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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中午 12点，安徽省六安市人民
医院东院区。

刚刚康复的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杨某
某戴着口罩，在医护人员的陪同下，走出
隔离病区通道口，成为安徽此轮疫情的
首位出院患者。

与此同时，无症状感染者贾某某解
除医学隔离观察。

自 5 月 13 日发现首例确诊病例以
来，六安市的疫情形势牵动人心。截至
19日 12时，六安市累计报告本地确诊病

例 5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11例。
“我感觉挺好的。谢谢你们。”看着

身边的医护人员，杨某某回想起在医院
的这段时光，不禁感慨万千。

5月 2日至 7日，杨某某每日参加安
徽省肥西县确诊病例李某某在六安市爱
慕影楼所做的培训，9日晚，身体出现不
适，并于 13日作为密切接触者，转移至定
点医院隔离，随后，被判定为确诊病例。

目前，杨某某的身体各项指标逐步
恢复正常，无咳嗽、胸闷、咽痛等呼吸道

不适症状，肺部CT检查病灶明显吸收好
转，生命体征平稳，连续两次新型冠状病
毒核酸检测阴性。

“经综合评估，患者符合出院标准，
可以出院。”安徽省新冠肺炎救治专家组
成员童佳兵说，下一步患者将进行接续
康复服务，同时做好个人防护，增强营
养，提高自身免疫力。

疫情发生后，六安市迅速启动应急
响应，成立医疗救治专家团队，将患者
全部集中在定点医院救治，按照集中患

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原
则，集中优势医疗资源，采取“一人一方
案、一人一团队”的方案，坚持中西医结
合、多学科协同的方式，制定出个体化
治疗方法，并根据患者病情变化及时调
整完善。

“目前，六安市其他 4名确诊患者和
10名无症状感染者病情基本稳定，均在
医院集中隔离治疗。”六安市人民医院感
染科主任余龙说。

新华社合肥5月20日电

安徽此轮疫情确诊病例康复出院首个！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记者彭韵
佳、沐铁城）针对近日安徽、辽宁出现的
聚集性疫情，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
席专家吴尊友在 20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发布会上介绍，安徽和辽宁的病例病
毒基因序列完全相同，是同一个传播链。

“目前溯源工作正在调查当中。”吴
尊友说，我国近期没有本土传播病例，也
就是说，本轮聚集性疫情的病毒来自境

外感染的人或者是污染的物品，结合双
抗体检查与两地两轮核酸筛查结果来
看，这起疫情规模不会太大，并不会出现
年初时的规模。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
司长米锋介绍，本轮聚集性疫情累计报
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21例，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已派出工作组、专家组在安徽、
辽宁指导疫情处置和医疗救治工作。

米锋提示，近期疫情再次提醒，防控
之弦必须时刻紧绷，防控措施必须落实落
细，要切实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
早治疗”，要压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四
方责任，将流调溯源、隔离管理、核酸筛
查、医疗救治等方面的要求落实到位。

“一年多来，我国疫情防控形势总体
平稳，全国绝大多数地区没有发生本土
疫情，部分地方和群众出现麻痹思想。”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有说，疫
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复杂，疫情防控工
作呈现长期、复杂、不确定的特点。

他表示，国内疫情低风险不等于零
风险。要进一步提高风险意识，正确认
识疫情防控的形势，要继续落实好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的各项措施，积极配合和
参与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守护来之
不易的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性成果。

国家卫健委： 安徽辽宁病例病毒基因序列相同

5 月 17 日晚拍摄的合肥市蜀
山区的“心形公路”（无人机照片）。

位于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的
环翠路、翡翠路、丹霞路相互连接
交汇，从高空俯瞰就像一个爱心，
被当地人们称为“心形公路”。这
条“心形公路”全程约6.57公里，两
个人结伴走一圈的路程加起来约
为 13.14 公里，使得这里成了不少
恋人的约会地，也吸引了跑步爱好
者锻炼。 新华社 发

浪漫
“心形公路”

学生营养这些要注意约每5个中小学生就有1个“小胖墩”

生活质量
变 好 了 ，营 养
水 平 提 高 了 ，
身 边 的“ 小 胖
墩 ”却 越 来 越
多。在儿童青
少年成长的过
程 中 ，营 养 健
康是一个永恒
的话题。5 月
20 日是中国学
生营养日。我
国学生营养状
况如何？超重
肥胖会带来哪
些危害？怎样
吃 才 能 更 健
康？

长高了
也长胖了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科学研究
报告（2021）》（以下简称“报告”）显
示，我国居民营养状况和体格明显
改善，膳食质量提高，食物结构发
生变化，居民营养不足状况得到根
本改善，5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
低体重率分别降至 4.8%和 1.9%，已
实现 2020 年规划预设目标。儿童
青少年贫血率、维生素 A缺乏率均
有显著下降，营养状况得到明显改
善。

随着营养水平的改善，我国儿
童青少年身高显著增加。近 30 年
来，6-17岁男孩和女孩各年龄组身
高均有增加，平均每 10年身高增加
3cm。

然而，身边的“小胖墩”也多了
起来。数据显示，我国 6 岁以下和
6-17 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分
别达到 10.4%和 19.0%，相当于将近
每 5 个中小学生就有一个“小胖
墩”，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问题亟待
关注。

含糖乳饮料
消费率30%

统计数据显示，含糖
饮料销售量逐年上升，儿
童青少年含糖乳饮料和饮
料消费率分别在 30%和
25%以上。

报告显示，虽然我
国居民添加糖摄入水平
不高，但作为添加糖的
主要来源，含糖饮料消
费人群比例及其消费量
均成快速上升趋势。儿
童青少年含糖饮料消费
率高于成人，应引起足
够注意。

专家提示，高糖摄
入已成为青少年肥胖、
糖尿病高发的主要危险
因素，控制青少年糖的
摄入是促进青少年健康
成长的关键。据统计，
肥胖儿童青少年高血压
患 病 率 为 正 常 体 重 的
4.0 倍。

减油减盐
平衡膳食

慢性病与长期膳食不平衡
和油盐摄入过多密切相关。

数据显示，我国高盐摄入
仍普遍存在，家庭烹调用盐摄
入量平均每人每天为 9.3克，每
十年平均下降 2克，但仍高于<5
克的推荐值。

此外，高油脂摄入也是造
成超重肥胖的重要因素。中国
营养学会调查发现，在外就餐
和外卖点餐的前十位常购买的
菜肴多为油炸食物、动物类菜
肴，长期以外卖餐和在外就餐
为主的人群存在油盐过度消
费，以及膳食结构不合理的问
题。

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长、
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所
长丁钢强建议，合理膳食，减少
畜肉、烟熏肉、盐、油、添加糖、
酒精摄入，增加全谷物、蔬菜、
水果、蛋类、海产品、奶类、豆
类、坚果摄入有益健康。

增加身体活动
做到“吃动平衡”

运动对人体能量平衡起着重要
的作用。保持健康的体重，不仅要做
到合理膳食，还要加强运动，保持“吃
动平衡”。

报告显示，身体活动不足可导致
体重过度增加，多进行身体活动不仅
有利于维持健康体重，还能降低心血
管等疾病发生风险，改善脑健康，提
高注意力。

“运动并不是一种饮食建议，但
其对人体能量平衡和维持体重起着
重要的作用。”丁钢强说。

丁钢强介绍，大多数国家推荐每
天锻炼 30分钟或每周锻炼 150分钟，
一些国家（如南非）还认为每次运动
不少于 10分钟。

据悉，“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
景目标纲要特别提出，实施学龄前儿
童营养改善计划，有效控制儿童肥胖
和近视，保障学校体育课和课外锻炼
时间，以青少年为重点开展国民体质
监测和干预。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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