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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飞天天火火箭箭弹弹，，借借来来满满城城雨雨
烟台昨发射115枚火箭弹，增雨2000万立方米

人人工工增增雨雨是是向向云云要要雨雨，，需需待待天天时时

相关新闻本报4月17日讯(记者 王
晏坤 通讯员 迟淑芹 ) 受
冷暖空气共同影响，17日早晨
开始，烟台出现一次明显降水
天气过程。为缓解当前抗旱、森
林防火压力，烟台市人工影响
天气办公室在全市范围内组织
开展了一次人工增雨作业，发
射115枚火箭弹，增雨2000万立
方米。

17日早晨开始，一股相对
明显的降水影响烟台市全域，
烟台市气象局和市人影办借机
实施了人工增雨，取得了一定

的效果。
据烟台市人影办常务副主

任张建华介绍，这次降水从莱
州、莱阳等地开始，自西向东影
响烟台市全域，与以往的降雨
过程不同，本次积雨云层分布
较为均匀，比较适合人工影响
天气作业。

按照山东省气象台的部
署和烟台市委、市政府的要
求，全市人工影响天气系统组
织全市自西向东先后开展地
面火箭和点燃烟条增雨作业，
自7时开始移动火箭轮番作业

60车次，共发射火箭弹115枚，
点燃烟条 2 0根，增雨效果明
显。

据烟台市气象台发布的降
水统计数据显示，自17日7时至
1 7时，全市平均降水量5 . 7毫
米，其中平均最大出现在招远，
降水量为10毫米；最大观测点
出现在莱阳团旺镇，降水量为
15 . 6毫米。

“如果能够达到中雨以
上级别的有效降雨，完全能
够解除旱情，但今天的降雨
还属于小雨，对旱情的缓解

算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张
建华说。

据张建华初步统计，本次
全市范围内的人工增雨天气过
程给烟台全市带来2000万立方
米的降水，这次降水过程对缓
解烟台市春季旱情、降低森林
防火压力、促进春耕农业生产
十分有利。

据了解，本次人工增雨作
业已经是今年以来第8次作业，
也是影响范围最广、轮番作业
次数最多、使用火箭弹数量最
大的一次。

一场及时雨

给小麦解了渴

“盼了好几个月，终于下雨
了。”17日的雨让发愁多日的港城
农户、果农们露出了笑脸。一场及
时雨，给小麦解了渴。17日上午，农
户方红军冒雨来到了自家小麦地
里。方红军说，春天太旱了，一场大
雨都没下过。

记者从烟台市水利部门了解
到，十年九旱和冬春连旱是烟台气
候变化的基本特点。据气象部门预
测，4月上旬，全市大部地区仍无有
效降水，气候以晴间多云天气为
主，气温也将较常年略偏高，短期
内旱情难以解除。

据了解，各级政府和水利部门
积极引导百姓搞好小水窖、小水
池、小塘坝、小泵站、小水渠等“五
小水利”工程建设。自去年汛后以
来，全市共新打、维修机井1420眼，
维修塘坝40座，新建水池、水窖91

处、加固40座，新修、维护泵站334

座，增加蓄水能力1257万立方米。
本报记者 李静

火险气象等级

由5级降至3级

17日，一场降雨影响了烟台市
全域，使得烟台久旱逢甘霖，让干
旱的农田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缓
解，也让居高不下的火险气象等级
由5级降至3级，易燃程度由极易燃
降至较易燃。

此前，由于降雨较少，烟台火
险气象等级一直处于5级极易燃状
态，森林防火异常严峻，不少县市
区政府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监控
火情；一场降雨将气象火险等级降
至3级。

据烟台市人影办常务副主任
张建华介绍，人工增雨不单单是缓
解旱情，还可以净化空气，增加空
气湿度，防止山火。每年清明前后，
烟台市一般都组织一次增雨。

本报记者 王晏坤

本报4月17日讯(记者 苑菲
菲) 近日，烟台市司法局出台了

《烟台市司法鉴定档案管理办
法》，共二十五条，对档案材料的
收集、排序、立卷编目、卷宗装订
和归档等内容做了详细而明确的
规定。

结合今年的年度考核工作，
本着减少及遏制有效投诉和无有
效投诉为目的，烟台市司法局决
定在2014年上半年重点推进司法
鉴定档案管理工作，根据司法部

《司法鉴定文书规范》和山东省司
法厅《司法鉴定机构鉴定档案管
理办法(试行)》(鲁司[2005]43号)的
规定，制定了《烟台市司法鉴定档
案管理办法》。

《办法》要求，鉴定档案要根
据案件类别，按年度、一案一卷的
原则，单独立卷。各类鉴定文书都
必须用钢笔(用碳素或蓝黑墨水)

或黑色签字笔书写、签发。司法鉴
定机构应当配备专职或兼职档案
管理人员，负责司法鉴定档案的
整理、装订立卷及保管。

档案管理人员必须严格遵守
保密制度，不得违反规定向他人
提供或泄露司法鉴定档案的涉密
内容。全市司法鉴定机构的档案
管理工作，要接受省、市司法行政
部门和地方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
业务指导、监督和检查。

司法鉴定机构

应配档案管理员

17日的一场雨，让人有点措手不及。马路上，没有带伞的市民纷纷想出奇
招来遮雨，有的用手绢搭在头上，有的用塑料袋子披在身上或套在头上。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影报道各有妙招

据张建华介绍，人工增雨
并不是凭空产生的，需要云层
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要有足够
的过饱和水汽，二是有一定数
量的凝结核。云层中满足了过
饱和水汽的条件后，就需要人
工增雨作业车发射火箭弹或由
人工增雨作业飞机播撒催化剂
形成凝结核。

然而，要想使用人工增雨
设备，无论是飞机还是火箭
弹，都必须避让空中的飞机、
探空气球等飞行器，在确保
相应航空飞行器安全的情况
下，才能够实施对空人工增

雨作业。
虽然满足了上述两个条

件，也不一定能够“打”下雨来，
所以作业机会的捕捉也是人工
增雨作业的关键一环。

这就要求天气形势预报要
准确，掌握系统影响时段及系
统的生成和消失，作业指挥者
要密切注意天气现象的演变，
和雷达站保持联系，同时掌握
什么系统产生什么样云团的常
识。

作业火候的掌握也很重
要，作业早了则欲速而不达，作
业迟了就变成了马后炮。“这就

需要前后方的紧密协调和随时
调度，所以在作业时除了指挥
中心的电话，其他的都不敢
接。”张建华说。

张建华称，人工增雨原理
可概括地用“触发机制”四个字
来描述，即在充分研究自然降
水过程的基础上，人工触发自
然降雨机制。

“人工降水就是用人为手
段增加云的降水量，运用云和
降水物理学原理，通过向云中
撒播催化剂，例如干冰或碘化
银等，使云滴或冰晶增大到一
定程度，降落到地面，形成降

水。”张建华说。
撒播催化剂的方法有飞机

在云中撒播、高射炮或火箭将
碘化银炮弹射入云中爆炸和地
面燃烧碘化银焰剂等。烟台市
人影办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发射
火箭弹，将碘化银投放入积雨
云层中。

据张建华介绍，人工增雨
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使本来不能
自然降水的云受激发而降水，
也可使那些水分供应较多、往
往能自然降水的云，提高降水
效率而增加降水量。

本报记者 王晏坤

本报4月17日讯(记者 王
晏坤) 17日上午，烟台上空飘
起小雨点，这把芝罘区只楚街
道办西牟社区居委会的赵庆浩
高兴坏了，护林防火的他盼雨
盼了好几个月。

赵庆浩是西牟社区居委会
的老治安队队员了。1999年，社
区招募护林防火员，赵庆浩被
选为居委会护林员，如今他在
这片山头守护已15年了。

每天早上不到7点，赵庆浩
就骑着摩托车上山了。每天在

山上转悠几个小时，看到有人
有车上山，就上前询问登记，一
再叮嘱不能烧香烧纸，不能燃
放烟花爆竹。

15年了，赵庆浩跟大山在
一起的时间甚至比跟家人还
长。刚开始的时候，他对这份工
作并不是很认同，磕着碰着是
常有的事儿，每天爬山巡山更
让他觉得枯燥。

“时间久了，慢慢习惯了爬
上爬下，对这片山也有感情
了。”现在的赵庆浩，已经习惯
了在山上“办公”的感觉。

赵庆浩总是第一个上山，
最后一个下山，每天都要把18

个小时的路口，来往车辆一一
登记，防火意识逐个强调。

2004年，赵庆浩被只楚办

事处评为工作先进个人，2008

年至2009年被烟台市芝罘区人
民政府评为森林防火优秀护林

员。赵庆浩说，他从没想过这些
荣誉，他能做的、他所做的就是
护好这片山林。

守守护护山山林林，，一一干干就就是是1155年年
赵庆浩说，他能做的就是护好这片山林

山上都是易燃的松树，防火压力很大。 本报记者 王晏坤 摄

我在防火一线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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