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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扫”南北！
门急诊病例占10.8%！
这种药有用但别乱吃
12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

(2024年第49周)》显示：12月2日至8日，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其
中流感病毒阳性率近期上升趋势明显，流感病毒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占比10.8%，远超
其他病原体。无论在南方省份还是北方省份，流感病毒成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排名首
位的病原体。流感有哪些症状？有无特效药？如何预防？哪些人应接种流感疫苗？

中年人内脏脂肪多
可能增加阿尔茨海默病风险

什么是流感？1
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分为甲、

乙、丙、丁四型，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一
种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的急性呼吸道
传染病。

流感病毒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其次也
可经口腔、鼻腔黏膜等直接或间接接触传
播，比如手触碰被病毒污染的物品，再接触
口鼻也可引起感染。

流感和普通感冒有什么区别？2
轻症流感常与普通感冒表现相似，但

发热和全身症状更明显。
普通感冒以打喷嚏、鼻塞、流鼻涕、咳

嗽为主，而流感全身症状较重。主要有以下
三个明显特征：

高烧明显(38.9℃-40℃)，短时间内体

温快速上升；疼痛明显(主要表现为头痛、
咽痛、肌肉酸痛)；疲劳乏力感明显。

多数人患病后表现为轻症，通常在
一周左右自愈。但是，流感也可导致部
分人，尤其是高危人群发生重症，甚至
死亡。

治疗流感有特效药吗？3
首先要说明，并不是每个患流感的人

都必须服用抗病毒药物，建议在重症风险
较高、症状较重的情况下早期使用，且绝大
多数流感抗病毒药物是处方药，需经医生
评估才能用。

目前，国内可用的流感抗病毒药物主
要有奥司他韦(包括颗粒和胶囊)、扎那米
韦、帕拉米韦、阿比多尔和玛巴洛沙韦
等。注意，抗病毒药物不能代替每年用于
预防接种的流感疫苗。

什么情况下需服用奥司他韦？
奥司他韦只对流感病毒有效，针对其

他病毒皆无效。不论成人还是儿童，均需
经医生评估才能服用。

对儿童来说，出现高热、肌肉酸痛等典
型症状，结合流感病毒检测阳性，才需要使
用奥司他韦。无法满足流感病毒检测的情
况下(核酸或抗原)，需评估特殊流行病学
史决定是否启用该药治疗。

奥司他韦有一定副作用，常见有恶心、
呕吐、腹痛等胃肠道症状，如患者服用后出

现问题需前往医院评估，必要时调整用药。
得了流感一直咳，镇咳药物吃不吃？
得了流感后，很多人尤其是孩子，会出

现咳嗽症状且迁延不愈，这时会有人着急
吃镇咳药。但吃药前，要搞清楚为什么会
咳嗽？

通常，人们在感染呼吸道病毒、细菌及
支原体等后，易出现感染后咳嗽，可持续
3—8周。

这是由于气道上皮细胞受到呼吸道病
毒攻击后，黏膜损伤，屏障功能受损，进而
诱发气道炎症，导致气道黏液分泌、敏感性
增高，使咳嗽加剧。

一般而言，轻度咳嗽不需要药物干预，感
染后咳嗽多表现为刺激性干咳或咳少量白色
黏液痰，具有一定自限性，通常能自行缓解。

若咳嗽频繁且影响日常生活，可在医
生指导下服用相关药物治疗。部分患者咳
嗽顽固，甚至发展为慢性咳嗽，如咳嗽超过
8 周，建议前往医院排除可引起慢性咳嗽
的常见原因。

如何正确预防流感？4
接种疫苗
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减少流感

相关重症和死亡的有效手段。那么，什么
人需要接种流感疫苗？

《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2023—2024)》建议所有 6 月龄且无接
种禁忌的人都应接种流感疫苗。除“一老”
(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和“一小”(6—59月
龄儿童)外，还优先推荐以下人群及时接种：

医务工作者：如临床人员、公共卫生人
员、卫生检疫人员等；

慢性病人群：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
人群；

养老机构、托幼机构、福利院等人群聚
集场所脆弱人群及员工；

中小学教师和学生；
孕妇；
6月龄以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
符合接种条件的个人，可在居住地附

近就近选择接种点预约接种，也可留意当
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医院的小程序、公

众号等发布的消息，通过线上平台进行预
约接种。

做好个人防护
勤洗手：勤洗手并注意正确洗手。平

时不要用脏手触摸眼、鼻、口。
掩口鼻：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或屈

肘遮住口鼻，用过的纸巾应及时扔进垃圾
桶，并及时洗手。

少聚集：流感流行季节，老年人、儿童、
孕妇、慢性基础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应尽
可能减少去人群聚集、空间密闭场所，如必
须前往应佩戴口罩。

勤通风：每天开窗通风至少3次，每次
至少半小时，保持室内空气新鲜。

增强免疫力：增强体质与膳食平衡。
保持科学饮食起居，积极锻炼身体，提高机
体免疫力。

温馨提示——
接种流感疫苗是最有效的预防措施，

若出现持续三日39℃以上的高烧或憋气、
呼吸困难等症状，需立即就医。 据央视

北美放射学会日前在其年会上公
布一项研究称，内脏脂肪含量过高的
中年人，老年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
险可能较高。该研究表明，改变生活
方式以减少内脏脂肪，可能有助于预
防或减缓阿尔茨海默病的发展。

本项研究参与者为 80 名中年人，
平均年龄 49.4 岁，平均体质指数为
32.31，其中约 57.5％的参与者为肥胖
人群。参与者认知正常，尚未出现阿
尔茨海默病最早症状。参与者接受了
脑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人
体核磁共振（MRI）、代谢评估以及血脂
检测。同时还接受了腹部核磁共振成
像检查以测量皮下脂肪和内脏脂肪的
体积。

研究人员将各种相关指标与阿尔

茨海默病的两种标志性病理蛋白，即
大脑中淀粉样蛋白和Tau蛋白的水平
相联系。他们发现，内脏脂肪含量越
高，阿尔茨海默病的两种标志性病理
蛋白的水平就越高，而其他类型的脂
肪则没有同等相关性。

研究还显示，胰岛素抵抗水平较
高和高密度脂蛋白水平较低也与大脑
中淀粉样蛋白较多相关；而高密度脂
蛋白水平较高的人，其内脏脂肪对淀
粉样蛋白的影响则有所降低。

研究人员认为，控制与肥胖相关
的阿尔茨海默病风险，需要关注肥胖
通常会引发的代谢和脂质等问题。通
过改变生活方式或减少人体内脏脂
肪，或可减缓老年罹患阿尔茨海默病
风险。 据新华社

研究发现“轻断食”会影响毛发生长

“轻断食”是近来流行的一种减肥方
法。西湖大学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长期

“轻断食”，或许意味着要在保身材还是保
头发之间作出抉择。“轻断食”会诱发激活
的毛囊干细胞凋亡，从而抑制毛囊再生和
毛发生长。14日，这项研究在国际学术期
刊《细胞》上发表。

“轻断食”又称间歇性禁食。论文通
讯作者、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特聘研究
员张兵告诉记者，这项研究源自一次意外
发现。2021年夏天，一位参加科研实习的
同学忘记放饲料，让小鼠饿了一天。在后
续的毛囊取样观察中，这只挨饿的小鼠出
现了不少凋亡的毛囊干细胞。

“如果一次禁食会杀死小鼠毛囊干细
胞，那‘16＋8’（即每天在固定的8小时内
摄入所需的全部食物，其余16小时进行禁
食）这些常见的‘轻断食’方式会不会影响
毛囊的再生和毛发生长？”张兵由此展开
了研究。

研究团队先给小鼠剃毛，然后观察了
小鼠毛发生长情况。研究发现，不限制进
食的小鼠经过30天几乎完全再生了毛发，
而接受“16＋8”或隔日进食两种方案的小
鼠在96天后仅有部分毛发生长。

张兵表示，在动物的生命周期中，毛

囊会周期性地经历再生，这一过程由毛囊
内部的干细胞驱动。不限制进食小鼠的
毛囊干细胞在剃毛后约20天开始激活，并
持续活跃直到毛发生长完成，而接受间歇
性禁食的小鼠的毛囊干细胞虽然也能正
常激活，但经过长时间的禁食后会出现大
量凋亡。在进食与禁食周期中，干细胞反
复激活和凋亡，导致毛囊的生长在生长期
早期阶段出现“卡壳”，无法正常长出毛
发，而且，禁食时间越长，毛囊再生的负面
影响就越明显。

研究团队利用基因工程技术进一步
揭示，禁食诱导的干细胞凋亡与毛囊附近
游离脂肪酸浓度的增加密切相关。饥饿
状态下，肾上腺会分泌皮质醇和肾上腺素
两种促进脂解的激素，这些激素通过血液
循环到达皮肤，从而指挥脂肪细胞进行分
解，释放大量游离脂肪酸，引发毛囊干细
胞凋亡。

研究团队进行的一项对49名健康年
轻成年人小型临床试验结果提示，类似的
毛发生长抑制现象在人类身上也会出现，
进行每天18小时禁食的限制性饮食使得
毛发生长的平均速度降低了18％。但研
究人员同时提示，这一效果仍需更大规模
研究验证。 据新华社

专家支招冬季呼吸道疾病防治

冬季气温低，呼吸道疾病易发。专
家提示，公众在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
惯时，对于有疫苗可预防的呼吸道传染
病，应尽早按照接种程序接种疫苗，儿
童、老年人和有慢性基础性疾病的人群
尤其应注意疫苗接种。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
丽萍介绍，根据全国呼吸道哨点监测第
47周的监测结果显示，目前急性呼吸道
传染病总体仍处于相对低的流行水平，
但呈现上升趋势，主要是体现在0至14
岁年龄段的人群发病病例有所增加。

王丽萍介绍，从监测数据来看，在0
至4岁的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呼吸道感
染住院病例中，常见检出阳性的病原体
是鼻病毒、肺炎支原体、副流感病毒、腺
病毒和呼吸道合胞病毒等；5至14岁门
急诊流感样病例和呼吸道感染住院病
例病原体主要是鼻病毒、肺炎支原体、
流感病毒和副流感病毒等。

“大雪节气过后，气温显著下降，雨
雪会增多，流感病毒、肺炎支原体、呼吸
道合胞病毒引起的呼吸道传染病感染
风险也会上升。”王丽萍表示。

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常昭瑞建议，勤洗
手，咳嗽和打喷嚏时要用纸巾或肘部遮
住口鼻。同时，保持居住和工作环境清
洁与通风，通过合理饮食、适量运动和
充足睡眠来增强体质。

“一老一小”的健康备受关注。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彭质斌特
别提醒，儿童免疫系统还不健全，老年
人通常免疫功能相对较弱，在保持良好
的个人卫生习惯、注重环境清洁卫生等
基础上，还需尽早做好疫苗接种。呼吸
道传染病高发季节，儿童、老年人应尽
量避免前往环境密闭、人员密集场所，
一旦出现病症，要及时就诊，遵照医嘱
进行治疗。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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