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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阿勒泰地区急诊死亡人数与气象要素进行了逐步回归分析 结果表明逐月 !逐季死亡人数与同期平均气温 !最高

气温 !最低气温 !平均气压 !日照时数的相关关系较好 ∀影响脑血管疾病逐月死亡人数的主要气象因子为气压 呈正相关

影响呼吸系统疾病逐月死亡人数的主要的气象因子为气温 呈负相关 所有回归方程都反映出冬季与气温呈负相关 气压

呈正相关 夏季与气温呈正相关 气压呈负相关 即温度低 !气压高的冬季和温度高 !气压低的夏季死亡人数相对较多 ∀

关键词  急诊死亡  气象要素  相关分析

引言

阿勒泰位于新疆最北部 属于高寒地区 四季气

候差异明显 是肿瘤 !呼吸及脑血管等疾病的高发

区 ∀本文利用阿勒泰地区人民医院 年 月至

年 月共 例急诊死亡资料 与阿勒泰市

气象站的同期多种气象要素进行逐步回归分析 探

讨阿勒泰地区急诊死亡与气象要素的关系 对提高

急诊的抢救水平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

 急诊死亡的基本概况

急诊就诊人数和死亡人数是根据阿勒泰地区人

民医院病案室资料整理而得 一般只按致死的基本

原因填写 死亡人数按死亡日期逐日进行统计 ∀

1  死亡病例的基本构成

在分析的 例死亡中 以恶性肿瘤最多为

例 占 1 其次是为呼吸系统为 例 占 1

第 位是脑血管病为 例 占 1 表 ∀性别构

成男性为 人 占 女性为 占 男性死

亡率高于女性 ∀儿童死亡率高峰期在 ∗ 岁之间 成

人死亡高峰期在 ∗ 岁之间 表 ∀

表 1  1981 年 1 月至 1999 年 12 月急诊死亡病种分类表

死亡人数 所占比列
肿瘤 1
呼吸系统疾病 1
脑血管病 1
新生儿肺炎 1
循环系统疾病 1
泌尿系统疾病 1
肝硬化 1
肺结核 1
消化系统疾病 1
小儿感染性休克 1
小儿毒痢 1
小儿病毒性脑病 1
血液系统疾病 1
新生儿败血症 1
小儿先天性心脏病 1
损伤中毒 1
其它 1
合计

表 2  各年龄段每 10 年的死亡人数

∗ 岁 ∗ 岁 ∗ 岁 ∗ 岁 ∗ 岁 ∗ 岁 ∗ 岁 ∗ 岁 ∗ 岁 ∗ 岁

男性人数

女性人数

1  死亡人数的月 !季节变化

在 年当中 月 在阿勒泰高寒地区仍属冬

季 死亡人数最多为 人 其次是 月为 人

月 ! 月为 人 居 ! 位 各季的情况 冬季死亡

人数最多为 人 其次是夏季为 人 春秋季相

对少一些 ∀从以上结果可见 各月和四季死亡人数

图 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由图 可见死亡人数的

季节变化规律 冬季死亡人数最多 为一年中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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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期 其次是夏季 ∀阿勒泰位于中高纬度 大陆性

气候 四季气候分明 !变化剧烈 冬季长 !夏季短 而

急诊死亡人数也存在着明显的季节变化 图 反映

出急诊死亡人数与气象条件存在一定的关系 死亡

人数的季节变化也反映出气象因素对人体健康影响

程度的季节差异 ∀

图  阿勒泰地区人民医院 年 月至 年 月逐季死亡人数

 死亡人数与气象条件的关系

为分析死亡人数与气象条件的关系 !选用平均

气压 !平均气温 !平均最高气温 !平均最低气温 !总降

水量 !平均相对湿度 !平均风速 !日照时数和蒸发量

个气象要素作为因子 与同期死亡人数进行逐步

回归分析 时间段为月

ψ = α + Ε
µ

ι =

βιξι ( )

其中 , ψ表示死亡人数 , βι(ι = , , , , , µ)是回归系

数 , ξι(ι = , , , , , µ)为入选因子 , µ 是因子个数 ,

显著水平取 1 ∀因各资料的单位和平均值变化幅度

的不一致 ,将所有资料进行规一化处理 ,采用变换公

式 : ξχι = (ξι − ξ ¬)/ (ξ ¬ − ξ ) ,(ι = , , , , , ν) ∀

其中 , ξ 与 ξ ¬分别为某要素原始数据中的极小

值和极大值 ∀

1  月死亡人数与气象条件的关系

将逐月死亡人数与各气象要素进行逐步回归分

析 在 1 的显著水平下与月平均气温 !平均风速 !

日照时数呈正相关关系 与相对湿度 平均气压呈负

相关关系 检验统计量达 1 ∗ 1 ∀说明死亡

人数与气温 !湿度 !气压 !日照的关系较好 受气温 !

气压的影响较大 ∀从时间尺度来看 ! ! ! ! ! !

月和冬季 !夏季死亡人数与气象要素的关系较

好 有明显的月 !季节变化 在 1 的显著水平下有

选入的气象因子 其它月和季节相对较差一些 ∀各

月死亡人数与气象要素的逐步回归分析见表 ∀夏

季和冬季逐月的死亡人数与月平均气温 !最低气温

相对湿度 !日照时数 平均气压的关系较好 其中冬

季与平均最高气温的相关系数为 1 呈负相关

与气压的相关系数为 1 呈正相关 夏季与平均

最低温度的相关系数为 1 呈正相关 与日照时

数相关系数为 1 呈负相关 ∀可见不同的气象

要素对人体健康影响有时段差异 死亡人数受气象

要素的影响较大 其中气温 !气压 !日照时数的影响

最大 ∀

表 3  各月死亡人总数与气象要素的回归分析结果

入选因子 α(常数项) β(系数) Ρ(相关系数) Φ 复相关系数
月 平均气压 1 1 1 1 1
月 日照时数 1 1 1 1 1
月 日照时数 1 1 1 1 1
月 最低气温 1 1 1 1 1

平均气压 1 1 1 1 1
月 平均气温 1 1 1 1 1

最低气温 1 1 1 1 1
月 最高气温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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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同病种死亡人数与气象条件的关系

由于不同病种对气象条件的敏感性大小不同

影响显著的气象要素也有差别 因此针对脑血管病

和呼吸系统疾病与气象条件关系作了分析 ∀

脑血管疾病受气压的影响较大 呈正相关 ∀各

级脑血管疾病死亡人数增多与气压高 !气温低有关

一般认为这是冬季冷空气刺激人体交互神经兴奋

血液循环外周阻力增加 血压增高所致 ∀

呼吸系统疾病死亡各月都有发生 夏季最高气

温的影响较大 呈正相关 因为夏季气温高 !气压低

炎热对呼吸系统影响最大 ∀

此外 阿勒泰是恶性肿瘤死亡高发区之一 这虽

然与气象要素有一定的关系 但与环境污染 !生活习

惯 !饮食等有密切的关系 这不是本文研究的内容 ∀

 结论

对 例急诊死亡的分析显示 死亡人数

男性多于女性 ∗ 岁儿童和 ∗ 岁成人的死

亡人数占多数 ∀

急诊死亡人数存在着明显的季节变化 冬 !

夏季死亡人数最多 春秋季少一些 年变化中明显地

表现出峰点和谷点 ∀

急诊死亡的发生受多种气象要素的影响 气

温 !气压 !日照等要素的影响最大 分析表明冬季与

气温呈负相关 与气压呈正相关 夏季与气温呈正相

关 与气压呈负相关 即温度低 !气压高的冬季和温

度高 !气压低的夏季死亡人数相对较多 ∀

儿童死亡率较高是因为儿童对冷热变化较

敏感 冷热变化会引起呼吸 !血管系统疾病 ∀

本文只分析了月气象要素与急诊死亡的关系

尚需进一步研究旬和逐日气象要素与急诊死亡的关

系 特别是天气过程 !天气条件与疾病的关系 利用

大量的天气气候因子及医学气象的研究方法和天气

预报手段 就可以开展医疗气象预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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