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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进行“招雷”试验

冲上云霄捉“雷公”
避雷尚且不及避雷尚且不及，，为何还要为何还要““人工引雷人工引雷””

人工引雷就是把即将发生的自然雷电，提前几十到几百
毫秒，人为诱发到指定位置，使其在指定时间和地点发生。

夏天是雷雨频发季节，连日来，广州、武汉等地一些“人
工引雷”视频在网上流传：在轰隆隆的雷声中，一支火箭冲上
云霄，随后被雷电击中，闪电沿着导体传到地面，犹如通天接
地的“金箍棒”，这一壮观场面令人震撼。那么，什么是“人工引
雷”？背后有何玄机？

11
提起“人工引雷”，很多人会想到

200多年前，富兰克林那个著名的“风
筝引雷实验”。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
下，科研人员开展的人工引雷试验早
已今非昔比。

日前，在位于广州市从化区的中
国气象局雷电野外科学试验基地，一
支火箭飞速冲向云霄，成功引发了云
地之间强烈的闪电，这是该基地进行
的今年首次人工引雷野外试验，标志
着2024年度引雷试验全面启动。

同样，武汉大学（广东）雷州野外

雷电试验基地，迎来今夏连续三个雷
暴日火箭引雷试验，三战三捷，以6次
成功命中，开启2024年夏季野外火箭
引雷综合观测试验。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雷电物理与
防护工程实验室主任张义军介绍，目
前，世界上只有法国、美国、日本、巴西
和中国掌握了人工引雷技术。

我国科研人员从 20世纪 60年代
就开始了雷电方面的探测和研究，目
前有多家科研单位在开展人工引雷试
验研究。其中，设在广州市从化区的中

国气象局雷电野外科学试验基地成立
于 2006年，至今已累计开展 200多次
引雷试验。

我们为什么要进行“人工引雷”？
张义军介绍，自然闪电是雷暴云内、云
间或者云与地之间发生的强烈放电现
象。但闪电持续时间很短，绝大多数不
超过1秒，且有较大随机性，很难针对
自然闪电开展近距离综合观测。

“人工触发闪电，则是人工引发的
云地间的放电过程，一般通过人工引
雷试验实现。”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灾

害天气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吕伟涛
解释，通俗地讲，人工引雷就是把即将
发生的自然雷电，提前几十到几百毫
秒，人为诱发到指定位置，使其在指定
时间和地点发生。

当引雷试验场上方有雷暴云经过
时，在合适条件下，通过发射引雷火
箭，快速上升的火箭，会形成云地之间
强烈的放电过程。

吕伟涛表示，目前，我国人工引雷
成功率，已从之前的 60%左右提高到
70%以上，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引雷火箭：如何触发一道炫酷闪电22
人工引雷的最好时机，是自然雷

电即将发生但尚未发生之时，一般要
求雷暴云的对流比较旺盛、起电相对
剧烈。

如何把握这个度呢？原来，雷电发
生前，云层中的电场，会影响地面上的
电场，根据地面电场强度，可以大概推
断出云层中的电场强度，以确定“触”
雷时间。

除了对引雷机会的把握，引雷火箭
也大有玄机。引雷火箭包含火箭本身和
火箭后端一个缠绕着钢丝的线盘。

当火箭发射升空，飞到 200米至
400米高度时，钢丝会被拉伸，从而在雷
暴云和大地之间，建起一条放电“通
道”，触发闪电的过程和自然闪电的过
程完全相似。火箭导线要有足够的抗拉
强度，要够细够轻，以减轻火箭的负荷，

而且导线表面要光滑，以减少飞行阻力。
在实际引雷中，导线一般采用直

径为0.2毫米的细钢丝。导线长度大约
为几百米，一般被绕在一个线轴上，绕
线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拉线的成
功率。

引雷火箭采用复合材料，箭体内
有火箭发动机、发动机点火电爆管。为
了防止火箭发射后，砸到人和附近的

房屋，所以箭头内还有降落伞、抛伞点
火药及延时装置。

火箭发射后上升的速度，是能否
成功引雷的关键。火箭发射速度，要掌
握适中，最大速度以不超过每秒 190
米为宜。太快了，会把直径0.2毫米、仅
能承受 7公斤拉力的钢丝拉断，达不
到引雷目的。火箭太慢，赶不上带电粒
子的飘移速度，同样不能引雷电落地。

人工引来的雷电，为啥像根“金箍棒”33
很多人在看到“人工引雷”视频

后，都很好奇：为什么人工引来的雷
电是笔直的？其实这一点很好解释。
因为引雷时，是由一架小火箭拖曳金
属导线快速升空，火箭升空后，这条
金属导线就被拉直，这样雷电产生

后，就会沿着笔直的金属导线“一路
向下”。

而在几百米以上高空，人工触
发闪电的通道，是在空气中自由传
播的，就不会那么直，而是弯弯曲曲
的。

人工引导闪电，会不会对试验人
员带来安全威胁呢？据介绍，人工引
雷试验采取了多方位的安全措施。首
先，在发射引雷火箭时，所有试验人
员都待在一个牢固可靠、良好接地的
金属方舱内，这个金属方舱即使被雷

击中，里面的人也是安全的。
方舱内的所有设备，也都采用了

独立供电方式。而且，在整个野外引
电试验期间，所有人员都必须严格遵
守相关规章和操作规范，以确保安
全。

费尽周折“捉”来的雷，到底有啥用44
不少人有疑问：人工引雷技术，除

了研究之外，还有什么用？实际上它的
用途很多，对雷电防护设备的检验就
是其中之一。

随着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雷电
防护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对各种
避雷针、消雷器以及雷电防护器件等
防雷设施，进行直接的雷电试验是十
分必要的。

雷电虽然只发生在瞬间，但温度
可达上万摄氏度，可能造成电力系统
中断损坏、干扰铁路交通正常运行、威
胁飞行器安全，更严重的雷击灾害，还
包括森林火灾、油库大火、化工厂爆
炸，造成牲畜、人员伤亡等。因此，对雷
电的研究和预警就显得十分重要。

如今，通过人工引雷试验，中国气
象科学研究院灾害天气国家重点实验

室，研发了专业化雷电临近预警系统，
并在中央气象台和多地气象部门，以
及林业、航空航天等雷电敏感行业应
用，为奥运会、世博会、大运会和航天
发射等重大活动提供了有效的雷电预
警服务。

另外，人工引发雷电，对雷暴电场
和降水也有明显影响，一般会导致降
雨猛增，对冰雹云进行人工引雷，则可

以使冰雹削减、降水增加。未来，人工
引雷有可能成为人工影响天气过程的
一个有效手段。

人工引雷所在地点附近，还会产
生强大的电磁辐射，可能诱发农作物
或种子基因发生变异。如果将人工引
雷技术应用于人工育种，就能以大大
低于太空育种的成本，选育出多种有
实用价值的新品种。

引雷小火箭引雷小火箭

闪电能收集起来，供人类使用吗55

那么，我们能利用闪电来发电吗？
数据显示，全球一年的闪电次数约为
14 亿次，其中只有约 25%是地面闪
电，其它大多数是云内或云间的闪电，
无法利用。

另外，假设可以百分之百利用所
有闪电，而且在捕捉、传输和存储过程
中没有任何损失，那么一年收集的电
能为4900亿千瓦时。

2009年，全球使用了约20万亿千
瓦时的电，是所有可利用闪电所含电

能的 40多倍。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捕
捉的闪电，其电能仅可供全球使用 9
天，不过是九牛一毛，远不如太阳能好
用。

即使成功捕捉到闪电，如何将其
数百万伏高压电降至 220 伏并入电

网，也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以现在
的技术也无法实现。所以，想要捕获闪
电提供电能服务人类，目前来看只是
天方夜谭。

据《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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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厂房位于渤海新区黄骅市科创产业园
内规划路十一以东，中兴大街以西，地理位置优越，
交通便利。
【面积详情】房源二：与房源一相邻。在建状态占地
面积8000平方米，厂房3000平方米，同时配有3层
办公楼共1000平方米。

【配套设施】水电齐全，厂区配有350千瓦独立变压
器，餐厅、办公室、住宿……一应俱全。
【土地性质】正规园区，工业用地，可环评，可办照。
【适合行业】机械加工、设备组装等。
【租金价格】租金面议，欢迎有意者前来洽谈。
联系电话：010-82893226 1333108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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