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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１年银川市逐日腮腺炎病例资料、气象资料，采用气候倾向率、趋势系数、相关
分析方法分析腮腺炎流行特征及其与气象因素的关系。结果表明：银川市腮腺炎病例数呈波动增多
趋势，各月呈“２峰２谷”型规律变化；冬春之交（２ ～ ５月）、秋冬之交（９ ～ １２月）呈逐渐增多的趋势，
夏季（６ ～ ８月）、冬季（１２月至次年２月）呈逐渐减少趋势；银川市兴庆区平均病例数最多，占总病例
数的４４． ４％，灵武市平均病例数最少，只占总病例数的５． ０％；１ ～ １８岁年龄段腮腺炎病例数占总病
例数的９２． ７％，是主要易感人群，而６ ～ ７岁是防控的重点人群；腮腺炎疾病分别与前１ ～前４周平均
最低气压、最大变压、最大变温、平均相对湿度、平均最小相对湿度、平均日照时数等气象因素有极显
著的相关关系，可以利用前期气象资料预测腮腺炎病例数，为腮腺炎疾病的防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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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呼吸道疾病是呼吸道的急慢性炎症，主要有

气管炎、支气管炎、肺炎、扁桃体炎、鼻炎、喉炎、
咽炎等，其发生、传播不仅与人们的体质有关，还
与所处的活动环境、天气变化有紧密的联系。近
年来国内学者陆续开展了呼吸道疾病与气象因
素关系的研究，如李青春等［１］研究了北京地区成
人气管炎、支气管炎、肺炎与气象条件的关系，杨
宏青等［２］研究了武汉市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感
染与气象条件的关系，黄玉霞等［３］研究了兰州市
气管炎、支气管炎、肺炎与沙尘天气的关系，李晓
霞等［４］研究了兰州地区秋冬季气管炎、支气管
炎、肺炎与气象条件关系，杨民等［５］研究了兰州
市大气气溶胶对气管炎、肺气肿的影响，马玉霞
等［６］研究了银川市慢性支气管炎与气象条件的
关系，李锁玲［７］研究了菏泽市成人感冒、气管炎、
支气管炎、肺炎与气象条件关系，施海龙等［８］研
究了辽宁省朝阳市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百日咳与

气象因素的关系，霍爱梅等［９］研究了华北地区肺
结核、麻疹、猩红热、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百日咳
与气象条件的关系，莫运政等［１０］研究了北京市
上呼吸道感染、咽炎、慢性阻塞性肺病、哮喘、支
气管炎、肺炎与日均气温的相关性，张悦等［１１］研
究了银川地区儿童咽炎、扁桃体炎、喉炎、支气管
炎、支气管与气象因子的关系。但这些研究均未
涉及腮腺炎这一急性呼吸道传染病，腮腺炎疾病
的流行与气象因素是否有联系、是否受天气变化
的影响？这些问题目前还少有研究。

流行性腮腺炎是由腮腺炎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
道传染病，在我国属于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近年
来银川市也先后出现过腮腺炎疾病疫情［１２ － １４］，严重
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本文通过银川市
逐日腮腺炎病例资料与气象资料的统计分析，归纳
出明显影响腮腺炎疾病流行的气象因素，旨在提醒
居民需根据当地的气候特点，预防、减少腮腺炎疾病
的发生，为银川市腮腺炎疾病的预防工作提供参考
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选取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１年银川市（３区２县１市）腮

腺炎逐日病例资料，气压、气温、相对湿度、降水量、
风速、日照等气象资料，以及各区县市人口资料，采
取相关性分析方法，分析腮腺炎病例数与前１ ～ ４周
气压、气温、水汽压、相对湿度、降水量、风速、日照时
数等气象因素的关系，并做相关性检验。

腮腺炎病例资料取自银川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的国家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和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管理信息系统，气象资料取自宁夏气象档案馆，
人口资料、行政区面积资料取自《银川市统计年
鉴》。资料均经过严格检查、核对，质量可靠。
２　 腮腺炎病流行特征
２． １　 年分布特征

从银川市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１年腮腺炎病例数逐年变
化（图１）可以看到，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１年银川市腮腺炎病
例数呈波动增多趋势，气候倾向率为２２７． ５人／ ａ，趋
势系数为０． ８０７８，通过了０． ０１的显著性检验。其
中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６年腮腺炎病例数呈缓慢增多趋势，每
年病例数均在１ ０００人以上，病例数相差较小；２００７
年病例数明显减少，只有５１７人，不足２００５年的一
半：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１年腮腺炎病例数呈持续增多趋势，
各年病例数均在１ ０００人以上，２０１０年达到２ ０９５
人，是２００５年的２． ０倍、２００７年的４． １倍。

图１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１年银川市腮腺炎病例数逐年变化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ｍｐｓ
ｃａｓ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５ ｔｏ ２０１１ ｉｎ Ｙｉｎｃｈｕａｎ

２． ２　 月分布特征
从银川市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１年各月平均腮腺炎病例

数变化（图２）中可以看到，银川市各月腮腺炎病例
数基本呈“２峰２谷”型规律变化：２月虽然在严冬，
但因幼儿园、托儿所、中小学均已放寒假，易感人群
比较分散且人们的户外活动少，故２月腮腺炎病例

数在各月中最少，只占全年病例数的３． ９％；３ ～ ５月
气温逐渐升高，不仅冷暖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
大，且易感人群聚集和户外活动逐渐增多，病例数也
呈逐渐增多趋势；６ ～ ８月逐渐进入盛夏，气温相对
稳定、昼夜温差小，病例数又呈逐渐减少趋势，８月
又逢幼儿园、托儿所、中小学放暑假，故８月病例数
为次少，占全年病例数的４． ９％；９ ～ １２月气温逐渐
降低，冷暖空气开始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开始增大，
病例数又呈逐渐增多趋势；１月已进入严冬，气温低
又相对稳定、昼夜温差小，易感人群聚集和户外活动
逐渐减少，病例数又呈减少趋势。

图２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１年银川市各月平均腮腺炎病例数变化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ｍｕｍｐｓ

ｃａｓ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５ ｔｏ ２０１１ ｉｎ Ｙｉｎｃｈｕａｎ

２． ３　 空间分布特征
从银川市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１年各地平均腮腺炎病例

图３　 银川市各地平均腮腺炎病例数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ｍｕｍｐｓ 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Ｙｉｎｃｈｕａｎ

数空间分布（图３）可以看到，银川市兴庆区平均病
例数最多，为６２５． ９人，占到银川市总病例数的４４．
４％；金凤区平均病例数次多，为２１８． ３人，占到银川
市总病例数的１５． ５％，约为兴庆区平均病例数的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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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而灵武市平均病例数最少为６９． ９人，只占银川市
总病例数的５． ０％，仅为兴庆区的１ ／ ９；西夏区、永宁
县和贺兰县平均病例数均不到２００，明显少于兴庆
区，但均多于灵武市。
　 　 从银川市各地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１年平均发病率、平均
人口密度表（表１）中可以看到，腮腺炎的流行与人
口密度有一定的联系：兴庆区平均病例数最多，平均
发病率也最高，为１３３． ５３人／ １０万人；金凤区发病
率次高，为１２４． ２１人／ １０万人；灵武市发病率最低，
仅为２５． ３８人／ １０万人，约为兴庆区、金凤区发病率
的１ ／ ５左右；其他各地发病率介于７０． ０９ ～ ８３． ６７
人／ １０万人之间，也明显少于兴庆区，但均明显多于
灵武市。这与银川市各地平均腮腺炎病例数空间分
布基本一致，即腮腺炎的流行与人群的密集程度有
关，人群越聚集越易传播、人群越分散越不易传播。

表１　 银川市各地平均发病率及平均人口密度
Ｔａｂ． １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ｅ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Ｙｉｎｃｈｕａｎ

区县名 发病率／（人／ １０万人） 人口密度／（人／ ｋｍ２）
兴庆区 １３３． ５３ ８２５

金凤区 １２４． ２１ ８０７

西夏区 ７７． ４２ ２９３

永宁县 ７０． ０９ １８６

贺兰县 ８３． ６７ １４７

灵武市 ２５． ３８ ６５

２． ４　 年龄段分布特征
从银川市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１年不同年龄腮腺炎病例

图４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１年银川市不同年龄段
腮腺炎病例数分布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ｍｐｓ ｃａｓ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ｇ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５ ｔｏ ２０１１ ｉｎ Ｙｉｎｃｈｕａｎ

数分布（图４）可以看到，银川市腮腺炎疾病在１ ～
９０岁的各年龄段中均有发生，呈单峰型分布：１ ～ ６

岁段随着年龄的增长腮腺炎病例数急剧增多，至６、
７岁达到最多，分别占总病例数的１０． ５％、１０． ２％；７
～ １８岁随着年龄的增长腮腺炎病例数急剧减少，１９
～ ４０岁段随着年龄的增长腮腺炎病例数缓慢减少，
４１岁以后各年龄的腮腺炎病例数基本稳定。从各
年龄段病例数看，７ ～ １８岁年龄段病例数占到病例
总数的５９． ２％；１ ～ ６岁年龄段病例数占到病例总数
的３３． ５％；１９ ～ ４０岁年龄段病例数占总数的５．
８％；４１岁以后年龄段病例数只占病例总数的１．
５％，最大年龄是８７岁。

从各年龄段分布上看，银川市１ ～ １８岁年龄段
腮腺炎病例数占总病例数的９２． ７％，是腮腺炎主要
易感人群，应在幼儿园、托儿所、小学、中学列为重点
防控的呼吸道传染病；而６ ～ ７岁年龄腮腺炎病例数
占总病例数的２０． ７％，又是幼儿陆续开始上小学的
年龄，应是腮腺炎疾病防控的重点人群。
３　 与气象因素的关系

银川市兴庆区平均腮腺炎病例数最多、金凤区
次多（图３），而这２个区腮腺炎的发病率、人口密度
比较接近（表１），但因兴庆区无气象观测站，故以金
凤区为代表分析腮腺炎病例数与气象因素的相互关
系。又因腮腺炎从感染到发病均有一定的潜伏
期［１５］，而现代社会是以周为时间单位从事学习、工
作的，故在此计算各周腮腺炎病例数与其前１ ～前４
周平均气压、平均最高气压、平均最低气压、平均变
压、最大变压、平均气温、平均最高气温、平均最低气
温、平均变温、最大变温、平均水汽压、平均相对湿
度、平均最小相对湿度、降水量、降水日数、平均风
速、平均最大风速、平均日照时数等气象因素的相关
关系（表２），分析各类气象因素对腮腺炎的可能影
响。
３． １　 与气压的关系

腮腺炎疾病与平均气压、平均最高气压、平均最
低气压均呈负相关关系，与最大变压呈正相关关系。
其中前１ ～前４周的平均气压均通过０． ０１信度检
验，平均最高气压分别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５
信度检验，平均最低气压分别通过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０１信度检验，最大变压分别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１、
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信度检验。从相关程度上看，金凤区
腮腺炎流行与前１ ～前４周平均最低气压的相关性
最好，其次是与前３ ～前４周最大变压，说明气压越
小、变压越大，则天气变化多，有利于腮腺炎疾病的
传播；相反气压越大、变压最小，则天气变化少，不利
于腮腺炎疾病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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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金凤区腮腺炎病例数与前期气象因素的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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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０． １６６５＃ － ０． １４４２＃ － ０． １９４６ ０． １４９８＃ ０． １４２２＃ ０． １５０１＃ ０． １３３０ ＋ ０． １５１４＃ － ０． ２１４８ －０． １９８４ －０． １０５５ ＋ ０． ２２２１

２ － ０． １４８５＃ － ０． １２２２ ＋ － ０． １７０５ ０． １６６２＃ ０． １２４２ ＋ ０． １２８７ ＋ ０． １１９５ ＋ ０． １２５７ ＋ － ０． １９３５ －０． １７９９ －０． １１３９ ＋ ０． １６９８＃

３ － ０． １３５４＃ － ０． １０９９ ＋ － ０． １６４９＃ ０． １８９５ ０． １０６２ ＋ ０． １０９１ ＋ ０． １０５８ ＋ ０． ０９５３ － ０． １９９８ －０． １６８９ －０． １０２７ ＋ ０． １２９６ ＋

４ － ０． １４２０＃ － ０． １１６０ ＋ － ０． １７１６ ０． １８８２ ０． ０９５２ ０． １０４２ ＋ ０． ０８６９ ０． １７０８ －０． ２０５７ －０． １８３３ －０． ０８５８ ０． １６８０＃

注：＋为通过０． ０５检验，＃为通过０． ０１检验，为通过０． ００１检验

３． ２　 与温度的关系
腮腺炎疾病与平均气温、平均最高气温、平均最

低气温、最大变温均呈正相关关系。其中前１ ～前４
周的平均气温分别通过了０． ０１、０． ０５、０． ０５、０． １０信
度检验，平均最高气温均通过了０． ０５信度检验，平
均最低气温分别通过０．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５、０． １０信度检
验，最大变温分别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０１信度
检验。从相关程度上看，金凤区腮腺炎流行与前４
周最大变温的相关性最好，说明气温变化越大，对人
们的抵抗力影响越大，有利于腮腺炎疾病的传播；气
温变化越小，则对人们的抵抗力影响越小，不利于腮
腺炎疾病的传播。
３． ３　 与相对湿度的关系

腮腺炎疾病与平均相对湿度、平均最小相对湿
度均呈负相关关系，与前１ ～前４周的平均相对湿
度、平均最小相对湿度均通过了０． ００１信度检验，说
明相对湿度越大、空气越湿润，则不利于腮腺炎疾病
的传播；相对湿度越小、空气越干燥，则有利于腮腺
炎疾病的传播。
３． ４　 与降水日数的关系

腮腺炎疾病与降水日数呈负相关关系，与前１
～前４周的降水日数分别通过了０．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５、
０． １０信度检验，说明降水日数越多，则空气湿度越
大，不利于腮腺炎疾病的传播；降水日数越少，则空
气湿度越小，有利于腮腺炎疾病的传播。
３． ５　 与日照时数的关系

腮腺炎疾病与平均日照时数呈正相关关系，与
前１ ～前４周平均日照时数的相关性分别通过了０．
０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５、０． ０１的信度检验。从相关程度上
看，腮腺炎疾病与前１周平均日照时数的相关性最
好，说明日照时数越多、天空越晴朗，则有利于腮腺

炎疾病的传播；日照时数越少、天空越阴沉，则不利
于腮腺炎疾病的传播。
３． ６　 与其他气象因素的关系

腮腺炎疾病与前１ ～前４周平均水汽压、降水
量、平均风速、平均最大风速均呈不显著的相关关系
（表略），说明这些气象因素对腮腺炎疾病的传播影
响不明显。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金凤区腮腺炎病例数与
气象因素变化的相关关系各有不同，其中与前１ ～
前２周及前４周平均最低气压、前３ ～前４周最大变
压、前４周最大变温、前１ ～前４周平均相对湿度、
前１ ～前４周平均最小相对湿度、前１周平均日照
时数的相关关系最显著，相关系数均通过了０． ００１
的信度检验；与前１ ～前４周平均气压、前１周平均
最高气压、前３周平均最低气压、前１ ～前２周最大
变压、前１周平均气温、前１周平均最高气温、前１
周最大变温、前２周及前４周平均日照时数的相关
关系比较显著，相关系数均通过了０． ０１的信度检
验。因此，可以利用前１ ～前４周气象资料预测本
周腮腺炎病例数，为腮腺炎疾病的防控提供参考。

４　 结　 论
（１）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１年银川市腮腺炎病例数呈波动

增多趋势，气候倾向率为２２７． ５人／ ａ。各月腮腺炎
病例数呈明显的“２峰２谷”型规律变化：２月、８月
腮腺炎病例数最少和次少；冬春之交（２ ～ ５月）、秋
冬之交（９ ～ １２月）病例数呈逐渐增多趋势；夏季暑
假前（６ ～ ７月）、冬季寒假前（１２月至次年１月）病
例数呈逐渐减少趋势。因此，寒假和暑假开学后的
２ ～ ３个月应是一年中腮腺炎疾病防控的重点时期。

（２）银川市兴庆区平均病例数最多，占到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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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总病例数的４４． ４％；金凤区平均病例数次多，占
到银川市总病例数的１５． ５％；灵武市平均病例数最
少，只占银川市总病例数的５． ０％。各地腮腺炎的
流行与人口密度有一定的联系，即人群越聚集越易
传播、人群越分散越不易传播。

（３）银川市腮腺炎疾病发生年龄主要呈单峰型
分布：１ ～ ７岁腮腺炎病例数急剧增多，８ ～ ２０岁又急
剧减少，２１岁以后基本稳定。１ ～ １８岁年龄段腮腺
炎病例数占总病例数的９２． ７％，是腮腺炎主要易感
人群，应在幼儿园、小学、中学列为重点防控的呼吸
道传染病；而６ ～ ７岁年龄腮腺炎病例数占总病例数
的２０． ７％，又是幼儿陆续开始上小学的年龄，应是
腮腺炎疾病防控的重点人群。

（４）金凤区腮腺炎病例数分别与前１ ～前２周
及前４周平均最低气压、前３ ～前４周最大变压、前
４周最大变温、前１ ～前４周平均相对湿度、前１ ～
前４周平均最小相对湿度、前１周平均日照时数变
化有极显著的相关关系，可以利用前１ ～前４周气
象资料预测本周腮腺炎病例数，为各地腮腺炎疾病
的防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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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ｔｏ Ｍａｙ ａｎｄ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ｔｏ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ｗｈｉｌ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ｔｒｅｎｄ 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ｗｉｎｔｅｒ．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ｕｍｐｓ ｃａｓｅ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 ｆｏｒ
４４． ４％ ａｎｄ ５． ０％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ｉｎ Ｘｉｎｇｑ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ｎｇｗｕ，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ｕｍｐｓ ｃ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ｅｋｌｙ ｍｅａ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ｗｅｅｋｌｙ ｍｅａ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ｗｅｅｋｌｙ ｍａｘｉｕ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ｅ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ｕｍｉｄｉ
ｔｙ，ｗｅｅｋｌｙ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ａｎｄ ｗｅｅｋｌｙ 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ｈｏｕｒｓ．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ｕｍｐｓ ｃａｓｅｓ ｗａ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ｅｔｅｏｒ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ｏｎｅ ｔｏ ｆｏｕｒｔｈ ｗｅｅｋｓ，ｓｏ ｍｕｍｐｓ ｃａｓｅｓ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ｅｄ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ｅｄｉｎｇ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Ｙｉｎｃｈｕａｎ；ｍｕｍｐｓ；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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