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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如何保障重点人
群的医疗服务备受关注。老年人如何进行
居家治疗？婴幼儿感染后如何照护？呼吸
系统疾病患者应做好哪些必要准备？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 20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就
相关热点问题作出回应。

老年人要注意避免感染
使用抗病毒药物需医生指导

“老年人一定要做好防护。”北京大学
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说，尤其
是有基础病的老年人和没有打疫苗的老年
人，这些人群属于重症高风险人群，要特别
注意避免感染。

老年人万一感染，是否要使用抗病毒
药物？

“目前，大部分人感染后表现为轻型或
无症状，但对重症高风险人群，还是要进行
早期干预。”王贵强说，第九版诊疗方案中
推荐了几种抗病毒药物，包括单克隆抗体、
奈玛特韦片/利托那韦片组合包装和阿兹
夫定。

“抗病毒治疗可以缩短病程，降低重症
的风险，但抗病毒药物要在医生的指导下

使用，不能在家里随便使用。”王贵强表示，
比如，奈玛特韦存在药物间相互作用问题，
老年人和有基础病者常常口服多种药物，
如使用辛伐他汀、胺碘酮等，就不能使用奈
玛特韦。

“各医疗机构和社区层面会逐渐提供
相应的抗病毒药物，请感染的人群，尤其是
重症高风险人群，在医生指导下合理使
用。”王贵强说。

多数孩子是自限性病程
对症处理提高孩子舒适度

孩子是我们重点保护的人群，如果儿
童感染，该如何做好居家治疗和照护？

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王荃介绍，
感染新冠病毒后，孩子的主要表现是发烧、
咳嗽、鼻塞、流鼻涕、咽痛等，部分孩子可能
会有肌肉酸痛、乏力、呕吐腹泻，有一部分
孩子可能还会出现声音嘶哑等喉炎的表
现。

“由于绝大多数孩子都是自限性的病
程，所以，我们主要还是对症处理，以提高
孩子的舒适度为主要方式，以缓解症状为
主要目的。”王荃说，孩子发烧的时候，一方

面不能捂热，另一方面要避免孩子再次受
凉。

王荃介绍，2个月以上 6个月以下的孩
子，能选择的退热药物只有对乙酰氨基酚；
2个月以下的孩子不能口服退热药，包括新
生儿在内的 2个月以下的小婴儿，如果出
现发烧，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少数孩子在病程中可能会发生热性惊
厥。王荃说，一旦发生热性惊厥，应将孩子
放在平坦、不易受伤的地板或床上，松开孩
子的衣领，保持呼吸道通畅，让孩子头偏向
一侧，如果可以的话，让孩子保持右侧卧
位。惊厥发作的时候，不要往孩子嘴里塞
任何东西，不要喂食任何东西，不要试图束
缚孩子的肢体，以免造成孩子肢体损伤。

“大多数儿童热性惊厥发作时间较短，
多在 3至 5分钟内停止，如果孩子以前发生
过惊厥持续状态，或本次惊厥发作时间超
过 5分钟还没停止，应立即前往医院。”王
荃说。

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应备足药物
一旦感染做好症状监测

有些患有哮喘等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

比较担心，一旦感染新冠病毒会造成病情
的加重，他们应该做好哪些准备？

对此，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中心副主任
杨汀表示，常规的防护措施还是要继续做
到，一些严重的呼吸困难、呼吸功能障碍的
患者，若佩戴N95口罩后觉得呼吸困难加
重，则建议佩戴普通的医用外科口罩。

杨汀建议，呼吸系统疾病患者要备足
常规治疗药物和呼吸急救药物，配备血氧
饱和度监测仪，并适当拉长肺功能检查等
日常随访，避免增加感染风险。

呼吸系统疾病患者一旦感染，应该怎
样居家治疗？杨汀说，患者在家中要注意
监测自己的症状，可针对咳嗽、咳痰、气短
和呼吸困难等症状，进行对症治疗。

“如果原有的呼吸症状明显加重，比
如喘憋加重，可以按需使用短效支气管扩
张剂，如果对症治疗后症状逐渐改善或平
稳，就可以在家里继续观察症状；如果症
状出现进一步变化，可以再去就医。”杨汀
说。

杨汀提醒，这类患者感染新冠病毒后，
常规的治疗用药一定要坚持使用；要在家
中随时监测血氧饱和度，及时了解病情是
否有变化。 新华社北京12月20日电

新华社北京12月20日电（记者温竞华
张泉）近日，是否有必要使用、能否自行服用
抗新冠病毒药物，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在
20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
会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
贵强表示，目前推荐的抗新冠病毒药物都应
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使用。

王贵强介绍，目前，大部分人感染新冠
病毒后表现为轻型或无症状，但也有少部分
病人尤其是有基础病和没有接种疫苗的老

年人，会出现肺炎等症状，对这类重症高风
险人群应进行早期干预。

王贵强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
案（试行第九版）》推荐了三种抗新冠病毒药
物，包括单克隆抗体、奈玛特韦片/利托那韦
片组合包装和阿兹夫定，早期使用都可能减
少重症的发生，缩短病程和病毒排毒的时
间。但这三种抗新冠病毒药物都应在医疗
机构和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其中，单克隆抗体需要静脉给药，需要

在住院期间使用，在门诊或家里不适合使
用；奈玛特韦片/利托那韦片属于小分子抗
病毒药，适应症人群是轻型和普通型，使用
时要特别注意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阿兹夫
定可以用于治疗新冠肺炎，但有一些注意事
项，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各医疗机构和社区层面会逐渐提供相
应的抗新冠病毒药物，请感染的人群，尤其
是重症高风险的人群，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
地使用这些药物。”王贵强说。

新华社北京12月20日电（记
者李恒 张泉）北京大学第一医
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 20日在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
上介绍，“复阳”应该叫再检出，实
际病毒核酸还持续存在，只是因
为检测方法和采样方法及排毒的
间歇性，导致“时阳时阴”的情
况。抗原检测的敏感性低于核酸
检测，是否“复阳”应该用核酸检
测作为标准。

王贵强解释，“复阳”有很多
原因，在采集样本的时候可能采
集得不规范，导致假阴性；病人在
恢复期的时候，可能残留一些核
酸的片段，也会出现检测阳性。
目前，用抗原做检测，如果抗原阴
性，然后核酸检测阳性，这种情况
不叫“复阳”。

王贵强说，从传染性来看，既
往大量研究并没有在“复阳”的病
人体内分离到病毒，也没有发现
其导致病毒进一步传播。从危害
性来看，“复阳”的人群基本没有
症状，只是核酸阳性，个别患者会
出现咳嗽等残留症状。总体来
看，“复阳”是新冠病毒感染相对
常见的一种情况，传染性极低，不
必恐慌。

感染新冠病毒恢复以后，经
过一段时间再次被感染，称为

“二次感染”。“目前从数据来看，
奥密克戎毒株‘二次感染’风险高
于原来的毒株，包括德尔塔和原
始毒株。”王贵强介绍，从“二次感
染”出现的时间来看，一般有一段
间隔期，不会说感染以后很快“二
次感染”，同一毒株的“二次感染”
概率是极低的。即使感染了，也
不会出现明显的症状，一般都是
轻型。

王贵强说，新冠病毒疫苗接
种可以有效降低重症和死亡风
险。国外有项研究发现，疫苗接
种可以降低“二次感染”的发生，
感染以后也能降低住院的概率。
所以，老年人和有基础病的人群
要加强疫苗接种。

新华社北京12月20日电（记者戴小河）
国家药监局副局长黄果 20日在市场监管总
局召开的涉疫药品和医疗用品稳价格保质
量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为了给疫情防控
提供更多更好的“武器”，国家药监局依法依
规启动应急审批程序，加快新冠肺炎临床诊
疗急需药品的审评审批。

截至目前，国家药监局已附条件批准新
冠病毒疫苗 5个，另有 8个新冠病毒疫苗经
有关部门论证同意后纳入紧急使用；批准治
疗药物 11个、各类检测试剂 128个。对于已

经上市但需要扩大供给的，各级药品监管部
门将采取靠前服务，加快药品上市后变更审
批程序，允许企业采取委托生产等多种办
法，快速增产扩能。

国家药监局还与卫生健康、中医药管理
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各省级药品监管
部门对儿童用医疗机构配制制剂的调剂使
用申请实施快速审批，原则上应当在 3个工
作日内完成审批。一些管用好用的医院制
剂，可以更快地在更大范围内服务患者。

据统计，目前我国已经上市的退热、止

咳、抗菌、抗病毒等四类药品共有 194种，涉
及批准文号 9000多个。关于老百姓十分关
注的解热镇痛类常用药物布洛芬、对乙酰氨
基酚的生产情况，根据 2021年企业年度报告
数据，布洛芬的有效文号共 446个，其中 2021
年在产 104个；对乙酰氨基酚的有效文号共
986个，其中 2021年在产 111个。目前，这两
个品种的在产制剂企业都在逐步释放产能。

此外，我国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的原
料药产能比较充足，能够满足国内制剂生产
需求。

市场监管总局 20日召开涉疫药品和医
疗用品稳价格保质量专题新闻发布会，有关
负责人表示，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在产企
业都在逐步释放产能，严厉打击涉疫药品和
医疗用品乱涨价问题，全力做好涉疫药品和
医疗用品稳价保质。

国家药监局副局长黄果说，在有关部门
协调支持下，解热镇痛类常用药物布洛芬、
对乙酰氨基酚两个品种的在产制剂企业都
在逐步释放产能。从部分企业的调研情况
看，我国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的原料药产
能比较充足、能够满足国内制剂生产需求。

截至目前，我国已经批准 42个抗原检测
试剂，日产量约 6000万人份。对抗原检测试
剂开展三轮次全覆盖专项抽检，未发现不合
格产品，整体质量稳定。

针对近日群众反映的电商平台高价销

售涉疫药品等情况，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司
长庞锦介绍，市场监管部门对主要电商平台
网络销售连花清瘟、布洛芬、感冒灵颗粒、口
罩、抗原检测试剂等涉疫药品和医疗用品的
价格违法、假冒伪劣、虚假宣传、无证经营等
开展风险监测，已形成监测信息 378条，分发
至属地监管部门核实并依法查处。

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局长袁喜禄
介绍，严厉打击涉疫药品和医疗用品乱涨价
问题，重点关注终端市场价格监管、重要原
材料特别是中药材价格监管、着力维护价格
和竞争秩序。近两周，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
立案价格违法行为 307起，结案 92起，处罚
金额 258.1 万元，监管执法工作取得阶段性
成效。

连日来，市场监管总局迅速采取有效措
施维护涉疫药品和医疗用品市场秩序，相继

发布了《关于涉疫物资价格和竞争秩序提醒
告诫书》《规范涉疫物资网络交易秩序工作
提示》《关于督促防疫用品和民生用品生产
销售企业严格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工作
提示》，明确提出不得哄抬价格、不得串通涨
价等“九不得”红线，组织主要电商平台企业
召开行政指导会，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加大
对药品、商超、中药材交易市场等日常巡查
力度，加强涉疫广告监测监管，全力保障投
诉举报渠道畅通。

针对监管中发现的口罩质量问题，各地
市场监管部门组织技术机构深入生产企业

“把脉问诊”，指导企业在原料采购、生产加
工、产品包装、标识标注、存储运输等环节加
强质量管理。截至目前，共帮扶口罩生产企
业 630多家，解决质量问题近 300个。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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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抗新冠病毒药物应在医生指导下合理使用

国家药监局

加快新冠肺炎临床诊疗急需药品的审评审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