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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浙江省气象局提出。 

本标准由浙江省气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浙江省气象安全技术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卫斌、张祎、王康挺、顾媛、崔雪东、邢天放、郑文佳、李剑、史海锋、刘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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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开展区域雷电灾害风险评估的评估对象和资料、评估流程、评估技术方法、评估报告

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园区、开发区、产业集聚区、特色小镇以及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确定的其他区域的区域雷电灾害风险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区域雷电灾害风险评估 risk assessment of regional lightning disaster  

在对指定区域雷电活动规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根据雷电致灾机理，分析雷电对区域内评估对象的

影响和危害，为项目选址和功能分区布局、防雷类别（等级）与防护措施确定提出针对性意见的过程。 

3.2  

雷暴日  thunderstorm day 

一天中听到一次及以上的雷声即为一个雷暴日，单位为天。 

3.3  

落雷日  cloud-to-ground lightning day 

一天中闪电定位仪监测到一次及以上的云对地闪电即为一个落雷日，单位为天。 

4 评估对象和资料 

4.1 评估对象 

以区域建设范围内根据规划要求拟建项目为评估对象。应对区域内所有规划用地类型拟建项目分别

做相应分析。 

4.2 评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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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单位宜收集以下（但不仅限于）资料： 

——评估对象的控制性规划； 

——评估对象所在地地理、地质、地貌、气候、土壤等资料； 

——评估对象所在地雷暴观测、闪电定位系统数据等气象资料； 

——相关雷电灾害资料。 

5 评估流程 

区域雷电灾害评估流程见图1。 

 

图1 区域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流程图 

6 评估技术方法 

6.1 区域雷电活动时空分布特征分析 

6.1.1 应依据闪电定位系统数据资料，统计分析评估区域的地闪年际变化、月际变化、日变化规律及

地闪的强度、密度、陡度等分布情况，统计分析方法及图表样式见附录 A。 

6.1.2 用于统计分析的闪电定位系统数据应满足以下要求： 

——选用的地闪资料应剔除定位方式为二站振幅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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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时间序列不宜少于 10 年，且最新数据应在近 5 年内。若某年 4 月～10 月期间系统连续缺

测 30天以上时，则不应使用该年数据； 

——数据选取的地域范围为评估区域及向外扩展一定宽度的区域，扩展宽度不宜小于所选地域范围

内的闪电定位精度，当无法确定该定位精度时，扩展宽度可取 1 km～2 km。地域范围宜介于 75 

km
2
～300 km

2
之间。评估区域可为一个或若干个子区域。 

6.2 区域雷暴日估算 

6.2.1 区域雷暴日应基于评估区域的闪电定位数据，结合最近气象台（站）的闪电定位数据及人工观

测的雷暴日数据的关系综合考虑确定。 

6.2.2 依据闪电定位系统及人工观测雷暴日资料，确定距评估区域中心最近的气象台（站）人工观测

雷暴日的有效观测距离，方法见附录 B。 

6.2.3 若以最近气象台（站）为中心，以有效观测距离为半径的区域可涵盖整个评估区域，则以该气

象台（站）年平均观测雷暴日数作为评估区域年平均雷暴日数。 

6.2.4 若以最近气象台（站）为中心，以有效观测距离为半径的区域不足以涵盖整个评估区域，则按

照公式（1）计算评估区域年平均雷暴日数： 

 2

1

1
2 d

d

d
d T

T

T
T 


  ...................................... (1) 

式中： 

Td2——待确定的评估区域年平均雷暴日数，单位为天每年（d/a）； 

Td1——最近气象台（站）年平均观测雷暴日数，数据观测时间为近 30年，单位为天每年（d/a）； 

T’d1——以 6.2.2中确定的有效观测距离为半径范围内的气象台（站）年平均落雷日数，单位为天

每年（d/a）； 

T’d2——以6.2.2中确定的有效观测距离为半径范围内的评估区域年平均落雷日数，单位为天每年

（d/a）。 

6.3 雷电易发等级划分 

6.3.1 将评估区域划分为 1km×1km的网格，统计各网格内地闪密度、年平均落雷日数。 

6.3.2 按表 1将网格地闪密度划分为 4个等级，并确定各等级对应百分位数。 

表 1  地闪密度分级标准  

地闪密度 Ng区间 

次/（km
2
·a） 

Ng≤2.5 2.5＜Ng≤4.0 4.0＜Ng≤9.0 Ng＞9.0 

地闪密度等级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6.3.3 将所有网格年平均落雷日数进行排序(若年平均落雷日数相同，则根据对应网格地闪密度大小调

整年平均落雷日数顺序),再按照地闪密度分级确定的百分位数进行年平均落雷日等级划分，分为 4级。 

6.3.4 雷电易发等级指数按照公式（2）进行计算。 

………………………………………………（2） 

式中： 

L——单位网格雷电易发等级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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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单位网格地闪密度等级指数，按照 6.3.2 等级划分，从低至高赋值为 1、2、3、4； 

Ld——单位网格落雷日数等级指数，按照 6.3.3 等级划分，从低至高赋值为 1、2、3、4。 

6.3.5 依据 6.3.4计算的雷电易发等级指数，雷电易发区等级划分为四级： 

a) 极强易发区：雷电易发等级指数为 3.5及 4.0； 

b) 强易发区：雷电易发等级指数为 2.5及 3.0； 

c) 中易发区：雷电易发等级指数为 1.5及 2.0； 

d) 一般易发区：雷电易发等级指数为 1.0。 

6.4 防护标准分析 

6.4.1 应根据规划用地类型和拟建项目，收集相关标准规范。 

6.4.2 应在了解各拟建项目的项目属性、建筑特性、电气电子系统等因素的基础上，对可选标准进行

适用性分析，评估标准规定的措施是否满足拟建项目雷电防护需求。 

6.4.3 若规划拟建项目存在没有对应雷电防护标准的内容时，则应根据雷电物理理论和相应雷电灾害

案例进行专项分析，结合评估区域雷电易发等级，给出相应的防护措施建议。 

7 评估报告要求 

区域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报告要求见附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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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特征分析方法及图表样式 

A.1 地闪年际变化 

统计逐年地闪密度及历年地闪密度的算术平均值，并以表格形式列出，表格样式见表A.1。 

表A.1 项目区块范围地闪密度统计 

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地闪密度 

次/（km
2
·a） 

2.896 2.472 8.41 8.402 5.572 8.197 2.079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平均值 

地闪密度 

次/（km
2
·a） 

0.511 0.208 2.503 1.713 2.083 0.578 3.51 

A.2 地闪月际变化 

分别统计正、负地闪的逐月频次，绘制地闪月际分布图，宜采用柱状图形式，应以不同颜色区分正

地闪和负地闪。画图样式见图A.1。 

 

图A.1 地闪月分布 

A.3 地闪日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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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统计正、负地闪的逐小时频次，绘制地闪时段分布图，宜采用柱状图形式，应以不同颜色区分

正地闪和负地闪。画图样式见图A.2。 

 

图A.2 地闪时段分布 

A.4 地闪强度特征 

统计地闪总数，以及正、负地闪雷电流幅值绝对值的最大值和算数平均值。将地闪的雷电流幅值绝

对值由小到大进行排序，统计第90、95和99百分位的雷电流幅值绝对值。以上内容均以表格形式列出，

表格样式见表A.2。 

表A.2 项目区块范围地闪强度特征 

地闪 

总数 

最大正闪强度

（kA） 

最大负闪强度

（kA） 
90%（kA） 95%（kA） 99%（kA） 

平均正闪强度

（kA） 

平均负闪强度

（kA） 

11610 255.6 397.1 ≤60.3 ≤73.9 ≤116 53.68 37.79 

按照公式A.1统计地闪强度的概率密度分布，绘制地闪强度分布柱状图及累积概率分布曲线图，画

图样式见图A.3。 

  ..................... (A.1) 

式中： 

F——地闪频次，单位为次； 

i——地闪强度，单位为千安（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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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3 地闪强度分布 

A.5 地闪陡度特征 

按照公式A.2统计地闪陡度的概率密度分布，绘制地闪陡度分布柱状图及累积概率分布曲线图，画

图样式参见样图A.4。 

  ..................... (A.2) 

式中： 

F——地闪频次，单位为次； 

S——地闪陡度，单位为千安每微秒（kA/μs）。 

 

图A.4 地闪陡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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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地闪空间分布特征 

基于地闪资料的空间位置信息（经纬度），绘制评估区域范围内地闪空间分布图。宜以清晰卫星影

像图像作为底图，标注评估区域几何中心点位置并将其置于图片中心。宜以圆或多边形标明评估范围边

界，并用红色十字标注地闪落点。画图样式见图A.5。 

 

图A.5 地闪空间分布 

A.7 分析软件选用 

区域雷电活动时空分析可选用Microsoft Excel、Microsoft Access、Arc GIS或其他成熟可靠的统计绘图

工具及数据处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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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雷暴日有效观测距离估算 

B.1 数据选取 

选择2007 年～2013 年气象台站逐年人工观测雷暴日数和闪电定位系统地闪监测数据。 

B.2 计算步骤 

雷暴日有效观测距离计算步骤为： 

a） 以气象台站为中心，5 km～30 km为半径，基于地闪监测数据统计逐公里半径区域内年落雷日数； 

b） 分别计算逐公里半径区域地闪监测年平均落雷日数与人工观测年平均雷暴日数均方根误差； 

c） 人工观测雷暴日数与地闪监测年平均落雷日数均方根误差最小值所对应的公里数为有效观测

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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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评估报告要求   

C.1 引言 

应包括区域雷电灾害风险评估的评估背景、任务来源、总体要求和工作目标等。 

C.2 雷电形成机制 

宜包括雷暴云起电机制和地闪形成机理等。 

C.3 雷电危害 

应包括雷电致灾机理、雷电致灾种类、雷电灾害统计和典型历史雷电灾害事例等。 

C.4 区域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概述 

应包括评估目的、评估方法、评估流程、评估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区域有关技术和

工作文件；现行有效的雷电灾害防御相关标准、规范；相关雷电物理理论）。 

C.5 区域规划和建设项目概况 

应包括规划方案涉及到的区域规划范围、规划建设用地布局、规划土地利用类型、区域高度控制原

则、规划产业布局、防灾规划等相关内容，引用的规划文件应最新有效。 

C.6 数据采集与分析 

应包括区域气候特征分析、区域地理地貌特征分析、周边历史雷灾数据分析等。 

C.7 项目可能遭受的雷击 

宜包括区域建设项目可能存在的导致经济损失、人员伤亡的雷击类型。 

C.8 区域雷电灾害风险评估 

应包括区域雷电环境分析、雷暴日估算、雷电易发等级划分和防护标准分析等。 

C.9 评估结论 

应包括评估区域的年平均雷击大地密度、年平均雷暴日数、雷电易发等级、防护标准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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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 雷电防护设计指导意见 

应包括接闪器、引下线、接地装置、防闪电电涌侵入、防雷电电磁脉冲等防护措施的设计指导意见。 

C.11 施工过程中防雷安全指导意见 

应包括区域建设过程中人员安全保护措施、设备安全保护措施和防雷安全管理制度等指导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