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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自然条件与人类活动加速全球变化的驱动下,传染病发生和传播的模式也在发生改变.自然因素尤其是气候变化

将直接或间接影响许多传染病的暴发和传播.气温、降水、湿度和光照等气象要素通过影响病原体、宿主和疾病的传播媒介,

从而改变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极端气候事件引起的干旱、洪涝等气象灾害会直接对人类造成伤害并影响传染病的发生与传

播；地表生态系统包括下垫面类型和植被分布也会间接对传染病的暴发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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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包括遗传和后天两种。遗传

表现在各种气候条件下表现形态和生理特征,为先天适应。

例如在热带地区,由于气候原因,那里的人们具有皮肤色素

深、身材矮小的特征,他们的后代基本继承了这种特征来适

应当地的气候；后天适应是指人类生命期限内,在特有的气

候条件下继承适应能力形成的。例如,出生在高海拔地区的

儿童体重较轻,神经系统发育不健全,但因氧气不足导致呼

吸系统更加健全。因此,人类一般适应出生地气候,例如：南

方人适应潮湿多雨,北方人适应干旱多风,迁居地改变就会

出现水土不服而产生疾病。气候变化对人体部位的反映是非

常敏感的,气象因素是通过人体的感觉器官影响到人体部位,

各种天气、气候,以及气象的变化,都会引起人体生理反应。 

随着季节转换,气象要素如气温、气压、湿度、风等都

在发生改变。有时这些改变来得很快,人体应对不及,很容易

导致某些疾病的发生或加重,严重时甚至会危及生命。这些

与天气或气候变化有关的疾病被称为“气象病”。 

1 气候变化对虫媒传染病的影响 

全球气候变化将影响虫媒传染病的传播,这些影响主要

表现在改变虫媒的地区分布,增加虫媒繁殖速度与侵袭力和

缩短病原体的外潜伏期。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的虫媒传染病

包括疟疾、血吸虫并登革热和其它虫媒病毒性疾病。 

2 气候变化与呼吸道传染病的影响 

影响传染病的因素有很多,空气湿度极其可能为呼吸道

传染病起伏的相关因素之一。高湿度时期或地区,湿度近似

于饱和,而空气携带负离子浓度很高,这些都加速了飞沫的

沉降,降落于地面的病原在湿度和负离子浓度很高的沿海地

区更难于通过尘埃进入空中。相比中原地区日益干燥的空气

不仅有利于飞沫漂浮,更易通过尘埃携带传播人群。 

3 气候变化与心脑血管疾病 

研究发现,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死亡率与气温的关系密切,

气象条件是心脑血管病和死亡的诱因之一。气温过高或过低

都可使发病率和死亡率增加。现在普遍认为微循环的改变与

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有一定的关系,研究表明：气象因素是

通过对微循环的影响而导致心脑血管病发生的。气候变暖,

热浪的频率增加,人体大量的水分被高温蒸发,血液的黏稠

度上升,高温下睡眠不足,休息不良,饮食紊乱,情绪烦躁,人

体处于疲劳状态,体内激素释放水平改变,刺激血管收缩,也

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中国、美国、法国、巴西等国家的科学家研究表明,气

温的变化与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之间存在着一定

的联系,即当温度低于或高于某一临界温度时,随着温度的

降低或升高,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和死亡率逐渐升高。美

国的研究证明,夏季温度升高,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升高。相

反,在秋、冬季和春季伴随着温度的升高,心血管病死亡的危

险逐渐减低。全球气候的变化使得极端天气的事件发生频率

明显增加,气温的骤降或波动过大,也是诱发心脑血管疾病

发生的主要原因。 

4 不同气候引发的疾病 

4.1 温差大导致“气象过敏症” 

秋季天气早晚温差大,当气象变化超过了人的适应能力

时,就会导致人体的不舒服,现代医疗气象学把这种现象称

为“气象过敏症”。表现为：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

困倦乏力、抑郁焦虑、头痛晕眩、恶心、失眠、多汗、心跳

加快、血压增高等。 

4.2 气压变化诱发溃疡病 

天气发生明显变化之时,溃疡病患者的症状会加重。而

上海地区溃疡病多发于天气骤冷时节。中医认为,本病主要

有情志失调、劳倦过度、饮食不节、寒邪犯胃等。如气滞日

久,每致血脉凝涩,淤血内结,病变更加顽固难愈。 

4.3 天气剧变引发牙病 

中医提出,牙周病是“经脉虚,风邪乘之,血气不能荣润,

故会动摇。”说明牙齿问题与血液循环、局部营养的关系。

天气剧变,刮风天气时,牙周炎容易发作,牙髓炎发作也多在

寒冷的天气。气象因素可通过对周围神经发生的效应,尔后

影响牙髓的代谢过程及牙周组织。冷锋天气也易使人发生牙

出血。 

4.4 气候干燥引发口角炎 

冷干的气候常使口唇、口角周围皮肤黏膜干裂,周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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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菌乘虚而入造成感染,引起口角炎。气候干燥经常用舌头

去舔,更容易使口角干裂。多吃富含 B族维生素的食物,如动

物肝脏、瘦肉、禽蛋、牛奶、豆制品、胡萝卜、新鲜绿叶蔬

菜等可有效预防口角炎的发生。 

5 气候变化与其他疾病 

气温的变化对于人体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也是复杂的。

极端高温产生的热效应使儿童、老年人、体弱者以及呼吸系

统等慢性疾病患者受到影响。炎热的应激反应使体温调节系

统处于“超负荷”状态,对病人来说,会使原已受损的系统、

组织、器官负荷增加,往往病情加重甚至死亡。 

气候变化也会使大气污染更加恶化,从而影响人体健

康。例如,气候变暖加速了大气中化学污染物的光化学反应,

增加了大气中的光化学氧化剂,会造成人群呼吸疾病和眼睛

炎症的发病率升高。另外温室气体中以氟氯烃为主的气体对

臭氧层有较大的破坏性,导致阳光中紫外线辐射增加,有可

能提高皮肤癌、白内障和雪盲的发病率。气候变暖还可使空

气中某些有害物质,例如真菌孢子、花粉和大气颗粒物随温

度和湿度增高而浓度增加,使人群中患过敏性疾病如枯草

病、过敏性哮喘和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增加,而长期、

反复的敏感状态导致呼吸道慢性感染以及继发的慢性阻塞

性呼吸道疾患和肺心疾患的死亡发生率就相应增加。 

由于全球变暖,导致热浪、厄尔尼诺现象、洪水、干旱、

飓风频率增加,从而引发与其相关的各种疾病的发生,如营

养不良、结核病、肝炎、胃肠疾病等。 

6 各种自然气候对身体发热影响 

6.1 风对身体的影响 

风基本是每天都存在的,春风很温柔,但是如果某天风

很大我们可能并不会觉得很舒服。风对人体皮肤表面温度有

调节作用,影响人体散热与出汗等情况。气温高的时候能散

热,气温低的时候散热过度会导致感冒。和风很舒服,大风可

能会阻碍正常生理活动。 

6.2 阳光对身体的影响 

适当的晒太阳能补钙,促进钙的吸收,都是很多人都知

道的常识。如果光照不足还可能缺钙,导致软骨病。如果长

时间阳光照射可能头晕眼花、头疼耳鸣、还会诱发眼部疾病。 

6.3 气温对身体的影响 

人体 舒适的温度为25°左右,人体能适应周围的环境

温度,但是温度过高过低都不利于身体健康。温度过低容易

引发心脏累疾病,春季天气暖和有助于病毒细菌感染,气温

过高则容易出汗,身体缺水,血液浓度上升,心脏负担增大。 

6.4 气压对身体的影响 

气压一般会稳定在一个值之内,但是有的时候会产生一

些波动。气压下降人体感觉不适,压抑、呼吸困难、抑郁、

精神恍惚、躁动不安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下还容易诱发心

血管疾病,所以不得不注意。 

6.5 湿度对身体的影响 

春季雨天也比较多,湿度对人体影响也还蛮大的,天气

干燥,湿度小的时候身体容易出现裂口、干燥、呼吸道疾病

高发季。湿度很大人体会感觉烦闷眩晕、湿疹、风湿疾病高

发。阴雨绵绵还会让人情绪抑郁、做事缺乏兴致。 

7 极端天气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命与健康 

20 世纪以来,由于人类活动的变化,使得二氧化碳及其

他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增加,越来越快地造成以全球变暖为主

要特征的气候变化,并产生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事件发生

频率和强度的增加,这些因素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命与健

康。专家们介绍,气温每上升 1℃,居民超额死亡率为 12%。

另外,气候变化与环境污染也有明显的关联。自 1990 年以来,

全球受害于污染空气(PM2.5 细颗粒物)的人数增加了 11%。

在世卫组织监测的 2971 个城市中,约 71%的城市 PM2.5 水平

超标。该组织利用全球气候模式(GCM)预测显示,2030 年因

气候变化引起的超额因病死亡危险度将增加 2 倍,其中疟

疾、营养不良、腹泻等疾病死亡数将明显增加。 

8 结语 

气候变化的另一结果是,适宜媒介动物生长繁殖时空范

围扩大,从而使细菌和病毒的生长繁殖期扩大。随着全球气

候的变化,以及人与动物越来越频繁的接触,病原体(尤其是

病毒)将突破其寄生、感染的分布区域,可形成新传染病的病

原体。由新病原体引起的新传染病对人类是 具危害性的。

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 直接的影响是极端高温产生的热效

应,它将变得更加频繁、更加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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