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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木市雷电监测预警服务系统的应用 

郭蕾 

（神木市气象局，陕西 神木 719300） 
 

摘要：雷电监测预警服务系统是为雷电监测预警定位提供有效手段,系统的运行也将为雷电规律研究积累大量的原始数据资料,对此进行相关
分析和研究有利于我们对区域雷电规律的掌握，提高防雷减灾的科技水平。因此，神木市气象局提出建设神木市雷电监测预警服务系统工
程，以有效防御和减轻雷电灾害所造成的危害，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进而保障神木市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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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神木位于陕西省北端，黄河中游，长城沿线，介于北纬 38°13
′—39°27′、东经 109°40′—110°54′之间，受极地大陆冷气
团控制时间长，受海洋热带气团影响时间短，加之深居内陆，地势
较高，下垫面保温、保水性不好，所以大陆性气候显著。神木县为
陕西省第一经济强县、中国第一产煤大县，境内煤矿、能化企业众
多，煤矿企业大部分作业场所在井下，特殊条件的限制使矿井时刻
面临煤尘、水、火、顶板等自然灾害的影响。因独特的地理环境特
征，神木县在榆林市范围内属于闪电密度较大的区域。雷电灾害主
要集中发生在居民社区、学校、电力系统、户外作业等场所或领域，
占雷电灾害比例 90%以上。雷电预警作为国家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
性天气警报的内容之一，提高雷电监测准确性和预警预报服务的水
平，将关系到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行业和人民生活的安全。因此，
做好防雷减灾工作刻不容缓。 
1 神木市雷电监测预警服务系统工程建设的必要性 

①有利于全面获取雷电信息 
工程建成后，可全方位、全天候监测全区雷电活动，获取雷电

实时信息，为雷电预警预报、灾害防御、风险评估和特定区域现场
防雷服务及雷电规律研究提供基本数据。 

②有利于提供雷电灾害防御服务 
灾害防御是减轻自然灾害损失，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

举措，此举符合气象事业发展战略，符合省内经济社会发展对气象
工作的需求，符合人民群众的安全愿望。本项目为神木地区提供直
接有效的雷电灾害防御服务，为防雷设施建设、旅游产业和工农业
生产活动提供准确的雷电数据、雷电预警，使神木地区雷电防护水
平有实质性的提高。同时，项目建设将为次生气象灾害防御提供服
务。雷暴通常伴随暴风雨出现，在预报雷电灾害的同时，也可以为
预防洪涝、泥石流、冰雹等次生气象灾害提供技术支撑。另外，本
项目建成后也可以为政府提供决策服务，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为
神木地区和中小学提供公益服务，  

③有利于为雷电灾害应急管理提供科学数据 
发生重大雷电灾害时，本项目可以提供雷电天气实况、发展趋

势，为雷电灾害应急处置提供科学应对建议，为雷电灾害的勘察、
检测、鉴定提供科学数据。 

④有利于提高雷电预警预报准确性和时效性 
能准确监测雷暴活动和演变，提高雷电预警预报准确率，提前

10~30 分钟发出雷电预警信息，提醒公众采取雷电避险措施，避免
和减少雷电灾害事故发生。 

⑤有利于提高神木市雷电防御现代化水平 
依托雷电监测预警网络的建立，健全雷电灾害防御体系，积极

开展特色防雷服务，快步提高防雷公共服务水平，并推动神木市雷
电监测能力、预警预报能力和雷电灾害防御能力将达到全国先进水
平。 

⑥建设有利于实现全国雷电信息共享 
神木市雷电监测和预警业务平台的建立，通过对闪电特征与天

气过程关系的深入研究，发展可用于业务的诊断和预报技术，实现
全国雷电信息共享，使得用户可以很方便地索取闪电资料及其预报
产品，为我国雷电监测和雷电预警预报提供业务服务是十分必要
的，这不仅对雷暴和雷电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而且对雷电和
灾害性天气过程的短时预报业务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特别是
对雷电防护技术服务业务的技术支撑具有更重要的实际意义。 
2 神木市雷电监测预警服务系统工程建设内容 

雷电监测预警系统是一套基于地面电场仪和闪电定位网的雷

电监测和预警系统。神木市雷电监测预警服务系统工程主要依据
《全国雷电监测系统发展规划》和《雷电探测网建设指南》，根据
仪器设备的探测距离、满足探测效率和精度、覆盖全区的原则进行
确定的。包括雷电监测预警服务系统的硬件设施建设及开发相应的
配套软件。整体建设内容有：大气电场仪 20 套、闪电定位仪 2 套、
市级雷电监测数据应用中心 1 个，开发大气电场及雷电预警相关数
据处理软件 1 套、雷电预警信息发布平台 1 套（APP 等）。 
3 雷电监测预警预报系统的应用 
3.1 雷电定位系统的应用 

闪电定位仪的主要原理是在出现闪电的过程中，会有强大的电
流、电压和电磁辐射等连续性强且影响范围广的电磁辐射产生。利
用闪电回击辐射的声、光、电磁特性和遥测放电参数，之后选择合
适的监测定位法，如定向法、时差法、光学法和干涉法等，对雷电
进行监测。以定向法为例，主要是在原双阴极示波器定位仪的基础
上，研制出的磁方向闪电定位系统，具有较高的自动化水平，通过
宽波段 VLF 信号可对闪电辐射进行接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因窄
信号引起的偏振误差和电离层反射造成的影响，该法还能有效减少
测角方面的误差；干涉法则是在相位差的基础上对辐射位置进行确
定，由于是直线传播，辐射波形、幅度、地面传导率对其的影响相
对较小，但是却有极高的定位准确率。在雷电监测预警系统中引入
雷电定位系统，可实时监控雷电灾害重点区域状况，而通过雷电综
合数据，则能有效预测重点区域出现雷电天气的可能性，最终结合
雷电信息开展雷电预警；而结合预警信息，通过远程控制相关单位
内的重要设备防雷装置，将雷电电涌侵入通道切断。在解除预警信
号后，这些设备就能自动恢复运行，使得雷电灾害造成的财产损失
和人员伤亡降到最低。 
3.2 雷电短时临近预警系统 

对于雷电短时临近预警系统来说，在雷电出现前的较短时间
内，对雷电信息进行探测并第一时间发出预警信息，有效降低了雷
击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短时临近预警系统中主要选用了闪
电监测定位系统和地面电场仪系统。其中不同区域的闪电定位网数
据处理中心会将闪电定位数据分批发出，而结合雷达资料和闪电定
位资料，将有用的闪电次数、液态水含量、回波顶高等筛选出来，
并将其看做是雷电预警因子，之后确立为阀值系列。如果直接选用
配料法，可将闪电定位信息、0.5°仰角反射率、风暴追踪信息等进
行结合，之后得出时空分辨率为 500×500，时效性为 1h 的雷电预
警信息。雷电短期临近预报和预警服务工作的开展为雷电监测预警
提供了科学有效的预测技术支持。 
结语： 

神木市雷电监测预警服务工程建成后，将形成较为完善的雷电
监测预警服务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人员密集区域、重要公共场所、
危化企业和重点乡镇的实时监控。通过建立雷电信息处理中心，实
现对雷电的长期监测定位、分析评估。为当地能源化工重点单位及
社会公众提供精准的雷电预警服务，并为雷电灾害防御、防雷设施
建设提供有力技术保障。进而提升全市雷电灾害及其次生灾害的预
报和预警能力，减少雷电灾害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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