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淄博人工影响天气已有48年历史，人工降雨、防雹、防雷开展最多

云云里里做做文文章章可可增增两两成成降降水水量量

所谓人工防雹，是采用人为方
法对一个地区上空可能产生冰雹
的云层施加影响，使云中小冰雹(胚
胎)不发展成为(大)冰雹，或者使小
冰粒在变成大的冰雹之前就降落
到地面。

人工防雹的原理是向云中播
撒足够量的催化剂，以产生大量冰
晶，迅速形成更多的水滴或冰粒，
造成同雹胚竞争水分的优势，从而
抑制雹块的增长。主要方法为用高
炮或火箭将装有碘化银的弹头发
射到冰雹云的适当部位，以喷焰或
爆炸的方式播撒催化剂(碘化银)。

人工防雹

原理和方法

胡光辉告诉记者，人工影响天
气其实是现代科技进步的一个标
志，也就是利用人为干预的手段，
尽可能减少或避免气象灾害的损
失。“人工影响天气作为防灾减灾
的手段之一，在防御和减轻气象灾
害以及合理利用资源中发挥着越
来越大的作用，近年来大气科学整
体水平有了进展，新一代天气雷
达、气象卫星、地理信息技术等工
具也促进了整体水平的提高，防灾
减灾的过程中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功不可没。”

“人工增雨可以抗旱防旱，在
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业‘靠天吃
饭’的状况，另外人工防雹、人工防
雷、人工防霜尽可能的减少灾害的
发生，另外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也可
以起到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胡
光辉解释说，如果合理运用人工影
响天气作业，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都有重要的益处，我国是世界上气
象灾害频发的国家之一，特别是20

世纪90年代极端天气现象增多，水
资源短缺严重，科学的人工影响天
气作业避免了很多的损失和灾害。

科学人工作业可减少极端天气

本报记者 王欣 通讯员 胡光辉 宋中玲

气象灾害不可避免，
但为了尽可能避免或者
减轻气象灾害带来的损
失，合理利用气候资源，
市气象部门通常会使用
人工影响天气的方式，在
适当条件下通过科技手
段对局部大气进行人工
影响，实现增雨雪、防雹、
消雨、消雾、防霜等目的
的活动。27日，记者走进
市气象局，为市民揭秘人
工影响天气的过程。

市气象局人工影响天气办公
室主任胡光辉说，人工影响天气的
主要原理是运用云和降水物理学
原理，主要采用向云中撒播催化剂
的方法，使局部地区天气过程朝着
有利于人类的方向转化。

“人工影响天气最主要的方法
是播云，也就是用飞机、火箭或地
面发生器等手段向云中播撒碘化
银等催化剂，改变云的微结构，使
云、雾、降水等天气现象发生改
变。”胡光辉说，实现播云需要飞
机、高炮、火箭、烟炉等器材将碘化
银等催化剂带到云层中，所以这些
器材在整个过程中充当了推动器
的作用。

“最简单的方法是地面散播，
通过空气运动将催化剂带入云中。
但是催化剂从何处入云，又有多少
入云都很难掌握，所以这种方式已
经基本不用了。目前常用的方式就
是用火箭炮弹或者飞机等直接将
催化剂带入云中，成功率会比较
高。”胡光辉以人工增雨为例作了
解释，比如飞机增雨作业，就是飞
机携带催化剂入云，在稳定的层状
云系进行催化作业，但在对流云系
则较多的采用以高炮和火箭为主
的地面催化作业。“不同情况需要
不同手段，所以在人工影响天气之
前还需要做一系列对云层状况的
分析和判定。”

胡光辉告诉记者，一般情况下
谈到人工影响天气，人们会首先想
到人工降雨，但其实并非只有这一
种形式。“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分多
种形式，如人工防雹、人工减雨、人
工增雨、人工防雷、人工防霜等五
种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主要内容，
只是在人工影响天气的各项研究
中，开展得最多的是人工降水。”胡
光辉说。

胡光辉说：“一些比较严格的
试验表明，在一定条件下，通过冷
云催化可以增加降水量10～20%。
规模仅次于人工降水的就是人工
防雹，但开展起来并非每次都顺
利，还在探索试验阶段。再就是人
工消云开展较少，在一定条件下可
以消除局地的过冷层云，也有一些

试验成功的例子。但消暖雾以及人
工削弱台风、人工抑制雷电等，都
尚处于探索试验阶段。”

胡光辉告诉记者，目前淄博市
开展的比较多的就是人工降雨、防
雹、防雷等作业，而且淄博从1966

年就已经在淄川区峨庄乡开展了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算是比较早的
进入这个领域。“目前淄博市有作
业专用高炮49门，高炮作业点49个，
火箭发射点36个，火箭发射装置13

部，管理技术人员、操作人员等共300

余名。”胡光辉说，这些高炮点和火
箭发射点等分布都有相关要求，比
如高炮作业点周围1000米内不允许
有村庄、加油站等，火箭发射点周围
500米不允许有村庄、加油站，而且
选地要相对平坦，视野也要开阔。

全市49个高炮作业点，周围千米内无村庄

飞机、高炮助催化剂入云

市气象局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主任胡光辉介绍增雨防雹火箭。 本报记者 姜文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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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云云层层中中散散播播催催化化剂剂

播播撒撒结结束束开开伞伞，，残残骸骸安安全全着着落落

人工增雨是采用人为方法对
一个地区上空可能下雨或正在下
雨的云层施加影响，开发云中潜在
的降水资源，使降水量增加。

胡光辉解释道，比如一个地区某
天下了10毫米的雨水，这并不是说当
天经过这个地区上空的云中只凝结
了这么多水分，利用仪器对云中含水
量进行探测的结果表明，云中凝结的
水分比实际降水量多得多，只是因为
云中某些条件不具备，更多的水分才
没有形成降水落到地面。“云中凝结
的水分约有20%—80%转变成降水，具
体依云的类型而定。有人把云中的水
比喻为一座水库中的水，闸门开启得
小，流出的水量就小，人工增雨就是
向云中播撒适量的催化剂，使‘小水
库’的闸门开大一点，以便让水多流
出来一些，增大云的降水效率。”胡光
辉说。

云中的水汽变成水或冰时伴随
着巨大的能量转换。通过人工影响，
利用这些释放的潜热可以增强云中
的上升运动，从而加大云中水汽的
凝结量，达到人工增雨的目的。

催化剂可开大

云中“水库”闸门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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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市气象局人工影响天气办公
室主任胡光辉介绍说，在人工影响
天气这个领域，会定期组织火箭手
进行培训，一般是一年一次，火箭
手不仅要熟知火箭的结构和工作
原理，还要熟悉人工影响天气工作
流程。简单来说，定期培训就是让
专业知识普及化。

“目前人工影响天气最常用的
器材之一就是火箭，火箭工作也有
一个流程，培训的主要内容也是让
火箭手们将这个流程烂熟于心，这
样才能让人工影响天气更加专业
化。”胡光辉说，使用火箭工作，一
般第一步就是发射，到高空云层处
开始播撒催化剂，准确定位播撒浓
度最大区域，然后在播撒结束后开
伞，最后让残骸安全着陆。“火箭有
降落式和爆炸式两种形式，最常用
的还是降落式。”

“对于一名合格的火箭手来
说，知道火箭运作的流程以及火箭
的结构都十分重要，定期培训也是
一种不断强化的过程。”胡光辉说，
无论是何种形式的人工影响天气
作业，都基本按照这个过程进行，
目前培训最多的还是人工降雨、人
工防雹这两种。

火箭手定期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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