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体版  |  繁体版  |  网站地图  |  收藏本站  |  邮箱登录 

 

滚动信息： ·世界最大大型 

    首页 新闻 机构 科研 院士 人才 教育 合作交流 科学传播 出版 专题 科学在线 视频 会议 党建 文化

  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新闻 > 科技动态 > 国际动态

瑞士等国新发明：用高能短脉冲激光进行人工降雨
  文章来源：新华社 记者 黄堃 发布时间：2010-05-06 【字号： 小  中  大 】 

目前的人工降雨技术一般是在空中播撒碘化银颗粒作为凝结核，促使水蒸气凝结，而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可以

使用激光将空气分子离子化，使之成为天然的凝结核，从而达到人工降雨的目的。  

新一期英国《自然·光子学》杂志刊登报告说，瑞士等国研究人员发明了这种新技术。其原理是向空气中发射一

种高能量短脉冲激光，它会使照射路径上的氮气分子和氧气分子离子化。这些离子化的空气分子就成为天然的凝结

核，促使水蒸气凝结为水滴。 

研究人员向含有水蒸气的实验装置中发射这种激光，可以马上观察到直径约50微米的水滴形成，这些小水滴还

会进一步合并为直径约80微米的大水滴。户外实验也显示，在空气湿度较高的情况下，发射这种激光可以促使空气

中水滴的形成。 

瑞士日内瓦大学研究人员热罗姆·卡斯帕里安介绍说，这一技术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不能马上用于人工降雨，

因为一束激光只能促使其所照射的路径上形成水滴。下一步研究将探索是否能通过用激光扫过天空的方式，促使水

滴在更大面积的空气中形成。 

还有观点认为，虽然一束激光不能直接用于人工降雨，但可以通过测量它所促使形成的水滴规模来判断空气湿

度，从而帮助降雨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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