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第 #期

!$$"年 #月

生 态 学 报

%&’%(&)*)+,&%-,.,&%
/012!"3.02#
4563!$$"

基于家谱资料的死亡人数构成比的日节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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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据 7#$oD!$$$年中国汉族某姓氏家谱资料3通过常规和圆形分析死亡人数构成比的日节律3发现男

子 死亡数构成比亥时p午时为高3卯时p辰时为低3最高 值97#q$Cr<是 最 低 值9"qBsr<的 Bq"#倍3差 异 极

显著9tu$q$7<E女子死亡数构成比亥时p巳时为高3卯时p寅时为低3最高值97oq$:r<是最低值9"q##r<
的 Bq#"倍3差异极显著E亥时是阴气盛极将衰p阳气将长3午时和巳时是阳气盛极将衰p阴气将长3可见阴

阳二气的转换对死亡有催动作用E男子p女子数据合并3平均死亡高峰为 !!时 #:分E男子p女子昼p夜死亡

数构成比均无甚差异9tv$q$#<E男子阳时p阴时死亡数构成比分别为 B!qo#r和 #sq"#r3差异极显著;女

子分别为 Boqs:r和 #"q!!r3差异接近显著9tw$q7$<E男子最大时辰死亡数构成比3古代为亥时和午时

的 7BqoCr3近现代为亥时的 7#q7#rE可见3在这两个时代中3男子时辰死亡数构成比无大的改变E女子最

大时辰死亡数构成比3古代为亥时的 7#q#7r3近现代仍为亥时的 7sq!7r3二时代女子的时辰死亡数构成

比也无甚改变E死亡时辰 x与死亡日9农历初一至三十<y之间存在显著相关E男子和女子数据合并3xw

77q$C#7z$q$o7sy{$qBB"9tw$q$7:<E据此式3下半月比上半月死亡时辰晚3月末比月初约晚 !M3表明月

相 可能影响死亡时辰E男子和女子合并3死亡时辰 x与其寿命 y之间的关系受到年代影响E7s$7D7C$$
年3xw7$q#B$7z$q$!C"y{$qC$79tw $q$B!<3但 整 个 年 代 x与 y的 线 性 关 系 未 达 显 著 水 准9tw

$q7B"<E男子p女子时辰死亡数构成比9r<x与时辰出生率9r<y之间分别存在极显著和显著正相关E男

女数据合并 xw!q:#Cz$qo#sy{7qs:"9tw$q$$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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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医学注重四季及昼夜变化对人体的影响lm内经no人与天地相参4与日月相应pqo阴阳四时者4万

物之终始也4死生之本也4逆之则灾害生4从之则苛疾不起pqo旦慧q昼安q夕加q夜甚p等指出人气盛衰与昼

夜的关系l现代科学研究证实4时间节律或生物钟是生物圈的普遍现象4主要缘于地球物理环境的周期性

变 化l以 此 为 研 究 内 容 的 时 间 生 物 学 BA82&6&+?&’&@,E近 年 形 成 一 门 新 的 独 立 学 科4时 间 医 学

BA82&6&3)*?A?6)E则 是 其 一 个 活 跃 的 分 支r"!:sl已 有 不 少 报 道4人 类 婴 儿 死 亡 有 时 间 节 律4包 括 年 节 律

BA?2A5566H5’4季节及月份分布Eq日节律BA?2A5*?564昼夜及时辰分布E和阴阳B,?6,56@E节律l在日节律研究

报道中4我国大部分地区的人口死亡高峰似为夜间r0!<s4也有上午q中午rQ!"$sl国外有报道 0#$$!""#$$时

特别是 <#$$死亡最多r""sl不同种类疾病也各有死亡高峰r"-sl这些结果提示死亡高峰时辰并非固定4但这

些研究观察的时间跨度较小4绝大多数为 "年至几年4个别为几十年4故无法了解死亡日节律的长期变化4
加之观察的对象人员来源分散4故亦难以考察死亡时间与其寿命及死亡日等的关系l

中 国 家 谱4又 称 族 谱q宗 谱 等4在 长 期 人 口 学 资 料 方 面 具 有 独 特 的 价 值4著 名 史 学 家 梁 启 超 先 生 指

出r":s#o欲考族制组织法4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q平均寿数q欲考父母两系遗传4欲考男女死亡比

例4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WW等等无数问题4恐除族谱家谱外4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lp尽管现在人们

日益认识到家谱在科学q文化和道德方面的潜在价值4然而惜在至今很少见到有关的科学研究报道l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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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国外广泛利用教堂死亡记录等历史资料研究人类生态和进化并取得很大进展"#$!#%&!尽管这种记录远

不如中国家谱系统和完整’鉴此!本文拟利用中国汉族姓氏家谱资料!分析不同历史时期死亡人数的时辰

分布与其寿命及死亡日的关系’此属尝试性探讨!以期引起生态学(生理学和医学家的重视’

) 材料和方法

表 ) 男子(女子死亡数构成比的时辰分布

*+,-.) /.+0123.45.678.986:.6+6;<=:.6861=539

时间

>?@A

死亡数构成比BCD
EAFGHIJAKLAMNO

男子 PAM 女子 QR@AM
子!STUVVW#UVV XYZ% #VY$$
丑!#UVVWTUVV [YXX \Y\X
寅!TUVVW%UVV $YX# $Y%Z
卯!%UVVW[UVV TY$[ TY%%
辰![UVVWZUVV TYX[ $YXV
巳!ZUVVW##UVV ##Y\S #SYZ$
午!##UVVW#TUVV #$Y#% ZYX#
未!#TUVVW#%UVV #VY\X ##YS[
申!#%UVVW#[UVV [Y\# \YXZ
酉!#[UVVW#ZUVV \Y%$ [Y#V
戌!#ZUVVWS#UVV %YT$ %YX%
亥!S#UVVWSTUVV #%YVZ #\YVX

] #VVYV #VVYV
观察人数 F̂@_‘Aa [$Z $[Z

表 b 古代(近现代男子和女子时辰死亡数构成比

*+,-.b /.+0123.45.678.986:.6+6;<=:.6861=53986

+678.60+6;:=;.3608:.9

时间

>?@A

死亡数构成比BCDEAFGHIJAKLAMNOBCD
古代 cMN?AMG
B#%V\W#X$VD

近现代 PRdAJM
B#X$#WSVVVD

男子

PAM

女子

QR@AM

男子

PAM

女子

QR@AM

STUVVW#UVV [Y[T #SY#S #VYS% XYT[
#UVVWTUVV [Y$[ \YXS XYT# \Y%#
TUVVW%UVV $YZV $Y%% $Y[# $Y\%
%UVVW[UVV TYT% TYVT TY\V $Y#Z
[UVVWZUVV TY\# $Y#[ $Y#\ %Y%X
ZUVVW##UVV #SY\T #SY%V #VY%T #TY$Z
##UVVW#TUVV #$Y\Z #SY#S #TY%[ \YZX
#TUVVW#%UVV ##YT$ ##Y[$ ZYZ[ #VY[V
#%UVVW#[UVV XY[\ \YV\ \YT[ [YZ#
#[UVVW#ZUVV \Y#Z %Y\X \YZT XYX$
#ZUVVWS#UVV $Y\$ \YV[ \YVZ %Y%X
S#UVVWSTUVV #$Y\Z #%Y#% #%Y%# #[YS#

] #VVYV #VVYV #VVYV #VVYV
观察人数 F̂@_‘AaTXX S\$ T\# S#%

所有数据来自安徽省江淮南部汉族某姓氏宗谱 $个支派世系’本着古为今用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大

量资料中!选择 #%V\WSVVV年死亡时间齐全的男子

[$Z人!女 子B实 际 是 妻 子!因 为 中 国 家 谱 过 去 一 般

不 记女儿的死亡时间D$[Z人’其中月份为农历!年

份为公元纪年’昼夜 #S时辰换算成 S$H!需要时按

地支的阴阳属性分成两组!子(寅(辰(午(申(戌为阳

时!丑(卯(巳(未(酉(亥 为 阴 时’常 规 统 计 用 ê̂ ^
#VfV软 件Y考 虑 到 这 是 典 型 的 周 期 性 资 料!故 分 析

主要采用圆形分布方法"#\&!计算由自编计算机程序

完成’

b 结果与分析

bf) 男子(女子时辰死亡数构成比比较

#$S[W#Z[#年男子(女子不同时辰死亡数 构 成

比见表 #’表 #!男 子 死 亡 数 构 成 比 以 亥 时(午 时 为

高!卯 时(辰 时 为 低!最 高 值B#%fVZCD是 最 低 值

BTf$[CD的 $fT%倍!差 异 极 显 著Bgh[fTX!ij

VfV#D’女子死亡数构成比亥时(巳时为高!卯时(寅

时 为 低!最 高 值B#\fVXCD是 最 低 值BTf%%CD的

$f%T倍!差异极显著Bgh\f#Z!ij VfV#D’男子(女

子合并!死亡数构成比主峰出现在亥时!次高峰在午

时(巳时!谷点在卯时’
作圆形分布统计分析’近似地将子时至亥时组

中 值 依 次 转 换 为 VkWTTVk!求 得 男 子 死 亡 数 构 成 比

NRalh VfZX%\!a?Mlh m Vf#\ZT!平 均 角 lh

T%VfS%k!死亡高峰为 STUS#’女子死亡高峰为SSUTT’
这两个高峰的差异不显著BghVf[Z$!in VfV%D’男

子和女子合并死亡高峰为 SSU%X’与直观结果相符’

bfb 昼(夜和阳时(阴时死亡数构成比的比较

男 子 白 天B%UVVW#[UVVD死 亡 数 构 成 比 为

%#f$VC!夜 间 为 $Xf\VC!ghVf[[!差 异 不 显 著Bi
nVfV%D’女子白天死亡数构成比 为 $ZfS[C!夜 间

为 %Vf[TC!差异也不显著’按阳时(阴时分类!男子

死亡数构成比分别为 $$Y[TC和 %%fS[C!ghSfXZ!

ijVfV#!差 异 极 显 著’女 子 死 亡 数 构 成 比 分 别 为

$SfTXC和 %[f\SC!差异也极显著’

bfo 不同时代死亡数构成比的比较

#%V\W#X$V年B古 代D和 #X$#WSVVV年B近 现

代D男子和女子不同时辰死亡数构成比见表 S’表 S!
男子最大时辰死亡 数 构 成 比!古 代 为 亥 时 和 午 时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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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为亥时的 !(#!(&)可见’在这两个时代中’男子时辰死亡数构成比无大的改变)女子最大

时辰死亡数构成比’古代为亥时的 !(#(!&’近现代仍为亥时的 !*#+!&)此二时代女子的时辰死亡数构成

比也无甚改变’这与男子的情形相同)
圆形分析’求得男子古代死亡时辰高峰为 ,(,#--.’即 +,/,$’近现代为 +,/0$’差异不显著1230#"%$’4

50#0(6)二时代合并死亡高峰为’即 +,/+!#女子古代死亡时辰高峰为 ,"(#0,.’即 +,/00’近现代为 +!/,$’
差 异不显著)二时代合并死亡高峰为’即 ++/,!)二时代男子和女子合并死亡高峰为 ,"%#%-.’即 +,/+0’与

表 !合并分析结果 ++/(-接近)

7#8 死亡时辰与死亡日的关系

死亡时辰 9与死亡日1农历初一至三十6:之间存在显著相关)男子和女子数据合并’93!!#0%(!;

0#0$!*:<0#"",1=30#0$-’>?3!++(’430#0!-6)据此’下半月比上半月死亡时辰晚’月末比月初约晚

+@)这表明月相可能在较小程度上影响死亡时辰)

7#A 死亡时辰与寿命的关系

男 子和女子合并’死亡时辰 9与其寿命 :之间的关系受到年代影响)!*0!B!%00年 93!0#("0!;

0#0+%,:<0#%0!1=30#0$-’>?3---’430#0"+6’但 整 个 年 代 9与 :的 线 性 关 系 未 达 显 著 水 准1=3

0#0"+’>?3!++$’430#!",6)

7#C 时辰死亡数构成比与时辰出生率的关系

男子D女子时辰死亡数构成比1&69与时辰出生率1&6:之间分别存在极显著和显著正相关)男女数

据合并 93+#-(%;0#$(*:<!#*-,1=30#*,,’>?3!0’430#00*6)

E 小结与讨论

据 !(0$B+000年中国汉族一家谱资料’通过常规和圆形分析死亡数构成比的日节律’发现男 子 死 亡

数构成比亥时D午时为高’卯时D辰时为低’最高值是最低值的 "#,(倍)女子死亡数构成比亥时D巳时为高’
卯时D寅时为低’最高值是最低值的 "#(,倍)男子D女子数据合并’平均死亡高峰为 ++时 (-分’这与以往多

数报道相近F"B*G)同时’本研究死亡数主峰出现在亥时’次高峰在午时D巳时)前者是阴气盛极将衰D阳气将

长’后者是阳气盛极将衰D阴气将长’可见阴阳二气的转换对死亡有加速作用)本文死亡构成比的时辰变化

趋势与出生构成比F!*G非常相近’正相关极显著)可见人类生D死明显受到阴阳二气转换的影响F"’!-G’但不同

条件下影响生D死的二气消长的具体阶段可能不同)关于阴阳二气’已有实验证明分别与细胞中的环腺苷

酸1HIJK6和环鸟苷酸1HLJK6对应’因而与生命机能的加强和减弱相连F,G)
男子D女子昼D夜死亡数构成比无甚差异’这与一些报道一致F"’*G)男子阳时D阴时死亡数构成比分别为

"+#$(&和 (*#,(&’差异极显著M女子分别为 "$#*-&和 (,#++&’差异接近显著1430#!06)尚未见有此类

报道)
男子最大时辰死亡数构成比’古代为亥时和午时’近现代为亥时’可见’在这两个时代中’男子时辰死

亡 数 构 成 比 无 大 的 改 变)女 子 最 大 时 辰 死 亡 数 构 成 比’古 代 为 亥 时 的 !(#(!&’近 现 代 仍 为 亥 时 的

!*#+!&’此二时代女子的时辰死亡数构成比也无甚改变’这与男子的情形相同)
死亡时辰与死亡日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这表明月相可能影响死亡时辰’不过影响不大’最大为 +@)死

亡时辰与其寿命之间也可能存在正相关’不过这一关系受到年代的影响)医院死亡记录的历史较短’很难

考察年代的影响)
没有节律的有机体活动是不存在的)研究人类自然死亡的日节律是医学D生态学和生理学的共同兴趣

和任务)从生态学看’死是个体的消亡’却又是种群衍续的需要’因而是适应性对策的一部分)与出生日节

律一样’死亡日节律也体现着生命的智慧)在现代技术大量修改人类在 !0亿年中形成的生死节律时’对这

种修改造成紊乱风险的担心不是多余的F!!G)
一段时期’尤其是N文化大革命O’人们对家谱缺乏正确认识’使许多宝贵典籍荡然无存)家谱本身的文

言文和干支纪年法’给今人阅读带来一些不便 #另外’家谱也常有支派散失D重男轻女D纪录项目不全等情

况’也给研究带来一定困难)因此’至今利用家谱进行生态D生理D医学等科学研究的先例甚少)但是’家谱

!--(期 盛 如等/基于家谱资料的死亡人数构成比的日节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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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资料价值是不可估量的!"#$%仅从死亡节律来说&当代死亡时间多受技术因素的影响&难以反映人类

自然特性%而利用家谱历史资料&则可基本避免这些影响%当然&本文仅考察 "例家谱&对死亡数日节律的

认识是初步的%在分析更多家谱和同类资料后&才能对人体日节律的时空动态有较全面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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