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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现代气象技术的发展与创新,天气预报服务愈加精确和细化,由此给人们十分便利的生活

服务。与此同时,我国作为一个气象灾害较多的国家,每年因极端气象灾害完成严重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损

失,由此政府部门为降低气象灾害影响而采取人工影响天气行为。从结果上看,人工影响天气降低了极端

气象灾害带来的影响和危害,使气象条件向人们希望的方向发生改变,但同时对于气象变化规律带来一

定影响。本文就人工影响天气对气象要素及天气预报的影响展开全面探讨和研究,以期为人们带来更加

准确和便利的生活气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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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气象技术不断发展与进步的今天,

人们借助互联网能够随时随地了解气象

条件变化,从而避免恶劣气象条件给生

产生活带来影响。然而对于特定领域而

言,气象灾害的发生会给其生产及运转

带来不利影响,如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工

作、环境保护及交通运输等领域。与此

同时,随着人们对气象变化规律认知的

不断深入,通过气象要素的控制来降低

和规避一些极端气象灾害,从而起到社

会安全与稳定的目的。现阶段,人工影响

天气作业愈加普遍,如人工降雨(雪)、人

工防雹、人工消雾及人工抑制雷电等作

业都对人们生产生活带来更加安全舒适

的环境,因此科学利用人工影响天气技

术及合理规避其带来的不利影响受到更

多的重视与关注。笔者结合自身多年工

作经验,就各类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原理

及其对气象预报影响提出个人见解和建

议,希望为相关领域从业者提供必要的

参考和帮助。 

1 人工影响天气概述 

所谓人工影响天气,是基于云和降

雨物理学,在一定气象条件下通过人工

干预方式对气象条件发生改变,从而达

到影响天气的目的。随着现代科学技术

的不断提升,人们对气象条件及变化规

律掌握更加精确,同时借助现代科技手

段还能通过物理及化学反应来转变天气,

如此便能有效规避一些极端天气,并实

现防灾减灾等效果。人工影响天气工作

原理为在云层播撒催化剂(如碘化银、干

冰及盐粒等),由此加速大气中水分的凝

结,使原有气象条件向有利于人们生产

生活的方向转变。现阶段,随着人工影响

天气技术的不断成熟,人们能够更加科

学合理的改善气象条件,并在抗灾减灾

方有着十分广泛的应用。 

人工影响天气最早研究源于美国,

并逐步发展为全世界共同研究的科研内

容。经过近80年的研究和实践,当前人工

影响天气技术已发展较为成熟,并在世

界各个角落有着十分广泛的应用。我国

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人工降雨或防雹实

验,并逐步向消云、抑制雷电、削弱台风

及消雾等领域发展,为我国人工影响天

气作业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阶段,

我国人工影响天气技术已十分成熟,并

开始广泛应用于社会实践中,如农业生

产、防灾减灾及大气治理等工作中已形

成一个成熟的应用机制,由此在推动社

会经济繁荣稳定发展的同时为人们提供

了便利的生活气象服务。 

2 人工影响天气对气象要素造

成的影响 

2.1人工降雨(雪)影响 

人工降雨(雪)是一种最为常见的人

工影响天气方式,同时也是对气象要素

影响最为明显的方式之一。降雨(雪)的

作用有很多,例如净化空气质量、补给地

表水分等,因此对人们生产生活有着深

远影响。众所周知,降雨(雪)气象条件发

生需要云层中水汽发生凝结,然而当云

层中水滴凝结条件不足时,虽然对平液

面的水来说已处于饱和状态,但仍不能

形成降雨或降雪。人工降雨(雪)则是通

过人工方式向云层中撒入凝结核心,如

碘化银、干冰及盐粉等催化剂来加速水

滴凝结过程,从而形成降雨(雪)。现阶段,

人工降雨(雪)作业主要采用飞机撒播和

地面火箭弹两种方式开展,人工影响天

气效果十分理想。 

2.2人工防雹影响 

冰雹是一种危害性十分严重的气象

灾害,不仅对农业产业的安全稳定生产

带来严重危害,同时也给人们日常生活

带来诸多影响,甚至危害人们生命安全。

从气象学角度来看,冰雹的形成首先需

要大气中存在较厚的不稳定层,其中不

仅温度低,同时还要有较强的风切变。简

单而言,冰雹的产生离不开较厚的不稳

定层与将水滴迅速结冰的温度。人工防

雹的原理为通过人工方式将催化剂撒播

与云气层中,利用其化学不稳定性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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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层中热量,从而使云层中尚未形成冰

雹的水汽以降水方式降落地面,由此避

免冰雹气象条件的产生。人工防雹作业

方式与人工降雨(雪)方式相同,也是通

过飞机撒播或地面火箭弹方式开展。 

2.3人工消雾影响 

雾是一种常见的气象条件,但其带

来的危害确是十分严重,特别是在交通

运输领域由于雾的产生降低了能见度,

由此大大增加了交通运输的安全风险。

雾的产生是由于水汽充足、微风和大气

层稳定,当空气湿度达到100%且水汽凝

结成细微水滴悬浮物空气中。简单来讲,

雾的产生离不开冷却和加湿,并根据形

成条件又分为辐射雾、平流雾、混合雾

及烟雾等。现阶段,人工消雾主要分为人

工消冷雾和人工消暖雾两种,其中人工

消冷雾最为常见和普及。消冷雾原理为

通过飞机或地面设备将干冰、液化丙烷

等催化剂播撒到雾中,从而产生大量冰

晶,并通过冰水转化过程夺取雾中水分

并降落地面,从而达到消除雾的目的。 

2.4人工抑制雷电影响 

雷电,是指云和云、云和地之间的火

花放电现象,这个过程不仅会产生强大

的电流,同时也会伴随着炙热的高温、巨

变的静电场及频谱丰富的电磁波,从而

给人畜生命、建筑物、森林、高压输电

及通信领域带来严重危害。人工抑制雷

电是指通过人工引雷、消雷的方法对云

层中电荷进行中和、转移或提前释放,

由此避免雷电带来的诸多影响和危害。

人工抑制雷电具体方式有：(1)通过高射

炮向雷雨云中播撒数百万甚至数十亿的

金属细丝或尼龙细丝,通过细丝静电感

应产生起晕场强并电晕放电。这种情况

下则会因增加放电次数而抑制云地雷的

发生。(2)在雷雨云中的过冷区播撒碘化

银晶粒并快速形成冰晶,这种冰晶可产

生与金属细丝相同的抑制雷电效果,从

而达到抑制雷电的作用。(3)基于雷电产

生原理,在雷雨云中投掷黏土之类物质

形成下沉气流,或通过炮击雷雨云干扰

上升气流,这种阻碍雷雨云形成的方式

也能够抑制雷云的产生。 

3 人工影响天气对天气预报造

成的影响 

天气预报是指人们通过对气象要素

的观察与分析得出的气象条件,随着现

代气象技术的不断成熟,天气预报的准

确性也大大提升。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

技术的不断发展,天气预报工作传播形

式发生极大的改变,人们不仅能够随时

随地了解气象信息,同时也能根据天气

预报组织或规划自身工作与生活。然而

人工影响天气技术的出现,使得人们能

够在必要条件下对局部气象要素进行人

为干涉,这便会对整个气象要素变化规

律带来影响,甚至产生“蝴蝶效应”。此

外,气象信息记录是我国气象管理部门

统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人工影响

天气后相关气象数据已无法代表气象变

化规律,从而完成统计信息的失真。 

为进一步规避人工影响天气给气象

预报及人们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一方

面要将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后的气象条件

纳入天气预报工作中,从而保障气象预

报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另一方面,还要尽

可能的强化人工影响天气社会宣传工作,

使人们正确认知人工影响天气对社会发

展的应用与价值,由此更好的服务于人

们生产生活。 

4 结论 

综上所述,人工影响天气是新时期

政府部门为保障社会经济繁荣稳定发展

的重要举措,有利于规避一些极端气象

灾害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和危害。本质上

讲,人工影响天气改变了气象要素变化

的客观规律,因此会对气象预报服务及

人们生产生活带来一定影响。在人工影

响天气作业愈加普遍的今天,我们有必

要进一步加强人工影响天气研究工作,

并寻求气象变化与天气预报之间的联系,

从而才能更加科学合理的为人们提供气

象预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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