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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校对对 孙孙双双

无症状轻症患者鼻塞发热
“我每天都吃三个鸡蛋，你
们吃了吗?”

黄玉在此轮奥密克戎暴发
之时意外“中招”。11月23日，
因外公去世，她从澳大利亚回
国，飞机抵达上海之时，因长时
间飞行又吹了寒风，起初感觉
喉咙有些干肿，怀疑自己感染
上新冠仅仅是一念之间，很快
内心的心理暗示就否认了这一
想法。

“不能阳，不敢阳。”家里有
不少事务要处理，黄玉这趟回
国一直力求不被感染，直到11
月24日早晨，黄玉接到松江疾
控流调人员的电话，称她的核
酸检测结果显示异常需要复
测，当天下午，黄玉的核酸检测
结果显示:阳性。

“还是中枪了”，尽管除了
喉咙略感疼痛之外，黄玉暂未
出现其他任何症状，无奈之下，
按照当时的政策要求，她被转
运至定点医院隔离。

入院的前两日，她只觉得
喉咙不适，“吞咽口水时有些沙
沙的，不疼。”到第三天，喉咙不
适感消失，转而开始流鼻涕，晚
上睡觉的时候觉得鼻塞，这样
的症状持续到第五天全部消
失，其间没有发烧，体温一直在
36.8°C左右。

尽管未出现明显病症，但
黄玉的核酸结果几次阳性，为
了让核酸尽快复阴，隔离期间，
黄玉每日吃三个鸡蛋补充高蛋
白，喝一大杯维C泡腾片，晚上
11点前就睡觉。病友既惊讶于
她的病症，更惊羡她的恢复速
度，黄玉甚至在病房演讲:“我
每天都吃三个鸡蛋，你们吃了
吗?”

在医院隔离的第十天，黄
玉的核酸结果彻底转阴，这才
出院。事后回忆，黄玉称“好像
只是患了一场小感冒”。诊断
书显示，她是无症状感染者。

广州市12月2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此轮疫情累计报告的
16.27万例感染者中无症状占比
约9成，重症、危重症仅4例，无
死亡病例。“这说明奥密克戎变
异株的致病力和毒力明显低于
之前的原始株和关切变异株。”
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新
闻发言人张屹介绍。

与黄玉类似，43岁的刘勉

也成为这波大流行中的“大多
数”。但与黄玉几乎无症状不
同，刘勉有更明显的发热咳嗽
症状，胸部会因为咳嗽而疼痛，
自11月30日确诊后3天时间里，
刘勉全家五口人先后感染，家
中8岁的小儿子，最高烧到39°C
以上，“吃了一次退烧药，睡了
一整天，第二天又精神了。”

已经70多岁的母亲是刘勉
全家最后一个出现症状的患
者。母亲有高血压、糖尿病，心
脏也不大好，刘勉很担忧她的
健康状况，但所幸，“仅仅发烧、
咳嗽，不太严重，休息了一天，
第二天就能给全家人做饭。”

刘勉告诉记者，家人的症
状与她一样，均为先发烧后咳
嗽，但都比她的症状要轻，“咳
嗽时并没有出现胸部疼痛的感
觉。”对于轻症，刘勉也并未过
多治疗，“除了孩子每日监测体
温，大人甚至都没有测温，只吃
了退烧药。”

12月8日，中国工程院院
士、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
室主任李兰娟对媒体强调，目
前全球流行的奥密克戎病毒，
其感染者多为无症状感染者和
轻症。“虽然无症状感染者有传
染性，但无症状感染者不是病
人，无须恐慌，感染者若无症状
无须治疗，实行自我健康监测，
出现发烧、咳嗽等可对症治
疗。”李兰娟说。

未接种疫苗老人转为重症
一度呼吸急促、吃不下饭、
嗜睡，“说话也捋不清舌头”

这轮疫情中，很多人担心
老年人、基础疾病患者成为新
冠病毒攻击的脆弱人群。记者
在采访中发现，多位接种过疫
苗的老年人，和刘勉家的情况
类似，即使有基础疾病，也均为
轻症且顺利得以康复，但一些
未接种疫苗的老人，境遇则十
分凶险。

一位湖北医疗系统工作人
员向记者证实，在其所在医院
接收的约30名新冠患者中，绝
大多数都属于无症状和轻症，

“尤其是在疫苗高接种率的当
下，重症患者很少，整体来看，
老年人尤其是没有接种疫苗的
老人容易出现重症。”上述人
员说。

阿优的爷爷今年79岁，此

前因为考虑到患有糖尿病未接
种新冠疫苗，不幸成为此轮奥
密克戎的重症感染者。11月12
日，爷爷确诊感染奥密克戎，罕
见的是，在确诊后的8天时间
里，爷爷都未有明显症状，直到
第8日晚，爷爷不慎摔跤，随后
高烧至40°C，“当时一直咳嗽，
喘得厉害。”阿优回忆，11月21
日，家人将爷爷送至医院，入院
后CT检查结果显示，双肺已严
重感染，胸腔积水。据监护仪
数据显示，氧饱和度仅为88%，
按照新冠临床类型，爷爷已属
于重症患者。24日至28日期
间，爷爷情况恶化，一度“呼吸
急促、吃不下饭、浑身无力、嗜
睡，说话也捋不清舌头。”因为
身体过于难受，和阿优视频时，
爷爷还大哭了一场。住院治疗
期间，最严重的时候，氧饱和度
降至70%，爷爷觉得自己撑不
下去了，想回家，“做梦都会迷
迷糊糊喊已经去世的奶奶的名
字。”阿优回忆。

在持续对症用药治疗后，
情况在11月28日迎来转机。这
一天，爷爷的氧饱和度升至
88%，一度达到90%，其后日益
好转，在被确诊感染新冠19天
后，12月1日，爷爷终于核酸检
测呈阴性。

值得一提的是，感染新冠
后出现凶险情况的并非仅为老
年人。

11月底，任兴国从河北滑
雪后回到北京确诊阳性，前两
日症状并不明显，之后几天却
反复高烧，浑身无力，喉咙刺
痛，甚至出现咳血现象，但在间
隔吃了两片感冒药，大量摄入
维生素C硬挺过一周后，任兴国
再次检测抗原，结果首次出现
阴性。

回想这段经历，这位刚满
30岁平日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依
然觉得心有余悸，用任兴国的
话说，“老人如果遇上这样的情
况，会很难熬。”

12月8日，复旦大学附属华
山医学院感染科在一篇公众号
文章中指出，对于奥密克戎，
99.5%的人可安心居家治疗，仅
有0.5%的人感染后需要前往医
院住院。上述文章建议，感染
者要学会自我监测症状，观察
体温、脉搏、氧饱和度，一旦出
现氧饱和度下降至95%以下，
持续高热(大于39°C)等症状时，

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在经历了凶险的19天之

后，阿优决定给爷爷准备一台
血氧监测仪，随时监测爷爷的
健康状况，并带爷爷去打疫苗，

“爷爷家隔壁的老人也感染新
冠，但打了疫苗，没有爷爷情况
这么严重。”阿优说。

“重阳”患者自述感染经历
新冠重复感染概率大，感染
一次并不能终身免疫

在各大城市准备迎战奥密
克戎之际，反复感染正成为公
众关注的新问题。

尽管接种了三针疫苗，王
洋还是感染了两次新冠。他第
一次感染新冠是在大年三十。
今年1月31日晚，王洋和朋友们
一起喝了些啤酒，庆祝新年。
第二天，有朋友说自己确诊新
冠了。几天后，王洋的核酸检
测结果为“阳性”，嗓子干痒的
症状也出现了。之后连续两
天，王洋连续都有点咳嗽，但没
有失去味觉和嗅觉，他没有吃
药，只喝了一次感冒冲剂，到确
诊第7天，所有症状都消失了。

第二次感染，王洋明显感
到症状比第一次严重。7月6日
这天，他觉得有点头晕，喉咙肿
痛，但喝水不会很疼，轻微咳
嗽，自测抗原显示两道杠:阳
性。这次他也没有吃药，而是
吃润喉糖、冲维C泡腾片，然后
多喝水，一周后转阴。

在王洋的印象里，两次感
染新冠都没有留下后遗症，“严
重程度甚至都不及一次感冒，
之前我有一次感冒持续了两个
礼拜。”

同样重复感染的大石就没
有那么幸运了。他在意大利接
种了两针新冠疫苗，其后总共
感染了四次，笑称自己是“新冠
王”。2021年冬天，大石
在意大利都灵的滑雪胜
地首次感染，但没有什
么症状；第二次是2022
年4月7日，他和朋友一
起吃晚饭的餐厅里有食
客确诊，但直到4月中旬，
大石才确诊新冠。这一次感

染自愈的经历，大石用“难受到
爆炸”来形容。最严重的两三
天里，他觉得嗓子、浑身肌肉、
骨头和关节都痛，整个背部、腰
部肩颈，能叫得出名字的部位

都疼，这边疼完那边疼，同时伴
随发烧，大概烧到39.8°C，咳嗽
的程度和重感冒差不多。大石
吃了退烧药就开始睡觉，醒了
就躺着看电视和综艺节目，大
概5到6天后就恢复了。

很快，新冠又再次“找”到
了他。2022年6月，他的一位朋
友在意大利旅游一圈后，在他
家落脚，然后就确诊了新冠，大
石也跟着感染了。这一次他先
是发烧到38.8°C，出现了和第
二次感染一样浑身疼的症状，
不同的是这次咳嗽非常严重，

“肺都快咳出来”。大石回忆，
当时还咳出大量白色胶质浓
痰，自愈期间很难入睡，吃了止
疼药能迷迷糊糊睡一会儿，药
效一过又被疼醒。这次症状持
续了5天，“万幸撑过去了”。第
四次感染是近期回国之后，这
两天他觉得喉咙有点痒，不一
会儿发了高烧，吃退烧药后温
度降到38°C，接受采访时他正
处于自愈中。

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
主任医师、小汤山方舱医院医
疗专家李侗曾近日对媒体表
示，尽管感染新冠病毒后在一
定时间内会获得针对该毒株的
免疫力，但并不代表不会再次
感染。“感染一次并不能终身免
疫，具有类似特点的还有流感，
由于病毒型别多、变异快，容易
从人体免疫机制中发生逃逸，
这也是流感疫苗为何每年都要
接种的原因，因为重复感染的
概率很大。”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
人物均为化名)

据《南方都市报》

感染奥密克戎之后
无症状者、未打疫苗老人、
四次感染者都经历了什么?

关爱自己的健康就是照顾自己的过程，生理上、心灵上，都要尽量让自己更强壮。
——— 受访者考拉

此轮新冠疫情奥密克戎变异株在国内已成流行趋势，每个人都面临着感染的可能。
目前，对感染奥密克戎之后究竟症状如何、影响如何说法不一，感染后是否能形成免疫

屏障也暂未有定论。
为科学认识奥密克戎，记者采访多位感染奥密克戎的患者，其中既有无症状、轻症感染

者，也有重症甚至反复被感染的患者。
他们当中，年龄最小的仅8岁，年龄最长者为79岁，他们希望以自己切身经历和感受告诉

公众:奥密克戎并不可怕，但也不能掉以轻心，需要以科学的防疫理念应对病毒，接种疫苗、
戴好口罩、做好防护，是每个人都应该掌握的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