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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因子与高血压及其急症发作关系的研究已成为公

共卫生领域的热点之一。本研究旨在利用济南市医院高血

压急症急诊人次作为健康终点，采用病例交叉设计初步探

讨不同季节气温日变化与高血压急症急诊人次之间的相关

关系。

1. 资料与方法：高血压急症急诊资料源自济南市某三级

甲等医院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0月31日急诊科病案记

录。高血压急症诊断标准参照文献［1］。所有研究对象均为

济南市常住居民。气象资料来源于国家气象中心公布的同

期济南市逐日地面气象观测资料（日平均气温、日平均气

压、日平均相对湿度和日平均风速）。本研究采用单向回顾

性 1 ∶ 1配对病例交叉设计，选择急症发作前1周的气象因素

作为对照，探讨各季节气温日变化对滞后0～3 d的高血压急

症急诊人次的影响。利用 SPSS 19.0 和 R 软件，采用条件

logistic回归，分析每日高血压急症急诊人次在病例期与对照

期日平均气温暴露的效应值（OR值）；采用Poisson分布的广

义相加模型控制时间的长期趋势、星期几效应、湿度、气压和

风速影响后对日平均气温与高血压急症发作人数关系进行

拟合，探讨温度区间的健康效应［2］。P＜0.05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1）日气象因素和高血压急症急诊人次的频率分布：高

血压急症总急诊人次为 942例，春、夏、秋、冬各季节日平均

急诊人次分别为 0.84、0.74、1.29和 0.80例；各季节的气象因

子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表1）。

（2）不同季节气象因素间的相关分析：见表2。

（3）气温日变化对高血压急症急诊人次影响的滞后效

应：日平均气温每升高1 ℃对秋冬季节高血压急症急诊人次

的降低效应在滞后 3 d达到最大；而在春夏季节的升高效应

主要表现为即时效应（表3）。

（4）多气象因素模型中气温日变化对高血压急症急诊人

次的影响：春、夏季日平均气温每升高1 ℃，高血压急症急诊

人次将增加13.9%和13.5%；秋季日最高气温每升高1 ℃，高

血压急症急诊人次反而下降 18.2%，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表4）。

（5）日均气温与高血压急诊人次之间的暴露-反应关系：

由图1可知在日均气温为15.7～28.2 ℃时高血压急症发作风

险较低，暴露-反应关系呈“U”形。

3. 讨论：国内外新近研究发现，气温与高血压等心脑血

管疾病急性事件的发病率或死亡率之间存在“U”、“V”或

“M”形关系［3］。本研究显示：济南市适宜日均气温区域为

15.7～28.2 ℃，气温高于或低于此温度区间时，发作人数均

呈上升趋势。进一步提示气温日变化对高血压等心脑血管

疾 病 的 影 响 可 能 存 在 一 个 适 气 温 区 域（Optimum

temperature，OT），当气温高于OT时，气温的升高会增加高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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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季节每日气象因素和某医院高血压急症急诊人次变化情况（x±s）
气象因素

日平均气压(kPa)

日平均气温(℃)

日平均风速(m/s)

日平均相对湿度(%)

高血压急症急诊人次

春季

99.43±0.66

16.44±7.36

3.17±1.29

45.17±18.04

0.84±1.01

夏季

98.58±0.37

26.60±2.89

2.48±0.94

66.58±15.46

0.74±0.99

秋季

99.87±0.47

16.34±6.37

2.42±0.93

57.47±18.23

1.29±1.22

冬季

100.60±0.51

0.64±3.91

2.40±0.93

54.83±20.19

0.80±0.89

F值

693.88

979.02

34.49

66.16

15.04

P值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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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急症及其并发症的发作，即是其危险因素；反之，当气温低

于OT时，气温的升高反而会成为一种保护性因素。

综上所述，在春季和夏季，日平均气温的增加会增加高

血压急症急诊人次；而秋季，日平均气温的增加反而能够减

少高血压急症的急诊人次；且日平均气温对高血压急症急

诊人次的危险效应在当日效应最强，而保护性效应则在滞

后3 d时最强。

表2 气象因素之间的Pearson相关分析

指 标

日平均气压

日平均气温

日平均风速

日平均相对湿度

注：a P＜0.01

日平均
气压

1.00

-0.88a

-0.15a

-0.21a

日平均
气温

1.00

0.08a

0.13a

日平均
风速

1.00

-0.35a

日平均
相对湿度

1.00

表3 单气象因素模型中不同滞后天数日平均气温每升高1 ℃与某医院日高血压急症急诊人次的关系（OR值及其95%CI)
滞后时间（d）

0

1

2

3

注：a P＜0.01；b P＜0.05

春季

1.12(1.06～1.19)a

1.05(1.01～1.12)b

1.10(1.05～1.17)a

1.11(1.06～1.18)a

夏季

1.14(1.06～1.22)a

1.13(1.06～1.21)a

1.09(1.02～1.16)b

1.12(1.04～1.20)a

秋季

0.88(0.83～0.94)a

0.87(0.82～0.93)a

0.85(0.80～0.91)a

0.82(0.76～0.88)a

冬季

0.97(0.90～1.05)

0.96(0.90～1.02)

0.95(0.89～1.01)

0.90(0.84～0.97)a

表4 多气象因素模型中不同滞后天数日平均气温每升高1 ℃与某医院日高血压急症急诊人次的关系（OR值及其95%CI)
控制因素

日平均气压(1)

相对湿度(2)

日平均风速(3)

(1)＋(2)

(1)＋(3)

(2)＋(3)

(1)＋(2)＋(3)

注：同表3

春季

1.13(1.06～1.20)a

1.13(1.06～1.19)a

1.12(1.05～1.19)a

1.14(1.05～1.23)a

1.13(1.05～1.20)a

1.12(1.06～1.20)a

1.14(1.05～1.23)a

夏季

1.14(1.04～1.25)a

1.14(1.06～1.22)a

1.14(1.06～1.23)a

1.14(1.03～1.25)a

1.14(1.04～1.25)a

1.14(1.06～1.23)b

1.14(1.03～1.25)a

秋季

0.83(0.77～0.90)a

0.86(0.81～0.92)a

0.87(0.81～0.92)a

0.82(0.75～0.89)a

0.83(0.76～0.90)a

0.86(0.81～0.92)a

0.82(0.75～0.88)a

冬季

0.94(0.87～1.01)

0.92(0.83～1.01)

0.91(0.85～0.98)b

0.99(0.86～1.10)

0.95(0.88～1.02)

0.93(0.84～1.04)

1.00(0.8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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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日平均气温与每日高血压急症急诊人次的

暴露-反应关系

··10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