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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大气的运动 

 

 

 

 

考点一 常见的天气系统 

1.1 锋面系统（基础） 



 2 / 21 

①气团： 

 概念：指水平方向上温度、湿度等物理性质分布比较均一的大范围空气。 

 类型：暖气团：气团温度比移经的下垫面气温高；冷气团：气团温度比移经的下垫面气温低。 

 影响： 

气团 冷气团 暖气团 

特征 气温低、气压高 

密度小 

气温高、气压小 

密度小 

对天气的影响 气温低、气压高 

天气晴朗 

气温高、气压小 

天气晴朗 

单一气团控制下天气都是晴天。 

 

②锋面基础： 

 锋面：当冷、暖两种性质不同的气团接触时，它们之间就会出现一个交界面，叫作锋面 

 锋线：锋面与地面相交而成的线，叫作锋线。锋线移动方向的前方为锋前，锋线后方为锋后 

 锋：锋面和锋线统称为锋 

 天气特征：锋面附近常伴有一系列的云、大风、降水等天气 

 

③冷锋： 

 概念：是冷气团主动向暖气团移动的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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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过程：冷气团的前缘插入暖气团下面，使暖气团被迫抬升，暖气团在抬升过程中冷却，其中水汽

容易凝结成云和雨 

 

 天气特征： 

 

 

过境前 过境时 过境后 

天气 

状况 

单一暖气团控制，气温

高，气压低，天气晴朗 

冷暖气团相遇，常出现

大风、雨雪等天气 

 

单一冷气团控制，气温

下降，气压上升，天气

转晴 

 

 常见天气： 

A我国北方夏季的暴雨： 

夏季七八月份，北方的冷空气势力逐步增强不断南下，并且冷空气移动速度比较快，遇到暖湿空气，

暖湿空气顺着冷空气边缘迅速抬升，空气中水汽大量凝结，形成暴雨。这就是快行冷锋南下形成的夏

季暴雨天气。注意：不是所有的夏季暴雨都是冷锋带来的。 



 4 / 21 

B冬春季节的沙尘暴： 

沙尘暴形成的原因很复杂.动力是风，物质基础是沙尘。风与沙尘各有复杂多样的时空变化，有足够强

大的风,还要有足够量的沙尘.我国西北干旱区,盛行强烈的西北风，干旱少雨植被稀疏,特别是干旱、风

大、植被稀疏都同步发生在春季,因此春季就具备了沙尘暴发生的自然条件,再加上人为活动破坏了地面

植被,使沙尘暴越发强烈.地面冷锋前对流单体发展成云团或飑线是有利于沙尘暴发展并加强的中小尺

度系统 

C寒潮 

寒潮是来自高纬度地区的寒冷空气，在特定的天气形势下迅速加强并向中低纬度地区侵入，造成沿途

地区大范围剧烈降温、大风和雨雪天气。这种冷空气南侵达到一定标准的就称为寒潮。我国规定寒潮

降温标准为:受冷空气侵袭， 24小时内降温 10℃以上(或 48小时内降温 12℃以上)，同时最低气温降至

5℃以下。不同纬度地区标准存在着一定差异 

D一场秋雨一场寒 

入秋后，随着气温降低，冷空气势力不断增强并逐步南下遇到南方德暖湿气流，形成降水。随着每一

场秋雨的深入，冷气团的势力不断的增强，从而使得当地气候越发寒冷 

④暖锋： 

 概念：是暖气团主动向冷气团移动的锋。 

 运动过程：暖气团沿冷气团徐徐爬升，冷却凝结产生云、雨。 

 

 天气特征： 

 

 

过境前 过境时 过境后 

天气 单一冷气团控制，气温

低，气压高，天气晴朗 

冷暖气团相遇，云层加

厚，多形成连续性降水 

单一暖气团控制，气温

上升，气压下降，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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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 转晴 

 

 

 常见天气： 

A一场春雨一场暖： 

入春后，随着气温上升，冷空气势力减弱，暖气团势力不断增强并北上遇到北部的冷气团，形成降水。

随着每一场春雨的深入，暖气团的势力不断的增强，从而使得当地气候越发温暖湿润 

⑤准静止锋： 

 概念：冷、暖气团势均力敌，或遇地形阻挡，移动缓慢或很少移动的锋。 

 天气特征：产生连续性降水，降水时间较长。 

 类型： 

A 华南准静止锋：活动在华南一带的静止锋，也称南岭静止锋。多为冷空气南下后势力减弱和南岭山

脉的阻挡等所致，东西向分布，是影响中国华南地区重要的天气系统，主要活动于南岭山脉或南海地

区。一年四季可见，多出现于冬春两季，秋季最少。冬季降水不强，春夏季可发生暴雨，持续数天，

甚至 10天以上。华南准静止锋的位置，随季节不同而有所变化。 

B江淮准静止锋：从我国江淮流域到日本南部及南朝鲜，每年初夏 6-7月间，都有一段连续阴雨时期，

降水量大，降水次数多，这时正值江南梅子黄熟季节，所以称为"梅雨"。太平洋暖空气团一般在五六

月间北移到达长江和南岭之间，六月中旬前后抵达长江两岸，这时控制江淮流域的冷空气势力还较强，

不易迅速向北撤退。因此冷暖空气在长江下游地区相遭遇，相持不下，形成江淮准静止锋，造成了连

绵阴雨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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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昆明准静止锋：冬季，吹到云贵高原的东北季风受到该地西高东低的地形阻挡，与西南暖气流相遇

于 104°E 左右地区，形成昆明准静止锋。受它影响，昆明冬日暖阳（四季如春），贵阳阴雨连绵（天

无三日晴）。 

D 天山准静止锋：来自西伯利亚和北大西洋不太强的冷锋进入准噶尔盆地后，被天山阻挡，使冷锋停

滞不前，常形成地形锋性质的天山准静止锋，造成阴雾或微雪天气。天山北坡和北疆大部分地区冬、

春降水较多与天山准静止锋活动有关。 

 锋 面 分 类 冷    锋  暖    锋 准静止锋 

主动移动气团 冷气团 暖气团 势力相当 

暖气团运动 被迫抬升 主动抬升 抬升 

锋面坡度 较大 较小  

雨区位置 主要锋后冷空气一侧 主要锋前冷空气一侧 锋线附近 

符号表示及含义    

过境前天气 暖晴 冷晴 连续性降水天气 

过境时天气 阴雨、刮风、降温 云雨（连续性降水） 

过境后天气 
晴冷（气压升高、气

温和湿度骤降） 

晴暖（气压降低、气温

升高） 

 

 

对我国天气的影响 

冬季的寒潮；北方夏

季的暴雨；冬春季的

沙暴天气；一场秋雨

一场寒 

一场春雨一场暖 华南准静止锋 

江淮准静止锋 

昆明准静止锋 

天山准静止锋 

 

1.2 锋面系统判断与我国雨带（难点突破） 

①锋面系统的判断： 

 看箭头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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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锋面坡度： 

 

 看雨区范围及位置： 

 

 看符号： 

 

②我国雨带的推移： 

 推移规律： 

5月：南部沿海进入雨季（暖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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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长江中下游形成梅雨（准静止锋） 

7～8月：雨带移至华北、东北（暖锋） 

9月：雨带南撤（冷锋） 

10 月：雨季结束 

 正常年份：黄河中下游：春旱夏涝；长江中下游：初夏涝盛夏伏旱 

 异常年份：夏季风强：北涝南旱；夏季风弱：北旱南涝 

 

1.3 气旋与反气旋系统（基础） 

①气旋： 

 概念：低气压在受地转偏向力影响下，低压的气流在北半球向右偏转，呈逆时针辐合；南半球则

向左偏转，呈顺时针辐合。 

 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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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气状况：受近地面低压状况的影响，近地面气流辐合后，空气不断的上升。因此，在气旋控制下，

大气盛行上升运动，多形成阴雨天气 

 常见天气--台风 

A概念：指形成于热带或副热带 26℃以上广阔海面上的热带气旋。 

B形成条件：较高的海洋温度；充足的水汽；低转偏向力 

C形成区域：我国台风多形成与西北太平洋地区 

 

②反气旋： 

 概念：高气压在受地转偏向力影响下，高压气流由中心向四周流动，在北半球呈顺时针辐散，在

南半球呈逆时针辐散；由于环流系统与气旋正好相反，称反气旋。 

 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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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气状况：受近地面低压状况的影响，近地面气流辐散后，空气不断的下沉。因此，在反气旋控制下，

大气盛行下沉运动，多形成晴天天气 

类型 气旋 反气旋 

气压状况 低压 高压 

图示 

(以北半球为例) 

  

 

 

 

水平气流 北半球 呈逆时针方向旋转辐合 呈顺时针方向旋转辐散 

南半球 呈顺时针方向旋转辐合 呈逆时针方向旋转辐散 

垂直气流 上      升 下      沉 

天气状况 多阴雨天气 多晴朗天气 

我国典型的天气 台风 伏旱；北方秋季秋高气爽 

 

1.4 锋面气旋（难点突破） 

①气压场类型判读 

 低压：等压线闭合，中心气压低于四周气压的区域 

 高压：等压线闭合，中心气压高于四周气压的区域 

 低压槽：由低气压向外延伸出来的狭长区域，叫做低压槽 

 高压脊：高气压向外延伸出来的狭长区域，叫做高压脊 

 

 

低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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