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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因素对禽霍乱发病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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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能够准确、有效的掌握禽霍乱的发生规律，本研究采用 SPSS 13.0 for Windows 及

Microsoft excel 软件，设计并建立基于气象因素的禽霍乱发病预警系统。以 2006 年 1 月至 2011 年

12 月广东省的禽霍乱月发病率和气象数据作为数据基础，对本系统进行相关性验证。结果表明，平

均气温、平均相对湿度、平均水汽压与禽霍乱发病呈正相关，最大风速、平均气压等与禽霍乱发病

呈负相关，从而验证了禽霍乱在高温、潮湿、多雨的和气候多变的环境下更易传播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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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霍乱的流行对养禽业带来严重的损失，面对禽霍乱流行对我国养禽业造成的危害，我们应加

强禽群的免疫，加强生产管理，最大限度的降低禽霍乱的流行风险；鉴于禽霍乱在养禽生产中的普

遍性、重要性及经济学意义，各国政府和有关专家应该重视禽霍乱的研究和防控工作。因此，早期

预警禽霍乱的发生一直是广大兽医工作者和管理决策者努力解决的问题。为了对我国禽霍乱疫情开

展预测研究，本课题以禽霍乱月发病率及相关气象因素的数据为基础，利用统计学回归分析方法研

究禽霍乱发病与气象因素之间的关系，确定气象因素对禽霍乱疫情的影响。 

1 实验材料† 

1.1 计算机软件和硬件环境 

硬件环境：CPU Intel(R) Core(2) 2.66GHz，内存 2GB，硬盘 160G。 

软件环境：操作系统：Microsoft Windows 7(微软公司)；文字处理系统：Microsoft Word 2003(微

软公司)；统计分析软件：SPSS 13.0 for Windows；Microsoft excel。 

1.2 禽霍乱发病相关数据 

相关数据包括禽养殖数据（禽养殖量）、疫情数据（发病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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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官方网站农业部《兽医公报》查找禽霍乱在 2006 年 01 月到 2011 年 12 月广东省禽霍乱月

发病数、新发生次数、本月累次发生次数、等发病数据；通过《广东省农业统计年鉴》查找同期年

底禽养殖总数。预测所使用的数据为禽霍乱的月发病率，计算公式如下： 

 

注：（K 为单位系数，月发病率的单位为 1/10000） 

1.3 试验相关气象数据 

2006 年 1—2011 年 12 月该省 6 个观测站点的气象数据资料来自中国气象局国家气象信息中心，

包括平均气温、平均最低气温、平均最高气温、平均相对湿度、降水量、平均气压、最大风速等气

象数据。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用各观测站点的月平均数值代替该省平均气象指标的数值。 

2 实验方法 

    利用官方网站兽医公报发布的禽霍乱的月发病数据，以及省级农业统计年鉴的禽养殖量数据，

获得禽霍乱的月发病率。以 2006 年 1 月至 2011 年 12 月广东省的禽霍乱月发病率和气象数据作为历

史数据，以气象数据作为自变量，禽霍乱月发病率为因变量，依据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历史统计资料

进行计算，进而建立回归分析方程，然后对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求出两者的相关关系，

并计算相关系数，以相关系数的大小判断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程度。 

3 实验结果 

3.1 温度对禽霍乱发病影响 

图中趋势线表示禽霍乱发病率同平均温度之间的关系： 

 

由此可知，禽霍乱发病率与月平均温度之间大约呈非线性的幂函数关系，两者相关系数为-0.406，

呈显著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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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1 平均温度与禽霍乱发病散点分布图 

 

从图 3-1 来看，可见随着温度的不断增加，禽霍乱发病率呈现上升的趋势。通常在月平均温度

为 20-30℃时禽霍乱发病率处于较高水平，发病率在 1.5/1 万左右。但当平均温度大于 35℃时，禽霍

乱月发病率略有下降趋势，说明温度在 20-30℃时禽霍乱发病率最高，最易发生疫情流行。 

3.2 湿度对禽霍乱发病影响 

图中趋势线表示禽霍乱发病率同平均相对湿度之间的关系： 

 

由此可知，禽霍乱发病与平均相对湿度之间大约呈线性的函数关系，两者相关系数为-0.336，相

关性显著。  

 
 

图 3-2 平均相对湿度与禽霍乱发病散点分布图 
 

从图 3-2 中可见，当空气中平均相对湿度大于 60%时，禽霍乱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最高可达

到 3/1 万以上。当相对湿度为 60~80%时所引起的禽霍乱发病率大多主要集中在 1～1.5/1 万，推测这

种现象说明当相对湿度在此范围值时有利于病菌在外界存活及传播扩散，因而导致禽霍乱疫情的发

生和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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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风速与禽霍乱发病散点分布情况 

图中的趋势线表示禽霍乱发病率同最大风速之间的关系：  

月最大风速与 PRRS 发病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493，呈极显著性相关。 

 
 

图 3-3 最大风速与禽霍乱发病散点分布图 
 

从图 3-3 分布来看，通常在月平均风速为 4.0~6.0m/s 时禽霍乱发病率处于较高水平，发病率在

1.5/1 万左右；而当每月平均风速大于 6.0m/s 时，禽霍乱月发病率下降较快，数值不到 1/1 万。该趋

势图反映出当自然环境下风速加大时，室内外空气的流通量加大，禽霍乱发病率降低。因为禽霍乱

可通过呼吸道传播，如果在饲养密度较大的空间内，空气流通不畅，一旦禽群中有带毒或发病禽，

病原体就会在有限的空间内很快散布。如果外界环境风速低时，会降低舍内外空气交换的速度，从

而导致空气中禽霍乱病菌浓度增高，为疾病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二如果外界风速加大超过 6.0m/s

时，就会增加舍内外空气交换速度，降低空气中禽霍乱病菌的浓度，从而降低禽霍乱发病率。因此

在图中表现为随着风速加大禽霍乱发病呈现下降趋势。 

3.4 气压对禽霍乱发病影响  

    图中趋势线表示禽霍乱发病率与平均气压之间的关系： 

 
图 3-4 平均气压与禽霍乱发病散点分布图 

 

图中趋势线表示禽霍乱发病率与平均水汽压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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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平均水汽压与禽霍乱发病散点分布图 

 

从图 3-4，图 3-5 来看，可见随着水汽压的不断增加，禽霍乱发病率呈现显著上升趋势，气压的

高低与禽霍乱发病率的大小成反比趋势，同时已知气压与温度有关，温度低时气压较高，二温度高

时气压较低，这也验证了温度与禽霍乱发病率成正比这一结论。 

4 讨论 

气象因素作为影响畜禽发病的流行病学因素，它可以从很多途径对动物传染病的发生产生作用。

本研究通过对气象数据和广东省禽霍乱发病率进行相关分析可知，平均气温、平均相对湿度、平均

水汽压等与禽霍乱发病呈正相关；最大风速、平均气压等与禽霍乱发病呈负相关。其中平均气温、

平均相对湿度、最大风速与禽霍乱发病率的相关系数具有统计学显著意义。 

平均气温与发病率相关系数为-0.406，提示温度相对较高可能更有利于该病菌在外界环境中的生

存和繁殖。相对湿度是指空气中水汽压与饱和水汽压的百分比，当相对湿度增加时，空气变得潮湿，

更适合于多杀性巴士杆菌生存，所以禽霍乱发病率也会增加。水汽压是大气压力中水汽的分压力，

和气压一样用百帕来度量。水汽压的大小与蒸发的快慢有密切关系，而蒸发的快慢在水分供应一定

的条件下，主要受温度控制，温度高，蒸发快，进入大气的水汽多，水汽压就大。所以水汽压较大

时，温度也较高，而且水汽压升高时，降水量也会增大，因而禽霍乱发病率与平均水汽压成正比。

气压是作用在单位面积上的大气压力，即等于单位面积上向上延伸到大气上界的垂直空气柱的重量，

陆地上气压一般与温度有关，因为气体热胀冷缩的原理，温度高时，气体膨胀，密度变小，所以气

压降低，反之气压升高，所以气压与发病率呈负相关极可能与温度的影响有关，而且气压发生变化

时，动物体内的腔窝扩大，也会对疾病的发生产生影响。最大风速与禽霍乱发病率呈负相关，说明

在空气流通越快的空间内病菌含量就越少，禽霍乱发生的可能性也就越低。 

本研究的结果验证了禽霍乱在高温，潮湿，多雨的和气候多变的环境下更易传播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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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地理信息技术在动物疫情监测中的应用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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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研究动物疫情的监测及防控，试验采用 1:400 万全国电子矢量地图和《兽医公报》公

布的各类动物疾情数据建立数据库，利用网络地理信息（Web GIS）技术，构建了基于 Web GIS 的

动物疫情监测系统。此系统实现的主要功能有：1.疫情数据的地统计分析，包括紧急重大疫病上报

及区间分析、缓冲区分析和叠加分析；2.疫情数据的数统计分析，对属性数据库中的动物疫情月报

表，口蹄疫监测表，禽流感监测表做统计学分析，直观显示动物疫情的历史发生情况及监测情况。 

关键词：动物疫情；监测；GIS；系统 

人类在与动物疫病长期斗争的过程中，为了弄清疫情的发病机理和流行规律，防疫专家进行了

大量的定量和定性研究，并从可视化角度去分析位置、环境和疫病之间的关系，人们希望通过某种

方法来解释疫病的空间分布的特征关系[1]。虽然当前网络地理信息（Web GIS）技术的应用还未广泛

深入到所有疫病的防治中，但地理信息系统的时间分析功能、可视化地图及图形技术在疫病测报中

已显示出广阔的应用前景[2]。随着 Web GIS 技术的不断发展及其与专业动物疫病防疫知识的不断紧

密结合，Web GIS 在动物疫情监测领域的应用必将更加广泛，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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