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 件 1

湖北省青年科技创新奖公示材料-李健

附表：

候选人基本情况

姓名 李健 性别 男

从事专业 输电线路防雷与智能运维 职称
正高级

工程师

工作单位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武汉南瑞有限责任公司

受教育

情况

2004年 9月-2008年 6月，华中科技大学，电气与电子

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学士

2008年 9月-2013年 7月，清华大学，电机工程与应用

电子技术系，电气工程，博士

提名者 湖北省总工会

提名意见

李健同志政治觉悟高、专业水平过硬，始终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带

领团队攻坚克难、开拓创新，在电网雷电精准监测方法、雷暴短时预报技术、

台风降尺度致灾模型等方面取得多项创造性学术成果，为提升我国电网防灾减

灾水平、完善电网灾害监测预警技术做出了卓越贡献。在雷电精准监测方面，

建立了高海拔地区雷电电磁波传播计算模型和雷电定位优化方法，研制出雷击

全过程电场波形变化测量仪，提出了考虑输电通道内线路间屏蔽效应及系数的

雷击风险评估方法，实现了雷击风险评估从杆塔级向通道级的提升；在雷暴短

时预报方面，率先建立了基于中尺度气象数值模式和人工智能的 72小时雷暴预

报方法，研制出基于多源数据的 72小时雷暴预报系统，实现全国未来 72 小时

雷暴预报，准确率达到 80%，构建了技术指标国际领先的电网雷电风险预警网；

在电网台风监测预报方面，构建了线路台风致灾风速阈值模型和格点预报值杆

塔级降尺度预报模型，攻克了气象预报风速无法精准到电力杆塔的重大难题，

杆塔预报风速分辨率从 3公里提升至 1公里，预报准确率从 52%提高到 97%。

上述成果已规模化转产，在电网安全生产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完善了电网灾害

监测预警技术，被纳入国网生产管控体系，确保了大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长期从事输电线路防灾减灾科技攻关和研发应用工作，主持及承担了国家

级、省部级重点课题 14项；获省部级科技奖励一等奖 3项、二等奖 4项、三等



奖 2项；获评湖北省劳动模范、国家电网公司青藏高原系列电力天路卓越贡献

奖和青年人才托举工程人选；发表 SCI/EI论文 19篇，出版学术专著 5部，获专

利授权 48项（其中发明专利 17项），编制国家/行业等标准 11项。

同意推荐李健同志为湖北省青年科技创新奖候选人。

候选人的主要科学技术成就和贡献

候选人长期从事输电线路防灾减灾科技攻关和研发应用工作。先后主持及

承担了国家级、省部级重点课题 14项，在雷电精准监测方法、雷暴短时预报技

术、台风降尺度致灾模型等方面取得多项创造性学术成果，获省部级科技奖励

一等奖 3项、二等奖 4项、三等奖 2项。发表 SCI/EI论文 19篇，出版学术专著

5部，获专利授权 48项（其中发明专利 17项），编制国家/行业等标准 11项。

作为实验室副主任和学术带头人支撑建设了国家能源局、湖北省、国网公司雷

电实验室和科技攻关团队，获评湖北省劳动模范、国家电网公司青藏高原系列

电力天路卓越贡献奖和青年人才托举工程人选等，目前是 CIGRE中国国家委员

会 B2架空线路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电机工程学会高级会员等，担任清华大学

和国网电科院等硕士生导师。

主要学术贡献和创新成果如下：

1、提出了高海拔地区雷电电磁波传播计算模型和雷电定位优化方法，研制

出雷击全过程电场波形变化测量仪，获得雷暴团面积、频数、幅值、极性、移

动速度及多重回击、长连续电流等特征规律，挖掘出影响电网雷击跳闸的敏感

致灾因子；提出了考虑输电通道内线路间屏蔽效应及系数的雷击风险评估方法，

推导出线路间距、导线极性、杆塔高差等因素与屏蔽效应的非线性关系，实现

了雷击风险评估从杆塔级向通道级的提升。

2、率先提出了基于中尺度气象数值模式和人工智能的 72小时雷暴预报方

法，建立了雷暴活动与气象动力参数、地形地貌、雷达回波、电网设施等因素

之间的大数据挖掘分析模型，研制出基于多源数据的 72小时雷暴预报系统，实

现全国未来 72小时雷暴预报，准确率达到 80%，构建了技术指标国际领先的电

网雷电风险预警网，改变了电网被动防雷模式，让预报高度随机的雷电活动成

为可能，将雷电 30分钟临近预警提升至 72小时预报。

3、提出了融合气象观测与输电线路微气象监测的多重数据分析方法，获得

了台风风速分布特征及台风灾害高风险致灾规律，提出了输电线路实时气象监

测数据快速更新同化的风速预报方法，建立了线路台风致灾风速阈值模型和格

点预报值杆塔级降尺度预报模型，攻克了气象预报风速无法精准到电力杆塔的

重大难题，杆塔预报风速分辨率从 3公里提升至 1公里，预报准确率从 52%提

高到 97%。

候选人所取得的成果贡献已规模化转产，在电网安全生产中得到了广泛应

用，研发的电网雷击风险预警系统已应用于 1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输电

通道风险评估系统已应用于 28省（直辖市、自治区），台风监测预报系统已应

用于沿海 7省 1市，完善了电网灾害监测预警技术，被纳入国网生产管控体系，

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成果应用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019~2023年连续 5年为特高压和重要输电

通道保电工作提供雷击、台风监测预警信息数百条，帮助分析处理线路故障近

千次，有力保障了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成功应对“大运会”“军运会”“迎峰度夏”



等重大活动保障，累计指导及时处置了 8000余次输电线路故障，节省人工查找

故障投入超过 50万人·天，累计产生直接效益约 10亿元，节支避损数十亿元，

经济社会效益十分显著，获 IEC TC81高度评价为高压直流电网雷击预警与防护

技术的杰出研究和应用，被 CCTV等权威媒体多次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