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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 ∗ 年北京动物园动物发病率的统计分析 揭示了不同动物发病率的年变化特征和长期变

化趋势 并分季节进行了发病率与气象因子的相关分析 发现冬季兽类发病率 !秋季禽类发病率与同期气象因子相

关较好 总体看春 !夏季动物发病率与气象因子的关系不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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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天气气候变化对人类疾病的影响人们已有比较

清楚的了解 一次寒潮的爆发往往引起感冒 !哮喘 !

心脑血管等疾病的发生 高温高湿是引起烦躁 !中暑

的主要原因之一≈ ∗ ∀环境温度 !湿度 !气压 !光照

等气候因子对动物机体产生直接的作用≈ 气候对

动物传染病发生 !流行也产生重要影响≈ ∀北京动

物园是我国最大的动物园 每年园里都有很多动物

患各类疾病 ∀为了减少进而避免这种威胁 进行动

物疾病发病规律的分析研究 以及开展天气气候对

动物疾病的影响研究 摸清特定天气气候条件对动

物疾病发生影响规律 对于利用天气 !气候情报预

报 提醒护理 !饲养人员注意动物发病趋势 尽早采

取相应措施和对策 减少动物的发病和死亡 将是十

分有意义的 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

 资料与方法

动物发病资料由北京动物园提供 该资料详细完

整地记录了 ∗ 年所有动物发病情况 共有

发病个例 个 ∀将动物发病资料按照动物疾病

的特点分四类 即消化类 !呼吸类 !运动类和其他类

动物种类分为两类 即禽类和兽类 ∀表 给出动物四

类疾病 ∗ 年发病数及占总发病数比例 ∀

表 1  四类疾病 1975 ∗ 1998 年发病数及占总发病数比例

消化类病 呼吸类病 运动类病 其他类病 合计

所有动物 发病数

占总发病数比例

禽类 发病数

占总发病数比例

兽类 发病数

占总发病数比例

  由于北京动物园历年圈养动物数量不一样 各年

之间的发病数无法进行比较 故进行动物发病月 !季 !

年变化的统计分析均采用发病率 即 某时间的发病

率 某时间的发病数 某时间园内圈养动物总数 ∀

 结果分析

1  动物发病率的年变化特征

表 给出各季节动物发病率 由表 可见 动物

第 卷第 期

年 月
      

气  象  科  技
∞×∞ ≤ ≥≤ ∞ ≤∞ ⁄ ×∞≤ ≠

      ∂

⁄



发病率在一年内存在季节性差异 动物总发病率一

般以夏季最高 冬季最低 禽类发病率季节性差异更

大 夏季发病率比冬季发病率高 倍以上 ∀而四类

疾病发病率的季节性差异更明显 并且同一类动物

不同类型的疾病多发季节也不完全相同 如 禽类动

物消化类疾病多发季节为夏季和春季 少发季节为

冬季和秋季 发病最多季节与发病最少季节的发病

率相差 倍 ∀兽类动物消化类疾病发病率虽然差

异较小 但仍然是夏 !春季多于冬 !秋季 ∀由此可见

动物消化类疾病的发生可能与夏 !春季的气候有关

北京夏 !春季气温较高 食物易变质发霉 故容易发

生消化类疾病 ∀呼吸类疾病的发病率季节差异与消

化类疾病不同 兽类是春 !秋季高于冬 !夏季 这可能

与春 !秋季冷空气活动多 温度 !气压变化剧烈有关 ∀

例如 年 月初出现的强冷空气 天降温幅

度达 ε 以上 北京动物园有 多只 头 动物发

生呼吸类疾病 ∀据研究猫类动物感冒常发生于早春

和晚秋气温剧烈变化的时候≈ ∀但禽类秋 !冬季高

于春 !夏季 表明发病率还与动物自身对气象因子的

敏感性有关 ∀运动类疾病的发病率虽然有季节性差

异 春 !夏发病率较高 但其季节差异较小 ∀其他类

疾病的发病率几乎没有季节性差异 ∀以上分析表

明 同一类动物不同类型的疾病其季节分布区别很

大 说明导致动物疾病的气象因子非常复杂 不同季

节可能有不同因子起作用 ∀

表 2  各季节动物发病率 %

所有病

所有

动物

禽类

动物

兽类

动物

消化类病

所有

动物

禽类

动物

兽类

动物

呼吸类病

所有

动物

禽类

动物

兽类

动物

运动类病

所有

动物

禽类

动物

兽类

动物

其他类病

所有

动物

禽类

动物

兽类

动物

冬季

春季

夏季

秋季

  动物发病在一年内的月际变化也十分明显

图 ∀如图 所示 所有动物的发病率年变化基

本呈单峰型分布 月最高为 1 月最低为

1 最多月为最少月的 1 倍 ∀从禽类和兽类

两不同种类动物发病率的年变化看 禽类发病率年

变化呈双峰型分布 发病最高峰在 月 次高在

月 月发病最少 发病率年较差为 1 发病率

最多月是最少月的 1 倍 ∀而兽类动物发病率各月

差异不大 发病率最多月仅是最少月的 1 倍 但

各月总发病率均高于禽类 ∀各月平均发病率兽类高

于禽类 1 倍 由此可见 兽类比禽类更易生病 ∀

图 给出所有动物各类疾病发病率的年变化状

况 可以看到消化类疾病发病率最高 呼吸 !运动和其

他类疾病各月发病率基本相同 差异不大 并且发病

率的年变化也较小 ∀消化类疾病的发病率月际变化

较明显 ∗ 月发病率较高 其他月份发病率较低 ∀

1  动物发病率的年际分布特征

北京动物园动物历年发病率如图 所示 ∀

∗ 年 总的来看是呈下降趋势 尤其 年以

后下降幅度更明显 ∀禽类动物发病率的年际变化起

伏比较大 发病率最高年份 年 高达
最低年份 年 只有 年以后禽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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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发病率呈波动变化 ∀兽类动物发病率自 世纪

年代末呈下降趋势 至 年代中下降趋势趋于

缓和 发病率最高的年份是 年 高达

最低年份是 年 只有 ∀

动物不同疾病历年发病率的变化情况如图 所

示 动物消化类疾病的发病率历年均高于呼吸 !运动

和其他类疾病 消化类疾病的发病率从 世纪

年代至 年代总的趋势呈下降态势 并且发病率的

波动幅度也最大 呼吸 !运动和其他类疾病历年变化

也呈周期变化 但幅度较小 ∀

 动物疾病发病数与气象条件的关系

从以上动物疾病发病规律分析可知 动物发病

规律不同季节有一定的差异 为此 我们分季节统计

动物发病率与气象条件的关系 参与统计的气象因

子有 平均气温 !平均最高气温 !平均最低气温 !蒸发

量 !降水量 !平均气压 !平均风速 !平均相对湿度 !日

照时数 !降水日数 !极端最低气温 !极端最高气温 !气

温季较差等 个 ∀表 列出了各季气象因子与动

表 3  动物各季发病率与同季气象要素的相关系数( ≅ 10 − 2)

季节 气象要素

所有病

所有

动物

禽类

动物

兽类

动物

消化类

所有

动物

禽类

动物

兽类

动物

呼吸类

所有

动物

禽类

动物

兽类

动物

运动类

所有

动物

禽类

动物

兽类

动物

其他类

所有

动物

禽类

动物

兽类

动物

冬季 降水量

平均气压

平均风速

平均相对湿度

极端最低气温

春季 极端最低气温

极端最高气温

气温季较差

夏季 平均最低气温

平均气压

平均风速

平均相对湿度

极端最低气温

秋季 平均气温

平均最高气温

平均最低气温

蒸发量

降水量

平均气压

平均风速

平均相对湿度

降水日数

极端最低气温

气温季较差

 注 相关系统均通过 1 信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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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疾病发病率的相关系数 ∀由表 可见 各种动物

的发病率在不同的季节与气象因子的关系有很大差

异 总的来看 秋季与动物疾病有关系的气象因子较

其他季节多 其次是夏季和冬季 春季最少 ∀冬季兽

类动物的发病率与降水量 !气压 !风速 !相对湿度等

气象因子呈正相关 相关系数均大于 通过了

信度检验≈ 这说明冬季下雨 雪 和大风天气

将更易引起兽类动物疾病发生 ∀春季气温变化大将

更易引起兽类消化类疾病的发生 春季禽类动物的

呼吸类疾病与春季极端最高气温呈负相关 这说明

春季最高气温偏低禽类动物更易发生呼吸类疾病 ∀

夏季平均风速大小与兽类运动类疾病呈负相关 这

可能是风速大动物运动相对减少 运动受伤的可能

减少 夏季兽类消化类疾病与相对湿度呈正相关 这

可能与湿度大食物易发霉变质 而引起动物消化类

疾病 ∀秋季禽类消化类疾病与降水量 !气压 !相对湿

度等气象因子有关 这说明多雨 !湿润的天气更易引

起动物消化类疾病 秋季禽类呼吸类疾病与气压 !相

对湿度呈正相关 与蒸发量呈负相关 这说明晴好 !

干燥的天气不易引起动物呼吸类疾病 ∀

 结论

动物发病率年内存在明显季节性差异 动物

总发病率一般以夏季最高 冬季最低 这主要与圈养

动物冬季得到更周到的保护和动物新陈代谢减慢等

因素有关 ∀

动物发病率年际变化较大 但总的来看呈下

降趋势 这主要是人们保护动物的意识增强 动物园

的环境和动物的医疗 !预防措施得到加强 ∀

动物发病率与气象因子的关系 在不同的季

节有很大差异 总的来看动物发病与气象因子的关

系是秋 !冬季比春 !夏季密切 气象要素的月 !旬变

化 甚至是短时变化对动物发病的影响 还需要进一

步分析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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