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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导致哪些健康风险？

2024年 8月 9日 星期五

根据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

数据，7月 21日，地球经历了近代历史

上最热的一天———全球日平均气温创新

高，达到 17.09℃，略高于 2023年 7月 6

日创下的 17.08℃的纪录。

近期，我国天气状况复杂。受台风

“格美”影响，7 月 24 日至 28 日，福建、

浙江、江西、湖南、广东等地部分地区累

计降水量达 300至 600 毫米，福建、浙

江、湖南局地达 600至 875毫米。7月 30

日，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现阶段全球气温不断攀升，极端天

气与气候事件频发。这将深刻改变人类

社会和生态环境，成为 21世纪人类健康

面临的最大危机之一。

应重点关注哪些人群？

我国人口主要集中在季风气候区，

易受全球气候变化波动影响。近年来，

我国频发的热浪、寒潮、台风和暴雨等极

端气候事件，正是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

直接体现。2015年，《柳叶刀》刊登了一

项跨国研究，探讨了高温和低温对人类

死亡风险的影响。该研究涵盖了澳大利

亚、中国、韩国、日本等诸多国家和地区。

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是一个对气候变化

高度敏感的国家，亟须开展气候变化相

关健康问题研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带

来的挑战。

从地理角度分析，近年来的气象监

测数据表明，我国北方地区的气温上升

速度明显快于南方。同时，大气科学研究

预测，未来气候变暖对我国北方的影响

将更为严重。2018年，一项覆盖我国 272

个主要城市的流行病学研究表明，我国

南方居民对热浪的适应能力强于北方。

北方居民长期生活在较为凉爽的气候

中，因此在夏季高温适应方面需要做更

多准备。

从人群角度分析，近期有多个研究

指出，老年人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

体是气候变化下的高风险人群。老年人

由于生理机能衰退，特别是认知功能下

降，对天气条件的波动更加不敏感，适应

能力更差。同时，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地

位较低人群的影响更为严重。

从疾病种类分析，气候变化不仅对

循环系统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有影响，

甚至对肾脏系统疾病、内分泌系统疾病

以及神经退行性疾病等也有影响。特别

值得关注的是精神卫生领域。越来越多

的研究表明，高温、热浪等对精神健康的

影响非常显著。有研究发现，气温上升与

暴力行为的增加有相关性。

应主要采取哪些措施？

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我国采取了

多项政策和措施。在健康应对策略层面，

加强气候变化相关的预警和预报工作迫

在眉睫。我国气象部门和疾病预防控制

部门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通过手机短信或微信向脆弱人群发布寒

潮、热浪预警信息，有效降低了各种气候

敏感疾病的发作风险。

加强科研成果的宣传和普及同样重

要。如何将气候变化有关的科学知识有效

地传递给上述脆弱人群，是一项需要深入

研究的课题。通过媒体、学校和社区活动，

宣传气候变化对健康的影响和应对措施，

能够增强公众环保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政府层面需要加强适应性措施的实

施，例如在一定空间距离内设置热浪、寒潮

避难所，增加城市绿地面积，提高城市对气

候变化的适应性和弹性。近年来，我国颁

布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大力推动可再

生能源发展、实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积极

推广新能源汽车、推行绿色建筑标准、改造

既有建筑的供热系统和空调系统等。国际

上一些国家和城市正在采取类似的措施。

例如，丹麦哥本哈根致力于在 2025年前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碳中和城市，通过改善

公共交通、增加自行车道、推广绿色建筑和

可再生能源实现这一目标。

个人在面对气候极端事件时，可采

取一系列措施保护自己，避免健康风险。

例如，高温热浪出现时，可遵循国家疾控局

发布的《高温热浪公众健康防护指南》，避

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尤其是老年

人、儿童、孕妇等敏感人群，应尽量减少在

高温环境中的活动，避免阳光直射。

对于有慢性基础性疾病的患者，应减

少剧烈运动，并向医生咨询合理的饮水量

和电解质补充方式。建议在住宅和工作场

所安装空调和取暖设备，以抵御热浪或寒

潮。遇到暴雨天气时，可前往地势较高的

广场、多层高层公共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

躲避，避免使用交通工具，远离电力设施，

避免站在露天的高处，以防雷击。

此外，应做好饮用水、食物、急救药

品、手电筒、电池等应急物资储备，以备

不时之需。

这些具体措施与全球和地方层面的

政策和行动相结合，能够为应对气候变

化提供多层次的支持，保障人类健康。

（作者系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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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13

部门印发《健康中国行动———慢性呼吸

系统疾病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24—

2030年）》。《实施方案》明确，到 2030

年，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治体系进一步

完善，危险因素综合防控取得阶段性进

展，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基层筛查能力及

规范化管理水平显著提升，70岁及以下

人群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下降到

8.1/10万及以下。

《实施方案》要求，动员全社会参与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及其危险因素全程管

理；医疗机构和疾控机构协同配合，培养

兼具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预防和治疗知识

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加强县域呼吸系统

疾病相关学科建设；鼓励医疗卫生机构

将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及其合并的高血

压、糖尿病等同防同治同管，探索应用新

一代信息技术建立规范化基层诊疗辅助

系统；鼓励引导中医医院开设慢性呼吸

系统疾病专病门诊，发挥国家、省级中医

肺病优势专科辐射带动作用；中医医院

应优化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医诊疗方

案，充分发挥中医非药物疗法作用；推动

将肺功能检查纳入 40岁及以上人群常

规体检内容。

《实施方案》明确，重视慢性呼吸系

统疾病患者的营养评估与监测，并针对

存在的精神及心理问题给予必要的干

预；加强尘肺病康复站规范管理；加强慢

性呼吸系统疾病监测和患病、死亡等疾

病负担评估；支持高校设立相关学科专

业，培养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治复合型、

实用型和领军型人才。

《实施方案》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

要建立健全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治工作

协调机制，加强资源协同，密切协作配合，

定期研究解决防治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要

将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治作为健康中国

建设的重点内容，纳入地方重要民生工程，

组织制定本地区防治规划及实施方案，明

确省级技术支持单位，统筹推进慢性呼吸

系统疾病防治行动与健康中国其他有关

专项行动；要强化宣传引导，充分调动社会

力量广泛参与，营造有利于慢性呼吸系统

疾病防治的良好氛围；要加强对慢性呼吸

系统疾病防治工作的动态评估，督促各项

目标和任务完成。 （李羽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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