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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与气候专题 

一、知识结构 

二、知识点总结 

1、大气的垂直分层（地图册P10） 

（1）对流层的特点：①随高度增加气温降低；②大气对流运动（12km）显著；③天气复杂

多变。 

（2）平流层的特点：①随高度增加温度升高；②大气平稳，以水平运动为主，有利于高空

飞行。 

（3）高层大气的特点：①随高度增加温度先降低后升高；②电离层反射无线电短波。 

2、大气的热力作用（地图册P10） 

（1）大气对太阳辐射的削弱作用：吸收、反射、散射。 

（2）大气的保温效应：强烈吸收地面长波辐射，并通过大气逆辐射把热量还给地面 

3、大气的热力过程：太阳辐射--地面增温--地面辐射--大气增温--大气（逆）辐射--大气

保温               （太阳暖大地）      （大地暖大气）       （大气还大地） 

4、太阳辐射（光照）与纬度、天气、地势关系：纬度低、晴朗的天气、地势高空气稀薄，

光照越强；我国太阳能的分布青藏高原最高，西北其次，四川盆地最低。  

5、气温与天气：白天多云，气温不高（云层反射作用强）；夜晚多云，气温较高（大气逆辐

射强）。 

6、气温的垂直分布：对流层气温随高度的增加而递减 

7、气温的水平分布：①纬度分布：纬度越高，气温越低，我国热量最丰富的地区：海南岛 

②海陆分布：夏季陆地﹥海洋，冬季海洋﹥陆地； 

③气温高的地方，等温线向高纬凸出，反之，气温低的地方，等温线向低纬凸出。 

8、气温年较差：①影响因素：海陆热力性质；地表植被水分状况；云雨多少。 

②变化规律：内陆﹥沿海，大陆性气候﹥海洋性气候，裸地﹥草地﹥林地﹥湖泊，晴天

﹥阴天。 

9、热力环流的性质特点——海陆风、山谷风以及城市热岛环流。（地图册P11） 

（1）水平方向相邻地面热的地方——垂直气流上升――低气压（气旋）——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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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平方向相邻地面冷的地方——垂直气流下沉――高气压（反气旋）——晴朗 

（3）垂直方向的气温气压分布：随海拔升高，虽然气温降低，但是空气变稀，气压降低。 

10、水平方向气压与气温：近地面，气温高，空气膨胀上升，地面形成低压，高空形成高压；

反之，气温低，近地面的空气收缩下沉，地面形成高压，高空形成低压。 

11.风的形成：大气的水平运动叫风，水平气压梯度力是形成风的直接原因，等压线愈密风

速愈大。 

12、风向：（1）风向－—风的来向； 

（2）根据等压线的分布确定风向：以右图为例画A点的风向及其受力 

①确定水平气压梯度力的方向：垂直于等压线并且由高压指向低压 

②确定地转偏向力方向：与风向垂直，北半球右偏，南半球左偏 

③近地面受摩擦力（方向与风向相反）的影响，风向与等压线斜交 

13、高空大气的风向是气压梯度力和地转偏向力共同作用的结果，风向与等压线平行； 

近地面的风，受气压梯度力、地转偏向力和摩擦力的共同影响，风向与等压线之间成一

夹角。 

14、锋面与天气（冷暖不同气团作水平运动并相遇） 

①冷锋过境雨区在锋后，出现雨雪、降温、大风天气。 过境后，气压升高，气温骤降，

天气转晴； 

②暖锋过境雨区在锋前，多为连续性降水。    过境后，气温上升，气压下降，天气转晴。 

③准静止锋：冷暖气团势力相当（江淮准静止锋、华南准静止锋）获受地形影响（冬

半年昆明准静止锋、天山准静止锋） 

15、影响我国天气的主要锋面是冷锋：如我国北方夏季的暴雨、冬半年我国的寒潮、冬春

季节出现的沙尘暴。 

16、气压系统与天气（地图册P13） 

①气旋（低气压）垂直气流上升，天气阴雨。——台风   

②反气旋（高气压）垂直气流下沉，天气晴朗——伏旱 

17、锋面气旋（地图册P13） 

18、三圈环流及气压带风带：（地图册P14） 

①三圈环流（垂直分布） 

画出右面三圈环流循环图 

 

②气压带、风带（水平分布） 

  画出右面气压带、风带分布图 

     （“一撇一捺”） 

③长城考察站红旗向西北飘，窗口要避开东南方向； 

黄河考察站红旗向西南飘，窗口要避开东北方向。 

19、气压带和风带的移动：随太阳直射点的移动而移动。 

移动方向：就北半球而言，大致是夏季北移，冬季南移 

20、季风环流：（地图册P15）海陆热力差异使亚洲、太平洋中心随季节变化

而变化的情况： 

夏季：亚洲大陆上形成亚洲低压，太平洋上形成夏威夷高压； 

冬季：亚洲大陆上形成亚洲高压，太平洋上形成阿留申低压。 

21、东亚、南亚季风环流：（如右图） 

东亚：夏季东南风，冬季西北风；主要由海陆热力性质差异引起。 

南亚：夏季西南风，冬季东北风，由风带和气压带季节移动和海陆热力性质差异共同作

“南亚撇  东亚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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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形成。 

22、我国的旱涝灾害、雨带的移动与副热带高压的强弱有密切关系。 

①雨带的移动 

春末（5月），雨带在华南（珠江流域）（华北春旱，东

北春汛） 

  夏初（6---7月），雨带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 ---梅雨（准

静止锋） 

  7--8月，雨带移到东北和华北，长江中下游进入“伏旱”

（反气旋） 

  9月，副高南退，北方雨季结束，南方进入第二个雨季。 

②北方雨季开始晚结束早，雨季短；南方雨季开始早结

束晚，雨季长 

③旱涝灾害  副高北移速度偏快（夏季风强），造成北涝南旱 

副高北移速度偏慢（夏季风弱），造成北旱南涝. 

我国水旱灾害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夏季风的强弱和进退的早晚。 

23、降水（地图册P18） 

①形成条件：上升气流 

②类型、分布：锋面雨（温带地区）、台风雨（副热带海域西部）、对流雨（赤道地区、我

国北方夏季午后）、地形雨（山地迎风坡） 

24、气候形成因子：太阳辐射（纬度）、大气环流、下垫面（海陆分布、地表植被、地形、

洋流）、人类活动 

 

世界气候类型的特点、成因及分布（地图册P16-17） 

 气候类型 分布规律 成     因 气候特征 

热 

 

带 

热带雨林气

候 
   

热带草原气

候 
   

热带季风气

候 
   

热带沙漠气

候 
   

亚

热

带 

亚热带季风

气候 
   

地中海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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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类型 分布规律 成     因 气候特征 

温 

 

带 

温带季风气

候 
   

温带海洋气

候 
   

温带大陆性

气候 
   

 

25、大陆性与海洋性气候的不同特点（以北半球为例分析）： 

大陆性气候气温的日较差、年较差大，气温最高月在7月，最低气温在1月。年降水量少。 

海洋性气候日较差、年较差小，最热月在8月、最冷月在2月，年降水量较多。  

26、主要的气象灾害：暴雨洪涝、干旱、台风、寒潮、沙尘暴。 

27、主要的大气环境问题：全球变暖（温室效应CO2）、臭氧层破坏（氟氯烃消耗O3）、酸雨

（SO
2
、NO

x
） 

28、温室效应 

①大量燃烧矿物燃料——大气中 CO2增加——大量吸收地面辐射——大气逆辐射增强—

—全球变暖 

②滥砍滥伐森林——光合作用减弱——CO2相对增多——大气逆辐射增强 

③大气逆辐射增强——温室效应——气温升高——全球热量带分布发生变化——经济结

构发生调整（农业经济结构调整，中纬受损，高纬受益，使适宜种植业生产地域缩小，粮食

减产。） 

  ④极地冰山融化，沿海地区海海平面上升，沿海地区地下水水质变坏。 

29、绿化的环境效益： 

①通过光合作用保持大气中O2和CO2的平衡，净化空气； 

②绿化植物和防护林可以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 

③城市绿地的作用是吸烟除尘、过滤空气、减轻污染、降低噪音、美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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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典型例题 

2007 年冬季，我国南方地区出现罕见的强降温并普降大雪，湖南、贵州和我省北部山区遭

受严重雪灾，造成大面积地区停电和严重的交通阻塞。读贵州某地区降雪量随海拔高度变化

图，回答 1～3题。 

1、该地降雪最多的地区海拔高度约为 

A、1600m         B、1500m    

C、1300m         D、1000m 

2、下列关于雪灾成因以及同期相关地理事象的

叙述，正确的是 

①南下冷空气势力偏强②三峡水库的修建③全

球变暖大背景下极端灾害发生的频率增加 

④我国南方地区气温的距平值为正值（注：距平

值为实际值与多年平均值的差） 

A、①②   B、②③   C、①③    D、③④ 

 

3、地面上不同地区的热量差异会引起空气流动。下列示意图中符合热力环流原理的是 

 

 

读南极洲年平均气温分布示意图，回答 4～5题。 

4、南极洲的等温线大致呈同心圆状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是 

A.地形      B.洋流   C.太阳辐射     D.大气环流 

5、南极大陆周围海域海冰覆盖面积年变化很大，其覆盖面积最

大的月份应为 

A.2～3月   B.8～9月   C.11～12月  D.6～7月 

 

 

6、在世界等温线分布图上，中纬度大陆上等温线的分布是 

A  1月份、7月份都向北凸出 

B  1月份、7月份都向低纬凸出 

C  1月份向南凸出，7月份向北凸出 

D  1月份向高纬凸出，7月份向低纬凸出 

(05全国卷二) 图 3表示不同地物辐射温度在一天内的变化状况。据此回答 7—8题。 

7．曲线①—④代表的地物分别可能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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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沙地、湖泊、林地、草地 

 B．沙地、草地、林地、湖泊 

 C．草地、沙地、湖泊、林地 

 D．草地、林地、沙地、湖泊 

8．图 3显示（    ） 

 A．日出前各地物间的温差最大 

 B．日落后地物①的降温速度最快 

 C．地物③的辐射温度白天夜晚都最低 

 D．地物④到达最高温度的时间早于其它地物 

 

读我国东部雨带移动示意图，回答 9～10题。 

9、雨带位于 A处时，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A．美国北部进入小麦收获季节 

B．澳大利亚进入小麦春播季节 

C．华北地区气温回升快，降水少 

D．东北地区常出现春旱 

10、雨带位于 C处时，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A．澳大利亚北部盛行西北季风  

B．副高位于 15°N—20°N 

C．华北地区常出现大风沙暴天气  

D．长江中下游地区进入伏旱 

11．当我国各地白昼时间最短时，下列四幅图所示气压带、风带分布正确的是 

60º  

30º  

30º  

60º  

0º  

30º  

15º  

15º  

0º  

a b c d 

气压带 风带 
 

A．a        B．b       C．c       D．d 

图 7是“半球近地面风带分布示意图”，读图回答 12-13题。 

12．图中 a处的盛行风向是 

A．东北风           B．西北风         

C．东南风           D．西南风 

13．图中 b处的气候特征是 

A．炎热干燥          B．高温多雨       

C．温和干燥          D．温和湿润 

 

14、假设在北半球各高度水平气压梯度力相同，自地面向上一定高

度内，风的变化情况为  

A．风速变小，风向不变                B．风速变大，风向不变  

C．同速加大，风向逆时针方向偏转      D．风速加大，风向顺时针方向偏转 

 

（2007年全国文综卷Ⅰ）读下图，回答 15～17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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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受暖流影响明显的地方是： 

A．T      B．Q      C．R       D．S 

16、气候特点为“冬季温和多雨、夏季炎热干燥”的地方是： 

A．T      B．Q      C．R       D．S 

17、在下图所示的几种气温年内变化和年降水量情况中，与 P地相符的是： 

 

A．①     B．②      C．③      D．④ 

读下列气温和降水资料图，完成 18～20题。 

18、图中所示的气候类型是 

A．北半球的地中海气候    

B．南北球的温带海洋性气候 

C．北半球的热带季风气候  

D．南半球的热带草原气候 

19、关于图示气候类型分布区的地理事物和现象，

叙述正确的是 

A．自然植被以针阔混交林为主    

B．附近海域均有寒暖流汇合 

C．地表水获得的补给冬季较多   D．风力搬运沉积地貌广泛分布 

20、在图示气候的分布区，对大气污染严重的工厂不宜建在城市居民区的 

A．西南面   B．西北面   C．东北面   D．东南面 

 “某种地理现象示意图”，完成第 21～22题。 

 

21、导致图示现象发生的大气运动形式，最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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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城市热岛环流   B．海陆风  C．季风环流   D．山谷风 

22、图中大气污染危害较大的是 

A．春季   B．秋季    C．白天    D．黑夜 

图 1示意某区城某月一条海平面等压线，图中 N地气压高

于 P地。读图 2完成 23—25题 

23．N 地风向为 

A．东北风            B。东南风                   

C西北风             D西南风 

24．M、N、P、Q四地中，阴雨天气最有可能出现在 

A．M地           B。N地              

C 。P地           D。Q地 

25．当M地月平均气压全年最高的月份，可能出现的地理现象是 

A．巴西高原处于干季             B尼罗河进入丰水期 

C美国大平原麦收正忙            D 我国东北地区寒冷干燥 

下图为“某月 3日～7日四种天气系统经过不同地区时气压变化过程曲线图”，读后回答 26～

28题。 

26、天气系统过境时，可能会出现阴雨天气的曲线

是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27、以低空辐合、高空辐散的环流系统为存在和发

展前提的是 

A．①   B．②    C．③    D．④  

28、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A．①天气系统过境时会带来大风、雨雪天气 

B．②天气系统垂直方向上的气流以上升为主 

C．③天气系统过境后气温降低，气压升高，天气转

晴 

D．④天气系统过境时天气晴朗 

读图2，回答29-30题。 

 

29、下列地区气候类型与甲地相同的是 

  A.德干高原  B.巴西高原     C.黄土高原  D.伊朗高原 

30、甲、乙两地可能种植的主要经济作物分别是 

  A.咖啡、甜菜              B.花生、咖啡 

C.甜菜、亚麻              D.亚麻、花生 



 9 

下图为四个气象观测站所记录的气象资料，图中的符号代表各站每月的气温和降水量。读图

回答 31～33题。 

31、图中四个观测站年降水量最小的 

A．甲    B．乙     C．丙   D．丁 

32、乙观测站的气候类型可能为 

A．温带大陆性气候   B．温带海洋性气候 

C．温带季风气候     D．地中海气候 

33、丁观测站所在地山上有终年积雪，雪线高度

可能 

A．1500米        B．2000米   

C．3200米        D．4500米 

 

墨西哥城位于 19°N，海拔约 2250米的盆地中，

如下图，该市有 2000余万人口，3.5万家工厂有约 300

万辆汽车。回答 34～35题。 

34、根据其地理位置，判断该城市的气候类型为 

A．热带雨林气候     B．亚热带季风气候 

C．热带草原气候     D．热带沙漠气候 

35、墨西哥城每年 11月至次年 4、5月多发生严重光

化学烟雾污染，主要原因有 

①该期间天气晴朗，光照强；且盆地地形，多逆温②

受温室效应影响③汽车尾汽和生产、生活废气排放量

大④该段期间多气旋活动，影响污染气体的扩散 

A．①②    B．①③    C．③②    D．③④ 

 

对野象生活习性研究表明，野象喜欢生活在温暖湿润的森林环境。下图为中国历史时期野象

活动地点分布图，分析回答 36～37题。 

36、据图可以分析得出，公元前 550年至公元 1830

年野象活动北界 

Ａ．不断北移       Ｂ．不断南移     

Ｃ．不断东移       Ｄ．不断西移 

37、关于该历史时期气候与现代全球气候变化及其

影响的叙述，正确的是 

Ａ．两个时期气候变化趋势基本吻合 

Ｂ．现代气候变暖使冰川融化，利于农业灌溉条件

的长远改善 

Ｃ．该历史时期雪线总体降低，现代则趋向升高 

Ｄ．该历史时期我国 1月份 0℃等温线的位置北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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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我国中世纪和现代的亚热带和暖温带

的北界”示意图，回答 38～39题。 

38、我国中世纪的地理环境的特点是： 

A．气候比现代暖和          

B．水稻可种植的范围比现代小 

C．受人类污染严重          

D．降水比现代丰富 

39、从图中信息分析，以下的说法正确的

是： 

A．全球气候变化是没有规律可循的 

B．中世纪和现代的亚热带范围都在秦岭

以南 

C．中世纪的暖温带和亚热带分布的纬度

均比现代的高 

D．中世纪暖温带与亚热带的分界线大约

是现代 800mm等降水量线 

 

图3示意某国部分地区的地形（a）和人口密度（b）。读图3，完成40－42题。 

 

 

40.M、N、P、Q四地中，降水量最多的是 

A．M地           B．N地           C．P地           D．Q地 

41．影响L地人口稀少的主要自然因素是 

A．地形           B．纬度位置           C．洋流           D．距海远近 

42．图示地区主要的的农业地域类型是 

A．商品谷物农业         B．乳畜业      C．大牧场放牧业           D．游牧业 

 

下图为 2006年 3月 16日某时美国天气图，图中等值线为等压线（单位：百帕），读图回答

43～44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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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关于此时图示地区天气状况的说法正确的是（   ） 

①中央大平原受低压槽控制，易形成阴雨天气 

②东部地区受锋面气旋影响，可能形成阴雨天气 

③西北部沿海受锋面活动影响，可能出现降雨 

④南部墨西哥湾沿海受飓风影响，可能出现暴雨天气 

A．①③  B．②③  C．③④  D．①④ 

44关于图中甲、乙两地天气状况的叙述，正确的是（    ） 

A．甲地气温高于乙地     B．甲地风力小于乙地 

C．甲地气压高于乙地     D．甲地吹偏南风，乙地吹偏北风 

 

45、（2007年全国文综卷Ⅰ）读下表，并结合所学知识，完成下列要求。 

地名 

 

年降水量 

(mm) 

春季降水量

(%) 

夏季降水量

(%) 

秋季降水量

(%) 

冬季降水量

(%) 

广州 1680.5 30.8 44.3 17.7 7.2 

南昌 1598.0 43.6 31.2 12.8 12.4 

郑州 635.9 19.9 53.2 22.3 4.6 

五台山 913.3 13.5 62.3 21.1 3.1 

成都 976.3 16. 5 62.9 18.3 2.3 

乌鲁木齐 194.6 34.2 33.1 24.0 8.7 

表：我国不同地区年降水量的季节分配表 

（1）表中资料显示，我国(将正确选项前的字母填在括号内)（   ） 

A．各地降水量集中于夏、秋季节 

B．各地降水量季节分配极不均匀 

C．东部季风区降水量集中于夏、秋季节 

D．华北平原的降水量集中于夏、秋季节 

（2）表中，夏季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比例量小的地点是               。根据气压带、风

带的季节移动，分析造成该现象的原因。 

 

（3）表中，夏季降水量最少的地点是    ，原因是                             。 

（4）分析五台山年降水量高于郑州年降水量的原因。 

 

 

46、读下图，回答有关问题 

（1）下列四幅图中，表示上图中甲地气候类型特点的是________。表示乙地气候类型特点

的是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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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京的气温年较差为 31.2℃，华盛顿（38.8°N）的气温年较差为 25.3℃，北京的年较

差大于华盛顿的主要原因是北京______。 

A．受亚洲高压影响大          B．受暖流影响大 

C．受地形因素影响大          D．受季风环流影响大 

（3）上图中 A、B、C 三支洋流的水温由高到低的排列顺序是_________。其中 B 洋流对沿

岸气候的影响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该大洲东部沿海地区与亚洲东部沿海地区的海陆位置相当，但是该大洲没有明显的温

带季风气候，主要是因为                                          。 

（5）该大洲西部沿海地区，自然带南北延伸，也在南北方向上更替，这主要是因为 

①                                  ；②                                 。 

（6）受洋流的影响，图示地区较大的渔场位于       处。 

47、读台湾岛冬夏季节气温分布示意图，回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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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析台湾岛冬季和夏季气温分布的特点及成因。 

 

 

(2)从地形与气候方面分析台湾岛河流的主要特征，并分析这种特征对其开发的影响。 

 

 

48、读甲乙丙三幅图，回答下列问题。 

 

（1）丙图中的点，反映甲图所在地区气候的是________，反映乙图所在地区气候的是 

__________。（写序号） 

（2）简单概括乙图所示地区河流的水文特征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3）甲、乙两地区中，地质灾害比较严重的是______，在这里，破坏性最大的地质灾害

是             ，根据地质灾害的关联性，当地雨季时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有         。 

 

49、下图是部分地区气候类型分布示意图，读图回答下列问题。 

 

（1）写出气候类型：甲为____________，乙为_________，丙为______________。 

（2）甲、丙两地都在近海地区，但降水状况不同，试从大气运动、地形、洋流方面作简要

分析。 

甲地： 

 

丙地： 

（3）乙、丁气候类型相同，但面积大小不等，试从地形、海陆状况作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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