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工影响天气创新发展论坛交流论文名单

（一）口头报告

云降水和人工影响天气机理研究

序号 题目 姓名 单位

1 地基多波长雷达联合反演云降水微物理研究进展 阮  征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2 冷云降水的雷达观测：进展和挑战 李浩然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3 庐山过冷雾滴谱分布及积冰增长机制观测研究 王天舒 中国气象局气象干部培训学院

4
BACIC云室的测试设计及其绝热膨胀模拟试验结果分
析

李睿劼 北京市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5 河北省春季一次降水云系云物理特征的飞机观测研究 王姝怡 河北省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6 暖云滴谱离散度的观测、模拟和参数化 陆春松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7 郑州“720”特大暴雨雨滴谱特征分析 王  俊
山东省人民政府人工影响天气办公
室

8 庐山地基云观测的微物理特征研究 郭丽君 中国气象局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人工影响天气综合观测试验

序号 题目 姓名 单位

1
风云卫星资料在人工增雨扑火作业条件监测和方案设
计中的应用

李  琦 中国气象局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2 祁连山地形云综合观测与催化试验 常  祎 中国气象局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3 华北区域大气冰核浓度的飞机膜采样分析 黄梦宇 北京市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4 用小波分析洞察燃气炮增雪中出现的动力响应 黄  钰 北京市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5 北方大陆性对流云微物理特征的飞机观测研究 盛久江 北京市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6
河北冬季冷锋降雪云系微物理演变特征的综合观测研
究

王晓青 河北省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7 人工增雨飞机积冰观测 安英玉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人工降雨办公室

8 湖南省环境气象无人机探测与数值模拟试验 樊志超
湖南省人工影响天气领导小组办公
室

9 一次冰雹天气过程防雹技术分析 李枚曼 贵州省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

10 卫星云物理定量反演技术在人工影响天气中应用 余  兴 陕西省气象科学研究所

11 冰雹云早期识别和FY4A/AGRI卫星自动预警 刘贵华 陕西省气象科学研究所

12 云凝结核测量结果中未活化颗粒的识别和订正 王  元
兰州大学 西部生态安全省部共建
协同创新中心

13 西北人影工程研究试验设计与实施 段  婧 中国气象局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人工影响天气催化效果检验与评估

序号 题目 姓名 单位

1 基于相控阵雷达的高炮防雹动力效应初分析 董亚宁 山西省人工增雨防雷技术中心

2 环境湿度影响人工催化消减雨效果的数值模拟研究 查思佳 上海市金山区气象局

3 福建省人工增雨效果检验系统 林  文 福建省气象科学研究所

4 祁连山区碘化银冷云催化的数值模拟研究 任  婧 郑州大学

5 过冷云顶云宏微观物理特征及其催化响应 李德俊 湖北省气象服务中心

6 一次飞机冷云增雨作业效果检验 岳治国 陕西省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7 一次夏季局地对流云消减雨作业效果分析 赵俊杰 山西省气象灾害防御技术中心

8 湖南极端干旱气候时段的人影作业潜力分析 周  盛
湖南省人工影响天气领导小组办公
室

人工影响天气新技术应用

序号 题目 姓名 单位

1 人影作业过冷水潜势预报技术及应用 孙  晶 中国气象局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2 一种新型机载总水-液水含量探测仪 周  旭 中国气象局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3
卷积长短时记忆网络(Conv-LSTM)对临近降水的预报
技术研究

谭  超 中国气象局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4 人工影响天气中新举措试验汇报及机理探讨 许焕斌 北京市应用气象研究所

5
一种浸润冻结机制冰核测量装置（FINDA）的搭建与
应用

毕  凯 北京市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6 飞秒激光人工影响天气新技术机理和研究进展 王铁军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
所

7 多参量云体识别追踪技术研究 张祺杰 南昌云宜然科技有限公司

8 组合模型在水汽含量预测中的应用 寇梦刚 郑州大学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

9 带电粒子催化人工降雨技术作用机理研究 于克训 华中科技大学

10 基于云体催化适宜度的火箭作业决策矩阵 高建秋
广东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
（广东省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11 贵州飞机人工增雨暖云外场试验分析研究 许  弋 贵州省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

12 FY-4A识别过冷云水与飞机探测对比分析 徐小红 陕西省气象科学研究所

13 利用实景天气采集资料分析瀑布云宏观特征中的问题 汪晓滨 中国气象局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14 西北人影-空中国王350增雨飞机改装与集成设计 高  扬 中国气象局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人工影响天气指挥平台建设

序号 题目 姓名 单位

1 辽宁省人工影响天气跟踪指挥和安全监管系统 秦  鑫 辽宁省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

2 福建省人工影响天气指挥系统 冯宏芳 福建省气象科学研究所

3 地面人工增雨防雹决策实时指挥系统平台建设 李红斌 辽宁省大连市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

4
基于“云+端”业务框架的西北人影指挥应用系统综
述

李德泉 中国气象局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人工影响天气安全管理

序号 题目 姓名 单位

1 作业可视化安全管控系统的构建与应用 王语卉 浙江省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2 十四运开幕式人工消减雨保障模式分析 杨碧轩 陕西省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二）墙报交流

云降水和人工影响天气机理研究

序号 题目 姓名 单位

1
祁连山夏季地形云发展演变特征与机制的卫星观测研
究

常  祎 中国气象局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2
北京山区降雪过程微物理形成机制及高分辨率地形对
其影响的观测—模拟研究

高  茜 北京市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3
北京春季冰核颗粒的特征：郊区和山区的观测对比研
究

虎雅琼 北京市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4 EC-thin资料分析降水效率 杨文霞 河北省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5 北上台风“烟花”卫星反演云参数和云结构演变特征 张晓瑞 河北省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6 基于微雨雷达的东北冷涡降水垂直结构分析 李  遥 辽宁省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

7 辽西地区雨滴谱的季节性分布特征 徐  萌 辽宁省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

8
基于河北省一次飞机观测的层状云冰相粒子微物理特
性研究

熊婧媛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9 中国东部农业城市三级分档雾水化学特征的观测研究 葛攀延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0 云雨自动转化方案对强对流数值模拟的影响 李  懿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1
台风“山竹”(2018)外围雨带雨滴谱及雷达反演参量
特征分析

吕晶晶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2 利用多普勒雷达量化台州人工增雨作业参数 章蓝文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气象局

13 初冬一次层状云较弱云区垂直结构的飞机观测 王  烁
山东省人民政府人工影响天气办公
室

14 人影作业对常规气象业务影响的几点思考 杨  刚 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气象局

15
江汉平原地区梅雨锋降水过程中滴谱演变特征及主要
微物理过程的观测研究

孙  京 中国气象局武汉暴雨研究所

16 中国冻雨天气的气候特征及其判定方法研究 周  悦 中国气象局武汉暴雨研究所

17 不同云雨自动转换方案下气溶胶对地形降水影响 肖  辉
中国气象局广州热带海洋气象研究
所

18 当前人工影响天气的辩证思考 郭开年 重庆市铜梁区气象局

19 三维冰雹云数值模式及业务应用 胡国玲 陕西省咸阳市气象局

20 冰雹云早期识别预警及人工防雹作业方法研究 热苏力
中国气象局气象干部培训学院新疆
分院

21 地面燃烟炉人工增雨（雪）催化技术方法 李红斌 辽宁省大连市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



人工影响天气综合观测试验

序号 题目 姓名 单位

1 一次飞机严重积冰过程的天气条件和云微物理特征 周  旭 中国气象局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2 深圳七波段雷达超级站:设备介绍和科学目标 李浩然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3
运用微雨雷达分析层状云降水内雨滴谱垂直演变特征
及降水机制

马宁堃 北京市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4 不同温度不同压力下积冰测试实验 田  平 北京市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5 多波段雷达在冬季降水观测中的应用初步分析 陈羿辰 北京市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6 石家庄市上空大气气溶胶浓度和尺度分布的航测研究 孙玉稳 河北省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7 衡水湖湿地上空大气气溶胶分布特征 赵志军 河北省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8 冀南地区降雪云系宏观特征与人工增雪火箭弹研发 刘建伟 河北省邯郸市气象局

9 基于双偏振雷达探测参量的冀西北人影作业指标分析 王  淼 河北省张家口市气象局

10 人工影响天气抗旱增雨服务实例分析 辛  悦 内蒙古自治区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11 基于毫米波云雷达的呼和浩特云宏观特征分析 李  慧 内蒙古自治区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12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冰雹云移动路径及其特征 樊茹霞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科学研究所

13 内蒙古地区一次飞机探测资料分析 靳雨晨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科学研究所

14 地面资料时间分辨率对定量评估GPM降水产品的影响 张铁凝 辽宁省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

15 一次东北冷涡过程的宏微观物理特征分析 李冬楠 黑龙江省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

16 烟炉在江宁人工增雨作业中的应用与分析 夏  斌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气象局

17 浙江不同地区夏秋季雨滴谱特征分析 姜舒婕 浙江省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18 河北省中南部二氧化碳浓度飞机探测研究 谢文琪 江西省南昌县气象局

19 “追雹者”微信小程序功能设计与开发 龚佃利
山东省人民政府人工影响天气办公
室

20 一次积层混合云系人工增雨作业的综合观测分析 张中波 湖南省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

21 重特大干旱期的湖南人工增雨作业条件研究 高  沁
湖南省人工影响天气领导小组办公
室

22 郴州市人工防（消）雹作业站点布局技术研究 李少云 湖南郴州市气象局

23 机载热线含水量仪探测数据校验方法 刘晓璐 四川省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

24 吐鲁番和若羌冬季气溶胶垂直分布的飞机观测分析 郑博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工影响天气办
公室

25 新疆冰雹外场探测试验方案设计 范宏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工影响天气办
公室

26 人工防雹作业与降水量变化初探 张  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人工
影响天气办公室

27

High small ice concentration in stratiform clouds over 
Eastern China based on aircraft observations: habit 
properties and potential roles of secondary ice 
production

汪  洋 兰州大学



人工影响天气催化效果检验与评估

序号 题目 姓名 单位

1 人工增雨在2019年一次森林火灾中的应用评估 李  鸾 安徽省芜湖市气象局

2 人工冰核浸润冻结核化特性的实验研究 杨  帅 北京市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3 张家口地区火箭增雨作业雷达回波响应探究 刘慧敏 河北省张家口市气象局

4 地面人工增雨催化精准作业与效果检验的技术途径 濮江平 南京五方美拓气象环境研究院

5 对流云地面火箭增雨作业时机研究及个例分析 王跃宁 安徽省合肥市气象局

6 不同类型降雨及人工增雨对长沙大气污染的清除作用 丁  莉
湖南省人工影响天气领导小组办公
室

7 平陆运河人工影响天气增雨作业 丘远锋 广西钦州市气象局

8 一次罕见冰雹灾害防雹作业效果初探 刘  涛 贵州省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

9
雷达、卫星和雨滴谱仪联合观测一次AgI催化云迹的
演变

王  瑾 陕西省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10 基于人影技术改善冬季城市空气质量效果分析 李  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工影响天气办
公室

11
天山巴音布鲁克盆地汛期水资源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
素分析

刁  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
治州气象局

人工影响天气新技术应用

序号 题目 姓名 单位

1 基于遥感观测对北京一次冰雹过程的分析 荆莹莹 北京市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2 内蒙古西部地区降水云宏观特征 衣娜娜 内蒙古自治区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3 不信风雨唤不来-漫谈人工影响天气技术 向  永 江苏省盱眙县气象局

4 一种人工影响天气发射架通道检测装置 苗祥斌 山东省连云港市气象局

5 激光人工增雨新技术的应用探讨 郑  凯
广东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
（广东省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6 风廓线雷达在广东人工影响天气业务中的应用 钟  晨
广东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
（广东省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7 基于ERA5资料的广西地区云水资源评估研究 张正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工影响天气办公
室

8 人影空域自动化系统应用效果分析 唐辟如 贵州省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

9 新疆阿克苏空台里克片区冰雹防御措施研究 张继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人工
影响天气办公室

10 一次基于相控阵雷达的成功防雹案例分析 刘福新 山西省隰县气象局



人工影响天气指挥平台建设

序号 题目 姓名 单位

1 地市级火箭人工増雨作业数据处理研究 王  霄 江苏省徐州市气象局

2 基于双偏振雷达回波资料的冰雹云识别方法 金伟福 山东省东营市气象局

3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太阳能气象站观测平台设计与开发 庞茗文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合浦县气象
局

4 基于图像识别技术的高炮安全射界图绘制系统 孟  辉 天津市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

人工影响天气安全管理

序号 题目 姓名 单位

1 北辰区人工影响天气安全管理问题与思考 王  蒙 天津市北辰区气象局

2 辽宁省飞机增雨作业安全管理探讨 李成龙 辽宁省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

3 火箭人工增雨作业区域联合协同机制研究 黄朝善 浙江省台州市气象局

4 基于VR的火箭作业故障处置系统设计与应用 余永江 福建省气象科学研究所

5 人工影响天气弹药储存模式的探讨 张延龙 山东省临沂市气象局

6 加强基层人影作业炮弹安全管理 赵  闫 安徽省怀远县气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