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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类似感冒症状 别自行买药吃
甲流、新冠、呼吸道合胞病毒等活跃，要由医生判断病情并指导用药

甲型流感病毒

案例

问
答

林晓亮介绍，呼吸道合胞病
毒属于单链RNA病毒，通常经
空气飞沫或直接接触进入易感
儿童的呼吸道，首先在鼻咽部黏
膜内增殖，通常引起上呼吸道感
染。感染多见于婴幼儿，其中半
数以上为1岁以内的婴儿。

据悉，呼吸道合胞病毒感
染后的潜伏期约4-5天。初期
可表现为咳嗽、鼻塞、流涕等
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可伴有
发热。如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
累及到下呼吸道，可能会出现
严重咳嗽、喘息，甚至出现喘
憋、呼吸急促等症状，严重者
可能出现缺氧、发绀等呼吸衰
竭表现。

近阶段，不论是儿童还是成人，呼吸道病毒感染的
患者明显增多，如婴幼儿的呼吸道合胞病毒、成人
的甲流等。记者就这一市民关心的话题采访我市相

关专家，请他们向市民讲讲如何做好健康防护、出现感染症
状后如何应对等。

文/记者汪燕妮龚小莞通讯员陈苹江昌铭漫画/小牛

24 岁的小张突然畏寒、发
烧，他以为就是普通的感冒，自己
去药店买阿莫西林，但服药后没
有任何效果。

连续高烧三四天，还出现咳

嗽气喘、呼吸困难，他这才到厦门
市中医院挂了急诊，做血常规及
甲型流感病毒检测后，诊断甲
型流感病毒感染，同时合并肺部
感染。

如何预防呼吸道感染？赵磊
指出，可采取多种预防措施，包
括经常开窗通风，保持室内
空气新鲜；勤洗手，不随地
吐痰，不吸烟，不与他人共
用毛巾；呼吸道传染病流
行期间，儿童、老年人体弱
者和慢性病患者应尽量避
免到人多拥挤或空气不流
通的场所；呼吸道传染病患
者应主动与健康人隔离，咳
嗽或打喷嚏时应用纸巾或
手帕掩口鼻，咳嗽后立即
洗手。人员密集场所，规范
佩戴口罩。

此外要养成健康的生
活方式，注意防寒保暖，加
上充足的睡眠和体育锻炼，有
利于提高免疫力进行预防。一日
三餐要有保证，并且做到早餐吃
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饮食方
面果蔬类均衡搭配。要保证每天
7-8小时的充足睡眠，晚上11点
前就要进入睡眠状态，熬得越晚，
对免疫力的伤害越大，熬夜到凌
晨伤害尤其大。情绪稳定、心情愉
悦对于保持免疫力也很有好处，
运动可以转移不愉快的注意力，
改善心情。

厦门市中医院急诊内科主治
医师赵磊说，当下由于季节交替，
昼夜及室内外温差大等原因，各
种病毒比较活跃，有新冠、甲流以
及其他病毒。除了病毒感染，还有
可能是细菌感染，但两者症状都
相似，例如常见的咽痛、畏冷、周
身肌肉酸痛、头痛、发烧、鼻塞、流
鼻涕、打喷嚏等。不少患者像小张
那样自己盲目服用抗生素，其实
细菌感染才需要使用抗生素药
物，在病毒感染的情况下，服用抗
生素是无效的，甚至还有可能加
重病情。像小张这种情况如果发
生在老年人身上，如果病程进展
迅速，老年人身体免疫功能低下，
有可能会危及生命。

因此出现类似感冒症状时，
应该及时到医院就诊，等检测结
果出来后由医生判断病因，在医
生指导下用药。

他说，呼吸道感染一般病毒
感染居多，细菌感染只占一小部
分，对于病毒感染引起的感冒发
烧，可以使用一些抗病毒的药物，
例如解热镇痛的中成药，如果确
诊甲流也可使用抗病毒的西药，
关键在于对因对症处理，不要盲
目用药。

新冠感染高峰
每3-6月出现一次？

专家：国内并没发现这一规律

最近，感染新冠的人数已开始悄悄
增长。长期以来，科学家们根据一些国
家的病毒流行情况预测，新冠大流行最
终将像流感一样进入季节性传播模式，
感染高峰每6个月出现一次，甚至随着
大角星等传播效率更强的毒株出现，感
染病例可能每3-4月就出现一次激增，
进入小规模的波浪式反复流行模式。

专家们表示，目前国内并没有出现
这一规律，未来会不会有，很难预测，但
可能出现“小流行”“小波动”，学校、医院
等人群相对密集的高风险场所，可能受
影响较大。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谭晓东说，目前距离我国上一次感染高
峰已近6个月，疫情仍处于局部零星散
发状态，并未出现大规模流行，且感染者
中轻症居多，很少出现中、重症，因此暂
无必要实行社会化、规模性的防控措施。

哪些“二阳”需要医疗干预？

率先出现第一波新冠感染高峰的
广东省数据显示，大多数再次感染病例

都有症状，但只有少数需要医疗干
预，没有发现危重病例。

谭晓东表示，普通轻症患者居家
休息即可自愈，必要时对症采取药物
干预。但以下几类人群在检出新冠阳
性后应尽早就医，以免发展为重症：1.

第一次感染新冠时症状较重、恢复
期长，甚至至今仍有一定

“长新冠”症状的人群，尤其
是出现过白肺症状的患者；
2. 平时基础性疾病较重的
人群，如患有心衰、肺气肿、
恶性肿瘤、免疫缺陷等；3.

再次感染出现明显心慌
胸闷、血氧饱和度明
显下降或低于 90%
的人群。

（据生命时报）

畏寒发烧以为感冒了 确诊甲流合并肺部感染

分析 病毒感染服用抗生素 反而可能加重病情

提醒 避免到人多拥挤场所
要保证每天充足睡眠

呼吸道合胞病毒

案例 宝宝从轻微咳嗽到喘息
呼吸道合胞病毒惹的祸

8个月大的童童（化名），一
开始有轻微咳嗽，家长没太在
意，没想到咳嗽慢慢加重，甚至
出现了喘息的表现。家长赶紧带
到医院。厦门市儿童医院呼吸科
副主任医师林晓亮博士说，经过
检查证实，童童是感染了呼吸道
合胞病毒。

分析 感染多见于婴幼儿
严重者有缺氧表现

最近，多地媒体报道呼吸道
合胞病毒感染数增多，也有不少
家长从自家孩子感染呼吸道合
胞病毒经历中，感叹这个病毒来
势汹汹，让人不安。

“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全
年散发，其高发季节随地域和
气候不同而有所差异，其流行
主要是受地理位置、温度、湿度
和人口密度等综合因素的影
响。”林晓亮表示，目前尚无疫
苗及确证有效的抗病毒药物用
于呼吸道合胞病毒的治疗，主
要是对症支持治疗，改善孩子
的呼吸道通气情况为主。

值得注意的是，成人也可
能感染呼吸道合胞病毒，为
此，家长在照顾患儿的时候，
要做好防护工作，防止出现交
叉感染。

由于呼吸道合胞病毒初期
的表现症状与其他呼吸道病毒
感染症状有相似之处，家长很难
自行判断，林晓亮建议，最好由
专业医疗机构的医生进行检查
评估。

林晓亮说，呼吸道合胞病毒
的预防与大部分呼吸道感染性
疾病的预防差不多，少去人员密
集的地方，戴好口罩，勤开窗勤
洗手，合理膳食，确保睡眠充足
等等。

提醒 家长照顾患儿的时候
要做好自身防护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