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病毒变异株 或迎“小高峰”
春季流感高峰 多种病毒叠加感染 民众如何应对

■本报特邀 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所长 主任技师 翁育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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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面对各种呼
吸道病毒性疾病，普通民众该
如何应对呢？

翁育伟解释，呼吸道病毒
性疾病的治疗主要以对症治
疗为主，少数可以使用特异性
药物治疗，例如流感。中药对
于缓解呼吸道病毒感染的症
状，缩短病程有较好的作用，

所以在临床治疗中应用也比
较多。

“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
最经济有效的手段。”翁育伟
表示，对于疫苗可预防的传染
病，应及时接种疫苗。除了接
种疫苗外，日常生活中也可以
通过以下措施来预防呼吸道
传染病：一是加强场所通风消

毒。室内定期开窗通风，适当
增加经常接触的公共用品和
设施的清洁消毒频次，确保公
共区域环境清洁卫生。

二是减少公共场所人群
聚集。

三是加强个人防护。应
规范佩戴口罩，注意做好个人
卫生。

近期，除了流感以外，支
原体肺炎、百日咳、手足口病
等疾病也是常有发生，医院
门诊中，不少患者在反馈，经
常是一种病刚有所缓解，又
感染上另外一种传染病。甚
至有患者在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时发现自己检测试剂是阳
性。

新冠病毒疫情会不会卷
土重来？究竟今年传染病
流行的情况如何？翁育伟
解释，呼吸道病原体包括病

毒、细菌、支原体等在内的
多种病原微生物。从监测
结果来看 ，2023 年 10 月以
来，我省呼吸道感染主要以
流感为主，其他呼吸道病原
体，如呼吸道合胞病毒、腺
病毒以及肺炎支原体等呈
散发状态。

目前，全省流感流行强
度逐渐回落，但近期全省呼
吸道门诊病例中，新冠病毒
阳性率有逐步上升的趋势。
综合研判，当前福建省呼吸

道传染病疫情仍处于以流感
流行为主、其他呼吸道疾病
散发的流行态势，但整体水
平呈现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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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N.1 变异株疫情逐步上升逐步上升，，
因此预计今后一段时间新冠因此预计今后一段时间新冠
病毒感染将在人群中形成新病毒感染将在人群中形成新
一轮流行高峰一轮流行高峰。。翁育伟表翁育伟表
示示，，预计新冠病毒预计新冠病毒 JN.JN.11 变异变异
株疫情总体患病水平不高株疫情总体患病水平不高，，
对医疗服务影响依然较小对医疗服务影响依然较小，，
民众切莫恐慌民众切莫恐慌。。

两种病毒优势株转换交替
流行时间较长

新冠病毒变异株疫情逐步上升 或将迎来“小高峰”

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

□本报记者 张鸿鹏

□本报记者 林颖
最近，感冒、久咳的患者有所

增多。记者从福建省立医院、福建
省级机关医院的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了解到，近期门诊的医生经常
处于加班看诊状态，接诊的呼吸道
感染患者则多以流感病毒感染（甲
流、乙流）、支原体感染为主，此外
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数量有所抬
头。

久咳不愈
最近，家住福州的王女士被

咳嗽搞得焦头烂额。过年期间，
感染了新冠的她经治疗后，症状
逐渐好转，却留下了时不时咳嗽
的毛病。

这两天，王女士感觉咳嗽症状
再次加重，且夜咳明显，于是来到
省级机关医院呼吸科求诊。接诊
的滕忠强主任医师为她做了病原
学检查，发现王女士又感染了近期
高发的支原体。

滕忠强表示，近期不少患者和

王女士一样，出现久咳不愈。这与
新冠点状出现，且适逢甲流、乙流、
儿童支原体感染等几种疾病高发
季节有关。

此外，有些患者没有医生指导
而自行用药，有些治疗不规范、疗
程不充分，症状有缓解就擅自停
药，“见好就收”，还有患者好转后
不重视病后康复出现重感等因素，
都是导致久咳的原因。

特殊人群可测抗原明确病因
对于近期门诊中新冠感染患

者有所上涨的趋势，省立医院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郑冠英
建议大家可以平常心看待，无需过
度恐慌，但也不要掉以轻心。

郑冠英表示，多数人在感染新
冠后体内已有抗体，所以重复感染
的症状不会像最初那样严重。

“目前新冠症状类似流感，主
要以发热、咽痛、咳嗽为主，但发
热、肺炎症状相对以往会有所减
弱。因此，只要对症服用缓解感
冒症状的药物即可。而对于症状
特别严重的新冠患者，目前也有
针对性的抗病毒药物，从临床治
疗效果来看，进口和国产的效果
都不错。”

目前多种呼吸道疾病叠加出
现，是否需要去医院查新冠抗原？
郑冠英认为，患者出现症状加重表
现，如高热、肺炎的情况，可以查抗
原，便于及时对症使用抗病毒药
物，特别是基础疾病较多的老年人

群、肿瘤患者、长期使用激素等免
疫抑制剂的慢性病患者以及孕妇
群体。

家中自行用药需谨慎判断
这几年，不少家庭养成囤药的

习惯，部分患者出现呼吸道感染症
状后，首先考虑在家自行用药。

郑冠英表示，年轻人感染呼吸
道疾病后，病情不严重时可在家观
察或对症用药。建议自测抗原，明
确病原体后再使用。

“有些人将新冠当作流感，自
行服用抗流感药物，或把流感当新
冠，服用抗新冠药物，这种做法并
不正确。引起发热、咳嗽、咳痰的
病原体有病毒也有支原体和细菌，
用药不当不仅无益于治疗，有时还
会适得其反，特别是随意服用抗生
素的行为。”

若自行用药 2~3 天后仍无效
果，建议尽快上医院进行相关病原
体检查，明确病因，尽早治疗，避免
后期咳嗽加重，迁延不愈。

咳咳咳 无需恐慌

流行性感冒又称流感，是一种因感
染流感病毒而引起的呼吸道疾病，传染
性比较高，一不小心就会被传染。多年
的监测数据显示：作为南方省份的福建，
每年冬春季都会出现流感的流行高峰，
有些年份夏秋季也会有小高峰。

翁育伟介绍，国内最近的一轮流感
疫情始于2023年10月，早期的流行株为
甲型 H3N2；2023 年 12 月份流行强度逐
渐达到高峰，同时流行的病毒优势株逐
渐从甲型 H3N2 转换为 B（Victoria）系，
福建省的情况与全国类似，当前的主要
病毒流行株为 B（Victoria）系流感，伴少
量的甲型H1N1和甲型H3N2共同流行。

那么，与往年（新冠疫情前）相比，本
次疫情有什么不同呢？翁育伟表示，今
年流感疫情出现和达峰时间较往年早
2~4周，并且由于在疫情期间出现流行毒
株的型别转换，导致本次疫情的流行时
间较长。

他指出，当前我国南、北方省份流感
活动总体上均呈下降趋势，但随着学校
开学以及受气候变化的影响，预计流感
仍将流行一段时间，呈现波动下降的趋
势，福建省的流行情况也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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