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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长水机场雷暴统计特征分析 

罗丽萍 

（中国民航云南空管分局  昆明市  云南省  650200） 
 

摘要：本文利用 2013 年 1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统计数据，分别对累年雷暴日数年变化和年际变化以及雷暴的日变化特点、持续时

间及伴随天气现象进行了分析，发现雨季（5 月－10 月）雷暴日数占年平均雷暴日数的 82.7％，远远多于干季,其中又以 6 月－8 月居多。

雷暴平均集中出现在每天的 05－10 时(UTC),尤其以每天的 09-10 时(UTC)最高，这是由于午后 08 时(UTC)气温上升到最高值,对流发展最旺盛

所至，此外 12－14 时(UTC)之间还有一个峰值，表明夜间冷空气南下有利于引发锋面雷暴。分析机场雷暴持续时间可知，持续时间短的(0-1h)

雷暴次数多，随着持续时间增长，其平均次数逐渐减小。产生雷暴的天气系统中主要影响的是南支槽和切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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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位于昆明市区东北方向，地处北纬 25°06

′、东经 102°57′的低纬度高原，四面环山，高山纵横林立。机

场附近静止锋活动频繁，天气复杂多变，经常会出现雷暴、大风、

风切变和低云低能见度等恶劣天气。其中，雷暴是影响昆明长水国

际机场夏季航班正常运行的主要天气，雷暴过程伴随的大风、风切

变、颠簸、积冰、冰雹、暴雨等恶劣天气严重影响航空安全。 

1 雷暴的气候统计特征 

1.1 雷暴日数的年变化 

 
图 1 累年雷暴日数的年变化图 

 
图 2 雷暴日数的年际变化图 

图 1 反映了昆明机场累年月平均雷暴日数的分布情况，可以看

出，昆明机场雷暴累年年平均日数为 4.93 天，雷暴期为 12 月至 10

月，其中以 6、7、8 月份雷暴出现日数最多，分别为 10.2 天、11.0

天和 12.4 天。以四季划分：雷暴日最多出现在夏季，其次是春季、

秋季，冬季出现最少。春季，雷暴日为 13 天，占年雷暴日数的 24.0

％。夏季，雷暴日为 33.6 天，占年雷暴日数的 62.0％。秋季，雷暴

日为 6.2 天，占年雷暴日数的 11.4％。冬季，雷暴日为 1.4 天，占

年雷暴日数的 2.6％。以干湿季划分：干季，雷暴日为 9.4 天，占年

平均雷暴日数的 17.3％。雨季，雷暴日为 44.8 天，占年平均雷暴日

数的 82.7％，雷暴日数雨季远远多于干季。 

1.2 雷暴日数的年际变化特征 

如图 2 所示，昆明机场逐年雷暴日数以年平均雷暴日数 54.2

天为中心上下波动，年最多雷暴日数为 63 天(2014 年)，最少为 50

天（2013 年）。 

1.3 雷暴的日变化特点、持续时间及伴随天气现象 

1.3.1 雷暴的日变化特点 

昆明长水机场平均每小时出现雷暴 7.13 次。图 2.4.8 是平均雷

暴次数的日变化。 

 
图 3 累年平均雷暴次数的日变化图 

 
图 4 累年各月平均雷暴持续时间的年变化图 

由图 3 可以看出雷暴出现时间的日变化规律，雷暴平均集中出

现在每天的 12-13 时（时间为：utc）。分析全天逐时雷暴出现的平

均次数，按照一般习惯将全天分为六个时段，即：早晨（22-00（含）），

上午（01-04（含）），下午（05-10（含）），傍晚（11-12（含）），

上半夜（13-16（含）），下半夜（17-21（含））。由图 2.4.8 中全年

逐时出现雷暴的平均次数曲线可以看出，昆明机场雷暴的日变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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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雷暴多发生在下午，其后依次为上半夜、傍晚、下半夜、早

晨和上午。 

早晨，雷暴出现 8 次，占总时段次数 6％。上午，雷暴出现 7

次，占总时段次数 5％。下午，雷暴出现 46 次，占总时段次数 34.1

％。傍晚，雷暴出现 24 次，占总时段次数 17.9％。上半夜，雷暴

出现 32 次，占总时段次数 23.7％。下半夜，雷暴出现 18 次，占总

时段次数 13.3％。 

1.3.2 雷暴的持续时间 

图 4 为累年各月平均雷暴持续时间的年变化图，由图可以看出，

累年平均持续时间 0-1（含）h 的雷暴在一年中平均出现次数最多，

而持续时间 12-24（含）h 的雷暴平均出现次数最少，5 年中，昆明

机场没有出现过持续时间大于 24 小时的雷暴。持续时间 0-1（含）

h，雷暴出现 125 次，占总次数 39.3％。持续时间 1-2（含）h，雷

暴出现 107 次，占总次数 33.7％。持续时间 2-4（含）h，雷暴出现

68 次，占总次数 21.4％。持续时间 4-6（含）h，雷暴出现 11 次，

占总次数 3.5％。持续时间 6-12（含）h，雷暴出现 6 次，占总次数

1.9％。持续时间 12-24（含）h，雷暴出现 1 次，占总次数 0.2％。 

从雷暴频发的 6、7、8 月份来看，各雷暴持续时间段出现的雷

暴次数与全年相似。 

2 雷暴出现时主要伴随的天气现象 

雷暴天气下，根据季节不同、形势、系统的强弱程度等，还会

伴随其他相对极端的天气现象，包括雷暴伴大风、雷暴伴冰雹、雷

暴伴雨夹雪、雷暴伴暴雨等天气现象，对航空安全运行产生较大的

影响的同时，也会衍生出其他的影响。其中的雷暴伴雪（俗称雷打

雪天气）属于非常罕见的天气现象，在长水机场 5 年里出现过一次，

在 2013 年 1 月 11 日，其主要配置是切变线冷空气+南支槽+北支槽

的配置，简单从层结配置上来说，从低到高要满足“冷—暖—冷”

的结构。低层的冷是形成降雪的必要条件，中层的暖与高层的冷为

形成雷暴提供了上升运动条件。此层结结构就是雷打雪的经典配置

了。雷暴伴冰雹天气在 5 年中出现过 4 次，2 次在 1 月份、1 次在 4

月份、1 次在 5 月份，主要出现在冬春季，冷暖空气活动频繁，在

冷暖空气交汇剧烈，高层有强干冷空气入侵，容易产生强对流出现

冰雹。 

3 产生雷暴的天气系统 

影响长水机场雷暴活动的系统，干季有南支槽以及切变线、锋

面、短波槽活动有关；雨季的影响系统有南支槽、西太副高、辐合

区、台风、低涡、切变线、锋面、短波槽。其中南支槽、切变线对

本场的对流活动影响最为重大。 

4 结论 

（1）昆明机场雷暴日数具有明显的年变化和日变化，雨季（5

月－10 月）雷暴日数占年平均雷暴日数的 82.7％，远远多于干季,

其中又以 6 月－8 月居多。一天当中，雷暴主要发生在 05－10 时(UTC)

与 12－14 时(UTC)，前者处在地面温度达到最高的时段，后者则是

由于夜间冷空气影响所至。 

（2）昆明机场雷暴持续时间普遍比较短，持续时间 1 小时以

内的雷暴次数为 125 次,占全年雷暴次数的 39.3％。 

（3）南支槽、切变线对本场的对流活动影响最为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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