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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防治

乐山日报公益广告乐山日报公益广告

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宣布，新冠
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国家卫生健康委新
闻发言人米锋5月8日在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
前新冠病毒仍在不断变异，国内疫
情总体处于局部零星散发状态，疾
病危害仍然存在。要继续落实“乙
类乙管”各项措施，在保障群众健康
的同时，方便群众生产生活。

世卫组织新决定基于
多因素考虑

“世卫组织的决定主要基于疫
情流行态势、病毒变异特征、人群免
疫屏障和应对能力建设四方面考
虑，并不意味着新冠疫情结束，也不
意味着疫情危害彻底消失。”国家卫
生健康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
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说，这一决定
表明以人类目前能力，可以有效控
制疫情危害。

部分公众关心世卫组织决定给
我国带来的影响。梁万年表示，此
次调整一是有利于我国包括贸易、
旅游、学术交流、留学等在内的国际
交往；

二是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将
有更多时间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
生，但仍要继续和全球各国紧密团
结，共同采取更有针对性、更有效、
更具成本效益的措施，防止疫情蔓
延和传播。

2023 年 1月 8日，我国依法将
新冠病毒感染从“乙类甲管”调整为

“乙类乙管”，较短时间内实现疫情
防控平稳转段，取得疫情防控重大
决定性胜利。

国家疾控局传染病防控司副司
长刘清介绍，我国将继续抓实抓细
新阶段疫情防控工作，科学精准落
实“乙类乙管”防控要求，根据疫情
形势变化和防控工作需要，不断优
化调整防控措施。

我国仍将强化疫情监测分析

全国发热门诊监测结果显示，
“五一”假期期间，我国部分地区疫
情出现小幅上升，但各地在院重症
病例数无大幅增加。

“总体来看，国内疫情目前仍处
于局部零星散发状态，各地医疗服
务秩序正常，全国未出现规模性疫
情。”刘清表示，当前我国人群总体

免疫保护水平仍然较高，出现区域
规模性疫情的可能性不大。

在新冠病毒流行株方面，中国
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陈操介
绍，从监测数据看，目前我国主要新
冠病毒流行株为XBB系列变异株，
与早期流行的奥密克戎亚分支相
比，致病力没有明显变化。

国际交流限制措施的减少将促
进中外人员流动。据介绍，我国将
重点从以下四方面降低境外疫情输
入对防控工作的影响：强化疫情监
测分析，密切跟踪国内外疫情动态；
做好“外防输入”，继续落实远端防
控措施，强化输入疫情和新型变异
株监测；做好重点环节防控，聚焦重
点场所，关注“一老一小”重点人群，
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持续
补齐人群免疫水平差距；倡导公众
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加强自我健康
监测，出现发热、咳嗽、咽痛等症状
时，及时就诊。

重点人群坚持做好防护

部分群众反映自己近期二次感
染了新冠病毒。对此，北京大学第
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表

示，无论是二次感染还是首次感染，
从临床表现看都是类似的，主要表
现在上呼吸道。目前重症病例很
少，以无症状或轻型病例为主。

“咽喉疼痛不一定是二次感染，
当前若出现咽喉疼痛，要进行区别
对待。如果是新冠病毒感染，按诊疗
规范进行治疗，如果是细菌感染，必
要时可用抗生素治疗。”王贵强说，
感染了新冠病毒不必恐慌，对症处
理即可，要坚持做好个人防护，包括
佩戴口罩等，避免或减少传播风险。

老年人、孕产妇、儿童、基础病
患者等一直是疫情防控的重点保护
人群。专家提示，要高度关注高龄
老人，没有接种疫苗、有基础病的人
群，要关口前移、早期干预，使他们
避免感染或减少感染风险。

王贵强建议，保护好重点人群
应做好以下四点：一是在社区层面，
发挥社区医生、全科医生力量，通过
信息化系统等多种途径，建立所辖
区域高风险人群台账；二是发现高
风险人群患病后，要及时跟踪监测，
早期进行抗病毒治疗；三是若高风
险人群出现低氧情况，要及时氧疗；
四是一旦出现重症病人，及时送医
疗机构ICU治疗。

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后防控工作怎么做？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回应关切

新闻多一点

4 月 26 日，在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疾控
局传防司一级巡视员贺青华介
绍，近期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总体
平稳，各地疫情处于局部零星散
发状态，个别地区疫情有小幅上
升的迹象。总体来看，全国短期
内出现规模性疫情的可能性较
小。

5 月 5 日，世界卫生组织宣
布，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
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解除
2020 年 1 月 30 日拉响的最高级
别警报。

5 月 6 日，上海复旦大学附
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
发布微博称，“我们担心的医院
急诊发热就诊病人比例虽略有
上升，但仍远低于甲流流行期间
的发热就诊比例......病毒还会存
在，大流行已经过去。就疫情而
言，全球已经同此冷暖。”

（据新华社 四川日报）

本报讯（记者 曾梦园）为进一步提升职工生活
健康水平，减缓工作生活压力，提高自我情绪调节
能力，5月11日下午，乐山日报社机关工会开展了
以“释压舒心，快乐生活”为主题的心理健康知识讲
座，邀请乐山市人民医院心身医学科心理评估技师
裴紫庆为大家授课。

讲座中，裴紫庆结合工作实际和临床经验，向
大家讲解了什么是压力以及压力带来的心理反应
和生理反应等。随后，裴紫庆还教授大家释放压力
的小方法，并认真回复大家提出的问题。

延伸阅读——

1. 什么是压力？
我们把生活中超越个人能力或扰乱个人平衡

状态的事件所引起的心理反应，统称为压力。
2. 应对压力时常见生理反应：
心跳加快、血压升高、面红耳赤、呼吸急促、胃

部不适、腹胀感、手心出汗等。
3. 压力过大可能带来的心理反应：
紧张、焦虑、急躁，退缩、抑郁，自信心不足，无

法集中注意力，记忆力下降，睡眠质量差。
4. 过度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
健康方面：心血管疾病（高血压、冠心病等）、溃

疡、偏头痛、免疫力低下、痤疮、哮喘、大量脱发。
生活方面：工作效率低下、人际关系变差、失

眠、抽烟、酗酒、暴饮暴食、疯狂购物。
情绪方面：焦虑、抑郁、紧张烦躁、易怒。
5. 如何管理自身压力，调节情绪？
寻找缓解心理压力的方法，通常建议做体育运

动，如有氧运动。也可以选择倾诉，寻找值得信任
的朋友进行交谈，倾诉苦恼。还可以亲近大自然或
参与艺术欣赏、鉴赏，比如看画展、演出、表演等，都
有利于释放压力。

释压舒心
市人民医院“健康直通车”

走进乐山日报社

前不久，一位13岁女孩患红斑
狼疮疼得精神异常的消息登上微博
热搜。这个福建宁德的13岁女孩两
年前确诊系统性红斑狼疮，一个月时
间瘦了10公斤。她的妈妈介绍，女
儿患病期间还出现了并发症精神障
碍，有时候甚至痛苦到想自杀……

那么红斑狼疮是什么？有什么
症状？我们一起来看看。

系统性红斑狼疮
被称为“不死的癌症”

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是一种
典型的自身免疫性结缔组织病，多见
于15－40岁女性，儿童亦有发病，被
称为世界三大疑难病症之一，特点是
慢性病、反复发作、无法根治。

大部分狼疮病人会出现面部的
皮疹、红斑，比较典型的皮疹分布于
脸颊鼻梁两侧，形似展翅的蝴蝶，因
此被称为“蝶形红斑”，是狼疮的特
征性表现之一。

目前研究认为，遗传因素、环境
因素（如紫外线、病毒感染、药物、生
物制品、血制品等）、性激素异常、妊
娠、分娩造成的损伤、社会心理等多
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该病
不易根治，需长期治疗，且患者长期
遭受折磨而被医学界称为“不死癌
症”。

儿童SLE定义为18岁前发病，
约占全部 SLE 病例的 20%。近年
来，系统性红斑狼疮在儿童的发生
率明显上升。

与成人相比，儿童SLE要比成
人起病更急，病情更重，病程更长，
发病时常常表现以下几个症状：

1.全身症状：乏力、精神萎缩、
持续发热、体重减轻、厌食。疲劳是
儿童SLE非常常见但容易被忽视的
症状，常是狼疮活动的先兆。

2.皮疹：皮疹是狼疮的最常见
表现，多为面部皮损，同时可伴有指
趾尖红斑或冻疮损害。

3.内脏损害：以肾损害最为常
见，多表现为血尿、蛋白尿，同时还
可累及肺导致SLE肺炎，累及心脏
导致心包炎、心肌炎等。

狼疮性肾炎是系统性红斑狼疮
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也是该病主
要死亡原因之一。

免疫力越高并不
一定越好

认识到了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可
怕，我们就必须来聊聊人体的免疫
系统。

1.科学认识人体的免疫系统
免疫系统就如同一个国家的防

御系统，主要负责保卫我们人体的
健康，它可以防御感染、监测和杀灭
恶性肿瘤细胞等。和国家的防御系
统一样，免疫系统由专门的“军事机
构”（免疫器官）、不同类型的“作战
部队”（免疫细胞）、“军事武器”（免
疫分子）以及天然的“边防障碍”（皮
肤、黏膜）等组成。

2.免疫力过强

如果免疫功能过于强大，免疫
细胞会对来自外界的非致病因素
（比如花粉、毛发等）发起攻击，导致
过敏反应。

严重时，免疫细胞甚至会错误
地攻击自身正常组织和器官，引发
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系统性红斑狼
疮、干燥综合征、多发性硬化症、肾
小球肾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等。

免疫系统男女有别，因为它会
受到内分泌的影响。女性更容易患
上某些自身免疫性疾病。

3.免疫力减弱
本该干活的“安保系统”休息

了，该清除的“坏人”没人管理，此
时，身体容易出现病毒或细菌导致
的各种疾病，如病毒性感冒等。

肿瘤也是在类似的机理下形成
的：肿瘤细胞非常聪明，它会生成一
些物质，让监视它的“警察”睡着，没
人看管后，就毫无顾忌地生长。

长久以来，主流观点认为，癌症
发病率随着年龄增长上升，是因为
基因突变增加。然而国外刊登的一
篇论文提出了不一样的推测：衰退
的免疫系统，才是导致癌症发病率
增加的首要原因。

日常生活中，如何
保护免疫力？

人体免疫系统的战斗力会随着
年龄变化而改变，免疫系统在青春
期发育最快，25岁左右达到顶峰，
30岁之后慢慢下降，不同年龄段人

群面临的“免疫危机”不一样，应对
方式也不同。

1.补充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
很多人往往认为补充维生素C

就够了，其实这是远远不够的。除
了维生素C外，我们还需要维生素
A、维生素B族、维生素D、锌、硒等
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来构建免疫健
康。因此，更建议补充复合维生素
和矿物质。

2.多摄入蛋白质
蛋白质是增强免疫力最基本的

营养，很多专家都多次提出提高免疫
力要多吃蛋白质丰富的食物。蛋白质
是免疫细胞和抗体的主要原料，还可
以促进肌肉合成，帮助对抗疲劳，所
以，要想拥有一个强大的免疫力，优
质蛋白质的足量补充不可少。

遵 循《中 国 居 民 膳 食 指 南
（2022）》的推荐，保证食物的多样
性，多吃蔬果、奶类、大豆；适量地吃
鱼、禽、蛋、瘦肉；少盐、少油、控糖、
限酒。

3.日常增加运动
要做到适量运动、戒烟限酒、调

整心态。有规律和中等强度的运动
可使外周血中免疫细胞数量增多，
清除病毒的能力增强。同时，使机
体免疫功能增强。但运动也要张弛
有度，科学锻炼。

4.去户外晒太阳
阳光不仅能让人的心情变美

妙，还有助于降低自身免疫性疾病
的风险。建议每天晒太阳两三次，
每次15分钟左右。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人最好
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
身体活动，或75分钟的高强度身体
活动，低于这个标准的人即被认为
是身体活动不足。

5.保证充足睡眠
睡眠可以恢复精神和解除疲

劳。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
当的运动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三项健
康标准。失眠会影响一个人的免疫
系统。很多疾病的发生都和人体免
疫能力相关。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中明确指出，“长期的睡眠不足
会加大患心脑血管疾病、抑郁症、糖
尿病和肥胖的风险，损害认知功能、
记忆力和免疫系统。”

6.学会释放压力
心理应激产生的压力会对免疫

力产生影响。心理应激产生压力
后，生理会产生反应能动性调整，这
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机体对抗压
力，恢复内稳定，保持免疫力；也可
能称为长期压力状态下导致躯体疾
病的生理基础，造成免疫力低下，易
感疾病。

（据科普中国）

免疫力越强越好？未必！
小心这种“不死的癌症”找上门！

猩红热是溶血性链球菌所引起的急性呼吸道
传染病，4—5月为高发季节，发病人群以3～8岁
小儿为主。临床特点为起病急、发热、咽峡炎、弥漫
性皮疹、继而脱皮。如治疗不当或不彻底可能出现
关节、肾脏等变态反应性并发症。

针对猩红热，特异性治疗首选青霉素，治疗需
足量使用青霉素10天。一般用药1天后发热症状
消退，皮疹很快消失。也可以选用羟氨苄青霉素、
红霉素、阿奇霉素等抗生素治疗。其他对症治疗。

猩红热的传染性极强，但目前还没有疫苗预
防，应注意切断传染源。猩红热的传染源为患者和
带菌者。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给密切接触者，偶可
通过带菌的用具传播。因此要经常保持居室内空
气新鲜，少带宝宝去公共场所。预防性措施应以加
强儿童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为主。

在高发季节，尤其是周围出现猩红热患者时，
家长要密切关注儿童身体状况，一旦出现发热或皮
疹，应及时送往医院进行诊断和治疗。患儿应注意
卧床休息，进行住院治疗或居家隔离，其他人接触
患者时要戴口罩。遵照医嘱，抗生素治疗必须足程
足量。足量抗生素治疗24小时后，一般不再具有
传染性，可视情况解除隔离。患儿居室要经常开窗
通风换气，每天不少于3次，每次15分钟。患儿使
用的食具应煮沸消毒，用过的手绢等要用开水煮
烫。患儿痊愈后，要进行一次彻底消毒，玩具、家具
要用肥皂水或来苏水擦洗一遍，不能擦洗的，可在
户外暴晒1～2小时。 （据健康报）

防治猩红热应该怎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