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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传染病
学专家李兰娟认为，总体上看，
我国目前感染者还是以轻症和
无症状病例为主，轻症病例肺
部影像正常，临床上发热、乏
力、全身酸痛，咽痛、咳嗽等上
呼吸道症状为主，部分患者伴
有腹泻等消化道症状。大部分
人3至5天内体温逐渐恢复正

常，只有极少数患者持续高热
不退，症状比较明显，发展成肺
炎甚至“白肺”。

“一般肺部影像中白色的
区域面积达到70%至80%，我
们临床上才称之为‘白肺’。出
现‘白肺’的患者多为重症患
者，奥密克戎感染所致的‘白
肺’占比很低。”李兰娟表示，目

前，对重症、危重症提倡用“四
抗二平衡”治疗，即抗病毒、抗
休克、抗低氧血症、抗继发感
染，注意维持水电解质平衡和
微生态平衡。

李兰娟强调，目前很多网
上的传言需要澄清。比如新冠
疫苗无效，这是错误的。虽然
疫苗接种后仍有被感染的几

率，但大量临床证据说明新冠
疫苗可显著降低感染后的重症
率、病死率。还有人认为，针对
新冠已经不需要采取防控措
施，这也是错误的。作为乙类
传染病，我们既要避免自己被
感染，也要防止传给别人，在疫
情流行期间，还是需要做到佩
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

等基本措施。
“一旦被新冠病毒感染，要

早期及时进行抗病毒治疗，以
减少向重症发展。如果持续高
热、呼吸急促，要及时就医。家
中最好自备血氧监测仪，监测
数值低于93的，哪怕症状不明
显，也要及时就医检查。”李兰
娟说。

权威专家、国家传染病医
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
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认
为，本轮疫情目前正处于感染
高峰期，即便奥密克戎的重症
率与先前的德尔塔相比有所下
降，但再低的重症发生率，结合
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重症病
人数量都会成倍上升，“每年我
国季节性流感造成的肺炎也会
有季节性的高峰，肺炎的疾病
负担也很重，最近肺炎及重症
病例数量的增多，主要是因为
短时间内感染的病例增加，但
重症概率总体仍然很低。”

针对部分新冠感染者肺部

CT呈现“白肺”现象，张文宏表
示，所谓的“白肺”是重症肺炎
的影像表现，即重症肺炎的患
者拍摄CT和胸片时，肺部会因
透光度下降而呈现白色，只是
反映肺炎的严重性，“无论什么
病原体，只要引起重症肺炎，都
有可能出现‘白肺’”。

有网友认为接种疫苗会导
致不良反应，出现“白肺”增多。
张文宏说，针对该问题已专门
做过对照研究，结果显而易见：
根据今年上半年上海的数据，
打过疫苗之后，整体的重症比
例可以降低近80%，“所以我们
认为，疫苗对减少‘白肺’的发

生是有作用的”。
张文宏表示，出现“白肺”

的救治与其他病毒性肺炎类
似，首先要做的是给予呼吸支
持，尤其是对于呼吸衰竭的病
人，要给予机械通气支持，维持
体内的供氧。在这个基础上，
还会采取抗凝治疗、抗炎症治
疗、抗病毒治疗，营养支持与合
并感染的控制也非常重要。

张文宏特别强调，发生重
症肺炎后的救治成功率要比普
通型肺炎以及轻症的成功率
低，因此要特别重视救治的“黄
金72小时”，即脆弱人群感染新
冠、出现症状后的72小时内要

密切监测，就近在社区医疗中
心或者附近的医院进行氧疗、
对症与营养支持治疗、抗病毒
治疗等。如果出现重症倾向要
及时采用糖皮质激素等抗炎症
治疗，尽量阻止疾病的加重，并
及时到医院做进一步检查。若
是发现有“白肺”等重症表现，
则需要在24小时内开展最优的
救治。

临近春节，各地即将迎来
大规模人口流动，面对可能到
来的重症高峰，张文宏表示，一
方面要对脆弱人群进行持续性
的监测，一旦发生问题，及时阻
止肺炎的发生和加重；另一方

面要加紧扩充医疗资源，保障
脆弱人群能够得到及时救治。

最后，张文宏建议，要做好
科普宣传，鼓励人们在返乡过
程中做好个人防护，为“压峰”
作出个人努力，从而减少“重症
高峰”带来的救治压力。“已经
感染过的人群回乡，可能不会
造成太大影响。如果是没有感
染过的，要做好防护，尽量避免
自身感染引起亲友的新发感
染，加剧当地的疫情高峰。因
此，大家旅途中要戴口罩，最好
是N95口罩；如果家中老人还
没有感染过，我们去探望时也
要严格戴口罩。”

很多新冠病毒感染者转阴
后仍一直咳嗽，也有网民反映，
感染后出现月经紊乱、子宫异
常出血等情况。转阴后仍然咳
嗽的原因是什么，该如何缓解？
新冠病毒是否攻击人体生殖系
统？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权威
专家作出回应。

“近期，大多数感染者表现
为发热、咽痛、咳嗽等急性上呼
吸道感染症状，很多人转阴后
咳嗽仍会迁延较长时间。我们
一般认为，超过三周以上的就
是亚急性咳嗽，其中，最常见的
是感染后咳嗽。”中日友好医院
呼吸中心副主任林江涛说。

林江涛介绍，感染后咳嗽
的成因，是上呼吸道感染时造
成支气管黏膜的损伤或感觉神
经裸露，从而对外界各种刺激
的敏感性增高。

“转阴后的咳嗽敏感性增
高并不是感染，这个时候既不
需要抗病毒，也不需要抗菌药
物治疗，可以自行恢复。”林江
涛说，感染后咳嗽的患者要避
免各种对呼吸道的刺激性因
素，如果症状重，影响到工作、
学习和休息，可以到医院就诊，
医生一般会对症采用止咳药物
进行治疗，一些中成药的效果
也非常理想。

“从中医角度讲，感染者转
阴后处于外邪将尽未尽的状
态，这时会出现一些肺的生理
功能异常，从而导致咳嗽。”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呼吸科主任医师祝勇介绍，可
以根据患者具体情况，采取清
肺或者润肺的治疗方法，会取
得较好的效果。

同时有专家表示，轻微的
咳嗽症状无需治疗。咳嗽症状
影响生活时，建议就诊，可使用
缓解咳嗽症状的药物，也可考
虑含有皮质激素的吸入剂治
疗。如果既往有哮喘或咳嗽变
异性哮喘病史，可按照哮喘使

用含有激素和支气管扩张剂的
复合制剂吸入治疗，或是增加
平日的吸入激素剂量，待咳嗽
控制后再恢复至原有剂量。如
果药物治疗效果不佳，需要到
医院进一步评估咳嗽的原因、
调整治疗方案。

新冠病毒感染属于病毒感
染，无需使用抗生素。但在某
些情况下，如老年患者尤其是
合并新冠病毒性肺炎的老年患
者，或咳痰增加或颜色变深，合
并细菌感染的风险增加，可以
考虑使用抗生素。

有网民表示，感染新冠病
毒后出现月经紊乱、子宫异常

出血等情况，怀疑新冠病毒攻
击人体生殖系统。对此，北京
大学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
杨欣表示，目前还没有证据表
明感染新冠病毒对生殖系统有
影响。

“月经的调控，受大脑皮
层、下丘脑和垂体、卵巢功能等
影响，是一个严密的生殖内分
泌轴。压力大、身体不适等众
多外界影响都可能对月经产生
影响。因此，感染者出现月经
异常并不能表明是新冠病毒直
接对生殖系统的作用。”杨
欣说。

近期有网民反映，随着新
冠病毒感染者增多，重症患者
也在增加。原始毒株回来了
吗？高危人群该如何预防？国
家卫健委组织哈尔滨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院长于凯江、西
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
科主任何英利、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马晓春回应公众关注的热点
问题。

于凯江表示，国家在及时
出台优化措施时，同步进行了
相关部署。落实分级诊疗工
作，充分发挥城乡三级医疗卫
生服务网络的积极作用，对其
职责和定位进行了明确。特别
是三级医院要重点收治高龄、
患有基础疾病等高风险人群，

扩充发热门诊和急诊，扩容重
症资源，尤其是重症床位、医疗
力量，重点满足急危重症患者
的诊疗需求。

如果出现连续三天以上高
热、呼吸困难等转重的情况，一
定要及时就诊。

近日，部分新冠病毒感染
者在诊疗过程中发现了肺炎，
甚至肺部CT呈现“白肺”现象。
有网友认为，“白肺”与感染新
冠病毒原始毒株或德尔塔毒株
有关。对此，于凯江表示，目前
我们监测到的新冠病毒主要是
奥密克戎变异株亚分支BF.7和
BA.5.2，没有监测到早期原始
毒株和德尔塔毒株。这与接种
疫苗也没有关系，目前的临床
结果和国内外文献都显示，接

种疫苗后发生重症的概率会显
著下降，不接种疫苗发生重症
的风险则会增加。

何英利表示，不仅仅是新
冠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流感
病毒等多个病原体都可能引发
肺部炎症，加之北方冬季气候
寒冷，出现肺部感染的风险增
高，并非所有的“白肺”都是新
冠病毒导致的。

于凯江说，针对“白肺”，临
床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三种：一
是给氧治疗，包括有创机械通
气、无创通气；二是俯卧位通
气；三是免疫调理、营养支持。
这些方法都能帮助病人尽快恢
复，多数预后良好。

马晓春说，从这三年的临
床观察来看，无论是从肺功能

还是从影像学的吸收上，多半
患者恢复得都很好，肺部有明
显残留损伤的情况极其少见。

此前，奥密克戎毒株主要
感染上呼吸道，以轻症和无症
状为主。现在一些老人因新冠
病毒感染导致肺炎，甚至出现
死亡。何英利表示，目前医院
住院患者中，重症患者数量较
以前有所增多，主要是由于感
染基数大所致。奥密克戎本身
导致重症的风险并没有增大，
但感染的患者基数增多，相应
的重症患者也成比例地增加。

马晓春说，一些高龄老人，
患有心肺疾病、糖尿病、脑血管
病的老人，以及需要长期透析
或肿瘤晚期患者，本身就是脆
弱人群，感染之后会使病情加

重。这部分人群应该是我们重
点保护的人群。

于凯江表示，患有肺部疾
病的人群，在疫情流行期要更
加注意个人防护，减少聚集，做
好日常消杀，尽可能避免感染
新冠病毒，居家健康监测要更
加科学严谨。如有吸烟等不健
康行为，要尽快戒烟。

马晓春说，高危人群感染
新冠病毒后，如果持续高烧、气
短、呼吸困难，特别是血氧饱和
度降低明显、基础病有所加重，
都是需要高度警惕的，可能是
损伤加重的征兆，要尽快到医
院救治。治疗时可进行高流量
吸氧、无创通气，服用化痰平喘
药物，便于尽早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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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肺炎如何治疗？疫苗接种是否依然有效？

重症率增加了吗？“白肺”和疫苗有关吗？

转阴后为何咳嗽不止？新冠病毒是否攻击人体生殖系统？

感染者增多是原始毒株回来了吗？高危人群咋预防？

——— 国家卫健委组织权威专家回应民众关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