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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人工影响天气学科发展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概述。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对天
气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呈现显著增加的趋势。 自 １９４６年现代人工影响天气开创以来，基于人类对水资源开发
利用以及减轻由恶劣天气引起的自然灾害的强烈需求，促进了人工影响天气学科的快速发展。 经过 ６０多年
的发展，随着人类对自然天气过程认识的不断提高，人工影响天气的科技水平有了明显的发展和提高。 笔者
介绍了人工影响天气科学技术的基本原理、应用范围、科学技术现状、存在的关键科学技术问题以及发展
趋势。
［关键词］　人工影响天气；国内外科技现状；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　Ｓ１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９ －１７４２（２０１２）０９ －００２０ －０８

1　前言
美国是现代人工影响天气的发源地。 １９４６ 年

美国最早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 研究团
队在试验中发现碘化银（ ＡｇＩ）和干冰（固态 ＣＯ２ ）可
以成为冰晶，由此开创了现代人工影响天气的序幕
（见图 １ ～图 ３）。 由于人工影响天气具有巨大潜在
的经济、社会和军事用途，有关的科学试验和研究从
来没有停止过。

目前世界上大约有 ４０ 多个国家每年开展 １００
多项与人工影响天气相关的研究试验与作业项目。
人工影响天气活动范围很广，从人工增雨（雪） 、防
雹、消雾、防霜以及人工消减雷暴、雷电、龙卷风、台
风等，到更大范围的气候变化，包括目前国际上为应
对气候变化提出的“地球工程”。 这些活动涉及水
安全、粮食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也涉及交通、应对气
候变化、森林灭火、重大活动保障、军事等领域。

人工影响天气分为无意识人工影响天气和有意

识人工影响天气。 无意识人工影响天气是指人类活
动，如工业活动、城市化发展、森林砍伐、植被破坏等

引起的地球辐射系统改变导致的天气、气候变化，
已为大家所熟知。 有意识人工影响天气就是通常
所指的人工影响天气，是建立在科学认识的基础
之上，有效利用自然天气过程，达到“趋利避害”的
目的，这是与无意识人工影响天气之间的本质
差别。

人工影响天气概念的提出，是基于人类为了生
产和生活的需要，希望通过人为干预以防止或减轻
由恶劣天气引起的自然灾害（如干旱、冰雹、雷电、
暴雨等），进而在适当条件下，促使天气向有利于人
类需要的方向发展。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
对天气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呈现显著增加的趋势。 人
口数量的增长、城市化发展以及工业化水平的提高，
使一个地区的人口居住数量、密度显著增加，对高科
技产品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已经渗透到人类生产、生
活的每一个环节。 异常天气可能会带来灾难性后
果，由强降水引发的大风、洪水、泥石流、山体滑坡等
自然灾害直接威胁人类的生存。 １９７０ 年发生的波
拉台风登陆孟加拉国带走了 ３０ 万人生命，２００５ 年，
卡特琳娜台风让美国损失了 １ ２５０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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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人工增雨（雪）作业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rain （snow） augmentation

图 2　飞机人工增雨作业
Fig．2　Aircraft cloud seeding

图 3　火箭人工增雪作业
Fig．3　Rocket cloud seeding

2　人工影响天气的原理及关键科学问题
现代人工影响天气的科学原理是建立在云形成

基本原理的基础之上，云和降水的形成需要三个基
本条件：首先要有水汽，水汽是通过地表蒸发过程
（内循环）和输送过程（外循环）产生的；有了水汽还
不行，还必须要有上升气流，使水汽通过上升过程凝
聚成液态（固态）水，但水汽成为水滴（冰晶）还需要
凝结核（冰核），如果没有这个核，水汽很难成为云
滴（冰晶） 。 因此，目前的人工影响天气就是通过影
响云形成所需的凝结核（冰核），而不是改变水汽和
上升气流。 通过飞机、火箭、高炮和地面燃烧炉等手

段向云中播撒一定量的凝结核（冰核），实现降水增加
的目的。 因此，目前的人工影响天气是利用了云和降
水形成过程中对云微物理的敏感性（见图 ４、图 ５）。

图 4　作业前后云的变化
Fig．4　The change of cloud before and after

cloud seeding
注：图片来源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ＮＯＡＡ）台风研究中心

图5　美国 1947年首次飞机播云试验结果：
从上部看云的宏观特征出现显著改变

Fig．5　The first aircraft cloud seeding result： the
important change of cloud structure

can be clearly seen

人工影响天气科学研究、试验与作业一直存在一
些争论，其中的一个争论是纯科学问题，即如何把自然
和人为影响的结果科学地区分出来。 另外一些争论是
对人工干预天气造成后果表示担心，即频繁的人工干
预天气是否会引起一个地区自然天气过程的反常，是
否会造成一个地区降水增加，另一个地区降水减少，或
引发新的天气灾害，是否会对环境有影响等。

有关人工影响天气的效果评估问题是一个世界

性难题，首先云降水过程的自然变率很大，自然界发
生的每一次云降水过程没有完全相同的，就像很难
找到完全相同的两个人一样（克隆人除外）。 这对
人工影响天气的试验造成非常大的困难，很难找到
两个对比的对象。 第二个方面是受到对自然云降水
形成过程的科学认识限制。 就一块云而言，受目前
科技水平的限制，对其形成不是完全了解，现有的探
测技术能力还不能达到对云降水形成的整个物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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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进行有效跟踪和观测，因此，造成对云降水的定
时、定点和定量预报困难。 假如对降水的预报能力
接近 １００ ％，人工影响天气的效果自然就出来了。
第三个方面是受到目前人工影响天气自身技术水平

的限制。 现代人工影响天气技术是基于播云理论，
利用了云微物理对凝结核（冰核）的敏感性，这种技
术本身是基于自然云形成的，并没有超越自然云形
成的过程，由此决定了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是有条件
的，只有符合一定条件的云播撒才会起到效果。

目前国际上一般采用三种方式对人工影响天气

的效果进行评估，即统计检验、物理检验和数值模拟
检验。 单纯的统计检验需要的样本数大，需要长期
积累。 美国科罗拉多州多年开展冬季增雪业务的评
估效果是 １０ ％ ～２５ ％，平均为 １５ ％。 目前国际上
一些大型人工影响天气科学试验中普遍采用的是随

机性统计检验，这种检验的核心是随机性，是基于大
量随机播撒作业后，对比影响和不影响的对地面雨
量得到播撒效果，如早期的以色列及我国古田水库
等地开展的科学试验。 以色列试验结果得出平均增
雨效果可达到 １０ ％ ～１５ ％以上，我国古田水库开
展的增雨效果可达到 ２４ ％。 随着雷达探测技术的
发展，很多随机性检验采用了物理检验，通过对比影
响和不影响的云的回波强度、体积、云顶高度等参数
评估影响效果。 在泰国、南非等国开展的暖云对流
云物理检验增雨效果在 ３０ ％ 以上。 俄罗斯对流云
增雨效果在 １５ ％ ～４５ ％，投入产出比在１∶２０以上。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促使数值模拟天气技术发展

迅速，数值模拟技术最大的优点是可重复性，随着数
值模拟技术的不断完善，可成为人工影响天气效果
检验的重要手段。 目前数值模式已经应用于我国人
工影响天气作业条件预报业务。

世界气象组织（ＷＭＯ）指出：应把人工影响天气
作为水资源综合管理战略的一部分，并建议在各国
建立开展云、雾和降水气候学分析，加强新观测工具
和数值模拟技术的应用，开展跨国外场试验和独立
专家评估等，以便向人工影响天气、水资源研究和业
务提供有力的依据（见图 ６）。 因此，新技术的应用
将是国际人工影响天气发展的趋势，具有重大的潜
在价值。

ＷＭＯ在枟关于人工影响天气现状的声明枠中，
对混合相态地形云、层状云、积状云的局部人工增雨
（雪）等催化技术给予了基本肯定。 美国、俄罗斯、
以色列等国还把人工增雨成套技术向发展中国家

（如叙利亚、摩洛哥、泰国等）输出，并成立一些专门
的人工影响天气商业公司，承接人工增雨计划和大
坝工程设计咨询等项目，按照市场规律运作，按客户
的要求有偿提供播云服务。

图6　雷达观测的云中雨的质量变化
Fig．6　Radar observed rain mass change after seeding
注：（ ａ）墨西哥暖云人工增雨随机播撒试验（１９９６—１９９９ 年） ，进

行了 ９９ 个风暴试验，其中 ４７ 个做了播撒，５２ 个没有播撒。 （ｂ ）南非
暖云人工增雨随机播撒试验 （１９９１—１９９６ 年） ，选择了 １２７ 个风暴，
其中播撒了 ６２ 个，６５ 个没有播撒。 粗实线表示针对不同强度云播
撒后云中雨滴质量的时间变化，细实线表示对应的不同强度未播撒
云的情况 ，两个国家的试验表明 ，云中雨滴质量呈显著增加的趋势

美国国家大气海洋局 ２００８ 年的统计显示，美中
西部的 ９ 个州有 ６３ 个人工影响天气项目，而 １０ 年前
为 ４８ 个，增加了 １５ 个，主要集中在美国西部冬季人
工增雪方面，增加的雪第二年融化后可用于农业、生
态和饮用水。 美国国家大气海洋局 １９７９—１９９３ 年主
持研究了长达 １５ 年的“大气影响计划 ”，试验区域包
括美国的 ７ 个州、泰国和摩洛哥。 ２００２—２００６ 年，在
６ 个西部州开展了“天气灾害改变计划”，主要是针对
美国西部严重干旱，开展大气云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研
究。 最近美国怀俄明大学牵头主持了约 ６ ０００ 多万人
民币的冬季人工增雪研究计划（２００６—２０１１ 年）。 另
外，美国国家大气科学研究中心（ＮＣＡＲ）和拥有４０ 架
飞机、８０ 名员工的人工影响天气公司及部分大学近
几年承担了南非、墨西哥、泰国、澳大利亚等国的人工
增雨（雪）作业和试验计划。

澳大利亚于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 年进行了为期 ６ 年的
冬季播云增雪研究计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１ 年，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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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士兰政府投入约 ５ ０００ 多万人民币进行“暖云”播
撒研究，该研究计划是澳大利亚气象局和美国
ＮＣＡＲ 合作进行，目的是缓解澳东南区域的持续性
干旱。

印度在 ２００３ 年和 ２００４ 年在美国 ＷＭＩ 的协助
下，在 Ｍａｈａｒａｓｈｔｒａ 州 开展 播 云作 业。 ２００８ 年 在
Ａｎｄｈｒａ Ｐｒａｄｅｓｈ 的 １２ 个地区开展播云试验，以缓解严
重干旱。

另外，俄罗斯、法国、以色列、泰国、阿联酋等国最
近几年也开展了多项新的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试验。
3　我国人工影响天气现状

云雾物理与人工影响天气是我国发展最早的学

科领域。 １９５６ 年 １ 月毛泽东主席提出“人工造雨是
非常重要的，希望气象工作者多努力”，在枟气象科
学研究 １２ 年远景规划枠中提出了云与降水物理过
程和人工控制水分状态的试验研究。 在全国向“科
学进军”的号召下，我国科学家提出“人工控制天
气” ，为解决人才缺乏问题，１９５７ 年选派留学生赴苏
学习云物理和人工控制天气理论和技术。 在条件极
端艰苦的情况下，涂长望、赵九章等组织和开展了云
雾物理研究及人工影响天气工作，建立了庐山云雾
试验站与天气控制研究所。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开展
云雾物理特征与人工影响天气研究以来，针对我国
干旱、冰雹灾害的需求，创建了我国现代人工增雨与
防雹技术，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１９５８ 年，我国在
吉林省首次使用飞机进行人工增雨试验，此后人工
影响天气技术得到快速发展。

２０ 世纪末期至 ２１ 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
力的显著提高，云雾物理与人工影响天气学科有了
质的飞跃和发展，先进大气物理探测技术、数值模式
的应用与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需求，使人工影响
天气学的发展呈现出多学科交叉与结合发展的特

点。 人工影响天气是以大气物理学为基础建立和发
展起来的。 在过去的 ５０ 年中，我国的云物理学研究
在云的宏观、微观特征的研究，以及发展和应用一些
新的技术手段对云的基本特性进行空基和地基的直

接和间接观测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我国建成投入运行的 １５６ 部新一代天气雷达

网、３３４ 部局地天气监测和作业指挥雷达，覆盖了大
部分作业站点。 人工影响作业监测和科学指挥能力
显著增强，极大地减少了作业的盲目性（见图 ７） 。

目前我国人工影响天气工作基本形成了依托天

气、气候预报预测掌握降水天气过程，以地面常规观测
网、卫星、雷达和云物理特种观测技术装备观测云和降
水的发展演变过程，利用云数值模式、雷达及卫星反演
产品对作业条件、潜力区进行识别预测，以雷达实时指
挥作业，以飞机播撒 ＡｇＩ、制冷剂（液氮、干冰）对层状云
和积层混合云进行催化，以高炮和火箭等运载工具播
撒 ＡｇＩ催化对流云，以物理检验和统计检验方法评估
作业效果的人工影响业务流程。

图7　新一代人工影响天气移动偏振雷达指挥系统
Fig．7　The new polarized movable radar system

used in weather modification operation

我国自主研发的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 ＡｇＩ 复合
焰剂、不同高度的新型增雨防雹火箭和机载播撒设
备已广泛投入业务使用；发展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的多维云数值模式，并投入业务应用；建立了作业指
挥业务系统和不同温度催化剂的使用指标，部分地
区采用了有一定科学依据的物理和统计方法检验增

雨效果（见图 ８）。 国家和省级人工影响业务单位共
同加强作业效果评估方法研究和业务应用工作，吉
林、青海、河南、山西、安徽等地建立了作业效果检验
评估示范区，初步规范了作业效果评估工作。

图 8　我国人工增雨飞机（有人与无人驾驶）
探测与作业系统

Fig．8　Observational and cloud seeding system
of aircraft （ unmanned and manned） in rain

enhancement oper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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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人工增雨雪、防雹、消雾、消云等作业监
测、条件识别、作业机理、技术方法、效果评估和装备
研发等方面，取得了一批理论和技术成果并应用于
业务。 “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重点项目枟人工增
雨技术研究及示范枠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枟人工增雨关键技
术研究及装备研发枠已取得多项成果。 在近期中国
气象局制订印发的枟应用气象研究计划 （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４ 年） 枠中，重点加强对不同云体的人工增雨条
件、催化方法和效果评估等关键科技问题进行科学
研究。 与此同时，国际交流合作日趋活跃，开展了多
项双边试验研究、技术交流和人员培训。 ２００５ 年我
国人工影响天气荣获 ＷＭＯ 人工影响天气 ＵＡＥ奖。

我国基本形成了国家—省—地—县 ４ 级业务体
制。 国家级业务主要牵头负责科技研发与业务指
导；省级业务主要包括作业（飞机增雨）组织、技术
指导和技术开发；地市级业务主要为业务指导，指挥
高炮、火箭作业；县级业务主要包括组织实施高炮、
火箭作业、装备管护和信息收集上报。

１９９４ 年国务院批准建立了以中国气象局为牵
头单位的“人工影响天气协调会议制度”，对组织、
协调和指导全国人工影响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目
前，地方基本建立了以各级政府领导，同级气象主管
机构管理、实施和指导的人工影响管理体系。 枟人
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枠 、地方法规、部门规范性文件
和行业标准等法规体系不断完善，建立健全了安全
责任制，作业人员培训和作业装备管理日趋规范。

中国气象局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联合制订印发了全国枟人工影响天气
发展规划（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枠 ，并将人工增雨防雹工
程纳入枟全国新增 １ ０００ 亿斤粮食生产能力建设规
划（２００９—２０２０ 年）枠中，人工影响工作的发展将进
一步科学规范。

我国人工影响天气学科经过 ５０ 多年的发展，已
逐步成为我国气象防灾减灾的重要科技手段之一。
目前我国有 ３０ 个省 （区、市）开展飞机、高炮、火箭
增雨防雹作业，从业人员达到 ４．６ 万人。 人工增雨
作业区 面 积 达 ３６０ 万 ｋｍ ２ ， 防 雹 保 护 面 积达
４５ 万 ｋｍ２ 。 中央和地方财政加大人工影响经费投
入，中央财政自 ２００９ 年起设立了专项资金支持人工
影响作业。 人工影响工作在农业抗旱减灾、水资源
安全保障、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森林草原防火扑火
以及保障 ２００８ 年北京奥运会、新中国成立 ６０ 周年

庆典等重大社会活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4　人工影响天气发展趋势

科技进步是推动人工影响天气发展的源动力。
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人类对自然天气过程的
认识和影响能力将显著提高，这是发展的大趋势。
频发的自然天气灾害和不断加剧的淡水和粮食资源

短缺促使各国寻求新的技术途径化解危机。
现代人工影响天气的测量和观测技术具有良好

的发展趋势，将充分利用当今先进的地球环境监测
和观测技术。 将从最初的单一波长的雷达、飞机探
测技术发展到集装载先进探测系统的飞机、大气廓
线探测、卫星、多普勒雷达、偏振雷达、毫米波雷达、
微波辐射计、ＧＰＳ 系统、地面中尺度监测网络为一
体、综合先进探测和观测的技术。 由于人工影响天
气业务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决定了应用于人工影响作

业的飞机本身需具有良好的性能，在续航能力、飞行
高度、抗不良天气等方面有更高的要求。

飞机上装载的先进探测系统有利于了解云中水

物质的类型、数量和演变过程，可以观测播撒前后所
发生的云中水物质的演变情况。 目前广泛采用的机
载粒子测量系统（ＰＭＳ）是基于激光拍摄粒子图像和
对粒子记数的粒子谱测量系统。 由多个探头组成，
分别装在飞机的不同部位，经过多年的发展，可以覆
盖很大范围的粒子尺度（０．１ μｍ到几毫米），包括
气溶胶和云粒子。 在人工影响中另一个需要测量的
重要参数是液态水含量（ＬＷＣ），目前广泛使用的仪
器是 Ｋｉｎｇ热线含水量仪，其原理是由云滴撞击暴露
在飞机外气流中的一个加热传感器元件产生冷却效

应的大小决定，其局限性是对大于 ５０ μｍ的大滴的
测量误差较大。 改进和研发过冷水探测技术将是人
工影响科技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

目前我国多普勒雷达网已初步建立，在降水观
测、强天气监测与预警方面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如
何从多普勒雷达观测信息中获取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所需的相关信息，支撑人工影响业务工作，是今后人
工影响面临的紧迫任务之一。 目前美国 ＮＣＡＲ、
ＮＯＡＡ、ＮＡＳＡ（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探测飞机上
装备了高精度、高分辨率的机载多普勒雷达，这将在
以后的人工影响天气领域具有重要的潜在应用价

值，也是我国飞机探测方面的重要发展趋势。 偏振雷
达的最大作用是可分辨云中水成物的种类，获得更精
确的降水测量。 这些能力使其在云播撒试验评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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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极大的潜在价值。 在成冰剂播云试验中，可以
利用偏振雷达监测云中过冷水滴如何转变为冰晶，
在吸湿性物质播撒试验中，可以监测云中大滴的发
展过程。 还可以采用偏振雷达跟踪具有反射微波的
金属箔片示踪物质，了解云中播撒物质的运动、扩散
过程。 目前偏振雷达仅用于研究领域，在一些国家
的人工影响试验中采用了偏振雷达。 美国的 Ｓ 波段
天气监测雷达网（ＷＳＲ-８８Ｄ 或 ＮＥＸＲＡＤ）在未来几
年内将升级为具有偏振测量能力的雷达网系统。 我
国最近几年在一些试验研究中也采用了偏振雷达系

统。 在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偏振雷达系统将在我国
未来的人工影响业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毫米波雷达
具有波长短（３ ｍｍ 或 ８ ｍｍ）、灵敏度和分辨率高
（小于 ５０ ｍ）的特点。 由于不需要大的天线和强大
功率的发射机就可以实现对弱信号目标的探测，获
取良好、详细的信息，且其重量轻，因此可以方便地
装载在地面移动、飞机、卫星等观测平台上，目前在
国外已经投入业务使用，在我国也得到初步发展和
应用。 其主要缺点是易被液态水衰减，探测范围
有限。

由于卫星监测可以提供较大范围的云和降水状

况，如水汽场、气溶胶粒子数及其谱分布、滴谱特征、
云顶温度等，在人工影响天气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
价值，如可见光、红外监测卫星、装载降水雷达、微波
成像 仪、可 见光、 红外辐 射计的热 带测雨卫星
（ＴＲＭＭ）、装载毫米雷达的测云卫星 ＣｌｏｕｄＳａｔ 及其
他卫星系统的应用，提供了丰富的人工影响天气所
需的云信息。 卫星观测已经在无意识人工影响天气
的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卫星信息可用于反演
云降水结构、演变特征等各个方面。 大力发展卫星
信息在有意识人工影响天气业务中的应用无疑是今

后发展的必然趋势。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高灵敏度的风廓线仪已

经投入实际应用，可以实现对对流层风廓线的连续
测量，其与声雷达的配合可以实现温度廓线探测。
地基 ＧＰＳ 接收器可以进行垂直水汽总量探测，也可
以采用激光雷达实现对水汽廓线的测量。 在人工影
响天气中，垂直水汽的分布特征是一个重要参数，如
何有效利用这些新型大气廓线测量系统测量的大气

风廓线、温度廓线、湿度廓线等进行人工影响天气业
务指导也是很重要的发展趋势。

数值模式将成为提高人工影响天气能力和发展

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的计算机资源已经能够提供

具有短期预报价值的云实际模拟能力，把具有详细
云物理过程、具备资料同化功能的数值模式应用于
人工影响天气的实际业务中已经成为可能。 特别是
与人工影响天气有关的各种微物理过程，在不断检
验的基础上采纳和引入，可以降低人工影响天气工
作的很多不确定性，提升业务能力和科技水平。

数值模式在三个方面可以应用于人工影响天气

作业，即有关的方案设计、论证，作业过程的指导，作
业后的分析。 这样有利于建立优化播云方案、凝练
和建立物理假设。 数值模式能够在相同的云况条件
下比较播撒与无播撒的异同，明确播云效果，也可以
模拟播撒物质的扩散路径，提供外场试验和作业所
需的实时预报，提供不同播撒方式产生的潜在效应。

数值模式和资料同化可以降低传统统计检验的

不确定性。 采用复杂的数值模式，可以显示处理不
确定性因素，并能进行作业和控制试验的时空对比。
目前我国在数值模式研究方面发展迅速，已经初步
具备适用于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设计和效果验证试验

的云和降水模式，但还没有完全实时应用到外场作
业试验中，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解决模式运行速度
（如采用较低的分辨率、较简单的物理过程），同时
需要采用快速云物理参数的资料同化和初始化技

术。 模式技术总是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人工影响
天气模式和其他数值模式一样，需要对一些因初始
条件、边界条件、模式本身和人工影响过程所具有的
不确定性量化，提升模式的应用能力。

实验室研究在人工影响天气的研究中具有不可

缺少的作用，实验室研究最大的特点是具有可控实
验环境条件和观测条件，试验可以重复进行。 实验
室研究在人工影响天气领域具有重要的作用，可以
研究云粒子的形成过程、播撒剂的成核率检测等，为
人工影响提供了扎实的科学基础。 但实验室研究也
具有局限性，只有实验室研究与理论、数值模式研究
及观测研究有机结合在一起，才能实现人工影响天
气业务科学水平的真正提高。

ＧＰＳ 的大量采用可以实现播云作业中作业目标
位置的精确显示及作业飞机的准确定位，这有利于
掌控和评估播云作业。 如美国 ＮＣＡＲ 开发的 ＴＩＴＡＮ
软件包，可以实现跟踪风暴单体的运动和发展，除了
可以对实时作业提供指导，还可以进行作业效果的
后期评估。 有效利用这种软件系统，精确的 ＧＰＳ 定
位起关键作用。 目前 ＧＰＳ 探空仪已经能够提供很
高分辨率的风、温、湿垂直廓线资料，在人工影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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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业务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我国的人工影响天
气业务中，ＧＰＳ 系统基本用于飞机航线定位，还没有
很好地利用 ＧＰＳ 探空系统，基于 ＧＰＳ 的作业目标跟
踪软件系统相当薄弱，这也是今后重点发展的方向。

播撒技术的发展趋势就是要建立具有扎实科学

基础的优化播撒技术。 发展优化的人工影响天气播
撒技术无疑对提高人工影响天气的科技水平具有极

其重要的作用，是决定播撒作业效果的关键因素。
实现“适当时间、适当位置、适当剂量”的优化播撒
技术，必须对作业目标有深入、全面的了解，采用高
效播撒物质和可靠、先进的播撒设备。 这里主要重
点介绍成冰剂与吸湿剂播撒相关技术的发展趋势。

成冰剂播撒主要是针对冷云的播云技术，采用
合适的成冰物质（如 ＡｇＩ），或致冷物质（如固（液）
ＣＯ２ ，液氮、液体丙烷等），启动或提高冰晶的形成过
程，成冰物质具有与冰晶相似的晶格结构，可以促使
云中过冷水快速冰晶化。 不论采用静力催化还是动
力催化方法，播撒剂量的选择在实际业务中是一个
难点，因为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方法快速确定云中自
然冰晶的数量、过冷水的位置、大小等重要参数。 这
些参数对复杂的云系而言，往往是一个动态变化的
三维参数。 今后先进探测技术、实验室技术和数值
模拟技术的有效应用可以显著减小这些参数的不确

定性。 为利于实际播撒和提高成冰率，ＡｇＩ 往往与
其他物质混合，制成各种混合性播撒剂，其实验室和
外场试验检测、验证工作是今后播撒技术需要加强、
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成冰剂的物理化学特性对冰
晶的形成速率和效率起着重要的作用，发展新型高
效成冰播撒剂配方仍然是今后人工影响发展的趋势

之一。 另外，过去有关成冰剂播云试验的研究发现，
往往对一连串物理事件和因果关系缺乏完整的观测

资料，对一些物理过程理解不完整，今后需要重点开
展相关观测试验、模拟研究和试验统计评估，建立合
乎逻辑的物理过程链，加强对一些不确定性问题的
解决。

吸湿剂催化技术主要针对暖云区的催化技术，
通过使用具有吸湿特性、适当尺度的物质（如盐粒
等） ，增加云中凝结核（ ＣＣＮ）或促进暖云和混合相
云碰并降水形成过程。 目前有关吸湿剂催化试验分
为两种，一种是大吸湿性粒子催化试验，采用的盐粒
子直径大于 １０ μｍ，不通过凝结增长过程，直接产生
启动碰并过程的较大尺度云滴。 另一种是由吸湿性
烟剂产生的很小云凝结核（平均干直径为 ０．５ ～

１ μｍ），并且有一相当宽向更大直径延伸的粒子谱，
与自然凝结核相比，人工凝结核由于其尺度和化学特
性，在争夺水汽形成云滴、扩展云滴谱和启动凝结增
长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可以提高降水形成的效率。

在过去几年中，尽管国际上吸湿性播云试验取
得了较好的统计结果，但有关其物理过程的一些基
本问题需要得到解决，以提供更坚实的科学基础。
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播撒物质的扩散、传输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催化粒子的尺度大小问题。 另外，播
云的动力效应、物理与动力过程相互作用、播撒的影
响区域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播云优化技术的建立是决定播云效果的关键，
对一些关键不确定性科学问题的深入探讨和理解有

利于从根本上提高人工影响业务的科技水平。 如何
识别可播性云，确定播撒剂量、时间、位置，播撒后的
响应时间、播撒的覆盖面和影响体积、播撒物质的跟
踪、扩散、传输等，这些关键问题的解决需要利用现
代观测和数值模拟技术，这是今后人工影响科研和
业务面临的紧迫任务，也是人工影响科技发展的
趋势。
5　结语

尽管我国的人工影响天气学科取得了很大发

展，但当前我国人工影响天气的科技水平和服务能
力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仍然十分突

出，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１）提高人工影响天气关键技术的创新发展能

力，重视和加强高层次学科领军人才队伍建设。 人
工影响天气是一门高科技系统工程类学科，学科的
发展取决于创新技术和人才队伍建设，目前我国人
工天气领域创新能力不足，领军人才缺乏，需要大力
加强。

２）重视基础研究和基础设施建设。 我国总体
人工影响天气的科技支撑能力仍显薄弱。 人工影响
天气基础性研究亟待加强，催化作业和效果检验的
科技水平有待提高。 我国性能优良的飞机探测平台
和先进的探测装备不足，尚缺乏满足大范围、高强度
的专用探测飞机，现有的气象监测站网和手段还不
能适应人工影响天气的要求。

３）建议开展以科学试验为目的的中长期人工
影响天气研究计划，建立针对我国不同云系、不同作
业目的的定量化指标与评价方法。

４）针对人工影响天气的作业对象和目的，开展

62 　中国工程科学



相关先进观测技术研究，特别是先进偏振雷达、微波
及激光探测技术等的应用与改进研究。

５）建立先进的云雾物理室内试验技术，开展自

然云形成和人工影响的定量化模拟试验。
６）积极探索人工影响天气技术新途径，推进学

科创新性发展。

Status and development of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for
weather mod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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