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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９—２００８年田阳雷暴气候统计特征

欧阳兆云　周冬梅　欧阳小娟　王春娟
（田阳县气象局，广西 田阳 ５３３６００）

　　摘　要：根据田阳１９５９—２００８年雷暴资料回归统计，采用气候倾向率和气候趋势系数进行雷暴特征分析。结果表明：近
５０ａ田阳年雷暴日呈增加趋势，初雷日明显提前，终雷日稍有后延。逐月平均雷暴分布与月平均气温、月降水量呈同相单峰形，
８月雷暴出现高峰值，９月雷暴呈锐减。雷暴日夏季多于春季，秋冬季少于春季，汛期４—９月雷暴日占９０％。雷暴时段分布，以
１４—２０时出现频率为最高，２０—０８时出现频率次之，０８—１４时出现频率最低。研究结果可为国民经济建设和防雷工程设计、雷
击风险评估及雷电灾害防御与管理工作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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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高层建筑和现代化信息

设备不断增多，使雷电造成的危害不断增加。根据

广西雷电公报，２００９年全区雷电灾害发生统计上报
１１３起，其中人员伤亡１３起，伤亡１７人，雷击引发火
灾２起。雷击建（构）筑物受损占２０％，办公电子电
器设备受损占 ５５％，家用电子电器设备受损占
２５％［１］。雷电灾害已成为本区严重自然灾害之一。

近年来有关雷暴气候变化研究较多［２－７］，分析方法侧

重点各不相同，但对分析雷暴随时间的气候变化趋

势，均以建立单元线性回归方程为重点，取线性方程

斜率的１０倍值，代表雷暴１０ａ气候平均倾斜变化率
即气候倾向率，对气候倾向率变化是否显著，采用数

理统计相关系数给予置信度检验。刘任翔等［５］采用

突变（ＭＫ）和子波（ＷＴ）方法，对广东佛山市三水区
雷暴突变的检验和雷暴振荡周期分析很有意义。本

文根据参考文献［２－９］的思路，利用１９５９—２００８年
田阳雷暴观测气象资料进行回归统计分析，以揭示

当地雷暴变化气候特征，为当地国民经济发展和防

雷工程设计，雷击风险评估及雷电灾害防御与管理

工作提供参考。

２　资料与方法

田阳县气象站地理位置为１０６°５５′Ｅ，２３°４４′Ｎ，
海拔高度为１１００ｍ，属于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区。田阳站为每日３次观测站。建站之初，观测场
近距离迁址一次外，至今观测场环境保护较好，所观

测记载气象资料具有代表性、一致性和连续性，符合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的要求。雷暴资料来自历年地

面气象观测月报表，年份段为１９５９—２００８年。

采用气候倾向率，气候趋势系数［２－９］等方法，统

计分析年雷暴日数变化，雷暴季、月、日分布，雷暴初

日、终日变化的气候特征。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雷暴年际（代）气候特征
田阳逐年雷暴日数变化趋势如图１，近５０ａ年平

图１　１９５９—２００８年田阳雷暴日年际变化曲线

均出现雷暴日数为６１ｄ，最多年（１９９７年）出现９０ｄ，
最少年（１９６９年 和１９８９年）出现４１ｄ，年雷暴日数
相差一倍多。年雷暴日数在 ５０ａ平均值线上有
２６ａ，低于平均值２４ａ，１９６３—１９７９年曲线在历史上
低值区间振荡，１９８０—１９９７年曲线相对峰（谷）值、峰
（谷）数比历史上呈明显升高、偏多趋势，曲线峰、谷

值相差４９ｄ。计算５０ａ雷暴日数随时间变化趋势的
线性方程为ｙ＝５７９＋０１０９９ｔ（ｔ为年份时间序列，
即１９５９年ｔ＝１，２，…，２００８年，ｔ＝５０），气候趋势系数
为０１２７４，通过００７５显著性检验。线性方程斜率为
０１０９９，气候倾向率为１０９９ｄ／１０ａ，雷暴线性平均
每１０ａ增加１１ｄ。统计近５０ａ雷暴日、极值和逐年
代平均值如表１，从年代雷暴变化可见，２０世纪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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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年代低于５０ａ平均值，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２１世纪
初年代持平或高于平均值线上，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达最

表１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至２００９年田阳雷暴日年变化 ｄ

极大

值

极小

值

平均

值

２０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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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７０
年代

８０
年代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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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
２００９年

９０ ４１ ６１ ５６ ５４ ６４ ６７ ６１

高值。近５０ａ田阳年雷暴日数趋增是否受气候变暖
影响所致，还是气候本身自变化规律的结果，有待进一

步研究。

３２　雷暴季和月气候特征
田阳各月均有雷暴天气发生，近５０ａ共记载雷

暴日为３０３７ｄ，其中以秋冬季（９月至翌年２月）为最
少，近５０ａ共出现雷暴日为４７５ｄ，占１４８％。其中
１２月至翌年１月共出现雷暴日为１２ｄ，占０４％，均
出现在 １９９１—１９９８年。春季（３—５月）雷暴占
２３７％，夏季（６—８月）雷暴集中出现，占年总量的
６０８％。前汛期 ４—６月雷暴日共出现１１３９ｄ，占
３７６％，后汛期 ７—９月共出现 １６１２次，占 ５３２％，
全汛期雷暴日占 ９０８％。近 ５０ａ田阳逐月平均雷
暴、平均气温、平均降水量变化如图２，可见逐月月平

图２　１９５９—２００８年田阳逐月雷暴日与温度及降水量变化曲线

均雷暴日与温度、降水量呈同相单峰形，显现出雷、

雨、热同季的关联性。春季３月后，随着气温逐月升
高和降水量的增多，月雷暴日数也在上升。１—８月
雷暴日逐月趋于近直线倾斜上升，雷暴日峰值出现

于８月（１３６ｄ）。末汛期９月雷暴、降水量急剧锐
减，１０月剧减次之，同时月平均气温较为缓和下降。
３３　雷暴日分布

田阳站为夜间不守班的３次观测站，夜间２０时
至次日０８时，出现的雷暴只作有之记录。分别统计
２０—０８、０８—１４时和 １４—２０时 ３个时段出现的雷
暴，若某次雷暴过程出现跨上分时段，则分别于各时

段均统计雷暴一次表示雷暴日分布。５０ａ共计出现
雷暴４３８５次，其中２０—０８时出现１４２６次，出现频率
占 ３２５％，０８—１４时出现 １００８次，出现频率占
２３０％，１４—２０时出现１９５１次，出现频率占４４５％，

见图３。可见雷暴日分布为午后至傍晚、夜间出现

图３　１９５９—２００８年田阳雷暴日时段分布

多、早晨至正午前出现少。以上统计分析表明，田阳

站雷暴发生具有明显的季节性、集中性和频繁性，这

是由于季、月、日受不同天气系统影响所造成。前汛

期，主要受冷空气南下影响，锋面过境前后，高空槽，

切变线冷暖气团交界处，大气存在强烈辐合上升对

流区，多引发系统性、持续时间长、强度剧烈的雷雨

天气。前汛期系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多发季节。

后汛期，本地主要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控制，副热

带高压边缘偏南气流、高温高湿的空气使大气不稳

定能量增加。当副热带高压脊扰动时，局部对流天

气明显，午后易造成连续性、单体性的雷阵雨天气。

同时，后汛期受热带风暴、台风外围环流影响，高空

东风波向西波动，西南低涡持续和发展等天气系统

的影响，也会造成本区系统大范围、连续性强雷雨天

气过程。灾害性的大雨暴雨、雷击灾害事故每年多发

于夏季。进入秋冬季节后，分别受西北气流和大陆冷

高压控制，大气层层结构稳定，雷雨天气则少之。

３４　雷暴初日气候特征
每年第１次雷暴出现日期，即称为初雷日。以１

月１日为初雷日期（ｙ）转换成数值的始日，其时间序
列１月１日为ｙ＝１…，２月１日为 ｙ＝３２…，如２００８
年初雷日期为３月１８日，转换成时间数值则为 ｙ＝
７７，依此类推。统计本站５０ａ初雷出现平均日期为３
月２日，最早初雷为１月４日（１９９２年），最晚初雷４

图４　田阳雷暴初终日年代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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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１５日（１９８４年），初雷日早晚相差１０１ｄ。逐年代
平均初雷日变化如图４，可见２０世纪６０—９０年代平
均初雷日近直线下降（趋前），９０年代平均初雷期最
早（２月１１日），比６０年代平均初雷（３月１８日）提
前３５ｄ出现，比５０ａ平均日期趋前１９ｄ。２１世纪初
年代，平均初雷期反弹延迟出现于３月９日，比历年
平均日期推后７ｄ。计算５０ａ雷暴初日随时间变化
的线性方程 ｙ＝６７４７－０２６０５ｔ（ｔ为年份时间序
列），气候趋势系数 －０１４６５，通过００７５显著性检
验，线性回归方程斜率 －０２６０５，气候倾向率为 －
２６０５ｄ／１０ａ，５０ａ初雷日期趋前移１３ｄ。
３５　雷暴终日气候特征

以每年最后一天出现雷暴的翌日为终雷期，以８
月１日为终雷期（ｙ）转换成数值时间的始日 ｙ＝１，
…，９月１日为 ｙ＝３２…，其转换方法如同初雷日计
算。计算 １９５９—２００８年终雷日气候倾向率为
０５８６ｄ／１０ａ，气候趋势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５０ａ雷暴终日气候推迟３ｄ。近５０ａ田阳平均终雷
日为 １０月 ２０日，最早终雷日为 ８月 １０日（２００１
年），最晚终雷日为１２月２１日（１９９７年），终雷期早
晚相差１３３ｄ。可见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平均终雷日最
晚，出现在１１月２日；６０年代和８０年代至２１世纪
初平均终雷日出现在１０月１７—２１日。

４　结论

（１）１９５９—２００８年田阳年平均雷暴日为６１ｄ，最
多年份为９０ｄ，最少年份为４１ｄ。近５０ａ雷暴日数
线性趋增５５ｄ。各月均有雷暴出现。值得指出的
是，１２月至翌年１月共出现雷暴年份为１２ａ，均出现
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和２１世纪初期。夏季雷暴日集中
出现，占年总量的６０８％，汛期雷暴日占年雷暴日总

数的９０８％。雷暴活动日午后１４—２０时出现频率
为最高（４４５％），夜间 ２０—０８时出现频率次之
（３２５％），０８—１４时出现最低（２３０％）。５０ａ月平均雷
暴日数与月平均气温、雨量分布呈同相单峰形，表现为

雷、雨、热的同季性。

（２）近５０ａ平均雷暴初日于３月２日出现，最早
初日为１月４日，最晚初日为４月１５日，早晚相差
１０１ｄ。５０ａ雷暴初日线性趋前 １３ｄ，气候倾向率
－２６０５ｄ／１０ａ，雷暴初日提前显著。
（３）近５０ａ平均雷暴终日为１０月２０日，最早终

雷日为８月１０日，最晚终雷日为１２月２１日，早晚雷
暴日 相 差 １３３ ｄ；终 雷 日 期 气 候 倾 向 率 为
０５８６ｄ／１０ａ，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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