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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利用吉林省白山市中心医院病例资料及气象资料，分析了感冒疾病与气象条件的关系。感冒发病率与前期天气变

化密切相关。一次明显的天气变化过程对应的不是一个高发病日，而是一个持续的高发病阶段；气象环境对不同人群感冒发

病率有不同影响，成人在秋冬之交和夏秋之交发病较高，婴幼儿对季节和气候变化适应差，受寒冷、炎热天气影响显著，盛夏

和寒冬季节感冒发病高，儿童感冒特征春夏季与婴幼儿相同，秋冬季与成人接近；分析了不同人群感冒住院人数与气象要素

的相关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感冒指数预报的判别方程，预报结果检验证明有较好的预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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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人类健康往往受到如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等诸

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天气是自然环境中变化最显著

的因子，它们在为人类提供必要生存条件的同时，其

变化又常常引起多种疾病的发生［１３］。感冒是最常

见的呼吸系统疾病，其流行性传播和高发病率特征

与气象条件有显著关系［４８］，研究指出京津冀地区流

行性感冒传播主要与旬平均湿度、降水和蒸发量密

切相关［５］。感冒具有显著的阶段性多发特征［６］，冬

季是流感发病的高峰期，夏季为低值期［７８］，与气象

上的冷热变化有很大关系［９］，尤其是在季节转换时

出现的冷热变化最易引发此类疾病［６］。根据这些研

究［４８］也发现在不同的气候区域，其感冒发病的高峰

期也有很大差异。本文利用吉林省白山市中心医院

呼吸内科和儿科住院病例资料、随访调查结果以及

气象资料，着重对不同人群感冒发病的差异，以及这

种差异与气象条件，与不同人群对环境变化及病菌

感染的耐受和抵抗能力进行了分析，并对感冒预报

进行了试验。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医疗资料

感冒病例资料来源于白山市中心医院病案室

１９９５—１９９９年呼吸内科和儿科住院病历共计１７４１

例，其中男性病人占５５．３％，女性占４４．７％；此外，

对２４名住院患者进行了随访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患

者病情自述，即往史，工作生活环境，医疗保健条件

等。同时对１３名临床医生进行了感冒发病特征的

问卷调查，为正确分析感冒疾病的发病原因提供了

临床依据。

１．２　气象资料

白山市对应同期的气象观测资料，包括最高

（低）气温、日平均气温、日较差、２４小时变温、日平

均气压、２４小时变压、日平均相对湿度、日平均风速

等。

１．３　分析方法

气象条件与感冒疾病关系分析主要采用相关分

析与医学原理相结合的方法。为提高相关性，将逐

日病例资料和选取的相关气象要素做分级处理。根

据疾病的不同特点，选取能反映天气变化特征的预

报因子，建立指标判别预报方程。

２　感冒的分析和预报

２．１　住院人数的主要特征

阶段性变化特征。感冒住院人数具有显著的阶

段性变化特征［６８］，主要分三个阶段：春季住院人数

上升或少变期（３—５月），夏季高发期（７—８月），秋

冬季节住院人数显著上升及高发期（１０—１２月）。

尤其是冬季和夏季，在完全不同的气象环境背景条

件下，均出现感冒高发期，表明感冒住院人数与气象

环境的关系也具有阶段性特征，即在不同的气象环

境背景下，气象条件对感冒的影响特征也不同。

吉林省白山市感冒住院人数与季节变化有一定

的关系，但并非完全一致。由图１可以看出，初秋为

感冒低发期，深秋住院人数随时间显著增长；初冬为

高发期，隆冬住院人数下降，后冬则为低发期；形成

这种变化特征的主要原因是在不同的阶段气象条件

的影响有差异。因此，在住院人数与气象要素相关

分析中，感冒发病阶段不能单纯按照季节划分，而是

应该按实际发病的时期进行全年阶段划分，这样可

以提高气象条件对感冒影响的相关性，建立预报质

量更好的统计判别方程。

不同人群住院人数的分布特征。根据人体免疫

功能的发育阶段，将人群分为３岁以下（婴幼儿）、３

～１０岁（儿童）和１０岁以上（成人）三组，对不同人

群住院人数分布特征与气象环境的关系进行分析。

在各阶段中各类人群住院人数的逐月变化趋势基本

相同，但不同人群的感冒住院人数之间有一定差异

（见图１）。秋冬季以成人感冒上升期开始最早、住

院人数最多、下降最快，婴幼儿开始最晚、住院人数

最少、下降也最缓慢；春季住院人数成人变化幅度较

小、儿童显著上升、婴幼儿春末上升明显。整个夏季

住院人数以儿童高发趋势最为显著，其次为婴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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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８月住院人数成人最多；２—３月和９—１０月低发

期基本是儿童住院人数最少。

图１　不同人群感冒住院人数逐月变化

Ｆｉｇ．１　Ｍｏｎｔｈｌ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ｄｕｅｔｏ

ｃｏｌｄ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２．２　感冒与气象要素的关系

不同人群及不同阶段感冒日住院人数与气象要

素的关系显著不同。感冒与同期气象要素的相关分

析表明：（１）不同阶段关系不同。３—８月日住院人

数与日平均气温、极端气温呈正相关，与气压呈负相

关，９—２月则完全相反；各阶段与日变温、相对湿度

和风均无明显相关。（２）各年龄段的相关特征不同。

３岁以下和３～１０岁组人群住院人数与气温、气压

等气象要素关系的显著性明显超过１０岁以上组（见

表１），表明冷、热环境对儿童和婴幼儿的影响超过

成人，冬季影响以婴幼儿最为显著。（３）日住院人数

与气象要素的相关特征夏半年儿童与婴幼儿较一

致，冬半年儿童与成人较接近（见表１和表２）。

表１　不同人群感冒日住院人数与同期气象要素相关系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犆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犫犲狋狑犲犲狀狋犺犲狀狌犿犫犲狉狊狅犳犮狅犾犱狊犻狀狆犪狋犻犲狀狋狊犻狀

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犿犲狋犲狅狉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犲犾犲犿犲狀狋狊犻狀狋犺犲犮狅狉狉犲狊狆狅狀犱犻狀犵狆犲狉犻狅犱

时间 人群 平均气温 日变温 最高气温 最低气温 日较差 气压 日变压 相对湿度 风速

３—８月

３岁以下 ０．１３ ０．０５ ０．１４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１

３～１０岁 ０．１４ －０．０２ ０．１２ ０．１５ －０．０８ －０．１０ ０．０１ ０．１０ ０．０４

１０岁以上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１

９月至

次年２月

３岁以下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０．１１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２ ０

３～１０岁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０１

１０岁以上 －０．０７ －０．０４ －０．０７ －０．０７ ０ ０．０９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１

　　　　注：表中标注者通过α＝０．０５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下同。

表２　不同人群感冒日住院人数与前第三天气象要素相关系数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犫犲狋狑犲犲狀狋犺犲狀狌犿犫犲狉狊狅犳犮狅犾犱狊犻狀狆犪狋犻犲狀狋狊犻狀

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犿犲狋犲狅狉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犲犾犲犿犲狀狋狊狅狀狋犺犲狋犺犻狉犱犱犪狔犫犪犮犽狑犪狉犱狊

时间 人群 平均气温 日变温 最高气温 最低气温 日较差 气压 日变压 相对湿度 风速

３—８月

３岁以下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１２ ０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６

３～１０岁 ０．１４ ０ ０．１３ ０．１４ －０．０６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２

１０岁以上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７ －０．０６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１

９月至

次年２月

３岁以下 －０．１４ ０．０１ －０．１５ －０．１４ －０．０３ ０．０８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３～１０岁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９

１０岁以上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２ ０ －０．０８

　　日感冒发病住院人数与气象要素的相关分析表

明：高温和低温环境条件对低龄患者的影响明显，对

成人影响不显著。

２．３　感冒与天气变化的关系

对低温、高温、降温和升温等天气变化与日感冒

发病住院人数的关系进行分析。

日发病住院人数与前期天气变化的关系。由图

２分析表明：３—８月成人日住院人数与环境温度和

冷空气影响有关，儿童和婴幼儿则与暖空气活动和

高温天气影响有关。９—２月成人住院人数主要与

强冷空气影响有关，儿童受冷空气活动和低温共同

影响，婴幼儿主要与低温天气有关。高温和低温对

婴幼儿住院人数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为儿童，对成

人影响不显著。秋冬季节寒潮降温天气对成人住院

人数影响显著，对其他人群影响不显著。

持续发病住院人数与前期天气变化的关系。相

关分析表明（图略）：感冒日发病住院人数与前期逐

日气象要素的相关，从前一天至前１０天差异不大，

但连续７天的发病住院总人数与前期气象要素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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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性比日发病住院人数提高２倍左右。因此，一次

明显的天气变化过程对应的不是一个高发病日，而

是一个持续的高发病阶段。这是气象环境与感冒关

系有别于其他疾病的一个明显特点。

图２　月感冒住院人数与寒潮影响次数

Ｆｉｇ．２　Ｍｏｎｔｈｌｙ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ｃｏｌｄｓ

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ｃｏｌｄｗａｖｅｓ

２．４　感冒诱因分析

感冒的发生是致病菌活动和传播、气候环境和

天气变化、人体免疫功能和自我防护的综合反映。

婴幼儿免疫功能差，对气候环境的适应能力也差，容

易受病菌侵袭和感染。但对婴幼儿的保护意识较

强，户外活动较少，有利于避免天气变化的不利影

响；儿童免疫功能比婴幼儿明显增强，但发育仍不完

善，对病菌和天气变化的抵抗能力比较弱。同时儿

童的户外活动增多，天气变化的影响增大；成人对病

菌的抵抗力和对气候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强，但成人

户外活动较多，对天气变化常疏于防范，在天气突变

时容易感染患病。

　　春季气温回升、病菌活性逐渐增强，使免疫力最

差的婴幼儿和户外活动增多的儿童发病率增加。夏

季气候炎热，婴幼儿和儿童对热环境的耐受性差，易

出现感冒发烧症状；北方炎热季节时夜间气温仍然

较低，睡眠中容易着凉感冒。秋季强冷空气活动增

加，成人受天气变化影响较大，感冒发病率最高。冬

季气候严寒气温低，强降温天气明显减少，成人和儿

童感冒发病率显著下降，但婴幼儿对寒冷气候耐受

能力差，室内活动容易受病菌交叉感染，发病率下降

迟缓。

２．５　感冒指数预报

根据上述分析，感冒指数预报分冬半年和夏半

年两个阶段，冬半年成人和儿童为一组、婴幼儿为一

组，夏半年成人一组、儿童和婴幼儿为一组，分别建

立预报方程。选取的预报因子及分级方法见表３。

表３　感冒病例和气象因子分级表

犜犪犫犾犲３　犆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犮狅犾犱犮犪狊犲狊犪狀犱犿犲狋犲狅狉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犳犪犮狋狅狉狊

因子 犢 犡犱（９—２月） 犡狓（３—８月） 犡狀（９—２月） 犡狊（３—６月） 犡犼（３—８月）

内容 占病例数／％ ３日平均气温 ３日平均气温 日降温 ３日升温 ３日降温

１级 ４５～５５ ＞１０．０ ＜０．０ ＞－６．０ ３．０～４．９ －３．０～－４．９

２级 ２０～３０ ０．１～１０．０ ０．０～９．９ －６．０～－７．９ ５．０～６．９ －５．０～－６．９

３级 １０～１５ －９．９～０．０ １０．０～１９．９ －８．０～－９．９ ≥７．０ ≤－７．０

４级 ５～１０ －１４．９～－１０．０ ２０．０～２４．９ －１０．０～－１４．９

５级 ５ ≤－１５．０ ≥２５．０ ≤－１５．０

　　（１）冬半年９—２月

冬半年影响成人感冒发病数的主要因子是寒潮

降温天气，影响儿童日发病数的主要因子是低温。

由于寒潮和气温与其后一周甚至更长时间的感冒发

病总人数相关，也可以认为某一天的感冒发病数是

其前期７天或１０天的气象环境共同影响的结果。

日感冒发病指数预报方程如下：

成人、儿童：犢犮＝ＭＡＸ｛０．８犡１，０．８犡２，０．９犡３，

０．９犡４，１．０犡５，１．０犡６，１．０犡７，１．０犡８，０．９犡９，

０．９犡１０｝

婴幼儿：犢犃＝０．６犡犱＋０．４犢犮

式中犢犮和犢犃 为预报的感冒指数级别，若犢犮 和犢犃

小于１为１级，大于５时为５级。各项因子为要素

级别，分级方法见表３，其中犡狀 为第狀天降温级数，

犡狀 的系数根据相关系数确定。

（２）夏半年３—８月

夏半年影响成人感冒主要为高温天气条件下出

现降温，影响儿童感冒主要为高温天气。感冒指数

预报方程：

成人：犢犮＝犡狓－２＋犡犼
儿童、婴幼儿：犢犲＝犡狓＋犡狊

式中犢犮和犢犲 为预报的感冒指数级别，若犢犮 和犢犲

小于１为１级，大于５时为５级。各项因子为要素

级别，分级方法见表３。

（３）方程检验

利用１９９５—１９９９年资料，随机抽取样本对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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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检验，预报级别无误差的准确率在５５％以上，

各方程的检验结果见表４。

表４　感冒方程预报检验 （单位：％）

犜犪犫犾犲４　犉狅狉犲犮犪狊狋狏犲狉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

犮狅犾犱狊犲狇狌犪狋犻狅狀狊（狌狀犻狋：％）

无误差 误差１级 误差２级以上

冬季
犢犮

犢犃

５６

６８

１１

１０

３３

２２

夏季
犢犮

犢犲

５７

５５

８

１６

３５

２９

３　小　结

（１）感冒发病住院人数与前期天气变化密切相

关。一次明显的天气变化过程对应的不是一个高发

病日，而是一个持续的高发病阶段。

（２）气象环境对不同人群感冒发病住院人数的

影响不同。成人对寒冷、炎热天气适应能力强，但受

天气变化影响显著，感冒在秋冬之交和夏秋之交高

发；婴幼儿对季节和气候变化适应差，受寒冷、炎热

天气影响显著，因此盛夏和寒冬季节感冒高，婴幼儿

春季发病住院显著上升；儿童感冒特征春夏季与婴

幼儿相同，秋冬季与成人接近。

（３）不同人群感冒与气象要素的关系不同。春

夏季儿童和婴幼儿感冒与气温呈正相关；秋冬季婴

幼儿组与气温呈负相关；成人、儿童组与冷空气影响

密切相关。

（４）感冒指数预报分冬半年和夏半年两个阶

段，冬半年成人和儿童为一组、婴幼儿为一组，夏半

年成人一组、儿童和婴幼儿为一组，分别建立预报方

程。预报结果检验证明有较好的预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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