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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全国多地遭遇寒潮天气，气温骤降，呼吸道疾病进入冬季高发时
期。哪些病原体正在流行？“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如何防治？疫苗接种有哪
些注意事项？门诊服务怎样优化？国家卫生健康委26日召开新闻发布会，
回应冬季呼吸道疾病热点问题。

“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如何防治？
门诊服务怎样优化？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会回应冬季呼吸道疾病热点问题

A 【不同年龄群体间流行病原体不同】 》》》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
人米锋表示，监测显示，近期，我
国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以流感为
主，此外还有鼻病毒、肺炎支原
体、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等
引起。分析认为，近期我国急性
呼吸道疾病持续上升与多种呼
吸道病原体叠加有关。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
专家王华庆介绍，多病源监测结
果显示，近期呼吸道感染性疾病
在不同年龄群体间流行的主要病

原体不同。1至4岁人群以流感
病毒、鼻病毒为主，5至14岁人群
以流感病毒、肺炎支原体、腺病毒
为主，15 至 59 岁人群以流感病
毒、鼻病毒、新冠病毒为主，60岁
及以上人群以流感病毒、人偏肺
病毒和普通冠状病毒为主。

米锋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
会同国家疾控局正持续开展呼
吸道疾病监测和形势研判。要
求各地科学统筹医疗资源，落实
分级诊疗制度；及时向社会公

开、更新儿科、发热门诊等医疗
机构信息；做好学校、托幼机构、
养老院等重点人群密集场所疫
情防控。

米锋提示，大医院人员密
集，等候时间长，交叉感染风险
较高，家里如有儿童患病症状较
轻，建议首选到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或综合医院儿科就诊。公众
要坚持戴口罩、多通风、勤洗手
的卫生习惯，出现呼吸道症状时
做好防护。

B 【重点做好“一老一小”人群防治工作】 》》》

老年人是呼吸道疾病易感
人群。北京医院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主任李燕明介绍，应结合
老年人的年龄、基础疾病情况和
感染严重程度综合研判，来决定
居家养护还是去医院就诊。家
人要了解家中老人体温、血压、
脉搏等基础情况，密切观察症
状，若出现高烧不退、呼吸困难、
精神萎靡等，需及时就诊。对流
感来说，抗病毒药物及早用药效

果较好。
近期，部分儿童退烧后仍咳

嗽严重，如何缓解？对此，广东
省中医院院长张忠徳表示，儿童
咳嗽，要分辨清楚是风热还是风
寒导致。风热咳嗽，伴喉咙痛、
黄痰、黄色鼻涕等症状，可用清
热解毒化痰的中成药或西药；风
寒咳嗽，如刺激性干咳，伴流清
涕，可以用祛寒解表补肺气的中
成药。同时，冬季室内外温差和

早晚温差较大，要及时更换增补
衣服。

“营养对于维持免疫系统健
康起到关键作用。”北京协和医
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于康说，全人
群都应确保摄入充足的优质蛋
白质、新鲜蔬菜和水果，尽量做
到食物多样化，保证足量饮水。
同时，做到吃动平衡，维持健康
体重，保持规律作息和良好生活
习惯，维护良好免疫力。

C 【倡导积极接种相关疫苗】 》》》

“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有效、
安全、便利、经济的措施，在传
染病防控过程中发挥重要作
用。”王华庆说，不同疫苗有其
重点人群，主要根据疫苗特点
和防控需求决定。

其中，流感疫苗6月龄以上
全人群都可使用，重点推荐老年
人、有基础疾病人群和婴幼儿等
感染高风险人群接种；新冠病毒
疫苗重点推荐60岁以上的老年
人、18至59岁患有较严重基础
疾病人群、免疫功能低下人群和
感染高风险人群接种。

王华庆呼吁公众根据卫生
部门发布的疫苗接种建议，只
要符合接种条件，都积极接种
疫苗，预防传染病的发生。

专家还表示，老年人基础
疾病占比较大、自身免疫力相
对衰弱，是接种疫苗的特殊群
体。接种疫苗时需注意严格把
握禁忌证，避免严重不良反应；
科学把握适应证，一些基础性
疾病如处在急性发作期，接种
疫苗需要缓种；仔细阅读知情
告知中的注意事项，严格按照
规范执行接种。

D 增加服务供给
缓解就医等候时间长

》》》【 】
近日，不少医院发热门诊、

儿科诊室排起长队。据介绍，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指导各地加
强统筹调度，落实分级诊疗制
度，发挥医联体作用，加强对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技术指导。

“当前主要通过增加医疗
服务供给、动态监测调配、优化
服务流程等举措改善患者就医
体验。”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副主
任应旭旻介绍，在杭州市，目前
门诊服务“应开放尽开放”，各
级各类医疗机构呼吸道门诊、
发热门诊根据需要延长服务时
间；医疗资源“应调配尽调配”，

实时监测医疗机构数据，如负
荷过载，实时启动应急调整机
制；服务流程“应简化尽简化”，
改善挂号、检查、取药等服务流
程，减少不必要环节，让患者

“边候诊边检查”。
与此同时，患者可以通过

各大主流网络平台查询发热门
诊信息，实时查看医院挂号、剩
余排队人数情况。通过数字化
技术，打通医院床位资源，杭州
市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通过
云端选择上级医院，帮助患者
一键直接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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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呼吸道疾病“叠加感染”？
怎样应对门诊“一号难求”？

——国家卫生健康委邀请权威专家解答热点话题

随着冬季来临，呼吸道疾病进入高发季节。肺炎支原体感染、流感等交织叠加，如何正确认识呼吸道疾病
“叠加感染”？怎样应对门诊“一号难求”的情况？在11月24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的媒体集中采访中，多位权
威专家应邀解答。

1 所谓“叠加感染”并非今年新发问题

11月23日，中国国家流
感中心发布的最新一周流感
监测显示，前一周南、北方省
份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持续
上升，以甲型 H3N2 为主。
秋季以来，肺炎支原体在各
地呈多发态势，随着北方秋
冬季的来临，流感、呼吸道合
胞病毒、腺病毒、鼻病毒等感
染人数也有所增加。

不同病毒的流行会不会
造成“叠加感染”？北京市呼
吸疾病研究所所长童朝晖表
示，所谓“叠加感染”不是今
年新出现的问题，即便某些
病人身上分离出多种病原微
生物，但这些微生物未必都
是致病的。

童朝晖说：“实际上，冬
季一直是呼吸道疾病高发季

节，过去我们不太关注，其实
每到冬季，呼吸道疾病的微
生物分离出现两种、三种都
很正常。”

如果测出两三种是否都
需要治疗？童朝晖解释道，
检测出两三种微生物，不一
定都是致病菌，还需要靠临
床大夫通过患者的病原学检
测，影像学以及一些其他检
验化验进行综合分析。即便
检测出两三种微生物，实际
上致病的可能就是其中一
种。

此外，有人担心这一波
呼吸道疾病的流行与新冠病
毒有关，对此，童朝晖表示，
二者完全没有关系，上呼吸
道感染症状都是很相似的，
都会有发热、咳嗽等症状。

2 社区医院、互联网医院有能力承担诊疗

一些孩子发病后出现高烧
情况，家长担心其身体健康，纷
纷前往一些大型医院进行就
诊，于是出现了“一号难求”的
情况。

对此，北京儿童医院主任医
师王荃表示，发烧温度的高低不
绝对代表疾病的严重程度，就发
热本身而言，只有当发烧出现超
高热或发热时间超过三天，才必
须要去医院就诊。如果症状不
重，家长可以在家观察孩子情
况，或是带孩子就近去基层医
院、社区医院进行检查。

专家介绍，呼吸道常见疾病
大部分发生在上呼吸道，现在许
多社区都有规范化培训的全科
医生，药品配备充足，上下转诊
机制通畅，完全有能力进行诊
疗，广大老百姓可以放心前去看

病。
同时，为了解决就诊困难，

近年来，我国许多医院在推广互
联网诊疗，方便了医患沟通和网
上转诊。

王荃表示，患者通过互联网
医院一样可以实现和专业医生
的交流。最重要的是线上形式
让孩子不必直接接触医院环境，
避免了交叉感染风险。

“孩子成长过程中肯定会出
现生病的情况，让孩子拥有充足
的睡眠，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保持良好状态和营养摄入，这对
于恢复健康非常重要。”王荃说，
孩子一旦生病最好居家休息，家
长也不要再带孩子去人多或人
员密集的场所，如果必须要去，
注意给孩子戴好口罩，减少感染
风险。

3 切忌自行给孩子用药
预防感染

近期，由于部分学校和幼儿园
出现了呼吸道疾病集体发病的情
况，一些家长担心孩子会被传染，
于是选择自行给孩子服用治疗呼
吸道疾病的药物。

“千万不要自行用药物进行预
防，让孩子戴好口罩、勤洗手，保持
良好习惯就是最好的预防。”首都医
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
清泉表示，“服用治疗的药物来预防
呼吸道感染”是很大的认识误区。

刘清泉提示，如果自行提前用
药防治，吃错药、乱吃药都有可能
出现耐药的问题，这不仅对孩子甚
至对全部人群都可能产生影响。

而对于孩子生病出现发烧情
况，刘清泉说，孩子发烧不必急着
进行输液。发烧可以靠中西医结
合进行治疗，西药见效快，中药退
烧缓慢但效果持久。医生会根据
孩子病情判断是否要输液，并非所
有发烧都需要打点滴。

刘清泉说，预防主要还需依靠
调理好日常生活，注重适当锻炼和
劳逸结合，不去人多的地方凑热
闹，保持充足的睡眠和清淡、营养
的饮食。如果一些老年人本身有
慢性疾病，最好去咨询医生提供具
体预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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