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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如何做好呼吸道疾病防治？
国家卫健委回应关切

当前正值春节前返乡高峰，部分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呼吸道疾病感染风险加大。目前我国呼吸道疾病流
行形势如何？怎么做好春节期间防控工作？重点人群如何防治？国家卫生健康委4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对热点问题进行回应。

A【流感仍是当前呼吸道疾病感染的主要病原体】 》》》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
员陈操介绍，新冠病毒 JN.1 变异
株已成为我国优势流行株，感染
病例以轻型为主。随着春节前后
人员跨区域流动和人群聚集增多
等因素影响，预计新冠疫情将逐
步上升。

监测数据显示，近期流感呈

回落趋势，但仍是当前呼吸道疾
病感染的主要病原体。专家研判
认为，2月份我国将继续呈现多种
呼吸道疾病交替或共同流行态
势。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
人、宣传司副司长米锋表示，国家
卫生健康委已专门就春节前后防

控工作作出部署。各地将加强值
班值守，保持备急状态。120急救
热线要保证24小时畅通，做好急
救转运。二级以上医院和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发热门诊及诊室要应
开尽开。急诊、儿科、呼吸科等重
点科室要畅通绿色通道，安排好
节日期间医疗服务保障。

B【春运出行加强健康防护】 》》》

今天是 2024 年春运的第 10
天。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
长高博介绍，春运前9天，全社会
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过 1.9
亿人次，公众出行需求旺盛，交通
运输运行总体平稳有序。

高博介绍，交通运输部严格
做好客运场站、交通工具服务
区的清洁消毒和通风换气；通
过加密运营班次、延长运营时
间、增开进出站和安检通道、晚
点情况下提前通知等方式，最

大 限 度 减 少 旅 客 在 场 站 内 聚
集；针对自驾出行人员，在客运
场站、交通工具、服务区等场所
动态播放春运平安出行温馨提
示，引导公众科学佩戴口罩，做
好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持续
做好交通运输一线从业人员健
康监测工作；指导运输企业和
医疗物资生产企业加强供需对
接，充分保障春运期间医疗物
资运输需求。

陈操建议春运期间有出行

计划的公众，出行前密切关注传
染病疫情动态和相关部门发布
的防控信息提示，合理安排行
程；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环
境密闭或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
时，科学佩戴口罩，及时洗手、消
毒，做好手卫生；做好健康监测，
若出现发热、咳嗽等呼吸道感染
症状，建议暂缓出行，症状较重
时及时就诊；合理安排作息，保
证均衡营养，适量运动，提高自
身免疫力。

C 重点人群呼吸道疾病
防治要注意这些

》》》【 】
老年人、儿童、严重慢性

基础性疾病患者等是感染呼
吸道疾病的重点人群。陈操
表示，这类人群由于自身免疫
力较弱，感染后更容易发展成
重症，建议尽量减少前往人员
密集场所。

中医在治疗季节性呼吸
道疾病时如何发挥作用？广
东省中医院院长张忠德表示，
针对个体化治疗非常重要，首
辨风寒风热，再辨是否夹燥、
夹湿，最后再看体质是气虚、
阳虚还是阴虚。如风寒感冒
会出现怕风、怕冷、身体酸痛
等症状，风热感冒会出现发
热、喉咙痛等症状，根据南北
方等地区不同进行合理调整
用药。

合理的营养有助于呼吸
道疾病住院患者快速恢复并
提高对后续感染的抵抗力。

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
任于康表示，不管是住院期还
是康复期，患者食物尽可能细
软，避免油腻刺激性食物。建
议对患者进行临床监测时，还
要注意营养状况和代谢水平
监测等。

春节期间慢性病患者用
药如何保障？上海市徐汇区
斜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全科主任医师朱兰介绍，当
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节日
期间开设门诊，通过官网等
途径向社会公布开诊信息；
家庭医生在节前为病情稳定
的慢性病患者开具最长达12
周的“长处方”；除少数特殊
药品、针剂类和胰岛素等有
特殊配送和储存要求的药品
外，居民可通过互联网医院
配药。

新华社北京2月4日电

工伤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试点来了
谁受益？如何办？

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三部门近日下发的通知，自4月1日起，全国各省
份将试点开展工伤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试点如何开展？主要利好哪些群
体？怎样申请办理？

据记者了解，各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社部门将选择40％以内的本省地
市启动试点。试点地市有需求的人员，持社保卡或电子社保卡，就可以在医疗机构
直接结算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工伤医疗、住院工伤康复以及辅助器具配置费用。

“这将极大解决工伤人员
‘跑腿’报销医药费和垫资治疗
等痛点。”河北唐山市一家大型
机械制造公司工伤业务负责人
告诉记者，以往职工出现重大
工伤时，由于伤情复杂，伤者往
往需要到一线城市救治。发生
的异地就医费用得个人或企业
先垫付，后期再凭发票审核、手
工报销，有时甚至要将近一年
才能到账。实行直接结算后，
职工拿着社保卡就直接走工伤
保险报销支付。

截至 2023 年末，我国基本
工伤保险参保人数首次突破 3
亿人，达 3.02 亿人，同比增加
1054万人。开展工伤异地就医
结算，无疑将利好参保人员，特
别是有利于更好维护危险化学
品、矿山、建筑施工、交通运输、
机械制造等工伤风险相对较高
行业职工的权益。

随着社会流动性增强，工伤
异地就医结算的需求不断上升。

具体试点如何开展？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
险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试点地区
将按照循序渐进原则，先纳入住
院费用，先期以异地长期居住（工

作）和异地转诊转院人员起

步，优先联通异地就医集中地区。
试点地区可根据实际确定

直接结算协议医疗机构的数
量，联通一家上线一家。各省
份至少要确定一家协议康复机
构和一家辅助器具配置机构，
可根据推进情况逐步增加。

有需要的人员怎样申请办理？

试点期间，异地就医人员
仅限于在参保省外居住生活或
工作半年及以上的，以及因医
疗条件所限需要转诊转院到参
保省外就医的工伤职工，并且
要完成工伤认定、工伤复发确
认、工伤康复确认或辅助器具
配置确认。

跨省异地就医前，工伤职
工要向参保地经办机构进行备
案并经审核同意，具体手续可
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
台、人社政务服务平台、掌上
12333App、电子社保卡等全国
统一服务入口，或参保地经办
机构窗口办理。

为避免职工过于频繁地变
更就医地，引导职工有序就医，
通知规定试点期间参保省份可
合理设置职工变更或取消备案
的时限要求，但原则上不超过6
个月。

还有不少职工关心，当前各
省份的工伤保险药品目录、住院
标准等都不相同，那么到异地就
医后，工伤人员享受的待遇到底
是按照参保地还是就医地的标
准？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
保险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住院
工伤医疗费、住院工伤康复费，
执行就医地的工伤保险诊疗项
目目录、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工
伤保险住院服务标准以及工伤
康复服务项目等有关规定；辅
助器具配置，则按照参保地有
关规定执行。

此外，为了便利人员流动，
跨省异地长期居住（工作）人员
在备案有效期内异地就医的，
在就医地享受工伤保险费用结
算服务，执行就医地政策；确需
回参保地并在当地就医的，则
按照参保地标准结算工伤保险
费用。

上述负责人提示，对于住
院伙食补助费，以及因异地转
诊转院发生的到统筹区外就医
所需交通食宿费，不能实现直
接结算。这部分费用需回到参
保地，由经办机构按照参保地
政策审核报销。

据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

指标升高就是患癌？
科学认知“肿瘤标志物”

2 月 4 日是“世界癌症
日”，在医院的血液检查中有
一项为“肿瘤标志物”，不少
群众疑惑是否肿瘤标志物升
高，就意味得了肿瘤？肿瘤
标志物指标正常，就能排除
患癌？专家表示，临床中肿
瘤标志物只是一个监测指
标，并不意味着跟肿瘤划等
号。

据了解，不同的肿瘤标
志物所对应的肿瘤位置和类
型是不一样的。比如，癌胚
抗原（CEA）与胃肠道肿瘤以
及肺腺癌等恶性肿瘤相关，
糖类抗原 125（CA125）与妇
科 肿 瘤 、糖 类 抗 原 199
（CA199）与 胆 道 或 胰 腺 肿
瘤、甲胎蛋白（AFP）与肝癌、
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与
前列腺癌等存在关联。

“但这并不意味着相应
肿瘤标志物升高就对应患上
了相应肿瘤。”浙江大学医学
院附属第二医院肿瘤内科副
主任医师陈佳琦说。

专家介绍，肿瘤标志物
的升高影响因素非常多，大
部分良性疾病甚至生理情况
都会引发肿瘤标志物升高的
情况。

陈佳琦解释，肿瘤标志
物升高需要重视但没必要恐
慌，听取肿瘤专科医生的意
见，后续进行随访观察或进
一步的诊断，明确原因，解决
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看，肿瘤
标志物正常也并不意味可以
排除肿瘤。专家提到，很多

早期肿瘤并不会造成肿瘤标
志物的升高，而且部分肿瘤
也没有对应的肿瘤标志物。
比如恶性黑色素瘤，常用体
检的肿瘤标志物就没有筛查
的意义。

“在肿瘤科医生的心目
中，比肿瘤标志物升高更重
要 的 ，是 肿 瘤 的 规 范 化 筛
查。”陈佳琦说，随着社会老
龄化和居民生活习惯改变，
肿瘤的发病率确实逐步提
升，因此，肿瘤的早期筛查至
关重要，特别是 40 周岁以上
人群要进行相应的筛查。

例如针对胃肠癌，建议
40 周岁开始做第一次胃肠
镜，筛查有没有胃肠道息肉
或者溃疡；针对肺癌，2 至 3
年一次的胸部高分辨 CT 筛
查也很重要；与性别相关的
女性乳腺癌和妇科肿瘤，需
要通过年度乳腺彩超和妇科
彩超进行筛查；男性的前列
腺癌可以通过前列腺彩超加
以筛查。完善这一系列的早
癌筛查，能最大程度实现癌
症早筛早诊早治。

与此同时，生活方式在
肿瘤的筛查中也有较高位
置。比如吸烟人群的肺癌筛
查就更加重要；有乙肝或者
大量饮酒的人群，对肝癌的
筛查就需要更加积极。

专家提醒，肿瘤的筛查
并不是肿瘤标志物那么简
单，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进
行定期完善的肿瘤筛查，才
是健康防癌的最佳选择。

新华社杭州2月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