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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强对流云物理及其应用》介绍了强对流云物理的一些主要观点和近期研究进展，对一些疑惑问
题做了解释。
论述了强对流云物理在人工影响天气中防雹，增雨等方面的应用原理，对播撒防雹理论中的一些科学
问题做了明确和深化，并提出了新的防雹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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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本书的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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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从图7.1和图7.2中可看出，播撒是在扩展了的雹胚形成区进行的，从图面上看“利
益竞争”的轨迹示意与自然冰雹的轨迹示意只有一个交叉点，这种各走各的路、各吃各的食的方式如
何来实现竞争。
“促进碰并”看来是播撒吸湿核，促使雨滴形成，增加雹胚去与自然雹胚竞争，其示意轨迹也只有一
个交叉点，仍是各行其道不利于“竞争”发生。
至于降低轨迹疑问更多，因为它要求粒子迅速长大，在进入主上升气流后，抬升高度降低，以截食低
层水分，但如何使其迅速长大？
再一种可能是，绕过主上升气流区，这就脱离了竞争区，消耗低层水分也不能抑制冰雹增长，看来这
两张图展示的播撒区与Foote的不同。
 （3）雹云结构是多种多样的，是否每一种雹云各有自己独特的雹胚形成和传输长大成雹的模型，如
果是这样，在实施防雹中如何去判定该用哪种模型？
另外，雹云是小尺度或γ中尺度的，它的结构在10～30min内可以有显著变化，如果实施防雹作业，需
要知道每块云的详细气流结构和雹粒子轨迹，在近期要拥有这样的探测系统是很困难的。
因而，如果雹云的成雹机理没有规律性，或这种规律不能为现有探测分析手段所洞察，实施防雹也是
很难做到的。
 （4）人工雹胚的浓度要求比自然雹胚大得多，按体积与直径立方的关系，要使雹直径减少一半，雹
胚浓度需增加8倍。
如果要使3～4cm的冰雹减小到1.0cm以下，就需要使人工雹胚的浓度比自然雹胚大27～64倍。
如果只大1～2倍反而会人工增雹，而大得太多又可能抑制降雨。
关于这个问题Young提出疑问如下：霰的浓度一般为1000～10000个／m3，平均5000个／m3；而根据地
面降雹推出的冰雹生长区的雹浓度约在0.1～1.0个／m3，平均0.5个／m3。
这样一来，平均10000个霰胚只有一个可长大成冰雹，是什么过程决定着哪些霰可变成冰雹呢？
他认为这是实现“利益竞争”至关重要的问题。
可以想象如果这个疑问不解决，由于播撒的时空位置不适宜，或与成雹过程不协调，就有可能人工造
雹。
 再者，如果人工雹胚长成冰雹的比率也是1：10000，那么人工胚的浓度又要增加27～64倍，人工播撒
的成胚的浓度要求如何估计？
 暂不谈其他的一些较次要的疑问，上述四个疑问就足以说明实现假说的困难是多么严峻了，难怪一些
学者着重指出，所有的防雹假说在物理上多少都属于似是而非的。
看来，必须解决这些疑问，才能克服“原理危机”。
归结起来可有四个命题： ①自然霰在哪里形成？
自然霰胚通往主上升气流的冰雹长大区的路径在哪里？
如何用现有观测方法来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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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强对流云物理及其应用》可供大气物理学、云一降水物理学、中小尺度天气动力学和人工影响天气
研究人员，强对流灾害性天气的预报（警）人员、人工影响天气业务人员和有关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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