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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每到夏季汛期会出现严重的洪涝灾害,对群众、政府和国家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影响和损

失。而汛期则是发生雷电灾害的重要时期。依据闪电监测数据计算雷电灾害发生几率,其计算结果更为

准确,可有效提升雷电灾害预防工作质量。目前,我国闪电监测工作在实践应用中不断优化和完善,将闪

电监测数据应用在雷电灾害风险评估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作用。鉴于此,文章就闪电监测数据在雷

电灾害风险评估中的运用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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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电灾害是一种频发性的自然灾害,

其危害随着城镇化建设、社会信息化和

电子化的快速发展变得更加易发、明显

和广泛,造成社会影响、经济损失及人员

伤亡越来越严重。开展雷电灾害风险评

估,是防止和减少雷击灾害损失的重要

手段,也是进行科学合理雷电防护的必

要前提。 

1 闪电形成的简单分析及雷电

灾害的简述 

闪电是指一种放电过程,发生于积

雨云中不同符号的荷电中心之间,也发

生于云中荷电与大地和地物之间。除此

之外,还发生于云中荷电中心与云外大

气不同符号大气体电荷中心之间。根据

闪电发生位置的不同,闪电可被分为云

闪和地闪。 

雷电灾害是大气中产生放电的一种

现象,通常情况下产生在大气对流比较

旺盛的积雨云中,所以,在产生雷电现象

时,常常伴随着阵风和暴雨等,一部分情

况下,还会附带着冰雹和龙卷风的现象。

由于积雨云的顶部通常情况下都比较高,

可能会达到20km的高度,所以在积雨云

的顶部常常会出现冰晶,在冰晶破碎或

者是空气对流等过程中,积雨云中的电

荷分布是十分复杂的,但是从整体来讲,

积雨云的顶部通常都是正电荷,底部为

负电荷,这种现象就直接导致积雨云的

顶部和底部之间有很大的电位差,当电

位差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会产生放

电的现象,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闪电现象。

当带电荷的雷云和地面的凸起物距离接

近时,在雷云和凸起物之间就会产生激

烈的放电现象,在雷电放电的地点就会

有强烈的闪电和爆炸声出现,这就是雷

电现象,雷电灾害因为有十分大的破坏

力, 终给人们的生命以及财产带来很

大的危害。 

2 雷电灾害风险评估 

雷电灾害风险评估主要是针对潜在

的雷电威胁、雷击伤害等致灾因子等展

开相应的评估和分析,实现对雷电风险

性质和范围的准确判断。雷电灾害风险

评估主要是为了 大限度地降低雷电灾

害造成的损失,减少雷电灾害的影响。通

过项目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气象部门不

仅可以了解项目自身存在的风险,为项

目的选址和布局等提供重要参考,同时

还能利用雷电监测数据分析对周边环境

的影响,支撑建筑防雷措施的选择, 终

选择 为经济合理的防雷技术手段。 

3 雷电灾害风险区域划分 

雷电强度和雷击次数可以反映雷电

灾害发生概率和危害程度,根据雷电强

度的不同,可以将雷电灾害区域分为弱

雷电区和强雷电区两个区域。将其应用

在项目周边区域环境分析中,所观测到

的雷暴日数据误差能够直接影响风险值

计算,通过建立闪点行为数据库方式将

相关信息导入区域地理信息系统,之后

绘制雷击大地密度以及雷击概率图,与

区域雷暴日数相结合,提高雷电灾害风

险区域划分有效性。另外,通过与雷电灾

害风险区域划分相结合,在雷电灾害出

现前,将区域雷电概率、密度以及强度等

方面信息及时发布,之后采取针对性的

技术措施, 大限度降低雷电灾害的影

响和损失。 

4 雷电灾害风险评估的要点 

雷电在地球的起源中占有一定地位,

它启发了人类对火的利用、抑制了细菌

的生长,由它产生的光、电现象极为震

撼。人们往往缺乏对雷电的认识,认为雷

电是邪恶的,是神对人类的惩罚,把它与

鬼神之说联系在一起。这不仅仅是1种联

想,更激发了人类要探索它的欲望。为了

减轻雷电灾害造成的后果、保护自身安

全,风险评估工作的存在尤为重要。由于

雷电灾害带来的损失牵扯复杂、社会也

缺少相应知识并存在侥幸心理,所以风

险评估工作很难精确开展,因此必须探

讨解决措施。作为发展中国家,面对技术

要求过高、资金投入不足的两难境地,

我们必须合理安排、从防御角度进行防

雷建设,有助于雷电灾害风险评估工作

经济性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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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闪电与雷达监测的关系 

在大气电学研究领域里,雷暴云的

起电机制和云的起电之间的关系一直是

一个难题。截至目前,起电理论尽管已经

有几十种,但很遗憾,没有一种理论能完

善的解释所有云内荷电的实际观测结

果。但是,对于不管哪种起电形式,雷暴

云电结构及地面电场还是有数据可以被

监测到的。在雷电发生 多、雷电灾害

重的系统中,对流区结构和荷电模式

中的尺度对流系统是其中之一。过去,

由于限于探测技术的落后以及电学方面

资料的缺乏,长期以来,人们对电场和荷

电结构都缺少足够的了解。但是,近年来,

随着无线电云中电场探空仪的出现,以

及卫星、雷达探测技术的发展,关于电

场、荷电结构和闪电的关系的研究终于

有了新的进展。 

6 闪电监测数据在雷电灾害风

险评估中的应用 

6.1闪电监测数据在大气闪电环境

评价中的应用 

大气闪电环境评价主要是结合项目

所在区域闪电和雷暴资料等实现对其区

域地理位置、闪电灾害事故、闪电活动

规律等方面情况的准确分析,为之后防

雷安全设计、防雷减灾规划等的开展提

供技术方面支撑。虽然闪电活动的范围

相对较广,同时缺乏规律性,气象工作人

员在闪电气候特征评估方面需要以闪电

活动规律和活动特征为核心。包含有项

目周边10km2范围闪点次数分布、闪电日

数分布等方面情况,通过这些指标明确

项目所在区域的大气闪电环境状况,结

合项目建设特性给予针对性的技术措施,

提高闪电防护有效性, 大限度减少闪

电环境灾害的影响和损失。 

6.2闪电监测数据在闪电灾害易损

性分析中的应用 

闪电监测数据不仅可以应用在大

气环境中,同时在闪电易损性方面同

样有着非常好的应用效果。闪电灾害

易损性能够充分反映事物面对闪电侵

袭所表现出的脆弱性特点,闪电灾害

的出现与致灾环境危险性和承载性的

易损性密切相关。在闪电灾害研究中,

承灾体易损性分析属于一项重要研究

内容,气象部门通过开展了点灾害易

损性分析,能够明显提升项目区域闪

电灾害风险类别判断有效性。通过闪

电灾害易损性评估,能够以评估结果

明确相应指标,为项目区域宏观指标

的确定打下良好基础。闪电监测数据

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通过承灾体脆弱性的调查分析,能够

实现对闪电灾害区域的有效调整和划

分,为之后闪电灾害防护规划的顺利

有效进行打下良好基础。 

6.3闪电监测数据在雷击损坏风险

评估中的应用 

当前,我国很多地区的闪电监测数

据在雷击损坏风险评估中有着非常广

泛应用,成为衡量雷击损坏程度的一项

关键性指标。气象部门在评估中需要先

估算出受损风险值,之后将估算的评估

值与项目中 大雷击损坏评估值对比,

根据对比结果分析建筑物是否需要安

装防雷设施。另外,我国现有的气象服

务工作还可以结合区域闪电次数和区

域面积,判断出较为准确的区域雷击大

地密度数据。 

6.4闪电监测数据在闪电电磁环境

影响评估中的应用 

若建筑物配备有防雷设备,在闪电

攻击建筑物防雷设备或建筑物周围地面

之后,其形成的电流将在建筑物中或建

筑物周围形成磁场,磁场将对设备环境

造成一定影响进而影响建筑物中电子设

备运行稳定性。闪电监测数据包含了项

目周围10千米范围之内的雷击次数、地

点、 大雷击电流平均值等依据这些数

据我们可计算出建筑物位置磁场强度,

从而评估闪电对项目的影响,采取有针

对性预防措施,如此可有效降低闪电对

项目造成的不良影响。 

7 结语 

当前全国范围内雷电灾害频发,气

象监测部门的气象监测技术水平也有了

明显提高,不管在气象预测方面,还是在

防雷减灾方面,气象监测技术发挥重要

价值和作用,利用气象监测技术,各类灾

害发生率有了明显下降,很大程度上降

低了雷电灾害对群众和国家所造成的损

失和伤害。闪电监测属于一种新的气象

监测服务,在实际应用中有着卓越成效,

尤其在灾害评估方面,闪电监测技术具

有独特的评价优势。在未来,闪电监测技

术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在我国社会经

济发展中将会发挥出越来越重要价值和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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