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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市每年因雷灾直接损失在３００万元以
上，间接损失更大。利用汉中市１１个观测站
１９７１—２００９年雷电日数统计资料，分析汉中雷电
日数的时空分布特征，为预防雷电灾害，做好雷
电的监测和预警预报工作提供参考。
资料来源及统计方法

雷电日统计资料采用１９７１—２００９年汉中市
１１个县（区）地面观测资料。统计标准：１ｄ内
（２０时—２０时）发生雷暴作为１个雷电日。
雷电时空分布特征
２１空间分布特征

汉中市年平均雷电日数２５５ｄ，佛坪、镇巴
最多３０５ｄ，略阳最少１９６ｄ，南郑、西乡、宁
强、镇巴、佛坪高于全市平均，其余县区低于全
市平均（见图１）。年雷电日数最多５１ｄ（１９７７年
镇巴），最少８ｄ（２００９年略阳）。东部雷电多于西

部，秦巴山区多于平川谷地。

图１汉中年平均雷电日空间分布图

２２时间分布特征
２２１年际变化图２为汉中雷电日年际分布
图。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年雷电日数波动较大，１９７３年
最多３８１ｄ，１９８０年最少１８１ｄ。８０年代到９０年
代年雷电日数波动不大，变化较平稳。２００１—２００９
年年雷电日数波动显著，并呈减少趋势，２００９年
出现最低值１５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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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关中东部暴雨风险区划的高风险区有韩城
和潼关，范围虽小，但北部暴雨的致灾危险性较
高，主要由突发性暴雨和强降水引起。因此，渭
北高原和渭河以南秦岭北麓山区的暴雨灾害防御
重点在局地突发暴雨和短时强降水上，沿渭河的
临渭区、华县、华阴和潼关要高度重视系统性暴
雨引发的暴雨灾害。
３５沿黄河的暴雨灾害防御重点在韩城和潼关
区域。泾河和洛河的降水大部分单独不构成灾害，
因此降水可以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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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汉中雷电日年际变化曲线

２２２月际变化汉中雷电日分布在２—１１月，
１月和１２月无雷电。雷电日最早出现在２月１１
日（１９７９－０２－１１洋县），最晚结束于１１月２３日
（１９８０－１１－２３宁强）。雷电集中发生在５—８月，
其中７月最多，平均８３ｄ，８月次之６３ｄ（见图
３）。

图３汉中雷电日月际变化曲线

２２３日变化汉中雷电天气多出现于午后或
傍晚，其它时间相对较少。
雷电灾害的防御

虽然汉中近几十年年雷电日数呈减少趋势，
但随着电子设备及网络通讯的迅猛发展，雷电造
成的危害日趋严重。全市各县雷电灾害损失呈增
加的趋势，受灾领域主要集中在通讯、电力、化
工、易燃易爆场所等。值得注意的是学校受雷电
灾害也逐年增多。虽然雷电灾害无孔不入，但只

要认真分析，掌握雷击的特点和规律，还是能做
到有效防范。
３１加强防雷科普宣传和雷电知识的普及教育

防雷宣传和雷电知识普及是雷电灾害防御工
作的关键。提高群众防雷意识，增强群众安装防
雷装置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才能真正做好雷电灾
害防御工作。采取防雷宣传图片、雷电灾害警示
图片、防雷宣传幻灯片、防雷公益广告等形式，利
用手机短信、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采用宣
传车宣传等方式开展大规模的防雷科普宣传，提
高群众科学预防雷电灾害知识水平。
３２建立严密的防雷工作制度体系

通过建立雷电灾情收集、调查和评估制度，防
雷装置检查制度，防雷工作人员定期培训制度，防
雷装置设计审核、施工监督和竣工验收制度等切
实可行的防雷工作制度体系，保证防雷工作的健
康发展。
３３加大对建筑物防雷建设的监管力度

认真履行行业管理职能，强化社会管理，认
真做好检测工作，力争检测全面覆盖。做好防雷
图纸审核和竣工验收工作，从源头上减少雷电灾
害的发生。
３４作好雷电的预警预报

加强雷电灾害的监测、预警、预报工作，提
高预报的准确率和预警的时效性。汉中已初步建
立由卫星、多普勒雷达、闪电定位仪、自动气象
站组成的立体雷电监测网，可提前数小时预测雷
电落区。借助现代化的通信手段，及时发布预报、
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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