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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改造天氣方法中會透過人工種雲的方式針對目標區域的局部天氣進行改造。燃燒焰劑為

人工種雲方法之一，透過燃燒釋放出具有較佳吸水性的巨核粒子，成為雲內的雲凝結核，當吸水

性粒子半徑大於 10 m 有利於提高雲微物理中的碰撞合併過程的效率，達到人工增雨的目的；

若粒子半徑小於 10 m，不利於雲內的碰撞合併過程，但是可以有利於成為凝結核，適合應用

於局部地區暖雲人工消雨作業。現今各國普遍採用美國 ICE 焰劑，但是 ICE 焰劑吸水性粒子半

徑的大小多數較小，目標雲系必須充滿水氣才容易發揮成效，且價格較高，不利大面積施放，影

響人工改造天氣的成效。 

由於地面燃燒型焰劑，不易使大粒徑的氣溶膠粒子藉由熱力上升至高處，但又希望能夠提升

粒徑大小，以利增加雲內有效碰撞，因此本研究置重點於焰劑改良，並以達到燃燒後的吸水性粒

子平均粒徑大小大於 ICE 焰劑為研究目標。透過不同成分的調和，目前已可控制焰劑燃燒效能

和燃燒後平均粒徑大於 ICE 焰劑之設計目標。另外本研究也嘗試將焰劑以焰彈方式，投入目標

雲系，並運用毫米波輻射偵測計量化雲內雲水轉換情形，對照 WRF 數值模式模擬結果後，使我

們進一步檢驗人工改造天氣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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