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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条件对呼吸道疾病影响的关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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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２０００年１月—２００１年１２月西安某医院内科成人呼吸道感染病例资料７１２个和西安
观象台的湿、压、温逐日资料，对西安地区呼吸道疾病与气象条件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了西安
地区呼吸道疾病发病人数的月际变化，分析了气温、气压及空气湿度的变化与呼吸道疾病发病人
数的关系，并用逐步回归法建立了逐月呼吸道疾病发病预报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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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疾病是指感冒、气管炎、支气管炎、肺
炎等呼吸道的急性炎症，是常见多发的疾病，危
害较大。从经验可知，受凉可以诱发感冒，通称
为“着凉”或“伤风”，感冒等呼吸道疾病与气温
变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１］。

通过分析西安地区呼吸道疾病发病人数的月
际变化及其与气象要素变化的关系，建立呼吸道
疾病发病人数的预报方程，对呼吸道疾病发病率
与气象条件的关系进行定性、定量的研究。

资料来源
选取２０００年１月—２００１年１２月西安某医

院内科成人呼吸道感染病例资料７１２个，以及相
应的西安观象台的湿、压、温逐日观测资料。
呼吸道疾病发病人数的月际变化

由表１可见，呼吸道疾病一年四季均有发生，
冬季呼吸道疾病发病人数远高于其他季节。月平
均发病人数１月最多，６月最少。

从图１中可看出，１月、１２月为呼吸道疾病

表西安地区各季度及月平均、日平均呼吸道疾病发病人数 例
月份 １２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月 ４９０ ５１５ ３４５ ４１５ ３５５ ３１５ ２７０ ２９５ ４５５ ３７０ ３３５ ３７０
日 １５３ １６７ １２１ １２４ １１８ １０２ ０９１ ０９５ １４５ １２３ １１２ １２２
季 ２７５（冬） ２１７（春） ２０４（夏） ２１３（秋）

发病高峰期，２个月合计的发病人数占全年总发
病人数的２４％；８月为次高峰期，这可能与８月
是花粉过敏症的高发期有关［２］。６月发病人数最
少，７月次之，２个月合计的发病人数占全年总发
病人数的１１％。
气象条件与呼吸道疾病发病人数的关系

西安地区呼吸道疾病发病高峰期在冬季，与
气候特点有关。１２月—１月冷空气活动频繁，冷
空气过后，气温大幅度下降，人的体温调节功能

不能很好适应，极易受凉感冒，进而诱发气管炎、
支气管炎，甚至诱发支气管哮喘、肺炎等症。

从图２可看出：２００１年１月４—５日、１４—１５
日、２１日、２８日的冷空气活动，气温明显下降后
的１～２ｄ呼吸道疾病发病人数都明显高于日平
均发病人数，２５—２６日虽然没有冷空气活动，但
气温日较差达最大，分别为１５３ｏＣ和１４７ｏＣ，气
温日较差大的天气，早晚极易受凉［３］，呼吸道疾病
发病人数也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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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西安地区呼吸道疾病
发病人数逐月变化曲线

图２２００１年１月西安地区呼吸道疾病发病
人数及气温日较差日变化

分析西安地区２００１年呼吸道疾病发病高峰
期天气变化及气象要素的变化后发现：冷空气过
后，受冷高压控制，海平面气压大于１０３０ｈＰａ
时，呼吸道疾病发病人数也明显增加。冷高压控
制的天气多为大风天气，气温低、空气干燥，干
燥使鼻粘膜容易发生细小的皱裂，使得呼吸道的
抵抗力下降，病毒易于入侵体内［４］。
逐步回归预报方程的建立与效果验证

对气象条件与呼吸道疾病发病的关系分析发
现造成呼吸道疾病发病人数增加的气象条件很复
杂，除气温与呼吸道疾病发病有密切关系外，气
压和空气的湿度对呼吸道疾病发病也有明显影
响。

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从可能引发呼吸道
疾病发病的气象因子中选出对呼吸道疾病发病有

显著影响的气象因子，建立了１月气象要素与呼
吸道疾病发病人数的逐日预报方程；

牁＝１１４５＋１０７９牀１２－００９４牀１３－００７２牀２０
＋００７３牀２３＋０１３６牀２８

其中，牀１２、牀１３为前３ｄ、前２ｄ日平均相对湿
度，牀２０为前１ｄ气温日较差，牀２３为前３ｄ的日平
均海平面变压，牀２８为前２ｄ的相对湿度日变幅。

从预报方程可以看到呼吸道疾病与前期２～
３ｄ的空气相对湿度有关，与前１～３ｄ的气温日
较差、海平面气压以及相对湿度日变幅有关。

从西安地区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１月逐日呼吸道疾
病发病实况与回归方程预报情况看：拟合率为
４７燉６２＝７５８％。用２００２年１月回归方程对呼吸
道疾病发病情况逐日进行预报验证，预报准确率
为２５燉３１＝８０６％。
结论
５１西安地区呼吸道疾病一年四季均有发生，１
月、１２月为呼吸道疾病发病的高峰期，８月为次
高峰期，冬季（１月、１２月）发病人数比夏季
（６月、７月）的发病人数要多１倍左右。
５２在西安地区的秋冬季节，日平均气温和日最
低气温的下降与呼吸道疾病发病人数的多少有着
极为密切的关系，几乎每次冷空气活动后的１～２
ｄ，呼吸道疾病发病人数都有显著增加。气温日较
差大时，呼吸道疾病发病人数增多，受冷高压控
制时，发病人数也增多。
５３从用逐步回归方法建立的呼吸道疾病发病
人数预报方程来看，呼吸道疾病发病与气温、气
温日较差、海平面气压、相对湿度及其日变幅都
有密切的关系。

参考文献：

［１］夏廉博天气与健康［Ｍ］北京：气象出版社，
１９８４

［２］张书余医疗气象预报基础［Ｍ］北京：气象出
版社，１９９９

［３］周后福气候变化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综合指标探
讨［Ｊ］气候与环境研究，１９９９，４（１）：１５－２１

［４］夏廉博人类生物气象学［Ｍ］北京：气象出版
社，１９８６

６２ 陕西气象 ２００５（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