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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细心人发现，人工增
雨作业选择在余姚、奉化等稍偏
的地区，为什么不选择在主城区
呢？

专家告诉记者，想要人工增
雨还得满足一定的地面条件，主
城区的人口密度大，考虑安全
性，主城区一般是不具备人工增
雨作业条件的。

人工增雨除了技术上的难
题外，还有很多业务流程上的工
作。一般来说，要实施一场增雨
作业通常要经过几个过程：调查
作业需求、等待天气时机、发布
作业公告、申请作业空域、实施
增雨作业、作业信息上报。任何
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
人工增雨无法顺利实施，而且这
其中很多因素是气象部门难以
掌控的。所以，人工增雨需要天
时地利人和的绝佳时机，真的没
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那么折腾这么一圈，人工增
雨究竟有多大作用？

研究表明，国际上普遍认同
的作业区的增雨效果为 7%—
20%。也就是说，假设目标云朵
本来就要下 10毫米的降水，那
么增雨后最大可能的降水量为
10.7毫米到12毫米，当然这是一
个区域雨量，对于单点而言效果
或许还会更好一些。但是人类想
要通过人工增雨来实现“呼风唤
雨”，恐怕是万万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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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以来宁波成功实施两次人工增雨

等待天空 只为那片“雨做的云”

首先，我们要澄清一个概念，很多
人会把人工增雨理解为人工降雨，虽
是一字之差，但概念完全不一样。

那么这一字之差，差在什么地方？
人为力量跟自然界力量相比还是

非常微弱的，在自然降水的过程中，当
上升气流带动暖湿空气迅速抬升，空
气随着高度增加而冷却，水汽凝结成
小水滴后不断合并碰撞增大，上升气
流托不动时就产生降水。

而人工增雨作业是在时机成熟
时，通过发射火箭或者高山烟炉燃烟，
人为将催化剂送到云层中，促进小水
滴快速集结形成大水滴，像“卤水点豆
腐”一样，把云中的水汽“点化”成雨
滴，使本来不会产生的降水得以产生，
从而达到增加降水的效果。

也就是说，人工增雨作业并不是
气象部门凭空造雨，而是在有降水条
件时，用点“手段”让它下大点。

当然，并不是说天上有云就可以
实施人工增雨作业，还要看云的“脸
色”，像夏日晴空常见的轻薄白云，是
无法经人工影响而化作雨水的。

如果天空没有云或者没有“好”云
就不能开展人工增雨作业，那什么是

“好”云？
气象部门首先会选择具备丰富云

水资源的云层，厚度一般要大于2公
里，缺乏冰晶却拥有丰富的水汽，而且
云体外面仍然有充足的水汽源源不断
补给，才算通过“审核”。

最后配合一定的上升气流的条
件，这样的云团才能开展人工增雨。如
果不是具备这样条件的云团，人工增
雨作业基本是没有作用的，而天气情
况的把握很大一部分是要靠气象部门
对天气的预报和监测能力。

在实施人工增雨作业后，一般在5
到30分钟后见效，最直观的效果就是
降雨量明显增大，当然也有可能效果
还没那么明显。降雨云系就像一块沾
了水的海绵，如果自然作用不够，云里
的水分就不能被充分挤出来。

要想实现人工增雨，合适的云团
和催化剂缺一不可。那么哪些催化剂
可助气象工作者“化云为雨”呢？

宁波市气象局的专家告诉我们，
人工增雨使用的催化剂通常分为三
类，第一类是可以大量产生凝结核或
凝华核的碘化银等成核剂；第二类是
可以使云中的水分形成大量冰晶的
干冰等制冷剂；第三类是可以吸附云
中水分变成较大水滴的盐粒等吸湿
剂。

紧接着问题又来了，这些能够促
进降雨的催化剂，是如何被送入云团
的呢？

人工增雨作业飞机是云内播撒催
化剂的最佳装备，可将催化剂直接撒

入云中。其上装载的探测仪器还可对
作业前后云的状态变化进行追踪监
测，而且飞机作业机动性强，催化面积
大，增雨效果最好。

与飞机作业相比，火箭和高炮作
业，能将催化剂播撒得更集中、形成冰
核浓度高，特别适合针对飞机难以进
入的对流云作业。

最后安静燃烧的地面烟炉是最
“默默无闻”的人工影响天气装备。人
工增雨地面烟炉常用于针对山区地形
云的作业。作业人员将其设置在迎风
坡面后，在气象条件适合时，利用计算
机发出点火信号。烟炉开始燃烧含催
化剂的焰条，通过环境场上升气流将
人工冰核送入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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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余姚成功实施人工增雨火箭作业。来源宁波市气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