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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南州雷电活动特征分析

祁海霞1,王 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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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了1977—2008年黄南州四县 (尖扎、同仁、泽库、河南)的地面观测资料和2009—

2011年青海省闪电定位探测资料,分析了黄南州地区的雷电活动时空分布特征。黄南州的雷电活

动从北到南逐渐递增;主要集中在4—9月,7、8月最多;一天当中主要出现在14—21时。黄南

州主要以负闪电为主,闪电强度主要集中在20kA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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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南州位于青海省东南部,地势南高北低,

由四县组成,南部为河南县,中部为泽库县,北

部为尖扎、同仁两县。属于高原大陆性气候,夏

季雷暴天气频发。全州年平均雷暴日达47.5d,

为雷暴高发区,雷电灾害严重。目前,对闪电特

征研究已较为广泛[1-3],主要涉及闪电空间分布、

时间分布及闪电强度和极性的研究。近几年,青

海省完成10套雷电监测设备的建设,初步形成布

局合理的雷电监测网,可提供区域性雷电观测资

料,由于该资料包括雷电发生时间、位置、强度、

陡度、放电量、能量和极性,可利用闪电定位仪

探测资料分析黄南州雷电特征。

1 资料来源

采用了1977—2008年黄南州泽库、河南、

尖扎、同仁四县气象站 (其中同仁是一般站,尖

扎和泽库是气候站,河南是基准站)地面观测资

料和2009—2011年青海省闪电定位探测资料,

分析黄南州的雷暴时空分布和雷电强度等特征。

2 空间分布特征

图1为黄南州年平均雷暴日空间分布图。可

以看出,黄南州年平均雷暴日从北向南逐渐增多,

最大值出现在河南县外斯乡,为63d。从2009—

2011年黄南州闪电密度图(图2)可以看出,黄南

州闪电密度分布与年平均雷暴日分布基本一致,

也是从北到南逐步增多,且南部正闪(红色)多于

图1 1997—2008年黄南州年平均雷暴日数空间分布图

图2 2009—2011年黄南州闪电密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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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黄南州地势南高北低,不同下垫面增温幅

度不同,形成的热对流强度也不一样,南部比北

部的水汽丰富,从而导致南部雷电多于北部。

3 时间分布特征

3.1 年际变化

图3为黄南州雷暴日的年际变化图。可以看

出,1977—1981年黄南州年雷暴日变化趋势比

较平缓;1982—1988年雷暴较多,1994年最多,
为47d;1995年后年雷暴日总体呈减少趋势,
最小值出现在2000年,年雷暴日为27d。

图3 1977—2008年黄南州雷暴日年际变化

3.2 月际变化

图4为黄南州雷电活动月际变化。可以看

出,黄南州雷暴日的月变化和闪电次数的月分布

基本上一致。11月至次年2月无雷暴出现,3月

开始雷暴日逐渐增多,4—9月雷暴日占全年的

95%,6—8月为高峰期,占全年的64%,其中

7月最多,为9.6d。出现闪电的高峰期也在7、

8月,闪电次数的最高值出现在8月。

图4 2009—2011年黄南州雷电月际变化

3.3 逐时变化

图5为黄南州逐时地闪频次图。可以看出,
黄南州的闪电频次呈单峰偏态分布。4—10时为

低谷区,10时开始呈上升趋势,18时达最大值,

18时后始呈下降趋势。午后由于热力不稳定易

造成雷暴,因此黄南州的雷电也主要出现在这一

时段。

图5 2009—2011年黄南州逐时地闪频次

4 强度特征

黄南州闪电强度多为20kA以下,占总闪

电的82.4%,20~50kA占11%,50~100kA
占5.5%,100kA以上的最少,仅占1%。不同

强度的雷电都主要出现在7—8月。

5 结论

5.1 黄南州雷暴日和闪电密度的空间分布从北

至南逐渐增多,平均雷暴日数的最大值出现在河

南县的外斯地区,年平均雷暴日为63d。

5.2 黄南州的雷暴集中在4—9月,7—8月是雷

暴出现的主要时段。雷电日变化呈单峰状,峰值

在18时前后。

5.3 黄南州雷电强度主要集中在20kA以下,
占总雷暴的82.4%,主要集中在7—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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