾事故调查报告，
提供具体的原因分析，过程模拟以及雷击损失的
鉴定等工作，为雷电防御提供科学的依据，提出
预防重大雷电灾害的技术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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