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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条件影响着许多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

国内外学者多偏重风湿性关节炎
、

精神分裂症

及脑血栓等疾病的研究
,

尚未见有关气象条件

与流行性红斑性肢痛症关系方面的报道
。

本文

将收集到的有关气象和医学资料进行回顾性对

比研究
,

对气象条件与流行性红斑性肢痛症的

关系作一初步探讨
,

以期为本病的预防提供可

靠的气象学依据
.

、

气象条件与红斑性肢痛症

流行的关系

红斑性肢 痛 症 ( E
r y t h r o m e l a l g i a

) 最

早由M it c h e l l于 1 87 8年命名
,

其 主 要 症状特

点是肢端发红及疼痛
。

此病可分为散发性与流

行性两型
,

前者很罕见 ; 后者在我国好发于黄

河以南
,

有 4 ~ 5 年流行一次之规律
。

对此病

为何在某些年份流行于某些地区的问题
,

迄今

还不十分清楚
。

我们在对比分析国内几次此病

流行时的气象资料 时
,

发现其每次流行均与当

地气温的异常变化有关
。

因此
,

可以认为气象

条件与红斑性肢痛症的流行存在某 种 内 在 联

系
。

为说明气象条件所致红斑性肢痛症流行的

具体条件
,

选择广州市〔1〕
、

.

蒲沂市〔2〕和南宁

市〔3〕发生此病流行时的资料进行分 析
。

广 州

市 1 9 5 9年 2 ~ 3 月 间发生了本 病 流 行
,

该 市

1 9 5 9年 2
、

3月份的月平均气温比 1 9 5 0 、 1 9 7 5年

2 6年间相应月份的累年月平均气温分别 高 D
.

8

℃
、

0
.

3 ℃
,

且 2 月底至 3 月初发生了寒潮
,

并

出现阴雨天气
,

致使气温在 比往年偏高的基础

上发生急剧下降嗣后又速回升
,

最低降至 9 、

1 0℃
。

最高达 2 1 、 2 2 ℃
.

结 果 9 4肠 ( 4 0 7 / 4 3 5 )

的 患 者 在 2 月 28 日至 3 月 15 日 内 发 病 ( 见

表 1 )
。

说明本次流行与气温从高到底
,

然后

又从低骤然升高密切相关
。

气 温 变 化 与 病 例 发 作 倩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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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湖北省蒲沂市 1 9 8 7年 2 一 3 月价发

生红斑性肢痛症流行时
,

病例按 日分布与气象

条件的关系图 ( 见附图 )
。

可 以 看 到
:

(功气

象条件
:

2 月 1。日平均气温 2 2
.

8℃
,

15 日寒潮

来
.

袭
,

20 、 21 日连 降 春 雪
,

20 日 气温下降至

0
.

3 ℃
,

旬间气温落 差 达 2 2
。

5℃
,

2 月 1 0日至

21 日12 天中有 10 天为雨雪夭气
,

相对湿度 2 月

11 日至 2 6 日持续在 80 肠以上
,

甚至接近饱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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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

病例按 日分布与气象条件关系
·

一相对湿度 一
·

一平均气温 一发病人数
0 晴

·

雨 米 雪

( 2 )发病情况
:

在 2 月 24 日前的气温由高 变 低

阶段
,

仅见个别发病
,

25 日起气温逐 日回升
,

发病人数也渐增
,

至 3 月 1 日达高峰
,

峰期约

为 1 周
,

此期 ( 2 月 25 日~ 3 月 4 日 )发病人数

占总例数 的77 肠 ( 60 / 78 )
。

峰期过 后
,

随 着

气温的相对平稳
,

发病人数也渐减
。

另据广西

气象台资料
,

1 9 8 2年 2 月南宁市受寒潮影响
,

气温较往年同期偏低
,

寒潮过后气温呈直线上

升
,

并且相对湿度较大
,

气温最低了
.

3 ~ 9
.

0℃
,

最高达 2 1
.

0 、 2 2
.

2℃
,

在 3 、 4 天内温差达 12

~ 13 ℃
。

结果该市自 2 月 16 日起出现红斑性肢

痛症患者
,

至 2 月 22 日至 23 日达高峰
,

两天内

就诊人数达 63 例
,

26 日后气温趋于平稳
,

本病

患者也明显减少
,

直至消失
。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
:

红斑性肢痛症的流

行与气象条件密切相关
,

其特点是
:

气温曲线

类似
“

V
”

字形
,

气温落差和升差值大
,

绝大

多数病例于气温从低迅速升高时发病
; 此后随

着气温逐渐回升及湿度下降
,

天气变化趋于稳

定
,

病例剧减或消失
。

1
.

临床特点
:

对比分析 7 次红斑性肢痛症

流行时钓流行病学及临床资料
,

发现此病有下

例特点
:

( l) 发病与气温急剧变化有关
;

( 2 )多

见于青少年
,

女性多于男性
;

( 3 )起 病 急
,

病

程短 ;
`

( 4 )患肢未 端 红
、

肿
、

痛
,

尤以疼痛为

著
;

(动局部受热时症状加重
,

反之减轻 或 消

失
;

(的运动及患肢下垂引 起 或 加 重 症 状
;

(力可伴有冻疮及多汗 i ( s) 局部皮肤温度高于

自身基筛出体 温 1 ~ 3 ℃ :
( g )一般 不 影 响 健

康
;

( 10 )多数 自愈
,

预后好
。

2
.

发病机理
:

气象条件所致此病的发病机

理可能是
:

长期生活在温暖环境中的南方人
,

机体的反应和调节已适应温暖天气
。

一旦受到

低温作用时
,

体热散发仍处在增加的趋势
,

即

体温调节 中枢因温热环境暂时受到抑制
,

而使

机体对寒冷刺激的反应减弱
。

这时再出现上述
“

V
”

字形气温变化时
,

就会超出机体的适应

能力
, ,

引起体温调节机能的障碍
,

导致植物神经

调节素乱
,

使外周血管舒缩功能失调
。

因此
,

当气温大幅度下降时
,

肢端体表小动脉便开始

收缩和扩张 ; 尔后
,

因血管对温热 的 反 应 增

高
,

气温大幅度迅速地回升
,

使毛细血管内压

力显著增加和明显扩张
,

从而刺激邻近的神经

末稿产生疼痛
、

发红
、

肿胀等临床症状
。

三
、

气象条件对流行性红斑性

肢痛症的可预报性

二
、

临床特点及发病机理

如前所述
,

红斑性肢痛定常流行于冬未春

初并好发于南方
,

尤其是南部沿海地区
,

具有

间隔 4 ~ 5 年流行一次之规律
,

且与
“

V
”

字

形气温变化等气象条件密切相关
。

因而可据此

预报本病的流行
,

并采取相应措施预防发病
,

达

到降低发病率之目的
。

另外
,

值得提出的是
,

国内 7 次红斑性肢痛症的流行年份均在厄尼诺

现象年 (简称厄年 )见表 2
。

从附表 2 可看出
,

9 次厄尼诺现象涉及巧年
,

7 次红斑性肢痛症

流行涉及 10 年
,

而这 10 年恰好为厄年
。

因此
,

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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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厄现象与红斑性肢痛症流行资料 ( 9 4 6 1~ 9 8 7 1 )

!

11111发 病 例 数数 发 病 地 点点

厄厄 年

{
流 行 年 ““““

1119 4 5~ 19 5 555 19 54 ~ 19 5 5553 555南 京京

9 111 58 ~ 19 5999 9 1 5999 4 3 333 广 州州

9 1116 3~ 9 6 444 1 196 3~ 96 444 1 1 1 111海 口等地地

JJJ 96 555555555

96 8 111~ 19 6 9999999 粤 东东

1119 7 2~ 9 7 333 9 7 222 1 1

!!! 9 7666 一

一一一一一
lllllllllll

9 8 2 111~ 9 18 333 98 333 126 444 南宁
、

郴州州

9 8 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111 111119 8 777 )20 0 000 湖 北北

注
: “

发病例数
”

为文献记载者
、 “

一
”

示未明确记载或未流行

年中发生此病流行的频率 为 67 肠 ( 1。 /1 5 )
,

与非厄年 0 肠比 较
,

差 异 有 非 常 显 著 意 义

( P < 。
.

0 1 )
。

据此 可见
,

红斑注肢痛症为流

行与厄尼诺现象有关
,

厄尼诺现象时所出现的

异常气温变化可能是导致本病 流行的主要气象

条件
。

据 研究
,

巨尼诺现象的发生可根据有关

指标进行监测
,

〔 4 〕〔 5 〕且有 间隔 3 一 4 年发生

一次之规律
,

因此
,

文l能对厄尼诺现象做出准

确约预报
,

可 较 好 地 对全球气侯的变化故出

判断
,

从而
; !

丁浪据厄尼 若现象的及生视律及红

斑性吱痛症的流行周期来预测太病的流行
。

由

于厄尼诺现象是在海气相互作用下的一种大尺

度的异常海洋大气现象
,

能否 对我国南部沿海

地区 的天气和气候产生强烈影响
,

并成为导致

红斑性胜
J

有应流行的主要原 灭
,

还有 寿进 一步

研
’

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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