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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10日，慢性阻塞性肺病

气象风险等级为‘轻微’，儿童哮喘
气象风险‘轻微’，防范人群为重症

COPD患者和敏感小朋友。健康建
议：臭氧浓度较高，适当关闭门窗，

不要进行剧烈活动；温差大，早晚
请适当添衣。”长三角环境气象预

报预警中心开展健康气象研究，建

立起感冒、儿童哮喘和 COPD气象
环境风险预报模型，开发了针对不

同敏感人群的健康预报产品，预报
时长为 72小时，平台可实现多渠

道信息发布，已应用于上海市健康
预报服务。如今，上海全市 40多家

医院引入了健康气象服务。
今天上海气温直逼高温线，但

明天起，气温跌幅要达 8?。长三角
环境气象预报预警中心的健康气

象专家说，气象、大气成分与呼吸
系统疾病有着定量影响关系，气温

变化幅度大，易诱发感冒、呼吸道
感染以及心脑血管等多种疾病。根

据研究，感冒是各年龄人群中发病
率最高的疾病，其中，天气变化是

感冒的促发因素之一，当气温变化
幅度超出正常的人体调节能力时，

就会导致免疫功能下降，从而使得

病毒易侵入人群，比如，14岁以下
的儿童对低温的耐受程度较差，感

冒高发期的温度在 10.9℃左右；成
年与老人对低温的耐受程度差不

多，14岁到 64岁年龄段的耐受程
度为 6.5℃左右，而 65岁以上的老

人能耐受的低温为 6.8℃。此外，秋

冬季干燥的空气是导致疾病发生
的原因之一。干燥的空气会加速病

菌繁殖速度，会使鼻腔、气管、支气
管黏膜脱水，使得呼吸道对病毒的

清除作用降低。
健康气象专家研究还发现，

PM10、PM2.5、二氧化氮、二氧化硫
等会导致儿童哮喘的就诊人数增

加———

■ 年纪越小，越容易受到
PM2.5的影响。

■ 当温度低于 20℃时，儿童
哮喘也容易高发。

而慢阻肺的发生也和天气变
化有很大关系，日平均温度、日平

均湿度都会影响慢阻肺门诊的就
诊量。当日平均气温低于 10℃，慢

阻肺门诊的就诊量就会上升。

先“知风云”
后“治未病”

    近期，印度疫情失控，牵动全世界的

心，疫情防控问题再引关注。

在上海，疫情防控早已成为公共卫生

的新常态，不乏许多创新举措，其中，健康

气象首度纳入申城重大疫情 “联防联控”

就是其中之一。

健康气象， 这个名词看上去很 “新

鲜”，但实际上它很“古老”，在我国古代著

名医书《黄帝内经》里早有“不治已病治未

病 ”的思想精髓 ，遵奉四时阴阳 ，外避风

邪，方能防病养生。 到了现代，与天气相关

的疾病为数不少，气候变化深刻影响着人

的身体健康。 其实，近 10 年来，上海的气

象部门联合卫生部门，在这一新型交叉学

科里创新探索，研发了不少气象相关疾病

风险预报产品，已在悄然惠及申城百姓。

叮，今日气象风险已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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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气象纳入申城
重大疫情“联防联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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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象“先知”2.0版中的健康气象智能化场景

更前沿|?荒式探索
2011年 11月，上海市科学技

术委员会批准“上海市气象与健康

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依
托上海市气象局建设，它是国内成

立较早专门从事气象与健康交叉学
科应用基础研究的省部级重点实验

室，也正是在这里，上海的气象和医

学专家“联手”，开启了对健康气象
的探索。“健康气象是门交叉学科，

学气象的要了解医学知识，学公共
卫生的得要学气象。”上海市环境气

象中心总工程师、实验室学术带头
人彭丽就是“拓荒者”之一。10年前，

生于 70尾巴的她，带着气象部门抽
调的一支以 80后、90后为主的“新

人”团队，从基础知识入门，翻阅文
献，咨询专家，一家家医院、一个个

部门“跑”收集数据，成长为复合型
的健康气象“人工智库”。

彭丽和她的团队以及合作伙
伴通过人群流行病学和毒理学实

验研究，了解了天气、大气污染与
普通感冒、儿童哮喘和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COPD）等疾病的关联性，
首次在上海地区研发了儿童哮喘、

COPD的气象环境风险预报技术。
如今，在上海的浦东新区，一

旦天气波动剧烈，有患哮喘患儿的
家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

患者等就会提前收到疾病气象环
境风险预警，“助医网”、上海儿童

医学中心“呼吸天使”等新媒体平

台也会针对患者定向推送“预警”。

更科学|?理学揭秘
在复旦大学东安路校区西北

角的 25号楼里，“隐匿”着一间其

貌不扬的实验室。“镇室之宝”是
“人工气候环境暴露系统”，布设了

多条管道、实验瓶、探测仪器，可以
模拟极端、污染天气等自然气候。

“健康气象研究依靠气象、环境和

健康大数据，但是，要想让风险预
报更精准，毒理学方面的研究与验

证不可或缺。于是，就有了这样一
个在复旦‘安家’的实验基地。”长

三角环境气象预报预警中心的 85

后高级工程师周骥是暴露仓设计

主力。他告诉记者，2012年，实验
室有了一个初步想法，想要自主设

计一款可以模拟自然气候的仪器，
能进行极端天气模拟和颗粒物、有

害气体的综合暴露实验，解决当时
实验普遍不能采用自然吸入式暴

露的难题。
“当时，我和团队四处寻找可以

合作研发暴露仓的厂商，但这样的
实验平台在国内尚无先例，大多数

企业都不具备可以生产的技术条
件，联系了上百家企业，没有一家合

格。”正在周骥一筹莫展的时候，复
旦大学的合作伙伴给研发团队推荐

了两位有经验的专家。有了研发参

谋，终于有一家厂商同意合作。2015
年，人工气候暴露仓成功研制，2018

年初，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现在，该
平台已经向很多研究机构共享开

放。当初的健康气象“新人”周骥也
成长为“专家型人才”，成为联合培

养导师，与兰州大学共同培养公共

卫生专业领域的研究生。

更贴心|个性化提醒
家住浦东新区宣桥镇的王老

伯是一名慢阻肺的老患者。以往，

一到季节转换、气温起伏剧烈的时
节，老毛病很容易发作，所以，他对

天气预报特别关注。但从去年开
始，王老伯再也不用日日紧守预报

信息，为他私人定制的“健康天气

预报”主动“送上门”。去年 12 月
13日，一场“换季式”冷空气突袭，

一举把上海送入冬季，最低气温跌
到了 0℃左右。但在冷空气来临前

两天，王老伯就收到了来自气象和
卫生部门联合提供的疾病气象环

境预报和健康指引信息，提醒他开
启取暖设备注意保暖，污染时段减

少长时间户外活动。同时，他还接
到了社区医院家庭医生“云电话”，

提醒及时增添衣物，减少外出，防
止加重病情。

在浦东，像王老伯这样享受着
健康气象服务的慢阻肺病患还有

不少。“上海社会医疗需求越来越
多。无论是减少患者发病的痛苦，

还是减轻医疗开支负担，抑或是推
动城市精细化管理，都是健康气象

工作者投身这个领域的初衷。”周
骥说。

这些年，实验室一直在与教
育、卫生、民政等部门合作，在多所

学校、医院、为老服务机构、户外作
业单位常态化地开展中暑、呼吸疾

病等气象敏感疾病的风险预报服

务。2020年，上海市气象局联合浦
东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复旦大

学公共卫生学院、48 家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针对社区里对天气变化

非常敏感的 4800多例 COPD确诊
患者，探索性展开了“风险预报-医

生干预-科学评估”的慢病服务。一
方面，气象部门会通过微信、语音

电话、短信向慢阻肺患者提供预报
信息，每周常规发布预报信息 2-3

次，并在降温和污染天气临近时增

加预报次数。另一方面，社区医生
会根据预报信息对慢阻肺患者进

行健康指导。经过近一年的试点发
现，开展慢阻肺风险干预服务对于
预防慢阻肺的发生发展、减少社保

经费负担有积极作用。

更智慧|大数据先知
2020年，上海气象部门推进智

慧气象保障城市精细化管理系统

（简称，气象“先知”）升级，赋能城

市运行“一网统管”。气象“先知”2.0
版里，气象部门联合卫生部门研发

了健康气象智能化场景。这一新增
“模块”通过对气象数据、市民健康

和城市网格等综合数据的分析，运
用健康气象预报技术，让一些易受

气象因素和大气污染影响的敏感

疾病，例如中暑、呼吸慢病等，实现
了健康高风险区域、高风险人群分

布和疾病流行趋势的智能可视化，
提高了对气象敏感疾病的风险分

析能力，为上海的公共卫生事件决
策、健康风险预防等提供支持。

2020年 12月 30日 16时，浦
东新区的气温普遍跌破冰点，有个

别站的实况气温只有-2.7℃。气象
“先知”里，一张可视化的 COPD风

险地图立刻被系统“制作”出来：浦
东新区大部分街镇的 COPD 风险

等级处于高级别。浦东卫生、气象
部门随即针对重点人群和机构发

送了健康风险提醒，做到了及时有
效的干预防范。

随着天气渐热，气象“先知”最
近也在悄悄做好“热响应”。记者在

气象“先知”模拟展示上看到，可视
化地图可以明确展示浦东各街镇

中暑风险等级，建筑工地、户外景
区等高风险区域被标注出来，重点

区域的当前高风险点占比、户外高
风险人群数量、历史同期及相同高

温条件下的中暑人数等信息也能

同时显示，便于政府相关部门以及
工地和景区等重点场所管理单位

进行决策。

更全能|传染病预警
未来，上海“健康+气象”的精

细化服务场景将越来越多。

去年，4月上海市出台《关于
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若干意
见》，明确要求要建设协同综合、灵

敏可靠的公共卫生监测预警体系，

包括要建立基于天气和气候的传
染病预警预报体系。此后，在气象

和卫健部门的合作推动下，健康气
象预报预警工作纳入上海重大疫

情防控体制机制和公共卫生应急
管理体系主要建设任务。这在全国

尚属首次。
时隔一年，上海市气象局和上

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又于 4月 21

日共同签署“基于天气气候的传染

病和慢性病预警预报体系”合作框
架协议。未来，双方将在数据共享、

共建病媒生物监测网络、联合开展
传染病预警预报业务、联合开展慢

性病气象风险预警和评价探索、联
合开展科研和项目合作等多方面

开展深度合作，形成充分长效的交
叉融合健康气象研究机制，更好地

服务市民健康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