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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雷电灾害特征分析

王 洁,宁 凡,杜 艳,杨 洋
(陕西省防雷中心,西安 710014)

摘 要:利用2000—2011年共计12a的陕西省雷电灾害资料和地面观测资料,对陕西省雷电灾害

的时空分布特征及成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陕西省雷电灾害的时间分布与多年平均雷暴日

的分布一致,即高发月是8月,集中出现在午后到前半夜;(2)陕西省雷电灾害的空间分布基本呈

南北向的 “纺锤状”,与多年平均雷暴日呈现南北走向的 “两头多,中间少”的 “哑铃状”分布特

征差异较大;(3)雷电灾害的发生及其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不仅与雷电出现的频率有关,还

与人口密度、电子网络设备的稠密程度密切相关,西安这一特征尤其显著,平均年雷暴日较少,

雷电灾害事故却是全省最多;(4)提高全社会对雷电灾害严重性的关注度,加大防雷科普知识宣传

力度,使人们掌握正确的防雷避险措施,是减少雷电灾害事故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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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雷击造成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时被称为雷

电灾害[1]。雷电灾害是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

导致人员伤亡、击毁建筑物、供电设施、通信设

备,引发森林大火等严重威胁人们生命安全和财

产安全。据不完全统计,全球每年因雷击造成的

人员伤亡超过一万人,所导致的火灾、爆炸等事

故时有发生。我国每年因雷电灾害造成的人员伤

亡达上千人,财产损失上百亿元[2]。陕西省是雷

电灾害多发省份之一,2000—2011年,陕西省发

生雷击事件400起,死69人,伤96人,直接经

济损失达数亿元。随着经济和电子工业的快速发

展,高层建筑、电子信息网络系统、计算机房和

电器设备等遭受雷击愈加频繁[3]。因此,分析雷

电灾害特征和成因显得尤为重要。

1 资料来源

  雷电灾害资料来源于 《全国雷电灾害汇编》。

陕西省2000年正式开展雷电灾害资料的收集整理

工作,资料长度为2000—2011年,共计12a。并

采用2000—2011年相应的地面观测资料。

2 特征分析

2.1 时间分布特征

从陕 西 雷 电 灾 害 的 年 际 变 化 (图1)看,

2000—2001年收集到的雷电灾害很少,2002年以

后随着雷电灾害上报收集渠道逐渐正规,雷电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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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事故逐年上升,2007年雷电灾害最多,全省收

到雷电灾害事故100起;2008年以后,雷电灾害

事故再次逐渐减少。从陕西省雷暴日的年际分布

(图1)看,2002年全省26个雷暴日,为12a中

最多;2009年12个雷暴日,为最少。雷暴日最

多的年份灾害未必最多,雷暴日最少的年份也不

是雷灾最少的年份。造成这种分布差异有三个原

因:最初雷电灾害没有严格的上报、收集程序,

很多雷电灾害事故发生了却没有专门的部门收集

整理,造成漏报;另外部分雷电灾害事故发生在

荒郊野外,有可能不被人们发现;人们认识到雷

电灾害的严重性,主动防护意识逐渐加强。

图1 陕西省雷电灾害和雷暴日年际分布

  从 雷 电 灾 害 的 月 际 变 化 (图2)来 看,

2000—2011年全省雷电灾害400起,8月最多132
起,7月109起,6月66起。2、3、10月雷灾事

故报告较少,1、11、12月雷电灾害事故零记录。

图2 陕西省雷电灾害月际分布

  从雷电灾害事故发生的时段 (见图3)看,

午后到前半夜多发,上午属于少发时段。这与雷

电的日变化特征比较接近。

2.2 空间分布特征

雷电的发生与地理、地形、季节和气候等因

素有关[4]。陕西地处中纬度,南北跨度大,南部

为山地丘陵,北部是黄土高原,秦岭山脉横亘其

中,造成南北差异明显的气候特征,中部为关中

平原,因此雷电分布区域性十分明显。陕西省雷

暴日呈南北走向的 “哑铃状”分布 (图4),即陕

北及陕南地区多,关中地区相对较少,其中雷暴

日最多的陕北地区达到了35d以上,而雷暴日最

少的是关中西北部,平均每年约15d左右。

图3 陕西省雷电灾害日分布

图4 陕西省雷暴日区域分布 (单位:d)

  图5给出了近12a陕西省雷电灾害的区域分

布情况,统计结果表明:关中地区雷电灾害最多,

占总雷灾起数的55%,陕南占28.8%,陕北占

16.2%,基本呈南北向的 “纺锤状”。

  陕西省雷电灾害与雷暴日在空间分布上呈现

明显差异。尤其是平均年雷暴日最少的西安地区

雷灾数量居全省之首,总数达64起。

雷电灾害的发生及其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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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陕西省雷电灾害区域分布

损失不仅与雷电出现的频率有关,还与人口密度、
电子网络设备的稠密程度以及灾情能否得到上报

密切相关[5]。虽然关中地区年平均雷暴日少于陕

北、陕南,但由于关中人口稠密,电子电器设施

更密集,通信网络系统更发达,易燃易爆和危险

化工场所较多,而电子网络设备耐压性差,对电

磁脉冲敏感,特别容易遭受雷击,因此雷电灾害

发生的概率高于陕北、陕南。这一特征西安表现

最明显,西安是全省经济文化中心,高楼林立,
大型水电设施密集,优化了地面雷电接闪环境;
人口也是最密集的。因此尽管平均年雷暴日较少,
收集到的雷电灾害事故却是全省最多。

2.3 城乡差别

2000—2011年全省共发生400起雷电灾害事

故,农村雷灾事故为269起,占67.3%。这是由

于农村防雷设施滞后,随着新农村建设的飞速发

展,农村电话、电脑、电视机、太阳能热水器等

家用电器迅速普及,而架空输电线、通信线等纵

横交错,大多没有安装防雷设施。另外,人员伤

亡多数发生在农村,这是因为农民缺乏防雷基本

常识,在旷野、山头、屋顶等室外活动时遭遇雷

雨天气,采取了错误的躲避方法,如在大树下、
瓜棚内避雨,手持金属工具奔跑等,从而遭受雷

击。

3 原因分析及防护措施

雷击导致人员伤亡一般是雷雨天气时在高处

或潮湿环境作业时发生,或者未及时拔掉家用电

器电源线和信号线,并使用家用电器或靠近金属

物所致;广电网络、通信设施及家用电器等雷击

事故一般是事发地电源线、信号线等线路架空,
且存在一定的乱拉乱搭现象,感应雷沿供电线路、
电话线、有线电视线或无线电视天线的馈线入侵,

家用电器设备普遍存在绝缘强度相对低、过电压

耐冲击能力差的弱点。事故地发生的电器损毁事

件,均为电源、信号未采取防LEMP (雷击电磁

脉冲)措施或布线不合理所致。
为了有效防御雷电灾害事故,减轻雷电灾害

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应采取雷电防护措

施:①加大防雷科普知识宣传力度,增加全社会

防雷意识,使社会公众尤其是农民掌握正确的防

雷避险措施;②尽快将防雷减灾工作深入农村,
解决快速发展的新农村建设与农村防雷安全设施

相对滞后的矛盾;③进一步探索有效的雷电灾害

监测预警预报方法,提前做好雷电防御工作。

4 结论

4.1 陕西省雷电灾害的时间分布与多年平均雷暴

日的分布一致,即高发月是8月,集中出现在午

后到前半夜。

4.2 雷电灾害的空间分布基本呈南北向的 “纺锤

状”,与多年平均雷暴日呈现南北走向的 “两头

多、中间少”的 “哑铃状”分布特征差异较大。

4.3 雷电灾害的发生及其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

损失不仅与雷电出现的频率有关,还与人口密度、
电子网络设备的稠密程度密切相关。西安这一特

征尤其显著,平均年雷暴日较少,雷电灾害事故

却是全省最多。

4.4 提高全社会对雷电灾害严重性的关注度,加

大防雷科普知识宣传力度,使人们掌握正确的防

雷避险措施,是减少雷电灾害事故的有效手段。

  参考文献:

[1] 陈渭民.雷电学原理 [M].北京:气象出版社,

2003:31-33.
[2] 关象石.雷电灾害及防雷技术的发展 [N].中国

气象报,2006-09-09 (004).
[3] 郑国光.新时期我国防雷减灾工作的形势和任务之

研究 [J].江西气象科技,2001,24 (2):1-3.
[4] 朱乾根,林锦瑞,寿绍文. 天气学原理和方法

[M].北京:气象出版社,1981.
[5] 林松良.城市雷电灾害防御问题探索与实践 [J].

气象科技,2001 (3):40-41+64.

22 陕 西 气 象                   2013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