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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人工降水贰脆研究工作
,

到现在总共才九个多月
,

时简不长
,

还不可能作出科

学性的砰述
.

这里只能从已握接触到的材料贰作粽合报导
,

并且附带地提 出几点看法
.

1 9 5 8 年全国人民在整风运动胜利的基础上
,

在党的建殷社会主义总路 筱 光 辉照耀

下
,

解放思想
,

发挥革命干劲
,

在各个生产战钱
一

上都出现了跃进高潮
,

农业一焉当先出现大

跃进的新形势
.

这样也就向气象工作的各方面提出了并多新任务和新裸题
.

科学技术工作在党的颁导下明确了主要应当从发展生产
、

服务于社会主义建忍出发
,

用
“

任务
, ’

来带动科学
.

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
,

人工控制局部天气的武脸研究工作
,

在气象

科学研究规划中的 日程提前了
,

井且决定先从人工降水野外就输着手
,

从生产出发
,

来发

展这阴科学
.

中国科学院为了研究解决西北干旱气候简短
,

以适应西北区工农业生产大

跃进的需要
,

与气象局和北京夫学等合作在甘肃郧速山区进行了人工降水贰盼
,

以了解西

北人工降水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

以便取得翘脸
,

为进一步工作作好准备
.

第一期工作是在

1 9 , 8 年 8一 10 月做的 [1 ]
.

另一方面
, 1 9多8 年 7 月一 8月吉林市周围地区正当作物最需要水的期简

,

出现了数十

年来未有的大旱
,

在全民防旱抗旱的运动中
,

由市委镇导进行了规模较大的人工降水武

酚
,

得到很好的效果lzj
.

用大量干泳进行播云十九次
.

不是对一朵朵云进行科学贰脸
,

而

是用大量干冰播撒到广大的浓积云
、

积雨云和高层云或雨层云里去
,

每次用干冰几百公

斤
,

最多的一次曾用到 1
.

, 吨 ;作业航程最大曾到 3 00 公里
.

飞行作业
,

进 出浓积云
、

积雨

云中
,

作业高度常在 6一 7 0 0 0 米
.

贰盼拮果
,

不但帮助解决了部分干旱
,

而且以事实启 发

了广大的气象工作者
.

冬季以前
,

跟着在南京
、

武汉地区和河北省进行了多次人工降雨和消云雾的贰脸[3,4 I“

取得了更多作业的握殷
.

在 南京
,

晴室造云的尝贰也获得了一些拮果[,l.

1 9 5 8 年 12 月初在北京召开了会裁
,

交流了夏秋各地人工降水贰阶工作的袒脸
,

封萧

在 1 9 5 9 年如何扩大贰脸
.

大家款为人工降雨是一件意义重大
、

很有发展前途的事
.

但

是同时也敲融到
,

人工降水还处在贰脸研究阶段
,
目前特别是飞机贰殷

,

还受到 自然条件
、

物盾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
。

主要只能在重点地区扩大贰阶
,

总拮握脸
,

并大力开展科学

研究工作
,

积极准备条件
.

地面作业贰阶虽做得少
,

握脆很有限
,

但是这一途径比较更实

际
,

应敲采取多种方法
,

发动草众
、

土洋桔合
、

逐步进行
.

通过这次会裁
,

按各 区的天气条件
,

桔合需要
,

选定 了儿个重点地区
,

研究了此后一年

内的贰脆研究要点
.

人工降水贰尉工作已握引起全国很大的沙意
.

握过一度技未交流传播
,

冬季以后
,

进

行贰脸的地点
、

次数和方式都增多了
.

附表 I PJJ 出 1 9 5 8 年 8 月到 19 5 9 年 3 月这期简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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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 9” 年 8 月至 1”””年 “ 月人工降小裁输次数
、

云别效果梳舒

(附用剂梳舒)

}
.

{
.

}
、 ,

l
。

1 C b 1 C u l
l 八5 1 八C l ‘、 5 1 合 C I 八 1 1 1 乙t涯三

{

一
}

—
}

—
}

一
}

一
}

-
}

—! 有 } 无 ! 有 } 无 1 有 ! 无 1 有 } 无 ! 有 } 无 } 有 1 无 ! 有 } 无

空中试敲

地面裁脆

盐
、

盐 水

鹅 粉
*

樟 脑
*

C u S

水

干 冰

碘 化 银

石 灰

歌明 : (1 ) 有一有效果 ;无 一无效果或不明

(2 ) 包括部分 斗月份的拭敬
*

或另加其他用剂

地贰睑情况
、

次数的兢斜
.

由于报告不全
,

兢豁是不完整的
.

各地贰输方法
、

规模
、

观测分

析的群胭程度等等
,

都有相当大的差别
,

因此兢豁是困难的
,

这张挽爵表只能提供一个概

略情况
.

特 glJ 在效果的区别上
,

由于爵多贰脸还受条件和时简的限制
,

没有十分群绷的报

告
,

这里基本
_

七都是按照原报告提出的桔输或初步意觅进行枕斜的
.

归钠时所采用的一

般准则是
:凡是有雨量

、

看到微雨或雨旖
、

或者云有较肯定的反应的
,

列为 “
有效果

, , .

当

然
,

效果蕴定本身就是极困难的工作
,

而且各地的裁脸条件也相当不同
,

这样商单的挽爵

里不可能有严格的比较性
,

还不能看成是最后的科学韶录
.

应敲指 出
,

表 1 中
“

有效果
, ’

项

中
, s。 和 c b

、

c u 。。n g 云播云有雨量的不及半数
,

其他类云刻几乎没有
.

附表 1 里 c b
、

c u 。

on g
、

c u
hu m 这些直展云贰输艳大部分都是在夏季进行的

,

报告都

已握发表 tl--
2 ] ,

这里不再介招
.

入冬以后
,

艳大部分都搏入层状云类
,

播层状云有效果的

次数虽然不少
,

但是效果明显的并不多
.

冬季层状云
,

特别在北方
,

一般不过三
、

五百米

厚
,

近锋援者也不过千米
,

干冰降温范围小云含水量又小
,

云滴增大的条件远不如积状云 ;

而且云的平流速度大
,

可能需要更多往返速擅播云才能起到一定的效果
.

我国冬季天气

的特点
,

一般多晴干的高压或冷空气天气
,

要不就是系兢性天气
,

它本身常有降水发展 出

来
.

现在贰输的条件还不容并对天 气条件多所挑选
,

所以在相当大一部分效果较好的贰

输中
,

都属于系挽性降水范围以内
.

在这种情况下
,

充分客观的效果蕴定是相当困难的
.

而观测网和分析工作方面的条件又很不足
,

更不容易得出明确的桔萧
.

附表 2 里列出一

些贰脸者款为效果比较好的情况
,

其中降水量附有
“ + ” 号者表示初步敲为 自然降水以外

增加的量
.

这里不可能对这些效果蹬定一一加以尉谕
.

附表 2 里也附列了使用干冰和 A g l 以外的其他用剂情况
,

因为次数还很少
,

这里不准

备歌了
.

这期简对暖云的贰殷共 23 次
,

从附表 3 我俩可以看出
,

目前还不能有任何桔渝
.

除

了蕴定方法以外
,

作业方法(如盐的浓度等等 )
一

七各她也很有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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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 2

. . . . . . . . . . . . . . . .

藏 徽 用 剂

林 市

月/ 日

111 / 2 1

类 估尉雨量效果(m m )

吉

乡l
月

东 岗

2 2

2 3

皿 / 3

9

n / 3 0

班 / 2 1

W 厂6

W / 1

工/ 7

nI / 18

皿 / 2 1

皿 / 3 1

N s

N S

N s

A S tr n

N s Fs

A S

N S

A s S C

A sFs
‘

N S

A sFS

A e d u P

S e o P

干 冰

干 冰

干 冰

人妙

A g l

下冰加盐

千 冰

A g l

A g l

A g l

A g l
,

能粉
,

樟脑

铅粉
,

樟脑
,

紫石英

A g l

+ 3

+ 2

+ 2

十
’

0

+ 2

+ 1

+ 4

+ 5

+ 2

+ 斗

+ 3

+ 2

+ 1

津辽州

通蒙

天内杭

梅宁山肥

西梅

上出曰庐合

内的数字是笔者按原意兑在图上估爵的
.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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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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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

1 0 !
又

} O }
x

} 0 1
火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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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
火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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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明 : O 一有效果 ; x ~ 无效果
△有一次是盐加冰霜

. 表示各一次已有自然雨

近 0o 暖云指云顶温不高于 2 。

表

甘一卜
宜l 全}

—
止1 宜生卜

.

二一三竺:一⋯一
一-竺一一

一

卜
.

二⋯
一

‘竺-
一 -

} 。 !
x

} 0 }
只

} 。 }
只

漳漳 脑脑 盐 烟烟 干 冰冰

火火火 义义 OOO

28

3

云云冷暖

歌明 : O = 有效柔 ; 只 ~ 无效果
△有一次是盐加冰霜

. 表示各一次已有自然雨

近 0o 暖云指云顶温不高于 2 “

*

还加 A g l 液

在消云
、

消雾的贰盼方面
,

这期简一共做了咒次
,

情形晃附表

者均兢针入人工降水内
,

不入本表 )
.

盐对暖云的作用比较肯定
.

4 (凡未指明 目的为消云

次用干冰加盐水
、

一次用干冰
,

云顶温度达 1 0
。 ,

效果明显
·

,

消的 Sc

河北故城 8 月 2斗 日一

云块部分持久达 巧一

20 分钟
,

值得注意 [41
.

9 月 14 日天津暖云用干冰
,

作用不明显
,

云沟仍是有的
.

一次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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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播暖云无效(南京 12 月 26 日)
,

因为仅仅用 3 公斤
,

也无从知道作用会产生在何处
,

这

次拭脸应孩不作数
.

用盐粉播冷云而有效的
,

一次(唐山 3 月 9 日 ) Sc

云底零度
,

琪一 5
“ ,

还 比 较 暖 ; 一次在愉县
, S c

底 2 10 0 来
,

顶 2 4 0 0 米
,

’

这 天 北 京 8 00 ~ 7知m b 温 度 在

0 ~ 一 2
.

8
“ , 这云还是比较暖

.

这些贰脸处理的云面积不大
,

而艳大多数用剂都是比较重

的
,

干泳 自数十公斤到一百公斤
,

盐粉自近百公斤到 2 7 0 公斤
,

盐水用 5 2D 公斤
.

有些报

告里对沟
、

洞的大小禽得不清楚
,

但是 4 月 14 日宁波在 Sc
_

上撒盐粉 97 公斤
,

云立即断

裂
,

10 分钟内露青天面积达 30 方公里
.

这时期里还没有规模较大些的消云尝贰
.

造云截输在 n 月南京先取得效果后 [s1 ,

以后就雄擅在南京
、

愉县和吉林截盼了 7 次
.

其中四次都造成云条 ; 有两 次推持 8一 11 分 钟
,

估 舒 气 层湿 度到 70 ~ 80 拓
,

温度是

一 17一一 2 0
“ .

一般可以轰
,

在温度高而相对湿度低的气层里造云很难
,

但是在气温很低

而相对湿度比较高的气层里容易产生云
,

虽然不可能持久
.

1 9多8一 1 9 5 9 年这个冬季除了进行以上裁脸以外
,

科学机关和重点贰脸区还忙于进行

并多粗搬工作和技术准备工作
.

殷Rl- 制造飞机
_

L配用的播云器械
,

以更有效地播撒大量

用剂
.

粗俄相当数量专为检瀚用的雨量观测点
.

没补贰殷新用剂的小云室
,

靛斜飞机上

和地面
_

L用 的云雾物理基本仪器
,

并且开始一部分这方面的研究和观测工作
.

用小型火

箭发射碘化银之类的用剂
,

这类方法的贴研已握在不少地点进行着
,

如何提高高度是大家

最热心的裸题
.

用高射炮发射碘化踉的贰盼已握初次做过了
.

最后只能筒单提一下的是消除冰雹简思
.

冰雹是我国并爵多比较高寒地区的最大自

然炎害之一
,

因为它往往在这些生长期不很长的地区里
,

也正是在农作物生长的关键性期

简造成危害
.

近年有些地区积极进行了防雹斗争
,

如云南鹤庆 [6] ,

祖橄很大的工作队和
_

L

百个固定防雹点
,

用火炮和烧烟轰云消雹
,

工作影响深人人心
,

雹炎逐年精小
、

减袒
.

他俩

对积雨云发展过程观测精翎
,

预报袒脆好
,

为了很好的向翠众学习
,

在实践中研究防雹
,

今

年将有一个气象工作祖参加防雹工作
.

过去这九个多月的工作收获是很多的
,

但是还只在初始阶段
,
1 9乡9 年在重点地区扩

大拭脸
,

为了积极准备条件
,

在今后几年内顺利开展人工降雨工作
,

除了加弦粗辙工作和

物盾
、

殷备供应之外
,

笔者认为还有必要注意几个阴题
:

一
、

把就输毅补得更严密
、

做得更深入
.

我侧做一系列的贰盼
,

是为的要把人工控制

局部天气这样的复杂科学技术简题通过贰脸
,

逐步揭发各种条件云的物理过程
,

得出适当

正确可靠的韶录和数据
,

从而累积总拮樱脸
,

提高技术
,

把宅发展到可以在生产
_

L实际应

用
.

每个贰脸应敲有明确的 目的和有现实意义的方法
.

在天气选择
_

L也要慎重
.

有必要

把本区天气过程分析和天气现象演变的祥胭观测和稠查放在更重要的地位
.

如果不把适

当部分力量用在这方面
,

就很难总拮握脸
,

并会妨碍进一步的深入
.

二
、

相应地开展云的宏观物理观测和研究
.

云的宏观条件和发展阶段如果相应地掌

握起来
,

才可能更好地提高播云技术
.

为 了今后在更大范围内播云
,

更需要有斜划地发展

这方面的研究
.

三
、

通过今年的摸索
,

进一步研究空中作业和地而作业的适当分工
,

并研究如何更有

效地扩大地面作业
,

以节省国家支出
.

四
、

坚决贯彻草众路袋
, “
土

”“

洋
, ’

并举
,

先从 防雹工作开始
,

深入学习拿众袒瀚和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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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发明剧造
.

参 考 文 献

甘肃人工降水拭毅工作商报
.

气象学报
,

30 (1 9 5 9 )
,

n 一2 7.

吉林人工降水就骇情况报告
.

气象
.

学报
,

30 (19 5 9 )
,

5一10
.

武汉地区六次人工降雨总桔报告
.

气象学报
,

30 (19乡9 )
,

29 一3 4.

河北人工消散云雾的报告
.

气象学报
,

30 (19 5 9 )
,

35 一38
.

19 58 年 1 1 月 2 7 日南京地区贰敲人工造云报告
.

气象学报
,

3 0 (19弓9 )
, 2 3

.

云南省鹤庆县植测和消除冰雹的趣骇总桔
.

气象学报
,

30 (1 9 5 9)
,

1一斗
.

I
JI二飞.
, .月J,J., ..,上23斗

�、�
6厂L妇

..Lf,�r.LF.Lr.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