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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气象资料雷暴日数使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虞进

（湖州市气象局，浙江湖州３１３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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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电防御安全工作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重视
和社会公众的关注，防雷技术服务部门要加快适
应市场，满足日益增长的防雷安全的社会需求，在
防雷设计评价、雷击灾害评估、雷电风险评估等
服务上提升能力、提高质量。因此，正确分析应
用常规气象资料中雷暴日数，对开展防雷技术服
务十分重要。根据１９５７—２００７年湖州气象观测站
雷暴、闪电的变化资料，探讨分析影响雷暴闪电
日数减少可能存在的几个因子，提出雷暴日数资
料在防雷技术服务应用中应当关注的几个问题。
湖州市区测站雷暴闪电变化规律
１１雷暴和闪电年际变化

雷暴和闪电观测规定：只看见Ｃｂ云放电光

束而听不到雷声为闪电，既有闪电又有雷声或只
闻雷声为雷暴，在同一天中无论有多少次雷暴记
作“一个雷暴日”，一天中仅发生闪电记为“一个
闪电日”。

从图１可见，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年雷暴日
数大多在４０ｄ以上，近一半的年份在５０ｄ以上，
１９６３年为７２ｄ，而进入８０年代以后，雷暴的日数
几乎多在４０ｄ以下，４成的年份不到３０ｄ，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年连续２ａ仅为１８ｄ。

闪电在６０—７０年代年平均为１６ｄ，１９６１年
为２６ｄ，１９９５年以后都在１０ｄ以下，２００４年为１
ｄ、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没有闪电记录。

图１１９５７—２００７湖州雷暴和闪电的年际变化

１２雷暴和闪电叠加后的年际变化
从图１可见，雷暴和闪电叠加后与单一雷暴

变化曲线很相似，１９５７—１９８０年平均为６０ｄ，

１９８１—２００７年平均为４１ｄ，而５１ａ平均为５０ｄ。
１３雷暴和闪电叠加后的月变化

从图２看出，雷暴闪电主要分布在６—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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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７—８月为最多，占总数的５８％，７、８两月
５１ａ平均为１４６ｄ和１４２ｄ。

图２１９５７—２００７年湖州雷暴闪电月累计分布

影响雷暴闪电日数减少的主要因子
除去气候变化对雷暴闪电日数变化影响之

外，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还有其他一些因
子对雷暴资料的记录产生影响，使其在一定程度
上可能偏离了客观真实性。
２１气象观测环境的影响

湖州气象观测站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气象观
测站位于城市郊区，四周视野良好，几乎没有遮
挡，８０年代后由于城市建设加快，高楼大厦如雨
后春笋，观测场周围障碍物日益增多，视野越来
越差，影响了如雷暴、闪电等天气现象的观测。
２２噪音对雷电观测的影响

来自城市交通（包括水上运输）、矿山开采等
噪音使原来比较清净的观测环境变得各类噪音交
错，如：在看不到闪电的情况下，很难区别矿山
爆破声，汽车、轮船的喇叭声与雷声，理论上听
力正常人耳闻雷声的距离可达１５ｋｍ，而实际已
经大打折扣，因此噪音是直接影响人工观测雷暴
天气现象，使雷暴记录减少的重要因子之一。
２３空气污染对雷电观测的影响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大气中的粉尘、工业排
放物大量增加，导致有效能见度下降。从湖州气
象站资料分析发现，１９５７—１９８１年与１９８２—２００７
年相比，雾、轻雾、浮尘、扬沙、霾５种影响能
见度天气现象的年平均日数，后２６ａ是前２５ａ的
２３倍，即：前２５ａ年平均为１４８ｄ，后２５ａ年平
均为３２６ｄ。近年来，几乎每天都出现影响能见度
的天气现象，说明大气污染严重，使观测员观察
雷电的能见范围大大减少，远处的闪电更难肉眼
看到。因此，空气污染也是直接影响雷电记录减
少的重要因子。

雷暴资料在防雷技术服务应用中应当注意的
问题
３１充分考虑雷暴活动的区域特征

雷暴的分布、强度、发生发展与地理位置、地
形地貌、下垫面性质等因素有关。而气象观测站
所处的位置可能在多雷暴带、强雷暴区，也可能
属于少雷暴带、弱雷暴区。从２００７年闪电定位系
统监测记录看，湖州地区全年发生地闪３万次以
上，主要地闪带有９个，地闪区有８个。因此，随
着闪电定位监测资料的积累，并利用天气雷达、中
尺度自动气象站资料对雷暴活动的区域特征进行
科学分析记录，便于确定雷暴活动的区域特征。
３２对日雷暴次数应当修正

气象站雷暴日不能区分日闪电和雷声的次
数，即一天闻雷一次和无数次闻雷均记作“一个
雷暴日”，也无强度和持续时间的区别，若在２０时
转日界前后的雷暴过程还可能记为“２个雷暴
日”。应用雷暴日资料时应考虑到这些情况。

气象站雷暴日和闪电日是分别统计的，在防
雷技术服务实际工作中，按“雷暴＋闪电”（也就
是近雷和远雷）作为雷暴日数为妥，因为噪音往
往造成只看到闪电而听不到雷声。实际上雷电发
生的客观次数远远超过人工观测的雷暴日，这一
事实闪电定位信息资料已经充分证明。
３３关注高峰期的雷电日

根据雷电的逐月分布规律，一半以上的雷暴
和闪电集中发生在７—８月，那么在雷击风险评
估、防雷设计技术评价等服务中，应当主要以高
峰期统计的雷电日数为依据进行设施防范，而不
能机械地用年平均日数。
３４增加雷电强度变化的权重系数

温度升高引起雷电强度的变化，从湖州气象
观测站气温资料统计，１９５７—１９８１年２５ａ的平均
气温为１５８ｏＣ，而１９８２—２００７年２６ａ的平均气
温为１６４ｏＣ，升高了０６ｏＣ；近２０ａ的强对流天
气并没有减弱，而且雷暴强度有增强的趋势，因
此建议在雷击风险评估、防雷设计中应增加雷电
强度变化的权重系数。
小结

在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经济快速发展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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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地方标准《救灾过渡安置房
防雷技术要求》简介
赵东，张朝临，王秀琴，程永进

（陕西省防雷中心，西安７１００１５）
摘要：解读陕西省地方标准《救灾过渡安置房防雷技术要求》的起草背景、意义和适用范围，分
析和阐述标准中救灾过渡安置房采取防雷措施应满足的基本条件和具体技术要求。
关键词：关键词：过渡安置房；防雷；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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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６月４日，陕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发
布通告，由陕西省防雷中心负责起草的《救灾过
渡安置房防雷技术要求》标准经陕西省质量技术
监督局组织的专家审定会议审定通过，为陕西省
地方标准，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标准编号为
ＤＢ６１燉Ｔ４３８－２００８，标准属性为推荐性。该标准
的颁布实施，标志着陕西省防雷减灾标准化建设
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提高了实施防雷标准化
建设对防雷减灾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对促进陕西
省防雷减灾标准化建设进程起极大的推动作用。
起草背景和意义

受汶川“５·１２”特大地震的影响，陕西省受
灾严重。截至５月２８日０９时，全省因地震死亡
人数１２１人，受伤２９３７人，紧急转移安置１１７２９
万人，倒塌房屋１０７万间，损坏房屋６０１万间，
其中受灾学校４１７０所，占全省学校总数的２２％，
全省因灾造成的经济损失达６３亿元。

在抗震救灾和重建家园的过程中，广大灾民
被政府安置住进了紧急搭建的过渡安置房，学校、
医院等一些重要公共服务设施也搬到了过渡安置
房内。由于地震过渡安置房为分片区集中安置，密
度较大，人员高度集中，加之安置点大多处于空
旷、开阔地带，安置面积较大，因此，在雷暴高
发季节过渡安置房易遭受雷击，且容易酿成群死
群伤的严重后果。

面对突如其来的特大灾难，陕西气象人和全
国人民一样心系灾区，积极投身于抗震救灾、重
建家园活动，除了踊跃捐款捐物外，还根据中国
气象局《关于做好地震灾区防雷减灾工作的紧急
通知》（气发〔２００８〕２１９号）文件精神，组织了
全省２３家防雷企业向灾区献爱心、捐建防雷设施
的活动。为更好地对灾区过渡安置房防雷设施的
设计和安装提供技术指导，并且考虑到今后各类
救灾工作对过渡安置房雷电防护的需要，陕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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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必须牢固树
立“安全第一”理念，清楚地看到气象站观测环
境的客观变化，科学地应用气象站常规雷暴日数
资料。由于气象站人工观测雷暴闪电存在局限性，
因此必须依托闪电定位观测信息资料，并在防雷

技术服务中对雷暴日综合分析科学修正，使之在
雷击风险评估、防雷设计和雷击灾害鉴定中更加
符合雷电发生的客观实况，有效地落实雷电防御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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