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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雪涛! 谢屹然! 许迎杰! 孙绩华! 周德丽! 赵宁坤

$云南省气象台! 云南 昆明! SU&&"#%

摘!要! 利用 %&&$ >%&$? 年云南省气象局收集的雷灾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给出了云南省有人员伤亡的雷电灾情

特征' 资料包括雷灾造成了 ?%@ 人死亡和 '#' 人受伤! 平均每年有 #%:" 人死于雷灾和 UU:" 人在雷灾中受伤' 在

云南省每年每一百万人中有 &:'' 人死于雷击和 $:? 人在雷灾中受伤' 云南省雷灾伤亡多发生在东部和南部地区!

西部相对较少' 红河最为严重! 总计雷灾造成 $&? 人死亡! $%? 人受伤( 当考虑人口权重时西双版纳雷灾人员死

伤率最高' 云南雷灾伤亡主要发生在 U >@ 月! 占全年的 @%V以上! @ 月最高' 人员伤亡的雷灾主要发生在 $"&

&& >%&& &&! 占 ?"V! $S& && 为峰顶' 雷灾中受伤害的农民占总死伤人数的 '?V! 城市人员仅占 "V' 雷灾中

男性占伤亡人数的 U?V! 在雷灾伤亡人员年龄分布中! #& W#' 岁这一年龄段最多' 统计人员伤亡雷灾中的雷击

地点! 最多的发生在农田! 为 "'V! 其次为树下! 为 $?V! 以下依次为开阔地和放牧等'

关键词! 雷电灾害( 雷击( 人员伤亡( 时空特征( 云南

中图分类号! B#"" 1*'@#" X#" 3#U!!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 $&&& >@$$B#%&$'$&$ >&$%@ >&?

L8G& $&:"'S'TI:GNN<:$&&& >@$$B:%&$':&$:&%#

!!雷电灾害泛指雷击或雷电电磁脉冲入侵和影
响造成人员伤亡或物体受损! 其部分或全部功能
丧失! 酿成不良的社会和经济后果的事件' 雷电
灾害的损失包括直接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以
及由此衍生的经济损失和不良社会影响' 雷电灾
害已经被联合国有关部门列为)最严重的十种自然
灾害之一*! 被中国电工委员会称为)电子时代的
一大公害*' 因此! 统计分析一定区域雷电灾害发
生的时空规律+ 危害途径和发生的主要场所等特
征! 才能制定出有针对性地防护和预警措施'

许多研究对不同国家的雷电灾害特征进行了
报道' 美国每年雷灾的死亡人数在逐年下降! 从
%& 世纪每年雷灾死亡多于 #&& 人降到近年只有少
于 "& 人死于雷灾"$ >%#

' 在罗马尼亚! $''' >%&&"

年平均有 SU 人死于雷击! 而 %&$$ >%&$U 年也下降
到平均 %":% 人死于雷击""#

' 这种雷击死亡人数逐
年下降趋势在其他发达国家也同样存在' 但在发
展中国家! 却是相反的变化' 在孟加拉国! %&&& >

%&&' 年平均有 $&S 人和 ?% 人分别在雷灾中死亡和
受伤! 而 %&$& >%&$U 年雷灾中的死亡和受伤人数
分别上升至 %U$ 人和 %%& 人"##

! 在印度也同样存在
雷灾伤亡人数上升的趋势"U#

' 产生两种不同雷灾
伤亡人数变化趋势主要与城镇化水平+ 防雷设施

和国家强对流天气的预报预警发布等因素有关"S#

'

国内对雷灾中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也做了
一些研究' 马明等"? >@#分析了 $''? >%&&S 年我国
雷电灾害造成的人员死伤数+ 财产损失情况的特
征! 指出我国每年每一百万人中大约有 &:U" 人死
于雷击! 高于美国+ 英国' 同时在此基础上! 从
雷电灾情+ 孕灾环境+ 致灾因子+ 承灾体及其相
互作用等方面对我国雷电灾害的时空分布规律和
成因机制过程进行了研究' Y4-,5等"'#利用 $''?

>%&&' 年的全国雷灾资料也对全国雷灾伤亡和财
产损失进行了研究! 指出 $''? >%&&? 年我国雷灾
伤亡人数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 年开始下降'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 气候差异大! 还有各省市人
口分布+ 经济发展差异大! 为了掌握雷电灾害特
征和时空分布特点! 做好雷电防御工作! 众多雷
电科研和防护工作人员对不同省市雷电灾害特征
进行了详细分析"$& >$"#

'

云南地处低纬高原! 受到印度西南季风和东亚
夏季风的共同影响' 由于受季风和特殊地形的影响
低纬高原中小尺度对流系统有一定的特殊性! 局部
地区的强对流灾害性天气经常发生! 是雷暴和雷灾
高发区' 云南气象工作者从地闪时空分布"$##

+ 雷灾
易损区划"$U#

+ 雷电灾情评估"$S#

+ 特定区域的雷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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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 >$@#和乡村雷电灾害特征等"$'#方面! 对
云南省雷电灾害特征进行了研究! 但对于云南省雷
电灾害中人员伤亡特征的详细分析目前没见报道'

因此! 利用云南省气象局收集的 %&&$ >%&$? 年云南
省雷电灾害资料! 详细分析雷灾伤亡人员的时空分
布特征及其影响因子! 为云南省人员雷灾避险提供
科学方法和有效的防御措施'

$!资料与方法

本文雷灾资料取自 %&&$ >%&$? 年云南省气象局
收集的云南省雷电灾害资料' 云南省气象局负责收
集本省的气象灾害资料! 主要包括暴雨洪涝+ 大风+

冰雹+ 雷电+ 干旱+ 雪灾+ 霜冻和低温冷害等 $" 种
气象灾害' 其中雷电灾害里每个雷灾事件记录了雷
灾发生情况+ 背景! 受损的财物! 受伤害的人员情
况等! 如雷灾发生的时间+ 地点! 受损部门行业+

受损财物类型! 死伤人员的人数+ 性别+ 职业+ 雷
击地点等' 由于资料本身的问题! 可能在部分年份
的部分地区缺失雷灾记录! 如 %&&U 年只有全省总的
伤亡人数! 而具体每个州市的伤亡人数却缺失! 同
时由于部分雷灾报告记载不规范的原因! 也存在缺
失一些雷灾统计信息的情况' 因此本文得到的是云
南雷灾特征的不完全统计结果'

云南省人口相关数据来自云南省统计局编的
%&&$ >%&$? 年的云南统计年鉴'

%!结果与讨论

%:$!雷灾人员伤亡的空间分布特征
表 $ 给出了 %&&$ >%&$? 年云南省各州市的雷

电灾害人员伤亡的详细情况! 其中 %&&U 年分州市

的雷灾伤亡缺失! 但不会影响总体结果' 通过对
全省 $S 个州市雷电灾情排名比较! 得到以下一些
结果'

从雷灾造成的人员死亡来看! 红河排在第 $

位! 雷灾死亡人数为 $&? 人( 昆明位列第 %! 共有
?' 人在雷灾中死亡( 昭通位列第 "! 共有 ?# 人在
雷灾中死亡( 其后依次为曲靖+ 文山+ 楚雄+ 临
沧+ 普洱+ 玉溪+ 西双版纳+ 丽江+ 保山和大理!

雷灾死亡人数也相对较多' 雷灾死亡人数最少的
怒江! 有 % 人在雷灾中死亡( 迪庆和德宏雷灾死亡
人数也相对较少! 分别为 U 人和 S 人'

从雷灾造成的人员受伤来看! 普洱排在第 $

位! 雷灾受伤人数为 $S% 人( 红河位列第 %! 共有
$%? 人在雷灾中受伤( 昆明位列第 "! 共有 $$" 人
在雷灾中受伤( 其后依次为临沧+ 曲靖+ 昭通+

保山+ 文山+ 玉溪+ 楚雄+ 西双版纳+ 大理和丽
江! 雷灾受伤人数也相对较多' 雷灾受伤人数最
少的也是怒江! 有 $ 人在雷灾中受伤( 迪庆和德宏
雷灾受伤人数也相对较少! 分别为 % 人和 # 人' 这
种分布可能与各地区闪电活动强弱+ 人口基数多
少以及城镇化水平等综合因素有关'

从人口权重的死亡率来看! 其中的人口数是
%&&$ >%&$? 年各州市人口平均! 可以看到其与人
员死伤总数的排名有很大的不同! 人口基数少的
地区的排名有很大的提高' 西双版纳和丽江处于
前两名! 红河排在第三' 昆明和曲靖由于人口基
数大! 分别排在 $$ 位和 $" 位' 怒江由于雷灾少!

虽然人口少! 还是排在最后'

从面积权重的死亡率来看! 和人口权重相似
之处是面积相对比较小的州市排名明显上升! 昆
明处于首位! 红河与昭通分列 % 和 " 位' 怒江还是
处于最后一位'

表 $!%&&$ >%&$? 年云南省各州市雷灾人员伤亡情况

州市
面积

TZO

%

人员死亡 人员受伤 人员死亡率 面积权重的死亡率

人口T万人 人数 排位 人数 排位
死亡率T

$人T每百万人%

排位
死亡率T

$人T$&

"

ZO

%

%

排位

昆明 %$U@$ S&U ?' % $$" " &:@% $$ ":SS$ $

玉溪 $U%@U %%# "S @ "U ' $:&& ? %:"UU #

昭通 %"&%% U%# ?# " UU S &:@@ ' ":%$# "

普洱 #U"S& %U% #U ? $S% $ $:$% U &:''% $%

临沧 %##US %"? #? S ?$ # $:%# # $:'%% U

楚雄 %'%?$ %SS #? S "U ' $:$& S $:S&S '

曲靖 %'@U& U@$ UU # SU U &:U' $" $:@#" S

红河 "%'%U #"@ $&? $ $%? % $:U" " ":%U& %

丽江 %$%"U $%$ "& $& %S $% $:UU % $:#$" $$

德宏 $$U%? $$? S $" # $" &:"% $U &:U%$ $#

西双版纳 $'?&U $&U "" ' "# $& $:'S $ $:S?U @

怒江 $#?%# U% % $U $ $U &:%# $S &:$"S $S

保山 $'S"" %#@ %' $$ U# ? &:?" $% $:#?? $&

迪庆 %"@S$ "@ U $# % $# &:@" $& &:%$& $U

大理 %'#U% "#S %@ $% %' $$ &:U$ $# &:'U$ $"

文山 "%%"? "#S U# U #U @ &:'@ @ $:S?U ?

云南省 "'#$%U #U&$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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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灾人员伤亡的时间分布特征
图 $ 给出云南省 %&&$,%&$? 年雷电伤亡的年

际变化' 可以看出! 云南省雷电伤亡人数总体呈
下降趋势! 特别是人员受伤人数更明显' %&&$ >

%&&? 年! 平均每年雷灾死亡人数为 ?S 人! 死亡人
数相对起伏较大! 特别是 %&&# 年雷灾死亡人数达
到了最大的 $%S 人' %&&? 年以后! 云南雷灾伤亡
人数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 这十年平均每年雷灾
死亡人数为 %& 人! %&$% 年达到最低! 全省仅有 @

人因雷灾死亡' 出现这种年际变化趋势主要是防
雷相关知识的普及以及大众防雷意识的提高( 其
次是 %&&S 年后云南省地闪定位网建立! 可以详细
监测地闪活动相关信息! 气象部门可以及时发布
强对流天气相关的天气预警! 最后还有比较重要
的一点是随着云南省城镇化水平的逐步推进! 相
应的防雷设施也进一步健全'

图 $!云南省 %&&$ >%&$? 年雷电伤亡的年际变化

图 %;给出了云南省 %&&$ >%&$? 年雷灾伤亡人
数的月际变化' 云南省雷灾伤亡主要出现在 # >'

月! 其中 'SV的雷灾死亡数和 '%V的雷灾受伤数
都发生在这 S 个月' 从雷灾死亡人数的月际变化
看! $ >" 月相对较少! # 月开始逐渐增加! U 月开
始! 雷灾死亡人数明显增加! 雷灾死亡人数最多
月出现在 @ 月! 占全年 %@V' 进入 ' 月! 开始下
降' $$ >$% 月没有发生雷灾死亡事件' 从雷灾受
伤人数的月际变化看! 在 U 月和 ? 月存在两个峰
值! 占全年比例一样! 都为 %&V' 图 %_ 给出了雷
灾中人员伤亡的日变化特征! 可见人员伤亡数日
变化呈现典型的单峰型! 从 $"& && 开始快速上升!

$U& && >$?& && 达到高值! $S& && 为峰顶! 雷灾
伤亡人员数比例为 $?:@V! 其中低值在 &&& && >

&?& &&! &U& && 为谷底值! 没有发生雷灾伤亡'

%:"!雷灾人员伤亡的环境分析
雷灾事件的发生与周围环境密切相关' 由雷

击人身伤亡发生时人所处的环境和情形归纳出 '

种& 农田+ 树下避雨+ 开阔地+ 放牧+ 建筑物内+

山区+ 建筑物附近+ 交通和移动电话相关' 对于
人员伤亡的雷灾数! 发生在农业劳动或田间地头
最多为 "'V! 其次是树下避雨为 $?V! 其后依次
是空旷地带+ 放牧+ 建筑物内+ 山区+ 建筑物附
近+ 交通和移动电话相关' 这主要原因是云南是
传统农业与山地大省! 森林覆盖率较高! 农民主
要的生产方式就是田地种植+ 坡地山林放牧牛羊!

在野外时间长! 离家较远! 当雷暴突然来临时!

没有地方及时躲避或者躲避方式不正确! 容易遭
受雷击$图 "%'

云南省雷灾伤亡人数呈明显下降趋势! 平均
每年雷灾伤亡人数接近个位数! 比较大的雷灾伤

图 %!云南省雷灾死亡人数的月际变化$;%和日变化$_%

图 "!不同雷击环境的人员死伤分布

亡事件主要发生在农村! 具体环境主要是田间地
头+ 树下避雨和山上放牧! 还有风景区' 在农田+

开阔地+ 水域这些环境下多直接雷击效应! 造成
雷击人员死亡概率大! 如表 % 中灾情 $+ "+ U 和
?( 在树下! 旁侧闪击容易造成多人死伤! 如表 %

中灾情 %+ # 和 S' 表 % 给出近几年比较典型的雷
灾伤亡事件的详细情况! 可以看出这些雷灾事件
伤亡人员多! 究其环境还是比较典型的容易遭受
雷击的区域! 属于主要是树下和开阔地带' 各地
区雷灾主要集中在午后 $#& && >$?& && 这段时
间里'

%:#!雷灾人员伤亡的性别和年龄分析
云南雷灾人员伤亡基本发生在农村! %&&$ >

%&$? 年云南雷灾人员伤亡的 '?V发生在农村! 仅
有 "V发生在城市' 这与彭启洋等"$'#的研究结果
一样' 和其他研究结果对比! 云南雷电灾害中农
村人口所占比例明显高于其它地区' 马明等"?#指
出我国雷电灾害中受伤害的农民占总死伤人数的
'"V! 城市人员仅占 ?V' 在其它国家! 雷灾人员
伤亡也基本发生在农村! 这个比例在罗马尼亚""#

和土耳其"%&#分别为 ?@:UV和 @S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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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云南省近几年比较典型的雷灾伤亡事件

序号 时间 地点 灾害环境 死亡人数 受伤人数

$ %&$& 年 ? 月 $" 日 $S 时 昆明市石林县石林景区 石林景区野外南天门 % U

% %&$& 年 ' 月 %@ 日 $? 时 普洱市墨江县联珠镇
U 人在山上劳动! 到大树

下避雨的过程中遭到雷击
" %

" %&$$ 年 @ 月 $% 日 $# 时 曲靖市会泽县大桥乡
地里挖洋芋! 遇雷雨天

气! 共用一把雨伞躲雨
# &

# %&$# 年 U 月 "$ 日 $# 时 曲靖市罗平县老厂乡 树下避雨 % $

U %&$S 年 @ 月 @ 日 $# 时 昆明市寻甸县六哨乡 地里挖洋芋 % $'

S %&$S 年 ' 月 %' 日 $U 时 普洱市澜沧县竹塘乡 树下避雨 " "

? %&$? 年 @ 月 %' 日 $S 时 玉溪市峨山县大龙潭乡 田间采烟叶 % &

!!关于雷灾伤亡人员的年龄和性别情况! 国内相
关研究也没有相关报道! 可能是相关资料比较难收
集' 在云南省雷灾伤亡数据中! 有 %U% 个伤亡人员
数据记录比较详细! 下面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

图 #给出 %&&$ >%&$? 年云南省雷灾伤亡人员的年龄
分布情况' 可以看出! 雷灾伤亡人数在每个年龄段
几乎都有! $& WU&岁这个年龄段占 @$V! 其中 #& W

#'岁这个年龄段最多为 %$V' 在罗马尼亚! 雷击死
亡人员的在 $& W"'岁最多""#

( 在土耳其! 雷击死亡
人员的在 $& W%& 岁最多"%&#

' 这些差异可能与当地
人口性别+ 年龄结构+ 社会风俗等因素有关'

图 #!%&&$ >%&$? 年云南省雷灾死亡人数的年龄分布

图 U 给出 %&&$ >%&$? 年云南省雷灾死亡人数

的性别比例情况' 其中儿童是指年龄小于 $@ 岁'

从性别比例来看! 云南省雷灾伤亡最多的为男性

占 U?V! 女性和儿童分别为 "$V和 $%V' 说明在

云南省雷击灾害中! 男性容易受到雷击' 这与其

他地区的研究结果大体相似! 只是比例小于其他

地区' 在 英 国! 男 性 在 雷 灾 死 亡 人 数 中 占

?"V

"%$#

( 在美国! 这个比例是 @UV

"%%#

( 在印度!

更是达到 @'V

"U#

'

图 U!%&&$ >%&$? 年云南省雷灾伤亡人数的性别变化

%:U!讨论
%:U:$!空间特征的相关分析

先从致灾因子地闪空间分布来看! 云南地闪
空间分布特征是东部地区地闪活动最活跃! 地闪
密度从西部小于 &:U M9-ZO

>%

-RH

>$到东部和中部
大于 % M9-ZO

>%

-RH

>$

! 地闪密度最大值$":' M9-

ZO

>%

-RH

>$

%出现在金沙江河谷的华坪! 另一个地
闪密度的大值区$":@ M9-ZO

>%

-RH

>$

%位于云南省
中部的昆明市附近区域' 云南东北部+ 西北部和
南部地闪活动相对较少"$##

' 和雷灾伤亡率的空间
分布$见图 S_和图 SL%对比! 在丽江! 有一雷灾死
亡率高值区与地闪高值区对应外! 总体来看! 地
闪密度高值区与雷灾伤亡率高值区并不对应'

云南省人口高密度区位于昆明+ 昭通+ 曲靖
和玉溪等东部地区城市! 其中昆明人口密度最大'

西部人口密度较低! 特别是迪庆和怒江等州市$见
图 S;%' 但从雷灾伤亡的空间分布看$见图 S_ 和图
SL%! 云南雷灾伤亡重的区域位于云南南部' 其中
雷灾死亡率最高位于云南南部的西双版纳! 雷灾
受伤率最高位于云南南部的普洱' 可见空间分布
上! 云南省雷灾伤亡率的与人口密度不一致'

图 S]给出了 %&&$ >%&$? 年云南省面积权重的
雷灾死亡率的空间分布' 可以看出! 面积权重的
雷灾死亡率的高值区为于云南省东部! 其空间分
布与人口密度基本一致'

总之! 雷灾中的人员伤亡的空间分布与人口
和地闪密度的空间分布都不一样! 它是由人口密
度+ 闪电活动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U:%!时间特征的相关分析
图 ? 给出了云南省百万人口雷灾伤亡率和对

应的农村人口比例的年变化' 可以看出! 云南省
百万人口雷灾伤亡率的年际变化与伤亡人数的年
际变化一样! 总体呈下降趋势' %&&$ >%&$? 年云
南省百万人口雷灾伤亡率平均每年为 %:% 人! 最
大出现在 %&&$ 年为 U:# 人! 最小出现在 %&$? 年
为 &:% 人' 在此期间! 云南省总人口由 %&&$ 年的
# %@?万增长到 %&$? 年的# @&&万! 人口增加了
U$" 万人' 但农村人口比例呈逐渐下降的趋势!

从 %&&$ 年的 @#V下降到 %&$? 年的 U"V' 所以!

云南省百万人口雷灾伤亡率和农村人口比例的年
际变化趋势一致! 两者相关系数为 &:'%' 美国在
$'&& >%&&& 年间每年每百万人口雷灾死亡率由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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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S!%&&$ >%&$? 年云南省平均人口密度+ 雷灾死亡率+ 面积权重的雷灾死亡率和

雷灾受伤率的空间分布$其中地名后边的数字为排名%

下降到 &:$! 对应的农村人口比例也由 S&V下降

到 %&V以下"%##

'

图 ?!%&&$ >%&$? 年云南省每百万雷灾伤亡率和

农村人口比例随时间的演变

雷灾伤亡人数和农村人口比例呈正相关' 究

其原因一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 居住环境和相关

防雷设施相对农村有明显改善和提高( 二是随着

农村人口的减少! 在农田和开阔地工作的人员减

少! 在城市或工厂有防雷设施! 工作环境相对安

全( 三是随着防雷等相关知识的科普和宣传! 防

雷意识在提高'

BAF等"$##指出云南地闪的月际分布呈现出单

峰型! 大约 '%V的地闪发生在 U >' 月! 其中夏季

$S >@ 月%大约有 ?&V的地闪发生在这三个月' 在

月际分布上! 云南省雷灾人员伤亡基本上与地闪

是一致的' 在日分布上! 云南地闪活动大多发生

在下午和傍晚' 早晨地闪很少发生! 小于 #V的地

闪发生在当地时间 S& && >$$& && 之间! 到下午

$%& && 增加很快! 并于当地时间 $?& && 达到峰

值! ?SV的地闪活动发生在 $%& && >%$& && 之间!

其中发生于 $S& && >$?& && 峰值时段的地闪活动

占全天地闪活动的 $"V

"$##

' 与雷灾伤亡的日变化

对比! 可以看出! 云南省雷灾伤亡和地闪活动日

分布具有一致性'

"!结论

本文统计分析 %&&$ >%&$? 年云南气象局收集

的雷灾资料中雷灾伤亡人员的时空分布和各种影

响雷击事故的自然和社会因素! 得到以下结论'

$$%云南省雷电灾害在这 $? 年里造成了严重

的人员伤亡! 造成了 ?%@ 人死亡和 '#' 人受伤! 估

计云南省每年每一百万人中大约有 &:'' 人死于雷

击!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U"%

"?#

'

$%%云南雷电灾害多发生在东部地区和南部地

区! 相对发生较少的地区为西部地区' 红河州雷

灾最为严重! 总计造成 $&? 人死亡和 $%? 人受伤!

昆明市以雷灾造成 ?' 人死伤仅次之! 雷灾人员伤

亡严重的地区还有昭通+ 曲靖+ 文山等州市! 而

迪庆和怒江则处于较低排名( 当雷灾人员伤亡率

考虑各地区的人口权重后! 西双版纳和丽江处于

前两名! 红河排在第三' 昆明和曲靖由于人口基

%"$



!$ 期 刘雪涛! 等& %&&$ >%&$? 年云南雷电灾害中人员伤亡特征

数大! 分别排在 $$ 位和 $" 位' 怒江由于雷灾少!

虽然人口少! 还是排在最后'

$"%云南雷电灾害主要发生在雨季$# >' 月%!

从 $& 月到次年 " 月的干季雷灾发生较少! #+ U 月

相对 " 月雷灾有明显上升! S >@ 月为高值! @ 月达

到峰值! 夏季的 S >@ 月之和占全年的 SSV以上!

$& 月则明显降低' 云南人员伤亡雷灾的日变化曲

线呈现典型的单峰型! 曲线从 $"& && 开始快速上

升! $U& && >$?& && 达到高值! 峰顶 $S& && 为

$?:@V! %%& && >$%& && 人员伤亡雷灾只占总数

的 $#:'V! &&& && >?& && 为谷底' 雷灾人员伤亡

与闪电活动和人们的作息时间密切相关'

$#%云南省雷电灾害中受伤害的农民占总死伤

人数的 '?V! 城市人员仅占 "V' 统计人员伤亡雷

灾数中的雷击地点! 最高的发生在农田! 为 "'V!

其次为树下避雨为 $?V! 然后是开阔地为 $#V!

放牧和建筑物内分别是 $&V和 'V' 雷击地点多发

生在农民的常在环境下! 而且农村的民居等建筑

没有普及安装防雷装置! 可见农民是雷灾的主要

受害者! 因此解决农村+ 农民防雷安全防护的工

作迫在眉睫'

$U%云南省雷电灾害中伤亡年龄主要集中在 $&

WU& 岁这个年龄段占 @$V! 其中 #& W#' 岁这个年

龄段最多为 %$V' 云南省雷电灾害中伤亡最多的

是男性! 占 U?V' 儿童所占比例也比较大! 达到

$%V' 因此在学校要安装防雷设施! 同时加大学校

防雷方面的科普知识宣传显得尤为重要'

$S%在空间分布上! 云南省雷灾伤亡与人口密

度和地闪活动都不一致! 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

结果' 在时间变化上! 云南省雷灾伤亡与乡村人

口比例+ 地闪活动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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