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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本刊中 包含“雷暴；闪电定位系

统；多普勒天气雷达；MCS”的 相关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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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717”低纬高原强雷暴天气过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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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雷电定位系统、多普勒天气雷达等监测资料和MICAPS 1°×1°客观分析场，对发生在云南省低纬高原2006
年7月17日强雷暴天气过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低层辐合区和高低层之间风向切变为此次强雷暴天气过程提供
了有利的环流背景，同时台风减弱形成的低压辐合区外围的高能高湿、强烈热力不稳定和中低层上升运动为雷暴

天气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环境条件；闪电定位网共监测到33?125闪电回击，闪电高密度出现在滇中，在0.1°
E×0.1°N面积上24?h最大达594次，闪电最高峰出现在16:00～17:00之间；此次强烈雷暴过程是由多普勒天

气雷达上探测到3条中尺度对流系统（MCS）先后自东向西或自东北向西南影响云南省造成的，回波强度在40～
55?dBz之间，风辐合、逆风区、垂直风切变、大的径向速度维持等中尺度特征有利于对流回波的发展，引起强

雷暴天气和雷电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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