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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强对流天气主要是大气中对流风暴带来的，天气现象一

般涉及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以及龙卷风等类型，

在强对流天气出现的天气中很容易导致严重的自然灾害，对

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地方经济建设构成严重威胁 [1]。强对

流天气特点和预警服务就显得至关重要。

吉林省位于中纬度区域，地处亚欧大陆东边，即中国温

带的最北端。地理坐标处于 121 38 ～ 131 19 E、40 50 ～ 46

19 N 之间。吉林西北部与蒙古高原距离较近，与海洋相距较

远，气候干燥；东南边与海洋之间距离较近，气候湿润，同

时雨水较多；总体来说，吉林全省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温

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特征，也就是说四季分明，具备十分显著

的四季变化，春季大风出现频率高，空气干燥，夏季温度偏

高，雨水充沛，秋季天气凉爽温和，冬季夜长昼短，特别寒冷。

吉林省汛期强对流天气出现概率较大，具备发生突然、持续

时间较短、覆盖区域小、危害大、预报难度大等特点。吉林

省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时常给当地群

众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因此，本文重点分析吉林省短时暴雨、

冰雹、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特点，并探究强对流天气预警

服务措施，为今后更好地防灾减灾提供指导。

1. 吉林省强对流天气特点
通过吉林省历年来强对流天气观测资料了解到，吉林省

强对流天气通常发生于 4~9 月，主要包括短时暴雨、冰雹、

雷雨大风等类型。尤其是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出现几率特别高。

例如 2020 年夏季吉林省共出现 217 站日冰雹，大范围（≥ 10

县市）冰雹天气共 4 次。冰雹最大直径为 50mm，出现站点

为白城（6 月 20 日）。夏季吉林省共有 80 站日大风天气，

2020 年极大风速最大值达 37.1m/s（13 级），出现站点为农

安（6 月 13 日）。受风雹灾害性天气影响，吉林省汪清、榆

树等 15 县市均有不同程度的受灾，玉米、绿豆、水稻等农作

物受灾，房屋、农业设施损毁。

1.1 短时暴雨

短时暴雨和强对流天气系统活动具有紧密联系，降水强

度变化特别大。从时间分布特点来看，吉林省短时暴雨分布

季节性变化特征比较显著，一般集中在每年的 6~8 月，其中，

7 月出现几率较高，出现频率达 48.5%；8 月份次之，出现频

率为 38.0%；6 月最少，为 13.5%；6~8 月短时暴雨出现频繁

主要是因为夏季风活动造成的，温暖、湿润的偏南气流为短

时暴雨天气的产生带来了十分充足的水汽条件。从空间分布

特点来看，吉林省大多数地区均可能会出现短时暴雨天气，

而出现最为频繁的地区为中西部区域，出现频率较少的为东

南部，这种分布特征主要和吉林省局部地区地理位置、地形、

天气形势等具有紧密联系。

1.2 冰雹

冰雹是吉林省发生比较频繁的气象灾害，一般历时较

短，局地性较强，并时常伴随着大风、暴雨天气。在强对

流天气预报中，当属冰雹的预报最难，冰雹天气具有显著的

季节性以及地域性变化特征 [2]。吉林省冰雹天气大都发生于

4~9 月。每年 6 月冰雹次数出现最多，5 月份次之，4 月份出

现最少。春夏之交为吉林省冰雹天气出现频率最高的时节，

5~6 月冰雹出现频率达 62.08%。从日分布特点来看，吉林省

冰雹天气一天 24 小时均可能会出现冰雹天气，但是大部分发

生于白天（08：00~20：00），白天冰雹出现次数占冰雹总次

数的 92.4%，夜晚冰雹次数仅占冰雹总次数的 7.6%；一天之

中，冰雹天气大部分发生于午后至傍晚的时候（13：00~18：

00），该时间冰雹出现频率为 65.9%，这主要是因为午后温

度高、热力对流不断增强，加上不稳定能量逐渐增多，推动

了冰雹天气的发生发展。从空间分布特点来看，吉林省冰雹

天气出现最多的为中部地区，东部、西部以及南部较少。

1.3 雷雨大风

雷暴大风一般表示出现雷雨天气的同还伴随着瞬时风

速≥ 17m/s 的大风。因为天气形势环流变化和局部地形环境

的作用，吉林省几乎每年均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雷雨大风天

气。据历史资料了解到，吉林省雷雨大风天气通常出现于

4~9 月，大部分集中于 5~8 月，该时间段雷雨大风出现频率

为 84.7%，尤其是 6 月出现雷雨大风天气的频率最多，出现

频率为 27.7%；一天之中，雷雨大风大多数发生于午后 13：

00~19：00。从空间分布特点发现，吉林省雷雨大风天气大都

出现在中部和西南区域，雷雨大风天气出现较少的区域为东

南部。雷雨大风灾害性天气的发生和天气形势、天气系统具

有紧密联系，此类灾害性天气一般由中、小尺度天气系统影

响造成，虽说持续时间比较短，但是风力较大，并且伴随着

闪电，破坏性特别强 [3]。

2. 吉林省强对流天气预警服务工作
2.1 加强天气实况监测，提升预报预警信息的准确率

为了有效做好短时暴雨、冰雹、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预报的预警服务工作，气象预报人员应密切注意天气形势演

变趋势的监测，不断提升强对流天气预报预警信息的准确率。

一旦监测到短时暴雨、冰雹、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及

时发布气象灾害预警信号。

2.2 扩大气象灾害预报信息的接收范围

短时暴雨、冰雹、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突发性比较强，

吉林省强对流天气特点及预警服务探讨

曹满 1   陈庚 2

（1. 吉林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吉林  长春 130000；2. 吉林省扶余市气象局，吉林  长春 131200）

摘  要：强对流天气是吉林省经常出现的灾害性天气，大部分集中在每年的 4—9 月，具备发生突然、持续时间较短、覆盖
区域小、危害大、预报难度大等特点。所以，要认识到吉林省气候的复杂性，积极做好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报预警工
作。本文重点围绕吉林省强对流天气特点及预警服务工作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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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改进自动气象站的防雷装置

对于气象观测场来说，仅仅是借助风杆的作用来预防雷

击还存在着不足，可以考虑通过安装独立的连接闪杆，来加

强自身的防护。接闪杆是为了直接受到雷电，在进行安装时

需要与室外的各种电子设备及仪器之间保持一定的连接距离，

这样就能够把雷电直接吸引到相应的接闪杆，并将其导入到

室内大地，有效的避免了雷击对于各种电子设备造成损坏。

对于工作场地较大的气象观测站，可以考虑安装多根平行等

高的接闪杆，在进行安装时不得采用公用接地体，与风杆垂

直距离必须保持在 3 米以上，如果发生不得不是靠近的情况，

可以在这些风杆与两者之间分别填充一些绝缘材料，这样可

以有效引流雷电，保护观测场里的仪器和设备。此外，在自

动气象站，可以建立联合接地系统，将设备保护地、设备工

作地、设备防雷地，建立一个共用的接地系统和人工地网，

降低地网之间的电位差，有效导出雷电。在接地系统中，还

应铺设一个电缆沟，安置信号线和电源线，并且利用金属护

套对电缆沟进行双重屏蔽，从而达到有效防雷的目标。

3.3 优化设备管理工作，组建专业队伍

除了从技术层面来改进自动气象站防雷保护工作，还应

当从人的角度来优化设备管理工作，通过组建专业队伍，有

效提高自动气象站的防雷质量。要想保证有效安装防雷系统

和设备，必须保证技术人员能力到位。应当定期组织专业技

能培训，开展气象部门之间的业务交流和学习，定期在单位

内部举行经验交流学习会，提高气象工作者的工作技能，丰

富突发事件的应对经验。通过技术人员自身业务能力的提高，

可以帮助全员掌握正确的雷电防护措施，掌握雷电知识，提

高防雷工作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其次，要做好自动气象站的

防雷工作，还要有效拓展防雷业务。比如，及时为自动气象

站增添转专门的防雷设备，配备具有较强专业属性的防雷装

置和监测设备，明确防雷工作部署，规范相关的技术操作流程，

实现自动气象站防雷技术的优化，提升实际工作成效。

4. 结语

综上所述，加强自动气象站内外部防雷，提高气象防雷

技术的准确定位能力、改进自动气象站的防雷装置、优化设

备管理工作，组建专业队伍，能够为自动气象站的防雷工作

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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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于强对流天气预报预警要求的及时性特别高。为了不

断扩大气象灾害预警信息的接收范围，在通过电视、广播、

电视、手机短信、农村预警大喇叭等传统媒介传递灾害性天

气预报预警信号的同时，还可以充分借助于政务网、微信、

微博、快手、抖音、等新媒体来发布灾害性天气预报预警信息，

尽可能提升气象灾害预报预警信息发布的时效性以及覆盖面，

使强对流天气预警信息能够在最短时间内传递大家手中，为

大家采取气象灾害防御措施提供充足的时间。

2.3 其他措施

要进一步健全强对流天气预警服务部门联动机制以及强

对流灾害性天气应急响应机制，不断优化气象灾害预警服务

工作流程，共同进行防灾减灾；此外，还应做好人工防雹指

挥工作，充分发挥吉林省各个地区防雹炮点的作用，尽可能

降低冰雹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

3. 结论
（1）吉林省强对流天气通常发生于 4~9 月，主要包括短

时暴雨、冰雹、雷雨大风等类型。其中，短时暴雨分布季节

性变化特征比较显著，一般集中在每年的 6~8 月；冰雹天气

大都发生于 4~9 月。每年 6 月冰雹次数出现最多，5 月份次之，

4 月份出现最少；白天冰雹出现次数占冰雹总次数的 92.4%；

雷雨大风天气大部分集中于 5~8 月，该时间段雷雨大风出现

频率为 84.7% 。强对流天气虽说持续时间较短，但是通常发

生比较突然，对农业生产危害较大。

（2）针对强对流天气，吉林省各级气象部门均应高度重

视，加强强对流天气预报预警服务工作，平时要密切监测天

气形势，提高强对流灾害性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发布的时效性

和准确性，最大限度地发挥灾害性天气预报预警服务的社会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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