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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人工影响天气高质量发展 

   行动计划（2022-2025 年）（征求意见稿） 

 

为全面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人工影响天

气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0‟47号）精神，

根据浙江省政府印发•关于推进人工影响天气工作高质量发

展的实施意见‣‣(浙政办发„2021‟63号)整体部署，结合

杭州人影工作基础和实际需要，按照人工影响天气高质量发

展的要求，加快构建全市人影业务、机制体制，提升人影安

全监管、作业保障能力和作业效益，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准确把握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基础

性、公益性定位，完善工作机制，强化能力建设，坚持科技

赋能，提高作业水平，为杭州高水平打造“数智杭州〃宜居

天堂”，争当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城市范例

提供坚实保障。 

    二、发展目标 

    到 2025 年，形成组织完善、服务精细、保障有力的高

质量人工影响天气工作体系，服务能力稳步提升，安全风险

有效防范，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社会化作业队伍支撑 80%

以上，专业化指挥队伍建成率 100%，人工增雨受益面积达到

保障面积的 90%以上。 

    三、工作要求 

    按照“生态涵养、供水保障、农业抗旱、林火防火”等

重点需求的保障片区化、指挥业务化、装备现代化、管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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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化、机制社会化“五化”要求，重点实施七项行动，实现

全市人工影响天气的常态化、高效安全作业。 

四、主要任务 

（一）人影监测能力提升行动。统筹已建综合观测系统，

围绕提高本地云降水物理综合探测能力，重点保障区域各布

设激光雨滴谱、x 波段雷达，地面气象监测站网平均间距达

4.5 公里，强化人影空中云水资源评估、作业条件研判、作

业比对分析、作业效果评价等业务和科研支撑。 

（二）人影业务能力建设行动。结合亚运保障服务，建

设基于全省一体化人影作业系统的市县人影作业决策指挥

平台，建成地空融合的重大活动保障人影指挥一体化系统，

实现作业布局、监测、计划、指令、效果等信息集成的可视

数智指挥。各地要加强人影中心和基地建设，规范五段式作

业预报业务流程、服务产品。要按每支作业队伍不少于 1 名

专业力量的标准配强业务骨干，承担各地人影管理、科学试

验、作业指挥和新技术拓展等工作。定期组织开展全市人影

作业技术比武，持续提升专业技能。 

（三）火箭作业能力提升行动。按照流域性、区域性保

障的要求推进“基地+作业点”布局建设，淳安界首、桐庐

分水、临安龙岗、余杭瓶窑等“四大基地”按照作业期队员

集结备战、无人机作业的要求做好综合保障和服务支撑设施

完善。辐射圈建成 15 个一级流动作业点，配备人影火箭作

业装备，属地化建立作业队伍、落实保障机制，其他流动作

业点完成标准化建设，提升人影地面作业能力。 

    （四）烟炉催化作业发展行动。充分应用烟炉催化、燃

气炮等无空域影响的人影技术发展成果，积极争取空中云水

资源和局部小气候云水资源。发挥西部山区地形地貌优势，

在局部试验基础上科学布设组网、建立作业体系，发展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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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烟炉催化人工增雨作业，保障山区水资源短缺、山核桃

主产区农业抗旱、森林防火和小水电产业发展等综合服务需

要。 

（五）无人机人影作业试验行动。结合地基、空基云水

监测网建设保障和无人机空中探测的良好基础，联合国内人

影专业公司、在浙无人机公司共同开展无人机增雨作业联合

试验，探索云层（过冷水）空中探测技术，在千岛湖水源保

护区、西部山核桃主产区、北部径山茶核心保护区、分水江

流域等特色服务需求区实施试验作业，建立无人机人影作业

模式及相关规范，发展无人机人影作业业务。 

   （六）作业队伍社会化保障行动。各地按照“一支机动

队伍＋一级作业点专属队伍”的标准配备作业力量，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委托当地救援机构或属地招聘、协同乡镇建立

属地化作业队伍等多种方式有效补充。建立全市人影作业实

训基地，保障各地社会化队伍的专业培训和持证上岗，骨干

队伍的技术交流和升级培训。健全作业人员劳动保护，配备

安全防护装备，落实野外作业津补贴和人身意外、公众责任

保险政策，健全激励机制，保障合理待遇，保障作业人员的

稳定和安全。 

   （七）安全监管能力提升行动。各地要强化风险分级管

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修订人影作业实施办法，建立问题调处

制度，制定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落实人影工作安全责任和

措施。要规范全市人影弹药的集中储存和领用安全，加强作

业人员备案，强化弹药购买、运输许可和临时存放、运送、

发射等环节的治安防范工作。充分应用物联网、人脸识别、

视频、远程作业安全监控等信息化系统，加强作业站点、弹

药使用和作业人员的安全管理。 

     五、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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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地要完善人工影响天气工作领

导小组，建立人影年度工作协调会议制度，加强对人影工作

的规划布局、指导协调，完善工作规则，明确部门责任。要

建立健全相应的人影工作体系，配备专业人员力量，负责人

影工作的组织管理、作业指挥和技术研究。 

（二）做好投入保障。各地要将必要的人工影响天气经

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优化投入结构，保障人影监测、装备、

弹药和人员投入，协同推进工程建设、科研攻关、作业保障

等工作。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多部门配合推进人工影响天

气职业技能竞赛。 

   （三）强化统筹协调。要加强上下之间、部门之间、区

域之间的沟通协调，制定人影作业周年方案，建立特别重大

活动的人工消减雨协作机制，流域性、区域性协同作业机制。

强化气象与抗旱办、大气办、森林防火办、水利、农业等人

影需求高频部门的联动，联合开展灾情监测、作业需求、情

况通报及效益评估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