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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武威市雷暴天气时空分布特征

张春松１，杨晓玲２，刘　蓉１，周　华３，胡津革２

（１．甘肃省民勤县气象局，甘肃　民勤　７３３３００；２．甘肃省武威市气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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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雷暴天气是甘肃武威市多发的灾害性天气之一。利用１９６１～２０１０年武威市５个气象站雷暴
资料，以及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４～１０月逐日 ＮＣＥＰ再分析资料，分析了武威市雷暴天气的时空分布特征
及变化趋势，并依据气流的南北配置方法对雷暴天气进行了环流分型。结果表明：受海拔高度和地形

地势的影响，武威市雷暴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南部天祝山区雷暴日数远大于其他各地，占雷暴总日

数的４０．６％。年际、年代际雷暴日数总体呈减少趋势，其中，天祝的减少趋势尤为显著，其递减率为
－５．８１９ｄ／１０ａ，年雷暴日数的时间序列存在着７～８ａ的准周期变化。一年内，６～８月是雷暴的高发
期，雷暴日数占全年总日数的７０．８％～７８．６％。雷暴的日变化特征明显，１２～２２时为其多发时段，集
中发生时段为１３～１７时，雷暴的平均持续时间为１０～４０ｍｉｎ。武威市雷暴天气环流形势可分为西北
气流型、西南气流型和西风气流型３类。其中，西北气流型，高空冷平流深厚且移速缓慢，最有利于强
对流天气发生，雷暴发生比例最高；西南气流型，系统过境后无残余的冷空气滞留，不利于强对流天气

发生，雷暴发生比例最低；西风气流型，高空低涡位置较偏北，冷空气较强，较利于强对流天气发生，雷

暴发生比例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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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雷暴以其强大的电流、炙热的高温、巨变的电磁

场以及强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在瞬间产生

巨大的破坏作用，是一种对流性小尺度天气，局地性

和短时性很强，有时伴有局地暴雨、冰雹、强风和龙

卷等天气，是一种危害性很大的天气现象［１］。雷暴

致灾范围非常广，常对国民经济建设造成较大危害，

它不仅可破坏高压输电线路、引起森林火灾、影响现

代通讯和计算机的使用，还造成飞行事故、建筑物破

坏、人畜伤亡等［２－４］，特别是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

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高层建筑日益增多，

各种高科技电子设备广泛应用，雷暴灾害给国民经

济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和危害剧增。雷

暴已被列为重大气象灾害性天气（中国气象局２００７

年第１６号令），气象部门应根据其危害程度向社会
公众发布不同级别预警信号，并提出合理的防御措

施和建议。

甘肃武威市地处青藏高原北坡，南靠祁连山脉，

北邻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东接黄土高坡西

缘，东西长约２４０ｋｍ，南北宽约３００ｋｍ，地理位置大
致在３６°４５′Ｎ～３９°２７′Ｎ、１０１°２７′Ｅ～１０４°１２′Ｅ之
间，总面积约３．３万ｋｍ２。地势南高北低，自东南向
西北倾斜，海拔高度由２５００～４０００ｍ下降到１３００
～２０００ｍ，从北向南有民勤、永昌、凉州、古浪、天祝
５县市，其中民勤位于东北部，靠近腾格里沙漠和巴
丹吉林沙漠，永昌、武威、古浪、天祝４县沿祁连山一
线排开。该区域是高原气候和沙漠气候的交汇处，

冷暖气流活动频繁，是雷暴天气的多发地带［５］，年

平均雷暴日数在２０ｄ左右，特别是南部天祝县海拔



高，地形复杂，山多林少，气候变化无常，夏季雷暴频

繁发生，年平均雷暴日数高达４０ｄ。２１世纪以来，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会公

众对灾害性天气的监测和预报预警服务的准确性需

求越来越高，因此，提高雷暴等灾害性天气监测和预

报预警技术水平迫在眉睫。本文利用武威市各地雷

暴资料和ＮＣＥＰ再分析资料，系统研究分析了当地
雷暴天气的时空分布和环流特征，以期进一步提高

武威市雷暴灾害的预报预警能力，为有效地开展防

雷避雷及为地方政府部门决策提供技术依据。

１　资　料
所用雷暴资料均来源于甘肃武威市的永昌、民

勤、凉州、古浪、天祝的乌鞘岭５个气象站逐日观测
资料，时间序列为１９６１～２０１０年，共５０ａ。在此期
间５个气象站均未曾迁移，观测数据完整性和连续
性较好，能够满足本研究需要。ＮＣＥＰ再分析数值
预报资料由国家气候中心气候诊断预测室提供，资

料长度为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其水平分辨率为１°×１°，
时间间隔为６ｈ（０２：００、０８：００、１４：００、２０：００）。

２　方　法
利用日雷暴资料，求得年、年代和月雷暴日数，

分析其总日数的变化趋势以及日变化和持续时间。

气候趋势计算方法［６］：用ｘｉ表示样本量为ｎ的气候
变量，用ｔｉ表示 ｘｉ所对应的时间，建立 ｘｉ和 ｔｉ之间
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即ｘｉ＝ａ＋ｂｔｉ（ｉ＝１，２，３…ｎ），
其中ｂ为气候变量的倾向率，ｂ＞０表示直线递增，ｂ
＜０表示直线递减，表示每１０ａ的变化率。采用时
间ｔ与序列变量ｘ之间的相关系数Ｒ即气候趋势系
数进行显著性检验［７］。根据蒙特卡罗模拟方

法［８－９］：通过信度 α＝０．１、α＝０．０５、α＝０．０１显著
性水平检验所对应的相关系数临界值依次为：０．
３０５８、０．３６５３、０．４４３０，当气候趋势系数绝对值大于
上述临界值时，分别认为气候趋势系数较显著、显

著、很显著。

运用方差分析方法进行周期分析［１０－１１］。

确定雷暴个例时，将１站或以上同时出现雷暴
定义为１个全市雷暴日。以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发生在
武威市的１１６个雷暴个例为基础，采用气流的南北
配置方法［１２］，对 ＮＣＥＰ再分析资料５００ｈＰａ环流形
势进行雷暴天气分型，具体公式如下：

ΔＨ１ ＝ｈ１＋ｈ２－２ｈ３ （１）
ΔＨ２ ＝ｈ４＋ｈ５－２ｈ６ （２）

式（１）、（２）中，ｈｉ为各格点位置上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

度，其中ｈ１的格点位置为４０°Ｎ、９７．５°Ｅ；ｈ２为４０°
Ｎ、１００°Ｅ格点；ｈ３为４０°Ｎ、１０２．５°Ｅ格点；ｈ４为３７．
５°Ｎ、９５°Ｅ格点；ｈ５为３７．５°Ｎ、９７．５°Ｅ格点；ｈ６为
３７．５°Ｎ、１００°Ｅ格点。由于式（１）中的３个格点纬
度相同，经度不同，式（２）中的３个格点与式（１）类
似，当ΔＨ１＞０、ΔＨ２＞０时，为西高东低，即为西北气
流型；当ΔＨ１＜０、ΔＨ２＜０时，为西低东高，即为西南
气流型，当 ΔＨ１＞０、ΔＨ２＜０或者 ΔＨ１＜０、ΔＨ２＞０
时，不属于西高东低或西低东高，即为西风气流型。

故武威市雷暴天气类型可分为西北气流型、西风气

流型和西南气流型３大类。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雷暴空间分布

统计分析武威市各地近５０ａ雷暴日数资料发
现：武威市年平均雷暴日数从北向南迅速增多，其中

北部沙漠区民勤最少，为９．６ｄ，占全市雷暴总日数
的９．８％；南部山区天祝最多，为３９．６ｄ，占４０．６％；
古浪次多，为１８．９ｄ，占１９．５％；永昌１７．３ｄ，占１７．
８％；凉州１２．０ｄ，占１２．３％（图１ａ）。结合图１ｂ可
知，武威市雷暴日数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与

海拔高度呈明显的正相关，相关系数达０．９９０（通过
α＝０．００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即海拔越高，雷暴日
数越多，海拔相近的地区雷暴日数相差不大。此外，

天祝雷暴日数远多于其他４站，主要是由于天祝海
拔高，易发生“高原效应”，上升运动和水汽输送明

显，水汽在高原上堆积冷却凝结，再加上白天谷风作

用，在山顶辐合上升，极易形成强烈的对流［１３］，雷暴

天气容易发生。可见，地形地势影响了水汽的分布

和对流的强弱，从而影响了该市区雷暴天气的地理

分布。

３．２　雷暴时间变化
３．２．１　年、年代际变化

图２是１９６１～２０１０年武威市各地区年雷暴日
数的年变化。可以看出，各地雷暴日数均呈递减趋

势，其气候倾向率永昌为 －１．３４１ｄ／１０ａ（Ｒ＝－０．
２８９）、民勤为－０．７７５ｄ／１０ａ（Ｒ＝－０．２６７）、凉州为
－１．７３６ｄ／１０ａ（Ｒ＝－０．４７５）、古浪为 －２．１８２ｄ／
１０ａ（Ｒ＝－０．４５６）、天祝为 －５．８１９ｄ／１０ａ（Ｒ＝－
０．７３９），其中仅凉州、古浪、天祝３站通过了 α＝０．
０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递减趋势显著。

１９９０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冷空气
活动频次相对减少，强度也有所减弱，强对流天气也

相应的减少，这可能是该区域雷暴发生次数减少的

主要原因之一。全市年平均雷暴日数为１９．５ｄ，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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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武威市各地年平均雷暴日数（ａ，单位：ｄ）及海拔高度（ｂ，单位：ｍ）分布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ｒｍｄａｙｓ（ａ，Ｕｎｉｔ：ｄ）ａｎｄ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ｂ，Ｕｎｉｔ：ｍ）ｉｎＷｕｗｅｉｏｆＧａｎ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图２　武威市各地雷暴日数的年变化
Ｆｉｇ．２　Ａｎｎ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ｒｍｄａｙｓｉｎＷｕｗｅｉｏｆＧａｎ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暴日数最多的年份永昌、民勤、古浪为１９６８年（分
别为３９ｄ、２２ｄ、３７ｄ），凉州 １９７３年（２９ｄ），天祝
１９６７年（６４ｄ）；最少的年份永昌２００５年（６ｄ），凉
州２００９年（４ｄ），民勤、天祝２００５年（分别为１ｄ、１６
ｄ），古浪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６ｄ）。由图２可知，各
地雷暴日数的逐年变化步调比较一致。运用方差分

析雷暴日数周期发现，年雷暴日数的时间序列存在

着７～８ａ的准周期变化，经Ｆ检验，通过了α＝０．０５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表１为武威市各地初、终雷日及雷暴期。初雷
日最早发生在１９９０年３月２２日（永昌），最迟发生
在１９９５年 ８月 ２日（民勤）；终雷日最早结束于
２００３年６月４日（凉州），最迟结束于１９８３年１０月
２７日（古浪、天祝）。全市雷暴期（雷暴期是指年内
第一次雷暴出现到最后一次雷暴结束间隔的日数）

年际变率较大，平均雷暴期在１００．４～１７１．３ｄ，各地
雷暴期最长在天祝 ２０４ｄ（１９９７年），最短在民勤
１５６ｄ（１９９９年）。

表１　武威市各地雷暴初、终日及雷暴期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ａｎｄｅｎｄｉｎｇｄａｔｅｏｆｔｈ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ｒｍａｎｄｉｔｓ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ＷｕｗｅｉｏｆＧａｎ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永昌 民勤 凉州 古浪 天祝

初雷日 ０３－２２（１９９０） ０４－０９（１９７６） ０４－１１（１９８４） ０４－０２（１９８８） ０４－０２（１９７７、１９８８）

终雷日 １０－１１（１９９４） １０－２６（１９６２） １０－２６（１９６２） １０－２７（１９８３） １０－２７（１９８３）

平均雷暴期／ｄ １２４．８ １００．４ １１２．０ １３１．５ １７１．３

最长雷暴期／ｄ １８１（１９８９） １５６（１９９９） １７５（１９６２） １７９（１９６１、１９７２） ２０４（１９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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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为１９６１～２０１０年武威市各地雷暴日数的
年代际距平。可知，各地雷暴日数的年代际差异比

较明显，近５０ａ来总体上呈逐年代减少趋势。其中
１９６０～１９７０年代各地雷暴日均偏多，１９８０年代永昌
和天祝偏多、民勤偏少、凉州和古浪持平，１９９０年代
永昌和天祝偏少、民勤和凉州持平、古浪偏多，２０００
年代各地均偏少。

表２　武威市各地逐年代雷暴日数距平（单位：ｄ）
Ｔａｂ．２　Ｄｅｃａｄａｌａｎｏｍａｌｙｏｆｔｈ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ｒｍｄａｙｓ
ｉｎＷｕｗｅｉｏｆＧａｎ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Ｕｎｉｔ：ｄ）

年代 永昌 民勤 凉州 古浪 天祝

１９６０ １．６ １．８ ２．８ ３．３ ９．９

１９７０ １．８ １．３ １．７ ２．５ ６．８

１９８０ ２．７ －１．４ ０．６ ０．６ ２．８

１９９０ －１．７ ０．０ －０．２ １．３ －５．４

２０００ －４．２ －１．９ －５．０ －７．５ －１３．９

３．２．２　月际变化
武威市雷暴天气主要发生在４～１０月（表３），５

～９月是雷暴的多发时段，其中７月最多，占全年雷
暴日数的２４．８％～３１．１％，依次向两端递减，８月、６
月次之，分别占２２．５％ ～２５．６％、２１．３％ ～２４．３％，
６～８月共占全年雷暴总日数的７０．８％ ～７８．６％，５
月占８．４％～９．３％、９月占９．６％ ～１３．６％，４月和
１０月共占２．８％ ～６．１％。除永昌３月出现过雷暴
１ｄ外，其它地区１１月至次年３月均未出现雷暴。
由此可知，夏半年是武威市雷暴的多发期，冬半年发

生雷暴的几率很小。其原因主要是武威市位于青藏

高原的东北部，夏半年地面升温快，高空盛行西北气

流，冷空气活动频繁，层结极不稳定，容易发生对流

性天气［１４］。

表３　武威市各地月平均雷暴日数（单位：ｄ）
Ｔａｂ．３　Ｍｏｎｔｈｌｙ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ｈ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ｒｍ
ｄａｙｓｉｎＷｕｗｅｉｃｉｔｙ（Ｕｎｉｔ：ｄ）

地名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永昌 ０．４ １．６ ４．１ ５．４ ３．９ １．８ ０．１

民勤 ０．１ ０．９ ２．０ ３．０ ２．５ ０．９ ０．２

凉州 ０．３ １．１ ２．６ ３．４ ３．０ １．３ ０．１

古浪 ０．４ １．６ ４．６ ５．６ ４．６ ２．０ ０．２

天祝 １．３ ３．６ ９．１ ９．８ ９．０ ５．４ １．１

３．２．３　日变化及持续时间
武威市地域范围小，通常受同一天气系统的影

响，天气气候特征大致相同，各地气象因素的日变化

比较一致。由于雷暴天气多发生在天祝（占该市雷

暴总日数的４０．６％），故以天祝为例分析其日变化
及持续时间特征（图３）。可见，天祝雷暴的日变化
特征非常明显，为明显的单峰型，１２～２２时为多发
时段，约占全天雷暴发生频率的９４．０％，对流最旺
盛的时段在１３～１７时，共占总频率的７２．０％，其中
１５时发生频率最高，占２１．０％；而其他时段变化波
动不大。由此可知：该地区的雷暴天气主要发生在

下午到傍晚，这可能与高原上对流云活动的日变化

特征相对应［１５］。天祝雷暴持续时间长短变化较大，

持续时间最长为１５４ｍｉｎ，最短时间不足１ｍｉｎ，平均
持续时间为１０～４０ｍｉｎ。

图３　天祝雷暴发生频率的逐小时演变
Ｆｉｇ．３　Ｈｏｕｒｌｙ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ｒｍ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ｉｎＴｉａｎｚｈｕｃｏｕｎｔｙｏｆＷｕｗｅｉ

３．３　雷暴区域性特征

图４　武威市区域性雷暴出现频数
Ｆｉｇ．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ｔｈ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ｒｍｓ

ｉｎＷｕｗｅｉｏｆＧａｎ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武威市雷暴天气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图

４），近５０ａ来，同时２站及以上出现雷暴的日数１
１４０ｄ，占全市雷暴日数的４１．５％，其中同时２站出
现雷暴的日数５３９ｄ，占１９．６％；同时３站出现雷暴

２６６ 干　　旱　　气　　象 ３３卷　



的日数３１０ｄ，占１１．３％；同时４站出现雷暴的日数
２０７ｄ，占７．５％；同时５站出现雷暴的日数８４ｄ，占
３．１％。可见，随着雷暴出现范围的增加，雷暴日数
迅速减少。

３．４　雷暴天气的环流形势
３．４．１　西北气流型

在５００ｈＰａ（图５）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新疆东
北部哈密至河西走廊为深厚的冷温槽或强冷平流，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偏南偏东；７００ｈＰａ上（图略），
河西走廊为西北偏北气流，有暖平流配合，河西走廊

东部有明显的湿舌，水汽条件一般，相对湿度６０％
左右。高低空风速垂直切变大，下游无阻挡作用，高

空为明显的冷平流，低空为暖平流，湿度为上干下

湿，层结极不稳定，有利于强对流天气发生［１６－１７］，此

类型雷暴所占比例最多，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期间该类型
占雷暴总数的５７．７％。这种雷暴天气形势由于水
汽条件不太好，雷暴持续时间较短，常伴有短时阵性

大风和降水或只有雷暴无降水，但由于高空冷平流

深厚且移速缓慢，往往会接连出现多日。

图５　河西地区西北气流型
雷暴天气５００ｈＰａ环流形势

（箭头实线为流场；虚线为温度场，单位：℃；下同）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ｎ５００ｈＰａ
ｕｎｄｅｒ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ａｉｒｆｌｏｗｔｙｐｅｔｈ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ｒｍ
ｗｅａｔｈｅ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Ｈｅｘｉ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ｓｗｉｔｈａｒｒｏｗｆｏｒ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ｄａｓｈｅｄ
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ｉｅｌｄ，Ｕｎｉｔ：℃）

３．４．２　西南气流型
５００ｈＰａ上（图６），河西中西部有一低槽，温度

槽与高度槽位置重合或超前于高度槽，在高度槽区

或槽前有冷平流，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西伸北抬，河

西走廊东部处于槽前和副高边缘的西南气流中；７００
ｈＰａ上（图略），河西走廊东部处在副高边缘的东南
暖湿气流中，水汽输送充足。由于高低空均处于暖

湿气流中，相对湿度在８０％左右，然而高空冷平流
较弱，受槽区或槽前正涡度平流以及低空暖湿气流

的影响，产生较弱的上升运动，不利于强对流天气的

发生，故雷暴发生比例最少，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期间仅
占雷暴总数的５．２％。这种雷暴天气形势往往产生
在冷锋过境前后，水汽条件好，雷暴持续时间较长，

常伴有强降水，有时会出现阵性大风，但由于温度槽

与高度槽重合或超前于高度槽，系统过境后无残余

的冷空气滞留，雷暴一般出现１日或最多２日。

图６　河西地区西南气流型
雷暴天气５００ｈＰａ环流形势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ｎ５００ｈＰａ
ｕｎｄｅｒ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ａｉｒｆｌｏｗｔｙｐｅｔｈ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ｒｍ
ｗｅａｔｈｅ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Ｈｅｘｉ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３．４．３　西风气流型

图７　河西地区西风气流型
雷暴天气５００ｈＰａ环流形势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ｎ５００ｈＰａ
ｕｎｄｅｒｗｅｓｔｅｒｌｙａｉｒｆｌｏｗｔｙｐｅｔｈ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ｒｍ
ｗｅａｔｈｅ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Ｈｅｘｉ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５００ｈＰａ上（图７），河西走廊东部处于高空低涡
底部的平直西风气流中，气流经向度较小，多为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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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气流，有明显的温度槽配合，锋区明显，西太平

洋副热带高压东退；７００ｈＰａ上（图略），河西走廊东
部有低涡、倒槽或鞍型场，且有明显的湿舌，水汽条

件较好，相对湿度在７０％左右。高空平直西风气流
中的扰动引起高原上切变线或低涡的发展，河西走

廊东部为偏南风与偏西风的辐合，利于上升运动的

发展，加之上干下湿，也有利于强对流天气的发

生［１８］，此类雷暴天气相对较多，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期间
占总数的３７．１％。此类天气形势高空低涡底部不
断有冷空气分裂南下，且水汽条件相对较好，雷暴持

续时间较长，常伴有阵性大风和较强降水，但由于高

空低涡位置较偏北，影响河西走廊东部的冷空气较

强，故雷暴出现日数介于西北气流型和西南气流型

之间。

４　结　论
（１）受海拔高度和地形地势的影响，甘肃武威

市雷暴日数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北

部沙漠区民勤雷暴日数最少，南部山区天祝雷暴日

数最多，占雷暴总日数的４０．６％，是武威市雷暴天
气的多发地带。

（２）武威市年、年代际雷暴日数总体呈减少趋
势，且存在７～８ａ的准周期变化。４～１０月是该市
雷暴天气发生的主要季节，其中６～８月是高发期。
雷暴的日变化特征明显，１２～２２时为多发时段，最
集中的时段为１３～１７时，雷暴平均持续时间为１０
～４０ｍｉｎ。
（３）雷暴天气区域性特征非常明显，２站及以上

同时出现雷暴的日数达１１４０ｄ，占全市雷暴总日数
的４１．５％，且随着雷暴出现范围的增大，其日数迅
速减少。

（４）武威市雷暴天气发生的典型环流形势可归
纳为西北气流型、西风气流型和西南气流型３类，其
中西北气流型最多。西北气流型有利于强对流天气

发生，这种形势高空冷平流深厚且移速缓慢，雷暴出

现日数最多；西南气流型，高空冷平流较弱，系统过

境后无残余的冷空气滞留，雷暴出现日数最少；西风

气流型也利于强对流天气发生，但由于高空低涡位

置偏北，影响武威市的冷空气不是很强，雷暴出现日

数相对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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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王旭，马禹．新疆中尺度对流系统的地理分布和生命史［Ｊ］．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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