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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气温分布



一、影响大气温度的因素一、影响大气温度的因素

（一）太阳辐射（一）太阳辐射————能量的供给能量的供给

11. . 气温主要是地面净辐射转化为潜热和感热气温主要是地面净辐射转化为潜热和感热

的结果。的结果。

在全年平均的情况下，在全年平均的情况下，QQAA =0=0，，则有则有

22. . 地面净辐射的分布决定着气温的分布。地面净辐射的分布决定着气温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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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净辐射地表净辐射

感热输送感热输送 潜热输送潜热输送



（二）海拔高度（二）海拔高度————加热的垂直变化加热的垂直变化

11. . 对流层气温随高度降低的原因对流层气温随高度降低的原因

•• 空气密度递减，导致吸收和辐射热能的能空气密度递减，导致吸收和辐射热能的能
力下降；力下降；

•• 垂直对流和湍流过程中热能的损失；垂直对流和湍流过程中热能的损失；

•• 空气的凝结集中于低层大气。空气的凝结集中于低层大气。



22. . 不同海拔高度气温年变程的比较不同海拔高度气温年变程的比较



33. . 气温垂直递减的标志气温垂直递减的标志

•• 雪线：常年积雪的下界，年降雪量和年消融雪线：常年积雪的下界，年降雪量和年消融
量相等的平衡线。量相等的平衡线。

•• 林线：山地森林分布的上限。林线：山地森林分布的上限。

•• 雪线和林线高度随纬度的升高而降低。雪线和林线高度随纬度的升高而降低。

唐古拉山雪线 念青唐古拉山林线



北半球不同纬度的雪线高度分布

纬度纬度 最高高度（最高高度（mm）） 最低高度（最低高度（mm））

8080--9090°°NN 5050 00

7070--8080°°NN 10001000 300300

5050--6060°°NN 32003200 800800

3030--4040°°NN 61006100 35003500

1010--2020°°NN 47004700 46004600

6060--7070°°NN 20002000 550550

4040--5050°°NN 41004100 14001400

2020--3030°°NN 60006000 49004900

00--1010°°NN 46004600 45004500



我国主要山脉的林线高度

山脉山脉 纬度纬度 林线高度（林线高度（mm））

大兴安岭北部大兴安岭北部 5252°°3030’’ 11001100

长白山长白山 4242°° 21002100

吕梁山吕梁山 3838°° 27002700

太白山太白山 3434°° 35003500

珠穆朗玛峰珠穆朗玛峰 2828°° 39003900



（三）地面性质（三）地面性质————加热的非均匀性加热的非均匀性

11. . 水面和陆面热性质差异的原因水面和陆面热性质差异的原因

•• 比热：陆面升降温快，水体升降温慢。比热：陆面升降温快，水体升降温慢。

•• 蒸发：水面上空气温低于陆面，不易升高。蒸发：水面上空气温低于陆面，不易升高。

•• 透射：水面比陆面上不易增温，也不易降温。透射：水面比陆面上不易增温，也不易降温。

•• 流动：使热量扩散到更大的体积和深度。流动：使热量扩散到更大的体积和深度。



22. . 海洋性气候与大陆性气候海洋性气候与大陆性气候

•• 大陆度大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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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洋流：大规模的海水运动。（四）洋流：大规模的海水运动。

北大西洋暖流北大西洋暖流



（五）海面温度（五）海面温度

西太平洋西太平洋““暖池暖池””



二、海平面温度分布特征二、海平面温度分布特征

（一）（一）11月气温分布月气温分布



•• 等温线大致呈纬向分布，南半球比北半球等温线大致呈纬向分布，南半球比北半球
规则，气温从赤道向高纬递减；规则，气温从赤道向高纬递减；

•• 高海拔地区气温低于同纬度低海拔地区；高海拔地区气温低于同纬度低海拔地区；

•• 海陆分布影响气温分布：北半球洋面气温海陆分布影响气温分布：北半球洋面气温
高于同纬度陆地，南半球洋面气温低于同高于同纬度陆地，南半球洋面气温低于同
纬度的陆地；纬度的陆地；

•• 暖、冷洋流影响沿岸的气温分布；暖、冷洋流影响沿岸的气温分布；

•• 极端低温中心：西伯利亚和格陵兰岛；极端低温中心：西伯利亚和格陵兰岛；

•• 极端高温中心：澳大利亚中西部沙漠。极端高温中心：澳大利亚中西部沙漠。



（二）（二）77月气温分布月气温分布



•• 等温线大致呈纬向分布，南半球较为规则，等温线大致呈纬向分布，南半球较为规则，
北半球南北温差减小；北半球南北温差减小；

•• 高海拔地区气温低于同纬度低海拔地区；高海拔地区气温低于同纬度低海拔地区；

•• 海陆分布影响显著：北半球陆地气温高于同海陆分布影响显著：北半球陆地气温高于同
纬度洋面，南半球陆地气温低于同纬度的洋纬度洋面，南半球陆地气温低于同纬度的洋
面；面；

•• 北半球暖洋流的影响减弱，南半球冷洋流的北半球暖洋流的影响减弱，南半球冷洋流的
影响明显；影响明显；

•• 极端低温中心：南极洲；极端低温中心：南极洲；

•• 极端高温中心：撒哈拉沙漠。极端高温中心：撒哈拉沙漠。



（三）气温年较差分布（三）气温年较差分布



•• 海洋上的气温年较差小于陆地；海洋上的气温年较差小于陆地；

•• 北半球的气温年较差大于南半球；北半球的气温年较差大于南半球；

•• 北半球高纬的气温年较差大于低纬。北半球高纬的气温年较差大于低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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