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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气温变异对人群健康影响的研究，
以更好适应气候变化
马文军，刘涛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东省公共卫生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1430

摘要 ：

气候变化被认为是 21 世纪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研究发现除了平均气温和极端气
候，气温变异也是影响人群健康的一个重要气象因素。本文介绍了气温变异的定义以及研
究现状，并探讨了目前相关研究存在的不足，包括 ：气温变异的暴露指标定义不统一，气温
变异的健康影响研究不足，其疾病负担尚不清楚等。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加强气温变
异的健康风险评估研究和适应性研究，为制定我国的气候变化健康适应性政策提供更加全
面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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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research on health impact of temperature variability is needed for better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MA Wen-jun, LIU Tao (Guangdong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Public Health, 
Guangdong Provincial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Guangzhou, Guangdong 
511430, China)
Abstract: 

Climate change is widely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ublic health issues of the 
21st century.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not only average temperature and extreme climate 
but also temperature variability pose negative impacts to human health. This article first introduced 
the concept and research status of temperature variability, then explored the drawbacks of previous 
studies, such as the diversity in definitions of indicators used to measure temperature variability, 
and insufficient research on the health consequences and disease burdens of temperature 
variability. Therefore, more research on health risk assessment or adaptation to temperature 
variability is necessary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 evidence for formulating adaptation policy of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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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气候变化与人群健康 II 
Special column: Climate change and population health II

气候变化已是全球关注的重大环境问题。由于气候变化，全球范围的平均
气温将持续升高，高温热浪等极端气候发生的频率和强度也将增加［1］。全球将
面临因气候变暖带来的许多问题，其中人群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2-3］。过
去 20 年，全球已经开展了大量关于气象因素和气候变化等对人群健康影响的
研究，发现极端气温事件（如高温热浪和寒潮）是人群死亡和发病风险增高的
重要原因，对心脑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影响尤为明显［4］。此外，异常的气温还
可增高过敏性疾病、代谢性疾病、泌尿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传染性疾病
等的发病风险［5］。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除了关注平均气温和极端气温等气象因素对人群健
康的影响外，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气温变异对健康的影响。气温变异是指
气温在一段时间内的变化程度。以往研究提示人体难以适应短期内较大幅度的
气温波动，明显的气温变异可通过影响人体的心率、血压、血脂、血流动力学
指标和免疫功能等，引起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疾病，危害人体的健康［6］。目
前对气温变异的健康影响研究尚存在一些问题亟须解决，而解决这些问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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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认识气候变化的健康危害，进而为采取有效的
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和政府部门制定长远的适应气候
变化的策略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1   统一气温变异的定义和暴露指标
早期评价气温变异的指标主要包括日内温差和

日间温差（也称隔日温差）［7］。日内温差指同一天气温
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8］。日间温差则指相邻两天平
均气温之差［9］。近年来，有研究提出气温变异是一个
连续过程，应同时包括日内温差和日间温差，同时日
内温差和日间温差之间可能存在很强的共线性，不宜
在模型中同时考虑二者的效应。因此，有研究提出了
综合日内和日间温差的气温变异指标，其定义为相邻
几天最低气温和最高气温的标准差（TVdaily）［6，10］；也
有研究进一步提出了两天内每小时平均温度的标准
差（TVhourly）。相较于 TVdaily，TVhourly 可在更精细的时间
尺度上捕捉温度的变化［9，11］。由此看出，描述气温变
异的指标较多，由于目前尚无统一的定义，不利于推
动气温变异的健康影响和风险评估研究。另外，引起
健康风险的气温变异可能是由于气温上升引起的，也
可能是由于气温下降引起的。在不同温度条件下，不
同方向的温度变化如何影响健康 ? 这些问题的答案尚
不明确，需要开展深入的研究，才能指导人群采取措
施进行应对。

2   深入气温变异的健康影响和疾病负担研究
目前研究多关注平均气温和极端天气事件的健

康影响，对气温变异引起的健康风险研究相对较少，
所涉及的健康结局也很有限 ；主要关注于对死亡的影
响［12-13］，而对慢性病、传染性疾病、心理疾病、过敏性
疾病等发病影响的研究少见［7，14］。从研究的范围来看，
我国目前开展的研究多以单个或者多个城市为研究对
象。对气温变异的健康影响研究中，很多问题仍有待
解答，如 ：气温变异对人群健康的区域分布规律如何 ?

哪些人群是气温变异的敏感人群 ? 气温变异与其他气
象因素是否存在交互作用 ? 气温变异影响人群健康的
机制和过程如何 ? 现有的研究虽然表明气温变异是影
响人群健康的重要气象指标，但是其引起的疾病负担
为多少 ? 与气温引起的疾病负担相比孰高孰低 ? 全球
疾病负担研究（Global Disease  Burden，GDB）已开始着
手评估气温引起的全球疾病负担［15］，但是如果要评估
气温变异引起的疾病负担，尚需开展更多的研究。

3   加强气候变化背景下气温变异的健康风险
评估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等报告中已较为全面
地预估了气候变化背景下未来气温的发展趋势，未来
气温上升可增加气温的变异程度［16］。虽然已有研究
阐述了未来气温变异对生态、农业、食品安全等方面
的影响，进而间接地影响人体健康［17］，但目前尚缺乏
未来气温变异对人群健康直接影响的科学证据。这方
面的科学证据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未来气候变化
对人类的健康影响，更加科学准确地评估未来气候变
化引起的疾病负担，更有利于政府部门制定有针对性
的减排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措施。

4   开展气温变异的适应性研究和相关策略制定
现有的证据已表明气温变异是影响居民健康的重

要气象因素，然而应对气温变异的健康适应策略和行
动仍较少。我国已经制定了一系列与适应气候变化相
关的政策和措施，但这些政策重点是针对高温热浪等
极端天气事件，尚未包括如何适应气温变异的内容。我
国气象部门的天气预报中已经加入了气温变化等反映
气温变异的指标，但是现有的预警系统中还是针对气
温而设定的，并未纳入气温变异的预警内容，而且预警
信号的发布也未基于对健康的风险评估。另外，民众对
于气温变异的概念尚不熟悉，可能会忽略气温变异引
起的健康影响，也不知如何采取合适的措施应对。

综上所述，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开展气温变异的
人群健康影响研究非常重要。然而，本领域研究尚处
在起步阶段，需要进一步从广度和深度予以拓展。为
此，《环境与职业医学》本期推出 “ 气候变化与人群健
康Ⅱ ” 研究专栏，由 4 篇文章组成 ：其中一篇提出了
隔日温差变异的新指标，并比较不同的隔日温差变异
指标对居民寿命损失年的影响［18］；另两篇分别探讨
隔日温差和日温差对居民寿命损失年的影响及其疾
病负担［19-20］；还有一篇关注极端高温事件对人群死
亡的疾病负担影响［21］。希望通过该专栏抛砖引玉，吸
引更多学者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为制定我国的气候变
化健康适应政策提供更加全面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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