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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 ∗ 年福州市 个医院呼吸道疾病 例住院病例资料和同期气象资料的统计和分析 归

纳出呼吸道疾病发病特点及其与气象条件的关系 并利用最优子集方法 分四个季节建立呼吸道疾病逐日发病人

数 等级 预报方程 ∀呼吸道疾病发病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 月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 月是下呼吸道疾病的另

一高发期 冬季冷空气影响及转折性天气是呼吸道疾病增多的诱因 夏季高气温 !低气压是呼吸道疾病增多的

诱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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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呼吸道疾病是一种常见性疾病 主要是由多种

病毒感染所引起的 这种疾病的产生和复发与人们

所处的环境 !天气状况有紧密的关系 天气变化能间

接引起或诱发加重呼吸道疾病 目前国内外对此已

有一些研究≈ ∗ 但结论不尽相同 ∀

本文通过大量的病例资料和气象资料的统计分

析 归纳出呼吸道疾病明显增多的气象条件 并建立

逐日发病人数的预报模式 为预防呼吸道疾病提供

一些参考依据 ∀

 资料处理

1  资料

收集了福州市 个医院 福建省立医院 !协和医

院 !中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福州市第一医院和福州

市第二医院 ∗ 年共 年的住院病例资

料 ∀收集的气象资料包括 ∗ 年逐日地面

气温 !气压 !湿度 !风和地面及 ! ! ° 的天

气形势资料 ∀

1  资料处理

根据医学上对疾病种类的划分规定 把呼吸道

感染划分为上呼吸道感染和下呼吸道感染 其中 上

呼吸道感染包括普通的感冒 !咽炎 !鼻炎 !鼻窦炎 !喉

炎 !鼻咽炎 !扁桃体炎 !气管炎 下呼吸道感染包括支

气管炎 !肺炎等 ∀呼吸道感染住院病例 例中

上呼吸道感染住院病例 例 下呼吸道感染住

院病例 例 其中急性支气管炎住院病例

例 慢性支气管炎住院病例 例 肺部感染住院

病例 例 ∀

为了消除由于一周作息制度对住院人数产生的

影响 在统计分析中 对病例资料做向前 天的滑动

平均处理 ∀

 呼吸道疾病发病人数的时间分布特征

1  年际分布特征

从呼吸道疾病发病人数的年际分布 图 来

看 年变化幅度不大 ∗ 年有逐年增多之

势 ∗ 年变化较为平稳 平均每年有

∗ 个住院病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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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呼吸道疾病发病人数的年际变化

1  月际分布特征

从呼吸道疾病发病人数月际分布 图 可见

呼吸道疾病一年四季均有发生 发病最多的是 月

发病住院人数 人 最少的是 月 发病住院

人数 人 与福州市气温的月分布相当一致 即

与气温呈正相关 其中下呼吸道感染发病人数在

月还有一个次峰值 ∀ 月为福建省呼吸道疾病的高

发期 这是由于夏季气温高 !湿度大 !气压低 人们休

息不好 下半夜容易受凉 造成抵抗力下降 一些抵

抗病毒的免疫物质 特别是鼻腔内局部分泌的免疫

球蛋白 明显减少 容易被病毒感染而发病 ∀

从急慢性支气管炎发病人数月际分布 图 可

见 急性支气管炎发病人数呈单峰型 最大值出现在

图  呼吸道疾病发病人数的月际分布

图  急慢性支气管炎发病人数的月际分布

月 肺部感染和慢性支气管炎发病人数均呈双峰

型 峰值分别出现在 月和 月 与其他呼吸道疾病

不同的是 慢性支气管炎发病人数的高峰值出现在

月 发病住院人数 人 次峰值在 月 发病住

院人数 人 这是因为 月正值福建省初春时

节 天气多变 慢性支气管炎患者体质较弱 不能适

应天气变化 容易受凉 而使病情复发 !加重 ∀

 呼吸道疾病发病明显增多的气象条件分析

以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及 年 月 日这 个病例资料代表冬半年

对发病人数明显增多的前 天及后 天 共 天 的

气象要素做合成分析 结果如图 所示 在横坐标上

第 点为发病人数最多的一天 ∀由图 可见 冬

季 气象要素在发病人数明显增多的前期有以下特

点 ≠前 ∗ 天出现负变温 即有一个降温过程

前 天气温日较差明显下降 结合 ≠ ! 特点可推

测可能出现降温阴冷天气 ≈ 前 天气压明显上

升 …前 天出现正变压 ∀由此可见 当天气出现转

折时 如锋面过境 出现降温 !加压 !云系增多甚至降

水时 呼吸道感染发病人数将明显增多 ∀

图  冬半年发病人数最多日前后几天的气象要素

横坐为天数序号 气温单位为 ε 气压单位为 ° 下同

以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及 年 月 日

个病例资料代表夏半年 对发病人数明显增多的

前 天及后 天 共 天 的气象要素做合成分析

结果如图 所示 在横坐标上第 点为发病人数最

多的一天 ∀由图 可见 夏季 气象要素在发病人

数明显增多的前期有以下特点 ≠前 ∗ 天有明显

的回暖过程 变温为正 当日出现降温 气温

日较差大 达到 ε 左右 ≈日平均气压较低 前 ∗

天平均气压明显下降 …前 ∗ 天 变压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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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变压转为负变压 ∀由此可见 前期的高气温 !低气

压是夏季呼吸道疾病明显增多的主要原因之一 ∀

图  夏半年发病人数最多日前后几天的气象要素

横坐标为天数序号

 呼吸道疾病发病等级预报

1  预报思路

从表 呼吸道疾病发病人数与气象要素的相关

系数可见 呼吸道疾病的发生与气压 !气温有紧密的

关系 上呼吸道感染与气压呈反相关 与气温呈正相

关 下呼吸道感染与气温的相关系数低一些 但是

下呼吸道感染中的急性支气管炎与气温的相关也较

好 这也反映了急性支气管炎受天气的影响较明显

慢性支气管炎的相关系数比其他病例小一个量级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慢性支气管炎发病的最主要

原因是人体自身的体质强弱 其次才是外界环境条

件的变化 ∀
表 1  呼吸道疾病发病人数与气象要素的相关系数

气温 气压 相对湿度 风速

呼吸道感染 1 1 1 1

上呼吸道感染 1 1 1 1

下呼吸道感染 1 1 1 1

急性支气管炎 1 1 1 1

慢性支气管炎 1 1 1 1

肺部感染 1 1 1 1

从以上的相关分析和对发病人数明显增多个例

的气象条件分析发现 呼吸道疾病的发生与气象条

件有紧密关系 而且天气变化对疾病的影响存在明

显的滞后性 因此在考虑天气变化引起呼吸道疾病

发病人数变化的预报时 选取前 天 !前 天及当天

的气象要素共 个 包括温度 !气压 !湿度 !风 与病

例数进行相关分析 利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对因子

进行筛选 再利用最优子集方法建立预报方程 ∀

1  等级预报

福建省地处副热带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四季分

明 因此 在建立预报方程时 分四个季节分别建立

呼吸道疾病发病人数 Ψ)的预报方程 ∀

∗ 月 春季

Ψ = 1 − 1 Ξ + 1 Ξ + 1 Ξ −

1 Ξ − 1 Ξ − 1 Ξ +

1 Ξ + 1 Ξ ( )

∗ 月(夏季) :

Ψ = 1 − 1 Ξ + 1 Ξ + 1 Ξ −

1 Ξ − 1 Ξ − 1 Ξ +

1 Ξ ( )

∗ 月(秋季) :

Ψ = 1 − 1 Ξ + 1 Ξ + 1 Ξ +

1 Ξ + 1 Ξ −

1 Ξ ( )

∗ 月(冬季) :

Ψ = 1 + 1 Ξ + 1 Ξ −

1 Ξ − 1 Ξ + 1 Ξ −

1 Ξ ( )

式中 , Ξ 至 Ξ 分别为前 天最高气温 !最低气温 !

气温日差 !最高气压 ! 变湿和平均风速 , Ξ 至

Ξ 分别为前 天最低气温 !气温日差 ! 变温 !最

低气压 ! 变压 ! 变湿和平均风速 , Ξ !Ξ 为

当天 : (北京时) 气温和气压 ∀

表 给出根据发病人数划分的 个等级 ∀预报用语

如下 : 级 ,发病人数较少 ; 级 ,发病人数开始增多 ;

级 ,发病人数明显增多 ; 级 ,发病人数急剧增多 ∀

表 2  四季呼吸道疾病发病等级划分

∗ 月 ∗ 月 ∗ 月 ∗ 月

级 Ψ < 1 Ψ < 1 Ψ < 1 Ψ < 1

级 1 [ Ψ < 1 1 [ Ψ < 1 1 [ Ψ < 1 1 [ Ψ < 1

级 1 [ Ψ < 1 1 [ Ψ < 1 1 [ Ψ < 1 1 [ Ψ < 1

级 Ψ ∴ 1 Ψ ∴ 1 Ψ ∴ 1 Ψ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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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效果检验

用以上预报方程对 ∗ 年呼吸道疾病

逐日发病等级进行回代检验 表 结果表明 回代

值和实际值一致 在同一级 的有 1 以上 最好

的是 ∗ 月达到 1 相差 个等级以上的均

在 1 以下 从 年的预报效果来看 表 预

报值和实际值一致 在同一级 的有 1 以上

∗ 月最好达到 1 ∗ 月较差 相差 级的

为 1 但总体来看 预报值和实际值一致 在同

一级 及相差 个等级的有 1 左右 由此可见

该预报方程对呼吸道疾病发病具有较强的预报能

力 ∀
表 3  1995 ∗ 2000 年呼吸道疾病发病等级

回代检验效果统计 %

一致 相差 级 相差 级 相差 级

∗ 月 1 1 1 1

∗ 月 1 1 1 1

∗ 月 1 1 1 1

∗ 月 1 1 1 1

 表 4  2001 年呼吸道疾病发病等级预报检验效果统计 %

一致 相差 级 相差 级 相差 级

∗ 月 1 1 1 1

∗ 月 1 1 1 1

∗ 月 1 1 1 1

∗ 月 1 1 1 1

 结论

呼吸道疾病一年四季均有发生 月是呼吸

道疾病的高发期 下呼吸道疾病有两个高发期 即

月和 月 ∀

呼吸道疾病的发生与气象条件有紧密的关

系 天气变化是发病人数明显增多的主要原因之一

转折性天气是呼吸道疾病产生的诱因 ∀冬季 冷空

气影响及转折性天气是呼吸道疾病增多的诱因 夏

季 高气温 !低气压是呼吸道疾病增多的诱因 ∀

利用气象要素变化预测呼吸道疾病发病人

数是可行的 ∀由于所用的资料为疾病住院病例 与

实际发病人数有一定差别 尚需进一步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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