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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统计学方法 结合气象学 !预防医学和临床医学原理 对 ∗ 年受气象条件影响的消化系统疾

病进行分析和分类 ∀利用组合气象要素为因子建立疾病指数逐步回归预报方程 其效果明显优于以独立气象要素

为因子的逐步回归预报方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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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临床经验和越来越多的分析研究已经证实 气

象条件对某些疾病尤其是一些常见多发疾病的影响

是显著的≈ ∀科学地分析确定气象条件影响的疾

病并进行合理分类是健康医疗气象预报研究中必须

首先解决的问题 ∀从目前国内研究情况来看 反映

此项研究的工作较少 ∀

气象疾病指数预报 国内较多采用独立气象要

素相关分析 !利用多元回归或逐步回归方法建立预

报方程等方法 这些方法应用于中长期分析和预报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在短期预报中 由于天气

变化及其对疾病影响的复杂性 给分析和预报研究

造成了很大困难 ∀利用独立气象要素很难准确反映

天气变化特点及其对疾病的影响 ∀例如 高血压与

气压之间的线性相关关系主要反映的是高血压病的

冬季多发特征 而不是气压短期变化的影响 夏季多

发的急性胃肠炎和痢疾 与气压的负相关关系比与

气温和湿度之间的关系更为显著 但从致病机理方

面分析却与夏季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关系极大 ∀本文

在统计 !气象和医学分析方法相结合的基础上 利用

能反映天气变化特点的组合气象要素为因子 建立

逐步回归预报方程 得到了一些有益的结果 ∀

 资料和方法

根据吉林油田职工总医院 ∗ 年的消

化系统疾病档案 建立了逐日发病情况的资料序列 ∀

并搜集了同期气温 !降水 !气压 !湿度等逐日气象要

素资料 ∀疾病分析和分类使用全部资料 建立疾病

指数预报方程使用 ∗ 年资料 年资

料作为独立样本用于方程检验 ∀

消化系统疾病分析首先对气象要素进行离散化

处理 ∀方法是 将发病日当天和前 ∗ 天的气温 !

气压 !降水量 !相对湿度等气象要素及其 日变

差 根据具体情况分为 ∗ 级 ∀计算各级段中患

者发病日数与总日数的比值 即气象要素分级发病

率 ∀对消化系统主要疾病的月发病率 !气象要素及

日变化分级发病率 !气象要素组合分级发病率等资

料序列 采用游程检验方法分析其随机或阶段分布

特性 进一步分析疾病与季节 !气象要素和天气变化

的关系 判断其发病是否受气象条件影响 ∀

消化系统气象病的分类根据生物气象学 !临床

和预防医学原理及统计分析结果确定 再根据对发

病率有显著影响的气象要素分布区段 !天气气候特

点和致病机理 选取能反映天气变化特点的预报因

子 建立消化系统疾病的指数预报方程 ∀

 消化系统疾病的气象影响分析和分类

消化系统疾病是一类常见多发性疾病 本文对

急性胃炎和胃肠炎 !病毒性和细菌性肠炎痢疾 !慢性

胃炎 !上消化道出血 !消化性溃疡等 类消化系统疾

病进行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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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消化系统疾病的气象影响分析

健康医疗气象分析和预报的对象是与气象条件

有关的疾病 ∀采用不同的资料和分析方法 可以从

不同方面反映疾病与气象条件的关系 ∀表 给出了

几种发病率资料序列的游程检验分析结果 其中 逐

月发病率和气象要素发病率主要反映疾病与气候变

化的关系 气象要素日变化和气象要素组合发病率

反映了天气变化的影响 气象要素发病率和持续天

气条件下的发病率可以反映极端天气条件对疾病的

影响 ∀表中通过显著性检验的气象要素项对疾病有

明显影响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的要素项与疾病关系

不大 ∀

表 1  消化系统疾病月分布和气象要素分级发病率的游程检验结果

月分布 平均气温 相对湿度 平均气压 前 天平均气温 日变温

急性胃炎 ≅ ≅ ≅
肠炎痢疾

慢性胃炎 ≅ ≅ ≅ ≅
消化性溃疡 ≅ ≅ ≅ ≅
上消化道出血 ≅ ≅ ≅ ≅ ≅ ≅

 注 表中数字为置信度 标注/ ≅ 0的项目未通过检验

  表 中 急性胃炎和肠炎痢疾的逐月发病率分

别通过了置信度为 和 的检验 表现为显著

的非随机特性 结合其发病率的月分布特点可以看

出 其发病率季节变化特征较显著 尤其是肠炎痢疾

具有显著的夏季高发趋势 ∀上消化道出血和消化性

溃疡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其逐月发病日数具有随机

分布特征 与季节变化关系不明显 ∀

气象要素分级发病率的检验和分析表明 胃炎

与平均气压和相对湿度变化关系较密切 肠炎痢疾

与日平均气温 !气压 !变温和相对湿度等多种气象要

素都显著关系 慢性胃炎和消化性溃疡与前期的温

度和日变温关系较明显 而上消化道出血与所有的

气象要素都没有明显的关系 ∀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肠炎痢疾和胃炎胃肠炎

既与季节变化有关 又受短期天气变化的影响 具有

显著的气象病特征 消化性溃疡与天气变化关系较

密切 也是气象病 上消化道出血与季节和气象要素

变化没有显著的关系 不具有气象病特征 ∀

1  消化系统疾病的分类

医学上通常根据人体脏器 !生理解剖特征 !病变

部位和症状体征等对疾病命名和分类 ∀在医学划分

的同一类疾病中 气象条件的影响程度和致病机理

并非完全相同 若不加分析地将其用于气象疾病指

数预报 则可能导致预报因子生物医学意义的混乱

和降低预报结果的可信度 ∀本文根据预防医学原

理 !临床医学经验及疾病与季节变化和气象要素的

关系确定消化系统疾病的分类 原则是 使同一类疾

病具有较一致的天气影响和致病机理 具有相同的

预报指标 ∀

根据医学原理分析 气象条件影响消化系统疾

病的主要原因有 ≠急性胃肠炎和痢疾 发病的主要

原因是食物和饮用水被致病细菌污染 高温高湿条

件容易导致生活环境中细菌快速生长和大量繁殖

使发病率明显增加 ∀高温高湿天气持续时间越长

影响就越严重 ∀ 消化性溃疡 其患病与天气没有

直接关系 但天气条件的变化能导致该病患者旧病

复发或病情加重 ∀春秋季节的高发病率主要是由于

气温持续偏低或下降 导致胃肠分泌和机能失调 使

患部受到不良刺激而发病 ∀夏季溃疡病也有一高发

段 临床分析认为主要与暑热天气过食生冷食物有

一定关系 ∀ ≈胃炎 一是急性胃炎 其病因主要有不

良食物刺激 过度饮酒 !过食辛辣食物等 和不洁食

物感染 前者与天气影响无关 后者同天气的关系与

肠炎痢疾相同 二是慢性胃炎 天气对其影响与消化

性溃疡相似 ∀

综合上述分析 受气象条件影响的消化系统疾

病分两类 第一类为急性胃肠炎和痢疾 主要是天气

条件影响细菌滋生而导致疾病 高发期为春末至秋

初 而且在此期间发病率的变化与气象条件有密切

关系 ∀第二类为消化性溃疡和慢性胃炎 主要发病

时段为气温变化幅度较大的春秋季节 明显降温和

持续低温等不良天气的影响可诱发疾病复发或导致

病情加重 ∀

 消化系统疾病的气象影响条件分析及预报

1  气象影响条件分析

独立气象要素及其日变差与发病率的关系 以

气温为最好 其次为相对湿度 ∀肠炎痢疾和急性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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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炎的高发病率集中在高温 !高湿和以正变温为主

的级段中 温度达到 ε 后发病率开始随着气温的

升高而显著增长 ε 开始进入高发时段 反映出夏

季的高温高湿天气是影响肠炎痢疾发病的主要因

素 ∀气压和气温日变化对少数病种有一定意义 其

它气象要素与疾病关系不明显 ∀日平均气压与肠炎

痢疾和急性胃肠炎的对应关系较明显 表现为低压

段发病率显著增高 但其反映的是夏季多发特征 而

不是天气变化特征 ∀此外 发病前 ∗ 天的气象要

素与疾病也有一定的关系 其中以气温和日变温最

为显著 反映出气象条件影响疾病的滞后性 ∀总的

来看 独立气象要素分析结果对疾病与短期天气变

化关系的反映不够明确 能力较弱 ∀

天气变化是各气象要素及其变化的综合结果

其对疾病的影响也更为复杂 ∀实际上 气象要素分

级组合发病率所反映出的疾病与气象条件的关系比

独立气象要素更加明确和显著 ∀温 湿组合要素与

肠炎痢疾和急性胃炎发病率关系十分明显 高发病

率集中在高温高湿级段内 单纯高温和单纯高湿对

应的发病率虽然也有所增长 但远不如高温高湿条

件下发病率高 ∀温度 变温组合要素与发病率明确

反映出消化性溃疡和慢性胃炎发病的天气特点 高

发病率集中在日平均气温 ∗ ε !以负变温为主

的级段中 主要与春秋季节冷空气活动有关 ∀

持续性天气尤其是持续性异常或极端天气对疾

病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连续 天高温 !低温 !正

负 变温条件下发病率明显高于一般天气及同类非

持续天气 ∀在持续高温天气影响下 肠炎痢疾和急

性胃肠炎的发病率呈显著增长趋势 消化性溃疡和

慢性胃炎发病前期持续负变温 降温 使发病明显增

长 尤其是春 !秋季节 连续 天降温并有 天降温

幅度达 ∗ ε 时 溃疡高发病率达 以上 ∀

1  疾病指数预报

根据上述分析 将连续的气象要素及其日变化

的平均值作为组合要素 用以反映影响消化系统疾

病的主要天气特点和变化幅度 ∀ Ξ :发病日前连续

天日平均气温 , Ξ :发病日前连续 天平均日变

温 , Ξ :发病日前连续 天日降水量 , Ξ :发病日前

连续 天日平均相对湿度 ∀根据逐日病例数量 ,将

其分为 个指数级别 ,作为预报量 ∀分别以独立气

象要素和组合要素为因子 ,利用逐步回归方法建立

两类疾病指数预报方程 ,方程计算结果四舍五入即

为疾病指数 ∀预报和检验结果表明 ,两类疾病的预

报效果均以组合要素方程为优(表 ) ∀

表 2  不同因子的消化系统疾病指数预报方程性能对照

因 子 相关系数 拟合率
独立样本检验

正确率 空报率 漏报率

一类疾病 独立要素

组合要素

二类疾病 独立要素

组合要素

急性胃肠炎和痢疾指数预报方程

Ψ = . Ξ + . Ξ − . ( )

消化性溃疡和慢性胃炎指数预报方程

Ψ = − . Ξ − . Ξ + . ( )

以预报和实况指数级别相同为正确 经独立样

本检验 方程 预报正确率 !空报率 !漏

报率 方程 预报正确率 !空报率 !

漏报率 ∀若预报与实际指数级别相差不超过一

级为正确 两个方程的预报准确率均达 以上

说明预报的绝对误差较小 ∀ 年实际应用表明

尽管方程 的空报率较高 但由于急性胃肠炎和痢

疾的社会人群发病率明显高于住院病例 实际应用

效果好于统计检验结果 ∀

 结论

根据统计分析 受气象条件影响的消化系统

疾病主要有胃炎 !肠炎 !痢疾和消化性溃疡 ∀

根据气象条件的影响特点和致病机理 消化

系统疾病可分为两类 急性胃肠炎 !痢疾和消化性溃

疡 !慢性胃炎 ∀

利用组合气象要素为因子建立逐步回归预

报方程 其效果明显优于独立气象要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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