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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理 3.1.2. 大气 1.大气的组成和垂直分层。 （1）大气的

组成及作用。（见表95）低层大气是由干洁空气、水汽和尘

埃组成。干洁空气是由多种气体混合而成，其主要成分是氮

和氧，约占干洁空气容积的99%。 表95 大气的组成成分及其

作用 大气组成作用氮气 氧气 二氧化碳 臭氧地球上生物体的

基本成分.有冲淡氧气，减弱氧化等作用。是维持生命活动必

须的物质.有氧化和助燃作用。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重要原料

，对地面有保温作用。大量吸收太阳紫外线辐射，使地球上

生物免于伤害。水汽成云至雨的必要条件.对气温有调节作用

。尘埃成云至雨的必要条件.对太阳辐射有削弱作用。 （2）

大气的结构（垂直分层，见表96）。 根据大气的热力性质在

垂直方向上的差异，将大气分为五层:对流层、平流层、中间

层、热层和外层。 表96 大气的垂直分层及各层特点 大气分层

高度位置主要特点与人类的关系备注对流层是紧贴地面的一

层，其高度因纬度而异，8～18千米高度。1.气温随高度增加

递减（平均每升高100米，气温下降0.6℃）.2.空气对流运动显

著.3.天气现象复杂多变。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整个大气质量

的3/4和几乎全部的水汽、杂质都集中在该层。平流层从对流

层顶到50～55千米高度。1.下层随高度增加气温变化很小，

在30千米以上，气温随高度增加迅速上升.2.大气以水平运动

为主.3.水汽、杂质含量极少，天气晴朗。大气平稳，能见度

高，有利于高空飞行。距地22～27千米处臭氧含量达到最大



值，形成臭氧层。 中间层平流层顶到85千米高度。1.气温随

高度的增加而迅速降低.2.垂直对流运动强烈。 该层有“高空

对流层”之称。热层中间层顶到500千米高度。气温随高度增

加迅速上升 外层热层顶以上空气质点经常散逸到星际空间，

是地球大气向星际空间过渡的层次，又称为“散逸层” 电离

层距地面60～800千米高度范围的大气，因受太阳紫外线和宇

宙射线的作用，大气中的氧和氮分子被分散为离子，大气处

于电离状态，这一范围被称做电离层。电离层能反射无线电

波，有利于地面长距离短波无线电通迅。 2.大气的热状况。 

（1）太阳辐射及其对地球的意义。 1）太阳辐射和太阳常数:

太阳源源不断地以电磁波的形式，向宇宙空间放射能量，称

为太阳辐射，其主要波长范围是0.15～4微米。由于太阳辐射

能主要集中在波长较短的可见光波段（0.4～0.76微米），约

占总能量的50%。因而也被称为“短波辐射”。 2）太阳辐射

强度及影响因素:太阳辐射强度:在1平方厘米的地球表面上，1

分钟内获得的太阳辐射能量，叫做太阳辐射强度。影响太阳

辐射强度的最主要因素是太阳高度角。太阳高度角越大，太

阳辐射强度就越大。此外，天空中的云量、云层的厚度、海

拔高度等都对太阳辐射强度有影响。 （2）大气对太阳辐射

的削弱作用。 1）吸收作用:太阳辐射在经过大气时，其中的

一小部分被大气吸收。如果把到达地球大气上界的太阳辐射

作为100%，其中仅有约19%被大气直接吸收。大气将吸收的

太阳辐射能转化为热能，用于自身增温。大气对太阳辐射的

吸收具有选择性:平流层中的臭氧强烈吸收太阳辐射中的紫外

线.对流层中的二氧化碳、水汽和尘埃等主要吸收太阳辐射中

的红外线。大气对太阳辐射中的可见光部分吸收很少，大部



分可见光可透过大气直接射到地面上来。 2）散射作用:当太

阳光在大气中遇到空气分子或微小尘埃时，太阳辐射的一部

分能量便以此质点为中心，向四面八方散射开来，这就是大

气对太阳辐射的散射作用。散射可以改变太阳辐射的方向，

使一部分太阳辐射不能到达地面。当太阳辐射遇到空气分子

时，将发生有选择性的散射。由于空气分子的直径较小，这

时太阳光中波长较短的蓝光最容易被散射，所以晴朗的天空

呈现蔚蓝色。当太阳辐射遇到微小尘埃时，将发生无选择性

的散射。由于尘埃颗粒直径较大，这时可见光各波长的光都

能被散射，散射光看上去是白光。因而当大气中尘埃、烟雾

较多时，天空呈白色。 3）反射作用:大气中的云层和尘埃可

把投射在其上的太阳辐射的一部分反射回宇宙空间，从而削

弱了太阳辐射，这就是反射作用。云层越厚，云量越多，反

射作用越强。大气对太阳辐射削弱作用三种方式中，反射作

用最重要，其次是散射作用，最后是吸收作用。由于大气对

太阳辐射的削弱作用，再加上地面对太阳辐射的反射作用，

平均到达地面的太阳辐射约为47%，均被地面吸收而使地面

增温。 （3）大气对地面的保温作用 1）地面辐射:地面吸收太

阳辐射增温的同时，也在向外释放辐射能量，这就是地面辐

射。由于地面辐射的波长主要集中在红外线部分，相对于太

阳的短波辐射，地面辐射也被叫做“长波辐射”。 2）大气

吸收地面辐射:大气对太阳的短波辐射吸收能力很差，但是对

流层中的水汽和二氧化碳可强烈吸收地面长波辐射，据观测

，地面辐射的75%～95%都被贴近地面的大气吸收，使近地面

大气增温。因而近地面大气的热量主要来自地面辐射。地面

是大气的主要的直接热源。 3）大气逆辐射:大气在增温的同



时，也向外辐射能量，这就是大气辐射，它属于长波辐射。

大气辐射的一部分向上射向宇宙空间，一部分向下射到地面

。射向地面的大气辐射，称为大气逆辐射。天空中有云，特

别是有浓密的低云时，可以大大增强大气逆辐射。 4）大气

的“温室效应”: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水汽等吸收地面长波辐

射，将地面辐射释放的能量绝大部分（75%～95%）截留在大

气中。通过大气逆辐射直接补偿地面的热量损失，起到保温

作用。 （4）气温的日变化和年变化。 1）气温的日变化:一天

内气温的高低变化，称为气温的日变化。一天中气温的最高

值与最低值的差，称为气温日较差。它的大小反映了气温日

变化的程度。日出以后，随着太阳高度角增大，太阳辐射逐

渐增强，正午12时，太阳辐射达到一天中最高值。随后太阳

辐射开始减弱。这一过程中，地面温度随着吸收太阳辐射而

升高，地面辐射也逐渐增强。大气吸收地面辐射后，气温也

随之不断上升。正午12时过后，虽然太阳辐射开始减弱，但

是地面获得的太阳辐射能量仍比因地面辐射失去的能量多，

地面温度继续升高。下午1时左右，地面获得的太阳辐射能量

开始少于地面辐射失去的能量时，即当地面热量由盈余转为

亏损的时刻，地面温度达到最高值。由于地面增温后，再通

过辐射、对流、湍流等方式将热量传递给大气需要一段时间

，故一天中气温最高值出现在午后2时左右。此时正是大气获

得的地面辐射能量等于因大气辐射失去的能量，即大气热量

由盈余转为亏损的时刻。随后，太阳辐射继续减弱，地面热

量继续亏损，地面温度不断降低，地面辐射不断减弱，气温

也随之下降，到日出前后，气温达到最低值。地面温度和气

温的升降，主要取决于它们的热量收支状况，即热量的盈亏



状况。 2）气温的年变化:一年之内气温的高低变化，称为气

温的年变化。一年内，月平均温的最高值与最低值的差，称

为气温年较差。通过气温年较差，可以反映出气温年变化的

幅度（表97）。 表97气温最高月份气温最低月份北半球陆地7

月1月北半球海洋8月2月 （5）气温的水平分布。 1）气温水

平分布的影响因素:影响气温水平分布的主要因素有:太阳辐射

、大气运动、地面状况等。 2）全球气温水平分布的一般规

律:①全球范围内，无论7月或1月，气温都是从低纬向两极递

减.②南半球等温线比北半球平直.③北半球，1月大陆等温线

向南（低纬）凸出，海洋等温线向北（高纬）凸出，7月份则

相反。④全球的最冷和最热的极端值均出现在大陆上.7月世

界最热的地方位于北纬20°～30°的大陆沙漠地区，撒哈拉

沙漠为世界炎热中心.1月北半球寒冷中心位于西伯利亚。世

界极端最低温值出现在南极大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