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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人们可以借助于高新技术来

干预天气情况，从而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人工影响天气就

是在有利的天气形势下，通过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对局部

大气环境进行的物理或化学影响，进而起到人工增雨的目的，

将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现阶段，人工影响天气作

业在气象部门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在减轻和预防气象灾害、

合理利用水资源和美化生态环境方面均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

1. 杭锦旗人工影响天气现状

1.1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开展情况

自杭锦旗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以来，从过去单一农业

抗旱，逐渐朝着气象防灾减灾、生态环境建设、缓解水资源

短缺等多目标、多功能的作业方式进行转变，按照作业需求

作业时段也发生了一定改变。全旗现有增雨火箭 5 部，初步

建立起了以飞机、火箭高炮互为补充的立体化人工影响天气

作业体系，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并取得了显著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2 技术培训情况

为了提高人工增雨作业效率，最大程度缓解旱情，杭锦

旗气象局每年定期举办全旗人工增雨作业人员培训班。培训

采用理论讲解和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方式，内容主要包括人工

影响天气相关法律法规、人影作业流程、作业记录、弹药安

全、故障检查和排除、高炮操作和分解结合及安全注意事项。

培训提高了作业人员的操作和故障排除能力，增强了大家的

作业安全意识，为今后人工增雨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了有力

保障。

2.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在杭锦旗防灾减灾中的作用

2.1 粮食增产和防灾减灾

我国是农业生产大国，再加上地理和气候环境的共同影

响，使得气象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最大，合理开发利用水

资源对于提升粮食产量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国家早已指出

了要对人工增雨能力加强建设，并对现有的人影作业体系不

断进行完善，为人工影响天气提供科学有效的服务保障。由

此不难看出，人工影响天气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

作用。干旱是对杭锦旗农业生产影响最为严重的气象灾害，

几乎是一年四季均有可能出现。春季干旱会影响越冬作物返

青、生长、发育及春耕作物的播种；夏季干旱则会使土壤失

墒速率加快，很难满足玉米生长过程中对水分的需求。人工

影响天气作为抗旱减灾的重要技术保障手段，可以有效缓解

干旱对农业生产的危害，同时还能对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气象

条件进行调节。

2.2 缓解水资源短缺

水分、空气和阳光是自然界中大部分生命赖以生存的重

要资源。我国水资源具有时空分布不均的特征，且人均水资

源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 28%，是世界上缺水最为严重

的国家之一，且缺水问题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和季节性特征，

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的正常开展极为不利。因工业

化和城镇化发展进程不断加快，我国的水资源供需矛盾更加

突出。对于杭锦旗来说，缺水问题会造成当地农牧民生活用

水紧张，还会造成人畜饮水困难，对于灌溉工作的开展也极

为不利。通过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可以对空中云水资源进行调

节，结合当地气象条件和服务保障需求，积极开展有针对性

的人工增雨作业，进而提升降水量，可以有效缓解当地水资

源紧张方面的问题。杭锦旗气象部门应加强常态化和规模化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以增加当地的降水量，提升水资源储备量，

进而缓解当地水资源供需矛盾，推动社会经济快速稳步推进。

通过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来开发杭锦旗云水资源，已经引起了

当地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

2.3 人民生活和交通运输

不利气象条件会在很大程度上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各个

方面产生影响。为了进一步缓解因水资源短缺造成的部分河

流断流以及水库蓄水严重不足的事实，急需要对空中云水资

源进行科学有效的开发，以提升用水量，缓解农牧民用水紧

张的问题。大雾等恶劣天气的出现会对航空、铁路、公路等

交通运输的正常运转产生影响，进而引发严重的经济损失，

此时急需要借助于现代化的科技手段进行缓解。近些年来，

极端灾害性天气频繁出现，雾、霾天气在影响着城市环境和

交通运输的同时，还威胁着人们身体健康安全，尤其是在春

秋两季，该阶段雾霾天气频繁出现，极易造成航班延误、高

速公路堵塞，甚至引发交通事故。通过人工消雾作业，可以

有效降低雾霾天气对人们生活和社会生产的影响。

3.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优化建议

3.1 提升防灾减灾意识

为了充分发挥出人工影响天气在防灾减灾中的作用，需

对杭锦旗当地政府部门的职责不断进行强化，增强社会大众

的防灾减灾意识。在干旱频繁出现的季节，应积极组织各部

门进行沟通协作，并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对现有的人影作业

设施不断完善，定期组织气象防灾减灾讲座，并在全旗内分

发宣传册、制作黑板报等不同方式对气象防灾减灾内容进行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在杭锦旗防灾减灾中的作用及优化建议

郭文杰
（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气象局，内蒙古  鄂尔多斯  01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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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范围普及和宣传。

3.2 积极研发创新科学技术

虽然我国在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

是同发达国家相比，相关的技术水平仍旧处于发展阶段，还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需要加强创新。杭锦旗应对人工影响天

气科学技术积极研发，并加大创新力度，同时还要加大人力、

物力和财力方面的投入，积极引入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和设备，

从社会中高新聘请优秀的科研和技术人员，以对人影技术进

行研发，将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同时，还要借助

于现代化技术设备，对相关设备和工作人员的潜力进一步挖

掘，同时还要不断强化高炮和火箭装置的作业能力，确保人

影作业可以正常开展。

3.3 加强工作队伍建设 

为了提升人影作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需对当前杭

锦旗气象防灾减灾工作面临的挑战进行明确，全面把握技术

要点，凸显人影作业的安全性和规范化水平；为了对人影作

业中的不足进行完善，应定期投入一定资金，发挥出其在气

象防灾减灾中的作用。需及时更新人影作业中的配套设施和

技术，一旦发现设备异常需及时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备，通过

沟通协调后，制定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防止出现安全事故。

为了确保人影作业工作可以顺利开展，杭锦旗气象部门应结

合实际，尽快制定出科学完善的激励制度和管理制度，以增

强作业人员的专业水平和职业素养。另外，作业人员在熟练

掌握理论基础知识的同时，还要不断积累实践经验，对前沿

技术和相关设备的操作进行熟练掌握，懂得硬件设备维修和

维护知识，确保气象防灾减灾顺利推进。

4. 结论

综上所述，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是气象防灾减灾的重要举

措，通过不断完善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技术支撑体系，以进一

步总结和评估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实现政府与部门之间的协

调合作，为人影作业打下坚实基础，进而确保农业高产丰收、

国民安全和国家经济发展，将其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充分

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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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曲导管中，然后应用胶头滴管吸取品红溶液将滤纸条全部
浸润。将铁定绑扎在细铜丝的一端，另外一端做成螺旋状进
行备用。在试管中倒入适量浓硫酸，将绑扎铁定的的铜丝放
入到浓硫酸中，盖紧橡皮塞。对实验过程中各个环节操作与
变化情况进行记录。然后应用长条磁铁对绑扎有铁钉的铜丝
进行吸引，这样能使其有效脱离浓硫酸，应用酒精灯对试管
中的浓硫酸进行全面加热，然后再移出长条磁铁，使得铜丝
与浓硫酸之间会产生相应的化学反应 [4]。将止水夹打开之后，
如果发现吸附品红溶液的滤纸条产生了褪色问题，可以应用
长条磁铁控制提绑扎铁钉的铜丝转移出浓硫酸。在滤纸条位
置应用酒精灯进行加热，然后对实验反应过程进行有效记录。
等到实验过程中应用的各类装置外表面温度降低之后，可以
通过 NaOH 溶液降低实验中的气体，将析出的固体通过蒸馏
水有效溶解，对溶液颜色变化情况进行观察 [5]。

3. 结语
总而言之，通过上述各项实验改进方案能看出具有以下

应用价值，对化学实验过程中的气体污染问题进行有效控制。
提升各项操作安全性，便于学生对各项操作灵活掌握。要对

实验过程中的加热操作顺序进行控制，避免副反应问题发生，
提升实验效果，提高高中阶段化学实验教学质量，让学生能
清除掌握化学反应基本原理与变化现象。本文主要是对“铜
和浓硫酸”一课为例，在各类实验中都要进行实践创新，提
高学生化学学习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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