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 1 本章节知识结构图 

导入：这些年，我国不同地区常常遭受冰雹、雷电、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的侵袭，

这类天气的一个典型特点：时间和空间的尺度都很小——时间短，一两个小时内

就发生、发展、结束；区域范围小。以北京市为例，可能海淀区在下冰雹刮大风，

而朝阳区就没事。正因为发生快、个头小，所以强对流天气不容易被发现。即便

发出预警，有时也很难打出足够的提前量，甚至提前半个小时预警已实属不易。

目前强对流天气的预警是国际上难度最大的预报难题，比其他天气的预报准确率

相对偏低。下面我们来学习冰雹、雷电、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的相关知识。 
 

6.5 强对流天气 

本节内容：冰雹的概念、特征、危害及应对措施；雷电的概念、特征、危害

及应对措施；龙卷风的概念、特征、危害及应对措施。 

重点：冰雹的概念、特征、危害及应对措施；雷电的概念、特征、危害及应

对措施；龙卷风的概念、特征、危害及应对措施。 



 

 

难点：各类强对流天气的危害及应对措施。 

基本要求：了解各类强对流天气的概念、理解其分布特征、危害，掌握应对

措施。 

（注意：红色为本节重点，蓝色为本节的思考，黄底色标注为本节的作业） 

 

一、冰雹 

1、定义 

是强对流云中降落的一种固态水。多在晚春和夏季伴随雷阵雨出现。系圆球

形或圆锥形的冰块，由透明层和不透明层相间组成。直径一般为 5-50 毫米，最

大的可达 10 厘米以上，雹的直径越大，破坏力就越大。 

 

图 1 冰雹灾害 

2、特征 

①局地性强，每次冰雹的影响范围一般宽约几十米到数千米，长约数百米到

十多千米。 

②历时短，一次狂风暴雨或降雹时间一般只有 2～10 分钟，少数在 30 分钟

以上。 

③受地形影响显着，地形越复杂，冰雹越易发生。 

④年际变化大，在同一地区，有的年份连续发生多次，有的年份发生次数很

少，甚至不发生。 

⑤发生区域广，从亚热带到温带的广大气候区内均可发生，但以温带地区发

生次数居多。主要发生在中纬度大陆地区，通常北方多于南方，山区多于平原，

内陆多于沿海。这种分布特征和大规模冷空气活动及地形有关。我国雹灾严重的

区域有甘肃南部、陇东地区、阴山山脉、太行山区和川滇两省的西部地区。 

⑥季节性，冰雹大多出现在 4 月～10 月。在这段时期，暖空气活跃，冷空



 

 

气活动频繁，冰雹容易产生。一般而言，我国的降雹多发生在春、夏、秋 3 季。 

⑦时间性，从每天出现的时间看，在下午到傍 晚为最多，因为这段时间的

对流作用最强。降雹的持续时间都不长，一般仅几分钟，也有持续十几分钟的。

3、危害 

猛烈的冰雹打毁庄稼，损坏房屋，人被砸伤、牲畜被砸死的情况也常常发生；

特大的冰雹甚至比柚子还大，会致人死亡、毁坏大片农田和树木、摧毁建筑物和

车辆等。具有强大的杀伤力。雹灾是中国严重灾害之一。 

4.应对措施 

在室外，当冰雹来临时，要迅速躲进楼房、顶棚等能够避雹的安全场所，防

止冰雹的袭击。在空旷的地方，应用雨具或其他物品（如包）保护头部，并尽快

转移到能够避险的地方。 

（查询资料，了解近几年国内的冰雹灾害事件） 

 

二、雷电 

1、定义 

发生在雷暴云（积雨云）内、云与地、云与空气之间的击穿放电现象，常伴

有强烈的闪光和隆隆的雷声。 

 

图 3 雷电现象 

2、成灾机理 

因其强大的电流、炽热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剧烈的电磁场和强烈的电磁

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 

 



 

 

3、危害 

影响飞机等的安全飞行；干扰无线电通讯；击毁建筑物、输电和通讯线路的

支架、电气机车；损坏设备，引起火灾；击伤击毙人畜等。 

4、如何应对雷电天气（图 4）               

在户外： 

①人体应尽量降低自己，以

免作为凸出尖端而被闪电直接击

中。 

②人体与地面的接触面要尽

量缩小以防止因“跨步电压”造

成伤害。 

③不可到孤立大树下和无避

雷装置的高大建筑体附近，不可

手持金属体高举头顶。 

④不要进水中，因水体导电

好，易遭雷击。总之，应当到较

低处，双脚合拢地站立或蹲下，

以减少遭遇雷的机会。                       图 4 如何应对雷电天气 

在室内： 

①不要靠近窗户、尽可能远离电灯、电话、室外天线的引线等； 

②在没有避雷装置的建筑物内，应避免接触烟囱、自来水管、暖气管道、钢

柱等。 

 

三、龙卷风 

1、定义 

在极不稳定天气下，由两股空气强烈对流运动而产生的一种伴随着高速旋转

的漏斗状云柱的强风涡旋。（如图 5）  



 

 

 
图 5 龙卷风现象 

2、龙卷风的特征： 

a.影响范围小（1km 以内），寿命短、但移动快，破坏力极大。 

b.常发生于夏季的雷雨天气时，尤以下午至傍晚最为多见。 

3、致灾原因 

①高速旋转的风速，经过居民点，天空中便飞舞着砖瓦、断木等碎物，因风

速很大也能使人、畜伤亡，并将树木和电线杆砸成窟窿。 

②龙卷风内部极低气压，犹如一个特殊的吸泵一样，往往把它所触及的水和

沙尘、树木等吸卷而起，形成高大的柱体。 

龙卷风危害： 

a.使成片庄稼、成万株果木瞬间拔起被毁；   

b.掀翻车辆，令交通中断； 

c.摧毁建筑物，把人吸走，使人畜生命遭受损失。  

4、分布： 

     美国是发生龙卷风最多的国家。我国龙卷风主要发生在华南和华东地区  

5、应对措施： 

a. 在家时，务必远离门、窗和房屋的外围墙壁，躲到与龙卷风方向相反的

墙壁或小房间内抱头蹲下。躲避龙卷风最安全的地方是地下室或半地下室。 

b. 在野外遇龙卷风时，应迅速向龙卷风前进的相反方向或垂直方向逃离; 

应就近寻找低洼地伏于地面，但要远离大树、电杆，以免被砸、被压和触电。 

 c. 汽车外出遇到龙卷风时，千万不能开车躲避，也不要在汽车中躲避，应

立即离开汽车，到低洼地躲避。   

思考：台风与龙卷风的区别？ 

小结：通过冰雹、雷电、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知识的学习，同学们要了解这类灾

害的成灾机制、特征、危害，重点掌握应对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