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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1990—2000年的十年时问里．我国各地人均寿命普遍大幅度提高。但是各省之间仍

然存在差异。而且呈现出由东南沿海地区向西部内陆地区人均寿命由高到低的特征。那么海洋

到底是否对我国各省人口寿命的差异存在影响呢?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文章首先计算出各

地区居民的平均距海距离．并将其与人均寿命进行了简单相关分析和分另0以省人均GDP、省平

均海拔为控制变量的偏相关分析。然后结合当前我国各省经济、社会、自然等现状进行进一步讨

论。并得出：洁净海洋对沿海地区人均寿命存在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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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土面积广阔，地理环境差别很大，各

地人均寿命的差别，除了受各地经济水平、海拔

高度等因素的影响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

海洋作用。因为海洋与陆地的属性存在明显的差

异，所以距离海洋远近不同的地区，从海洋影响

的角度来看其人居环境将各不相同。

一、收集数据

为分析海洋对我国各地人均寿命的影响，本

文主要需要收集三方面的数据：人口寿命、经济

水平和自然环境。

1．人口寿命数据

人口寿命方面的数据主要是根据我国人口

普查公报。具体来说需要收集以下六方面的数

据：(1)1990年我国各地区人均预期寿命；(2)

1990年我国各地区男性人均预期寿命；(3)1990

年我国各地区女性人均预期寿命；(4)2000年我

国各地区人均预期寿命；(5)2000年我国各地区

男性人均预期寿命；(6)2000年我国各地区女性

人均预期寿命。

2．经济发展水平数据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年鉴收集1990

年和2000年我国各地GDP、1990年和2000年我

国各地人均GDP以及1990年和2000年我国各

地GDP中第三产业比重三项数据。

5．自然环境方面数据

在收集各地人民生活的自然环境方面的数

据中，主要选取最能代表我国各地地理环境的平

均海拔和各地平均距海距离。

平均海拔通过各地自然环境概况介绍收集，

而为了更加详实地研究海洋对我国各地人均寿

命的影响需要通过以下方法计算各地居民平均

距海距离。

皿=薹(卺×嘶) (公式1)

其中n为第i地区居民平均距海距离，月；为

第i地区总人口，白和喀分别为第i地区的第z

市县的人口数和平均距海距离，而眦则为第i

地区的市县数量。下面公式2为第i地区的人口

数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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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r毋
j=l (公式2)

经过计算得出，我国各地区居民平均距海距

离如表l所示。

为了研究海洋对各地区人均寿命的影响，可

以通过各地居民距离海洋的距离和各地的人均

寿命的相关分析来确定海洋对人均寿命的影响

程度。

二、相关分析

对两个要素之间的密切程度，通过要素之间

的相关系数来测定。具体公式如下：

∑(鼍一互)(靠一Z)

‰。—万三====-了i=一(公式3)
√蚤@i一力2√荟(％一巧)2

～为人口寿命(菇)与第歹因素(乃)的相关系

数，它表示人口寿命和因素yf的相关程度，其值

介于[_1，1】区间；％>0表示正相关，反之，牙则

表示负相关；表示人均寿命样本组的平均值，而

研表示第f因素样本组的平均值，即

．B 一 1二

；=上罗菇；，从斗小 乃2音艺靠 (公式5)菇2

i刍戤(公式4) 乃一n刍耶 L公A川

相关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得出如下结

论：我国各地居民平均距海和人均寿命之间存在

显著的相关性。1990年和2000年我国沿海11

个省市居民的平均预期寿命排在全国各省市前

10的就有8个，另外，排名第二的北京市虽然不

是沿海省市，但是其居民的平均距海距离的接近

程度在我国各省市中排在前10之列。由此可见

似乎海洋对我国各省居民的人均预期寿命存在

影响，但是仅凭这一点就断然肯定这一结论还为

时过早，因为我国的东南沿海各省市同时也是我

国目前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而内陆省市随着距海

距离的增加其海拔也同时升高。所以要进一步排

除各省市经济水平和平均海拔的干扰才能确定

表1我国各地居民平均距海距离

注释：+置信水平a=o．05条件下的因素和人均寿命相关系数，其他为置信水平a=o．ol条件下的因素和人均寿命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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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是否真正对我国各省居民的人均寿命存在

影响。

因此以下在以经济水平和平均海拔为控制

变量的前提下对我国各省市居民的人均预期寿

命和平均距海距离进行偏相关分析。

三、偏相关分析

偏相关分析就是在分析两个因素的相关程

度是基于相同的控制变量基础上，也就是排除了

控制变量的干扰。具体公式如下：‰2者赫 c公圳叫一以『=虿河_虿 忪武叫

‰，z为在：(省人均GDP或平均海拔)控制

下的人口寿命和第j因素的偏相关系数；％，r曩，‰

分别为人均寿命和第j因素、人口寿命和控制变

量、第j因素和控制变量的简单相关系数，具体计

算参见公式3。

1．人均GDP为控制变量的偏相关分析

通过人均GDP为控制变量的偏相关分析结

果，再对照表2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在人均

GDP为控制变量的偏相关分析中，平均海拔与

人均寿命的相关程度明显提高，其相关性都是高

程度相关；(2)在人均GDP为控制变量的偏相关

分析中各地居民平均距海距离与人均预期寿命

的相关程度较简单相关有所减弱，但是从总体上

来看，除了2000年男性人均预期寿命与各地居

民平均距海距离是一般相关外，其他各项人均预

期寿命都与各地居民平均距海距离呈现显著相

关性。

在人均GDP为控制变量的偏相关分析中各

地居民平均距海距离与人均预期寿命的相关程度

较简单相关有所减弱的原因在于当前我国经济发

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都是东南沿海的各省市，如

2000年人均收入排名前lO位的省份中除了北京

和黑龙江之外其他8个都是沿海省市，而北京和

黑龙江平均居民距海距离也是比较近的省份，其

排名是第10位和第16位。因此可以说在反映对

人均寿命的影响的过程中，各地人均GDP和平均

居民距海距离有相互重叠的部分，但是在排除了

人均GDP的影响之外，人均预期寿命都与各地居

民平均距海距离仍然显著相关，说明海洋对各地

居民的人均寿命存在不同的作用。

2．平均海拔为控制变量的偏相关分析

由表4可以得出以下信息：(1)在以平均海

拔为控制变量的偏相关分析中各地居民平均距

海距离与人均预期寿命之间的相关程度明显减

弱，甚至比以人均GDP为控制变量的偏相关分

析的结果还要低；(2)而人均GDP与人均预期寿

命之间的相关程度较简单相关分析中则有所增

强。

海洋是影响全球环境最活跃的因素，通过海

洋与大气、海洋与大地以及它自身的运动，直接

影响和控制着世界上许多自然过程，对人类生存

的环境和全球气候变化起着巨大的调节作用，因

而被认为是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一个基本组成

部分。

平均海拔为控制变量的相关分析中距海距

离对于人均预期寿命减弱原因如下：(1)海洋对

于大陆以及陆地居民的影响主要通过大气循环

对陆地环境进行调解从而影响人类，而我国的由

东向西三级阶梯式的地形变化趋势和各省市平

均距海距离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2)一个地区

的平均海拔更是该地区综合地理环境的典型代

表因素，因此其本身已经包含了该地区居民平均

距海距离对人均预期寿命的作用力。

综合分析：健康长寿不仅与先天禀赋有关，

而且还与自然地理环境有着十分密切关系。如

《素问·五常政大论》说“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

南一地势之高下一气温之寒热”。认识到南北方

的差别而地有高下之势，气有温凉之异，人之寿

天也因此不同。正如中医大师阎洪臣所说：“气

候寒冷的地方，人体的阳气不妄泄，正气充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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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人均GDP为控制变量的我国各地居民平均距海距离与人均预期寿命相关系数

注释：·置信水平a=o．05条件下的因素和人均寿命相关系数，其他为置信水平a却．01条件下的因素和人均寿命相关系数。

表4 平均海拔为控制变量的我国各地居民平均距海距离与人均预期寿命相关系数

注释：·置信水平a=0．05条件下的因素和人均寿命相关系数，其他为置信水平a=0．Ol条件下的因素和

因而寿命较长；气候炎热的地方，人体的阳气容

易耗泄，因而寿命较短。而海水的比热容是沙石

的4．5倍，因而在同样受热的情况下，水的温度

变化比沙石小得多。所以海边的气温变化不会很

大，而内陆地区的昼夜温差很大。由此可见，海

洋对我国各地居民的人均寿命必定存在影响作

用。

而通过前面的相关分析，我们发现不论是简

单相关分析还是偏相关分析，平均海拔和人均

GDP与人均预期寿命的相关程度从1990年到

2000年都是有所提高，而唯独平均距海距离与

人均预期寿命的相关性随着时间变化而有所下

降。其原因在于当前影响我国各地人均预期寿命

的主导因素仍然是当地的经济水平，而随着经济

水平的不断提高，地理环境对人均预期寿命的作

用力也不断凸现；而海洋对地区预期寿命的影响

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实现：第一，海洋是调节控

制气候的主要因素，海洋是一种世界规模的恒温

槽，海洋起着缓和世界气候的重大作用。海洋通

过对陆地气候的调节，使人类的生活环境保持在

一个适度的范围之内，而海洋对陆地气候的调节

作用随着距离海洋的远近而存在差异。第二，海

洋很多生物对人类健康和延年益寿有积极作用。

研究证实，海洋生物的保健作用非常突出。从鱼

类和贝类中提取的牛磺酸，具有抗氧化、稳定细

胞膜的作用，能消除疲劳、提高视力；从海鱼和

海藻中分离的高度不饱和脂肪酸DHA，有提高

儿童智商、延缓老人大脑功能衰退的功能；海

藻、海虾和海参等腔肠动物中含有的多糖与皂

甙，具有防止动脉硬化、抗癌和增强免疫力等方

面的生物活性；从鲍中提取的一种被称作鲍灵素

的物质，具有抗菌、抗病毒和抑制肿瘤生长的活

性；从扇贝中提取的多肽，具有抗辐射和促进因

放射损伤的细胞修复的作用。日本是世界上海洋

健康品消费大国，也是长寿大国，2003年底国民

的平均年龄达到81．9岁，连续4年居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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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物产品功不可没。

随着我国交通运输、海产品冷藏、加工技术

的不断革新导致享受海产品区域限制不断弱化。

另外，大量的污染物流人海洋导致海洋环境质量

日益恶化。2005年，我国排入大海的污水总量达

到了317亿t，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排放的污

水50％没经过任何处理。监测表明，目前渤海最

突出的环境问题是陆源污染。每年陆地要向渤海

排入污水56．8亿t，占全国17．9％；主要污染物

每年人海216万t，占全国的8。5％。这使得渤海

近岸污染严重，生态环境恶化，生物资源锐减，

个别排污口附近海域几乎已无生物。剧毒类污染

物直接危及海洋生态安全，并可通过食物链进人

人体，进而危害公众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海

洋环境的恶化必然导致对沿海居民人均寿命正

效应减弱而负效应增加。因此也就出现了，平均

距海距离与人均预期寿命的相关性随着时间变

化而有所下降的情况。

经济水平对人均寿命的影响随着物质基础

的不断提高逐渐减弱，如1990年人均GDP全国

排名倒数第18、第7、第10和第13的青海、四

川、西藏、内蒙古从1990年到2000年人均预期

寿命增幅分别达到5．46岁、4．87岁、4．73岁和

4．19岁，在全国各省市增幅排名中分别为第l、

第5、第6和第7，而1990年人均GDP全国排名

第3、第4和第7的天津、广东和江苏的增幅排

名分别为倒数第10、第8和第2。

1990年平均距海距离由远到近排名和人均

预期寿命由低到高排名中各省两项排名相一致

的只有青海和湖南两个省，而在人均寿命最高的

前10’个省份中距海距离排名前10的只有4个，

而到了2000年，距海距离和人均预期寿命排名

相一致的省份达到4个，人均寿命最高的前10

个省份中距海距离排名前10的也已有6个，这

说明海洋对居民人均预期寿命的影响作用逐渐

凸现。

纵观表2、表3和表4可以发现，女性人口

对经济环境和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高于男性，但

是作为自然环境因素之一的海洋对女性寿命的

影响力却高于男性。

由此可知海洋对我国各地居民的人均寿命

产生影响。而因为平均距海和人均寿命之间都是

负相关那么也就是随着距海距离的增加人均寿

命缩短，因而海洋环境可以对人类寿命的延长产

生积极的作用。

四、结论

洁净的海洋对沿海地区居民的人均寿命产

生积极的影响，其作用主要通过两方面对人类健

康和寿命产生积极作用。第一，海洋对陆地环境

的调节作用；第二，海洋生物的保健功能。

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经济增长对地区

人均寿命的挣动作用逐渐减弱，而包括海洋在内

的自然环境条件对地区居民寿命的作用逐渐凸

现。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对生活环境的调节

能力的加强，由于距离海洋远近不同而导致各地

居民寿命之间的差异不断缩小。

虽然男性人均寿命对地区经济水平和自然

地理环境的差异表现得更为敏感，但是海洋对女

性寿命的积极作用比男性更显著。

海洋污染物不断增加，海洋环境日益恶化，

所以海洋对沿海地区居民寿命的负面影响日趋

严重，如不能及时解决海洋对沿海地区居民寿命

的综合作用力将会完全逆转为负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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