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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雷暴日时间分布%区域性雷电活

动时间分布%地闪时间分布等方面分析

了 '&!! 年度江苏省雷电活动的时间分

布特征$并从雷暴日空间分布%地闪频次

空间分布等方面分析了雷电活动的空间

分布特征$继而对 '&!! 年度江苏省雷电

灾害的时空分布及受灾类型特征进行了

分析4结果表明!'&!! 年江苏省雷电活动

峰值出现在 9 月$全省范围雷暴过程达

!! 次$较往年偏多$!! 月出现 ' 次大范

围雷暴过程$为历史罕见&全省雷电活动

空间分布总体为南多北少$江淮之间南

部及苏南中东部大部分地区为雷暴高发

区&雷电灾害主要出现在 "!9 月$办公

电子设备受损案例最多$其次为家用电

子设备&9Fo的雷击人员伤亡事故发生

在农村4最后$提出了雷电防御的对策及

建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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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雷暴的发生与季节%地理%地形%地质及气候等因素有关4江苏省

位于江淮下游$地势低平$是冷暖气流频繁交汇的地带4据观测记载$

江苏省平均年雷暴日数为 (F @$最多年份达到 F! @

(!)

4

雷电活动及雷击灾害的研究报道较多$如朱彪等(')利用 '&&"'

'&&9 年的闪电定位系统资料$分析了江苏省雷暴活动的时空变化&李

芳等(()利用江苏省气象部门提供的8d5d雷电探测系统 '&&# 年全年

的闪电资料$分析了江苏地区闪电的月变化%日变化%季节变化等特

征&王锡中等($)统计了江苏省气象部门雷电探测系统 '&&9''&&) 年

闪电记录$对江苏省闪电强度%闪电频数等闪电特征进行分析&徐鸣

一等(F)分析了江苏省地闪密度及雷电流幅值分布&张旭晖等(")对江

苏省雷暴灾害脆弱性进行了分析4本文将 '&!! 年资料与历史资料进

行对比分析$从雷暴日时间分布%区域性雷电活动时间分布%地闪频

次时间分布等方面分析了 '&!! 年度江苏省雷电活动的时间分布特

征$并从雷暴日空间分布%地闪频次空间分布等方面分析了雷电活动

的空间分布特征$继而对 '&!! 年度江苏省雷电灾害的时空分布和受

灾类型特征进行了分析$期望为江苏省的雷电灾害防御工作提供

参考4

$#!"$$ 年度江苏省雷电活动特征

$&$#!"$$ 年度江苏省雷电活动时间分布特征

!7!4!*雷暴日时间分布特征

'&!! 年江苏省的初雷日为 ' 月 '" 日$较往年平均迟 !# @$终雷

日为 !! 月 F 日$较往年平均早 !) @4'&!! 年雷暴日月分布情况如图 !

中实线所示$虚线为 !)"F''&!& 年度该省月雷暴日平均值4可见$

'&!! 年度雷电活动的月分布规律与往年基本一致$"'9 月最为集中$

各市月均雷暴日峰值出现在 9 月$达到 !(7" @4

!7!7'*区域性雷电活动时间分布特征

本研究将达到或超过 F 个省辖市同时出现雷暴日的雷暴过程定

义为区域性雷电活动4该种类型的雷电活动一般是由生命力较强的

中尺度或大尺度天气系统产生$多在夏季发生$具有覆盖面积大%持

续时间长和影响范围广等特点4'&!! 年度江苏省区域性雷电活动的

月分布情况如图 ' 所示4全年共计出现区域性雷暴过程共 #( 次$较



****

图 !*江苏省雷暴日月际分布

D0<4!*R2/ISKJ@0=IC0M,I02/ 2LIS,/@?C=I2C-@.J=0/ U0./<=,

'&!& 年多了 # 次&#'9 月每个月均超过 '& 次$高于

江苏省往年同期平均值&!! 月也出现了 ' 次大范围

雷暴过程$为历史罕见4

图 '*江苏省区域性雷电活动月分布

D0<4'*R2/ISKJ@0=IC0M,I02/ 2LC?<02/.KIS,/@?C=I2C-=0/ U0./<=,

!7!7(*地闪时间分布特征

本研究所使用的地闪资料来源于江苏省气象局

闪电定位系统$该系统于 '&&" 年建成$共 ) 个测

站(#)

$采用磁定向与时差混合法进行测量(9)

4据该资

料统计$全省 '&!! 年度共发生 '(& #'# 次闪击"考虑

到仪器的误差$其中 '&& E8以上的闪电已经剔除#$

其中正闪 # "&$ 次$负闪 ''( !'( 次$负闪占总闪比

为 )"o$这与薛根元等())的观测结果相一致4

与 '&&" 年开始的历史资料相比$!'( 月%F'"

月%!& 月%!' 月的总闪次数与往年同期差异不大$#

月有所减少$$ 月%9') 月%!! 月明显多于往年$其

中 9 月比 '&!& 年同月闪击次数多出近 !&&o$!! 月

更是达到 F &99 次"图 (#$为有数据记录以来最高$

这在江苏省冬季月份是罕见的4

$&!#!"$$ 年度江苏省雷电活动空间分布特征

如图 $ 所示$'&!! 年全省年雷暴日总体分布为

南多北少$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雷暴日均在 (& @ 以

上$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及苏南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在

$& @以上$为雷暴高发区$淮北地区雷暴日则较少$

其中最少的东海县为 !F @4

根据江苏省闪电定位仪资料统计分析$全省闪

图 (*江苏省地闪月分布

D0<4(*R2/ISKJ@0=IC0M,I02/ 2LAK2,@%I2%<C2,/@ LK.=S?=0/ U0./<=,

图 $*'&!! 年江苏省雷暴日分布

D0<4$*d0=IC0M,I02/ 2LIS,/@?C=I2C-@.J=2LU0./<=, 0/ '&!!

电主要集中在沿江地区$共计达 !&' ))# 次$占全省

的 $Fo4

!#!"$$年度江苏省雷电灾害特征及防御对策

雷电灾害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雷电直击地面

物体$因雷电流强大的电效应%热效应和机械效应直

接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称直接雷击灾害$另一

种是雷暴放电$产生很强的空间电磁场辐射$从而在

附近一些电源线路%信号线路%入户管线上瞬间耦合

出很高的过电流和过电压$造成电子设备损坏或系

统瘫痪$甚至被摧毁$称为感应雷击灾害(!&)

4

'&!! 年$经气象部门现场核实的较重大雷灾事

故共有 !"& 起$其中人员伤亡事故 '& 起$死亡 !)

人$受伤 ! 人$受伤人数低于近 F 年的平均值$死亡

人数与近 F 年雷灾死亡人数平均值相当4雷灾伤亡

大部分属于直接雷击灾害$仅 ' 起属于感应雷击

灾害4

&$!

程琳$等4'&!! 年度江苏省雷电活动及雷击灾害特征4

G+YPQ10/$?I.K48/.KJ=0=2/ AS.C.AI?C0=I0A=2LK0<SI/0/<.AI0W0I0?=./@ K0<SI/0/<@0=.=I?C=0/ U0./<=, 3C2W0/A?0/ '&!!4



!&$#!"$$ 年度江苏省雷电灾害时空分布特征

'&!! 年雷灾主要出现在夏季""'9 月#$占受灾

总数的 )&o4'&!! 年 !! 月 $ 日$受冷暖空气共同影

响$江苏省出现区域性雷暴过程$发生雷灾 " 起$造

成人员伤亡 ( 起$死亡 ( 人$为历年罕见4可见$在非

雷暴高发季节$仍需对雷电防护工作保持高度重视4

由于雷电活动主要在沿江地区$造成此地域雷

电灾害较多$如无锡市雷灾多达 "$ 起$占全省雷灾

总数的 $&o4全年 9Fo的雷击致人员伤亡事故发生

在农村$且伤亡人员大多处于鱼塘%水边和田间等空

旷地带4

!&!#!"$$ 年度江苏省雷灾类型特征

!"& 起雷灾中$雷击引发火灾 F 起$雷击建筑物

受损 '9 起$办公电子设备受损 #& 起$受损设备 ()(

件$家用电子设备受损 (# 起$受损设备 !$' 件$其中

农村家用电子设备受损事故达到 '$ 起$与往年平均

比较$所占比例增长明显4如图 F 所示$办公电子设

备受损类雷灾占比例最多$达 $(o$主要与大量电子

设备的抗电磁干扰能力弱%系统性防雷措施缺乏

有关4

图 F*'&!! 年各类型雷灾事故所占比例

D0<4F*6C232CI02/ 2L@0LL?C?/IE0/@=2LK0<SI/0/<@0=.=I?C=0/ '&!!

%#结论

!# '&!! 年度江苏省地区雷电活动的月分布规

律与往年基本一致$"'9 月最为集中$全省各市月

均雷暴日峰值出现在 9 月$初雷日较往年平均有所

推迟$终雷日较往年平均提前4

'&!! 年度江苏省地区出现区域性雷暴过程共

#( 次$其中全省范围雷暴过程达 !! 次$高于往年平

均值&!! 月出现 ' 次大范围雷暴过程$为历史罕见4

'# '&!! 年全省年雷暴日空间分布总体为南多

北少$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及苏南中东部大部分地区

在 $& @ 以上$为雷暴高发区$淮北地区雷暴日则

较少4

(# 根据江苏省闪电定位仪资料统计分析$全省

'&!! 年发生闪电 '(& #'# 次$其中负闪占 )"7#o4闪

电主要集中在沿江地区$共计达 !&' ))# 次$占全省

的 $Fo4

$# '&!! 年度经气象部门现场核实的雷灾事故

共有 !"& 起$其中人员伤亡事故 '& 起$死亡 !) 人4

事故主要发生于 "'9 月$与往年基本一致4'&!! 年

!! 月的区域性雷暴过程造成雷击事故 " 起$死亡 (

人$为历年罕见$可见在非雷暴高发季节$仍需对雷

电防御工作高度重视4

F# 从受灾类型上看$办公电子设备受损案例最

多$其次为家用电子设备&从城乡分布上看$9Fo的

雷击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在农村$这与广大农村防雷

设施不完善%农民雷电防护意识较薄弱有关4

针对江苏省雷击事故的分布及特点$进一步在

农村地区加强防雷减灾宣传%扩大雷电预警信息覆

盖面%完善农村防雷设施建设%加大监管力度等措施

将有助于减少灾害事故的发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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