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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内蒙古自治区气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M/TC 23）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内蒙古自治区人工影响天气中心、乌兰察布市气象局、锡林郭勒盟气象局、包头

市气象局、呼伦贝尔市气象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毕力格、苏立娟、许志丽、史金丽、王沛、于水燕、何东升、张慧、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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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蓄水型人工增雨作业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湖泊蓄水型人工增雨技术方案制定、作业条件预报及方案制定、作业组织实施、效果

评估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湖泊蓄水型人工增雨作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QX/T 151-2012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QX/T 151-201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湖泊蓄水型人工增雨 artificial precipitation enhancement for lakes 

通过增加湖泊流域降水量来提高湖泊蓄水量为目的的人工增雨作业，包括飞机人工增雨作业和地面

人工增雨作业。 

3.2  

湖泊流域 Lake basin 

湖泊的集水区域。由湖泊四周的堤坝、山岭或高地的脊线等分水线所包围的区域。 

3.3  

技术方案 Technical proposal 

为科学、精准、有效开展人工增雨作业，有针对性的提出的作业方法、流程和举措。 

3.4  

作业方案 Operation plan  

根据每次影响的天气系统类型和特点，制定的具体人工增雨作业方案。作业方案包括具体作业范围

及高度、作业装备、作业时机、催化方式和催化剂类型。 

3.5  

效果评估 Assessment of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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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作业合理性分析结果，检验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后是否有效果，并评估其效果大小的工作。 

注： 改写QX/T 151-2012，定义 7.1 

3.6  

效益评价 Evaluation of benefit  

对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产生的效果和经济、社会、生态效益进行的评价工作。 

注： 改写QX/T 151-2012，定义 7.2 

4 技术方案制定 

4.1 确定流域范围 

根据目标湖泊及周边地区的地形地貌，绘制确定湖泊流域范围。 

4.2 分析云水资源气候背景 

利用长时间序列的云水资源气候精细评估或典型天气系统下的云降水气候背景资料，分析得到目标

湖泊流域的云水资源气候特征、不同天气系统下的云降水特征，包括水凝物循环和转化特性、云降水天

气背景特性以及影响水凝物团的移向移速。 

4.3 确定作业区域 

根据影响流域的主要天气系统移向、移速和影响范围，结合催化剂扩散和作用时间等，通过计算距

离范围，在天气系统上游适当位置划定增雨作业区域。 

4.4 部署作业装备 

4.4.1 根据已划定的增雨作业区域，综合考虑地形地貌及汇流条件、作业装备性能等因素，部署地面

作业装备。 

4.4.2 火箭作业装备部署应符合 DB15/T 2806-2022的相关规定。 

4.4.3 烟炉作业装备部署应符合 DB15/T 1567-2019的相关规定。 

5 作业预报及方案制定 

5.1.1 作业过程预报（1 周） 

利用全球预报模式等资料，开展大气水循环和云水资源周预测。 

5.1.2 作业潜力预报（72-0小时） 

根据作业需求，利用云降水模式预报产品，分析未来72小时内可能影响流域的大范围环流形势和天

气系统特征，判别天气系统的降水性质、云系云状结构、水汽输送情况、预判系统未来发展趋势，给出

目标区作业计划。 

5.1.3 作业条件预报（48-0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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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作业潜力预报，分析当前及未来48小时内可能影响流域的云宏微观特征及湿热力特征，给出未

来48小时、24小时内实施增雨的作业预案。作业预案包含作业时段、作业云系、作业高度、作业方式、

作业层风向风速等。 

5.1.4 作业条件监测预警（3-0小时） 

利用卫星、雷达和探空等常规气象业务观测，结合地基云物理探测等资料，分析该天气系统在未来

3小时时内可能影湖泊流域的时空范围、水凝物团移动路径、移速、作业层风向风速、催化潜力等。 

5.2 作业方案制定 

5.2.1 确定作业范围及高度 

应根据云系增雨潜力条件和天气系统的移向，结合催化剂扩散范围，精确计算距离范围后，确定增

雨作业区域。在确定的作业区域实时作业后，增雨影响范围应部分或全部覆盖湖泊流域。 

应分析作业区域云系的不同高度层云宏微观条件，结合催化剂作用温度窗，确定适宜作业的高度范

围。 

5.2.2 确定作业时机 

应根据云系增雨潜力条件和天气系统的移速，结合催化剂作用时间，确定作业时机。 

5.2.3 确定催化方式和催化剂类型 

应根据云系冷暖性质和云水含量、冰晶数浓度等宏微观条件，确定冷暖云催化剂方式和催化剂类型。 

6 作业实施 

6.1 作业指挥 

实时跟踪作业目标云系演变，兼顾播云催化条件和飞行安全，实时指挥和修正飞行作业航线和地面

作业指令。 

6.2 作业实施 

作业实施应严格按照作业方案执行。 

6.3 作业方案调整 

如遇特殊情况无法执行作业方案时，应根据实时天气监测数据，及时调整作业方案。 

7 作业效果评估 

7.1 作业资料收集 

7.1.1 作业信息 

作业结束后3小时内，应收集全要素蓄水型人工增雨作业信息，作业信息包括地面作业信息和飞机

作业信息。 

作业信息内容应包括作业日期、时间、作业装备类型、催化剂种类、催化剂用量、作业前后天气等。 

7.1.2 观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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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结束后24小时之内，应收集全过程、全要素的常规气象观测数据和云降水特种观测数据。 

7.2 合理性分析 

7.2.1 作业过程结束后，应基于详细的飞机、地面作业信息和配套的观测资料，开展作业合理性分析。 

7.2.2 作业合理性分析宜采用卫星、雷达、探空等多源观测数据和飞机云微物理观测数据。 

7.2.3 作业合理性宜结合流域本地化的作业条件判别指标和模型，从作业条件、时机、部位、方案设

计、催化剂类型和用量等方面计算作业合理性。 

7.2.4 飞机作业合理性宜采用分段划分或计算合理性占比的方式给出全过程的作业合理性。 

7.3 效果评估 

7.3.1 应对通过合理性分析的人工增雨作业过程进行效果评估。 

7.3.2 作业效果评估应根据实际云降水条件和作业方式，选取适合流域本地的效果评估方法和模型。 

7.3.3 宜采用定性和定量评估方式，给出作业影响时段、影响范围（区）、云降水宏微观特征参量和

增雨量等指标的评估结果。 

7.4 效益分析 

7.4.1 根据流域本地的特征，建立本地化的人工增雨（雪）作业效益评价指标和模型。 

7.4.2 基于效果评估结果，从湖泊蓄水、流域生态修复等方面综合评价蓄水型人工增雨的作业效益。 

7.4.3 效益分析宜分为过程性、季节性和长时序人工增雨（雪）作业效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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