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袁野，杨光，李爱华，等．安徽省人工影响天气信息管理与作业指挥系统设计与开发［Ｊ］．气象，２０１１，３７（１１）：１４５９１４６５．

安徽省人工影响天气信息管理与

作业指挥系统设计与开发
�

袁　野　杨　光　李爱华　周述学
安徽省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合肥２３００３１

提　要：为了提高人工影响天气信息管理和作业指挥能力，设计开发了针对省级人工影响天气信息管理与作业指挥的业务

系统。系统应用数据库和网络技术，设计开发了人工影响天气信息数据库，并采用角色和权限双重管理模式，对人工影响天

气信息数据库进行管理。系统针对安徽实际设计了合理的地面作业指挥流程，开发了地面作业指挥平台，提供了省级人工影

响天气指导产品，并对作业流程中关键环节进行技术控制，为安徽全省人工影响天气地面作业安全提供了保障平台，在实际

业务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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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干旱、冰雹等自然灾害的频

繁出现，水资源短缺现象的日趋严重，人工影响天气

（简称“人影”）工作已成为国内绝大部分省份抗御气

象灾害的常规业务，各省先后建成人影业务系统，并

在业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内先后建立了不同的

业务系统并具有一定规模和特色［１１３］，主要在业务

流程设计、信息实时采集与传输、信息显示与综合分

析等方面具有较好的业务应用，河南［８］专门建立了

全省空域申请系统，陕西、山东、广东［１４１７］等省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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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气象局气象关键技术集成与应用项目ＣＭＡＧＪ２０１１Ｍ２４和安徽省气象局业务项目“安徽省人工影响天气信息管理与作业指挥系

统”共同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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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信息管理系统。北京人影业务系统中依托雷

达监测产品实现了６小时内的作业指挥功能，给出

了层状云飞机人工增雨作业雷达指标和机载仪器指

标，建立了人影历史资料库，提供了作业点、装备、弹

药等基本管理功能；陕西人影业务系统建立了卫星

云物理特征反演预警系统，为人工增雨作业条件和

冰雹云的早期识别提供参考，建成了人影作业空域

申请批复系统和基于 ＷｅｂＧｉｓ的人影信息管理；江

西人影业务系统提供了多普勒雷达回波跟踪及预测

和增雨、防雹作业指标，建立了掌上移动技术支撑子

系统，为手机终端用户提供信息服务、产品加工和指

挥信息 ＷＡＰ发布等功能；吉林在人影业务系统中

建立了外场效果检验平台，广东业务系统中建立了

人影实时网络在线考试平台，为人员培训提供了在

线考试功能［１８］。

安徽省结合本省实际，先后研制开发了“安徽省

高炮火箭人工增雨作业指挥系统”、“安徽省人影信

息管理系统”和“基于新一代天气雷达的省级人影业

务系统”，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业务流程，并依据业务

流程开发了需求分析、作业条件预测、作业云识别、

作业指挥、效果评估等五大类人影业务指导产品，为

安徽全省人影业务提供服务。然而，随着需求不断

增长，安徽省人影规模不断扩大，人影信息管理与作

业规范流程的建立已逐渐成为了各级人影业务的关

注重点，安徽省人工影响天气信息管理与作业指挥

系统在前期人影业务系统基础上，改进指导产品制

作、产品发布、数据库查询等业务功能，增加了弹药

过期预警功能和作业指挥短信互动平台，重点加强

了人影信息安全管理与作业指挥流程的规范化设

计，实现了作业全过程网络实时监控，以达到提高人

影作业安全性的目的。目前，该系统已在安徽投入

业务应用，并发挥出重要的效果。

１　系统总体功能设计

“安徽省人工影响天气信息管理与作业指挥系

统”，是安徽省省、市、县、作业点四级全省人工影响

天气综合业务系统，承担全省人影地面作业信息管

理、作业指挥、信息发布的业务平台功能。内容涵

盖：安徽省人影公共信息服务（安徽省人工影响天气

办公室门户网站）、业务产品服务、信息管理以及作

业指挥等功能模块。

系统设计与开发基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网络和无线通信

网络，利用ＧＩＳ和数据库开发技术，采用客户／服务

器模式，按照人影作业指挥流程，实现全省人影信息

和作业流程的规范化管理。采用角色管理方式，实

现对人影管理信息、作业指挥信息、产品发布信息以

及公共服务信息的分类管理。提供了对全省人影装

备、弹药、人员等信息的动态管理以及作业指挥流程

的管理功能，和装备故障及弹药报废的预警服务，预

防不合格装备、弹药进入作业程序。结合 ＧＩＳ和

ＧＰＳ应用技术，对申请作业的车辆、装备、弹药的行

踪和作业现场实施全程监控，提高作业的安全管理

能力。

公共信息服务模块，同时是安徽省人工影响天

气办公室的门户网站，面向社会普通用户开放，承担

人影宣传、公示公告、资源下载、机构介绍以及其他

公共信息服务的功能，是业务系统各类用户登录界

面和作业指挥系统以及信息管理系统的链接页面。

具体包括：最新动态、人影专报、公示公告、应急预

案、机构设置、政策法规、科普知识、资源下载以及市

县概况、便民服务、在线调查、热点链接等。

业务产品发布模块仅面向安徽省气象部门内部

开放，承担全省人影指导产品发布以及各种气象监

测预报产品发布的功能，包含监测分析预报产品和

人影指导产品两部分。监测分析预报产品，包括合

肥、阜阳、蚌埠、黄山雷达监测产品，卫星云图监测产

品，雷电监测以及潜势预报产品，天气预报和气候预

测产品等，该类产品主要是由省级其他业务单位制

作提供，为全省人影决策指挥提供参考。人影指导

产品，包括雷达拼图产品、双偏振雷达产品、雨量查

询统计产品、云微物理量产品、作业条件预报产品以

及作业参数产品等，该类产品全部由安徽省人影办

制作提供，用于安徽全省人影决策与指挥。

信息管理模块仅限管理人员进入，根据不同角

色权限的设定，实现全省人影装备、弹药、人员等信

息的动态管理。包括：作业资质、装备弹药、作业点、

弹药预警、事（件）故处理等信息管理功能，以及全省

各级人影单位人影信息的综合查询统计功能。

作业指挥模块仅限各级作业指挥人员进入，根

据角色权限，按照预先设定的作业流程控制，实现全

省地面作业的申请、审批、指挥、信息上报、实时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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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历史作业查询等功能，该模块还为各级作业指

挥人员交流会商提供了互动平台。

２　人影信息管理功能设计与开发

２．１　人影数据库设计与开发

数据库设计与建设是系统建设的基础，安徽省

人工影响天气信息管理与作业指挥系统数据库系统

采用甲骨文公司的Ｏｒａｃｌｅ９ｉ数据库，该数据库在集

群技术、高可用性、商业智能、安全性、系统管理等方

面都实现了新的突破，技术成熟，稳定，有庞大的用

户群体，目前应用于很多行业领域，是当前主流的关

系数据库之一。

安徽省人工影响天气信息管理与作业指挥系统

数据库共使用了５３张数据库表，分别记录了作业单

位和个人资质、装备和弹药、人员培训、角色与用户、

人影产品发布以及人影作业流程相关信息和系统操

作信息等，系统用户可以通过对数据库的操作实现

对权限范围内人影信息的查询、统计与管理。作为

示例，表１是弹药入库登记数据库表，可详细记录人

影弹药入库操作的信息，包括入库时间、弹药箱号批

次、数量、生产日期、有效期以及经办人等，装备管理

员可以通过弹药的配发与调配实现弹药信息在全省

的流动管理。

表１　弹药入库数据库表

犜犪犫犾犲１　犇犪狋犪犫犪狊犲犾犻狊狋狅犳犪犿犿狌狀犻狋犻狅狀狊狋狅狉犪犵犲

序号 列名 数据类型 长度／字节 小数位 标识 主键 允许空 默认值 说明

１ ＲＫＱＤＢＨ ＶＡＲＣＨＡＲ２ ５０ 是 否 入库清单编号

２ ＲＫＢＨ ＶＡＲＣＨＡＲ２ ５０ 是 入库编号

３ ＹＪＢＨ ＶＡＲＣＨＡＲ２ ５０ 是 一级编号

４ ＥＪＢＨ ＶＡＲＣＨＡＲ２ ５０ 是 二级编号

５ ＳＪＢＨ ＶＡＲＣＨＡＲ２ ５０ 是 三级编号

６ ＳＬ ＮＵＭＢＥＲ 是 数量

７ ＭＳ ＶＡＲＣＨＡＲ２ ２００ 是 描述

８ ＢＺ ＶＡＲＣＨＡＲ２ ５００ 是 备注

９ ＫＺ１ ＤＡＴＥ ７ 是 入库日期

１０ ＫＺ２ ＶＡＲＣＨＡＲ２ ５０ 是 操作人

１１ ＫＺ３ ＶＡＲＣＨＡＲ２ ５０ 是 入库人

１２ ＫＺ４ ＶＡＲＣＨＡＲ２ ５０ 是 箱号

１３ ＰＣ ＶＡＲＣＨＡＲ２ ５０ 是 批次

１４ ＣＣＲＱ ＤＡＴＥ ７ 是 出厂日期

１５ ＳＳＤＷ ＶＡＲＣＨＡＲ２ ５０ 是 所属单位

１６ ＣＺＳＪ ＤＡＴＥ ７ 是 操作时间

１７ ＹＸＮＸ ＮＵＭＢＥＲ 是 有效年限

２．２　人影信息管理功能设计与开发

作业资质的管理，分为单位资质与个人资质两

部分。单位资质管理主要是针对具有资质的作业单

位基本信息，法人、联系人信息以及资质年审信息的

管理。个人资质信息则是针对具有资质的个人基本

信息以及培训、年审信息的管理，个人资质分为：指

挥人员、管理人员、火箭作业人员、高炮作业人员等，

个人资质必须经过相应的培训并取得上岗资格证后

才能获得。

装备弹药管理，主要针对装备弹药的入库登记、

库存查询、装备弹药配发、装备弹药调配、装备维护、

装备年审、装备停用、装备弹药报废以及装备弹药故

障记录等信息的管理。装备弹药配发是指上级单位

将本级装备弹药下拨至下级单位，而装备弹药的调

配则是平级单位间的调整，仅是两单位的共同上级

单位装备管理员才具有权限。对于未经年审或处于

故障状态下的装备弹药，在作业申请时，将被屏蔽不

能进入申请列表，这样可最大限度避免有隐患的装

备弹药进入作业程序，减少事故的发生。

预警管理，主要针对弹药保质期的管理，在弹药

入库时，根据弹药生产日期以及保质期信息自动计

算其过期的日期，根据预设的预警时间（一般为１年

和半年两级），在进入系统后自动启动预警，提醒管

理员注意使用，而对于已经过期或即将过期的弹药

则严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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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系统角色设计与权限管理设计

系统按照角色设计实现系统权限的管理，省级

系统管理员可以按照需求设定不同的角色，并分配

相应的权限，目前系统设计了系统管理员、装备信息

管理员、服务信息管理员、指挥长、指挥员、作业人员

等不同角色。

系统管理员，负责角色权限设定与分配，承担系

统运行维护任务，分省、市两级。省级系统管理员可

以自行设定角色，并分配相应权限，市级系统管理员

只能按照预先设定的角色权限分配本市辖区的系统

内用户。

装备信息管理员，负责本级及下级单位的人影

装备、车辆、弹药、人员等信息的管理，分省、市两级。

省级装备信息管理员，负责全省作业装备、弹药采购

入库、下拨、调配、销毁，以及省级培训人员信息录

入、单位和个人资质发放与审核等信息管理。市级

装备管理员只能实现对本辖区内装备信息的管理。

服务信息管理员，负责本级及下级单位对外发

布信息编辑与管理，分省、市两级。省级服务信息管

理员可以对下级单位申请发布的信息进行修改编

辑，并决定是否发布，而市级服务信息管理员只能对

本级及下级单位信息进行修改编辑，而无发布权限，

且对于已发布的信息不再拥有修改权限。

指挥长，负责本级及下级单位作业申请与审批，

以及作业流程的监控管理，分省、市、县三级。省级

指挥长负责全省地面作业指挥以及全省各个作业点

的监控管理，可对任一作业过程中的违规行为进行

干预，并指导全省各级地面作业。市级指挥长负责

审批本级及下级单位的作业申请，负责对所批作业

的监控与管理。县级指挥长负责向上级单位提出本

级作业申请，选派和接收作业装备、弹药和作业人

员，并监控本级作业。

指挥员，承担具体作业指挥任务，负责监视天气

变化、选择作业时机、计算作业参数、申请作业空域、

下达作业指令等任务，分省、市两级。市级指挥员负

责对已批准的作业进行实时监控，下达指令，并可根

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更改作业指令，负责提供作业

参数，接收现场作业信息，并完成信息上报工作。省

级指挥员负责对市级指挥员进行技术指导，监控全

省所用作业，收集作业信息，对违规作业进行干预与

提醒。

作业人员，由获得上岗作业资质人员担任，承担

具体作业任务，负责现场信息采集及上报，按照指令

实施作业。

３　人影作业指挥功能设计与开发

３．１　省级人影指导产品开发

省级人影指导产品包括：雷达拼图产品、双偏振

雷达产品、雨量查询统计产品、云微物理量产品、作

业条件预报产品以及作业参数产品等。

雷达拼图产品，将安徽省及周边８部多普勒天

气雷达基本反射率观测产品，经质量控制和插值后，

绘制形成２～９ｋｍ，高度间隔０．５ｋｍ或１．０ｋｍ的

等高面雷达反射率产品，为人影作业决策指挥提供

指导。

双偏振雷达产品，提供布设于霍山的车载Ｘ波

段双偏振雷达观测产品，包括：强度场、速度场、差分

反射率、相位差等。

雨量查询统计产品，提供安徽全省中尺度自动

雨量站实时雨量监测查询统计的功能，可按照不同

数据库设计提供１分钟、１０分钟和１小时的时间间

隔统计查询，并实时绘制显示雨量图。

云微物理量产品，该产品为国家级人影数值预

报指导产品的本地化应用产品，包括云含水量、冰晶

含量、总水凝物含量、冰晶浓度、柱含水量、过冷水顶

温度、柱过冷水量等物理量产品。

作业条件预报产品，利用国家级数值模式预报

产品与全省中尺度自动雨量站建立的判别方程，计

算全省各雨量站有无作业条件判据，提供全省２４小

时内逐３小时的作业天气条件预报。

作业参数产品，利用雷达拼图反射率数据，根据

最大反射率强度、回波面积、回波高度等参量，判断

全省各作业点是否具备可作业条件，并计算提供作

业方位、仰角以及用弹量等参数，指导各地开展作

业。

３．２　作业指挥流程设计

安徽省人工影响天气信息管理与作业指挥系统

目前主要针对全省地面人影作业而设计，按照市级

指挥、县级作业、省级指导的原则，设计作业指挥流

程（图１）。

　　（１）作业申请流程。作业需求单位指挥长应首

先向市级指挥长提出作业申请，提交申请时应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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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安徽省人影作业指挥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ｆｏｒｃｏｍｍ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Ａｎｈｕｉｗｅａｔｈｅｒ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据库中选择参与作业的人员、车辆、催化工具、弹药、

作业点等信息，同时指定现场指挥人员，预设作业时

间，系统自动对此次申请编辑作业号，同时将此次申

请中作业时间、现场指挥人员姓名及手机号、其他作

业人员姓名、所用车辆、所用装备、携带弹药编号、预

定作业点等信息发送至市级指挥长手机终端，市级

指挥长最终决定是否可以开展此次作业。对于已获

得批准的作业申请，系统将批准信息回复给作业需

求单位指挥长和市级指挥员，此次作业方可进入后

续流程。

（２）作业进场流程。获得批准的作业，按照所

申请的人员、车辆、装备、弹药，启动ＧＰＳ和无线上

网设备，向预定作业点进场待命。在作业进场途中，

携带的无线上网设备会及时将信息传送至系统，市

级指挥员可以在指挥平台下，实时监控作业进场轨

迹、速度以及此次申请的人员、车辆、装备、弹药以及

预定作业点等信息，同时根据指挥平台提供的实时

雷达图等气象资料，判断预定作业点是否仍然具备

作业条件，下达更改或取消作业的指令。

（３）作业现场信息采集及待命流程。作业人员

到达指定作业点后，现场指挥应及时将作业现场观

测信息上报市级指挥员，启动现场视频监控设备，根

据需求上传现场视频信息，按规定安装检测作业装

备，等待作业指令，同时继续开展现场观测。

（４）空域申请与作业流程。作业现场指挥，根

据现场观测情况向市级指挥人员提出发射申请，由

市级指挥员向空域管制部门提出空域申请，得到同

意批复后，市级指挥人员下达作业指令，并提供发射

仰角、方位角、用弹量等作业参数，作业现场实施发

射作业。

（５）作业信息上传流程。发射作业完成以后，

作业现场应及时将作业时间、发射方位、仰角、用弹

量等信息上传，并等待下一步指令。

（６）作业返场流程。现场作业完成后，作业人

员、车辆、催化工具、剩余弹药（含故障弹）返回出发

地，向县级指挥长进行入库交接，并报市级指挥长和

市级指挥员，完成此次作业。

（７）省级指挥中心的全程监控与干预。省级指

挥人员在指挥平台下可对全省各个作业的１～６流

程进行全程监控，利用互动平台提供指导，并可对违

规流程进行干预与提醒。

３．３　人影作业实时指挥功能的技术实现

３．３．１　实时指挥流程控制

作业指挥系统设计与开发中，重点考虑作业安

全的管理，在实时指挥中对作业流程关键环节进行

技术控制。

（１）作业申请流程的控制。在系统设计中，作

业需求单位根据本地需求申请作业，在提交作业申

请表单时，系统将提供本单位合格的装备、弹药、人

员等信息，而屏蔽掉不合格信息，最大限度限制不合

格装备、弹药以及不符合条件的作业人员进入后续

作业程序。申请作业的权限仅限本单位指挥长，指

挥长角色人员由市级系统管理员根据需要确定。作

业申请需要得到市级指挥长的批复同意，方可进入

后续作业流程，并在实时指挥界面上显示（图３中绿

色圆点）。

（２）作业进场和返场流程控制。获得批准的作

业，则按照申请内容实施进场作业流程。在作业进

场中，系统会将车辆行进信息传送至指挥平台，市级

指挥人员实时监控作业进场轨迹、速度（图２），根据

雷达拼图产品下达指令。作业完毕返场时，市级指

挥人员同样可在实时指挥界面中对返场流程进行监

控。

（３）作业发射流程控制。作业装备、人员到达

作业现场后，会对作业装备进行发射前的测试检查，

观测现场天气情况，并可和市级指挥人员在互动平

台进行会商交流。现场指挥人员认为具备作业条件

时，向市级指挥人员提出发射申请，并提供现场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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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以及发射参数要求，由市级指挥员向空域管制

部门提出空域申请，得到同意批复后，市级指挥人员

下达作业指令，明确发射仰角、方位角、用弹量等作

业参数，由作业现场实施发射作业。处于发射申请

状态下的作业点，将在实时指挥界面中以红色圆点

标注（见图３），提醒各级作业指挥人员注意。

图２　作业车辆进场时ＧＰＳ轨迹图

Ｆｉｇ．２　ＧＰＳｔｒａｃｋｓｏｆｗｅａｔｈｅｒ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ｅｈｉｃｌｅ

图３　作业指挥平台实时指挥中雷达拼图产品

Ｆｉｇ．３　Ｒａｄａｒｍｏｓａｉｃ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ｉ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ａｎｄ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省级指挥人员可以在实时指挥平台中对全省所

有作业进行监控与干预，指导市级指挥人员指挥作

业。

３．３．２　主要指导产品的应用

（１）实时指挥中雷达拼图产品的应用。全省人

影地面作业主要是利用雷达拼图产品，并叠加省内

ＧＩＳ数据实现实时指挥功能。雷达拼图产品利用安

徽省合肥、阜阳、蚌埠、黄山以及周边南京、徐州、驻

马店、九江等８部多普勒天气雷达的反射率观测数

据经质量控制后，插值到统一的笛卡尔坐标系中，将

８部雷达的格点反射率场拼接起来形成３维拼图网

格数据，各雷达的反射率场分辨率均为１ｋｍ。根据

人工增雨冷云催化剂的高度要求和现有装备的作业

高度，插值形成２、２．５、３、３．５、４、４．５、５、５．５、６、７、８

和９ｋｍ高度的反射率场格点数据，并在ＧＩＳ地图

上绘图显示，用于实时指挥人影作业（图３）。市级

指挥员根据雷达拼图产品提供的雷达回波等参量，

进行作业点修改和作业参数计算，下达实施作业的

指令。

（２）实时指挥中作业参数产品的应用。考虑安

徽省０℃层高度，利用雷达拼图产品４和５ｋｍ两层

的资料，取某一作业点周围８ｋｍ范围内回波值，根

据ＧＩＳ信息，过滤掉有村庄的点。根据安徽经验，

选取３０ｄＢｚ以上的回波作为可作业区域，计算区域

内各点到作业点的方位角。对比各个点方位角和平

均风向的角度差，按照角度差从小到大的顺序分别

计算作业点到各点的仰角，并与火箭射击抛物线比

较，如果吻合，则认为该点为作业目标点，并给出相

应仰角和方位角（图３）。

（３）作业条件分析中云微物理量产品的应用。

云微物理量产品是国家级人影指导产品中模式预报

产品的本地化应用，考虑到安徽省应用实际，系统选

择了云含水量、冰晶含量、总水凝物含量的８５０、７００

和５００ｈＰａ预报产品和柱状水量预报、柱过冷水量

预报、过冷水顶温度预报产品。该产品分辨率为

０．２°×０．２°，每天０８：００（北京时，下同）和２０：００各

提供一次逐３小时的２４小时内预报产品。省市两

级指挥人员可根据该类产品和其他监测、预报产品，

分析２４小时内全省各地可作业区域，做出是否实施

作业的决策。

（４）作业条件分析中作业条件预报产品的应

用。作业条件预报产品是通过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两年

的国家级模式预报产品中云微物理量预报产品与省

内１１０５个自动雨量站对应３小时雨量的统计分析，

采用Ｆｉｓｈｅｒ方法按不同季节（夏季：５—８月，春秋

季：３—４月、９—１０月，冬季：１１月至翌年２月）、不

同站点分别选取判别因子建立判别方程。利用各个

季节和各个站点的判别方程，分别计算出各个站点

有无作业条件的判别结果，绘制成全省有无作业条

件的区域分布图供省市两级指挥人员在作业决策时

参考［１９］。

（５）作业条件分析中雨量查询统计产品的应

用。雨量查询统计产品是利用全省中尺度自动雨量

站实时雨量数据库，按照指挥人员需求，实时查询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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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任意时段的全省累计雨量，并利用Ｓｕｆｆｅｒ８．０绘

制成全省雨量分布图。省市两级指挥人员可根据实

时雨量分布图分析当前可作业条件，或对前期作业

效果进行分析。

４　结论与讨论

“安徽省人工影响天气信息管理与作业指挥系

统”是专门针对省级人影作业信息服务和地面作业

指挥而设计的软件平台，系统利用数据库和网络技

术重点加强了人影信息安全管理与作业指挥流程的

规范化设计，通过网络实时全程监控，在作业流程的

关键环节进行技术控制，以达到提高人影作业安全

性的目的。

系统根据省级业务需求，较为合理地设计了人

影信息数据库，使用了５３张数据库表对全省装备、

弹药、人员、作业点等人影信息进行管理。采用角色

和权限双重管理模式，对系统内各项权限通过赋予

预设的角色加以管理，为信息管理安全提供了有效

的保障平台。

系统针对安徽实际设计了规范化的地面作业指

挥流程，并在软件平台开发中对流程关键环节进行

了技术控制，在作业申请之初就可滤去不合格装备、

弹药、人员等信息，杜绝不安全因素进入后续作业流

程，同时可对作业全过程进行监控和干预，可以有效

减免作业安全事故的发生。

系统为各级作业指挥人员决策指挥提供了对雷

达拼图、作业参数、云微物理量、作业条件预报和雨

量查询统计等产品，作业指挥人员可通过这些产品

并结合省级其他业务产品分析可作业天气条件和可

作业区域，提出作业申请和批准作业申请，并且在实

时指挥作业过程中，根据实时雷达拼图产品和作业

参数产品下达作业指令，分析作业效果。

虽然“安徽省人工影响天气信息管理与作业指

挥系统”，设计并开发形成安徽全省统一的人影信息

管理和地面作业指挥软件平台，提供了作业决策指

挥指导产品，在安徽人影实际业务中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但是目前该系统的重点还是针对地面作业安

全而设计和开发的，尚未提供更多的省级人影指导

产品用于指挥地面作业，飞机人工增雨作业指挥和

作业效果评估等功能尚未在系统中得以实现，这些

不足将会在后续系统开发中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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