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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F-LF三维闪电定位网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VLF-LF三维闪电定位网、闪电探测站、闪电数据处理中心、数据质量控制以及闪电

探测仪的检测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VLF-LF三维闪电定位网的生产、建设、检测和运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2423.1—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低温

GB/T2423.2—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

GB/T2423.3—2006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Cab:恒定湿热试验

GB/T2423.17—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Ka:盐雾

GB/T8566—2007 信息技术 软件生存周期过程

GB/T18802.1—2011 低压电涌保护器(SPD) 第1部分:低压配电系统的电涌保护器 性能要

求和试验方法

QX4—2015 气象台(站)防雷技术规范

GJB150.8A—2009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 第8部分:淋雨试验

GJB150.16A—2009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 第16部分:振动试验

GJB150.18A—2009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 第18部分:冲击试验

GJB1443—1992 产品包装、装卸、运输、贮存的质量管理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VLF-LF
频带由3kHz~300kHz的无线电波。

3.2 
闪电 lightningflash
积雨云中正负不同极性电荷中心之间的放电过程,或云中电荷中心与大地和地物之间的放电过程,

或云中电荷中心与云外相反极性的电荷中心之间的放电过程。
[QX/T79—2007,定义3.1]

3.3 
云闪 intra-cloudflash;IC
放电通道不与大地和地物发生接触的闪电放电过程,包括云内(intra-cloud)闪电、云际(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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