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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空气负离子浓度与常见精神障碍发病的相关性，探讨空气负离子浓度对常见精神障碍发病的影响。
方法 对中山市第三人民医院 2010 年 6 月 - 2017 年 5 月入院的精神分裂症、精神发育迟滞和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病历资料
进行整理分析，将各病种月入院量与同期月平均空气负离子浓度进行相关分析。结果 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双相抑郁月入
院量与月平均空气负离子浓度呈正相关（ r = 0. 34，P ＜ 0. 01），1 月 - 12 月月均空气负离子浓度分别为：353、336、419、564、658、
729、700、665、637、512、393、479 个 / cm3，对应月份双相抑郁月累积入院量分别为：37、20、36、38、55、31、29、41、44、38、26、37 人次。
结论 双相抑郁在低浓度空气负离子时发病增多，高浓度时发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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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gative air ions concentration and common mental disorders

which helpe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air ions concentration on common mental disorders. Methods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mental retardation and bipolar disorder who were hospitalized in 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Zhongshan from June 2010 to May 2017
were selected as subjects. All medical records of these subjects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the monthly
admission of each disease and the average monthly air negative ion concentration was performed.Results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monthly admission of bipolar depressio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negative air ions concentration（ r = 0. 34，
P ＜ 0. 01）. The monthly concentration of negative air ions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were 353，336，419，564，658，729，700，665，
637，512，393，479，and the cumulative admission of bipolar depression in the corresponding month were 37，20，36，38，55，31，
29，41，44，38，26，37. Conclusion The morbidity of bipolar depression increased at low level of negative air ions concentration but
decreased at high level.
【Keywords】 Mental disorders；Bipolar depression；Negative air ions；Correlation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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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外相关研究［1 - 5］显示，随着四季中各种气

象要素规律性的改变，部分精神障碍的发病也呈现

出相应的改变。已有研究［6］显示，精神分裂症、双

相情感障碍的发病受日照、风速、气压及湿度等气象

要素的影响而呈现出季节性特点。而这些气象要素

与空气负离子浓度密切相关［7］。空气负离子又称

负氧离子，是目前衡量空气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因

其具有降尘、灭菌、镇静、改善睡眠及兴奋副交感神

经等的功能，被誉为空气维生素或生长素，在康复及

理疗领域被广泛应用。多项动物试验［8 - 9］及临床研

究［10］显示，空气负离子能降低脑内及外周血 5 -羟
色胺（5 - HT）及多巴胺（DA）水平，这与目前精神障
碍主流的神经生化假说相呼应。本研究通过分析精

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和精神发育迟滞的发病与

同期空气负离子浓度的关系，从神经生化角度探讨

空气负离子浓度对精神障碍发病的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选取 2010 年 6 月 - 2017 年 5 月在中山市第三
人民医院住院的精神障碍患者为研究对象。入组标

准：①年龄 18 ~ 65 岁，性别不限；②符合《国际
疾病分类（第 10 版）》（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tenth edition，ICD - 10）精神分裂症、
双相情感障碍或精神发育迟滞诊断标准；③个人信
息及病史记录完整。排除标准：①主要入院原因与
精神障碍诊断不符；②本次发病入院存在明确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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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精神活性物质摄入或生活事件诱因。本研究

所涉及的精神障碍患者病历资料和气象数据已与相

关单位签订保密协议。本研究通过中山市第三人民

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

1. 2 工具

1. 2. 1 精神障碍发病情况记录表

  记录患者的姓名、性别、年龄、居住区域、出院诊
断、入院时间和出院时间等。为保证诊断的准确性，

本研究均以出院诊断作为疾病分组的依据。由于本

研究中以月为单位进行统计比较，因发病时间与入

院时间较接近，故将入院时间视为发病时间，以入院

时间所在月份计算该月发病住院人次。

1. 2. 2 空气负离子浓度记录表

将中山市逐日空气负离子浓度数据进行记录并

汇总分析，根据研究及统计需要，计算出各月份平均

值。逐日空气负离子浓度数值来自中山国家基本气

象站，通过威德创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提供的

FLZ1 型负离子自动观测系统进行数据采集。

1. 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17. 0进行一般描述性统计，对常见精
神障碍月入院量与同期月均空气负离子浓度进行

Pearson相关分析。P ＜ 0. 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 1 各类精神障碍一般情况

  研究期间精神分裂症总入院量为 4 160 人次，
平均年龄（36. 20 ± 12. 11）岁；男性 2 302 人次
（55. 34%），女性 1 858 人次（44. 66%）；其中偏执型
1 904 人次（ 45. 77%），未分化型 2 256 人次
（54. 23%）。精神发育迟滞总入院量为 191 人次，平
均年龄（30. 55 ± 12. 06）岁；男性 125 人次（65. 45%），
女性 66 人次（34. 55%）。双相情感障碍总入院量
为1 536人次，平均年龄（35. 53 ± 13. 79）岁；男性
820 人次（53. 39%），女性 716 人次（46. 61%）；其中
双相躁狂（包含躁狂发作）1 104 人次（71. 88%），双
相抑郁（包含抑郁发作）432 人次（28. 13%）。

2. 2 常见精神障碍入院量与空气负离子浓度相关分析

将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症、双

相躁狂、双相抑郁及精神发育迟滞的月入院量分别

与同期月均空气负离子浓度进行 Pearson 相关分
析，结果显示双相抑郁月入院量与月平均空气负离

子浓度呈正相关（ r = 0. 34，P ＜ 0. 01），其他各精神
障碍月入院量与空气负离子浓度之间相关均不显

著。见表 1。

表 1 常见精神障碍月入院量与同期月均空气负离子浓度的相关分析（ r）

项  目

月入院量

偏执型

精神分裂症

未分化型

精神分裂症
双相躁狂 双相抑郁 精神发育迟滞

月均空气负离子浓度 0. 03 0. 06 - 0. 07 0. 34a 0. 09

注：aP ＜ 0. 01

  进一步对双相抑郁月入院量与月均空气负离子
浓度相关关系绘制散点图，见图 1。

图 1 双相抑郁月入院量与
月均空气负离子浓度相关关系散点图

2. 3 双相抑郁入院量与月均空气负离子浓度趋势
比较

将 2010 年 6 月 - 2017 年 5 月双相抑郁各月份
入院量进行累加，将空气负离子浓度各月份平均值

进行累加再平均，得出各月入院总量和平均空气负

离子浓度趋势图。其中 2 月双相抑郁月累积入院量
最低，为 20 人次，同期月均空气负离子浓度亦为全
年最低，为 336 个 / cm3；5 月双相抑郁月累积入院量
最高，为 55 人次；月均空气负离子浓度 6 月最高，为
729 个 / cm3。见图 2、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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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双相抑郁月累积入院量与

月均空气负离子浓度趋势对比

3 讨  论

精神障碍的发病是生物 -心理 -社会多因素共
同作用的结果，气象要素作为重要的环境因素，可能

对精神障碍发病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呈现出季节性

特点。基于前期研究，本研究重点探讨双相抑郁与

空气负离子浓度的关系，结果显示双相抑郁月入院

量与月均空气负离子浓度呈正相关，即空气负离子

浓度增加，双相抑郁发病随之增加。相关研究［8 - 10］

表 2 2010 年 6 月 - 2017 年 5 月双相抑郁月累积入院量与月均空气负离子浓度

项  目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双相抑郁月累积

入院量（人次）
37 20 36 38 55 31 29 41 44 38 26 37

月均空气负离子

浓度（个 / cm3）
353 336 419 564 658 729 700 665 637 512 393 479

显示，空气负离子能降低脑内 5 - HT 水平，根据目
前抑郁障碍的生化假说，大脑 5 - HT功能活动降低
可导致抑郁障碍的发生。

双相抑郁发病时间方面，其月入院量在 3 月 - 5
月逐渐增高，之后在初夏（6 月 - 7 月）逐渐下降，
8 月又开始增高，在初秋（9 月）再次出现一个入院
高峰，随后总体呈降低趋势。两个较低值出现在

2 月和 11 月，初冬（12 月至次年 1 月）出现第三个
高峰，这一规律与计庆明等［11］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与 Amr等［12］关于抑郁在12月出现入院高峰的结论也
部分吻合，提示双相抑郁的发病可能存在季节性特点。

为进一步揭示各月份双相抑郁入院量与空气负

离子浓度的关系，7 年间各月份双相抑郁月累积入
院量与月均空气负离子浓度趋势图显示，夏季（6 月
- 8 月）空气负离子浓度为全年最高，双相抑郁月入
院量较少，即双相障碍月入院量并未按照上面正相

关关系出现与空气负离子浓度同步增加的趋势。

Terman等［13］通过不同浓度空气负离子对季节性情

感障碍进行干预，结果提示高浓度的空气负离子有

天然的抗抑郁效果，低浓度无效。相关研究［7］也提

示，空气负离子浓度高于 700 个 / cm3 时有益于人体

健康。本研究中夏季对应的 6 月、7 月和 8 月的空
气负 离 子 浓 度 全 年 最 高，分 别 为 729、700、
665 个 / cm3，恰好处在有益健康的转折点附近，可能

有助于预防和部分缓解抑郁症状。此外，中山市夏

季日照时间最长，光照可以通过影响松果体而增加

褪黑素的分泌进而起到抗抑郁作用［14］。其他季节

双相抑郁月入院量曲线与空气负离子月均浓度曲线

基本吻合，上升与下降时间节点基本相同，两个最低

值也都出现在 2 月和 11 月。
综上所述，空气负离子对双相抑郁的影响结果

可 能 与 空 气 负 离 子 浓 度 有 关，低 浓 度

（ ＜ 700 个 / cm3）时，双相抑郁入院量与空气负离子

浓度呈正相关，随着浓度增加发病数量也随之增加，

与目前主流的 5 - HT 假说相吻合，国外相关研
究［15 - 16］也提示季节性抑郁障碍 5 - HT 浓度存在季
节性变化，这或许有助于进一步探究双相抑郁的发

病机制。当负离子浓度高（ ＞ 700 个 / cm3）时，空气

负离子对双相抑郁是一个保护因素，能起到天然的

抗抑郁作用。

本研究为回顾性分析，对影响入院量的医院收

治能力、地方文化及政策因素无法完全排除，研究结

论处于理论推测阶段，且空气负离子浓度为全市平

均值，不能完全反映患者具体居住环境的负离子浓

度水平。下一步可进行病例对照研究，设置不同浓

度的空气负离子及暴露时间，动态监测患者特定神

经递质的数量水平，再结合症状变化，进一步探究空

气负离子浓度与精神障碍发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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