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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言 JIANYAN

新观察

“根据监测，目前流行的急性呼
吸道疾病均由已知病原体引起，都
有相应的成熟治疗手段，未发现新
病毒或细菌导致的新发传染病。”日
前，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就冬季呼吸
道疾病防治有关情况举行的发布会
上，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
传司副司长米锋如是说，当前，国家
卫生健康委会同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国家疾控局持续开展冬季呼吸
道疾病监测和研判，对做好医疗资
源调剂、优化就医流程、发挥中医药
作用等工作进行部署。

应对流感高发季来袭，
疫苗依旧有效

目前流感已进入高发季，疫苗
在流感防控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现
在接种疫苗还来得及？“目前，流
感等流行的呼吸道疾病，都有相应
类型的疫苗，经过科研和接种证明
是安全有效的。当前正值流感的高
发季节，之前没有接种流感疫苗的
人群，现在接种流感疫苗仍然是有
效的。接种流感疫苗可以有效减少
感染，即使感染了，也可以减少发
病，即使发病了也可以减轻疾病的
严重程度。”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
所国家流感中心主任王大燕解惑。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6个月以
上的人群都可以接种流感疫苗，尤
其是对于儿童及老年人、慢性病患
者等高风险人群，在感染流感后发
生重症的风险较高，接种流感疫苗
可以有效降低发展为重症和死亡的
风险，希望大家积极接种。”王大燕
提醒，国内外的实践均证明，使用疫
苗是最经济有效的预防手段之一，
疫苗是安全的，只要按要求在专业
机构接种，都能有良好效果，尤其是
老年人和少年儿童，应积极接种流
感疫苗等，保证正常的生活和学习
节奏。

中医治疗儿童呼吸道疾
病有优势

对于近期儿童呼吸道疾病，中
医药治疗有哪些优势？“中医治疗这
类疾病，历来有着丰富的经验和优
势。儿童急性呼吸道感染疾病属于
中医感冒、咳嗽、肺炎喘嗽的范
畴，中医认为，这类疾病是因为外
邪侵入人体，导致机体脏腑功能失
调、肺脏受损而出现发热、鼻塞、
流涕、咽痛、咳嗽、咳痰这样一些
临床表现的疾病。中医讲究辨证论
治，会根据患儿不同的发病原因，
不同的症状特点和不同的体质特
征，辨证分型，来精准治疗。”北京
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儿科主任吴力
群介绍，在冬季，尤其北方地区，
气温寒冷，所以冬季北方地区儿童
呼吸道感染的发病率相对会更高一

些，而且症状相对较重，会出现高
热、咳嗽，甚至发展成为支气管
炎、肺炎，部分还可以引起重症。

“对于呼吸道感染的早期，患
儿主要表现为发热、流涕、咽痛、
咳嗽这样一些症状，中医主要采用
宣肺解表利咽的治疗方法，同时根
据儿童的特点，配合相应适宜的中
医外治方法，针对发热、咽痛这些
表现，根据年龄，小年龄儿童、学
龄前的儿童可以采用穴位推拿和按
摩的方法，对于学龄期的儿童，可
以采用刮痧等方法，能够起到清热
泻火利咽的作用；针对咳嗽、咳
痰，可以采用经络的走罐、拔罐，
还有穴位推拿等方法，起到化痰止
咳的作用，在疾病恢复期，对于儿
童有些表现为咳嗽、乏力、食欲差
的，中医会采用健脾化痰、补虚扶
正的治疗方法。”吴力群说。

“中医还讲究整体的观念，有
的孩子在疾病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
腹胀、恶心、呕吐、食欲不振、大
便不调（大便稀或者大便干），这
样一些脾胃功能失调的表现，中医
会根据不同的病情，还有不同年龄
段，采用相应的中医治疗方法。还
可以采用内服或者相应中医外治方
法，内外结合，从总体上进行治
疗。”吴力群补充道，此外，针对
目前较多出现的肺炎支原体耐药的
病例，利用中医的辨证施治，可以
取得很好的临床疗效。

此外，对于儿童呼吸道疾病的
重症患者，中西医协同治疗中医药
优势在哪里？“从当下来看，呼吸
道感染病人人群里面，尤其是儿童

这个群体，还是以轻症为主，轻症占
了绝大部分，主要表现是上呼吸道感
染。真正的肺炎，尤其是出现重症肺
炎的这类病人，应该说是少数的，是
少见的，所以大家也不用紧张。即使
是孩子确诊为重症肺炎了，目前的中
西医结合治疗有非常好的疗效，大部
分孩子预后都是良好的。中西医在整
个的救治过程中，中医药不但能缩短
高热时间，更能够阻断疾病向重症和
危重症进展，而且在预防出现微生物
耐药方面还有重要意义。”全国政协
委员，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解
释，在治疗过程中，中医治疗原则是

“肺肠同治”，病位在肺，但中医的治
疗往往是肺和大肠一起来治，通过通
腑泄热的方式达到治疗肺炎的目的，
阻断疾病的发展，同时也防止出现急
性呼吸衰竭的情况。对于病情严重，
已经上了呼吸机的，通过中医药早期
介入进行治疗，能够缩短呼吸机使用
时间。总之，中医药对重症患者几个
环节的干预，能够提高治愈率、缩短
住院和上呼吸机的时间，减少后遗症
的发生。

日常生活中，普通民众应对
呼吸道疾病有方

目前正处于呼吸道疾病的高发
季，日常生活中，普通民众又应该如
何预防呼吸道疾病？“冬春季是流感
等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季节，建议民众
能够了解常见呼吸道疾病的一些基本
防控知识，采取科学的预防方法，能
够有效降低感染风险。一是要科学佩
戴口罩。民众如果前往环境密闭、人

群密集的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
者前往就医时，建议佩戴口罩，并且
注意及时更换。二是要养成良好的个
人卫生习惯。在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
巾、毛巾或者手肘遮住口鼻，另外像
接触电梯按钮、门把手等公共设施，
咳嗽或打喷嚏后，要洗手或者进行手
部的清洁。三是要养成健康的生活方
式，日常生活中要注意保持充足睡
眠、充分的营养、适当的体育锻炼，
增强身体素质，提高身体抵抗力。四
是要积极接种疫苗。预防传染病最有
效最经济的方式是接种疫苗，通过接
种疫苗，可以有效减少感染发病和重
症发生的风险，尤其是老年人、基础
性疾病患者、儿童等重点人群应积极
接种疫苗。五是要做好自我健康监
测。如果出现发热、咳嗽、咽痛等呼
吸道感染症状，建议尽量居家休息，
避免前往人群密集的场所。如果确需
出行，要注意佩戴好口罩，以防将疾
病传播给其他人。”王大燕介绍。

“此外，在人群密集的场所，需
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措施：一是加强
场所的通风消毒，室内定期开窗通
风，适当增加经常接触的公共用品和
设施的消毒、清洁的频次，确保公共
区域环境清洁卫生。二是减少公共场
所人员聚集。三是加强个人防护。在
机场、车站、公共交通工具、农贸市
场等人群密集或环境密闭的场所，应
规范佩戴口罩，注意做好个人卫生，
尽量避免习惯性用手直接接触眼睛、
鼻或口，对于老年人、基础性疾病患
者、儿童等重点人群应尽量避免或少
去人群密集的场所，减少感染的风
险。”王大燕提醒。

防治冬季呼吸道疾病中医药有方
本报记者 陈晶

··延伸阅读··
近年来，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每
年召开“致力民生·健康海陵”发
展大会，打造全域化健康城市，不
断增强人民群众健康获得感。

“2023年‘健康海陵’大会上
对我们提出‘勇挑大梁，进一步强
化四院特色专科建设’的要求，我
们可以通过高质量发展大会，开展
专题协商，集聚众智、汇聚众力推
动市区医疗资源更好惠及广大群
众。”区政协委员、泰州第四人民
医院副院长陈华表示。

据了解，高质量发展大会是泰
州四院在海陵区政协指导下，打造
协商文化培育点、丰富协商议事形
式的创新之举。年初，围绕“我
为健康海陵发展建言”这一主
题，成立14个专科协商小组，各
小组聚焦高质量的健康生活、服
务、保障、环境、产业等深入调
研，广泛收集梳理医院职工和病
患普遍关心和反映强烈的问题，
通过分组协商形成高质量调研报
告。会上，小组负责人纷纷发
言，“加快形成 15分钟公共卫生
服务圈”“加强重点人群健康服
务，尤其是少年儿童、老年人和
困难群众”“进一步促进群众首诊
在基层”等高质量意见建议得到
参会区领导高度肯定。

“作为一名医务人员，能够参
与到‘健康海陵’建设中来，让我
充满自豪感和使命感。今后，我将
立足本职、爱岗敬业，同时也要做
工作中的‘有心人’，为海陵卫生
健康事业献计献策！”医院职工纷
纷吐露心声。

平台让协商更有“言值”。今

年 7月，在泰州四院协商文化培育
点，创新设立“聚智协商驿站”“委
员之家”工作室等，让协商小组有了

“落脚点”，通过组织“外脑智库”与
政协委员、协商小组成员开展广泛而
深入的交流讨论，民意民智得到充分
集中，共建力量得到充分凝聚。

协商让服务更有“温度”。通过
主题协商、小组协商、专家协商等，
门诊“0 元号”便民服务、“一站
式”诊疗服务等多项便民举措落地实
施，为广大居民提供了更加高效优质
的服务，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健康福利”。
截至目前，各协商小组共计提交

调研报告18篇，听取和采纳各方面
代表人士以及一线医护人员的意见建
议35条。其中，部分可操作性、针
对性强的意见建议已通过区政协向有
关部门反馈，并由区政协牵头，完善
跟踪落实机制，确保协商成果“有回
应、有着落”。

不仅是泰州第四人民医院，在海
陵，通过医卫界政协委员带动，当地
医卫机构积极推进协商工作，在全员
深度参与协商实践的合力推动下，海
陵全区6家基层医疗机构达国家“优
质服务基层行”推荐标准，覆盖率全
市 第 一 ；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参 保 率
99%，大病保险报销比例稳定在
60%以上，医疗救助比例稳定在
70%以上，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建
成3个省级和8个市级“15分钟医保
服务圈”示范点；2个镇街卫生院
（室）创成省级社区医院，创成8个
市级基层特色科室；家庭医生工作
室、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实现全区
社区（村）全覆盖，“健康海陵”高
质量发展成效明显。

协商，让这里更健康
——江苏泰州海陵区政协协商工作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通讯员 姜子悦 本报记者 江迪

流感有哪些典型症状？儿童感
染流感病毒后，可以表现为发热、
寒战、头痛、肌痛和全身不适，常
伴有呼吸道疾病表现，如咳嗽、咽
痛和流涕等。低龄儿童发热的程度
可能更重，部分孩子还可能出现热
性惊厥；另外他们的胃肠道症状也
会较多，比如恶心、呕吐、腹泻和
食欲不佳等。极少的儿童感染流感
后可能会进展为重症流感，引起喉
炎、肺炎、脑病、心肌炎等。

流感是怎么传播的，潜伏期有
多长？流感病毒可以通过呼吸道飞
沫 （如打喷嚏、咳嗽、交谈时产
生）或污染物体表面后，在人与人
之间传播。流感病毒也可以通过流
感病人呼吸时释放的小空气微粒传
播。流感病人是主要传染源。流感
的潜伏期一般为 1-7 天，多数为
2-4天。

流感一般病程多长，病程变化
是怎样的？对于没有基础疾病的儿
童来说，流感病毒感染后呈急性、
自限性病程，多数症状在起病2-
3天左右即消失，部分儿童的发热
持续时间可达 5 天，绝大多数病
人在 1 周内恢复，但咳嗽可能会
持续较长时间，少数年长儿童
（七八岁以上） 的疲劳和乏力可能

会持续数周。
如何区分流感和普通感冒？流

感的全称叫作“流行性感冒”，大
家可能会觉得跟普通感冒差不多，
但流感和普通感冒不能混为一谈。
普通感冒可以由多种病原体引起，
其中病毒最为常见，包括鼻病毒、
腺病毒、偏肺病毒、博卡病毒等，
细菌和支原体等也可以引起普通感
冒。普通感冒的症状较轻，通常为
低中度发热，热程 1-2 天，可伴
有打喷嚏、流鼻涕、鼻塞、轻微咳
嗽等其他症状，而寒战、头痛、关
节肌肉痛等全身症状很轻。一般没
有严重并发症。流行性感冒主要是
甲型和乙型流感病毒感染引起，以
高热多见，寒战、头痛、关节肌肉
疼痛等全身症状严重，少数流感患
者可能会发生横纹肌溶解、肺炎、
脑炎、脑病等并发症。在流感流行
季节，有流感样症状儿童，尤其是
有流感患者接触史的儿童，首先要
考虑流感病毒感染，可以通过流感
病毒抗原检测或流感病毒的核酸检
测来帮助明确诊断。

流感一般怎么治？感染流感病
毒后，治疗措施包括抗病毒和对症
治疗两部分。抗流感病毒药物：目
前针对流感病毒的口服抗病毒药物

主要是神经氨酸酶抑制剂，常用的药
物包括奥司他韦和玛巴洛沙韦，静脉
用药包括帕拉米韦。一旦罹患流感，
抗流感病毒药物使用越早越好，尤其
是发病48小时之内使用，但即便病
程超过48小时，一旦明确流感，也
应积极用药。对症治疗措施：主要以
退热、缓解不适为主。大家可以科学
选择退热药，还可以使用一些缓解咳
嗽和鼻塞等症状的药物。需要注意的
是，有些复方制剂的药物成分可能与
其他治疗药物重叠，联合使用有可能
会引起某一成分过量，造成儿童不良
反应。

流感有无特效药？奥司他韦是专
门针对流感病毒的抗病毒药物，能够
缩短临床症状的持续时间。但并不建
议孩子一发热就立即服用抗流感药
物，因为引起发热的呼吸道病原有多
种，而奥司他韦只对流感有效。

阿奇霉素等抗菌药对流感有用
吗？包括阿奇霉素在内的抗菌药物对
病毒感染都无效。但是，如果发生流
感病毒和细菌或支原体的混合感染
时，医生也会考虑抗流感病毒药物联
合抗菌药的使用。

发热是孩子的典型症状之一，居
家护理要避免哪些误区？给孩子服用
退热药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将体温降至

正常，而是增加孩子的舒适度，让孩
子舒适安全地度过发热期。首先，不
能同时服用两种退热药，这会增加孩
子的肝肾负担，造成不良反应；也不
建议两种退热药交替使用，因为并不
能增加退热效果，反而可能弄错时
间，甚至导致药物过量。其次，家长
为孩子选择退热药时，既要选择适合
年龄的药物，也要认真阅读说明书，
严格按照说明书的要求规范地给孩子
服用，注意剂量和时间间隔，切记不
能因为孩子的体温没降到正常而随意
增加服用剂量或次数。最后，如果同
时给孩子服用复方感冒制剂，一定要
阅读药物成分表，避免与正在使用
的其他药物如退热药等成分重复，
如有重复请慎用，以免药物过量。
日常生活中，应让孩子保持规律的
作息，保证充足的睡眠；在饮食方
面，要注意营养，均衡饮食，多吃
蔬菜水果，多喝水。同时，避免家
庭环境过于干燥，保证湿度，有利
于孩子恢复。家长也应注意，孩子
发热后既不要去捂热，也不要让孩
子再次受凉。家长应保持平和的心
态，对孩子发热既重视，又不要过
度焦虑，认真观察孩子的情况，帮
助孩子尽早康复。
（北京儿童医院主治医师 赵光远）

关于流感的几个疑问

作为一名蒙古族医学工作者，
我从小在蒙古族生活区生活，尤其
是近年来，经常带领中国心胸血管
麻醉学会公益团队深入民族地区开
展义务诊疗的经历，让我深刻感受
到民族医药有着独特的魅力与疗
效，在保障各族人民健康上发挥了
重要作用。在“一带一路”倡议的
推动下，我国不断加强与“一带一
路”沿线各国的交流，我认为在促
进各国文化交流中，讲好民族医药
故事，推动民族医药走出去，可发
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始
终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
责。”

推动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
展，有效应对公共卫生安全事件，
不断提高人民的健康保障水平，是
世界各国面临的重要课题。在“一
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我国积极
发展与合作伙伴的经济合作关系，
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
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和责任共同体。而健康是文化包容
的载体，健康是民心相通的纽带，
健康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
要抓手。

我国以藏医药、蒙医药、苗医
药、维医药等为代表的民族医药是
我国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我国独特的医药资源。不仅具有较
高的医疗价值和学术价值，更有深
厚的文化底蕴，在维护人民群众健
康、促进医疗事业发展、增进国际
社会对我们的了解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我国民族医药文化历史博大精
深、内容丰富多彩，蕴含着宗教、
艺术、医学、地理、农业、药学等
多种元素，以及诸多杰出的民族医
药代表人物，展现了多民族团结共
生、与自然长期斗争的恢宏历史。
是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交相
融合、相互促进中发展而来的，充
分诠释了共同体意识和和平发展的
理念。

比如，文成公主进藏，带去汉
地先进的中医药，并与当地的藏医
药融合发展，夯实了藏医的基础理
论，丰富了藏医的疗法，很多内容
记录在藏医的经典典籍 《四部医

典》中。我们对民族医药文化进行了
广泛的挖掘和整理，有很多生动的故
事都凝聚了各民族自强不息的智慧。
向世界讲好民族医药文化历史故事的
过程，就是增进了解、推动共融的
基础。

中国各民族在长期历史过程中，
总结形成大量独具特色的药品和疗
法，是民族医药文化的核心，也为保
护各民族健康作出了巨大贡献。

比如，历史上蒙古族长期从事畜
牧狩猎且征战不断，因此蒙医积累了
丰富的正骨及治伤经验，以及具有神
奇疗效的马奶酒疗法、药浴疗法、敷
疗术等，在 《蒙古秘史》 中都有记
载。比如具有一千多年历史的藏药，
由于药材来自高原，含氧量高，炮制
工艺讲究，对某些疾病具有奇特的
效果。

在新冠肺炎防治过程中，我们在
国内病患治疗以及对外医疗援助中，
中医中药和民族医药在预防和治疗新
冠患者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
向世界推广民族医药技术，让共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患者体验中
国民族医药的神奇疗效，让传统的民
族医药技术惠及更多的患者，共同维
护各国人民的健康。

民族医药走向世界，加强国际文
化交流需要各方参与推动。国家卫
生、民族等部门及民族地区政府通过
顶层设计、建立机制等为建立常态化
的民族医药文化交流提供了引领和指
导，同时社会各界也在积极努力推动
民族医药走向世界。民族地区医疗机
构、民族医学院、医学社会组织、医
学民间团体、著名民族医药专家等也
都在发挥作用，不断创新交流的形式
与方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比如，新疆维药公司面对中亚市
场开拓国际化发展之路，于2016年
在乌兹别克斯坦成立了子公司，先后
注册祖卡木颗粒、寒喘祖帕颗粒、复
方木尼孜其颗粒、石榴补血糖浆等民
族药品，首次将民族药规模化销往中
亚，深受当地医生及患者好评。

通过民族医药文化领域的交流，
能近民心、增情感，促进国际合作交
流。让民族医药成为温暖各国人民的
一剂良药，成为守护各国人民群众健
康的使者！

（敖虎山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中国心胸血管
麻醉学会常务副会长兼法人秘书长）

让民族医药走向世界
口述 敖虎山 整理 本报记者 陈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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