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工增雨！在地「研」出新選擇 ■ 經濟部水利署

( 一 ) 原理簡介

水
到用時方恨少，每當乾旱時，大家總是會想，

如果能夠靠人為的力量創造出一些雨水，讓水

庫多蓄一些水，那該有多好啊；因此，「人造雨」一

詞也就這樣自然地產生了。但人的力量其實有限，科

學能做到的，不過只是在原本就會下雨的情況下，再

設法多下一點（~10%）而已。並不能在晴空之下創

造出雨水來，為了避免詞義上的錯覺產生誤導，開始

務實地推動將「人造雨」改成「人工增雨」，以符合

事實。雲的存在可能會造成降雨，若雲中的水氣全部

變成雨 ( 以及各種形式的水 ) 且下到地面，則稱降水

效率為百分之百；然而實際上，即使是對流性的積雲

或積雨雲，降水效率也並不高；因此人工增雨的主要

原理，就是設法在雲中加入催化劑，無論是直接增加

凝結核的數量，或是增加水或冰粒子之間的碰撞機

會，又或是降低雲中的氣溫，都足以加速或增強雨水

形成的過程，進而提高降水效率，讓原本就已經會下

雨的雲，能夠多下一點雨。

( 二 ) 人工增雨方式

臺灣進行人工增雨已有 50年以上歷史，其施作

方式概可區分為從空中或在地面上施作兩種方式。常

見的空中施作方式，就是運用飛行器，在適當高度潑

灑清水、乾冰、鹽粒等，或掛載燄劑在雲下燃燒；而

常使用的地面施作方式，則是在即將下雨的雲層來臨

前，在地形迎風面等有利的位置上燃放燄劑，藉由自

然的上升氣流將催化劑送進雲中。各種催化劑的催化

原理及功能雖各不相同，但不外乎就是以加速或增強

降雨過程為目的。國內學界的研究指出，臺灣的大氣

環境下，在地面燃放與大自然背景成分相同的焰劑，

已足以達到催化雲中降雨過程之目的，亦可避免對環

境造成影響，而在低於 0℃的高空潑灑霧狀水滴，則

為最有效且簡單的空中作業方式。近期台灣所進行的

人工增雨，皆以這兩種方式進行。

水利署近年投入相當大的資源，幾乎在各個主

要集水區均成立地面作業小組，建立起地面常態作業

的能量，也與氣象局、國防部與空軍單位建立聯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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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交換平台，只要有需求，在合適作業的天氣條件

下，可立即依每一次降雨天氣系統的特性，包括雲

層厚度、雲水含量、風向風速及預測降雨分布區域，

規劃出最佳的施作策略，以達到增加集水區降雨量的

目的。

( 三 ) 國內外人工增雨焰劑發展

台灣近年的地面人工增雨，採用的是美國 ICE公

司生產的焰劑；這種焰劑燃燒後所釋放出的吸濕性粒

子，都是在大自然中常見的一般成份，包括如鉀、鎂、

鈣、氯離子等，所以對環境無害，水利署每年皆定期

購置足夠的數量並分配至各作業單位備用。

然而向美方採購，除了須處理包括審核、稅務、

運輸、報關等行政流程，往往耗時 2至 3個月，除

價格昂貴之外，最重要的是燃放出來的粒子稍微小了

一些，並不是十分適合於台灣的一般雲層環境。有鑑

於此，水利署 105年起透過與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以及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 202廠的合作，

研發並生產國產增雨焰劑；此焰劑除了具有對環境無

害的優點，由於燃放出來的粒子稍大，更適合在台灣

的大氣環境下操作。目前此國產焰劑的製作技術尚在

持續精進，少量初階產品的戶外實作比較測試也正在

進行中。

各種人工增雨作業平台示意

人工增雨施作方法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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