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团体标准《雷电监测与临近预警服务用语》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中国服务协会提出并归口。依据（中气协发〔2018〕35 号）中国气象服务协

会关于 2018 年第三批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立项的下达通知，根据《中国气象服务协会团体

标准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经协会标准化委员会评审，同意《雷电监测与临近预警等级划

分》项目列入中国气象服务协会 2018 年第三批团体标准制修订，本项目由中国气象局公共

气象服务中心组织制修订。 

依据中国气象局《风云四号科研试验星专业气象服务应用示范系统实施方案》的要求，

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前期开展了闪电实况分析技术研发、闪电短时临近预报技术研发等工作，

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性技术问题，同时建立了全国闪电临近预报服务产品加工系统，并实现了

在青岛、营口等地级市气象部门的业务落地应用，为进一步提高面向公众的雷电监测与临近

预报服务质量，解决气象预警信息传播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 

目前，国内还未建立雷电监测与临近预警服务用语的相关标准体系，缺少完整、系统、

全面的服务用语使用规则和依据，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传播发布气象预警信息的效果。为了加

强面向决策用户和社会公众的雷电监测与临近预报服务，提高雷电预警信息发布的有效性，

提出雷电监测预警等级划分和服务用语的需求。 

2.协作单位 

本标准由中国气象局公共服务中心、青岛市气象灾害防御技术中心(青岛市气象防雷中

心)和安徽省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共同起草。 

3.主要工作过程 

2017年 10-12月，完成闪电成像仪资料处理与闪电实况分析，建立基于天气雷达图像

的闪电传播移动方向和速度外推技术； 

2018年 1-6月，建立闪电密度图时空外推模型，完成闪电外推预报检验系统； 

2018年 7月，以北京电网输电线路为例，将上述闪电实况分析和短临预报技术进行落

地应用，对电网雷击灾害进行实时监测和短临预报。 

2018年 11月，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对中国雷电等服务产品进行检验和评估，

提出雷电监测预警等级划分和服务用语的需求。该工作由服务产品室承担，分别从历史闪电



定位数据加工整理，雷电预警标准划分方法等方面开展工作，形成初步结论。 

2018年 12月，在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内部征求专家意见，将雷电预警等级的

范围限定在 2小时（含）以内。 

2018年 12月，向中国气象服务协会提出申请，请求成为团体标准。 

4.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姓名 工作单位 主要工作 

张国平 公共气象服务中心 方案设计 

王曙东 公共气象服务中心 总体策划、统筹 

宋琳 青岛市气象灾害防御技术中心 标准具体编写 

姚叶青 安徽省气象服务中心 标准应用设计 

孟繁辉 青岛市气象灾害防御技术中心 标准修改 

庞华基 青岛市气象灾害防御技术中心 标准修改 

薛冰 公共气象服务中心 标准修改 

章芳 公共气象服务中心 标准修改 

王阔音 公共气象服务中心 标准测试和试用程序编写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1编制原则 

本标准根据雷电临近预警业务的需求，通过分析闪电定位资料，参考了《雷电临近预警

技术指南》(QX/T 262-2015)、《闪电监测定位系统》(QX/T 79-2007) 、中国气象局第16

号令《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与传播办法》等。 

本团体标准规定了 120 min内的雷电监测预警等级和服务用语标准，本标准的建立是从

标准确定的闪电定位监测数据入手，分析各级别闪电可能产生的雷电的危险等级，并进一步

给出雷电防御的指导措施。本标准制定遵循科学性和实用性的原则，以支撑“雷电监测预警

等级”划分，内容设计以完整性、针对性、逻辑性、合理性且符合需求等为目标，具有一定

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同时，本标准制定遵循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原则，最终达到“雷电监测预

警等级”科学划分的目的，为公共雷电预警服务提供参考。 

2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本标准以全国闪电定位系统监测数据为基础，参考已发布和普遍接受的《气象灾害预警

信号发布与传播办法》、《雷电临近预警技术指南》(QX/T 262-2015)等，监测统计过去



30min,10 km×10 km范围内实况监测的闪电频次（Np），其中雷电流强度小于 2 kA 的负地

闪、小于 15 kA的正地闪以及雷电流强度大于 200 kA的闪电不计入闪电频次。对未来 0min～

30 min，30 min～60 min，60 min～90 min，90 min～120 min 4个时段的闪电频次进行预

报，得到最大闪电频次（Nf）。将不同级别预警对应的雷电临近预警服务用语根据雷电实况

和预报强度由低到高划分为 30条。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通过本标准的制定，可以把短时各频次和强度的闪电数据转化成人们能够普遍接受的雷

电预警等级，从而提高气象服务效果；同时也为雷电临近预警产品研发提供评判标准，有利

于雷电预警服务质量的改进和提升。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本团体标准为首次制定，在不违背目前国内相关标准的前提下，根据国内气象服务的需

求，对气象服务关注的雷电临近预警（120 min以内）等级和预警服务用语进行了明确和规

范。 

国际上，将雷电预警系统划分为三个部分:短期雷暴潜势预报，雷暴的监测、辨识、跟

踪、分析和临近预报,雷电警报或甚临近预报(时效 30 min以内)。一般利用雷达基数据识别

雷暴区域，并利用雷暴的跟踪外推得到未来 30 min内可能发生闪电的落区和雷电等级；对

于雷电临近预警等级的确定，一般选取若干雷暴的特征值，利用决策树等方法得到雷电预警

等级，但不同算法的应用效果各不相同。而本标准更偏重实际应用的可操作性，从公众的视

角对雷电临近预警等级进行理解和划分，具有更实际的指导意义。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编制本团体标准主要参照了以下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 

——《雷电临近预警技术指南》(QX/T 262-2015) 

——《闪电监测定位系统》(QX/T 79-2007)  

——中国气象局第 16号令.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与传播办法.2007 

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没有矛盾。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由中国气象服务协会在全国气象服务相关单位推广和应用。 

八、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