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62·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14年4月第35卷第4期Chin J Epidemiol，April 2014，v01．35，No．4

热带气旋对健康影响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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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气旋在带来充足降水的同时，也带来大风、暴雨

和风暴潮，对生产、生活造成巨大损失。国内外研究表明，

在全球变暖的气候背景下，热带气旋发生频率和强度均将

增加⋯。

一、热带气旋的概念与分布

1．概念：热带气旋是发生在热带或副热带海洋上的气旋

性涡旋，常伴有狂风、暴雨和风暴潮，是一种破坏性很强的天

气系统。根据我国最新的热带气旋等级标准，按底层中心附

近最大平均风速分为6个等级：热带低压(10．8～17．1 m／s)、

热带风暴(17．2～24．4 m／s)、强热带风暴(24．5～32．6 m／s)、台

风(32．7～41．4 m／s)、强台风(41．5～50．9 m／s)和超强台风(≥

51．0 m／s)”]。台风是一种强度大、破坏力强的剧烈的热带气

旋，在北半球台风作逆时针方向转动，在南半球作顺时针方

向转动。根据发生地点分为3种：发生在北太平洋西部及中

国南海称为台风(typhoon)，发生在大西洋西部、加勒比海、

墨西哥湾和北太平洋东部等地称为飓风(hurricane)，发生在

印度洋、孟加拉湾及阿拉伯海称为旋风(cyclone)n]。

2．分布：西北太平洋是发生全球热带气旋最多的海域

(平均每年20多个)，约占全球总数的1／3，也是全球唯一全年

各月均可观测到热带气旋的区域，而且也是强台风和超强台

风最容易产生的地区。41。中国位于太平洋的两北岸，是世界

上受热带气旋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平均每年有7个台风

或热带气旋在沿海各省登陆，其中海南、广东、福建和浙江影

响最严重”1。各等级热带气旋均表现为夏季多、冬季少的特

点，6—10月是热带气旋登陆我国较为集中的月份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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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热带气旋对生理健康的影响

热带气旋是糖尿病、高血压、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

病、传染病等疾病的潜在危险因素"1。

1．伤害和死亡：台风引起房屋倒塌、玻璃碎片、漂浮物碰

撞、高空坠落等可导致各种伤害，具有高致残率、高死亡率等

特征。龚震宇等伯1对2004年“云娜”台风伤害现状的研究表

明，伤害的发生与风速和降雨量息息相关。在台风所致的直

接伤亡中，硬物击伤病死率最高，达31％，碰撞伤为19％。

Shen等。93对2006年“桑美”台风的研究也发现伤害在风速最

大时达到高峰。

Doocy等10。对1980—2009年热带气旋对人类健康影

响的研究显示，期问共有412 644人死亡，290 654人受伤，

466 100万人受到热带气旋的影响。McKinney等⋯1的研究

发现，台风造成的死亡中，创伤相关的直接死亡不足4％，台

风后一段时间内全死因死亡率的增加与心脏病、癌症和事故

等的死亡具有统计学相关。其中，台风后事故死亡率增加平

均持续22 d，心脏病和癌症死亡率升高均长达2个月。

2．传染病：台风后公共卫生服务和保健基础设施的破

坏、清洁水被污染、人群密度改变(特别是拥挤的帐篷)、人口

迁移、因住所损坏而增加的环境暴露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变使

得传染性疾病流行的可能性增加。

(1)细螺旋体病：台风导致的洪涝阻止了动物尿液渗入

土壤或挥发，使得细螺旋体在水中或淤泥中生存繁殖。而

人群可通过破损的皮肤或黏膜接触受到细螺旋体感染动物

尿液污染的水、食物和土壤等感染”“。2001年台风“Nali”引

发的洪水导致台湾细螺旋体病的发病风险增加““。Sehgal

等“41调查显示，台风发生后2周出现大量发热伴出血的患

者，实验室检查证实有19．2％的患者为细螺旋体病。2009年

台湾“莫拉克”台风发生后，细螺旋体病患者数增多，且高于

2006--2008年相同时期”“。

(2)霍乱：台风可导致大量降水甚至引发洪水，使受灾地

区配水网系统和卫生设施受到损坏，污染饮用水。2009年5

月旋风“AILA”袭击印度，Panda等”61研究发现，与2007年相

比，2009年6月印度的腹泻发病率明显升高，54％的粪便样本

中分离到霍乱弧菌。Palit等”71研究显示，旋风“AILA”使得

饮用霍乱弧菌污染水的可能性增大，Bhunia和Ghosh””的研

究与之一致。美国CDC报告显示”“，在2005年“Katrina”台

风8月29 Et登陆至9月11日期间共有22例新发弧菌病，致病

菌为创伤弧菌、肠炎弧菌和无毒性霍乱弧菌。

(3)疟疾和登革热：台风带来的大量降水给蚊虫提供了

良好的繁殖条件，同时，台风过后人群拥挤以及危险因素暴

露的增加也增加了疟疾和登革热感染的机会。Hsieh等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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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也显示[20,21，台风或飓风等极端天气事件所带来的大量降

水与登革热的发病相关且有几周的滞后效应。Hsieh等”2]对

2001年古巴哈瓦娜12 889例登革热的时间趋势和地区分布

的研究显示，登革热的流行呈先下降后升高的趋势，而台风

“Michelle”恰好在转折点相应的日期登陆，之后便出现了更

为严重和更长时间的登革热流行。这提示尽管台风

“Michelle”不是造成登革热流行的直接原因，对登革热的流

行也起到了促进作用。1963年飓风“Flora”袭击海地，导致

75 000多例恶性疟暴发；1998年飓风“Mitch”导致危地马拉

和洪都拉斯登革热患病率显著上升，而且还出现了大量疟疾

患者”⋯。Beatty等[243对海地2004年台风“Jeanne”袭击后的

116例发热患者检查发现，其中有3例为疟疾和2例急性登革

热感染。

(4)其他传染性疾病：热带气旋不仅导致水传播疾病和

媒介传播疾病的增加，还可因人群拥挤、卫生条件较差、营养

不良等进一步引起急性呼吸道感染、腹泻、肺结核等疾病的

发生““。WHO报告显示，腹泻疾病是自然灾害中主要的死

因(40％)”5。，台风带来的洪涝灾害可导致腹泻疾病发病率明

显增加，也应引起重视。

3．慢性病：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研究报告指出

飓风登陆后的第10天为就诊高峰期”“，其中慢性病占33％。

(1)急性心肌梗死：急性心肌梗死通常在自然灾害发生

的几小时至几周内发病增加，然而近年来研究发现，飓风对

急性心肌梗死发作也具有长期影响，且主要影响男性。2005

年“Katrina”飓风是美国遭受的历史上最严重的飓风之一，造

成直接经济损失800亿美元”⋯。Gautam等”叫在杜兰科学中

心医院进行的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发现，在飓风发生2年

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所占的比例由飓风发生2年前的0．71％

升高至2．18％。为继续观察该飓风对心血管疾病的长期效

应，Jiao等乜9。在飓风发生后3年对美国杜兰大学医院的急性

心肌梗死患者继续进行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结果仍显示

该比例由0．7％升至2．0％；平均发病年龄也由飓风发生前的

62岁下降至59岁，而且多数患者为男性。

(2)糖尿病：糖尿病患者长期处于不适宜的环境下(如台

风袭击后)会出现血糖控制不佳的情况，导致患者并发症发

作，加重糖尿病患者病情和死亡的风险b⋯。因此，在台风或

飓风发生后抗糖尿病药物的及时供应将会是一个重要的问

题。关于“Katrina”台风对糖尿病影响的评估显示，台风后

医疗保健、食物和药物的短缺将会严重影响糖尿病患者的

健康”“。它不仅增加糖尿病患者的健康保健费用，而且还会

减少他们的期望寿命，同时大量的患者群也会对经济造成很

大的影响¨“。

(3)其他疾病：在台风后的清理或重建工作中，暴露于

霉菌等危险因素的增加可能会使哮喘、肺气肿等慢性疾病

加重””。在受台风影响的地区，癌症新发患者的增加还会加

重当地癌症的疾病负担b“。同时，台风发生后，动物或昆虫

咬伤的发病率也有所升高”“，这可能与暴露于危险因素增加

有关。

·463·

三、热带气旋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台风是严重的自然灾害，不仅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经

济损失，而且给灾民带来了焦虑、沮丧、抑郁、创伤后应激障

碍等严重的心理影响和精神伤害。

1．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PTSD是热带气旋对人类心

理和精神健康最主要的影响，“。。Neria等。”。对自然灾害后

PTSD的相关研究分析发现，日前对于自然灾害后PTSD的

研究对象多为成年人，只有6．3％的研究是关于儿童和青少年

人群的。

女性在自然灾害中更易出现沮丧、焦虑、PTSD等精神

疾病，然而Harville等研究发现”，”1，台风或飓风的暴露并

未导致孕产妇心理问题发病率高于一般人群。尽管老年人

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形成了有效的应对策略，但是他们在经

济、心理和体力上仍处于劣势，冈此老年人是台风后沮丧、

焦虑、PTSD等精神疾病的易感人群[4⋯。台湾一项对经历

2009年“莫拉克”台风的老年人调查显示，少数民族和政府

计划灾后安置的老年人对PTSD更加易感¨“。此外，热带气

旋(台风)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不仪影响当地受灾居民的身

心健康，对救援人员的精神健康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42。

2．对心理健康的长期影响：North等H”研究表明，PTSD

可能是慢性的，即在创伤事件发生多年以后，仍有1／3～2／3

的患者未完全恢复。Mills等。42。研究发现在2005年“Katrina”

飓风发生1年后，受灾地区居民PTSD患病率仍高达38．2％：

美国CDC对警察和消防员的调查也发现，在该飓风发生后

的2～3个月他们的PTSD患病率分别为19％和22％m。

Paxson等【45 3关于台风对灾区低收入母亲心理影响的研究也

发现，尽管她们的PTSD有所改善，但在43～54个月后症状

仍然比较明显。由此可见，热带气旋这一极端天气事件对不

同人群精神健康的长期影响有所差异。McLaughlin等[461对

受飓风影响的居民调查结果显示，在随访中有39％已经恢

复，平均恢复时间为16．5个月，但是大部分的成年人在18～

27个月的随访中均未恢复。

3．物质滥用：压力、PTSD、消极等心理危险因素与烟酒

的使用甚至滥用有关。Flory等H71研究发现，与飓风发生前

相比，幸存者具有极高的烟酒使用率：香烟的使用率为53％，

而且36％的幸存者具有高度尼古丁(烟碱)依赖；72％的幸存

者饮酒或含酒精的饮料。然而Beaudoin[4引的研究却发现飓

风使得酒精的使用率较飓风发生前有明显的提高，但是香烟

的使用未有明显变化。如经历2008年飓风“Ike”的青年则选

择饮酒及使用大麻、水晶甲基苯丙胺和“伟哥”等药物[4⋯。

4．行为影响：研究表明热带气旋(台风)会导致青春期

女性出现严重的不良行为b“。Seng等b“研究也发现飓风也

会引起青少年产生创伤后应激症状，且症状重者与轻者相

比有更频繁的性行为发生，通过性传播感染疾病的可能性

也是对照组的2倍。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发现台风还会导致

青少年自杀危险增加，这与台风暴露和由此引起的PTSD、

抑郁等有关[5“。

综上所述，热带气旋对人类健康可造成多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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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如不同级别的热带气旋对丁人

类健康的影响是否有差异、探讨热带气旋对心理健康的长期

和短期影响以及相应的心理干预措施、提出应对热带气旋这

一极端天气事件的策略和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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