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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性脑出血发病与季节变化的相关性研究
范小璇 ,赵晓平 ,张　毅 ,周振国 ,方永军 ,柏鲁宁 ,畅　涛 ,侯　文

　　摘要:目的　研究自发性脑出血发病规律和季节变化的相关性。方法　对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4 年间住院的 1 139 例脑出

血患者按照发病的季节 、性别和年龄进行分类统计 ,做相关性分析。结果　自发性脑出血发病人数男性 598 例高于女性 541 例 , 各
个季节中脑出血的发病年龄变化无统计学意义(P>0. 05), 全年女性的平均发病年龄均小于男性 2 岁。夏季自发性脑出血发病人
数较冬春季明显减少(P<0. 05);夏秋季变化时男性自发性脑出血发病人数明显上升(P<0. 05), 而女性变化不大(P>0. 05);秋冬
季变化时女性自发性脑出血发病人数明显上升(P<0. 05), 而男性变化不大(P>0. 05);秋季男性自发性脑出血发生率明显高于女
性(P<0. 05);51岁～ 60 岁较 61 岁～ 70 岁的人群发病受季节变化的影响更大。结论　自发性脑出血发病与季节的变化有一定的
相关性 ,其相关性因年龄和性别的不同而异。
　　关键词:脑出血;季节;性别;年龄
　　中图分类号:R743　R255. 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349(2011)10-1215-02

　　自发性脑出血是神经外科临床常见的疾病 , 众所周知其发

病规律与季节变化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一相

关性 ,对我院 2005 年 7 月—2009 年 6 月发病的患者进行了分

类研究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我院 2005年 7 月—2009 年 6 月4 年间共收治

自发性脑出血(瘤卒中除外)患者 1 139 例 , 其中男 598 例 , 女

541 例;年龄 19 岁～ 87岁(59. 46岁±8. 59 岁)。其中蛛网膜下

腔出血 79 例 , 基底节区出血 417 例 , 外囊出血 92 例 , 丘脑出血

71 例 ,基底节区或丘脑出血破入脑室 194 例 , 脑室内出血 60

例 ,脑叶出血 137 例 , 小脑出血 34 例 ,脑干出血 55 例。

1. 2　方法　根据性别不同 , 将所有病例分为男性和女性两个大

组 ,每组又根据一年中四个季节分为四个亚组 , 将每个季节发病

人数和患者的年龄分别进行统计比较 ,观察发病规律和季节变

化的相关性。根据发病年龄分为 4 组 , ≤50 岁组 159 例 , 男 76

例,女 83例;51 岁～ 60岁组 419 例, 男189 例 ,女 230例;61 岁～ 70

岁组 406例 , 男 235例 , 女 171 例;≥71岁组 155 例 , 男98 例 ,女

57 例。将所选病例按照发病月份计数进行比较。

1. 3　统计学处理　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 , 计量资料采用 t检

验。

2　结　果

　　自发性脑出血发病人数男性为 598 例 ,高于女性的 541 例 ,

各个季节中脑出血的发病年龄变化无统计学意义(P>0. 05),

全年女性患者的平均发病年龄均小于男性 2 岁。夏季自发性脑

出血发病人数较冬春季明显减少(P<0. 05);夏秋季变化时男

性自发性脑出血发病人数明显上升(P<0. 05), 而女性变化不

大(P >0. 05);秋冬季变化时女性自发性脑出血发病人数明显

上升(P<0. 05), 而男性变化不大(P>0. 05);秋季男性自发性

脑出血发生率明显高于女性(P <0. 05)。研究结果表明 , 发病

患者的平均年龄为(59. 58±10. 68)岁 , 中位数为 60 岁 , 51 岁～

70岁为高发年龄 ,共 825 例 ,占 72. 43%,其中 51 岁 ～ 60 岁 419

例 , 61 岁～ 70 岁 406 例。一月发病人数最多为 119 例 , 七月发

病人数最少为 50 例。 51 岁～ 60 岁者二月发病率最高为 53 例 ,

八月发病率最低为 13 例;61 岁～ 70 岁者四月发病率最高为 44

例 , 七月发病率最低为 22例;51 岁～ 60 岁较 61 岁 ～ 70 岁的人

群发病受季节变化的影响更大。详见表 1。

表 1　自发性脑出血发病规律与季节变化的相关性

季节
　　　发病人数(例)　　　

总数 男性 女性

　　　发病年龄(岁)　　　

男性 女性

春季 322 164 158 60. 07±9. 01 58. 60±7. 43

夏季 213 107 106 60. 72±8. 59 58. 58±8. 83

秋季 266 150 116 60. 02±8. 98 59. 77±9. 14

冬季 338 177 161 61. 12±8. 83 57. 45±7. 60

合计 1 139 598 541

3　讨　论

　　自发性脑出血是神经外科非常常见的疾病 , 其由于其死亡

率和致残率高而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发病因素和高血压病

史 、吸烟 、饮酒 、高血脂 、动脉硬化等个人因素有直接的关系 , 并

且发病与自然因素也有一定的关系 ,具有一定的季节性 , 冬春季

高发已成共识。为了研究发病率与季节变化的相关性 ,本文就

近 4 年来的病例进行了回顾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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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发病人数来看 ,自发性脑出血男性高于女性 , 这可能与以

下因素有关:①吸烟。烟草中尼古丁可使血中一氧化碳含量升

高 ,低密度脂蛋白升高 ,高密度脂蛋白下降 , 同时可促使嗜铬细

胞释放去甲肾上腺素使血管收缩 ,血管痉挛致高血压[ 1] ,长期大

量吸烟可使脑血管舒缩功能降低并加速动脉硬化而增加出血的

危险 ,特别是对于原有高血压者 , 吸烟更易导致脑出血[ 2] 。 ②饮

酒。长期饮酒会提高血脂水平 ,加重动脉粥样硬化 , 使脑血管弹

性减弱 , 一旦大量饮酒更可使心跳加快 、血管收缩 ,血压在原来

已有较高的水平上再骤然升高 ,使硬化脆弱的脑血管无法承受

这一压力而导致破裂出血[ 2] ;其次 , 酒精不仅可以直接抑制血小

板的生成与成熟 ,使血小板寿命缩短 , 同时可伴发多种血液凝固

功能障碍;再次 , 慢性酒精中毒尚可致内分泌功能失调及代谢紊

乱 ,尤其是脂肪代谢紊乱 , 产生高脂血症 , 从而使动脉硬化[ 3] 。

③与体内雌激素水平相对较低 ,男性无内源性雌激素血管保护

作用有关[ 4] 。

　　从发病年龄来看 ,总体发病的平均年龄不具有季节相关性 ,

但全年女性的平均发病年龄均小于男性 2 岁。有研究表明[ 5] ,

在青年人中 ,女性脑卒中的发病年龄小于男性 , 有人将这一现象

解释为青年女性偏头痛和口服避孕药所致;同时 , 50 多岁女性

处于绝经期 ,由于绝经带来体内激素水平的严重失调 , 特别是雌

激素水平急剧下降 ,而男性的激素水平变化相对平稳 , 因此女性

的发病年龄略小于男性。 51 岁～ 60 岁较 61 岁 ～ 70 岁的人群

发病受季节变化的影响更大 , 这可能与不同年龄段血压和血管

结构的特点不同有关。

　　从发病季节来看 ,夏季自发性脑出血的人数较冬春季明显

减少 ,这与梅梅等[ 6]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国内 10 组人群前瞻性

研究表明 ,血压水平和脑血管病的发病的相对危险性呈对数线

性关系,即控制了其他危险因素后 ,基线收缩压每升高 10 mmHg ,

脑出血发病率增高 54%[7] 。有研究[ 8]认为 ,冬季脑出血的发病

率高其原因可能与冬季血压变化大 , 频率波动快 , 脉搏振幅增

高 ,加重了本身有病理改变血管的损害有关。也有研究[ 9] 认为 ,

寒冷可促使交感神经兴奋 , 儿茶酚胺分泌增多 , 全身小动脉收

缩 ,是血压增高 , 当血压骤升时 , 微动脉瘤的管壁不能承受压力

致使破裂出血;另一方面 , 寒冷可以引起血液中凝血因子 Ⅶ 的减

少和纤溶酶活性的增高。本项研究发现 ,在春季 、夏季和冬季发

病情况并不存在性别的差异 , 只有秋季男性的发病率明显高于

女性。夏秋和秋冬的转化时自发性脑出血的发病率变化较大;

由夏秋转化时男性发病的人数剧增而女性变化则不大 , 女性在

秋冬转化时发病率明显增加而男性变化不大。出现这一结果可

能与以下因素有关:不同性别高血压患者的血压存在着一定的

差异 ,这可能由于女性高血压患者的自主神经功能受损较男性

严重 ,也可能与遗传因素(包括 X 、Y 性染色体和某些激素的基

因)相关[ 10 , 11] ;同时 , 高血压病患者女性血脂水平高于男性[ 12] ,

女性高血压患者的大 、小动脉顺应性均较男性患者低[ 13] , 而气

候(特别是气压和气温)的变化对血管顺应性较好的患者收缩压

影响较大有关。

　　基于以上的研究 ,认为自发性脑出血发病率的影响因素中

除血压的变化外颅外大气压的变化依然是一个重要因素 , 其两

者的影响方式有一定的相通性。有研究[ 9]认为 ,气压增高容易

引发脑出血 ,而笔者认为是气压突然大幅度的变化容易引起脑

出血。正常情况下 ,血压和血管的耐受能力及外界的压力处在

相对的平衡状态;正常血管具有一定的弹性 , 在外界环境和气候

条件变化时存在一定的调节作用 ,从而保证了血管壁内外压力

的平衡;对于脑血管病的高危人群而言 , 血管的病变导致血管弹

性的降低 , 从而使调节能力也降低 ,这样在内外环境失衡相对严

重的情况下血管自身无法调节而破裂出血。在外界环境相对稳

定的情况下 , 气温和大气压相对稳定 ,外界气压对机体的压力也

相对稳定 , 这时当患者由于生气 、激动 、惊吓 、便秘等原因导致血

管内压力突然升高血管不能调节而破裂出血;相反 , 在高危人群

静息的情况下体内血压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 , 如果外界

环境气温和大气压变化较大 , 特别是气温突然由低升高导致大

气压也突然由高降低 , 这时相对而言血管内压力高于血管外压

力血管自身不能调节而出血。

　　本项研究着重观察了不同性别的发病规律与季节变化的关

系 , 其先进性在于关注了气温和大气压变化对自发性脑出血发

生带来的影响 , 提出外界大气压对于颅内血管压力变化具有一

定影响和男女发病率差异与脑血管对外界压力变化顺应性差异

有关的观点。局限性在于本项研究只局限在我院 , 目前的数据

只有 4 年的变化 , 要进一步揭示其规律需要多中心长期的观察。

因我院收住的瘤卒中患者样本少 ,不具有观察价值;同时对于出

血是否为首次与本研究主题关系不大 ,故未单独设计。

　　致谢: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王云冈助理研究员为本研究提供气象资

料 ,并予以帮助和指导 ,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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