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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雷电天气的气候特征分析
刘建雄１，杨东宏２

（１榆林市气象局，陕西榆林７１９０００；２延安市气象局，陕西延安７１６０００）
摘要：利用１９７１—２００５年榆林地区１２个气象站雷电常规观测资料，分析榆林地区雷电天气的
时空分布和变化特征。结果表明：东北黄河沿线的雷电天气明显多于西南沙漠地带；雷电天气主
要集中在５—９月，其中６５％以上出现在６—８月；雷电日数的年际差异比较显著；近３５ａ来雷电
天气总体上呈减少趋势，存在着明显的周期性，２１世纪以来呈第三次递增趋势；通过ＥＯＦ展开，
雷电天气主要存在三种分布类型，其中“一致性”表现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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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和毛乌素沙漠过渡
区，由于地形地貌复杂多样，雷电天气频发并经
常造成严重灾害和人畜伤亡，给榆林经济，尤其
是油气田开发和加工等能源建设带来严重影响。
分析榆林１９７１—２００５年共３５ａ雷电天气日数的
时空分布和气候变化，有助于了解本地区雷电天
气的分布特征和变化规律，为预测雷电天气和科
技防雷提供一定的依据。
资料及雷电天气定义

选取榆林地区资料年代较长且完整的１２个
气象站１９７１—２００５年雷暴和闪电天气的常规观
测资料，定义某站任一天天气现象有雷暴或闪电
记录即为一个单站雷电天气日。定义区域内有１
站以上出现雷电天气为一个雷电日，３个站以上
出现雷电天气为一个区域雷电日，１２个站均出现
雷电天气为一个全区性雷电日。
榆林雷电天气时空分布特征
２１空间分布

依据雷电天气定义，分别统计了１９７１—２００５
年榆林地区１２站雷电天气的总日数，统计表明，
近３５ａ来榆林各县（区）年平均雷电天气日数为
２４～４１ｄ，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府谷最多４１
ｄ，定边最少２４ｄ，总体呈西南向东北、沙漠区向

黄河沿线递增趋势（图１）。

图１榆林雷电日数空间分布

２２时间分布
３５ａ共出现雷电日２８６４个，年均８２ｄ（表

１）。最长连续雷电日数２９ｄ（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３０
日），单站最长连续雷电日数１１ｄ（１９９４年７月
１３—２３日，佳县）。最早出现在１月２９日（１９７５
年，定边），最晚出现在１２月２１日（１９７３年，子
洲），１月、１２月各仅出现过１次，２月从未出现。
区域雷电日１８２０个，年均５２ｄ。最早出现在３月
１１日（１９７２年），最晚出现在１１月９日（１９９７
年），３月、１１月各仅出现过３次，１月、２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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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年各月平均雷电日数分布 ｄ
月份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合计
雷电日 ００ ０５３８９４１６７１９８１８０１０５２８０３００８２

区域雷电日 ０１１９５１１０９１３５１１９６７１７０１ ５２
全区性雷电日 ０００７１２０９０２００ ３

１２月从未出现。全区性雷电日１０４个，年均３ｄ。
由表１还可以看出，雷电天气主要集中在５—９
月，雷电日、区域雷电日分别占全年的９１％和
９３％，其中６—８月集中最为明显，分别占全年的
６６％和７０％。
雷电日数气候变化
３１雷电日数年际差异

雷电日数的年际差异比较显著，雷电日、区
域雷电日历年平均分别为８２ｄ和５２ｄ，最多年份
分别达１０４ｄ和７５ｄ（１９７３年），最少年份则分别
为６６ｄ（１９９７年）和３４ｄ（２００１年），相差４０ｄ
左右。区域雷电日超过７０ｄ的年份有１９７３和
１９９０年共２ａ，超过６０ｄ的年份有７ａ；少于４０ｄ
的年份有１９７２、１９７５、１９８９和２００１年共４ａ
（图２）。

图２区域雷电日数年际变化、周期分布及线性趋势

３２雷电日数周期变化
从区域雷电日线性回归趋势看，近３５ａ来雷

电天气呈减少趋势，多年平均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
的５５ｄ以上减少到９０年代末以来的５０ｄ以下，
１９９５年以来没有再出现过６０ｄ以上的年份。但根
据区域雷电日５ａ滑动平均，雷电日数的变化存
在着１３～１７ａ周期，大体经历５个阶段，即１９世
纪７０年代初中期呈递增趋势，１９７８年前后上升
到第一个峰值，７０年代末到８０年代初呈递减趋
势，１９８１年前后下滑至第一个谷值；８０年代中后

期呈递增趋势，１９９０年前上升到第二个峰值，９０
年代呈递减趋势，１９９９年前后下滑至第二个谷
值；２１世纪以来呈递增趋势（图２）。
雷电日数主分量分析

对区域雷电日进行ＥＯＦ展开，前３个特征向
量的方差贡献分别为６９７％、７１％和５６％，累
积方差达８２４％。说明前３个特征向量，尤其是
第一特征向量对榆林地区雷电日具有较好的解释
意义。第一特征向量一致为正值（图３ａ），反映了
本地区雷电日变化的一致性。正值中心在神木、

图３区域雷电日数第一特征向量
（ａ）分布及对应主分量（ｂ）

佳县、绥德、吴堡一线和横山，说明该区域雷电
日偏多（少）表现明显。第二特征向量中部为正，
西北、东南为负，表现出雷电日数中部与西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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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农气观测质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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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气象观测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气象为
农业服务的水平和效果，其中作物观测和发报是
农气观测工作的核心。本文针对陕西农气观测和
编报提出了提高农气观测质量的方法。
作物观测

《农业气象观测规范》和各种业务技术规定，对
作物观测的标准、项目、内容、方法的规定千头万
绪，加之作物观测是以作物的发育进程为观测主
线，一年只进行一次，没有反复操作和熟悉掌握的
机会。为确保不错不漏，需要依据《农业气象观测
规范》对所观测的作物建立观测流程。商洛气象局
农气中心在观测实践过程中不断归纳，逐步摸索、
总结，编制出“观测流程表”，既能及时准确、保
质保量地完成作物观测工作，又能保证常年不出错

情，为提高农气观测的质量提供了有力保障。
“观测流程表”按作物发育期出现的先后顺

序，由上至下制成一简表，左边填写各发育普遍
期的历年平均日期（以提示发育期将出现的时
段），在发育期右侧相应栏中，写上观测内容、观
测方法、观测项目等。最后，将具有共性的土壤
湿度观测时间、深度、产量因素的计量单位、精
确度，分条写在下面大栏里。这样，将《农业气
象观测规范》和各种业务技术补充规定中关于作
物观测的项目、操作方法、易错易漏的内容编在
在简表中，条理分明，清晰简洁，一目了然。将
它随身携带或夹在观测薄及台板里，经常翻看，做
到心中有数，可有效减少或堵截观测错情。以商
洛玉米为例说明观测表的编制方法（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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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的反向变化，即“中－四周振荡”特征。第三特
征向量西部为正，东部为负，具有明显的“东－
西震荡”特征。在第一特征向量对应的主分量曲
线图上，正值表示一致偏多年份，负值表示一致
偏少年份，从中可以看出，１９７３、１９７７和１９９０年
是雷电天气异常偏多年份，１９７５、１９８９、１９９７和
２００１年是异常偏少年份（图３ｂ），与区域雷电日
的年际变化基本一致。
结论
５１榆林地区雷电天气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东北
县（区）的雷电天气明显多于西南；黄河沿线明
显多于沙漠地带。
５２榆林地区雷电天气主要集中在５—９月，其

中６—８月集中最为明显。
５３榆林地区雷电日数的年际差异比较显著。
５４近３５ａ来榆林地区雷电天气呈长周期减少
阶段，但其中还包含着１３～１７ａ的较短周期变
化。
５５通过ＥＯＦ展开，榆林地区雷电天气存在
“一致性”、“中－四周振荡”和“东－西振荡”三
种分布类型，其中“一致性”表现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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