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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昶荣

据杭州市疫情指挥部消息，近期，杭州

3 所中小学出现 15 例新冠病毒感染者，均为

首次感染。涉事学校均已根据相应预案对涉

及班级的教学课程暂行调整。“新冠病毒感

染调整为‘乙类乙管’不是‘乙类不管’，

这种情况下还要做好疫情的防控。没‘阳’

过的孩子在室内要戴口罩，注意手卫生 。”

在 2 月 16 日晚上进行的“科普一下·防护系列

谈”直播节目中，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

染管理疾病预防控制处处长李六亿表示，目

前，我国新冠病毒感染处于低流行阶段，相

关防护措施可以因势作出调整，也要避免过

度防护。

随着新冠病毒感染调整为“乙类乙管”

后首个开学季的到来，经历了 3 年疫情的全

国近 3 亿师生陆续回归校园，他们的健康事

关千万家庭。除了新冠病毒，“冬春季也是

孩子消化道和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季节。”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急诊内科主任

王荃在直播中说。新冠病毒还未完全消失，

诺如病毒、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都

是冬春季儿童感染的常见病原体。杭州除了

上述新冠疫情外，某小学近期还有 12 名学

生有发热症状，为流感聚集性传播。

校园里、教室内人员相对集中，环境相

对密闭，中小学生的抵抗力相对较弱、传染

病 防 护 措 施 的 配 合 度 较 低 。 这 些 不 利 因 素

为 学 校 开 学 季 的 防 控 工 作 提 出 不 小 的 挑

战 ， 结 合 实 际 情 况 ，“ 科 普 一 下·防 护 系 列

谈”从学校、家庭、个人多角度介绍了相关

防控知识点。

“乙 类 乙 管”后 校 园 防 控 工
作怎么做

“‘乙类乙管’后，校园内首先要做好

监测工作 。”李六亿说，要及时监测发热、

咳嗽、嗓子疼、乏力等新冠相关症状，如果

出现这些症状要及时报告家长和学校老师。

方便家长、学校及时采取诊疗和相应的防控

措施。

我国中小学在校学生人数多、密度大，

而且孩子们活泼好动，个人防护能力相对较

弱，对这类人群的健康监测更为重要。根据

教育部相关要求，各中小学都加强了学生的

健康监测。

开学前一周，广州市天河区华阳小学组

织师生员工每日开展健康自查并报备，全面

摸清师生员工的健康状况，建立师生感染情

况、基础疾病情况、突出心理问题情况、疫

苗接种情况等台账。

除了健康监测外，学校还做了相关防疫

物资储备。华阳小学的口罩、消毒用品等防

疫物资按应急处置期间在校人员两周以上的

用量储备，按照在校师生员工总数的 15％

储备抗原检测试剂。

此外，教育部还要求，落实中小学校晨

午检制度、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因病缺勤

缺课追踪登记制度等，建立学生健康的信息

电子台账，提高校园疾病监测预警的信息化

水平。

开学后，华阳小学在严格按照上级部门

的要求优化调整校园新冠病毒感染防控的同

时，坚持人、物和环境同防，坚持新冠病毒

感染与学校常见急性传染病多病共防，坚决

遏制传染性疾病在学校流行、暴发。返校后

的第一周，该校重点开展健康监测，倡导减

少聚集，加强自我健康管理，建立出现症状

应及时报告的制度和就诊指引。

针 对 校 园 防 疫 ， 李 六 亿 建 议 ， 学 校 要

加 强 教 室 等 室 内 环 境 的 通 风 ， 以 降 低 师 生

感 染 风 险 。 还 要 加 强 对 环 境 的 清 洁 ， 定

期 消 毒 ，“ 环 境 清 洁 ， 病 原 体 就 减 少 了 ；

同 时 我 们 还 要 保 持 环 境 干 燥 ， 干 燥 了 病

原 体 也 就 不 长 了 ， 这 样 可 以减少通过环境

的传播。”

开学季叠加春季流行病高发期，师生如何顺利度过

2 月 14 日，在中日友好医院的新冠康复门诊，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王一民 （中） 和中西医结

合肺病科主治医师韩艳武 （左） 同时出诊。中西医两位医生结合中医辨证论治法和西医循证医学诊疗法，

为患者提供个性化诊疗方案，既节省患者挂号、看病的时间和精力，还有效提升中西医会诊效率，保障联

合用药安全。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谭雅丽/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昶荣
见习记者 谭雅丽

35 岁的黄雅莉 （化名） 自从去年 12
月 9 日“阳”了之后，咳痰的症状一直没

有消失，尤其是早晨会比较多，偶尔痰中

还带点血。黄雅莉打算彻底“阳康”后开

始备孕，但是因为咳痰一直没见好，所以

心里不踏实。

2 月 14 日，黄雅莉走进了中日友好医

院 新 冠 康 复 门 诊 。 和 常 见 门 诊 不 一 样 的

是，这个门诊由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

医师王一民和中西医结合肺病科主治医师

韩艳武同时出诊。中西医两位医生联合出

诊是该门诊的特色。

黄雅莉是一位类风湿患者，此前一直

吃中药调理，也偶尔去看西医。此次两位

医生同时给她做了诊断，两边都说她的病

情不重，这让黄雅莉放心了一些，也少了

再一次挂号、看病的折腾。

中日友好医院的新冠康复门诊从 2 月

10 日开诊。因为两位医生同时给一位患

者看病，增加了单个患者的诊疗时长，所

以门诊“限号”，一上午只开放不到 20 个

号 。 黄 雅 莉 这 次 问 诊 时 间 大 约 为 20 分

钟 ， 两 位 医 生 一 上 午 仅 看 了 15 位 患 者 ，

且持续到下午 1 点才结束。王一民告诉中

青报·中青网记者：“门诊刚刚开始，我们也

在摸索中。”

据了解，1 月初就有医院陆续开设新

冠康复门诊。北京老年医院从 1 月 6 日开

始开设新冠康复门诊，通过门诊检查、西

药治疗、中医调理、康复治疗等中西医结

合方式缓解患者的新冠后遗留的症状。北

京佑安医院从 1 月 5 日开始开设新冠康复

门诊，门诊会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使用

处方中药汤剂、针灸等中医治疗手段，病

情复杂的患者会安排进一步检查或转到其

他科室。据了解，这两家医院新冠康复门

诊患者数量已经回落。那目前还有哪些患

者前往新冠康复门诊？日前，记者带着这

个问题采访了多位医生。

就 诊 患 者 以 曾 经 的 重 症
和有基础病人群为主

“你本身患有类风湿，感染新冠肺炎

是要小心的，因为类风湿会影响你的免疫

功能，感染新冠其实是一个挑战。”在中

日友好医院的新冠康复门诊，王一民对黄

雅莉说。

王一民表示，当天就诊的 15 位患者

中，以像黄雅莉这样有基础病和曾经的重

症患者为主。

北京老年医院新冠康复门诊诊疗高峰

期在元旦后到春节前，当时就诊患者多有

咳嗽、咳痰、气短等呼吸道症状，最近问

诊的患者症状则集中于肌肉酸痛、乏力、

失眠、食欲下降等。

北京老年医院的新冠康复门诊由康复

医学科主导，康复医学科主治医师邢方印

在 接 受 中 青 报·中 青 网 记 者 采 访 时 说 ，最

近接诊的多是有基础病的患者，“有肺部

基 础 疾 病 的 患 者 ‘ 阳 ’ 过 后 多 会 出 现 咳

嗽、气喘、反复发热等症状，恢复相对会

慢一些。”

中日友好医院的新冠康复门诊开设时

间较晚，作为该门诊的发起者，中西医结

合肺病科副主任谢万木告诉中青报·中青

网记者：“2022 年 12 月、2023 年 1 月，医

院工作重心为救治新冠病毒急性感染，尤

其是重症患者。新冠康复后遗留的症状原

因有哪些？有没有好的综合治疗与康复方

案？”他认为，“新冠感染后遗留的症状医

学界认识也还不充分，我们前期在总结实

践经验，这需要一个过程。”

作为国家呼吸医学中心和国家中西医

结合中心，中日友好医院是救治新冠病毒

感染者的中坚力量，早在武汉疫情初期，

医 院 就 派 出 专 家 团 队 参 与 到 患 者 的 救 治

中。在前期实践的经验基础上，该院总结

出 一 套 针 对 不 同 遗 留 症 状 的 综 合 处 理 方

案，包括产生这些症状的病因筛查、病情

评估、综合治疗与康复方案，方案包含中

药、西药，也有呼吸操等康复锻炼方法以

及心理辅导、饮食指导等，“如我们开发

健 脾 益 肺 方 、 纳 肾 补 肺 方 、 新 冠 咳 嗽 方

等，目前看效果比较理想。”谢万木说。

老年人是新冠感染的高危人群，北京

老年医院在诊疗老年患者方面经验丰富。

邢方印表示，老年患者的基础疾病会导致

病情的复杂程度更高、变化速度更快，针

对他们的就诊原则是尽早就诊。“老年患

者若有慢性咳嗽的遗留症状，建议尽早完

成 肺 部 CT 检 查 ， 防 止 肺 炎 加 重 。” 此

外，邢方印发现老年患者乏力和食欲不振

的症状比年轻人明显，“若症状严重，建

议及时住院治疗”。

中医发挥特色优势

关于黄雅莉一直有痰的症状，韩艳武

从中医的角度分析说，主要是因为肠胃里

有点郁热，脾为生痰之源，胃可以降浊，

“一个是往上升的，一个是往下降的”，现

在 脾 胃 的 功 能 比 较 弱 ， 胃 肠 郁 热 越 来 越

多，所以一直有痰，虽然时间比较长，但

是问题并不严重。

韩艳武建议黄雅莉可以吃中药，帮助

脾 胃 清 理 一 下 ， 也 可 以 平 常 自 己 注 意 饮

食，吃一些清淡好消化的食物，或者少量

多餐，让其慢慢恢复，胃肠里面的郁热慢

慢清理出来就可以了。因为症状持续的时

间比较长，所以恢复起来也需要一定的时

间，可能得一个月或者更长。

关于新冠肺炎的遗留症状，韩艳武分

析说，中医对外感病论治从自身“正气”

与外来“邪气”两方面考虑，新冠病毒作

为外来“邪气”，从口鼻而入，首先侵袭

的 就 是 呼 吸 系 统 （肺 系）， 这 是 “ 正 邪 ”

相交的主战场，因此，“阳”过后首先受

损的就是肺气；其次，新冠 病 毒 从 中 医

角 度 来 看 具 有 “ 湿 邪 ” 属 性 ， 湿 性 黏

滞 ， 容 易 困 阻 脾 胃 ， 损 伤 脾 胃 之 气 。 所

以，“阳”过后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的症

状较为常见。

韩艳武进一步解释说，在新冠肺炎康

复诊疗中，中医的优势是“整体调理，恢

复人体平衡状态”“促进正气恢复，防止

病情反复”和“调理手段多样便捷”。整

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特点和优势，

“中医历来有‘食复’‘劳复’等概念，治

疗上注重扶正达邪，防止病情反复，通过

汤药、按摩、食疗、导引 （如五禽戏、八

段锦） 等多种方式促进身体康复”。

记者发现，多家医院开设的新冠康复

门诊，中医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冠遗

留症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身体调节机能失

衡，而这正是传统中医药的优势。”谢万

木说。

王一民也表示，新冠康复阶段的患者

处于稳定期、症状不是很明显，病情没有

急性期那么严重，但距离完全恢复可能还

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中西医联合治疗对

这个阶段的患者很有帮助。

北京老年医院的新冠康复门诊设在康

复医学科，但在具体的诊疗过程中，除了

经康复评估后帮助患者进行呼吸模式调节

及 排 痰 训 练 ， 开 具 “ 阳 康 ” 后 的 运 动 处

方，也会用针灸、拔罐、艾灸等传统中医

疗法治疗相关症状。

关于新冠康复门诊接下来的安排，谢

万木表示，如果患者有这样的需求，门诊

就会继续开放，“当然，我们也在摸索经

验，对这个病的认识还在不断深入。”

哪些人还在看新冠康复门诊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昶荣

“ 我 强 调 一 下 ， 医 用

防护口罩 （N95 口罩） 如

果戴的时间长了是有害处

的，它会使孩子缺氧，长

时间缺氧可能会影响孩子

的心、肺、脑功能。”2 月

16 日，在中国青年报社联

合 稳 健 医 疗 共 同 发 起 的

“ 科 普 一 下 · 防 护 系 列

谈”直播节目中，国家卫

生健康委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 专 家 组 成 员 、 北 京 大

学 第 一 医 院 感 染 管 理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处 处 长 李 六

亿 指 出 ， 长 时 间 佩 戴 医

用防护口罩可能对儿童造

成伤害。

自 1 月 30 日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通报全国新冠

疫 情 已 进 入 低 水 平 流 行

后，各地疫情保持稳步下

降的态势。近日，全国学校

陆续开学，新冠病毒感染实

施“乙类乙管”后第一个开

学季，开学返校这件事影响

着近 3亿师生的生活、学习

和工作，备受关注。

由于有些家长担心孩

子回到空间相对密闭、人

员相对集中的教室上课会

感染新冠病毒，因此给孩

子佩戴 N95 口罩。对此，

李六亿在直播中表示，这

段时间，在室外不需要戴

口 罩 ， 尤 其 是 运 动 的 时

候。在室内的时候要看通

风的状况以及人员密集情

况，如果人员密集且通风

不良，需要戴口罩。

口罩主要分为医用口

罩、医用外科口罩和医用

防护口罩 （N95 口罩） 三

类，在新冠病毒低水平流

行阶段，李六亿说：“绝

大 部 分 情 况 只 需 要 戴 医

用 口 罩 或 者 医 用 外 科 口

罩 ， 现 阶 段 孩 子 在 教 室 内 上 课 就 属 于

这种情况。”

李六亿介绍，医用口罩的防护效果

稍低于医用外 科 口 罩 （主 要 区 别 是 前

者 没 有 防 喷 溅 的 功 能 和 对 颗 粒 防 护 效

果的要求），在疫情低水平流行阶段可

以 满 足 防 护 需 求 ，而且医用口罩的价

格更便宜一些，老百姓可根据自己的需

求选用。

“ 医 用 防 护 口 罩 ， 也 就 是 N95 口

罩，比医用外科口罩和医用口罩的防护

级别高，对附着病原体颗粒的过滤效果

更好。”李六亿说，这种口罩一般是医

务人员在诊疗工作中佩戴的，普通老百

姓在进入发热门诊等高风险区域时也可

以佩戴，大家应尽量在专业人士指导下

佩戴，而且要避免长时间佩戴。

“医用防护口罩防护级别高，正确

规范佩戴的话，时间长了佩戴者会感觉

憋 气 、 呼 吸 不 畅 ， 这 是 它 不 好 的 一

面。”李六亿说，因此，并不是防护级

别越高越好，选合适的口罩更为重要。

关于佩戴口罩，除了选择合适的口

罩之外，还有其他细节也需要注意。比

如 ， 鼻 夹 塑 形 时 ， 要 避 免 用 一 只 手 去

捏，这样会捏出一个尖，导致鼻夹和鼻

梁及颜面部贴合不好，口罩不能起到很

好的防护效果。正确的做法是，用双手

食指或中指沿着鼻梁两边向面部展开，

使口罩和鼻面部贴合到位，这样口罩才

能达到很好的防护效果。

在戴口罩之前，应该先洗手，防止

手污染口罩。医用口罩或者医用外科口

罩均为一次性使用口罩，有效的防护持

续时间一般是 4-6 小时，时间长了要及

时更换。在使用过程中，口罩如果受到

污染或者潮湿了，也要及时更换，因为

口罩一旦潮湿，防护效果就没有了。

经 常 有 人 说 ，“ 我 每 次 都 戴 口 罩 ，

为什么还会感染？”李六亿表示，其实

就是因为这些细节做的不到位，防护效

果下降才造成了感染。

新冠病毒低水平流行期儿童不用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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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夏 瑾

互 联 网 的 发 展 和 信 息 技 术 的 进 步 为

现 代 人 的 生 活 带 来 了 很 多 便 捷 ， 通 过 一

个 个 小 小 的 手 机 软 件 ， 足 不 出 户 就 可 以

解 决 衣 食 住 行 ， 连 看 病 就 医 也 不 例 外 。

时至今日，“互联网+医疗”早已不是一

个新概念，“云看病”正在成为年轻人就

医的新方式。

线下就医的补充和延伸

1996 年 出 生 的 李 晓 洛 （化名） 向 记

者 分 享 了 她 第 一 次 使 用 手 机 软 件 线 上 问

诊的经历。那天晚上 10 点，李晓洛忽然

止 不 住 地 咳 嗽 ， 没 办 法 睡 觉 。 她 觉 得 必

须 看 医 生 ， 但 又 觉 得 夜 里 去 医 院 很 麻

烦 ， 也 不 知 道 该 挂 什 么 号 ， 于 是 打 开 某

线 上 医 疗 小 程 序 。 在 描 述 了 自 己 的 症 状

后 ， 系 统 给 她 推 荐 了 几 位 医 生 ， 她 选 择

了 回 应 速 度 比 较 快 ， 评 价 也 比 较 高 的 一

位 医 生 ， 十 几 分 钟 后 就 得 到 了 医 生 的 回

复 ， 经 过 图 文 问 诊 ， 医 生 诊 断 她 是 上 呼

吸 道 感 染 ， 建 议 她 服 用 某 种 处 方 药 。 她

按 照 医 生 的 建 议 ， 在 买 药 平 台 下 了 单 ，

又 经 过 医 生 在 线 问 诊 ， 拿 到 了 电 子 处

方，不到一小时，药便送到了家。

第 二 次 “ 云 看 病 ” 是 在 疫 情 封 控 期

间，由于牙疼得厉害，她又一次在线向医

生求助。在使用了医生给她开具的消炎药

和漱口水后，牙痛症状很快消失了。对症

的诊断和治疗，让李 晓 洛 对线上问诊的

方 式 有 了 认 可 ， 每 次 看 病 买 药 只 需 几 十

元，虽然不能使用医保，但却省去了很多

线下看病的麻烦。

疫情 3 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

始 选 择 线 上 问 诊 的 就 医 方 式 ，1989 年 出

生的冯瑶璐 （化名） 也是其中一员。因为

皮 肤 出 现 湿 疹 ， 她 在 线 上 问 诊 平 台 挂 了

号，按照医生的推荐买了药膏，避免了去

医院的麻烦。“疫情期间去医院总担心自

己被感染，再加上也不是大病，觉得没必

要去医院折腾。”冯瑶璐对记者说。

异地就医的“刚需”

如 果 说 对 于 李 晓 洛 和 冯 瑶 璐 这 样 患

有普通“小病”的年轻人而言，线上问诊

是线下就医的一种补充和延伸，那么对于

牛晓红来说，互联网医疗则是“刚需”。

牛晓虹是甘肃张掖人，她 9 岁的儿子

卢梓轩今年年初刚被诊断出先心病房间隔

缺损，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牛晓虹想要带

儿子来北京做手术。她在网上到处搜索关

于儿童先心病的资料，无意中在抖音上看

到了小儿心脏外科著名专家、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儿中心主任刘迎龙

发布的一系列科普视频。她觉得这位医生

很有权威性，便通过刘迎龙医生抖音主页

的“医生服务”约了线上图文问诊，把孩

子的检查结果发了过去。一天内便收到了

回复。经过反复沟通，刘迎龙为孩子制定

了治疗方案，并向她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和

说明。由于前期沟通充分，牛晓虹带着儿

子飞到北京的当天便做了必需的检查，第

二天就进了手术室。现在孩子已经做完手

术顺利出院，前前后后只用了 8 天时间。

“互联网真的很方便，尤其是对我们异地

就医的人来说。”牛晓虹对记者说。

科普+线上问诊，造福更多患者

“让病人治好病、省钱、省事，是我们的

七字方针。”刘迎龙告诉记者。他同时也向

记者坦言，做到这七个字并不容易。

刘迎龙算了一笔“账”，通过互联网

医疗，异地患者可以节省很多时间，从而

也节省了一大笔开支。以牛晓虹为例，来

北京前，她先在线上挂了号，省去了在北

京排队挂号和等待住院的时间；其次，由

于沟通充分，患儿在手术前作好了各种准

备，缩短了在监护室观察的时间；此外，

刘迎龙还根据当地医保报销政策，为他们

制定了更为省钱的治疗方案，减轻了他们

的经济负担。

20 年 前 ， 刘 迎 龙 还 在 首 都 医 科 大 学

附 属 北 京 安 贞 医 院 担 任 小 儿 心 脏 中 心 主

任 ， 当 时 他 就 注 意 到 ， 许 多 家 长 带 着 患

儿 到 北 京 治 疗 先 心 病 ， 常 常 排 队 挂 号 一

等 就 是 好 多 天 ； 有 时 排 到 农 历 小 年 ， 医

院 病 房 不 接 收 病 人 ， 这 些 家 长 就 带 着 孩

子 住 在 北 京 ， 等 到 正 月 初 八 医 院 一 上 班

就 去 “ 抢 床 位 ”。 从 那 时 起 ， 他 就 在 琢

磨 ， 如 何 让 孩 子 们 减 少 患 小 儿 先 心 病 的

概 率 ， 如 何 帮 助 患 儿 和 家 长 更 加 快 速 便

捷地得到治疗。

为了更好地帮助患儿和家长，刘迎龙

曾经尝试自己创建网站，在上面发布科普

文章，普及医学知识。后来，他注册了某

在线问诊平台，在线上为患者看病。两年

前，他入驻了抖音，除了在线上为患者看

病，还发布关于小儿先心病的科普视频，

同时也发布自己的出诊信息，以便患儿家

长能够更加便捷地找到自己 。 无 论 是 外

出 做 手 术 、 讲 课 ， 还 是 去 其 他 医 院 进 行

心 脏 外 科 会 诊 ， 他 都 会 提 前 发 布 通 知 。

“通过线上问诊、解答患者问题、发布科

普视频，确实能够给患者很多帮助。”刘

迎龙说。

迄 今 为 止 ， 刘 迎 龙 在 抖 音 上 发 布 了

600 多条科普视频。这些视频的主要内容

包括小儿先心病的致病因素、如何通过胎

儿超声 （检查） 及早发现、新生儿先心病

如何治疗等。受众不仅是患儿家长，还包

括专业领域的年轻医生。“这些视频不仅

能够解答患儿家长的疑问，对下级医院医

生 的 专 业 知 识 普 及 也 有 一 定 指 导 意 义 。”

刘迎龙说。

刘迎龙告诉记者，借助互联网的传播

力，对广大病人进行科学指导，能够造福

更 多 患 者 。 他 希 望 有 更 多 的 医 生 发 布 专

业、有用的科普视频，让更多病人受益。

同时，他也建议相关网站要对医生的资质

审核严格把关，对线上就诊行为进行严格

管理，避免违规情况发生。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云看病”

飞沫传播是新冠病毒、流感病毒等众

多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渠道。讲究咳嗽礼

仪是这个传播渠道的“克星”。李六亿表

示，咳嗽或者打喷嚏时，不应该直接用双

手捂住口鼻，而应该用纸巾挡住口鼻，然

后把纸巾扔掉，如果来不及拿纸巾的话应

该用胳膊肘挡住口鼻。

预防传染病的另一个基础而重要的方

法是做好手卫生，这“对预防经呼吸道或

经 消 化 道 传 播 的 疾 病 ， 有 非 常 重 要 的 作

用”，李六亿说。

预防新冠病毒、流感病毒、呼吸道合

胞病毒等呼吸道感染性疾病还需要戴好口

罩。李六亿建议，在密闭、通风不良的环

境内，应戴医用口罩或者医用外科口罩。

日前，北京市发布相关规定，要推进健康

校园建设。坚持戴口罩、勤洗手等良好的

卫生习惯，以文明健康小环境筑牢疫情防

控校园大防线。

李 六 亿 说 ， 目 前 ， 疫 情 低 水 平 流 行

时 ， 孩 子 在 室 外 ， 尤 其 运 动 时 不 用 戴 口

罩；“阳康”的孩子在室内人员密集、通

风 不 良 的 情 况 下 仍 需 戴 口 罩 ， 不 能 运 动

过度。

“新学期已顺利过去了两周，孩子们

的整体状态非常好。上学期有较长一段时

间居家线上学习，再加上寒假，很多同学

已很久不见，现在相聚在一起学习，都很

高兴。”华阳小学相关负责人在接受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说。

孩子得病后哪些是危险信号

“作为家长，都会担心孩子感染了新

冠后会发展成重症，如果孩子感染了新冠

病 毒 ， 家 长 要 关 注 什 么 ？” 在 直 播 节 目

中，主持人代表家长提出了这个问题。对

此，王荃又重复了她曾在多个场合强调的

内 容 ：“ 只 有 极 少 数 孩 子 会 发 展 成 重 症 ，

绝大多数孩子都是轻症。”并同时给出了

指导：

首先，家长要观察孩子的精神状态。

“不仅仅是新冠病毒的感染，很多其他疾

病病程中，要知道孩子 （病情） 是否严重

了，精神状态都是一个非常敏感、直接的

指标。”王荃说。

王 荃 说 ， 如 果 孩 子 精 神 特 别 差 ， 体

温 高 的 时 候 想 睡 觉 ， 即 便 体 温 降 下 来 了

也 总 想 睡 觉 、 打 蔫 ； 年 龄 小 的 孩 子 出 现

拒 食 、 拒 奶 ， 不 哭 、 不 动 ， 家 长 可 能 觉

得 孩 子 特 别 乖 ， 不 哭 不 闹 ， 其 实 这 样 的

状 态 应 该 把 孩 子 带 到 医 院 去 检 查 。 如 果

孩 子 烦 躁 哭 闹 ， 难 以 安 抚 ， 这 时 候 也 要

警惕。

此外，任何年龄的孩子发烧时间超过

3 天，或者是 3 个月以下的孩子只要出现

发热，都需要去医院就诊。

如果孩子呼吸困难，大一点的孩子可

能会说自己憋气、胸闷等，低龄孩子不会

表达，家长要注意观察，孩子是否在喘气

的 时 候 鼻 翼 扇 动 或 者 有 耸 肩 、 点 头 的 情

况，这提示孩子存在呼吸困难。呼吸频率

明显增快或减慢也是危险信号。如果小婴

儿呼吸的时候伴随着呻吟，脸色开始变得

苍白，出现频繁呕吐或者腹泻，甚至尿量

减少，家长也需要警惕。如果孩子出现发

热伴有新发皮疹，建议家长带孩子去医院

就诊。

最后，王荃提醒各位爸爸妈妈，如果

孩子是适龄儿童，又没有禁忌证，且是疫

苗可预防的疾病，应该积极给孩子接种相

应的疫苗，这对预防或者避免孩子感染这

些疾病并发展为重症非常重要。疫苗在人

类健康史上是里程碑式的成就，非常好地

保护了孩子。

“ 科 普 一 下·防 护 系 列 谈 ”由 中 国 青

年 报 社 联 合 稳 健 医 疗 共 同 发 起 ， 旨 在 通

过 权 威 医 学 专 家 对 老 百 姓 关 注 的 感 染 类

疾 病 进 行 “ 靠 谱 的 健 康 科 普 ”， 回 应 百

姓关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