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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榕江县气象观测站1958~2013年逐日雷暴气候观测资料以及2013~2022年逐日雷电预警发布资料

和部分雷击灾害，通过数理统计、线性分析，揭示榕江县雷暴气候变化特征。结果表明：榕江县累年出

现雷暴日数平均为51.9 d，每月均有可能出现雷暴天气，且多集中在3~8月，以8月最多，7月次之，12
月最少；雷暴变化特征有着较好的11~14a振荡周期，且有逐渐减小的趋势变化，雷暴具有明显的季节变

化一年四季都有雷暴发生，其中雷暴日数以夏季出现最多；日变化特征主要发生在午后至傍晚和上半夜，

这两个时间段最容易发生雷暴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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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daily thunderstorm climate observation data from the Rongjiang County Meteor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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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ory from 1958 to 2013, as well as the daily lightning warning release data from 2013 to 
2022 and some lightning disaster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understorm climate change in Rongjiang 
County are revealed through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linear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verage number of thunderstorm days in Rongjiang County over the years is 51.9 days, and thun-
derstorm weather may occur every month, mostly concentrated from March to August, with the 
most in August, followed by July, and the least in Decemb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understorm 
changes have a good 11~14 year oscillation period and a gradually decreasing trend. Thunder- 
storms have obvious seasonal changes and occur throughout the year, with the most thunderstorm 
days occurring in summer; the diurnal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mainly occur in the afternoon to 
evening and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ght, which are the most prone to thunderstorm we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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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雷暴是伴有雷击和闪电的局地对流性天气，具有极强的破坏性和杀伤力，雷电灾害是最严重的气象

自然灾害之一，对城镇化发展造成的损失正在逐年增大，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特别是农村地区

构成了严重威胁[1]。随着榕江县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村超等网红打卡点的火爆出圈，带来火爆的“流

量”，不仅是全网数百亿浏览量，还有堪比全球顶级赛事的实实在在的入座率和亲临现场的五万名观众，

巨大的人流量涌入村超球场，但由于场地有限，很多球迷只能站在球场边和用钢架结构搭建的露天看台

上观看球赛，极易遭受雷暴袭击。榕江县地处贵州省东南部、黔东南州南部，位于 108˚04'E~108˚44'E、
25˚36'N~26˚28'N。由于榕江县地处贵州高原向广西丘陵过渡的边缘地带，属中亚热湿润季风气候区，南

北冷暖气团交汇频繁[2]，常有雷暴天气发生，给当地经济生产、人们生活及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失，

国内的气象工作人员通过各个地区的地理状况、经济情况和雷电灾害损失程度研究和分析，对所管辖区

域内的雷电造成的损失进行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评估，形成了各自的特征，刘波等对贵州省雷电流幅值

的累积概率分布[3]，得出贵州区域雷电灾害概率；严岩对上海地区雷暴活动时空变化特征及雷电预警研

究[4]，得出有效应对防雷服务于防灾减灾；刘畅对雷电防护技术在四川省农村地区应用研究[5]，提出了

合理化的雷电防护措施和要点；特别是贵州村超每年 6 月中旬开始至 8 月底结束，刚好在雷暴日数出现

最多的季节进行，且比赛开始时段刚好在雷暴出现概率最大的 16~17 时进行，为避免球迷和观众因雷击

造成人员伤害；因此，加强对雷暴发生规律的认识，提供防雷气象服务对防灾减灾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通过榕江县国家基本气象站 65a 收集的观测数据进行分析，原始观测为 24 小时实时观测，雷暴

间隔时间超过 15 分钟以上记为一次雷暴记录，观测数据以当日 20 至次日 20 时记录统计，20~20 时段内

有多次雷暴记录，仅算作一个雷暴日[6]，时间段为 1958~2013 年；由于 2013 年气象综合业务体制改革，

取消了夜间气象业务观测和记录[7]；2014 年后又取消了白天雷电观测，所以 2014~2022 年的雷暴资料采

用榕江县气象台发布的雷电预警信号资料统计，时间从前一天 20 时至当天 20 时发布的雷电预警统计为

一个雷暴日；为了确保数据准确无误特别对 2013 年夜间发布的雷电预警信号进行逐次梳理，每次出现雷

暴天气都及时发布雷电预警信号，确认数据的真实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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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料与方法 

2.1. 雷暴变化规律的统计分析 

2.1.1. 雷暴的年际变化特征 
通过统计榕江县 1958~2022 年雷暴日数，并拟合年雷暴日数 5 年滑动平均，获得了榕江县 1958~2022

年雷暴日 65a 年的变化趋势。从图 1 中年雷暴日数逐年变化曲线可以看出：20 世纪 60~70 年代是平稳波动

的；80 年代缓慢下降；90 年代有所上升；21 世纪后一起呈下降趋势，且 5 年滑动平均也呈缓慢下降趋势。 
 

 
Figure 1. Annual variation trend of thunderstorm days in Rongjiang County from 1958 to 2022 
图 1. 榕江县 1958~2022 年雷暴日数年变化趋势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 20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初雷暴日数基本偏多，且在 1962 年、1967 年、1973 年、

1978 年、1982 年和 1983 年达到高峰，随后呈波动性逐渐下降，到 1989 年下降到波谷；然后稍有回升，

直到 1997 年才又升到波峰，随后又剧烈下降，2004 年和 2006 年有所上升，2007 年后下降明显，2018
年达到波谷，直到 2019 年才快速上升。由 65a 雷暴资料可知，榕江县每年平均出现 51.9 个雷暴日；年际

变化大，最多年份达 81 个，出现在 1997 年；最少为 16 个，出现在 2018 年。 
 
Table 1. Number of thunderstorm days in each era from 1960 to 2022 
表 1. 1960 年至 2022 年各年代雷暴日数 

日期 60 年代 70 年代 80 年代 90 年代 21 世纪初 10 年 2011 年至今 

雷暴日(个) 608 602 578 592 501 521 

2.1.2. 雷暴的季、月变化特征 
从图 2 可以看出，榕江县一年四季都有雷暴发生，夏季雷暴日数出现最多，累年平均雷暴日数 25.7

个，占累年总雷暴日数的 47.6%；其次为春季，累年平均雷暴日数 20.6 个，占累年总雷暴日数 38.1%；

冬季最少，累年平均雷暴日 1.44 个，占全年雷暴日数 2.67%，65a 中有 25 年没有出现雷暴，有 12 年只

出现 1 d 的，有 11 年只出现 2 d 雷暴，1~2 d 的雷暴日数占累年的 35.3%，由此可见，榕江县冬季发生雷

暴的概率低；秋冬季累年平均出现 5.58 个雷暴日，占累年总雷暴日数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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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Number of thunderstorm occurrence days at Rongjiang Station in each month 
图 2. 榕江站各月雷暴出现日数 
 

从图 2 中还可以看出，一年中每个月都有雷暴出现，主要集中在 3~8 月，占累年雷暴日数 85.7%，8
月份出现最多，占累年雷暴日数 18.2%；7 月次之，占累年雷暴日数 16.2%，12 月最少，只占累年雷暴日

数 0.5%。 

2.1.3. 雷暴的日变化趋势 
根据榕江县 65a 逐时观测的雷暴资料，榕江县在每个时间段都可能出现雷暴天气，特别是午后至傍

晚和上半夜，雷暴发生频率最高[8]。春季雷暴主要集中出现在夜间 22~03 时，23~24 时和 2~3 时两个时

间段出现最多；夏季主要出现在 15~19 时，特别是 16~17 时出现概率最大；秋季和冬季雷暴一般都是在

夜间出现。由此可见，榕江县雷暴的日变化规律十分明显，主要发生在午后至傍晚和上半夜这两个高峰

区，这两个时间段最容易发生雷暴天气[9]。 

2.1.4. 初、终雷日及持续期 
1958~2022 年间榕江初雷日最早为 1987 年 1 月 2 日、最晚为 1999 年 3 月 27 日，平均初雷日为 2 月

6 日。1 月和 2 月均出现 20 次以上初雷日，占 76.3%，统计还发现 1 月、2 月和 3 月均出现了 1 次连续

5a 在同一个月发生初雷的现象；终雷日最早为 2016 年 8 月 21 日，最晚为 1978 年 12 月 31 日；终雷出现

在 9、10 和 11 月份的次数占月终止总数的 76.3%，说明大部分终雷在秋季结束，发生终雷最多在 9 月，

占 27.1%，11 月次之为 25.4%，8 月最少，仅为 3.4%。查询 65a 的资料发现，一年中，雷暴持续时间在

1~2 h 内的最多，<1 h 次之。 

3. 防雷气象服务及建议 

根据榕江县民政局提供的部分雷电灾害情况来看(见表 2)，据不完全统计 2005~2022 年共造成雷击灾

害事故的经济损失多达 70 多万元，其中 2021 年 5 月 21 日仅一次雷击事故引发的火灾，就造成 3 栋民房

被烧毁，经济损失 30 万元；2023 年 6 月 22 日，榕江县古州镇高台村三组村民王某全房屋遭受雷击起

火，并引发火灾，直接经济损失 25 万元左右；从统计表看出，2005~2023 年的雷暴灾害发生在 5~8 月，

以 5 月发生次数最多，影响范围最大，1~4 月和 9~12 月没有收集到雷灾，于此可以指导业务人员更加科

学有效地开展防雷减灾工作[10]。 
1) 提前安排易燃易爆场所的防雷检测工作[11]。每年 3~8 月为榕江县雷暴发生的高峰期，但防雷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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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检测在每年的 3 月份才开始，致使检测出的安全隐患不能在 3 月之前整改完成，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

应把检测时间提前到每年的 1 月份，才能在 3 月之前把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时整改，从而能在雷暴发生的

高峰期之前发现并解决隐患，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 
2) 加强对农村地区防雷安全知识的宣传工作[12]。榕江县雷暴的日变化突出，大多数雷暴出现在午

后至傍晚，这段时间也是人民群众在田间劳作的时候，也是雷击伤亡事故高发时段[13]。由于农村居民的

防雷意识淡薄，且防雷设施基础建设差等多方原因造成的局面，因此农村防雷工作有待加强[14]。一是遇

上雷雨天气，应尽量停止外出劳动，并提前切断家里所有电气设备电源，不要接打电话等；在田间劳作

的时候，不要在大树下避雨，而是应该想办法尽量减少自己的高度，如下蹲或者是放下手中的农具，当

然，最好的办法还是应该尽快找到安全的场所，减少自己暴露在雷电袭击范围里[15]。二是利用电视、广

播、微信等进行宣传，为农民讲解防雷知识，提高农民的防雷意识[16]。 
3) 提高防雷技术服务水平完善对学校、旅游景区、村超球场等人员密集场所的防雷服务工作机制

[17]，在每年 3 月之前完成对学校、旅游景区、村超球场等人员密集场所的防雷检测，从而使事故发生的

可能性降到最低；气象部门每月开展的双随机一公开防雷监管平台，要严格按照检查内容逐项核查，发

现安全隐患立即下发整改通知书并要求其立即整改，从而切实提高气象防雷减灾能力和水平[18]。 
 
Table 2. Statistics of partial lightning disasters from 2005 to 2023 
表 2. 2005~2023 年部分雷击灾害统计情况 

发生时间 雷电灾害发生具体位置 雷电灾害情况 经济损失(万元) 

2005 年 5 月 16 日 榕江县车民小学 一学生在学校操场上被雷击。  

2006 年 7 月 24 日 榕江县计划乡加宜村 工棚遭雷击，造成 2 人死亡，4 人重伤，7
人轻伤。 

 

2006 年 8 月 15 日 计划乡摆底村 一牛棚遭雷击，造成 2 名小学生死亡，4 人

受伤。 
 

2011 年 8 月 6 日 仁里乡仁里村 一钟彭楼被雷击，多人受伤。 2 

2017 年 5 月 10 日 忠诚镇安乐村 12 户电视、电视接收盒、冰箱等电器被雷

击坏。 
8 

2021 年 5 月 21 日 忠诚镇锡庆堡 农户电线被雷击引发火灾，造成 3 栋房屋

被烧毁。 
30 

2022 年 5 月 30 日 乐里镇保里村领号组 房屋遭受雷击起火，并发生火灾，造成损

毁部分房屋 1 栋 3 排 2 间。 
5 

2023 年 6 月 22 日 古州镇高台村三组 村民房屋遭受雷击起火，并引发火灾 25 

4. 结论 

通过对榕江县 65a 雷暴资料的数理统计分析、雷电灾害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 榕江县累年平均雷暴日数为 51.9 d，其中，最多雷暴日数为 81 d，最少雷暴日数为 16 d。 
2) 榕江一年四季都会出现雷暴，雷暴日数以夏季出现最多，冬季出现最少；一年中每个月都有可能

出现雷暴天气，主要集中在 3~8 月，8 月份出现最多，12 月份出现最少；一天中雷暴主要集中出现的时

间为 13:00~3:00 LT，以 23:00~03:00 LT 和 16:00~19:00 LT 出现最多，上午出现最少。 
3) 每年的防雷装置检测应安排在当年一月份进行，第二次检测安排在 6 月或之前检测，气象部门通

过双随机一公开平台每月及时开展防雷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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