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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当前病例散发状态？

据人民日报健康时报客户端报道，近期，大家
感觉身边的新冠感染者很少了。北京、湖北、四川
等多省市疾控中心发布最新提示，目前多地处于
病例散发状态，尚未检测到新的变异株。

对此，北京佑安医院呼吸与感染性疾病科主
任医师李侗曾解释，病例散发是因为过去一两个
月内，大部分地区超过80%的人感染后形成了免
疫屏障。他表示，短时间内不会再出现类似之前
的大量感染。不过，由于还有一小部分人没有感
染，这种散发有可能导致今后出现下一轮疫情。

再感染会受到哪些因素影响？

李侗曾说，病毒传播需要有易感人群，一旦大
家抗体水平较低后，就有可能引发下一轮。如果
病毒不发生特别明显的变异，之前感染所产生的
抗体能够保护半年以上，下一轮感染时间可能是
半年以后。

德国埃森大学医学院病毒研究所教授陆蒙吉
认为，中国后续新冠病毒传播可能呈波动式，出现

时间和病毒传播情况会受到新毒株出现、气候变
化、大规模的人群流动（如5月劳动节旅游高峰）
等影响。

人群抗体水平下降后该如何应对？

李侗曾介绍，即使抗体水平下降，但由于每个
人不同步，有人可能抗体水平下降快，有人下降
慢，保护作用持续时间长，因此下一轮或是有人先
感染，有人后感染，疫情高峰不会来得这么快、这
么猛，不会再发生短时间内大量感染的情况。

李侗曾认为，免疫力低下、没有接种疫苗的人
群可能会是下一轮疫情中较早的一批，而已经感
染过的人，尤其是接种过疫苗的人，他们在接种疫
苗基础上的感染叫突破性感染，这部分人即使二
次感染，或者第三次感染，成为重症或危重病例的
风险也会比较小。

新冠病毒会消失吗？

陆蒙吉向中新网表示，中国疾控中心最近公
布的部分数据提示，新冠病毒目前没有消失，也不
能把当前疫情感染情况的缓解当作结束。“这是一
种错位的认知。”他说。

李侗曾认为，目前来看，新冠病毒不太可能像
2003年SARS那样完全消失。他解释称，全球新
冠传染情况不同步，有的地方现在新发病例已经
很少，有的地方持续存在，还有很多地方反复出现
疫情高峰。社会面上还存在感染者，大家就都有
再感染的风险。他判断，新冠病毒感染可能会像
流感一样有阶段性，不会完全消失。

“总体上，今后需要重点防护的人群还是老年
人，免疫力低下、基础疾病患者等脆弱人群。”李侗

曾建议，一方面要坚持戴口罩、勤洗手、多开窗通
风，保持社交距离。另一方面，可通过再次接种疫
苗来提高防护水平。

（据科普中国网）

新冠病毒去哪了新冠病毒去哪了？？它会消失吗它会消失吗？？
专家回应来了专家回应来了

近日，关于“新冠病毒去哪儿了”的问
题引起广泛讨论。多省市疾控中心发布
提示，目前多地处于病例散发状态，尚未
检测到新的变异株。与此同时，随着天气
变暖，有网友发出疑问——新冠病毒还会
有哪些变化？进入春夏季节后，新冠病毒
会消失吗？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
家吴尊友9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近几个月出现

新一波新冠疫情的可能性比较小，今
后再出现全国范围内短时间集中大
规模流行的可能性也比较小。

吴尊友介绍，我国刚刚经历了
一次全国性的新冠病毒感染流行，多
数人已经康复，还有部分人仍在康复
之中，全国范围内人群免疫保护力处
在一个较高的时期。

我国新冠病毒监测数据显示，
2023年1月1日以来，从全国各个口
岸入境人员中监测到 39 种进化分
支，全部为奥密克戎变异株，以
BA.5.2 和 BF.7 及其亚分支为主，到
目前为止尚未监测到传播力、致病
力、免疫逃逸能力明显增加的新型变
异株流行。

吴尊友表示，随着我国优化疫
情防控策略措施，未来新冠疫情可
能会断断续续在局部地区、部分人
群、一段时间内发生。总体来看，三
年来新冠病毒持续发生变异，传染
性和免疫逃逸能力在增强，但致病
性在减弱。

（据新华社）

中疾控专家：

近几个月出现新一波新冠疫情可能性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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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很多动作
或习惯都会给腰椎和膝盖带来损伤。
特别是以下10种姿势，大家可以对照
一下，不正确一定要及时改正！

1.蹲着

下蹲时膝盖承受的压力远大于
站立位时膝盖压力。研究表明，平躺
时膝盖的负重几乎是零，站起来和平
时走路时负重是体重的1—2倍，跑
步是4倍，而蹲和跪是8倍。

建议：老人和肥胖人群尽量不要
深蹲，或应减少深蹲时间，别超过 20
分钟。老人下蹲最好扶着桌子或椅
子，减少膝关节压力。

2.窝在沙发里

窝在沙发或床上看电视、玩手机
对骨头很煎熬。半卧位时腰椎缺乏
足够支撑，原有弧度被迫改变向前弯
曲，椎间盘所受重力增大，久之会导
致腰椎间盘受损、脊柱侧弯等。

建议：最好选择质地偏硬的沙
发，坐上去不会一下子就陷进去，休
息时腰后最好加个靠枕，让其支撑住
后腰，利于腰椎放松。

3.单肩背包

长期背单肩包可能会引起高低
肩，高低肩不仅仅是肩部的高低不
平，长期如此，还会导致骨盆发生旋
转，可能进一步导致长短腿。还可能
会引起脊柱侧弯。特别是青少年时
期，长期背单肩包会很大程度上导致
脊柱侧弯，这是由于肌肉失衡所致。

建议：若路途较远，最好背双肩包。

4.跷二郎腿

总跷二郎腿会限制一条腿的血
运，上半身重量压在一条腿上，导致
骨盆和髋关节长期受压，容易酸痛，
还可能出现肌肉劳损，造成腰椎与胸
椎压力不均，引起脊柱变形，诱发腰
椎间盘突出，导致慢性腰背疼痛。

建议：保持正确坐姿，尽量不跷
二郎腿。若一时改不了，每次翘腿别
超10分钟。

5.长时间站立

有人由于习惯或工作长期站
立。站立时腰椎、髋关节、膝关节、踝
关节都会承受较大压力，长期会出现
腰椎、下肢关节问题。

建议：保持正确站姿，挺胸、抬
头、双臂自然下垂，让全身重量均匀

分布在两条腿上。站半小时后走动
走动，坐一坐躺一躺。

6.低头玩手机

低头使用手机时，颈椎承受更重
的头部重量，肩颈过度紧绷，腰椎负
担加大。成为“低头族”后，仅需短短
几年，肩颈肌肉酸痛、腰酸背痛、颈椎
病等就会找上门来。

建议：低头看手机不超 15 分钟，
手机与视线齐平或稍低，头部直立，
不含胸驼背。

7.坐姿不良

长期的不良坐姿或者长时间待
在电脑前，最容易使颈椎肌肉疲劳，
引起颈肩痛等颈椎问题。

建议：正确的坐姿应该是上身挺
直，收腹，下颌微收，两下肢并拢，尽
量使腰背部紧贴椅背，减轻腰部的压
力。

8.头和肩夹着手机打电话

有人把手机夹在肩膀和耳朵之
间，一边歪头打电话，一边工作。颈
椎向一侧过度用力，可能导致颈部肌
肉痉挛和过度疲劳，造成脖子酸胀、
疼痛，埋下颈椎病的隐患。

建议：接电话时最好手持电话，
每隔几分钟双手交替，避免一侧肌肉
过度紧绷。

9.趴着睡觉

趴在桌上睡觉，醒来时发现手脚
发麻，头晕脑胀，脸上印下痕迹，疲劳
感并没有减轻。有背痛或颈痛的人
尤其不能趴着睡，颈椎保持生理弧
度，可能导致颈椎问题，会加重病情。

建议：午睡最好平躺，如果条件
实在不允许，可以坐在椅子上，在腰
后垫个垫子，身体微微往后仰，简单
休息一会儿即可。

10.直膝弯腰提重物

“闪腰”又叫做急性腰部扭伤。
当直着膝盖、弯腰提重物时，不能有
效发挥髋、膝关节周围肌肉的力量，
腰背筋膜、肌肉、韧带往往因负担过
重而受伤，也对腰椎不利。

建议：提重物时屈膝下蹲，物体
尽量靠近自己身体，脊柱保持垂直，
用腿部力量支撑身体缓慢站起，避免
突然用力。闪腰后最好躺硬床上休
息，可配合按摩、针灸等治疗。

（据科普中国网）

这10种姿势，伤膝、伤腰、伤骨

医生提醒：尽量少做

人老了，眼睛也会“老”。白内
障是眼睛的一种“老化”现象，随着
年龄的增长，晶状体逐渐浑浊，不
再清澈透明，也就是患白内障了，
这是个不可避免和阻挡的自然过
程，和头发变白是一样的道理。

50岁后，白内障就开始逐步发
生，年纪越大发病率越高，60岁白
内障的发病率约70%，80岁以上
白内障的发病率几乎是100%。只
不过有的人发展得早且快，50多
岁视力就下降到一定要治疗的程
度了；有的老人发展慢，80岁还能

不影响日常生活。
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种药物

可以有效地治疗白内障。唯一有效
的方法就是手术，这是目前为止全
球眼科医生的共识。很多老人害怕
手术，选择相信一些药物的宣传效
果，错过最佳手术时间，最后到了晚
期甚至已经失明，无法挽回。

如果把眼睛比作照相机，晶状
体就是“镜头”，白内障就相当于

“镜头”糊了，需要换“新镜头”。白
内障患者的“新镜头”，叫做“人工
晶状体”，是一片很透亮亮的镜片。

白内障手术技术已经较为成
熟，手术切口小、创伤小，熟练的医
生可以做到十几分钟内完成。但
年纪特别大，有糖尿病、高血压、心
脏病等慢性疾患，或者有高度近
视、青光眼、眼底问题等眼部疾病
的患者，需要在病情控制平稳下，
实施白内障手术。

（据科普中国网）

白内障只能手术治疗吗？
（上接第1版）
民生重点项目扎实推进。全年实施对标补短

重点项目94个，累计完成投资179.23亿元、占年计
划的121.86%。新建市实验幼儿园分园、沐川县妇
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综合大楼建设、城市生活
垃圾环保发电项目扩建等任务全面完成，乐山一职
中新校园、市新区医院、高速乐山城区连接线二期、
乐山大佛景区南游客中心等项目加快推进。

支持政策争取成效显著。积极“走上去”，做
好项目申报，乐山南500千伏输变电工程从入规
到核准仅用时3个多月，刷新省内同类项目前期
工作新纪录，从规划至投运将缩短3年。争取到
位2022年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60余个、专项债
项目120余个，进一步增强全市高质量发展动能。

回望2022年，一个个加速落地生根、建成投
运的重大项目，为我市稳定经济基本盘、增进民生
福祉发挥了关键作用。展望2023年，我市将保持
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劲头，加大重大项目储备、
建设力度，为乐山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