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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络上关于“二阳”的
声音引发关注，有报道称部分城
市三甲医院的发热门诊就诊人
数上升。“二阳”病例是否增多？
再感染风险有多大？新冠疫情会
大幅回升吗？如何做好科学防
护？针对这些热点问题，国家卫
生健康委组织多位专家接受记
者采访，专门作出回应。

发生规模性疫情
可能性不大，报告病
例中绝大部分是轻症

问：近期发热病人是否增
多？“二阳”病例是否增多？

中国疾控中心传防处研究
员王丽萍：从全国传染病网络直
报系统的监测数据来看，4月中
下旬以来，全国报告的新冠确诊
病例数呈现上升趋势，但近一周
来，上升趋势有所减缓。发热门
诊的监测数据也显示出类似趋
势。监测数据还显示，报告的确
诊病例中绝大部分是轻症。

专家总体研判认为，今后一
段时期局部地区不排除新冠病
例继续增多的可能，但我国出现
规模性疫情的可能性不大，短期
内不会对医疗秩序和社会运行
造成明显冲击。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
染病科主任胡必杰：最近接诊的
发热病人，相比一个月前有所增
加。检测下来，新冠阳性病例占
比不大，其中大部分是轻症。

从接诊情况看，近期的发热
病人中大部分是首次感染新冠
病毒。不过，最近 1 周至 2 周发

现，二次感染的比例有所增加。

“二阳”症状相对
更轻，重点人群防护
要“关口前移”

问：“二阳”症状如何？哪些
人要特别注意防护？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
病科主任王贵强：无论是初次感
染还是二次感染，奥密克戎变异
株的临床表现均集中在上呼吸
道。我国当前大量人群体内还存
有保护抗体，即使二次感染，症
状普遍较轻，病程相对较短，重

症病例也很少。
目前，预防工作应重视既往

未感染过的人群，特别是没有打
过疫苗、有基础疾病的高龄老人
等。建议高风险人群要始终注意
个人防护，“关口前移”尽可能避
免感染。这类人群一旦出现感
冒、发热症状，应及时筛查，确定
感染新冠病毒后要第一时间就
医。早期进行抗病毒治疗、及时
氧疗，对于降低重症风险十分重
要。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
染病科主任胡必杰：根据临床观
察，二次感染的人群总体比第一
次感染表现的症状要轻，主要表
现为发热、喉咙痛。

脆弱人群如 65 岁以上尤其
是 80 岁以上的高龄老人，高血
压、冠心病、慢性支气管炎、慢性
肝肾疾病、糖尿病等基础病患
者，或者患有血液病、淋巴瘤等
疾病的人群，容易二次感染，感
染后容易重症化。因此，这类人
群一旦出现发热，尤其是家庭成
员或周边人群已经明确新冠感
染，要及时做核酸或抗原检测，
早发现、早治疗，尽早使用抗病
毒药物。

XBB 成为主要
流行株，致病力无明
显变化

问：我国目前主要的新冠病
毒流行株是什么？致病力有什么
变化？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
究员陈操：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5月上旬，XBB系列变异株已成
为我国新冠病毒主要流行株，境
外输入病例中占比达95.6%，和
全球情况基本一致。从我国和全
球监测数据来看，与早期流行的
奥密克戎各亚分支相比，XBB
系列变异株的致病力没有明显
变化。

广东省疾控中心传染病预
防控制所所长康敏：随着 XBB
系列变异株持续输入，以及人群
抗体水平逐渐下降、五一假期人
员流动增多等原因，我们观察到
部分地区的疫情水平有小幅回
升，这也符合全球奥密克戎变异
株波动流行的规律。

近期发热门诊就诊量有所

增加，但和 4 月份流感高峰期相
比，仍处于低位。当前，新冠疫情
发展速度相对比较缓慢，流行曲
线也比较扁平。根据监测结果综
合研判，新冠疫情出现大幅回升
的可能性低。

做好科学防护，
保持良好个人卫生习惯

问：普通人“二阳”后如何对
症治疗？怎样做好科学防护？

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
大多数人免疫力正常，感染了新
冠病毒不必恐慌，对症处理即
可。目前从临床看，人群二次感
染新冠病毒后总体症状较轻，不
少患者以咽喉疼痛为突出症状，
从中医来讲是风热感冒加点

“湿”或“燥”的特征，可以用一些
清热解毒、疏风解表、清咽利喉
类型的中药药物。

在预防方面，公众可坚持做
好个人防护，保持勤通风、勤洗
手等良好卫生习惯，加强自我健
康监测。若确定感染了新冠病
毒，应避免带病工作、上学，建议
在家充分休养，待完全康复后再
工作、上学。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
病科主任王贵强：上呼吸道和咽
喉是人体的门户，不论是流感病
毒还是新冠病毒，或是细菌感
染，都可能导致咽喉肿痛。应注
意鉴别，区别对待，对症规范治
疗。

同时，坚持保持手卫生、勤
通风等良好个人卫生习惯，有助
于减少传播风险、防治各类传染
病。 据新华社

“二阳”是否增多？疫情形势会发生变化吗？
——权威专家回应热点关切

近日，陕西西安，西安交
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
外科手术室内，4 台人工心脏
植入手术完成。其中一位女
性患者在心脏不停跳的情况
下，通过微创手术完成人工
心脏的植入。这是全国首例
将微创和不停跳相结合的人
工心脏植入手术，可大大减
少手术对患者身体的损伤，
让他们在手术后能更快康
复。目前接受手术的 4 名患
者身体状态良好。

“一天内完成 4台人工心
脏手术，是全国首次，而且在
这4台人工心脏植入术里，有
一台更加特殊”。医生说，在一

墙之隔的手术室内，一位女性
患者即将在心脏不停跳的情
况下，通过微创手术的方式，
完成人工心脏的植入，“这是
全国首例将微创和不停跳相
结合的人工心脏植入手术，可
大大减少手术对患者身体的
损伤，让他们在手术后能更快
康复，但这也意味着手术难度
的提升。”

当天下午4时45分，这台
微创不停跳的手术，成功完成
了人工心脏的连接环节，进行
精细的检查和缝合后，患者被
推出手术室。

据九派新闻

全国首例心脏不停跳
人工心脏植入手术完成

今日 15 时 09 分迎来小
满。小满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
八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二个
节气，每年公历5月21日前后
为节气的开始。小满，不仅诠
释着自然的变化，也蕴含着美
好的寓意。

古籍《月令七十二候集
解》中记载：“四月中，小满者，
物致于此小得盈满。”农历四
月中旬，我国北方地区麦类等
夏熟作物籽粒开始饱满，但还
未彻底成熟，故称为“小满”。
而在南方，人们把“满”用来形
容雨水的盈缺。农谚有云：“小
满不满，干断田坎”，指的是小

满时田里如果蓄不满水，就可
能造成田坎干裂。

小满分为三候：“一候苦
菜秀，二候靡草死，三候麦秋
至。”小满节气后，苦菜生长繁
茂；之后，喜阴的青草在强烈
的阳光下开始枯萎；在小满的
最后一个时段，麦子开始成
熟。

小满，一个充满希望的节
气。

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小
满时节到处是一片生机勃勃
的景象，但不同的地域也呈现
出不同的风貌。

“小满小满，麦粒渐满”。

在北方，这时候麦子逐渐成
熟，但籽粒尚未饱满，这是收
获的前奏。宋代欧阳修在《五
绝·小满》中写道：“最爱垄头
麦，迎风笑落红。”字里行间透
着喜悦之情；欧阳修还在《归
田园四时乐春夏》中写道：“麦
穗初齐稚子娇，桑叶正肥蚕食
饱。”透露出对于丰收年的期
盼。

进入小满后，温度逐渐升
高，雨水天气开始增多，人的
心情也开始容易烦躁，不如好
好调整心情，用“小满”的心态
让生活变得平和、幸福。

据新华社

今日15时09分——小满
麦穗初齐稚子娇，桑叶正肥蚕食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