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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 我们可以这样做

问：科学精准组织开展核酸检测，如
何做到“既不层层加码，也不随意减码”？

答：第九版防控方案、二十条优化措
施均对常态化核酸检测和发生本土疫情
后的区域核酸检测作出了明确规定，要求
各地要基于疫情风险，科学精准组织开展
核酸检测。

一是常态化核酸检测要求。没有发
生疫情的地区主要是严格落实对风险岗
位、重点人员的核酸检测要求，做到应检
尽检，确保高质量、符合频次要求的核酸
检测，不得随意不检、漏检。但也不能擅
自扩大核酸检测范围。

二是发生本土疫情后的区域核酸检
测要求。发生本土疫情后，要在流行病学
调查基础上，对疫情发生地区人口规模大
小、感染来源是否明确、社区传播风险是
否存在及传播链是否清晰等因素进行综
合研判，确定相应的核酸检测方案。

三是公共场所查验核酸检测证明的
有关要求。为有效防范疫情扩散蔓延，跨
区域流动人员凭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乘坐飞机、高铁、列车、跨省长途客运
汽车、跨省客运船舶等交通工具，抵达目
的地后要按照属地要求进行“落地检”，入
住宾馆酒店和进入旅游景区人员需要查
验健康码和 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3岁以下婴幼儿等特殊人群可免予
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面向跨省流动人员开展的“落地检”
是指在机场、火车站、长途客运站、高速公
路省界服务区、港口等地设置核酸采样
点，按照“自愿、免费、即采即走、不限制流
动”的原则，开展的核酸检测服务。“落地
检”与核酸检测结果全国互认的要求并不
相悖。

问：二十条优化措施中提出要制定新
冠肺炎分级分类诊疗方案。如何理解“分
级分类”？这是否意味着以后对新冠肺炎
患者的诊治要分级分类进行？

答：二十条优化措施中，加强医疗资
源建设十分重要，包括制定分级分类诊疗
方案、增加救治资源等。疫情发生以来，
我国从加强定点医院、方舱医院、发热门

诊三方面的能力建设对患者进行分级分
类救治：

加强定点医院的建设是为了主要收
治重症、危重症以及有重症倾向的患者。
这要求各地指定综合能力强、救治水平高
的医院作为定点医院，定点医院根据当地
的人口规模配足配齐救治床位，同时加强
建设重症监护单元（ICU），并要求ICU床
位达到床位总数的10%。

加强方舱医院的建设是为了主要收治
无症状感染者及轻症感染者。这要求各地
按照平急结合的原则，依托一些现有大型
场馆，提前做好方舱医院和医疗医护力量
的准备。一旦发生聚集性疫情，能使方舱医
院在最短时间内启动，尽快收治患者。

加强发热门诊的建设是为了尽快甄别
可疑患者。这要求二级以上医院设置发热
门诊，做到应设尽设、应开尽开，严格执行
首诊负责制。若甄别出阳性感染者，要迅速
转到定点医院或方舱医院进行救治，真正
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报告、早治疗。

问：网友关心，有序推进新冠病毒疫
苗接种有何新进展？

答：根据二十条优化措施，要有序推
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制定加快推进疫
苗接种的方案，加快提高疫苗加强免疫接
种覆盖率，特别是老年人群加强免疫接种
覆盖率。加快开展具有广谱保护作用的
单价或多价疫苗研发，依法依规推进审
批。

面对复杂的疫情形势，接种疫苗仍是
主动免疫的有效措施。疫苗接种需要综
合考虑安全性、有效性、可及性以及可负
担性等因素，要坚持依法依规、尊重科学
的原则。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制定加快推
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方案。

问：有网友问从疫情高风险区、低风
险区返回居住地，是否还需要隔离？具体
隔离措施有什么区别？

答：高风险区外溢人员指的是在判定
高风险区域前离开风险区的人员。根据
试点评估结果，高风险区外溢人员的风险
较低，因此二十条优化措施将管控措施进
行相应调整，将高风险区外溢人员“7天

集中隔离”调整为“7天居家隔离”，期间
赋码管理，不得外出。

假如A地划定了高风险区，对于高风
险区内的人员要实施封控管理，对于A地
划高风险区之前流入到B地的风险人员，
在B地追踪到以后要对这些人员进行7
天居家隔离管控。根据第九版防控方案，
管控周期从离开A地的时间算起。如果
B地在排查时已经超过这个管控周期，原
则上无需再进行隔离管控。

根据第九版防控方案，从疫情低风险
区回来，流入地对有低风险地区7天旅居
史的人员，3天内完成两次核酸检测（三
天两检），并做好健康监测。

问：如何防止对返回人员加码管控？
如何统筹滞留人员疏解和有效防止疫情
扩散？

答：二十条优化措施中，要求各地分
类有序做好滞留人员的疏解。疫情发生
地滞留人员较多时，要专门制定疏解方
案，加强与目的地信息沟通和协作配合，
在有效防止疫情扩散的前提下稳妥安
排。目的地不得拒绝接收滞留返回人员，
并按照要求落实好返回人员的防控措施，
既要避免疫情扩散，也不得加码管控。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对防范
跨地区疫情扩散提出明确要求：一是针对
当前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的地区，要切
实承担起防范疫情扩散的首要责任，及时
精准划定风险区域，尽快排查管控风险人
员和风险点位，对非隔离非管控人员在离
开出发地前，要严格落实查验健康码和核
酸检测信息措施，防止非法运营车辆跨省
载客运营等行为。同时，加强与目的地的
信息沟通与协作配合，及时推送溢出的风
险人员信息。

二是针对当前没有疫情但溢入风险
较高的地区，要进一步完善疫情跨地区传
播防控工作方案，关口前移，面向流入人
员提供“落地检”服务。从疫情所在县区
返回人员要主动向当地报备，社区要主动
开展摸排登记，严格落实3天两次核酸检
测措施（间隔24小时以上）。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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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条优化措施发布以来，各地整治“层层加码”问题专班发挥主导作用，指导各方面进一步提升疫情

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纠正与第九版防控方案、二十条优化措施不相符的做法。与此同时，各地采取多种

措施落实落细，集中力量打好重点地区疫情歼灭战。

提高防疫工作的有效性，核酸检测如何做到“既不层层加码，也不随意减码”？部分地区出现聚集性疫

情，如何落实分级分类诊疗？有序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有何新进展？从疫情发生地返回是否需要隔

离？如果遇到滞留怎么办？围绕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专家作出权威回应。针

对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专家作出权威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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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来临冬季来临 别让慢阻肺阻碍您的呼吸别让慢阻肺阻碍您的呼吸

慢阻肺是一种怎样的疾病？
许多人只听说过老慢支、肺气肿，却不

了解慢阻肺，他们在出现慢性咳嗽、咳痰或
呼吸困难等症状时，并没有给予重视，殊不
知，这些症状可能是肺功能下降的信号。
医生常常会对老慢支、肺气肿患者进行肺
功能检查，如果发现其存在呼气时气流受
阻的情况，就会将其诊断为慢阻肺。

慢阻肺是怎么产生的呢？

吸烟是慢阻肺最主要的致病因素。除此
之外，慢阻肺还与以下因素有关：长期使用动
物粪便、柴草、秸秆、木炭等生物燃料取暖、做
饭；大量吸入PM2.5导致肺部损伤；从事长
期接触粉尘、化学物质等的职业；患有部分遗
传疾病；儿童时期肺部发育不良；早产等。

随着年龄的增长，受这些危险因素影
响的人患慢阻肺的风险增大。需要提醒的
是，慢阻肺是没有办法逆转的，因此，如果

您出现了慢性咳嗽、咳痰或呼吸困难等症
状，一定要到医院进行肺功能检查，以便早
发现、早治疗。

慢阻肺有哪些并发症？
慢阻肺会导致肺功能持续下降，当肺

不能为全身足量供氧时，人体就会出现缺
氧等情况。若不及时治疗，慢阻肺患者可
能会出现呼吸衰竭、肺性脑病、肺源性心脏
病等并发症。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以下简称慢阻肺）是呼
吸系统疾病中的常见病
和多发病。在我国，慢阻
肺患者数量已近1亿。慢
阻肺起病隐匿，早期症状
不典型，等到有明显症状
时，患者的病情往往已比
较严重，所以慢阻肺也被
称为“沉默的杀手”。

近日，北京大学人民
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主任医师马艳良教授
做客由国家卫生健康委
宣 传 司 指 导 、健 康 报 社
和健康中国政务新媒体
平 台 主 办 的“ 健 康 大 家
谈”直播活动，就慢阻肺
相 关 问 题 ，为 大 家 答 疑
解惑。

社区医院可以治疗慢阻肺吗？
目前，一些社区医院配备有肺功能检测

仪器以及治疗药物，慢阻肺稳定期的患者可
以在这些社区医院就诊、开药；若出现病情
急性加重的情况，再转诊到上级医院治疗。

慢阻肺患者的家属能做些什么？
慢阻肺患者的家属一定要鼓励、帮助

患者戒烟；若家中还在使用生物燃料取暖、

做饭，要进行炉灶改造，使用清洁能源，减
少生物燃料暴露；带患者及时就诊；督促患
者及时服药、合理运动（如慢跑、散步、打太
极拳等）。

另外，冬季比较干燥，患者及家属可以
在室内使用加湿器。需要注意的是，一定
要控制室内湿度，避免环境过于潮湿引起
肺部真菌感染；每日都需给加湿器换水、清

洁、晾晒，防止其内部滋生细菌。
慢阻肺患者平时在家需要吸氧吗？
慢阻肺患者一定要到医院进行动脉血

气分析，由医生判断是否需要吸氧。若需
要，患者须遵医嘱规律、长期吸氧。吸氧
时，患者须严格按照医嘱控制氧浓度及氧
流量，以免引发其他健康问题。

（据健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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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阻肺 严重威胁患者的健康

腿酸无力导致步态障碍在老
年人群中很常见，是导致老年人跌
倒的主要原因之一。排查老年人
腿酸无力的原因，并及时给予纠正
和治疗，有利于积极预防跌倒事件
的发生。综合来看，老年人腿酸无
力主要有七种原因。

脑卒中

若老年人出现下肢无力急性
发作，可能预示着血管发生了病
变，比如突发单侧下肢无力且不伴
有疼痛，首先要考虑自身是否有心
脑血管疾病史。腿部酸软无力，可
能是血栓形成、脑出血的“预警信
号”。应通过正确用药和改变生活
方式，预防脑卒中的发生。

帕金森病

帕金森病的基本特征包括震
颤、运动迟缓、肌强直和姿势不稳，
患者往往无法正常锻炼，还会发生
肌肉萎缩甚至肌肉无力。除相关药
物可改善帕金森症状外，尽量多运
动也有助于提高患者身体灵活性。

腰椎管狭窄症

走一会儿腿就酸痛得不行，要
停下来歇一会儿，学名叫间歇性跛
行，是腰椎管狭窄症的典型表现，
通常由腰椎退行性病变导致。大
多数腰椎管狭窄症患者采用药物、
针灸、理疗可获得良好效果，少数
需手术治疗。

低血糖

低血糖最常见于糖尿病患者

中，重度低血糖多发生于血糖在3
毫摩尔/升以下，常见表现有出汗、
面色苍白、乏力、头晕、视力障碍、嗜
睡等。若不及时治疗，患者低血糖症
状可进展为昏迷，甚至死亡。预防低
血糖的最佳方法是规律饮食，稳定
控制血糖水平，随身携带快速升血
糖食物，如糖块、巧克力等。

低钾血症

持续呕吐或腹泻的人群以及
长期使用利尿剂的人群，容易出现
严重的低钾血症。其症状为发作
性肌无力，通常从腿部开始，逐步
进展至躯干和手臂。这部分人群
需监测血钾水平，及时口服或输
液，进行补钾治疗。

脊髓型颈椎病

脊髓型颈椎病是一种严重的
颈椎病，其临床症状隐匿，患者往
往没有明显的颈部疼痛及僵硬病
史，部分患者也没有上肢麻木、无
力的症状，仅表现为下肢没劲、走
路不稳、两腿发飘，甚至无故摔
跤。手术是治疗脊髓型颈椎病的
有效方法。老年人应随时注意颈
部保暖，避免长期低头，有助于预
防颈椎病。

髌骨软化症

该疾病是老年人常见的退行
性骨关节疾病之一，通常表现为

“打软腿”，即行走时突发钝痛，膝
关节不能自主弯曲，常合并膝前髌
骨周围疼痛。关节软骨一旦发生
变性、坏死及骨质增生，就很难逆
转，但可以预防。

（据健康报）

腿酸没劲
可能存在这些诱因

奥地利维也纳医科大学一项新
的核磁共振研究显示，在怀孕期
间，即使少量或适量饮酒，也会改
变婴儿的大脑结构并延缓大脑发
育。研究结果将在今年的北美放
射学会年会上公布。

孕期饮酒会使胎儿暴露于一组
称为胎儿酒精谱系障碍的疾病
中。出生时患有胎儿酒精谱系障
碍的婴儿可能会出现学习障碍、行
为问题或语言发育迟缓。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分析
了24名产前暴露于酒精的胎儿的
MRI检查。进行检查时，这些胎儿
的孕周在22到36周之间。在酒精
暴露的胎儿中，胎儿总成熟评分显
著低于年龄匹配的对照组，右侧颞
上沟浅。右侧颞上沟关系到社会
认知、视听整合和语言感知能力，
尤其是其形成对儿童时期的语言
发展有很大影响。

研究发现，即使在低水平的酒
精暴露下，胎儿的大脑也会发生变

化。24位母亲中有17位饮酒相对
较少，平均每周饮酒量不到一杯，
尽管如此，还是能够根据产前MRI
检测到这些胎儿的显著变化。

根据研究人员的说法，胎儿大
脑发育延迟可能与脑髓鞘形成阶
段延迟，以及额叶和枕叶的不太明
显的回旋有关。髓鞘形成过程对
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功能至关重
要。髓磷脂保护神经细胞，使它们
能够更快地传递信息。婴儿的重
要发育里程碑，如翻滚、爬行和语
言处理，与髓鞘形成直接相关。

脑回旋是指大脑皮层褶皱的形
成。这种折叠扩大了头骨空间有
限的皮质表面积，从而提高了认知
能力。当回旋作用减弱时，功能也
会减少。

研究人员表示，孕妇应该严格
避免饮酒，即使是少量饮酒也会导
致胎儿大脑发育的结构性变化，延
缓大脑的成熟。

（据科技日报）

孕期饮酒
会改变婴儿大脑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