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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不少医院发热门诊、
儿科诊室排起长队。据介绍，国
家卫生健康委已指导各地加强
统筹调度，落实分级诊疗制度，
发挥医联体作用，加强对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的技术指导。

“当前主要通过增加医疗
服务供给、动态监测调配、优化
服务流程等举措改善患者就医
体验。”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副主
任应旭旻介绍，在杭州市，目前
门诊服务“应开放尽开放”，各
级各类医疗机构呼吸道门诊、
发热门诊根据需要延长服务时
间；医疗资源“应调配尽调配”，

实时监测医疗机构数据，如负
荷过载，实时启动应急调整机
制；服务流程“应简化尽简化”，
改善挂号、检查、取药等服务流
程，减少不必要环节，让患者“边
候诊边检查”。

与此同时，患者可以通过各
大主流网络平台查询发热门诊
信息，实时查看医院挂号、剩余
排队人数情况。通过数字化技
术，打通医院床位资源，杭州市
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通过云
端选择上级医院，帮助患者一键
直接入住。

据新华社

不同年龄群体间
流行病原体不同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表示，
监测显示，近期，我国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以流
感为主，此外还有鼻病毒、肺炎支原体、呼吸
道合胞病毒、腺病毒等引起。分析认为，近期
我国急性呼吸道疾病持续上升与多种呼吸道
病原体叠加有关。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
庆介绍，多病源监测结果显示，近期呼吸道
感染性疾病在不同年龄群体间流行的主要
病原体不同。1 岁至 4 岁人群以流感病毒、
鼻病毒为主，5 岁至 14 岁人群以流感病毒、
肺炎支原体、腺病毒为主，15岁至59岁人群
以流感病毒、鼻病毒、新冠病毒为主，60 岁
及以上人群以流感病毒、人偏肺病毒和普通
冠状病毒为主。

米锋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国家疾
控局正持续开展呼吸道疾病监测和形势研
判。要求各地科学统筹医疗资源，落实分级
诊疗制度；及时向社会公开、更新儿科、发热
门诊等医疗机构信息；做好学校、托幼机构、
养老院等重点人群密集场所疫情防控。

米锋提示，大医院人员密集，等候时间
长，交叉感染风险较高，家里如有儿童患病症
状较轻，建议首选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或综
合医院儿科就诊。公众要坚持戴口罩、多通
风、勤洗手的卫生习惯，出现呼吸道症状时做
好防护。

重点做好
“一老一小”人群防治工作

老年人是呼吸道疾病易感人群。北京医
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李燕明介绍，应
结合老年人的年龄、基础疾病情况和感染严
重程度综合研判，来决定居家养护还是去医
院就诊。家人要了解家中老人体温、血压、脉
搏等基础情况，密切观察症状，若出现高烧不
退、呼吸困难、精神萎靡等，需及时就诊。对
流感来说，抗病毒药物及早用药效果较好。

近期，部分儿童退烧后仍咳嗽严重，如何
缓解？对此，广东省中医院院长张忠徳表示，
儿童咳嗽，要分辨清楚是风热还是风寒导
致。风热咳嗽，伴喉咙痛、黄痰、黄色鼻涕等
症状，可用清热解毒化痰的中成药或西药；风
寒咳嗽，如刺激性干咳，伴流清涕，可以用祛
寒解表补肺气的中成药。同时，冬季室内外
温差和早晚温差较大，要及时更换增补衣服。

“营养对于维持免疫系统健康起到关键
作用。”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于康
说，全人群都应确保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质、
新鲜蔬菜和水果，尽量做到食物多样化，保证
足量饮水。同时，做到吃动平衡，维持健康体
重，保持规律作息和良好生活习惯，维护良好
免疫力。

倡导积极接种相关疫苗

“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有效、
安全、便利、经济的措施，在传染
病防控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王华庆说，不同疫苗有其重点人
群，主要根据疫苗特点和防控需
求决定。

其中，流感疫苗6月龄以上
全人群都可使用，重点推荐老年
人、有基础疾病人群和婴幼儿等
感染高风险人群接种；新冠病毒
疫苗重点推荐60岁以上的老年
人、18 岁至 59 岁患有较严重基
础疾病人群、免疫功能低下人群
和感染高风险人群接种。

王华庆呼吁公众根据卫生
部门发布的疫苗接种建议，只要
符合接种条件，都积极接种疫
苗，预防传染病的发生。

专家还表示，老年人基础
疾病占比较大、自身免疫力相
对衰弱，是接种疫苗的特殊群
体。接种疫苗时需注意严格把
握禁忌证，避免严重不良反应；
科学把握适应证，一些基础性
疾病如处在急性发作期，接种
疫苗需要缓种；仔细阅读知情
告知中的注意事项，严格按照
规范执行接种。

增加服务供给，缓解就医等候时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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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如何防治？
门诊服务怎样优化？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会回应冬季呼吸道疾病热点问题

近期，全国多地遭遇寒潮天气，气温骤降，呼吸道疾病进入冬季高发时期。哪些病原体
正在流行？“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如何防治？疫苗接种有哪些注意事项？门诊服务怎样优
化？国家卫生健康委26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冬季呼吸道疾病热点问题。

我国抑郁症患者数量日益增多，患者的
情绪疏导不仅关系着患者的治疗效果，也影
响着家庭和社会的和谐。因此，及时有效地
对抑郁症患者的情绪进行疏导，是临床治疗
和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课题。

学会接受自己的情绪 抑郁症的症状之
一是情绪低落，患者可能会经常感到悲伤、无
助和无望。情绪问题可能是其他情绪问题或
心理健康问题的表现，患者需要学会观察自
己的情绪。这意味着要注意情绪的强度、频
率和种类，以及情绪对我们的影响。

学会观察自己的情绪后，需要尝试接受
自己的情绪。这包括接受负面情绪的存在，
而不是试图掩盖或压抑它们。还要注意观察
情绪出现的原因，这可能需要一些自我反思
和思考，也可能需要接受专业心理医生的帮
助。患者也应学习一些应对情绪的技巧，以
更好地处理负面情绪。

寻求社会支持 抑郁症患者应该尽量与
亲朋好友保持联系，分享自己的感受和困
惑。低落时可以寻求亲朋好友的安慰、鼓励
和支持。患者也可以参加一些社会支持组织
或社区活动，例如志愿者组织、爱心协会等。
可以提供一个安全、支持、理解的环境，让患
者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和关爱。

寻求专业医疗帮助 患者可以寻求专业
精神科医生或心理医生的帮助。他们可以通
过问诊、症状评估和心理测量法确定诊断，并
制订相应的治疗方案来帮助患者应对负面情
绪和压力。常用的心理治疗方法如下——

认知行为疗法。这是一种基于认知心理
学理论的心理治疗方法，它通过改变患者的
思维和行为模式，减轻负面情绪。认知行为
疗法通常包括四个方面，评估、教育、训练和
监测。

暴露疗法。暴露疗法是逐步将患者暴露
于他们恐惧或焦虑情境的方法，以帮助他们
逐渐适应并减少恐惧或焦虑，这需要在心理
治疗师的指导下进行。

视觉想象。视觉想象是一种通过引导患
者想象负面情境，帮助患者面对和减少负面
情绪的方法。

正面思考。正面思考是一种鼓励患者关
注和寻找积极的经历和情境的方法，以帮助
患者树立积极的心态和情绪。

支持性治疗。这是一种以患者为中心的
心理治疗方法，通过提供情感支持和鼓励，帮
助患者面对和缓解情绪问题。

此外，如果已经尝试了其他治疗方法但
没有改善症状，患者可以在心理医生的指导
下考虑尝试药物治疗。

总之，寻求专业医疗帮助是抑郁症患者
走出心结的重要一步。通过接受心理治疗和
药物治疗，有助于稳定情绪、缓解症状，从而
摆脱抑郁症的困扰。

据《大河健康报》

抑郁症患者
要学会接受负面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