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２０ｍｉｎ以内面积的平均值为３２４５ｋｍ２；对于Ｙ
－１２飞机ＡｇＩ发生器，播撒率为６００ｇ燉ｈ，核化率
在５×１０１３及以下时，可能不利于增雨，核化率为
１０１４时，面积极值为４５９０ｋｍ２，影响时间达１２０
ｍｉｎ以上，１２０ｍｉｎ以内面积的平均值为２９０５
ｋｍ２。
４４对于液态二氧化碳，核化率为１０１２，播撒率
达到１２ｇ燉ｓ以上时，效果较好。对催化剂投影面
积的分析研究，可为飞机增雨作业方案提供量化
参考。数值试验表明液态二氧化碳作用较好，与
ＡｇＩ比较，价格低廉，建议层状云增雨作业可首选
液态二氧化碳。同时，也应结合实际天气条件，考
虑催化剂性能、发生器等因素，选择合适的催化

剂用量和播云温度。

参考文献：

［１］余兴，樊鹏，王晓玲，等层状云中非垂直多
条撒播线源催化剂扩散的数值模拟［Ｊ］气象学
报，１９９８，５６（６）：７０８－７２３

［２］余兴，戴进，徐小红，等飞机增雨ＮＯＡＡ卫
星资料播云物理效应分析及有效性模拟研究［Ａ］
２００３年气象学会年会文集［Ｃ］北京：气象出版
社，２００３：１１

［３］李大山，章澄昌，许焕斌，等人工影响天气现状
与展望［Ｍ］北京：气象出版社，２００２：２０

用相同观测方法提高云量观测质量
云量是指云遮蔽天空视野的成数，分为总云

量和单云量，日常工作中所记录的云量实质为观
测员所看到的视云量。云量的观测全靠目力估计，
观测员本身的主观成分大，加上云在不停地运动
变化着，常常分布零散，形状不规则，给观测记
录带来不少困难。不同的观测员，特别是不同的
观测方法所观测的云量差别较大。所以云量的观
测方法在相同条件下应尽量一致。
平移填补法观测云量

实际观测中，总云量常有几种云组成，由于
云在天空分布零乱，采用平移云量的方法，进行
天空空白云量填补，使总云量完整。再对天空等
份分割，估计出总云量。对分散的单云量，也要
用这种方法估算。这种估算云量法适用于零散分
布的高云、中云和低云。
夜间云量的观测

夜间云的观测比较困难，要求观测员根据傍
晚时的云状实况，结合当时影响本站的天气系统
确定夜间云天变化趋势，观测前观测员在观测场
内先使眼睛适应环境；观测时根据视觉，结合星
光的疏密程度，以及伴见的天气现象，用平移法
估计出云量（有条件的可结合实测云高判断云状、
云量）。

天边云的观测记录
春季、夏季、秋季午后以测站为中心，在视

区范围天边常常出现分散或孤立的Ｃｕ（Ｃｕｈｕｍ、
Ｆｃ、Ｃｕｃｏｎｇ），Ａｃｌｅｎｔ，Ｓｃｃｕｇ，Ｓｃｌｅｎｔ；他们云状
易于判定，但视云量难以确定。对这种云直接估
计，往往使云量偏多，所以要用球带法观测。以
观测者为圆心，以伸直的手臂为半径，以手指宽
度为视宽度，沿水平视线旋转，当天边云的视宽
度在３～５°之间（相当于一手中间三指宽），视云
量记“１”成；当视宽度不足３°时视云量记“０”成；
当视宽度大于５°时视云量记“２”成。
稳定降水云层中Ｃｂ云的观测记录

夏半年常常在稳定降水云层（Ｎｓ或Ａｓ）中突
然出现雷暴，给云的观测记录常带来很大困难。这
要求观测员要有系统的天气学理论知识，结合本
站气象要素（气压、气温、降水量、相对湿度、风
等）综合判断云状，记录云量。当响雷后，降水
云层和降水性质都未发生变化（或有很小变化），
仍记为Ｎｓ或Ａｓ；当响雷后，整个降水云层、降
水性质和本站气象要素都发生了明显变化，这时
本站记为“１０”成Ｃ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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