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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很好地模拟艾滋病发病率在时间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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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系统#使其丧失抵抗各种疫病能力的一种严重危害人类生命

安全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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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后#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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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中国的艾滋

病感染人数迅速上涨*在艾滋病的防控工作中#如果能在局部

范围内对未来感染人数做一定程度预判#为+三间分布,提供信

息#对制定正确的防控政策和卫生资源配置提供依据#具有一

定的指导意义*本文以重庆市疾病控制部门提供的艾滋病疫

情发展为例#采用求和自回归移动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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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序列模型拟合预测发病

率#探讨模型的可行性#对相关问题进行探索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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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是以序列不同时期内的相关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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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即要求均数不随时间变化%方差不随时间变化%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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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重庆市艾滋病感染速度呈上升趋势*相关部门可以有针对

性地采取预防控制措施*如整合艾滋病医疗资源#大力提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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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应用
!

时间序列分析是在不需要考虑预

测变量的相关因素及其关系的情况下#利用事物发展的延续

性#建立时间序列模型来预测未来的变化'

#"

(

*而传统的时间

序列模型要求序列具有平稳的线性趋势#但实际上疾病的发病

情况一般有着明显的周期变化#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

做出的预测往往不准确*本研究采用的
(bMW(

模型#综合考

虑了序列的趋势变化)周期变化及随机干扰等因素的影响#对

艾滋病发病拟合度较好'

#2

(

*由于疫情波动受到诸多未知随机

因素的影响#所建立的模型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较适合进行短

期的预测#同时需要不断加入新的实际数据#以不断新拟合更

能反映实际情况的预测模型#并提高预测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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