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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当今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各种科学技术的应用越来

越广泛，更新也更加迅速。各个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形成

了一系列的边缘学科，它们使我们的社会文明进步，人类生

活更加丰富多彩。其中以气象科学为中心的各学科交叉研

究所取得的成就更是有目共睹，它们已经深入影响到了我

们人类的生活和各种活动当中。为了使广大青少年了解并

掌握这些科学知识，我们组织编辑人员编写了这套《学生气

象知识丛书》。

《学生气象知识丛书》共分为１５册，全套丛书运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当前气象科学的发展现状

与前景，内容涉及到气象科技的发展简史、人工影响天气以

及气象与自然环境、动植物生长、人类的健康活动等各个方

面的联系和影响。在本套书中，揭示了大量有关气象的科

学奥秘，详细阐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要意义。我们

力图用一种平易近人的方式拉近气象科技与当前青少年的



距离，将之打造成具有良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青少年

科普读物。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和我们自身能力有限，书中难免存

在一些错误和纰漏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朋友给予指正。此

外，我们在部分书中引用借鉴了一些作者的研究成果与著

作，我们已经与之商讨了相关事宜。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

无法与部分作者取得联系，在这里深表歉意。希望本人及

知情读者及时告知我们，以便于我们寄发样书及稿酬。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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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气象及医疗气象

第一节　气象基本知识

一、基本气象概念

天气。在某个瞬间或是某一段时间内，一定的区域内

的大气中影响到人们日常生活、生产活动的各种气象要素

和天气现象以及其变化的总称。用来表述天气的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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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气温、气压、湿度、风向、风速、降水与空气化学成分等气

象要素的观测结果。

气候。指的是长期以来某一个地区的天气状况的综合

表现，既包括平均情况，也包括极端情况。气候的含义不只

是几个气象要素的简单统计状态，而是大气综合状态的统

计特征。气候作为自然界的一种现象，是包括人类在内的

一切生物赖以生存的重要自然环境。

气候系统。气候系统包括大气圈、水圈、冰雪圈、岩石

圈和生物圈几个因素，这几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作业密切而

复杂。大气是主体部分，大气环流是严寒、酷暑、干旱、洪涝

等气候极端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提出的

气候系统这个新概念表明了大气科学研究从机械论向系统

论的转变。

气候资源和气候灾害。气候资源是自然资源的一种，

指能为人类合理利用的气候条件，如光照、热量、水分、风

等。气候资源把气候同经济活动结合起来，使气候获得了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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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价值。比如我国西北地区雨少、云少、多风的气候，就

具有丰富可供利用的太阳能和风能资源。我国大部分地区

特别是南方雨热同期，则是有利于农业生产的良好气候资

源。气候灾害是指给人类带来灾难的气候状况，如干旱、洪

涝等，实质上可以看作是气候资源的反面。

气候变化。大气状态长时期变化的一种反映，一般指

的是在不同的时间尺度内冷暖或干湿情况的变化。气候变

化是由气候系统变化引起的，而引起气候系统变化的原因

可分为自然的气候波动与人类活动的影响两大类，前者包

括太阳辐射的变化、火山爆发等，后者包括人类燃烧 化石

燃料、土地利用等。

温室效应和全球变暖。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等气体，可

以透过太阳短波辐射（指吸收少），使地球表面升温，但阻挡

地球表面向宇宙空间发射长波辐射（指吸收多），从而使大

气增温，由于二氧化碳等气体这一作用与温室相类似，故称

之为温室效应，二氧化碳等气体被称为温室气体。百年来，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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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化社会的推进，大气中二氧化碳等气体浓度增加

很快，使得全球平均温度上升了约０．６℃。

厄尔尼诺。是西班牙语里面“圣婴”的音译，指赤道太

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持续异常增暖（连续６个月高于常年

０．５℃）的现象。它直接导致热带中东太平洋地区及南美太

平洋沿岸国家异常多雨，引发洪涝灾害，同时使热带西太平

洋降雨减少，造成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干旱。它还会对其

他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气候产生一定影响。

拉尼娜。在西班牙语中是“女圣婴”的意思，用以指赤

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面湿度大范围持续异常变冷（连续

６个月低于常年０．５℃以上）的现象。可见，它的定义正好

与厄尔尼诺相反，所以也称为反厄尔尼诺。它对天气气候

的影响大致与厄尔尼诺相反，但其影响程度和威力较厄尔

尼诺要小。

沙尘暴。是指强风把地面上的尘沙吹起来而使空气变

得混浊，一般水平能见度小于１千米的天气现象。出现时，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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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沙滚滚，昏天暗日。近些年来，我国西北地区沙尘暴呈加

重趋势，并危及到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带来了一系列诸如土

地荒漠化、环境恶化等问题。

南极臭氧洞。就是说在南极地区的上空出现了臭氧总

量明显低于全球平均值的闭合低值区。后来，人们又发现

在北极地区和青藏高原的上空也存在着臭氧含量明显减少

的现象。科学家们经过跟踪监测认为，人类活动排放到大

气中的氟氯烃类化合物是破坏臭氧层的罪魁祸首。

二、气象与天文

气象是研究大气层内的自然现象，如风霜雪雨、电闪雷

鸣。而天文是以天体为研究对象的，它近涉我们地球，远及

无穷的宇宙。但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首先，在地面上进行的天文观察不能没有良好的气象

条件。不管刮风下雨，气象学家都有事干，但是一个多云的

天气就让天文学家没事可做。所以天文学家要花大量心血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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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一处理想的天文台台址，主要是考虑气象条件的影响。

当然，太空望远镜和非光学望远镜的发展，未来月球基地的

建立等都可使天文学家摆脱气象条件的制约，但那毕竟是

阳春白雪，和者必寡。另一方面，全球性气候、长程地球气

候变迁亦可作为某些天文理论的检测依据。例如日地关系

的一些理论，常通过气象资料加以验证。

气象也少不了天文的支持。人造卫星、遥感等航天高

技术的应用使现代气象如虎添翼。为了更好地研究地球气

象，气象学家已将视线转向太空。全球温室效应、频繁爆发

的尘暴以及困扰全球的厄尔尼诺现象或许与天文因素有密

切联系。所以说，气象与天文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三、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

最高温度是指在一天中，空气温度的最高值，通常出现

在下午２时左右；最低温度是指一天中空气温度的最低值，

通常是出现在清晨太阳升起之前。气象部门规定以每天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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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时作为日界，最高（低）气温一般也在此时观测。因此要

求测量最高（低）温度所用的仪器在结构上要与一般温度表

不同，以保证示度升高（降低）到最高（低）值时不随气温的

下降（升高）而下降（升高）。测量最高气温所用的温度表，

在其球部上端有一窄口，当温度升高时，球部水银膨胀，示

度升高，当温度下降时，水银收缩，但由于上端窄口的作用，

水银不能因气温降低所产生收缩的压力而回缩进球部，保

持示度不变。通俗地说，这种温度表当气温变化时，水银柱

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因此，观测员每天２０时观测后，必须

手握表身，球部朝下，手臂外伸约３０度，用大臂带动小臂将

温度表前后甩动几次，将细管内的水银柱降至２０时的气

温值，以便次日再用。

测量最低温度所用的温度表，利用了酒精冰点低的特

点，以酒精代替水银，并在套管温度表内的细管中置一“工”

字游标。当温度降低时，酒精柱收缩，借助酒精表面的张力

把游标向球部带；当温度升高时，酒精从游标和管壁之间缝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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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处上涨，而游标仍留在原处不动。所以该温度表又可说

成是具有当温度变化时游标只降不升的温度表。观测员每

天２０时观测后，须用手抬高此温度表的球部，使游标前进

（升高）到当时的气温值位置，则次日便又可再行使用。从

一旬、一月或一年中的最高气温、最低气温中挑出一个最高

（最低）值，作为一旬、一月或一年中的最高（最低）气温极

值，气象部门把其称为旬、月或年的极端最高（最低）气温。

四、干冷气流和暖湿气流

干冷气流就是气流中水汽含量较少且气温较低的比较

干燥而冷的气流，它的源地在寒冷的北极及西伯利亚高寒

地带。秋冬季节，干冷气流引导极地及其附近地区的冷空

气团呼啸南下，所经之地，狂风大作，雨雪交加。当其引导

冷空气进入我国时，常造成我国北部大部乃至全国的强冷

空气甚至寒潮天气。夏季，干冷空气所引导的冷空气将会

给经受酷暑的人们带来丝丝凉意。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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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湿气流是指温度比较高而且水汽含量较多的位于

１５００米～５５００米高空的偏南气流，它的源地在常夏无冬的

热带洋面上。它的生、消、进、退决定着我国的降雨分布及

其强度，它是为降雨区输送高温高湿水汽的输送带。向我

国大陆输送水汽的暖湿气流有三个来源：来自孟加拉湾的

西南暖湿气流、来自南海的偏南暖湿气流、来自西北太平洋

西侧的东南暖湿气流。

干冷空气与暖湿气流汇合处就是降水天气频频发生之

地。冬季，那里将是风雪交加；而夏季，此处则是雷鸣电

闪，暴雨频频。盛夏，当暖湿气流十分强盛，而没有干冷空

气时，在暖湿气流控制下的地区，气温高，湿度大，闷热

难耐。

五、水和云

（一）水的存在形态

水分在自然界中，在不断的循环运动过程中不时地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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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着它的状态：液态的水，固态的冰和气态的水汽。液态的

水可以凝结为固态的冰层和冰粒，也可以蒸发为气态的水

汽，气态的水汽可以凝结为液态的云雾雨露，也可以凝华为

固态的冰霜雪雹，而固态的冰霜雪雹可以溶解为液态的水

或水滴，也可以升华为气态的水汽。蒸发和凝结，升华和凝

华，融解和凝固，这种水态的转化过程，在自然界里是永不

停息地进行着的。

（二）水与水汽的互转

自然界中暴露着的液态水和固态冰，每时每刻都在向

大气中蒸发着水分，形成水汽。水分蒸发的快慢与蒸发面

的温度、性质和形状、空气中的温度以及风速、气压等因素

有关。一般情况下，温度高，蒸发面水分子平均动能增大，

因而容易跳出水面闯入大气，蒸发速度较快；温度低，蒸发

面水分子的平均动能减小，因而不太容易跳出水面而闯入

大气。地球上的江河湖海以及陆地表面中的水分子受到阳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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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射，不断地蒸发、升腾，混入大气中。水汽随着温暖的

上升气流升入高空后，温度变得越来越低，水汽达到过饱和

状态，于是，水汽便在凝结核的作用下结成小水滴。无数的

小水滴集合在一起便形成了云。

（三）云的类型

按照高度分类，云通常分为四个类型：高云、中云、低云

和直展云。高云的云底高度在６０００米以上，通常又分为卷

云、卷层云和卷积云；中云云底高度在２５００米至６０００米之

间，一般分为高层云和高积云；低云云底高度低于２５００米，

又分为层积云、层云和雨层云；直展云云底高度低于２５００

米，有积云和积雨云之分。

（四）晕的产生

日月光线通过卷层云时，通过冰晶发生折射或反射而

形成晕。光线射进卷层云中的冰晶，经过两次折射以后，便

分散成了不同方向的各色光。而实际上，有卷层云时，天空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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