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章主要介绍发生在我们身边，大家比较熟悉的气象灾害。同学们，你们

知道的气象灾害有哪些？台风、沙尘暴、高温、寒潮……。我们国家幅员辽阔，

从南到北，从东至西，自然条件差异明显，因此，我国气象灾害的种类甚多，

光常见的有预警信号的气象灾害，就有 14 种。本章主要挑选分布及影响范围比

较广泛的台风、沙尘暴、极端天气、强对流天气，给大家进行介绍。需要注

意，气象灾害不仅止于这些。以下是本章知识点结构图。 

 

 

 

 

 

 

 

 

 

 

 

 

 

 

 

 

 

 

 

 

图 1 本章知识结构图 

 

导入：气象灾害是一种发源于地球大气圈的自然灾害，在介绍各种气象灾害

前，我们先讲讲天气与气候系统，介绍几个大小不同的天气系统，主要有全球尺

度大气运动、地区性气候、局部性天气系统。 

 



 

 

6.1 地球的大气圈和天气系统 

本节内容： 天气与气候系统、作用于空气中的力；全球尺度大气运动、地

区性气候、局部性天气系统。 

重点：天气与气候系统的定义、区别；气象预警信号的识别；三圈环流、东

亚季风形成、气团与锋、气旋与反气旋。 

难点：天气与气候系统的定义、区别；三圈环流、季风、气旋与反气旋。 

基本要求：了解天气和气候的区别，掌握气象预警信号的识别。掌握常见的

天气系统；区别全球尺度大气运动、地区性气候、局部性天气系统。 

（注意：红色为本节重点，蓝色为本节的思考，黄底色标注为本节的作业） 

 

 

1、什么是天气系统与气候系统 

天气：在短时间内（1-3 天左右）发生的天气现象，如暴雨，大风，雷暴，

高温等。 

天气系统：大气中引起天气变化的各种尺度的运动系统称为天气系统。常见

的天气系统：气团、气旋、反气旋、锋面等。 

气候系统：是一个包括大气圈、水圈、岩石圈和生物圈在内的，能够决定气

候形成、分布和变化的统一物理系统。 

（请查阅、复习第一章地球各圈层相关知识） 

2、作用于空气中的力（如图 2） 

（1）水平气压梯度力： 

由高压指向低压 

（2）地转偏向力： 

与风向垂直；极地最

大，赤道最小；在北半球引

导风向向右偏转，在南半球

向左偏转。 

（3）地面摩擦力： 

 与风向相反，近地面较大     

                           图 2 作用于空气中的主要力 

 



 

 

3、气象预警信号 

以下是 14 种我国主要气象灾害的预警信号，请大家了解！ 

 
图 3 气象预警信号 

 

4、三圈环流——全球尺度大气运动（气候系统） 

只受太阳辐射和地球自转影响所形成的环流圈，称为三圈环流。它是大气环

流的理想模式。具有全球性的有规律的大气运动，通常称为大气环流。（如图 4） 

 
图 4 三圈环流形成示意图 



 

 

各气压带和风带控制下的天气变化： 

赤道低气压带：上升，无风，多雨。         （上升气流，易成云致雨） 

信风带：干燥、少雨。                （风从冷地吹往热地，易干燥少雨） 

副热带高气压带：下沉、无风，干燥、少雨。 （下沉气流，易干燥少雨） 

西风带：多雨。                   （风从热地吹往冷地，易干燥少雨） 

副极地低气压带：上升，“极锋”地带，多雨。 

极地东风带：降水少。  

极地高气压带：下沉、降水少。 

（问题 1：在风带和气压带的控制下会形成怎样的气候？ 

问题 2：北半球完整的副热带高压带存不存在？） 

三圈环流解释详见文档视频。 

5、季风——地区性气候（天气）系统 

由于大陆和海洋在一年之中增热和冷却程度不同，在大陆和海洋之间大范围

的风向随季节有规律改变的风，称为季风。 

季风的形成原因： 

由于海陆热力性质差异（如水的比热容 4200³J/(kg·℃)，岩石如花岗岩的比

热容 794 J/(kg·℃)），夏天：吸收同样的热量，陆地升温快，温度较高，形成相

对热低压，海水升温慢，温度较低，形成相对冷高压，风从海洋吹向陆地（图 5

左图）；冬天：释放同样的热量，陆地降温快，温度较低，形成相对冷高压，海

水降温慢，温度较高，形成相对热低压，风从陆地吹向海洋（图 5 右图）。风向

随季节（热力变化）发生改变！ 

 
图 5 季风示意图 

（1）东亚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季风气候区：位于世界上最大的大洋（太平洋）

和最大的大陆（欧亚大陆）之间，海陆气温对比显著；青藏高原的隆起，加剧了

东亚季风的强度。 



 

 

（2）东亚季风气候的特点。夏季：热低压控制亚洲大陆，太平洋副热带高

压西伸北进，吹偏南风。气候：高温、湿润、多雨。冬季：亚洲大陆为蒙古高压

控制，吹偏北风。气候：寒冷干燥、少雨。 

（3）东亚季风与我国的气象灾害。因风向变化不稳定，易诱发干旱、洪涝、

极端高温和其他气象灾害。 

（查阅资料，了解我国夏季雨带与季风的关系） 

6、气团与锋——局部性天气系统 

（1）气团定义 

“气团”就是一大团空气。当空气较长时间停留在一大片陆地或海洋上时，

温度、湿度等特性会渐渐一致。停留时间越长，“气团”范围越大。 

（2）气团与气象灾害 

冷气团：温度低，气压高。所经之处，气温急剧下降 10 度左右，常形成寒

潮。 

暖气团：温度高，气压低。所经之处，往往产生极端高温天气。 

（3）锋 

当冷气团遇到暖气团时，在它们的交会处会产生狭窄而又倾斜的过渡地带，

气象学上称为“锋面”。实质上就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气团的交锋，冷空气在下方，

暖空气位于上方。 

冷锋：冷气团运动能量大，锋

面向暖气团方向移动，气温降低，

大面积降雨，降雨大小随锋面移动

速度而增加； 

暖锋：暖气团运动能量大，锋

面向冷气团方向移动，气温升高，

并造成持续不断的降雨； 

准静止锋：当冷气团和暖气团

双方势均力敌，锋面滞留、徘徊在

某一地区，无法快速移动，出现持续很久的

云雨天气。 

（查阅资料，了解江淮准静止锋和昆明准静

止锋的成因，以及对我国气候的影响）              图 6 锋面示意图 



 

 

7、气旋与反气旋——局部性天气系统 

气旋：占有三维空间的大尺度的空气涡旋。在北半球，大气中水平气流呈逆

时针旋转的大型涡旋，由四周向中心辐合，在南半球则作顺时针方向旋转。在同

高度上，气旋中心的气压比四周低，又称低压。 

反气旋：在北半球，反气旋区气流自中心向外作顺时针方向旋转，在南半球

作逆时针方向旋转。在天气图中，反气旋是等压线呈闭合、气压值自中心向外递

减的高压区，故又称高压。 

 
图 6  北半球气旋（左）与反气旋（右） 

表 1 气旋与反气旋情况对比 

 气   旋 反气旋 

地面中心气压状况 低气压 高气压 

水平 

气流 

北半球 
低空逆时针辐合 

高空顺时针辐散 

低空顺时针辐散 

高空逆时针辐合 

南半球 
低空顺时针辐合 

高空逆时针辐散 

低空逆时针辐散 

高空顺时针辐合 

垂直气流 上升 下沉 

天气状况 多阴雨天气 多晴朗、干燥天气 

我国典型的天气 
夏秋季节影响我国 

东南沿海地区的台风 

长江流域七、八月份的伏旱； 

冬季爆发的寒潮； 

我国北方“秋高气爽”天气 

 



 

 

小结：今天我们学习了具体的天气系统，也就是地球大气圈的运动形式，搞清楚

这些，对于我们学习具体气象灾害提供了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