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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气温影响因素及逆温

（2021 全国甲卷）增加屋顶的太阳辐射反射率可以减小建筑物增温幅度,降低城市气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城市热岛效应。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1．下列功能区中,安装高反射率屋顶对城市热环境影响最大的是

A．高密度居住区 B．文教区 C．低密度居住区 D．工业区

2．安装高反射率屋顶对降低城市气温最明显的是夏季

A．冷锋过境日 B．低压控制期 C．暖锋过境日 D．高压控制期

气温垂直递减率是指空气温度在垂直方向上随高度升高而降低的数值。读某地春季某日气温垂直递减

率（℃/100 米）时空变化图，完成下面小题。

3．当天该地几乎没有对流运动发生的时段是

A．9 时—17 时

B．18 时—次日 8 时

C．17 时—次日 9 时

D．11 时—16 时 200
4．发生大气逆温现象的最大高度约为

A．100 米 B．200 米 C．400 米 D．500 米

逆温是在一定条件下出现的气温随高度上升而升高的现象。某校气象兴趣小组在十月下旬晴朗的夜晚

对我国南方山区谷地进行逆温测定。下图为该小组多次观测所得的逆温时空变化平均结果。完成下列小题。

5．下列关于该地逆温特征的描述，正确的是

A．逆温强度近地面较大，向上减小

B．逆温强度午夜达到最大，后减弱

C．逆温现象日落前出现，日出前消失

D．强逆温前半夜增速慢，后半夜降速快

6．造成逆温层上界峰值在时间上滞后于强逆温层上界峰值的主要原因

是

A．大气吸收地面辐射存在昼夜差异

B．大气散射反射在高度上存在差异

C．空气上下热量传递存在时间差异

D．下垫面反射率在时间上存在差异

一般情况下，大气温度随着高度增加而下降，可是在某些天气条件下，地面上空的大气结构会出现气

温随高度增加而升高的反常现象，气象学上称之为“逆温”。读我国某地区温度垂直剖面(单位：℃)示意图。

据此完成下列小题。

7.导致甲处等温线凸向低纬的主要因素是

A.海拔

B.纬度位置

C.大气环流

D.距海远近

8.下列城市中，逆温层厚度最大的是

A.郑州 B.阜阳

C.安庆 D.赣州

辐射逆温是低层大气因地面强烈辐射冷却导致气温随高度增加而升高的现象。黄河源地区位于青藏高

原腹地，平均海拔 4000 多米，冬季辐射逆温现象多发。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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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冬季易加强辐射逆温的地形是

A．山峰 B．平原 C．谷地 D．丘陵

10．黄河源地区辐射逆温常出现的时间和天气状况是

A．日落前后，大风呼啸 B．正午时刻，雨雪交加

C．午夜时分，浓云密雾 D．日出之前，晴朗无风

11．黄河源地区冬季辐射逆温多发是由于

A．锋面气旋多 B．下沉气流盛行 C．准静止锋强 D．热力对流强盛

干旱地区的土壤受蒸发影响，湿度一般由表层向深层增加，但在特定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浅层土壤湿

度大于深层土壤的现象，这就是逆湿现象。下图中绿洲与沙漠之间的热力环流有利于形成逆湿现象。据此
完成下列小题。

12．图中最容易出现逆湿现象的地点是

A．甲 B．乙 C．丙 D．丁

13．有利于形成较强逆湿现象的天气是

A．背景风较强，晴朗的白天

B．背景风较强，晴朗的夜晚

C．背景风较弱，晴朗的白天

D．背景风较弱，晴朗的夜晚

14．阅读图文资料，完成下列要求。

就我国而言，入春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天文上的入春，时间是统一的，也就是在立春节气之后。另一

个是气候上的入春，各地时间都不相同，入春标准是连续 5 天日均气温超过 10 ℃，根据这一标准，气候工

作者绘制了我国 34°N 以北地区平均入春日期等值线分布图。

（1）说明图中东部地区南北入春日期差异的原因。（4 分）

（2）分析 M 地入春日期较早的原因。（6 分）

（3）指出山东省入春日期的东西差异，并说明原因。（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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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气温影响因素及逆温参考答案

【答案】1．A 2．D

【分析】

第 1 题，根据题干，“增加屋顶的太阳辐射反射率可以减小建筑物增温幅度，降低城市气温，缓解城市热岛

效应”，屋顶面积越大，反射率越高，与文教区、低密度居住区和工业区相比，高密度居住区住房多，安装

高反射率屋顶能最大限度减小建筑物增温幅度，降低城市气温，缓解城市热岛效应，对城市热环境影响最

大。BCD 错误，A 正确。故选 A。

第 2 题，根据题意，安装高反射率屋顶对降低城市气温最明显的时间是气温最高、反射率最强的时候，冷

锋、暖锋和低压过境时，多阴雨天气，气温较低，反射率较低，高压控制期，天气晴朗，气温较高，反射

率高，对城市气温降低最明显，ABC 错误，D 正确。故选 D。

【答案】3．B 4．C

【解析】

第 3 题，根据气温垂直递减率的定义可知，图中数值为正值时随海拔的升高气温降低，数值为负值时随海

拔的升高气温上升，0 表示气温无变化。由此可知，在 18 时—次日 8 时气温垂直递减率小于等于 0，出现

逆温现象，大气对流运动受阻，B 正确；其他时段气温垂直递减率为正值，出现对流运动，ACD 错误。故选

B。

第 4 题，结合上题分析，气温垂直递减率为 0 的曲线以下区域出现逆温，读图可知逆温层最大高度出现在 6

时前后，约为 400 米。故选 C。

【答案】5.A 6.C

【解析】

第 5 题，根据逆温上界和强逆温上界的高度的不同可以看出，逆温强度近地面较大，向上减小，A项正确。

一天中气温最低时在日出前后，所以日出前逆温强度达到最大后减弱，B 项错。图中逆温现象日落前出现，

日出后消失，C项错。读图可知，强逆温前半夜增速快，后半夜降速慢，D 项排除。

第 6 题，地面辐射是大气主要的直接热源，空气上下热量传递存在时间差，造成逆温层上界峰值滞后于强

逆温层上界峰值，C 项正确。大气吸收地面辐射存在昼夜差异，大气散射、反射在高度上存在差异，下垫面

反射率在时间上存在差异，这些与逆温层上界峰值滞后于强逆温层上界峰值无关，A、B、D 项错。

【答案】7.C 8.D

【解析】

第 7 题，导致甲处等温线凸向低纬的主要因素是大气环流，甲高度上有冷空气南下，导致甲处气温比同纬

度上、下区域明显降低，C 对。甲处海拔、纬度位置、距海远近没有变化，不是甲处大气等温线弯曲的主要

因素，A、B、D错。

第 8 题，地面上空的大气结构会出现气温随高度增加而升高的反常现象，气象学上称之为“逆温”。根据图

示等温线，选项城市中，逆温层厚度最大的是赣州，D 对。郑州、阜阳、安庆逆温层较薄，A、B、C 错。

【答案】9．C 10．D 11．B

【解析】

第 9 题，冬季在谷地或盆地形成辐射逆温的时候，由于坡地近地面空气冷却，冷空气沿斜坡地形沉入谷底

或盆地，则可加强因辐射冷却作用而形成的逆温效应，C正确。山峰被周围大气包围，山峰与大气的接触面

小，大气的交换频繁，山峰地面温度降低对周围大气影响较小，不易形成逆温，A 错误。平原地形平坦开阔，

冬季易受冷空气影响而多大风，大气流动性强，不易形成逆温，B错误。丘陵海拔较低，地形起伏平缓，空

气流动性也较强，不易形成逆温，D 错误。故选 C。

第 10 题，黄河源地区辐射逆温出现时地面温度低，近地面气温低，一天中日出之前气温最低，晴朗无风，

空气流动性差，近地面大气易受冷地面的影响，D 正确；日落前后、正午时刻地面温度较高，近地面大气气

温较高，AB 错误；浓云迷雾，大气逆辐射强，地面不易强烈辐射冷却，C 错误。故选 D。



- 4 -

第 11 题，黄河源地区冬季地面温度低，气流冷却下沉，下沉气流盛行，地面冷空气堆积，导致辐射逆温多

发，B正确；锋面气旋、准静止锋均多上升气流，容易形成降水，而逆温出现时大气较稳定，AC 错误；冬

季气温低，热力对流弱，D 错误。故选 B。

【答案】12.C 13.D

【解析】

第 12 题，荒漠中的绿洲在夏季是一个冷源和水汽源，从热力环流角度可知，白天在近地面风是从绿洲吹向

沙漠，绿洲的水汽被带到绿洲边缘的沙漠；夜晚沙漠降温较快，此时水汽易受冷凝结，向上蒸发能力减弱，

使其最容易出现上湿下干的逆湿现象。选项中，最容易出现逆湿现象的是绿洲边缘的荒漠(丙处)，水汽凝

结后下渗快，C正确。

第 13 题，背景风较弱，沙漠和绿洲之间因热容量不同导致的热力环流较为明显，A、B 错误。结合热力环流

原理，沙漠地区比热容较小，因此晚上降温快，所以此时水汽易受冷凝结，因此在晚上产生逆湿现象较多，

且晚上地表温度较低，蒸发较弱，D 正确。

【第 14 题答案】

（1）3月至 5 月，随着太阳直射点北移，各地正午太阳高度逐渐变大，但南方正午太阳高度角大于北方，

气温由南向北依次升高到 10 ℃以上。(南部纬度低，获得的太阳辐射多，入春早；北部纬度高，获得的太

阳辐射少，入春晚。)

（2）地表沙漠广布，比热容小，升温快；深居内陆，地形封闭，热量不易扩散；晴天多，日照强，升温快。

（3）西部比东部入春早。西部大陆性强，春季升温快；东部海洋性强，春季升温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