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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仪征中学 2021-2022 学年度第一学期高一地理学科导学案

第二单元第一节——热力环流 2

研制人：陈学耘 审核人：李学忠
班级：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学号：________授课日期：10.14

【课程标准及要求】

课程标准 学习目标

1. 运用示意图等，说明大气受热过程与热力环流原

理，并解释相关现象。

1. 运用示意图等资料分析热力环流产生的原因，并解

释相关现象。(综合思维、地理实践力)
2. 运用等压线、等压面图等资料，判断风向、风力大

小，并绘制风向、等压面、热力环流等图。(地理实践

力)
【导读——读教材识基础】

阅读地理必修 一 教材第 29—31 页

【导学——培素养引价值】

1．热力环流的形成过程

近地面冷热不均→气流的垂直运动(上升或下沉)→近地面和高空在水平面上气压的差异→大气的水平运动→高

低空间形成热力环流。如下图所示：

【导思——析问题提能力】

探究一：常见的热力环流及其影响

海陆热力性质不同，山谷、山坡冷热不均，人类活动等因素都有可能导致热力环流的形成。

(1)海陆风

形成
白天陆地比海洋增温快，近地面陆地气压

低于海洋，风从海洋吹向陆地，形成海风

夜晚陆地比海洋降温快，近地面陆地气压

高于海洋，风从陆地吹向海洋，形成陆风

影响 海陆风使滨海地区气温日较差减小，降水增多

(2)山谷风

形成

白天山坡比相同高度的山谷上空升温快，

山坡气流上升，气压低，气流沿山坡上升，

形成谷风

夜晚山坡比相同高度的山谷上空降温快，

山坡气流下沉，气压高，气流沿山坡下沉，

形成山风

影响
夜间冷的山风吹向谷底和盆地，在谷底和盆地内形成逆温层，阻碍了山谷和盆地空

气的垂直运动，易造成大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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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区与郊区之间的热力环流

形成

城市居民生活、工业和交通释放大量的人为热量，导致城市气温高于郊区，形成“城

市热岛”，引起空气在城市上升，在郊区下沉，近地面风由郊区吹向城市，在城市

与郊区之间形成城市热岛环流

影响
一般将绿化带布置在气流下沉处以及下沉距离以内，而将卫星城或污染较重的工厂

布置于空气下沉距离之外，避免污染物通过热力环流进入市区

(4)沙漠与森林之间的热力环流

[方法技巧]
掌握热力环流要抓住一个过程、两个方向、三个关系

(1)一个过程

近地面冷

热不均
――→

引

起

空气的垂

直运动（上

升或下沉）

――→
造

成

同一水平

面上存在

气压差异

――→
导

致

空气的水

平运动
――→

形

成

热力

环流

(2)两个方向

垂直方向 与冷热差异有关，热上升，冷下沉

水平方向 与气压差异有关，从高压流向低压

(3)三个关系

①近地面和高空气压相反关系

②温压关系：(如上图中甲、乙、丙三地所示)热低压、冷高压

③风压关系：水平方向上，风总是从高压吹向低压。(如上图中①②③④处风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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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练——解例题找方法】

如图为近地面等压面分布示意图，据此完成 1～2题。

1．若该区域等压面弯曲是近地面冷热不均导致的，则下列描述正确的是( )
A．甲地温度高，气压低

B．近地面空气由甲地流向乙地

C．乙地温度低，气压高

D．甲地空气上升，乙空气地下沉

2．若甲地位于海洋，乙地位于陆地，则此时( )
A．为白天，吹海风 B．为白天，吹陆风

C．为夜晚，吹海风 D．为夜晚，吹陆风

【导悟——拓思维建体系】

【课后检测】（作业时长 25 分钟）

截至 2020年 2月初，澳大利亚东南部爆发的林火已燃烧了 5个多月。消防人员常采用喷水、喷洒灭火剂、

覆土、扑打和砍伐隔离带等方式扑灭森林大火，也会用“点倒火”方式快速灭火。下图为“点倒火”灭火方式

示意图。读图，完成 1～2题。

1．该地“点倒火”灭火方式前( )
①吹西风 ②吹东风 ③风力较大 ④风力较小

A．①③ B．②④

C．①④ D．②③

2．采用“点倒火”方式灭火时，下列热力环流状况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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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西安市西长安街的除霾塔，主体由空气导流塔(高 60多米，直径达 10多米)和玻璃集热棚(夜晚也可将

储存的太阳能转化为热能对集热棚内加热，使热气流上升)组成。玻璃集热棚内设置过滤网墙，空气在通过过滤

网墙时，可以滤除掉空气中的各种污染物和杂质，地面上铺鹅卵石。如图示意除霾装置。据此完成 3～4题。

3．除霾塔工作效率最高的时段是( )
A．多云微风的白天 B．阴雨大风的夜晚

C．晴朗无云的白天 D．晴朗微风的夜晚

4．集热棚内地面上铺鹅卵石的主要目的是( )
A．增强导流塔稳定性 B．加大集热棚粗糙度

C．加快集热棚内升温 D．吸附大气中的霾尘

5．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某中学地理兴趣小组的同学设计了一个模拟实验，其实验设计如下：

实验器材：透明石英管、掺有高锰酸钾颗粒的艾草块(点燃后冒紫色浓烟雾)、冰块、酒精灯。

实验步骤：①实验分为 A、B两组(如下图所示)：A组同学在石英管乙处下方放冰块，甲处下方放酒精灯，点燃

酒精灯加热约 30秒；B组不使用酒精灯和冰块。

②A、B两组同学先同时点燃艾草块，使其充分燃烧放出浓烟雾，再同时将点燃的艾草块分别放入石英管丙处三

岔口。

③仔细观察并记录两个石英管中烟雾的运动情况。

④实验结束，熄灭酒精灯和艾草块，将实验仪器放到安全位置。

(1)此实验设计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模拟地面__________引起的空气运动的现象，验证____________(地理原理)。
(2)请描述实验步骤③A组、B组两个石英管中烟雾的运动情况。

A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实验中先“将冰块放于乙处下方并点燃甲处下方的酒精灯，加热约 30秒”，后 “同时将点燃的艾草块分别

放入石英管”，请说明这样设计实验步骤的理由。

(4)晚唐李商隐曾写下千古名句“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请结合该实验原理说明巴山夜雨的成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