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省人工影响天气管理办法

2000 年 11 月 28 日省人民政府第 58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2004 年 6 月 28 日省人民政府第 21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2019 年 8 月 29 日省政府常务会第 29 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加强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管理，确保人工影响天气

作业安全高效，发挥人工影响天气工作在防御、减轻气象灾害和服

务地方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和其他

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和试验研

究，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人工影响天气工作是基础性社会公益事业，应当以防

灾减灾为宗旨，服务农业为重点，坚持依靠科技进步，加强人工影

响天气作业现代化建设和科学试验研究。

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组织（以下简称作业组织）在确保防

灾减灾公益性服务的前提下，可以根据用户要求，依法开展人工影

响天气专项服务，所需作业经费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由受益单

位承担。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领

导和协调，并将人工影响天气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县以上气象主管机构在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本行政区

域内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管理、指导，并组织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

业。

各级军事部门、驻赣部队和财政、发展改革、民航、电信、保

险等部门和单位，应当配合做好人工影响天气工作。农业农村、水

利、民政等部门，应当及时提供农业灾情、水文等资料，以保障人

工影响天气作业及时有效。

第五条 省、设区市及条件具备的县（市、区）人民政府设立

人工影响天气领导小组，指挥、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人工影响天气

工作，其办事机构人工影响天气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人影办）

设在同级气象主管机构，承办人工影响天气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对在人工影

响天气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七条 开展个人工影响天气工作所需基本建设投资、人员事

业经费、专项经费应当纳入同级人民政府的财政预算，并由同级财

政部门和人影办负责管理，实行专款专用。

第八条 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做好人工影响天

气作业所需的各项气象保障工作，及时提供天气预报、雷达、卫星、

气象情报等探测资料与信息。

第九条 从事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单位，应当符合省气象主管

机构规定的条件。

第十条 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应当由市、县（区）人民政

府向省人影办提出申请，注明拟开展作业的区域与作业点位置、作



业时间、作业技术装备与条件等内容，经省人影办会同空域管制部

门审核同意后，方可进行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经批准后的作业区域，

不得随意变动。确实需要变动作业区域的，应当重新报批。

第十一条 从事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人员，应当经省气象主管机构

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第十二条 进行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适宜的天气、云层条件；

（二）得到空域管制部门的批准；

（三）作业点为非人口稠密区且无重要、高大建筑设施；

（四）作业点与省人工影响天气指挥中心及空域管制部门的通

讯畅通；

（五）作业指挥人员和操作人员持有上岗资格证书；

（六）所使用的发射工具均经过严格检查，并经省人影办确认

为合格。

第十三条 作业组织应当按标准建设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发射工

具库房、弹药库，并经当地公安部门审核、验收后方可投入使用；

作业点应当设立现场指挥所或者值班室，配置有效的通信工具。

第十四条 作业组织应当建立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指挥系统，提

高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技术水平。

第十五条 作业组织在实施作业前必须按照空域申请的有关规

定向空域管制部门提出作业空域申请。空域管制部门在接到作业组

织的空域申请后，应当及时批复。作业组织必须在经批准的作业空



域和有效的作业时间内进行作业。作业完成后，应当及时向空域管

制部门报告作业完毕。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点的设置和作业工具的发射方位与方向，必

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

本规则》中的有关规定。作业组织收到空域管制部门停止对空射击

作业指令后，必须立即停止对空射击作业。

第十六条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专用装备，必须符合国务院气象

主管机构规定的技术标准，并由省人影办统一购置，计划供应。其

他任何部门、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购置或者转让。有故障的作业工

具及过期炮弹、火箭弹，不得使用。

炮弹、火箭弹等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专用装备的调运，应当由人

影办提前向同级公安部门提出申请，公安部门应当依法及时予以审

批。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专用装备的维护、保存、运输，必须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用爆炸品管理条例》和《民兵武器装备管理条例》

中的有关规定执行。省人影办负责组织对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专用装

备进行年检。年检合格的，继续使用；年检不合格或者经检修达不

到规定标准的，必须报废，不得将其转让。

第十七条 作业组织应当将作业时间、作业用剂量、作业前后

天气实况、作业效益等如实记录；对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效果应当科

学评估，并将作业情况、技术总结、效益评估等按规定上报省人影

办。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安全工

作。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组织应当加强作业实施过程中的安全

管理，确保作业安全。在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过程中造成人员伤

亡、财产损失或者引发有关权益纠纷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

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和鉴定，并做好事故的善后处理及协调工作。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保护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环

境、装备与设施。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环境规

定范围内，进行对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有不利影响的活动；不得侵占、

损毁和擅自移动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装备与设施。

第二十条 省人影办应当组织人工影响天气技术的国内外学术

交流、重大项目攻关申报、科研与技术筛选、新技术推广应用与开

发等活动，完善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技术手段和技术方法，提高人

工影响天气科学技术水平。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气象主管机构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气象法》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中下列用语的含意是：

（一）人工影响天气，是指为避免或者减轻气象灾害，合理利

用气候资源，在适当条件下通过科学手段对局部大气的物理、化学

过程进行人工影响，实现增雨（雪）、防雹、消雨、消雾、防霜等

目的的活动。

（二）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基础设施，是指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场

地、通信传输设施及其他仪器、设备等。



（三）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专用装备，是指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和

试验专用的高炮、炮弹，焰弹，火箭弹、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催化剂、

催化剂发生器等。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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