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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二阳”
这些疑问你有吗？

问：目前我国流行的新冠毒株
是否发生变化？

答：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
究员陈操表示，监测数据显示，截
至5月上旬，XBB系列变异株已成
为我国新冠病毒主要流行株，境外
输入病例中占比达95.6%，和全球
情况基本一致。从我国和全球监
测数据来看，与早期流行的奥密克
戎各亚分支相比，XBB系列变异株
的致病力没有明显变化。

问：近期“一阳”多还是“二
阳”多？

答：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
主任医师李侗曾表示，近两周,新
冠患者接诊人数确实要比之前多。
其中，大部分患者都是“一阳”，“二
阳”占比约为一成多一点。“一阳”
患者大多为老年人，“二阳”患者大
多是20岁至50岁之间的中青年人,
这可能与他们社会活动较频繁
有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
病科主任胡必杰表示，从接诊情况
看,近期的发热病人中大部分是首
次感染新冠病毒。

问：“二阳”的症状严重吗？万
一“二阳”了该怎么办？

答：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
染病科主任胡必杰表示，根据临床
观察,二次感染的人群总体比第一
次感染表现的症状要轻,主要表现
为发热、喉咙痛。

目前看来，“二阳”患者发热症
状大多并不严重，体温一般约38
度，偶尔可见有轻微肺炎的患者，
尚未并发结膜炎的患者。

无论是“初阳”还是“二阳”，一

旦确认新冠感染，可根据病情自行
使用抗病毒药物治疗，尽量减少与
他人接触，避免外出，确需外出佩
戴N95或KN95口罩。但需要注
意，高龄且有基础疾病老年人、孕
产妇、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感染新
冠，需要及时就医治疗，以免耽误
病情。

问：有咽痛、低烧等症状但抗
原阴性，怎么回事？

答：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
主任医师李侗曾表示，上呼吸道症
状80%是由于病毒感染造成的。
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
毒等，都可能造成流感样症状。抗
原漏检的可能性不大,不排除其他
病毒感染的可能。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
科主任王贵强表示，上呼吸道和咽
喉是人体的门户,不论是流感病毒
还是新冠病毒,或是细菌感染,都
可能导致咽喉肿痛。应注意鉴别，
区别对待,对症规范治疗。

问：抗原自测现在还有用吗？
答：如近期出现了高热、咳嗽、

咽痛等类似新冠感染的症状，不妨
先居家进行抗原检测，帮助确认是
否确实为新冠病毒。不过，抗原检
测要等到病毒复制到较高水平、感
染者排毒量较高、一般感染后2至3
天可被检出。

问：家中过期的抗原还能使
用吗？

答：由于抗原检测试剂主要的
成分之一是蛋白质，蛋白质的不稳
定性导致了抗原保质期不会太长。
理论上如果控制组（即c的区域）可
以出现线条，表明抗原还是可以使

用的。不过并不建议使用过期抗
原，因为容易出现假阳性或者假阴
性的情况。

问：当下接种新冠疫苗对防病
还有用吗？

答：接种疫苗预防重症的策略
没有变过。最近不少上一波“未
阳”的人此次感染中招，而随着时间
推移，之前接种疫苗的人群有效抗
体滴度也有所减少，因此“二阳”的
感染节奏不会整齐划一。随着人群
抗体减少，病毒传播还会持续。多
项研究显示，接种疫苗的人群发生
重症的概率明显低于未接种人群，
因此未接种疫苗的重点人群还应及
时接种，为自己加固免疫屏障。

问：目 前 应 如 何 做 好 个 人
防护？

答：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
建议，坚持做好个人防护,保持勤
通风、勤洗手等良好卫生习惯,加
强自我健康监测。若确定感染了
新冠病毒，应避免带病工作、上学，
建议在家充分休养,待完全康复后
再工作、上学。

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
任医师李侗曾建议，对于重点人
群、脆弱人群,如老年人、有基础病
的人群,要加强防护。尤其是80岁
以上老人或有严重基础病的人群,
更要特别注意,避免去人多聚集场
所,在封闭环境戴好口罩。

前往医疗机构、养老机构、托
幼机构等重点人群聚集场所时应
佩戴口罩。乘坐公共交通、身处密
闭公共场所、参与人员较广泛的大
型会议活动中，也建议佩戴口罩。

据人民日报、上观新闻

嗓子哑了
难道都是上火闹的？
警惕声带小结、息肉、麻痹
甚至喉癌引起的咽部不适

近日，关于“阳性”的网络讨论引发关注。“二阳”病例数是否有所增加？出现咽痛低烧等
但抗原阴，是怎么回事？二阳后该怎么做？还没阳的人现阶段如何做好个人防护？

记者采访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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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侗曾等专家，对读者关心的问题作出解答。

5月22日，“共和国勋章”获得
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2023
大湾区科学论坛生物医药与健康
分论坛上对当前新冠病毒感染的
最新形势做出研判，并指出，有基
础疾病的重点人群是预防和救治
的重点，同时透露，能覆盖XBB变
异株的疫苗很快能面世。

能覆盖XBB变异株的疫苗
很快面世

钟南山说，根据多方面材料判
断，4月底、5月初有一个新冠病毒
感染的小高峰，“这是我们预料到
的”。

钟南山表示，研发针对XBB变
异株有更好保护能力的疫苗非常
重要。他透露，目前已经有2种针
对XBB的疫苗被初步批准，还有三
四种很快能被批准。“研究更加有
效的疫苗，我们是能走在国际前面
的。”

5月1 8日，世界卫生组织
(WHO)咨询小组对今年的新冠疫

苗加强针更新作出建议，提出新的
疫苗应主要针对目前占主导地位
的变异株XBB。

6月或出现XBB变异株
感染波峰

结合大数据模型，钟南山团队
对全国2023年新冠第二波疫情
（XBB变异株）进行了趋势预测。
钟南山介绍，根据预测模型，第二
波疫情4月中旬起峰，5月底波峰约
4000万/周，6月底波峰约6500万/
周。不过他也提醒，这是基于模型
的计算预测，“可能不准”。

“我们对新冠病毒形成群体免
疫了吗？我认为回答‘是’也‘不
是’。”钟南山说，“是”的回答，是因
为多项研究表明，感染新冠病毒
后，人体内中和抗体在4个月后出
现降低，特别是对于XBB变异株的
保护作用较差。但是，人体内还存
在结合抗体，可激活细胞免疫，在
感染6-7个月内仍然有保护作用。

钟南山说，“不是”的回答，则

因为再过一两个月，在去年12月感
染新冠病毒的人群，体内的抗体和
免疫都会降低。“病毒变异太快，因
此不能一劳永逸，有可能再次感
染”。

对于可能逐渐增加的感染波
峰，钟南山提醒，有基础疾病的重
点人群是预防和救治的重点。根
据钟南山团队对新冠病毒感染重
症患者的最新研究，重症患者影像
学表现超过一半不是重症肺炎，病
毒对循环、神经、肾脏等系统的影
响也非常大。

“有基础病人群，现在要预防
感染，不是预防重症。”钟南山呼
吁，接下来要以预防为主，加强广
覆盖的疫苗接种，特别是有基础疾
病人群、免疫低下人群、老年人群
需要新的疫苗注射。

钟南山说，国内正在研发多价
mRNA疫苗、亚单位蛋白疫苗，这
类广谱疫苗可以预防德尔塔、奥密
克戎BA.5、XBB等变异株，即将通
过评审上市，及时注射覆盖XBB变
异株的疫苗，可减少额外死亡。

据南方+客户端

钟南山：6月或出现XBB变异株感染波峰
■ 相关新闻

大多数人在出现咽部不适、声嘶等症状时，都认
为是小毛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常常采用吃祛火
药或是润喉片来治疗。

其实，这种做法是不科学的。因为引起声音嘶哑
的常见原因除了急、慢性咽喉炎外，还有可能是声带
小结、声带息肉、声带麻痹，甚至是喉癌。今天，医生
就来给大家梳理出几种导致声音嘶哑的常见病。

这些重点人群嗓子不舒服要就医

在日常生活中，由于用嗓过度、不健康饮食以及
空气污染等原因，导致嗓音疾病的发生率在逐年增
长，声音嘶哑、咽喉疼痛、咽喉干燥、异物感、发音疲劳
等嗓音问题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健康。

医生特别提醒长期吸烟酗酒，年龄超过40岁，有声
嘶、喉部不适等症状的患者，一定及时到医院就诊。医
生会根据病情进行相应的检查，观察声带有没有长“东
西”，声带活动情况如何，有没有声带闭合不佳、固定等。
必要时医生还会进一步做相关检查，最终明确诊断。

让声音变嘶哑的有这六种常见病

慢性喉炎 多因急性喉炎的反复发作或迁延不
愈，粉尘或烟酒刺激，用声不当，邻近器官的慢性炎症
蔓延等原因引起。表现为喉部常觉有痰液黏附、异物
感。每当说话时，须咳嗽以清除黏稠痰液。

急性喉炎 多在感冒发热后出现，伴有喉咙痛，
吞咽痛；或是患者有过度发音，如长时间讲话，高声喊
叫，长时间啼哭的病史，或者用声不当，都会出现喉部
发炎，导致声音嘶哑。犬吠样咳嗽是小儿急性喉炎的
一个重要特点。

声带小结 好发于长期持续高声讲话，音调过高
或者过长时间的演唱，也与抽烟，过度饮酒有关。主
要症状为声嘶。早期程度较轻，声音稍粗糙或基本正
常，主要是发声易疲劳，用声多时发生，时好时坏，呈
间歇性声嘶。病情继续发展，声嘶加重，可由间歇性
发展为持续性。

声带息肉 因声带息肉多与职业用声、发声不当
或用声过度有关，高发人群是歌手、教师、销售、客服、
主播、需要喊叫的职业及儿童等。主要症状是声音嘶
哑，嘶哑程度可因息肉大小，部位变化而不同，轻者仅
有轻微变化，重者会声音嘶哑，甚至失声。

声带白斑 主要与吸烟、酗酒、吸入刺激性物质、
用声不当、病毒感染、食管反流等造成的长期黏膜慢
性炎症刺激有关。表现为声音嘶哑、咽部异物感、咽
痛或慢性咳嗽。

喉癌 声门型喉癌的病变部位常位于声带的中
段或前段，很早就有声音嘶哑的症状。一般喉镜检查
可见异常，病理活检可以确诊，诊断比较容易。

护嗓有方养“声”妙招学起来

加强体育锻炼 增强体质，提高对上呼吸道感染
的抵抗能力；感冒时应尽量减少说话，多喝温开水，注
意保养声带。

勿滥用嗓音 纠正不正确的发声方法，在嘈杂的
环境下说话避免过度用嗓。

特殊时期注意防护 变声期、月经期、妊娠期时
声带容易受损，要注意让声带休息。

试着慢慢说话 减慢说话速度，避免说话急促。
改变不良习惯 避免频繁用力清嗓，容易导致声

带损伤。想要清嗓时可以做咽口水的动作同样能起
到清除分泌物的效果，有意识地避免清嗓。

据《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