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阳农业大学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代码： 831 考试科目： 气象学与气候学

本考试大纲由 （单位）于 年 月 日通过。

一、考试性质

《气象学与气候学》是沈阳农业大学大气科学专业招收硕士研究

生而设置的具有选拔性质的全国统一入学考试科目，其目的是科学、

公平、有效地测试学生掌握大学本科阶段《气象学与气候学》课程的

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以及运用所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分析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评价的标准是高等学校本科相关专业毕业生能达到的

及格或及格以上水平，以保证被录取者具有气象学与气候学学科基础

理论的素质，并有利于其它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相关专业的择优选

拔。

二、考查目标

本科目分为气象学和气候学两部分。

气象学是大气科学的基础，研究的大气现象是及其状态的形成原

因、变化规律和时空分布，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气象学的基本概念

和基本理论，对大气的基本状况和大气中的主要物理过程有较为全面

的认识。

气候学研究的对象是大气的气候特征，气候系统特点及各种物理

过程。通过学习，使学生理解气候系统的热力过程、水分过程及动力

过程，掌握气候形成的规律及各圈层在气候形成中的作用，掌握气候

变化的基本特点，了解和解释不同地区气候的特征及形成原因，了解



气候变化的成因以及人类活动影响气候的途径和基本效应。关注气候

研究现状。要求学生能够掌握气候系统的基本状况和基本物理定律，

太阳辐射基本特点、气候系统能量过程、水分过程、大气系统的平均

状态、海－气相互作用和陆－气相互作用特点及其对气候的影响，气

候的评价指标及气候分类，气候变化特点及成因，人类活动对气候影

响的途径和后果。

三、适用范围

沈阳农业大学大气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四、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150 分，其中气象学部分 75分，气候学部分 75分，

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二）试卷内容结构

各章考题所占的比例大致如下：

气象学部分

绪论 5%

大气概论 10%

大气静力学 20%

大气动力学基础 20%

大气中的辐射与传输 20%

大气热力学基础 15%

大气中的水分 10%

气候学部分

绪论 4%



气候系统 5%

气候系统的能量平衡 15%

气候系统的水分循环 8%

大气系统的平均状态 20%

海-气相互作用 15%

地形对气候的影响 7%

气候综合指标 7%

气候变化 4%

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 15%

（三）试卷题型结构及分值比例

气象学部分

名词解释 15%

填空题 10%

简答题 40%

计算题 20%

论述题 15%

气候学部分

名词解释 21.3%

填空题 26.7%

简答题 40.0%

论述题 12.0%

五、考查内容

气象学部分

第一章 绪论



掌握气象学的概念，了解气象学的分支、气象学的发展过程及气

象学对人类生产和生活各领域的意义。

第二章 大气概论

理解大气的垂直分层，大气的组成成分及各种成分所占的比例；

掌握干空气、湿空气和水汽的状态方程，主要气象要素的表示方法及

单位。

1. 大气的组成：空气的组成成分及所占比例。

2. 大气的结构：大气的垂直分层。

3. 气象要素：气温、气压、湿度、风、云、降水、蒸发、日照、

水平能见度。

4. 大气的基本性质：干空气、湿空气和水汽的状态方程，虚温。

第三章 大气静力学

了解重力的形成及影响重力的因素，气压的周期性变化——日变

化和年变化；理解连续方程的物理意义，气压的空间分布的几种基本

型式，影响气压局地变化的几种原因；掌握大气静力学基本方程的形

式及其物理意义，重力位势的概念和意义，单位气压高度差及其应用，

几种典型的压高公式及其应用。

1. 大气静力学基本方程：重力，大气静力学基本方程，气压垂

直梯度，单位气压高度差及其应用。

2. 压高公式：几种典型的压高公式，压高公式的应用。

3. 重力位势：重力位势和位势米，等压面的位势高度。

4. 气压随时间的变化：局地气压随时间变化的原因，气压的周

期性变化——日变化和年变化。

5. 气压的空间分布：等高面图和等压面图，气压场的基本型式，



温压场的配置关系。

第四章 大气动力学基础

了解局地环流——海陆风和山谷风，季风环流，摩擦层中风的状

况；理解地转风随高度的变化——热成风；掌握作用于空气的力和大

气运动基本方程，自由大气中的风。

1. 大气运动方程：作用于空气的力，大气运动方程。

2. 自由大气中的风：地转风和梯度风，白贝罗风压定律。

3. 地转风随高度的变化：热成风及其应用。

4. 摩擦层中的风：摩擦力对空气水平运动的影响，摩擦层中风

随高度的变化。

第五章 大气中的辐射与传输

了解昼夜和四季的形成，天球坐标和太阳可照时间，太阳辐射的

光谱成分，全球地气系统的能量平衡；理解太阳常数，度量辐射能和

表征辐射性质的几个基本概念，大气对太阳辐射的减弱作用，地面有

效辐射；掌握太阳高度角的计算公式，大气上界太阳辐射日总量的计

算，平衡辐射的基本定律。

1. 太阳和地球：太阳、地球及日地关系，昼夜和四季。

2. 太阳高度角和可照时间：天球坐标系，太阳高度角和日出日

落时间的计算。

3. 辐射的基本知识：辐射的基本概念，辐射能的度量，表征辐

射性质的基本概念，平衡辐射的基本定律。

4. 太阳辐射在地球大气的传输：太阳辐射光谱和太阳常数，大

气上界的太阳辐射，大气对太阳辐射的削减，太阳直接辐射在大气中

减弱的一般规律，大气质量数及计算，地面对太阳辐射的反射。



5. 地—气系统的长波辐射：地球的长波辐射性质，大气逆辐射

和地面有效辐射。

第六章 大气热力学基础

了解热对流的简单预计，影响大气层结稳定度的几种过程，影响

大气边界层的温度变化因子，气温日、年变化的特点，下垫面温度的

变化；理解热力学第一定律在气象上的三种应用形式，饱和湿空气的

绝热过程，对流产生和发展的条件，利用温度—对数压力图解分析气

层不稳定能量，逆温的形成和种类；掌握干空气与未饱和湿空气的绝

热过程，干绝热直减率和几种特征温湿度参量的概念，抬升凝结高度，

温度—对数压力图解的结构和应用，大气静力稳定度的判据。

1. 热力学第一定律在气象上的应用：热力学第一定律的一般形

式，热力学第一定律在气象上的应用形式。

2. 干空气与未饱和湿空气的绝热过程：气块的概念和基本假定，

干空气与未饱和湿空气的热流入量方程，干绝热方程，干绝热直减率

和干绝热线，位温与熵，抬升凝结高度。

3. 饱和湿空气的绝热过程：可逆湿绝热过程和假绝热过程，湿

绝热方程，湿绝热直减率和湿绝热线，焚风，假相当位温和假湿球位

温。

4. 温度—对数压力图解及其应用：温度—对数压力图解的结构，

温度—对数压力图解的应用。

5. 大气静力稳定度的判定方法：基本判别式，未饱和湿空气的

稳定度判据，饱和湿空气的稳定度判据。

6. 对流和不稳定能量：对流产生和发展的条件，利用温度—对

数压力图解分析气层不稳定能量，不稳定能量与上升气块的湿度和起



始高度的关系，热对流的简单预计，湍流混合作用对气层稳定度的影

响，影响大气层结稳定度的其他因子，几种不稳定的区别。

7. 下垫面温度的变化：影响地面温度变化的因子，地面温度的

日变化和年变化，土壤温度的垂直分布，水面温度的日、年变化。

8. 大气中的温度：大气温度的局地变化，大气边界层温度的变

化，自由大气中气温的变化，逆温。

第七章 大气中的水分

理解地表面和大气中的凝结现象，降水的成因及种类；掌握饱和

水气压与温度的关系，冰晶效应，大气中水汽凝结的条件。

1. 蒸发和凝结：水相变化和潜热，饱和水汽压与温度、蒸发面

曲率、溶液浓度、电荷的关系，冰晶效应。

2. 地面和大气中的凝结现象：露、霜、雾凇、雨凇、雾、云。

3. 降水：降水的概念、形态及种类，降水的成因。

气候学部分

第一章 绪论

通过绪言的学习,掌握气候的概念及其发展阶段；掌握气候学的

发展历程，了解气候学的研究内容及其分支；了解现代气候学和传统

气候学的区别及现代气候学的任务。

1．气候的概念：气候的概念。

2．当代气候学与经典气候学：当代气候学与经典气候学的区别。

3．气候的发展历史：古典气候学阶段，地理气候学阶段，天气

气候学阶段，动力气候学阶段，现代气候学阶段。

4．现代气候学的任务：气候时间分布，气候形成和气候变化的

影响因子，气候系统的相互作用；气候理论和人类生活相联系。



第二章 气候系统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气候学的概念；掌握气候系统的组成，了解

各组成部分的特点及主要的过程；掌握气候系统和天气系统的差别；

掌握气候系统的基本特征。

1．气候系统的组成：气候系统的定义；气候系统各圈层的特点

及主要过程。

2．气候系统的物理、化学过程：气候系统的特点；气候系统与

天气系统的差别；辐射过程；云过程；陆面过程；海洋过程；冰雪圈

过程；气溶胶过程；CO2过程；痕量气体的物理、化学过程。

3．气候系统的基本特征：气候系统的属性；反馈性；敏感性；

气候系统的可预报性。

第三章 气候系统的能量平衡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地表面、大气、地气系统的辐射平衡过程、

计算方法各分量的气候学意义，掌握辐射分布在气候形成中的作用。

掌握地表面、大气、地气系统的能量平衡过程及其计算方法。

1．大气上界的太阳辐射——天文辐射：太阳活动和太阳辐射；

辐射能计算的几个参量；大气上界的天文辐射。

2．气候系统的辐射平衡：辐射平衡方程；地表辐射收支各分量

的时空分布。

3．地-气系统的能量平衡：地表的热量平衡；地表与大气间的湍

流热交换；地表面的蒸发耗热量；地表面与下层土壤（或水层）之间

的热交换；地球上的热量平衡。

4．全球能量平衡：能量的经向输送；全球能量平衡。

第四章 气候系统的水分循环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地表面、大气、地气系统的水分平衡过程、

各分量的气候学意义及其时空分布特征。

1．基本概念：气候系统中的水；水分循环。

2．大气中的水分：大气中的含水量；大气中水汽含量的分布；

大气中的水汽输送。

3．降水：年总降水量的空间分布；全球雨带随季节的移动；我

国年总降水量的空间分布特征。

4．径流：径流及其形成；径流的特征量及其计算方法；径流的

时间变化；我国的径流分布。

5．气候系统的水量平衡：地表的水分平衡；大气中的水分平衡。

第五章 大气系统的平均状态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大气平均温压场的时空分布特征；掌握全

球范围内永久性活动中心和非永久性活动中心的时空分布及对气候

的影响；掌握东亚季风的形成原因及其与我国雨带的季节进退之间的

关系，掌握东亚季风对我国气候的影响；了解季风的定义标准和世界

上的季风分布；掌握我国冷冬、暖冬、雨涝和干旱的气候学成因，了

解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1．大气环流的基本概念：大气环流的定义；大气环流的尺度。

2．平均温度结构：全球温度分布；温度垂直结构。

3．大气环流的多年平均状态：大气环流平均场；气团与气候学

锋。

4．季风：季风的定义；季风的形成；东亚季风的形成因素；季

风的成员；季风的建立和爆发；东亚季风对我国气候的影响；世界季

风的分布。



5．大气环流异常对气候的影响：表征环流异常的指数；大气环

流异常与旱涝；大气环流异常与气温异常。

第六章 海气相互作用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海洋对气候的影响，掌握海洋和大气的相互

作用机制；掌握洋流对气候的影响；掌握气候异常的形成原因；掌握

厄尔尼诺-南方涛动、拉尼娜现象对我国气候的影响。

1．海洋在气候变化中的重要性：重要性的表现。

2．海洋洋流与热量输送：世界海洋洋流；海洋环流的热量输送；

洋流对气候的影响。

3．海气能量交换：海气能量转换的物理过程；海气界面的辐射

平衡；海面上的热量交换。

4．热带海洋对气候的影响：热带海洋的突出贡献；南方涛动；

沃克环流；厄尔尼诺；热带海洋异常与全球气候变化。

5．海陆物理特性的差异：海陆面积的差异；辐射特性的差异；

热量输送的差异；向下热量输送的差异；摩擦阻力的差异。

6．海陆分布对气候的影响：海陆分布对环流的影响；海陆分布

对气温的影响；海陆分布对降水的影响；海洋性气候和大陆性气候。

第七章 地形对气候的影响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地形对辐射、温度、气流、降水的影响；了

解地形对大气湿度的影响；掌握山脉的屏障作用对气候的影响；通过

掌握地形对气候的影响机制，了解农业中如何利用地形，达到趋利避

害的目的。

1．地形对辐射的影响：海拔高度对总辐射的影响；海拔高度对

地面辐射收支的影响。



2．地形对温度的影响：海拔高度对温度的影响；山区逆温；地

形对温度日变化、年变化的影响。

3．地形对气流的影响：地形对气流的动力效应；地形的热力效

应。

4．地形对降水的影响：山脉迎风和背风坡对降水的影响；山地

降水的垂直分布特征；山区夜雨。

5．地形对大气湿度的影响：地形对绝对湿度的影响；地形对相

对湿度的影响；地形对云雾的影响。

6．山脉的屏障作用及垂直气候带：山脉对气候的屏障作用；大

地形的垂直气候带。

第八章 气候综合指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气候指标、气候指数的定义和一些常用的

气候指数；掌握气候分类方法；

1．气候指标：气候指标的定义

2．气候指数：气候指数的定义和一些常用的气候指数

3．气候分类方法：实验分类法，成因分类法，理论分类法，数

值分类法。

第九章 气候变化

1．地质时期的气候变化：地质时期的气候变化特征。

2．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特征。

3．近百年全球和中国气候的变化：近百年全球和中国气候的变

化特征。

4．极端气候的变化：极端气候的变化特征。

第十章 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人类活动在气候变化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同时人类活动严重地破坏了气候本身的变化规律。

1．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下垫面改变对气候的影响；大气成

分改变对气候的影响。

2．气候变化对人类活动的影响：气候与能源；气候与水资源；

气候与粮食；全球沙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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