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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provided by the center of thunderstorm preventing in Huaian and Suqian from 
2006 to 2015, the characteristic of lightning disaster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over 80 
percent of lightning disasters occurred in July and August, and 18.5 percent of the total lightning 
disasters caused casualties, and more than 95 percent occurred in rural areas. The ratio of the 
lightning disasters occurred in the city to the countryside is 1:0.6. The lightning disaster occur-
rences, casualties and the loss of property show downtrend. But the economic loss caused by the 
lightning disaster shows rising trend. The lightning disasters which occurred in the countryside 
mainly result in heavy casualties and less economic loss, while the lightning disasters which oc-
curred in the city mainly cause a great number of economic loss and little casualties. The direct 
economic loss resulted from the lightning disaster in the city is 29.6 times more than in the coun-
tryside. On average, the direct economic loss caused by a lightning disaster in the city is 35.4 times 
more than the rural areas. The rice transplanting time and returning green stage are the high happen-
ing periods of the lightening disaster which causes death. The loss of life and personal injury in the city 
accounted for 78.9% of the casualty in the countryside from 26 June to 5 July. Over 75 percent of 
lightning disasters which can result in the casualty generates in the rice-field, rivers and la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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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利用淮安和宿迁两市防雷中心提供的2006~2015年10年雷电灾害资料分析了淮宿地区雷电灾害的

危害特征。结果表明：80%以上的雷电灾害出现在7~8月份；占总数18.5%的雷电灾害造成人员伤亡，

95%以上出现在农村；发生在农村和城市的雷电灾害次数比例为1:0.6；雷电灾害发生的总次数、人员伤

亡次数、经济损失次数和人员伤亡数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但一次雷电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

发生在农村的雷电灾害主要是造成人员伤亡，经济损失额一般比较小，发生在城市的雷电灾害主要是造

成经济损失，人员伤亡现象极少出现，城市雷电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总数是农村的29.6倍，平均一

次雷电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城市是农村的35.4倍；水稻移栽和返青期是雷电灾害造成人员伤亡的高发

期，6月26日至7月5日雷电灾害造成人员伤亡次数占农村人员伤亡总次数的78.9%；雷电灾害造成人员

伤亡的环境75%以上是稻田和河湖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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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雷电灾害是我国主要的自然灾害之一[1] [2] [3] [4]。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雷电引发的

气象灾害不断增加，雷电灾害的危害程度仅次于暴雨洪涝、气象地质灾害。我国每年因雷电造成的经济

损失达数十亿，甚至百亿，雷击伤亡人数有上千人，其中农村伤亡人数占 90%以上。为了更好的做好雷

电灾害防御工作，最大限度的减少或避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众多的雷电研究人员和科技工作者对雷

电的活动规律和雷电灾害分布特征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5]-[11]，为做好防雷安全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科学

依据。 
淮安和宿迁市位于江苏北部，地处淮河和沂沭泗下游，雷电活动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特征，随着春

季气温开始回升，雷暴的发生次数逐渐增加，7 月份达到最大值，8 月开始逐渐回落，秋季迅速减少[12] 
[13]，这与当地农民从事农事户外作业时间的变化趋势相一致，导致雷击安全隐患增加。本文通过对

2006~2015 年 10 年雷击灾害资料的分析，来阐述淮安和宿迁两市，特别是农村的雷电灾害的变化特征，

为当地做好防雷安全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2. 资料来源 

2.1. 雷电灾害资料 

本文分析所使用的雷电灾害资料是江苏省淮安和宿迁两市防雷中心调查收集整理的 2006~2015 年雷

电灾害案例资料，资料内容包括雷电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现场描述、人员伤亡、经济损失等和防雷

中心的技术评估意见等。 

2.2. 雷暴日数资料 

历年各月雷暴日数是使用 58131 气象站 1981~2010 年气象观测资料统计得到的 30 年气候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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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淮宿地区雷电灾害特征分析 

3.1. 雷电灾害概述 

2006~2015 年，淮宿地区共发生雷电灾害个例 108 次，其中造成经济损失的雷电灾害 88 次，占雷电

灾害总数的 81.5%，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834.54 万元，平均每次雷电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9.48 万元。造

成人员伤亡的雷电灾害案例 20 次，占雷电灾害总数的 18.5%，共造成 24 人伤亡，其中死亡 17 人，受伤

7 人(见表 1)。最早发生雷电灾害的年份是 2010 年，2010 年 2 月 28 日宿迁市宿城区项里街道果园居委会

三组一居民房屋被雷电击中，最晚的出现在 2014 年 9 月 28 日，洪泽县供电局变压器与开关遭雷击。 

3.2. 雷电灾害的年变化特征 

2006~2015 年淮宿地区年平均雷电灾害 10.8 次，2006~2008 年是淮宿地区雷电灾害的高发阶段，发

生雷电灾害最多的 2007 年，年雷电灾害达到 33 次，随后震荡下降，2011 年出现第二个高峰值，年发生

雷电灾害 15 次，2012 年之后，年雷电灾害次数都在 10 次以下，雷电灾害发生最少的年仅 3 次(2013、2014、
2015 年)，可见雷电灾害发生的总次数有下降趋势(见图 1)。 

造成人员的雷电灾害总次数为 20 次，共造成 17 人死亡，7 人受伤。雷电灾害造成人员伤亡案例集

中出现在 2006~2008 年(见表 1)，这 3 年共发生 19 次造成人员伤亡的雷电灾害，共导致 16 人死亡，6 人

受伤；雷电灾害造成人员伤亡最多的 2007 年，9 次雷电灾害，造成 7 人死亡，5 人受伤；2009 年以后很

少发生人员伤亡的雷电灾害，仅 2012 年发生一次，造成 1 死 1 伤。 
造成经济损失的雷电灾害合计出现 88 次，年平均 8.8 次，年均直接经济损失 83.5 万元，经济损失最

多的是 2011 年，直接经济损失达 234.4 万元。2007 年雷电灾害造成经济损失的次数最多，达 24 次，其

次是 2008 年 16 次、2011 年 15 次(见表 1)。从总体上看，造成经济损失的雷电灾害逐年发生次数有逐渐

减少的趋势(见图 1)。从图 1、图 2 可见，虽然雷电灾害发生次数有下降趋势，但平均一次雷电灾害造成

的直接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这与当地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关。 
 
Table 1. Statistics of lightning frequency, casualties and economic losses 
表 1. 雷灾次数、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统计 

年份 
雷灾次数(次) 经损总量 

(万元) 

人员伤亡数 

总数 经济损失 人员伤亡 死 伤 合计 

2006 11 3 8 33.41 7 1 8 

2007 33 24 9 137.29 7 5 12 

2008 18 16 2 96.44 2 0 2 

2009 7 7 0 7.6 0 0 0 

2010 8 8 0 119.4 0 0 0 

2011 15 15 0 234.4 0 0 0 

2012 7 6 1 43.0 1 1 2 

2013 3 3 0 62.0 0 0 0 

2014 3 3 0 80.2 0 0 0 

2015 3 3 0 20.8 0 0 0 

合计 108 88 20 834.54 17 7 24 

平均 10.8 8.8  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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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Annual variation of lightning disaster 
图 1. 逐年雷灾数变化曲线 

 

 
Figure 2. Annual variation of the economic loss of the average 
lightning disaster 
图 2. 逐年次平均雷电灾害经济损失 

 
以上分析表明：淮宿地区雷电灾害年累计发生总次数、年累计人员伤亡次数、年累计经济损失次数，

均呈下降趋势，这与国家从宏观上更加重视安全生产；全民科学素质提高，雷电灾害防御意识进一步加

强，更加重视现代雷电防御体系建设；天气和雷电的预警预报，从制作、发布到传播和应用的手段更加

科学、方便、快速等因素有关[14]。 

3.3. 雷电灾害的月变化特征 

从图 3 可见，淮宿地区雷电灾害从 2 月份开始出现，3~5 月发生次数比较少，都在 5 次以下，6 月份

开始增多，7 月份雷电灾害发生次数最多，累计达 63 次，占雷电灾害总数的 58.3%，其次是 8 月份，达

26 次，7~8 月份发生的雷电灾害次数占雷电灾害总数的 82.4%，9 月份开始雷电灾害迅速减少，10 月至

次年 1 月份没有雷击灾害出现。各月累计雷电灾害发生次数与历年各月平均雷暴日数的逐月变化趋势基

本保持一致，表明当月雷暴日数的多少与雷击灾害的发生次数密切相关。 
造成人员伤亡的雷电灾害发生在 3~9 月，但主要出现在 7 月份，7 月出现人员伤亡的雷电灾害次数

高达 15 次，占造成人员伤亡雷电灾害总数的 75.0%，其余月份均在 2 次或以下；伤亡人数也是 7 月份最

多，达 19 人(12 死 7 伤)，占伤亡人员总数的 79.2%，其余各月人员伤亡数均在 2 人或以下(见表 2)。 
从表 2 可见，造成经济损失的雷电灾害发生在 2~9 月份，也是 7 月份最多，达 48 次，占造成经济损

的失雷电灾害总数的 54.5%，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也最多，达 463.39 万元，占经济损失总数的 55.5%；

其次是 8 月份出现 25 次，占造成经济损失的雷电灾害总数的 28.4%，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239.04 万元，占

经济损失总数的 28.6%。 
以上分析结果说明，每年 7~8 月是淮宿地区雷电灾害的主要发生时段，雷电灾害发生总次数、造成

人员伤亡的雷电灾害次数、造成经济损失的雷电灾害次数，以及造成的人员伤亡数、直接经济损失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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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占全年的 80%以上。 

3.4. 雷电灾害危害方式分析 

表 3 给出了 2006~2015 年淮宿地区 108 次雷电灾害的危害方式和各类目标物遭受雷击的次数，从表

3 可见，雷电波沿供电或弱电线路侵入造成灾害的次数最多，达 59 次，占雷电灾害总数的 54.6%；其次

是直击雷灾，共出现 38 次，占雷电灾害总数的 35.2%；8 次是雷电感应造成的灾害，占雷电灾害总数的

7.4%；另有 3 次无法确认雷电灾害的危害方式，其中 2 次造成人员伤亡，1 次造成供电设备损坏。 
 

 
Figure 3. Monthly change of thunderstorm days and lightning 
disaster 
图 3. 逐月雷暴日数与雷灾数 

 
Table 2. Monthly statistics of lightning casualties and economic losses 
表 2. 逐月雷灾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月份 2 3 4 5 6 7 8 9 合计 

伤亡次数(次) 0 1 0 0 2 15 1 1 20 

伤亡人数(人) 0 1 0 0 2 19 1 1 24 

经损次数(次) 1 0 5 1 5 48 25 3 88 

经损数(万元) 2.0 0 16.71 10.0 1.8 463.39 239.04 101.6 834.54 

 
Table 3. Statistics of the mode of lightning disaster and frequency of lightning strike 
表 3. 雷电灾害的危害方式和雷击目标物次数统计 

目标物 
直击雷 雷电波侵入 雷电感应 

无法确认次数 
次数 占总数% 次数 占总数% 次数 占总数% 

建筑物 16 14.8 0 0 0 0 0 

人员 13 12.0 0 0 2 1.9 2 

家用电器 0 0 28 25.9 2 1.9 0 

办公设备 0 0 16 14.8 4 3.7 0 

供电设备 4 3.7 9 8.3 0 0 1 

通讯设备 0 0 3 2.8 0 0 0 

树木 3 2.8 0 0 0 0 0 

汽车 2 1.9 0 0 0 0 0 

其他 0 0 3 2.8 0 0 0 

合计 38 35.2 59 54.6 8 7.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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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次雷电波侵入造成的雷电灾害中，有 28 次造成家用电器损毁，占雷电灾害总数的 25.9%；有 16
次造成办公设备损毁，占雷电灾害总数的 14.8%；有 9 次造成供电设备损毁，占雷电灾害总数的 8.3%；

有 3 次造成通讯设备损毁，占雷电灾害总数的 2.8%；造成其它灾害的有 3 次，占雷电灾害总数的 2.8%。

38 次直击雷灾中，直接击中建筑物，造成建筑物损坏的有 16 次，占雷电灾害总数的 14.8%；造成人员伤

亡的有 13 次，占雷电灾害总数的 12.0%，占人员伤亡次数的 65.0%；击中供电设施的 4 次，占雷电灾害

总数的 3.7%；击中大树的 3 次，占雷电灾害总数的 2.8%；击中汽车的 2 次，占雷电灾害总数的 1.9%。8
次雷电感应在成的雷电灾害中，有 4 次造成办公设备损毁，占雷电灾害总数的 3.7%；另有 2 次造成人员

伤亡，2 次造成家用电器损坏，各占雷电灾害总数的 1.9%。 
雷电灾害引发火灾的共发生三次，均为直击雷造成，2007 年 7 月 20 日，盱眙文化馆三楼仓库屋顶

被雷击穿，引发火灾；2011 年 8 月 10 日盱眙龙虾城停在道路上的轿车因雷击起火；2013 年 7 月 18 日，

淮安市淮城镇云瑞毛巾厂厂房遭雷击，引发火灾。其他危害方式暂未发现雷电引发火灾的灾害案例。 

4. 城乡雷电灾害对比分析 

4.1. 城乡雷电灾害发生次数对比分析 

出现在城市的(统计时，将雷电灾害出现在县城或淮安和宿迁市区或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的视为发生

在城市，其它视为出现在农村，下同)雷电灾害合计 41 次，占总次数的 38.0%，。出现在农村的雷电灾害合

计 67 次，占总次数的 62.0%。农村和城市出现雷电灾害的比例为 1:0.6，雷电灾害发生的次数农村比城市多。 

4.2. 城乡人员伤亡对比分析 

20 次造成人员伤亡的雷击灾害，城市只发生 1 次，占雷击灾害总次数的 0.9%，占人员伤亡次数的

5%。农村发生 19 次雷电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占雷击灾害总次数的 17.6%，占人员伤亡次数的 95%；城

市雷击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仅 1 人，农村伤亡 23 人(见表 4)，可见绝大多数造成人员伤亡的雷电灾害发

生在农村。 

4.3. 城乡经济损失对比分析 

从表 4 可见，发生在城市造成经济损失雷电灾害 40 次，累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807.24 万元，平均

一次雷电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为 20.18 万元。发生在农村造成经济损失的雷电灾害 48 次，造成直接经

济损失 27.3 万元，平均一次雷电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为 0.57 万元。城市雷电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

总数是农村的 29.6 倍，平均一次雷电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城市是农村的 35.4 倍。雷电灾害造成经济损

失的重灾区在城市。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对淮宿地区而言，多数的雷电灾害发生在农村；雷电灾害造成人员伤亡绝大多

数发生在农村，城市极少出现；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雷电灾害主要发生在城市，农村极少出现。 
 
Table 4. Comparison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lightning disaster 
表 4. 城乡雷击灾害差异对比 

项目 
雷电灾害次数(次) 人员伤亡数(人) 经济损失(万元) 

总次数 人员伤亡 经济损失 死亡 受伤 伤亡合计 总量 次平均 

城市 41 1 40 1 0 1 807.24 20.18 

农村 67 19 48 16 7 23 27.3 0.57 

合计 108 20 88 17 7 24 834.54 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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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农村雷电灾害相关特征分析 

5.1. 农村雷电灾害造成人员伤亡的环境特征 

从表 5 统计得到，造成人员伤亡的雷击灾害，发生在室外的 18 次，占农村人员伤亡雷电灾害发生总

次数的 94.7%，造成 22 人伤亡(16 死 6 伤)，占农村雷电灾害伤亡人数的 95.7%；发生在野外的计 17 次，

占农村人员伤亡雷电灾害发生总次数的 89.5%，造成 21 人伤亡(15 死 6 伤)，占农村雷电灾害伤亡人数的

91.3%；发生在开阔水面计 15 次，占农村人员伤亡雷电灾害发生总次数的 78.9%，造成 19 人伤亡(14 死

5 伤)，占农村雷电灾害伤亡人数的 82.6%；发生在稻田的计 13 次，占农村人员伤亡雷电灾害发生总次数

的 68.4%，造成 16 人伤亡(12 死 4 伤)，占农村雷电灾害伤亡人数的 69.6%。可见稻田是农村雷电灾害造

成人员伤亡最多的地点，室内是最安全的场所。 

5.2. 农村雷电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农事季节特征 

从表 6 可见，6 月 26 日至 7 月 5 日雷电灾害造成人员伤亡的次数多达 15 次，占农村雷电灾害造成

人员伤亡总次数的 78.9%，共造成 19 人伤亡(13 死，6 伤)，占农村雷电灾害伤亡人数的 82.6%。而 6 月

25 之前仅发生一次，造成 1 人死亡，7 月 6 日以后发生 3 次，造成 2 人死亡，1 人受伤。因此 6 月 26 日

至 7 月 5 日是淮宿地区农村雷电灾害造成人员伤亡的关键时间段。 
6 月 26 日至 7 月 5 日，正是淮北雨季开始期，降水和雷暴天气突然增多，导致雷电灾害的发生几率

突增，同时，这一阶段又是淮宿地区水稻移栽和返青期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农民必须在空旷的水田进

行农事作业，导致雷电造成人员伤亡的灾害多发。 

5.3. 农村雷电灾害经济损失特征 

由淮宿两市防雷中心提供的雷电灾害数据统计得到，48 次发生在农村造成经济损失的雷电灾害，有

40 次造成农民家庭经济财产损失，占农村经济损失类雷电灾害总数的 83.3%；另有 8 次造成农村公共设

施、集体财产、小型企业等的财产损失。 
 
Table 5. Statistics of environmental sites for lightning casualties 
表 5. 人员伤亡的环境地点 

环境位置 
稻田 旱田 河湖水面 家中 合计 

放水 栽秧 树下避雨 回家路上 船上 室内 室外  

发生次数(次) 7 6 1 1 2 1 1 19 

死亡(人) 6 6 1 0 2 0 1 16 

受伤(人) 3 1 0 1 1 1 0 7 

伤亡合计(人) 9 7 1 1 3 1 1 23 

 
Table 6. Statistics of the period of lightning disaster with casualties in rural areas 
表 6. 农村致人伤亡雷电灾害分时段统计 

发生时间(月.日) 发生数(次) 死亡人数(人) 受伤人数(人) 伤亡合计(人) 

6.25 之前 1 1 0 1 

6.26~7.5 15 13 6 19 

7.6 之后 3 2 1 3 

合    计 19 16 7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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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Frequency and losses of lightning disaster with different economic losses in rural areas 
表 7. 农村雷电灾害不同经济损失额度的发生次数和损失额 

损失额度(万元) ≤0.1 0.11~0.5 0.51~1.0 1.01~3.0 >3.0 合计 

次数(次) 23 13 7 4 1 48 

总经济损失(万元) 1.42 3.31 5.07 7.5 10.0 27.3 

次平均损失(万元) 0.06 0.25 0.72 1.88 10.0 0.57 

 

表 7 可见，雷电造成农村经济损失额度在 0.1 万元以下的有 23 次，占农村经济损失类雷电灾害总数

的 47.9%；0.11~0.5 万元以下经济损失的有 13 次，占农村经济损失类雷电灾害总数的 27.1%；损失额度

超过 1.0 万元的仅发生 5 次，最多的一次损失为 10.0 万元。 
由此可见，农村雷电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农民家庭为主，损失额度较小，0.5 万元以下的次数占

75%。超过 1.0 万元的经济损失发生次数很少，平均 2 年出现一次。 

6. 小结 

淮宿地区雷电灾害发生的次数及人员伤亡数整体呈下降趋势，但单次雷电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数额

呈上升趋势。城市和农村的雷电灾害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整体上农村的雷电灾害次数比城市多，且造

成人员伤亡的雷电灾害大多数发生在农村，而城市雷电灾害经济损失远高于农村，且极少出现人员伤亡。

雷电灾害具有季节特征，7~8 月份最频繁，约占 80%以上，然而每年 6 月 26 日至 7 月 5 日是雷电灾害造

成人员伤亡的高发时段，该阶段为水稻移栽和返青期田间管理的农忙时期，稻田和河湖水面是雷电灾害

造成农村人员伤亡的主要区域。从雷电灾害的危害方式来看，雷电波侵入发生次数最多，主要造成家用

电器和办公设施损毁；直击雷造成的人员伤亡次数最多，有 3 次引发火灾的雷电灾害也是直击雷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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