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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的垂直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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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km

    在大气圈中，随着高度的变化，大气的物理性质（气温、密度等）和运动状况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根据大气在垂直方向上的物理性质和运动状况，可以将大气分为对流层、平流层和高层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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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流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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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流层：大气圈的最底层，平均厚度12千米

占据大气质
量的3/4和
绝大部分的
水汽、杂质

天气现象复杂多变

对流运动显著

上部冷
下部热

热量源于地面

对
流
层
大
气
特
点

气温随高度的增加而
降低，海拔每升高
1000米，气温降低6℃

云雨雪雾等天气现象发生
地，对人类影响最显著

对流层：上冷下热，对流显著，天气复杂多变。



纬度差异：低纬厚，高纬薄。

【小组合作探究】

①纬度分布上有什么规律？

②思考为什么会存在纬度差异？

地表气温差异导致对流强度不同

    对流层的热量来自地面，其厚度受地面温度影响。

    地面温度高，空气对流作用强，对流层厚度大；反之，地面温度低，空气对流运动弱，

对流层厚度小。

应用探究



平流层：对流层顶以上至55千米

平
流
层
特
点

臭氧吸收紫外
线而增温

上热下冷

平流运动为
主

天气晴朗，利
于高空飞行

水汽和杂质含量少

气温随高度的
增加而增加

12km

55km

臭氧层

臭氧层：强烈吸收紫外线，形成
“地球生命保护伞”。

平流层：上热下冷，平流运动，
天气晴好，利于飞行。



高层大气：平流层以上大气的统称

12km

55km

没有臭氧吸收紫
外线，气温下降

吸收更短波长的紫
外线，温度上升

2000---3000km，大气上界 高
层
大
气
特
点

空气稀薄、气压很低、密度很小

80~500千米的高空，有大量离子
和自由电子，存在若干电离层

反射无线电波，远距离传输信息

流星体燃烧和极光现象；航天器



1.逆温含义

    一般情况下，对流层温度上冷下暖。但在一定条件下，受某些因素的影响，对流层的

某一高度有时也会出现气温随高度增加而升高的现象，这种气温逆转的现象我们称之为

“逆温”。

拓展——逆温现象 



2.逆温现象的影响

    早晨易出现多雾天气。早

晨多雾的天气大多与逆温有密

切关系，它使能见度降低，给

人们的出行带来不便，甚至出

现交通事故。

（1）出现多雾天气 （2）加剧大气污染

    由于逆温现象的存在，空

气垂直对流受阻，会造成近地

面污染物不能及时扩散，加剧

大气污染，从而危害人体健康。

（3）对航空造成影响

    逆温多出现在低空，多雾

天气给飞机起降带来不便。如

果出现在高空，对飞机的飞行

极为有利。



应用探究

【例】从北京飞往纽约的飞机，升空半小时后遇到雷雨天气，此时飞机应该(   )

A．迅速着陆               B．降低飞行速度

C．保持原高度飞行            D．升到1.3万米以上的高空

【例】地球大气中进行着各种不同的物理过程，产生着高天流云、风霜雨雪等异彩纷呈的自然现象。运

用所学知识回答下题。

（1）云雨现象主要分布在对流层，原因不包括(　　)

   A．上冷下热  B．水汽、杂质含量多  C．对流旺盛  D．二氧化碳含量多

（2）“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说明(　)

   A．对流层气温分布特点是随高度上升，气温降低

  B．对流层空气上热下冷，空气不稳定

  C．对流层大气的热量直接来自太阳辐射

  D．对流层大气的热量主要来自对太阳辐射的吸收



课堂小结

气
层

高度
（千米）

能量来源
气温垂
直变化

空气运动
天气现象及
与人类关系

对
流
层

低纬17-18
中纬10-12
高纬8-9

水汽和二
氧化碳吸
收地面长
波辐射

随着高
度增加
而递减

对流活动
强烈

天气现象复
杂多变；对
地面有保温

作用

平
流
层

从对流层
顶至55

臭氧大量
吸收太阳
辐射中的
紫外线

随着高
度增加
而递增
（22-27
千米为

臭氧层）

以水平运
动为主

天气晴朗，
利于高空飞
行；吸收紫
外线，保护
地球生物

高
层
大
气

从平流层
顶至2000-

3000

氧原子大
量吸收紫

外线

随高度
增加先
下降后
迅速上

升

最下层对
流，最上
层散逸

电离层（80-
500）反射无
线短波（无

线短波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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