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四 章

第三节　海—气相互作用

地 理



内 容 索 引

课前篇 自主预习

课堂篇 主题探究



课标导引 知识建构

课程
标准

运用图表,分析海—气相互作用
对全球水热平衡的影响,解释厄
尔尼诺、拉尼娜现象对全球气
候和人类活动的影响

目标
导引

1.理解海—气相互作用与水热
交换过程及影响因素(综合思
维)

2.理解海—气相互作用在维持
全球水热平衡中的地位
3.理解厄尔尼诺现象、拉尼娜
现象对地理环境的影响(综合
思维)



课前篇 自主预习



必备知识

一、海—气相互作用与水热交换
1.海—气相互作用:指海洋与大气间物质、能量持续交换的互相影响过程。



2.水热交换

(1)交换过程

①水分交换

海水蒸发时会把大量水汽输送给大气。大气中的水汽在适当条件下凝结,

并以降水的形式返回海洋,并使海洋热状况产生再分配,改变海洋对大气的

加热作用。

②热量交换

海洋还通过潜热、长波辐射等方式将储存的太阳辐射能输送给大气。同

时,大气通过海洋风作用于海洋,驱动海水运动,将部分热量返还给海洋,并

使海洋热状况产生再分配,改变海洋对大气的加热作用。



(2)影响海—气水热交换的因素
①海洋的蒸发量与其表层水温密切相关,一般来说,海水温度越高,蒸发量

就越大。

②海洋向大气输送的热量,与其表层水温密切相关。水温高的海区,向大气

输送的热量也多。



要点笔记海水的热状况和蒸发情况,直接制约着大气中水汽的含量与分布。

低纬度海区和有暖流流经的海区,海面蒸发旺盛,空气湿度大,降水较丰沛,

海—气之间水分交换较为活跃。



二、海—气相互作用与水热平衡
1.水热平衡的驱动因素

海—气相互作用形成的大气环流和大洋环流,驱使着水分和热量在不同地

区传输,从而维持着全球的水热平衡。

2.水分平衡

海—气相互作用,进行水分交换,构成地球上生生不息的水循环。



3.热平衡

低纬度海洋获得更多的太阳辐射能,主要由大洋环流把低纬度的多余热量

向较高纬度输送;在中纬度,通过海洋与大气之间的交换,把相当多的热量

输送给大气,再由大气环流将热量向更高纬度输送。



三、厄尔尼诺、拉尼娜及其影响 

现象 表　　现 影　　响

厄尔
尼诺

秘鲁寒流流经海岸附近海
水明显变暖的现象

①鱼类大量死亡,以鱼类为食物的
鸟类死亡或迁徙;②南美太平洋沿
岸国家降水增多,引起洪涝灾害

拉尼娜
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
域水温异常下降的现象

影响程度及威力小于厄尔尼诺现
象



自主检测

1.判断正误并纠错

(1)同纬度日本沿海海域海—气水热交换量大于美国加利福尼亚沿海海域。
(　　)

答案√
(2)将中纬度海区输送给大气的热量输送至更高纬度,主要依靠西风带实现。

(　　)

答案√
(3)厄尔尼诺现象出现时,南赤道暖流会自西向东流。(　　)

答案×　厄尔尼诺现象出现时,南赤道暖流自东向西流。



读海—气相互作用模式图,完成2~3题。 



2.海洋是大气中水汽的主要来源,下列海域为大气提供的水汽最多的是(　　

)

A.低纬度海域B.中纬度海域

C.高纬度海域D.北冰洋

3.在全球水循环和水平衡中,向大气输送水汽的基础是(　　)

A.① B.② C.③ D.④



解析第2题,海洋向大气提供水汽是通过海水蒸发实现的。水温越高,海水

蒸发速度越快,蒸发量越大,海洋向大气提供的水汽越多。根据世界海洋水

温分布规律,纬度越低,水温越高,蒸发量越大,A正确。第3题,在全球水循环

中,通过海水蒸发向大气输送水汽,然后再通过大气运动,实现水汽的输送,

从而实现全球水循环和水平衡,因此向大气输送水汽的基础是海水蒸发,C

正确。

答案2.A　3.C



4.厄尔尼诺现象与拉尼娜现象是太平洋赤道附近海域海—气相互作用出
现异常的典型代表。下列关于海—气相互作用的叙述,正确的是(　　)

A.表层海水运动方向决定着东南信风的强弱

B.厄尔尼诺年东太平洋海域海水异常降温

C.拉尼娜年西太平洋海域冷海水上泛增强

D.厄尔尼诺年会造成赤道西太平洋沿岸国家

降水减少



解析东南信风是由副热带高气压带吹向赤道低气压带的风,与表层海水运

动无关,A错误;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水温异常上升的现象,B

错误;拉尼娜是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水温异常下降的现象,此时赤道

东太平洋海域冷海水上泛增强,C错误;厄尔尼诺年赤道西太平洋海域上升

气流减弱,会造成沿岸国家降水减少,D正确。

答案D



课堂篇 主题探究



问题探究

探究一  海—气相互作用与水热交换(平衡)

下图为世界某区域图。 



结合材料探究:

(1)图示区域海—气相互作用有何特点?

(2)该区域纬度较低,获得的太阳辐射能多,但海水的温度并没有越来越高,

原因是什么?

提示(1)根据图示,该区域位于赤道附近,纬度低,海洋水温高,蒸发量大,因此

向大气输送的热量多,海—气间水分交换活跃。由于气温高,这里气流上升

强烈,水汽容易凝结,形成丰富的降水。

(2)一方面,海水通过潜热、长波辐射的方式将储存的太阳辐射能输送给大

气;另一方面,通过大洋环流,将多余的热量输送至较高纬度海区。



关键能力

海—气相互作用与水热交换及水热平衡 



(1)海洋通过蒸发作用,向大气提供水汽。大气中的水汽在适当条件下凝结

,并以降水的形式返回海洋,从而实现与海洋的水分交换。海洋的蒸发量与

其表层水温密切相关,一般来说,海水温度越高,蒸发量越大。

(2)海洋吸收了大部分到达地表的太阳辐射能,再通过潜热、长波辐射等方

式把储存的太阳辐射能输送给大气。海洋向大气输送的热量,与其表层水

温密切相关。水温高的海区,向大气输送的热量也多。

(3)全球水热平衡途径:大洋环流、大气环流。



典例剖析

例1洋面封冻虽发生于水圈,但会影响到气候和生物。下图是洋面封冻效

应与水、气候、生物相互作用关系示意图。读图,完成下列各题。 



(1)图中①②③所代表的内容分别是(　　)

A.气候变暖、温室作用加强、气候变暖

B.气候变冷、温室作用加强、气候变暖

C.气候变暖、温室作用减弱、气候变冷

D.气候变冷、温室作用减弱、气候变冷

(2)图中各项内容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一种动态的平衡关系,若

其中某一环节遭到破坏,就会导致这种平衡关系的失常。目前,这种平衡关

系失常对人类产生的危害最有可能是(　　)

A.引起海平面下降

B.马达加斯加岛岛屿面积扩大

C.我国水稻种植北界南移

D.世界各国农业结构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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