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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请您简单介绍“白肺”是什
么，治疗一般采取什么措施？

答：“白肺”是在临床工作中一个
口语化描述，不是有了肺炎就是“白
肺”。医务人员之间说“白肺”，是说
患者肺炎比较重。很多情况我们不
会叫“白肺”，而是描述是单侧还是双
侧，是在上还在下。只有当肺部双侧
病变达到了 75%以上，才叫“白肺”。

近期来看，部分就诊患者是一般
肺炎。极少数“白肺”的患者，也有相
应的治疗办法。不论是重症肺炎、低
氧血症或是急性呼吸衰竭，我们有相
对成熟的治疗办法，从国际到国内都
有相应的指南和策略。

近期从我们负责的北京定点医
院的重型、危重型患者的救治工作来
看，目前住院病人的情况，“白肺”或
者是说重型、危重型比例占到 3%至
4%。因肺炎引起的呼吸衰竭在临床
上治疗是很成熟的，只要就诊比较及
时，医生及时处理，进行吸氧，使用无

创呼吸机、有创呼吸机，再严重还可
以使用体外膜肺氧合仪（ECMO）等，
有相当部分的患者可以好转。

问：如何避免新冠感染因治疗不
及时而导致肺炎？

答：在冬季肺炎的发生比例较
高。青壮年得了肺炎，体温马上就上
来，发烧，呼吸道咳嗽、咳痰，这些症
状都很明显，往往会及时到医院就
诊。老年人肺炎可能不发烧，也可能
没有明显的呼吸道症状。部分老年
人也表达不出来有何特别的症状，家
人看到老年人不发烧也不咳嗽，有时
候也就不重视了，可能会延误就诊。

老年人肺炎的起病比较隐匿，有
时没有明显症状。不能按发烧、咳
嗽、咳痰等年轻人的反应来观察老
人。要注意如果老年人突然不爱吃
饭，整个人发蔫，或者嗜睡，要及时就
诊。要对老年人的情况密切观察。

这里还有一些建议，冬季天气寒
冷，也是肺炎高发季节，即便没有新

冠，老年人有基础疾病的，也容易得
肺炎。要注意监测呼吸频率，有没有
胸闷，有没有呼吸急促等症状。血氧
饱和度如果小于 93%，就要及时到医
院就诊。

问：冬季慢性呼吸道疾病患者在
新冠病毒流行期间如何预防、治疗？

答：不仅是冬季慢性呼吸道疾
病，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支气管扩
张等，还有心脑血管疾病，都是冬季
高发病，都应注意监测，及时就医。

慢阻肺在我国的比例较高，在冬
季发病多，急诊室和呼吸科病房住院
病人较多。目前新冠流行，天气寒
冷，肯定会诱发慢阻肺的发作或加
重。平时慢阻肺患者有低氧，可以在
家进行吸氧，稳定期要坚持用药，同
时建议患者少出门，可以避免病情的
加重或发作。如果因为肺炎诱发慢
阻肺，喘加重了，就要来医院及时诊
疗。

新华社北京12月29日电

问：老年人出现咳嗽发烧症状，
如何判断是否需要就医？

答：对于老年人要加强观察。家
人应了解老年人的基础心率、基础血
压、基础体温以及基础的呼吸频率等
情况，如果有条件，还要了解老年人
尤其是有心肺疾病老年人基础的外
周血氧饱和度。一旦感染，需要观察
这些基础数据的变化以及老年人意
识状态、精神状态、大小便、进食等方
面情况。

出现以下情况要考虑就医：一是
症状持续或加重，比如发热持续甚至
有加重倾向。二是出现新的症状，比
如出现胸痛、呼吸困难、大小便失禁，
或者突然出现肢体特别是单侧肢体
不能运动，或者出现不能进食、恶心
呕吐、嗜睡、不认人、定向障碍等现
象，这些都是危险的信号。三是老年
人基础疾病加重，比如患有冠心病的
老年人出现心绞痛，患有慢阻肺或哮
喘的老年人这两种疾病加重。对于
基础疾病本身不太稳定的老年人、80

岁以上未接种过新冠病毒疫苗的老
年人，更需格外重视。

问：对于语言表达能力受限的老
年人，护理人员如何第一时间识别其
不适症状？

答：护理人员要了解新冠病毒感
染的常见症状，包括全身症状，如发
热、头痛、全身酸痛、畏寒等，以及局
部症状，如咽痛、咳嗽、流鼻涕、咳痰、
打喷嚏，甚至味觉和嗅觉丧失等。老
年人的症状可能不典型，其发病可能
具有隐匿性，出现精神状态不好、意
识状态不好、乏力、不愿意吃东西等
情况。有的老年人稳定能力下降，比
如走路原本正常但最近走路有点打
晃。这些可能都是感染的线索。当
老年人出现上述症状时要对其进行
体温监测，早期发现体温升高。此
外，出现没有原因的心率增快或者呼
吸频率增快，也可能是感染的信号。

问：老年人感染后生活和用药需
要注意什么？

答：老年人感染后，在加强观察

和监测基础上还要注意：清淡饮食，
建议少食多餐；保证睡眠；补充适量
水分，建议结合体温和出汗情况少量
多次适当补充。

老年人使用退热药物需慎重，体
温越高、年龄越大用药越要慎重，防
止老年人用退烧药后一次大量出汗
造成虚脱甚至低血压。退烧要缓，可
以用物理手段退热。在应用退热药
时避免多种药物共同使用。中成药
可以选用一种，不要将多种同一作用
的中成药同时应用。

患有高血压的老年人，在发烧期
间特别是使用退烧药时，如果血压已
经低于正常水平，降压药可能需要减
量甚至停用，待血压恢复正常再按照
常规剂量使用。老年人在感染后可能
吃饭很少，使用降血糖药物时要监测
血糖变化，防止低血糖发生。此外，老
年人感染后稳定能力下降，特别容易
跌倒引发骨折，因此，老年人在出现发
热等情况比较虚弱时，一定要防止跌
倒。 新华社北京12月29日电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9 日电（记者张辛
欣）工信部副部长王江平 29日表示，当前正
全力以赴做好医疗物资生产，布洛芬、对乙
酰氨基酚两类重点解热镇痛药日产能现已
达到 2.02亿片，日产量达 1.9亿片。加强对
重点地区的药品调配供应，截至 12月 28日，
累计向重点地区跨省调拨布洛芬 1.74亿片、
对乙酰氨基酚 6000万片。工信部将联合相
关部门加强重点医疗物资调度，加大力度
做好市场保供，全力保障群众用药需求。

王江平是在 29日工信部联合民政部、
交通运输部等相关部门举行的“疫情防控

重点医疗物资保障情况”线上新闻发布会
上作出上述表述的。

王江平说，工信部组织动员全国工业
和信息化系统，加强统筹调度，抢抓生产，
组织山东、湖北、辽宁、河南、山西、河北等
重点省份 750余家重点企业，千方百计扩大
企业产能产量，持续提升疫苗、治疗药物、
检测试剂和防护用品等重点医疗物资生产
供应能力。

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布洛芬、对乙酰
氨基酚两类重点解热镇痛药产量迅速提
升，与 12月初相比，当前的日产量和供给量

提升都超过 4倍。大力推动儿童退热药企
业加快扩产，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混悬
液、干混悬剂、颗粒、口服液等儿童退烧药
最高日产量达到 112万瓶。

在抗原检测试剂方面，企业日产能已
由 12 月初的 6000 万人份扩产到 1.1 亿人
份。新冠疫苗生产线年产能超过 70亿剂。
针对近期 N95 口罩需求上升，工信部把调
度企业范围扩大到 500余家，企业日产能超
过 1.9亿只。指夹式脉搏血氧仪生产供应加
大，日产量由 12月初的 11.5万部提升至 25
万部以上。

王江平说，目前已制定实施医疗物
资生产保供日调度方案，全国统筹调配
各类医疗物资，做好精细化保供安排，重
点保障医疗机构、居家患者、养老院、农
村地区等重点场所、重点人群用药需求；
推广新冠病毒感染者购药保障平台，发
挥电商平台配送优势；组织各地精准测
算物资需求，加大对农村偏远地区药物
投放和应急储备。“下一步，我们将继续
采取坚决措施，支持重点医疗物资企业
满负荷生产，全力以赴做好医疗物资生
产保供工作。”

医疗物资需求加大，物流运输要跟上。交通运输部运
输服务司副司长王绣春在会上表示，交通运输部将医疗物
资运输保障作为重点督办事项，同时加强统筹部署，抓供
需对接，及时掌握全国重点医疗物资运输需求分布和流
向，精准保障运力。“我们建立医疗物资运输保障日调度制
度，对重点地区、重点物流企业进行跟踪调度，确保医疗物
资运输需求及时响应。”

王绣春说，交通运输部对畅通城市末端配送“最后一
公里”进行专门部署和调度，督促及时补充短缺人员，优先
配送医药等重点医疗物资。“我们将全力保障疫苗、抗原检
测试剂、药品、口罩等运输供应，督促各地充分发挥大型骨
干物流运输企业作用，强化区域人力调配，及时补充中小
城市、农村地区一线从业人员力量，确保医疗物资运输服
务不断链。”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价监竞争局一级巡视员陈志
江同时表示，将全面加强涉疫药品和医疗用品市场监管，
严厉打击囤积、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着力维护市场秩序，
综合施策，切实保障重点物资质量安全，重点关注农村地
区涉疫物资价格和质量监管，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
益。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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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白肺”？
如何避免新冠感染出现肺炎？

——国家卫健委组织权威专家解答防疫热点问题

老年人出现症状何时需要就医？
感染后要注意什么？
——权威专家解答防疫热点问题

近期有网民反映，部分新冠病毒感染者在就诊过程中发现肺炎，甚至肺部CT出现“白肺”现象。什
么是“白肺”？如何避免新冠感染出现肺炎？国家卫健委组织呼吸危重症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
阳医院副院长、北京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童朝晖回应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

老年人免疫力相对较低且多有基础疾病，感染新冠病毒后需要予以更多关怀和重视。老年人出现症
状何时需要就医？感染后要注意什么？围绕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组织权威专家作
出专业解答。

购药和配送怎样保障？
工信部等多部门回应
重点医疗物资保障情况

医疗物资物流运输和末端配送怎样保障？购药
保障平台怎样提高药品精准投放？

29日，工信部联合民政部、交通运输部等相关
部门举行“疫情防控重点医疗物资保障情况”线上新
闻发布会，针对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进行回应。

加强物资调度，做好精细化保供安排

工信部副部长王江平表示，当前，全国统筹调配各类医
疗物资，做好精细化保供安排。重点保障医疗机构、居家患
者、养老院、农村地区等重点场所、重点人群用药需求。组织
各地精准测算物资需求，加大对农村偏远地区药物投放和应
急储备。

针对社会关注的购药保障平台，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
司长何亚琼在会上表示，工信部会同商务部组织阿里健康、
京东健康、美团等电商平台，在试点的基础上探索建立新冠
病毒感染者购药保障平台。目前，平台已在北京、浙江、河
北等 11个地区上线运行，投放各类药品 660万人份。

“平台企业开通线上购药专属通道，快速调拨配置资
源，通过信息识别和实名认证，努力实现药品精准投放。”何
亚琼说，工信部鼓励平台采用超常规即时配送模式，提高订
单响应能力和配送效率，并将组织电商平台加快与地方对
接，优先保障重点场所、重点岗位的医疗物资供应，加大农
村地区药品投放。

在养老机构用药需求保障方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
司长李邦华在会上说，民政部指导各级民政部门建立日调
度制度，并组织开展需求摸底。工信部与民政部商定了提
供各省（区、市）养老机构重点医疗物资需求的第一批清单，
首批物资已调拨完成，部分已分发到位，涵盖解热镇痛类药
品、中成药、抗原检测试剂、指压式血氧仪等。“我们也要求
各地民政部门及时掌握养老机构其他常用药品物品需求困
难，及时协调解决。”

做好运输保障，加大城市末端配送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