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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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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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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湖南省气象局提出。 

本文件由湖南省气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湖南省气象灾害防御技术中心、厦门大恒科技有限公司、长沙市气象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邓战满、唐瑶、万协成、刘凤姣、李博琛、谢露、赵景昭、王久熹、吕庆永、

黄浩、程小芳、王道平、刘艳清、张婷、谢刚、曾庆云、邱庆栋、陈佳赓、丰媛媛、汤光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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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气电场的雷电预报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基于大气电场的雷电预报技术，包括大气电场数据要求、雷电预报等级、雷电预报判

别标准和预报检验。 

本文件适用于基于大气电场的雷电预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

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QX/T 594—2020 地面大气电场观测规范 

QX/T 262—2015 雷电临近预警技术指南 

QX/T 204—2013 临近天气预报检验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地面大气电场 ground atmospheric electric field 

大气中带电物质相互作用在地面产生的合成电场。 

[QX/T 594—2020，定义 3.2] 

3.2  

大气电场值（E） atmospheric electric field intensity value 

地面大气电场的场值。 

3.3  

大气电场变化率（Er） rate of change of atmospheric electric field 

自然界中大气电场值随时间、地点、天气状况、以及离地面高度的不同都有变化，一定时间间隔（每

秒钟至少 1个监测数据）大气电场值的数值差。 

3.4  

大气电场浮动基准值（Ef） floating reference value of atmospheric electric field 

某连续时间段内大气电场变化幅度小于一定范围的浮动均值。 

注：晴天状况下，连续时间至少为 2小时；变化幅度可根据当地情况确定。 

3.5  

大气电场变化持续时间(Ed) duration of atmospheric electric field change 

大气电场变化率超过某个设定值所持续的时间。通常取持续时间为 1分钟、3分钟、5分钟。 

3.6  

大气电场变化有效点数（Ep） effective points of atmospheric electric field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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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时间内，大气电场变化率与大气电场浮动基准值的差值超过设定值的个数。 

3.7  

雷电活动 lightning activity 

发生在大气中、具有时空相关性的一系列放电现象。 

[QX/T 262—2015，定义 2.1] 

3.8  

空报 false alarm 

预报了某地某时段某种天气现象而实际没有出现。 

[QX/T 204—2013，定义 2.5] 

3.9  

漏报 missed alarm 

没有预报某地某时段某种天气现象而实际却出现了。 

[QX/T 204—2013，定义 2.6] 

 

4 大气电场数据要求 

用于雷电预报的大气电场数据需符合地面大气电场观测规范，且满足以下条件： 

1） 大气电场监测范围应包括雷电预报对象所在区域。 

2） 大气电场数据采集设备能持续获取实时数据，且在雷电活动开始前已经正常运行至少 1天。 

3） 大气电场数据采集时间分辨率不低于 1次/秒。 

 

5 雷电预报等级 

 

根据雷电发生的可能性，将雷电预报分为三级，见表 1。 

表 1 雷电预报等级 

等级 划分指标 

一级 将有雷电活动发生，可能有雷电 

二级 雷电发生的可能性较大 

三级 即将发生雷电 

 

6 雷电预报判别标准 

 

根据获取大气电场的数据，选择大气电场值或者大气电场变化率进行雷电预报。 

6.1 大气电场值进行雷电预报 

实时获取连续大气电场值（E），并按如下规则进行判别： 

1） 当 3≤E＜5 kV/m时，发布一级雷电预报。 

当 5≤E＜7 kV/m时，发布或升级至二级雷电预报。 

当 E≥7 kV/m时，发布或升级至三级雷电预报。 

2） 当大气电场值 E降到低于 3 kV/m，并持续 15分钟时，解除雷电预报。 

3 kV/m、5 kV/m、7 kV/m为指导值，结合雷电实况对各等级进行±1 kV/m的量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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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大气电场变化率进行雷电预报 

实时获取大气电场监测资料，并按以下规则进行判别： 

1） 计算大气电场浮动基准值（Ef）。 

2） 大气电场监测数据与大气电场浮动基准值（Ef）进行比较，当|E-Ef|＞Er 时（大气电场变化

率 Er取值范围为 0.01≤Er＜0.08 kV/m∙s），则开始计算大气电场变化持续时间（Ed），并累计

大气电场变化有效点数（Ep）。 

3） 对大气电场变化持续时间（Ed）和大气电场变化有效点数（Ep）进行预报判别： 

当 0＜Ed≤1min，且 1≤Ep＜5个时，发布一级预报； 

当 0＜Ed≤3min，且 5≤Ep＜9个，升级为二级预报，或发布二级预报； 

当 0＜Ed≤5min，且 Ep≥9个，升级为三级预报，或发布三级预报； 

各级预报有效时间建议为自发布或升级时间起向后延续 15分钟。 

4） 发布预报后，继续获取 Ep。 

当 Ep满足当前预报条件时，预报有效时间从满足条件时刻向后延续 15分钟； 

否则降级或取消预报，并恢复 Ef计算。 

大气电场变化率进行雷电预报判别流程如图 1。 

 

图 1 大气电场变化率雷电预报流程图 

大气电场值和大气电场变化率进行雷电预报的具体参数如表 2。 

表 2 雷电预报判别标准 

预报级别 大气电场值判别参数 大气电场变化率判别参数 

一级 3≤E＜5kV/m 0＜Ed≤1min and 1≤Ep＜5个 

二级 5≤E＜7kV/m 0＜Ed≤3min and 5≤Ep＜9个 

三级 E≥7kV/m 0＜Ed≤5min and Ep≥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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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预报检验 

 

表 3为雷电预报与雷电发生情况对应表。 

表 3 预报与雷电实况对应表 

 有雷电发生 无雷电发生 

有雷电预报 命中 空报 

无雷电预报 漏报 正确 

以雷电预报对象所在区域为范围，以月、季或年为时长，将发生的实况雷电按雷电预报时间进行时

间段划分，统计选取时长内各时间段雷电的有、无次数，按式（1）计算预报命中率。 

100%
( + )

 
命中次数

命中率
命中次数 漏报次数

…………………………………（1） 

未达到预期预报命中率时，通过改变预报判别参数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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