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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秋冬季相关健康提示——

重视老年人流感防控 开展人群免疫规划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0 日电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日发布
秋冬季流感防控健康提示，显示
我国今冬明春存在流感活动显著
上升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传染病
防控司司长雷正龙在9日召开的
2022 年老年人流感防控策略研
讨会上视频发言表示，我国部分
省份已经开始进入流感流行季
节，各地需要严格防范流感等呼
吸道传染病与新冠肺炎疫情叠加
流行的风险，采取精准措施做好
老年人等重点人群流感防控工

作。
随着天气转凉，流感逐渐进

入季节性活跃期。中国疾控中心
免疫规划中心有关专家介绍，流
感不是普通感冒。普通感冒常由
于受凉或鼻病毒、细菌等病原引
起呼吸道疾病，传染性不强，症状
较轻。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
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
过近距离呼吸道飞沫传播，可导
致在人群聚集场所发生聚集性疫
情。

研究表明，人群对流感病毒

普遍易感，老年人、孕妇、婴幼儿
和慢性病患者等高危人群感染流
感后危害更为严重。《中国流感疫
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2—
2023）》数据显示，与全国范围内
其他年龄组相比，流感相关重症
和死亡风险在老年人中较高。此
外，养老院、疗养院等老年人集体
居住的场所容易出现流感暴发疫
情。

“近日，全国各地陆续启动了
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中华医学
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健说，在防

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同时，不可放
松对流感的警惕，特别是老年人
等高风险人群，更应该提高警惕，
而且要采取相应措施，如积极接
种流感疫苗，做好科学预报等。

专家提示，及时接种流感疫
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免受流感感
染、减少流感相关严重并发症和
死亡的有效手段。今年我国流感
疫苗批签发早于往年，居民可关
注各地预防接种门诊或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发布的接种信息，及时
进行接种。尤其是老年人、慢性

基础性疾病患者、医务人员、儿童
等高风险人群建议优先接种。

同时，要做好一般性预防措
施，降低流感暴露风险。流感流
行期应少去人群密集场所，保持
良好的卫生习惯，增强体质与膳
食平衡，提高机体免疫力。学校、
幼托机构、养老机构要加强传染
病报告等流感防控措施，关注“一
老一小”健康监测，一旦出现发
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应及时送
医治疗，去医院前减少与他人的
接触。

国家文物局发布“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最新成果

河南安阳殷墟考古与甲骨文研究取得新进展
殷墟考古和甲骨文研究百年耕耘、薪火赓续的重要成就，是学习理解中华文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借鉴。11月10日，

国家文物局在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专题通报河南安阳殷墟考古与甲骨文研究重要成果及新进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徐良高研究员系统回顾了90
余年殷墟考古历程，指出殷墟考
古实证了文献记载的商代历史，
系统展现了商代社会文化面貌、
商代文明发展成就。新时代殷
墟考古坚持聚落考古理念引领，
深化多学科、跨学科合作研究，
力求揭示更加全面、真实、鲜活
的商文化。

考古工作系统揭示了洹北
铸铜、制骨、制陶手工业生产方
式和“居葬合一”的族邑布局模
式。新发现宫殿宗庙区存在大
型池苑、水道及相关建筑遗迹，
改变了以往对于宫殿宗庙区整
体格局的认识。殷墟王陵区东

区、西区外围各发现一条围沟环
绕其外，突破了对于王陵区布局
的认识，是商代陵园制度研究的
重大进展。

殷墟内部的道路系统不断
被揭示出来，部分道路两侧密集
分布居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
为进一步探索殷墟城市布局、族
邑分布提供了重要线索。殷墟
考古研究将在新理念新方法的
指引下，逐步还原更加全面、真
实、鲜活的商代文明。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孔
德铭研究员介绍了殷墟外围区
域多项新发现。辛店铸铜遗址
发现商代晚期铸铜作坊7处、房
址 10 余处、墓葬近百座，出土

“戈”字铭文铜器，显示该遗址可
能是一处由“戈”族管理的青铜
器铸造遗址。

陶家营商代中期环壕聚落
遗址发现了布局有序的陶器生
产区、居址区和墓葬区，进一步
深化洹北商城周边聚落社会形
态认知。

邵家棚商代晚期聚落遗址
发现了由18座房址组成的3组
多进式院落，以及由1座“中”字
型大墓、23座中小型墓葬和4座
车马坑组成的墓地，出土刻“册”
字铭文的多件青铜器，显示邵家
棚遗址可能为晚商时期史官

“册”族居住地。
商代甲骨文是契刻或书写

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主要用
于占卜记录和记事，是早期成熟
汉字体系文字的代表。中国社
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冯时系统介
绍了 120 余年来甲骨文发现与
研究的重要成果。据悉，甲骨文
发现总计约 15 万片，经科学考
古发掘的有35000余片，单字数
量已逾4000字。

甲骨学与考古学以及多学
科研究的结合标志着甲骨学研
究步入了成熟，且日渐繁荣。对
甲骨文资料的整理和缀合，也超
越以往。不仅考古发掘提供了
前所未见的重要资料，而且各文
博单位、研究机构所藏的甲骨文
资料也得到整理。各种甲骨文

字典、字表、诂林、类编等不同形
式工具书的编纂，既对甲骨文资
料进行了重新整理，也反映了作
者的深刻思考。

冯时表示，甲骨文自其发
现至今，经数辈学者的努力，已
成为成熟的国际显学。研究者
遍 及 世 界 各 国 ，著 述 卷 帙 浩
繁。新时代甲骨学研究立足百
余年深厚学术积淀，更加注重
与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及多学科
的结合，对推动思想史、天文历
法、历史地理相关领域研究方
面取得重要成果，诠释中华文
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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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家营商代中期环壕聚落
遗址M12出土器物组合

邵家棚商代晚期聚落遗
址车马坑K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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