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传所谓的“新病毒”实际上是合
胞病毒，它在今年夏季就已出现过，并
非新的病毒。据国家卫生健康委 12
月 2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介绍，目前
流行的急性呼吸道疾病均由已知病原
体引起，未发现新病毒或细菌导致的
新发传染病。我国本轮呼吸道疾病的

高发也引发世卫组织的关注。根据现
有信息，世卫组织未发现任何异常或
新型病原体，也没有发现异常临床表
现。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呼吸道合胞
病毒可以通过飞沫和接触被病菌感染
的物体传播，具有较强的传染性，是世

界范围内引起5岁以下儿童急性下呼
吸道感染最重要的病毒病原。目前我
国尚无上市的合胞病毒疫苗和特效治
疗药。合胞病毒可以重复感染，也易
发生家庭传播，在暂无疫苗和有效药
物的情况下，应通过加强个人防护等
措施预防感染。

谣言一 呼吸道“新病毒”来了？

上述说法不实。据国家卫生健
康委通报，近期我国急性呼吸道疾病
的持续上升以流感为主，此外还与鼻
病毒、肺炎支原体、呼吸道合胞病毒、
腺病毒等多种呼吸道病原体叠加有

关。
针对本轮呼吸道疾病高发情况，

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北京市呼吸疾
病研究所所长童朝晖分析，可能由于3
年疫情防控，人体对外界呼吸道微生

物接触比较少，相对的抵抗力和免疫
耐受变差了。疫情防控常态化后，人
体再去接触这些病毒，就容易出现一
些呼吸道症状。

谣言二 本轮呼吸道疾病是“新冠复阳”？

实际上，两者毫无关系。国家传
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
山医院教授张文宏表示，支原体和新
冠在生物进化中是完全不同的物种，

一个属于病毒，一个属于支原体，它
们之间的差异远远超过“人类和苍
蝇”之间的差别。人类在20世纪初就
发现了支原体这种微生物，直到20世

纪末期才确定它是一种病原体，而新
冠病毒在2019年末才被大家知晓。

谣言三 支原体肺炎就是新冠变异，只是换了个名称？

因儿童免疫系统处于发育期，与
外界的病原接触概率小，后天形成的
特异性免疫不足，导致儿童更容易出
现多种病原叠加。目前这些病原体在
儿童呼吸道感染中均较常见，临床有
便捷的检测手段，也都有较完善的诊
疗措施。但并非所有儿童患者都需要

进行病原体检测，尤其是多种病原体
检测。

呼吸道疾病导致的咳嗽、发烧、咽
喉疼痛等症状具有相似性，大多数就
诊儿童属于轻症，只需对症服用药
物。如患者症状未得到改善，持续发
热、咳嗽加剧或精神萎靡等，应及时就

诊，由临床医生根据病症判断后进行
某种主要病原体检测。多种病原体检
测成本较高，即便获取检测结果，在实
际治疗中，也会以主要致病的病原体
针对性开展治疗，临床上并不是检测
的病原体种类多，病情就一定更严重。

谣言四 有发热咳嗽症状，一定要进行病原体检测？

近日，肺炎支原体检测盒在电商
平台热销，有人担心去医院可能会交
叉感染，所以囤检测盒备用。

据专家表示，肺炎支原体检测对
操作方式、取样位置、患病阶段等要求
较高，自行检测的结果准确率偏低，因
此不建议普通民众自行在家检测。试
剂盒有多种技术方案，其临床意义各

不相同，检测结果不能简单地概括为
阴性和阳性。选择不合适的试剂盒或
错误理解检测结果的含义，会有延误
病情的风险。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检测方式的
准确度存在差异。抗原检测敏感度较
低，目前医院实验室常采用核酸检测
和抗体检测。但抗体检测对支原体感

染的诊断准确性也不够高，其缺陷包
括疾病早期的假阴性和疾病恢复期的
假阳性。基于此，民众购买抗体检测
盒或抗原检测盒进行自测后，无论结
果如何，都不能作为是否感染肺炎支
原体的判断依据。

谣言五 支原体感染可通过检测盒自测？在家自测阳性就是感染了吗？

上述说法不准确，不能简单地以
“叠加即加重”作为统一的结论。专家
表示，有些呼吸道病原体可能和人体共

存，因此临床上会出现两种及以上病原
体被检出来的可能，但这种情况不一定
与病情严重程度有关。只有通过临床

医生的综合分析，结合病人的具体情
况，才能准确评估叠加感染对病情的影
响，制订科学合理的治疗方案。

谣言六 病原体叠加感染会持续加重呼吸道疾病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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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种疫苗无用”的说法是谣言。
12月5日，中国疾控中心发布《冬季流
感疫苗接种健康提示》，明确接种流感
疫苗是预防流感、降低流感相关重症
和死亡风险的经济、有效手段，可以显
著减少流感带来的健康危害和医疗机
构的诊疗压力。

针对“流感已经进入高发季，现在
接种疫苗是否还来得及”的问题，“健

康提示”中明确指出，尽管流感疫苗的
最佳接种时机是在流感流行季到来之
前，但在整个流感流行季内都可以前
往接种点进行接种。这样既直接保护
自己，也间接保护尚未接种的家人。

专家提醒：虽然近期呼吸道疾病
高发，但总体处于可控范围，医疗机构
也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就诊高峰，家
长不必过于焦虑。

同时，建议老年人和儿童等重点
人群尽早接种疫苗，降低患病风险。
坚持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对于防
止呼吸道疾病的传播十分有效。要做
好个人防护，不带病上班，不带病上
学，坚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和健康
生活方式。

据科普中国

谣言七 面对各类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没用？

入冬以来，流感来势汹汹，许多人都
出现了高烧、胸闷、咳嗽难愈等情况。可
能大家都注意到肺的功能失调，但南京
市中医院脾胃病科杨勤主任中医师提
醒，防治流感，护脾胃也十分重要。

杨勤告诉记者，中医认为，流感病
因不外乎外因和内因。人体外感疫疬
之邪，是发病的外在因素。人体正气不
足，是感邪的内在因素。时行感冒其病
因病机多为正气不足，素体元气虚弱，
即感风邪疫毒。也可能有饮食劳倦伤
及脾胃，致脾肺气虚，致表卫不固，腠理
疏松，易感风邪疫毒而发病。

“流感也是同理。”杨勤介绍，在发病
过程中，脾虚影响至关重要。有效地调
整脾胃功能，健脾气、益肺气以培土生
金，中焦健运，使肺卫得固，免疫力增强，
呼吸道感染的发病率自然随之降低。

据了解，一些人为了病情赶快缓
解，服用大量或多种清热解毒药物。然
而专家指出，凡大苦大寒之品，易伤阳
气，如滥用苦寒攻下，不但伤津败胃，还
会伐伤人体的生发之气。

据《扬子晚报》

新华社沈阳12月 14日电（记者
武江民） 进入冬季，呼吸道感染疾病高
发，很多儿童感染退烧后，咳嗽症状却
持续存在。家长该如何帮助孩子有效
缓解“咳咳咳”，针对这个问题，记者近
日咨询了相关专家。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治未病
科主任王莉说，孩子在流感、肺炎支原
体患病后期，应注重养脾胃，把体质调
理好、养起来，饮食以清淡为主，忌糖、
忌生冷、忌鱼虾蟹、忌食补。

专家介绍，从中医角度讲，孩子咳
嗽时间比较长，可以采用一些食疗方进
行调理：

如果孩子表现为咳嗽、痰多、痰白
清稀时，将新鲜的梨洗净，不去皮，挖去
梨核，在梨中间加入陈皮、生姜，放在碗
中隔水蒸，喝汤吃梨。

如果孩子表现为干咳、少痰，可用
百合、川贝炖梨，百合和川贝都有滋阴
润肺的作用。孩子如果胃口不好，谷
芽、麦芽、山楂煲水服用，具有开胃健脾
的作用，可以促进消化。

专家提示，很多家长很注重给小孩
吃水果、青菜，但是物极必反，如果只吃
水果、青菜，这些食物很寒凉，如果孩子
体质比较寒凉，食用后就容易咳嗽。尤
其一到晚上，更容易咳嗽、流鼻涕、出
汗，所以家长要判断清楚后再给孩子用
正确的食疗方法。

“新病毒”来了？

关于呼吸道疾病的这些谣言，别轻信！
肺炎支原体感染、单核细胞增多症、流感……入冬以来，“中招”呼吸道疾病的人似乎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世

界卫生组织报告显示，流感已成为公众健康的严重威胁。与此同时，社会上也流传着很多不实信息，误导公众认
知，引起了不必要的恐慌。在此提醒：关于呼吸道疾病的这些谣言，千万别轻信！

孩子久咳不止
专家提示要合理膳食

保护好脾胃
也能有效预防冬季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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