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马靖 整理

冬季是呼吸道感染疾病的高发季节。2月4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介绍，近期，
我国新冠疫情呈低水平波动，流感、肺炎支原体
感染人数回落。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门急诊
呼吸道疾病诊疗工作继续保持平稳。然而，当前
正值春节前返乡高峰，国内南北互跨旅游热潮
持续，还有远赴境外的观光旅游。人群大规模
流动和聚集容易加速呼吸道疾病传播，春节前
后呼吸道疾病仍会保持一定的流行水平。

解放军总医院第二医学中心健康医学科
徐国纲教授提醒：春节回家探亲，给老人带去
关爱，远离病症。

春节期间关注老年人健康应注意些
什么？

近几日全国大部分地区降雪降温，对免疫
力功能减退的老年人，尤其要注意。徐国纲教
授列出了以下注意事项以及行动清单——

冬季气候条件寒冷干燥，有利于流感病毒的
存活和传播。由于季节寒冷，人们倾向于室内活
动，人群的密切接触促进了流感病毒的传播。而
冬季人群免疫力减弱，更易受到病毒的攻击。

当前呼吸道疾病中甲流、乙流、新冠等，主
要是以呼吸道感染的形式出现，它们的传播途
径是一致的，主要经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传

播，其次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可经气溶胶传播，
接触被病毒污染的物品也可造成间接感染。

流感和新冠病毒对人群普遍易感，并不存
在老年人更容易感染的说法。老年人因为免
疫功能减退，感染病毒后容易出现危重症，因
此老年人是流感和新冠危重症的高危人群。

春节回家探亲旅途中，进入客运站、飞机
场等场所，提倡做好个人防护，全程科学佩戴
口罩、备好消毒湿巾。到家后，做好健康检测，
避免感染后传染给老人。

而家中老人应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流感疫
苗等，这是减少感染、降低重症及死亡率的有
效手段。

同时，老人应保持健康生活方式，合理膳
食、规律生活、戒烟限酒、保持环境清洁、勤通
风、勤洗手、注意佩戴口罩等。

如果家庭成员出现发热、咳嗽、肌肉酸痛、
全身乏力、腹泻等症状，应尽量减少与家人接
触，出现症状后进行抗原试剂检测，初筛是否
感染相关呼吸道病原。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试
剂存在假阴性及新冠病毒变异性，仍建议尽快
到医疗机构就诊，完善检查规范治疗，居家后
自我隔离并多休息。

徐国纲提醒，病毒感染与致病是由病毒毒
力及自身免疫力同时决定，并不是只要接触确
诊病人就会感染致病，目前的治疗是以出现症
状的时间为标准，出现症状后即可到医院就诊。

对于甲流和乙流，接触确诊患者后可药物
预防：建议对有重症流感高危因素的密切接触
者（且未接种疫苗或接种疫苗后尚未获得免疫
力）进行药物预防，建议接触确诊患者后48小
时内使用奥司他韦或扎那米韦等。

老人有呼吸系统基础病，遇到病毒、
细菌多重叠加怎么办？

已经有呼吸系统疾病的老人，叠加流行性
疾病应该怎样救治？数种病毒叠加该怎么办？

徐国纲建议，人们在感染甲流、乙流、新冠
等病原体后，建立的免疫力都不持久，可以出现
反复感染，形成叠加流行性疾病，患者感染一种
之后，再感染另一种，这在临床上并不罕见，极
端情况下甚至出现了四种病原体核酸检测阳
性，先后感染、混合感染的情况，这在老年人群

中尤其常见。同一个病原体的感染再次感染后
症状较轻，不同病原体感染可能加重病情，尤其
容易导致上呼吸道黏膜屏障损伤后引发细菌感
染等。

有呼吸系统疾病的老年人本身就是流感和
新冠的重症、危重病例的高危人群，感染流感或
新冠病毒后，应积极进行针对病原的抗感染治
疗。其治疗主要是针对病因的对因治疗、并发
症的治疗以及对症支持治疗。

首先，明确病原学诊断，确定感染的病毒种
类，针对不同的病毒给予不同的治疗药物，如甲
流、乙流，给予抗流感药物如奥司他韦、玛巴洛
沙韦等；如新冠，针对性的抗病毒药物国产新冠
口服药先诺特韦片/利托那韦片（商品名：先诺
欣），通过病原学治疗可有效缩短疾病病程，降
低住院和重症风险。

其次，对于有基础病的老年人，还可能存在
合并细菌感染，需要合并抗生素进行抗细菌感
染治疗。

叠加流行性疾病的总体治疗原则是：抗病毒
及支持治疗，积极防治并发症，治疗基础疾病，预
防继发感染。有基础病的老年人患流感或者新
冠，可能导致病情加重、继发细菌感染，建议尽快
到医院就诊，早期干预、早期诊断及治疗。

给老人买呼吸系统保健品是否可
行？

徐国纲表示，目前没有科学研究证实“呼吸
系统保健品”对呼吸系统有益处，不建议购买和
服用相关产品，推荐细菌溶解产物胶囊用于预
防呼吸道反复感染及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

医疗器械，如制氧机、家用呼吸机，对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和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的
治疗和老人生活质量的提高有一定作用，在医
生的指导下可以购买使用。

日常医疗用品，家中应该常备有血压计、脉氧
仪和体温计，因老年人基础疾病多，每日测血压、
脉氧，有利于应对紧急情况。

老年人居家注意保暖，营养饮食，适当运
动，保持积极的心态。对于感染流感或新冠后
的老年人，可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呼吸功能锻炼，
增加肺活量，减轻缺氧及呼吸困难等不适，并促
进排痰，更快恢复正常呼吸，提高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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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关注关注

春节孩子易伤食，消化问题“全”预防

呼吸道感染疾病高发季，呵护老年人健康系列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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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提醒提醒

春节回家，奔的是一家

老小团团圆圆。春运路上

人潮拥挤、摩肩接踵，喜庆

热闹中，做好防护、准备，不

给老人带去病症感染，让团

圆更喜庆，让节日更温馨！

本版约请解放军总医

院第二医学中心健康医学

科主任、主任医师徐国纲

教授，就春节期间维护老

年人呼吸系统健康给普通

人支招。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耿兴敏

节日期间，佳肴丰盛，孩子们难免出现消
化问题。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采访了首都
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
师宫幼喆，从多年春节期间门诊普遍出现的问
题，给家长如下提醒。

春节期间孩子最容易出现消化问题

宫幼喆表示，从临床经验来看，节日期间
一般易出现以下情况：比如孩子肚子鼓鼓的，
有的伴有腹痛，甚至出现恶心、呕吐；有的孩子
食欲不振，伴有口臭；有些孩子大便次数增多，
出现排稀便或大便酸臭。年龄小不会表达的
孩子，会出现没有原因的哭闹，要注意可能是
消化不良所致的胃肠痉挛等。有些孩子因进
食高油高盐高糖辛辣的食物或吃较多肉类食

物，出现口腔溃疡、咽喉肿痛、便秘、流鼻血、牙
龈肿痛等。

春节餐桌上的美食种类繁多，很可能某一
种食物成分导致孩子过敏，有些孩子出现皮肤
问题，如皮肤瘙痒、皮疹等。

尤其要警惕消化道异物的发生！节日里，
孩子在跑跳嬉戏的时候，很容易使食物呛入气
管里，出现呛咳、憋气、面色青紫等，威胁生命
安全。此外，鱼刺、枣核、小块骨头等也容易卡
入宝宝的喉咙，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看管。

消化道异物是消化科常见的危急症之一，
5岁以下儿童在儿童消化道异物患者中比例
最高，高达75%，同时并发症和死亡风险也是
更高，家长多加注意！

宫幼喆提醒家长，如果孩子反复呕吐、腹
痛不缓解、排稀便次数多，出现精神差，甚至拒
绝进食、尿量少等症状，一定及时到医院就

诊。要警惕一些疾病，如严重的胃肠炎、胰腺
炎、胆囊炎、肠套叠等。

全面预防，“注意给孩子添加主食”

宫幼喆提醒家长们，饮食要注意营养均
衡，荤素搭配。

首先，注意给孩子添加主食。其次是保证
蔬菜的种类丰富。少吃零食。水果要新鲜，每
天适量应季水果。

饮料或果汁，过多饮用会导致孩子腹胀、
腹痛、食欲下降。而足量的白开水及适量的
牛奶，更有利于孩子的生长发育。

作息时间不如平时规律，也会导致孩子胃
肠功能紊乱。

提醒注意手部卫生，注意节假日期间的食
品卫生，建议使用公筷。

适当进行户外活动，防止肥胖。

旅行期间做好孩子健康防护

假期带孩子外出旅游，在这个过程中，有
些孩子会出现腹泻，同时伴有腹痛、恶心、呕
吐、发热等症状。宫幼喆表示，这通常是因为
进食了被病原体污染的水或食。另外，天气的
变化也是导致消化道不适症状的原因。

那么春节外出期间我们该如何预防呢？
1.注意手部卫生，建议家长自备免冲洗的

洗手液。
2.建议去卫生条件好的餐馆用餐。水果清

洗要擦干表面的水分，或者去皮。
3.建议给孩子喝煮开的水。
4.可备用止泻药物，如蒙脱石散、口服补液

盐等。

■ 陈姝

春节返乡探亲访友，随
身携带急救小药箱必不可
少。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
中心药品保障室主管药师曾
妙甜推荐大家备足以下六种
药品。

一是备足感冒药。冬
季各地温差大，加上旅途中
舟车劳顿，容易感冒发烧、
头痛。

常用感冒药有：氨麻美
敏片（‖）、氨酚咖那敏片、
氨酚伪麻美芬片（日片）、氨
麻美敏片（夜片）等。为了
避免因成分相同而导致重
复用药，建议只选择一种复
方制剂的感冒药。

二是备足晕车、晕船
药。春节期间，无论是去旅
行还是探亲访友，都离不开
各种交通工具，尤其是汽车，
有晕车史的朋友，出行前可
根据各种药物的特点和乘车
时间长短，酌情选择1~2种
晕车药。

常用的晕车、晕船药有
晕海宁（茶苯海明片）、东莨
菪碱贴片。如果旅程较短
（≤6小时）的情况下首选茶
苯拉明片，上车前半小时服
用预防。而旅程较长（＞6
小时）的情况下推荐首选东
莨菪碱贴片，出发前一晚贴
于耳后皮肤上，或出发前

5～6小时贴，乘车结束后取下药片。
三是备足消化系统用药。逢年过

节，走亲访友，少不了吃吃喝喝，暴饮暴
食后易出现胃胀、胃痛等消化不良症
状。还有就是水土不服、气候变化或吃
的食物种类多且杂都可能引起腹泻，止
泻药就显得必不可少。

要带上吗丁啉（多潘立酮片）、四磨
汤口服液、保济丸、蒙脱石散和盐酸小檗
碱片等，以防万一。

四是备足抗过敏药。出门在外，环
境、饮食、气候、疲劳等因素导致的皮肤
过敏反应并不少见。

常见的抗过敏药物有氯雷他定片、
盐酸左西替利嗪片、咪唑斯汀缓释片等
抗组胺药。适量备一种抗过敏药，可以
救急，减轻过敏、瘙痒症状。

五是备足助眠药。平时就有睡眠障
碍或者改变入睡环境后就很难入睡的
人，建议晚饭后或者入睡前服用甜梦口
服液、养心安神口服药、艾司唑仑片、阿
普唑仑片、酒石酸唑比坦片等。

六是备足外伤用药。出门在外，磕磕
碰碰在所难免，发生轻微外伤时，创可贴
是必不可少的急救用品。如果比较怕冷，
或者女生处于生理期，记得带上暖宝宝。

特别提醒，服用药品前，需仔细阅读药
品说明书，切勿超说明书用药。服药三天后
症状得不到缓解或者加重了，应及时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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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任然
■ 乐丁

孤独症又称孤独性障碍，目
前我国孤独症在儿童中的发病率
已达到0.7%，是我国精神残疾的
最大病种。近日，中国妇女报全媒
体记者来到四川美术学院，就我国
孤独症群体的社会帮扶问题采访
了该校“星心计划”孤独症帮扶公
益团队指导老师、建环学院党总支
副书记郭辉。

据郭辉介绍，孤独症病因尚
不完全明确，需要长期持续的治
疗和干预。当前我国孤独症群体
社会帮扶面临的问题有：早期筛
查与干预普遍不足、融合教育资
源总体缺口大、就业支持不足、政
府救助力度偏小及外部支撑条件
弱等。

郭辉表示，在孤独症早期筛
查与干预方面，需总体提升我国
孤独症早期筛查、诊断、康复水
平，持续减小东西部地区之间的
差距。在孤独症融合教育方面，
要进一步推进学前孤独症儿童融
合教育试点工作，加快体系性的
标准化特殊教育学校建设，强化
特殊教育师资力量，强化对适龄
孤独症儿童适学能力评估和入
学、转学工作，通过随班就读、送
教上门、入读特殊学校等方式，确
保孤独症儿童义务教育全覆盖。

同时，郭辉也强调构建孤独
症家庭支持体系的重要性。他呼
吁应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进孤独
症医保改革，将更多符合条件的
康复训练项目纳入医保报销范
围。呼吁全社会积极营建适合孤
独症生存的良好外部环境和支撑
条件，倡议由政府牵头、全社会参
与组建或支持针对孤独症群体的
大学生志愿者团队（如四川美术
学院“星心计划”），开展孤独症家
庭结对服务。

我国科研人员揭示宫内环境
和遗传差异对子代健康影响

我国科研人员近日在国际期刊《自然》
（Nature）上发表文章，揭示了人类遗传因素
和母体子宫内环境对子代健康的影响，为更
好地认识母儿健康的代际传递研究提供了新
的范式和方法学支撑，也为研究宫内暴露、遗
传和早期生活经历之间相互作用及其塑造长
期健康的机制奠定了关键技术基础。

据介绍，妊娠是一个奇妙的过程，胎儿生
长发育受到母体宫内环境和胎儿自身遗传影
响，但是宫内环境和遗传效应对胎儿的生长
发育到底起怎样的作用尚不清楚。

广州出生队列通过对4053名研究对象，
采用跨代孟德尔随机化方法，创新性地建立
传递和未传递等位基因的单体型遗传得分，
清晰地剥离宫内环境和遗传对胎儿生长发育
的效应，明确了妊娠期暴露与胎儿生长的潜
在因果关系。

研究人员表示，随着研究进一步拓展，将
更深入和全面地分析生命早期一系列环境和
遗传因素的复杂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影响出生
结局、儿童期和成年期健康的时间窗及作用
机制。

英国《自然·医学》杂志最新发表的一项研
究报告说，在接受尸源性生长激素治疗的人群
中发现了一些迹象，可能与有争议的阿尔茨海
默病“传染性”假说相关。这可能意味着，作为
该疾病标志的一种特定蛋白在一定条件下可
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对接受相关治疗的人的
大脑造成损伤。但研究人员表示，相关风险可
能很小。

过去10年，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神经学学
者约翰·科林奇和他的团队对英国一些患者
进行了研究，这些患者在童年时期为治疗身
材矮小，曾接受来自逝世后器官捐赠者的脑
下垂体生长激素制剂治疗。英国已于1985
年停止这种治疗方法。

据团队介绍，他们此前的分析已显示，这
些曾接受尸源性生长激素治疗的患者中的一
些人已被证实在大脑中存在β淀粉样蛋白斑
块，这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标志。此外，研
究人员表示，这些制剂中也检测出这种淀粉
样蛋白。研究人员认为，淀粉样蛋白可能被

“播种”在上述患者的大脑中并造成了损害，
这或许表明该蛋白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在人与
人之间传播。

这一研究并不表明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
就被证实具有传染性，但确实引起了人们的
担忧，即某些医疗和外科手术过程中存在人
与人之间传播此类蛋白的风险，这可能会在
几十年后导致脑部疾病。

科学家找到阿尔茨海默病
“传染性”假说相关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