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年人走路变吃力老年人走路变吃力
要小心骨质疏松等疾病要小心骨质疏松等疾病

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春暖花
开，正是外出运动的好时节。专家提
示，外出运动者，尤其是老年人，如果发
现走路变吃力，走不远、走不久，要小心
骨质疏松等疾病风险。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医师
徐海林介绍，步行距离缩短、行走能力
下降可能是骨质健康出现问题的信号，

“能不能走”可作为衡量骨质健康的重
要参考。除了补钙之外，老年人应特别
注意加强肌力和平衡训练。

“行走能力是否下降，通常从走路
的步数、步速、步态等方面进行综合判

断。”徐海林说，步数减少是行走能力下
降的一个明显指标。步速则能够反映
心肺功能、关节活动能力和认知能力。

徐海林认为，总的来说，步速正常
的老年人普遍健康状态比较好，而步
速减慢的老年人，发生骨质疏松的可
能性比较高。步态的稳定性与肌肉力
量、平衡能力和神经系统功能等因素
密切相关，如果行走时步态明显不稳，
要谨防摔倒等意外，同时也要排查有
无相关疾病。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副主任
医师郏蓉提示，造成老年人行走障碍最

常见的疾病有：腰椎间盘突出和腰椎管
狭窄、下肢关节退行性病变和过度劳
损、骨质疏松症等，如果发现行走能力
明显变差，应排查疾病风险。其中，骨
质疏松症的好发人群是绝经后女性和
70岁以上的男性。

徐海林建议，老年人可根据自己的
身体状态，在医生等专业人士指导下，
使用弹力带、沙袋等轻量级阻力工具进
行抗阻训练，提升肌肉力量和步行能
力。不宜外出者可在家中运动，即使是
卧床的病人，也可以进行抬腿勾脚等下
肢被动训练。

此外，专家也推荐老年人进行快
走、慢跑、打太极拳、跳广场舞等有氧运
动。专家表示，如果行走障碍的发生与
衰老、缺乏锻炼或疾病有关，患者要与
医生沟通制定合理的方案，积极治疗原
发疾病，加强锻炼提升肌肉力量，行走
困难的问题将可以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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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疾控回应中疾控回应

从业者如何避免受到职业健康伤害从业者如何避免受到职业健康伤害？？
中新网 4月 25日电 4 月 25 日下

午，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有关
情况。在谈及从业者在工作中如何维
护自己的权益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所长孙新表
示，存在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应定期
组织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进行职
业健康检查。

孙新介绍，职业健康权益是劳动
者最基本的健康权益，更大的来说，我
们职业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卫生保
护、接受职业卫生教育培训、接受定期
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治疗与康
复的权益。归纳一下，首先从用人单
位就要履行几个职责：一是要履行合
同告知，用人单位存在职业病危害的

时候，要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在劳
动合同里要明确写明工作场所，这个
岗位存在哪些职业病危害以及后果，
包括防护设施等保障待遇，这是首先
要履行合同告知。第二要履行警示告
知。举一个例子，跟交通安全一样，在
工作场所如果存在职业病危害，在工
作场所，我们的岗位、设备要在明显的
位置以图形或者警示语等形式进行标
明，要说明这个工作岗位存在着职业
病危害的种类以及健康的问题，以及
预防和应急处置措施。

另外，存在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
位应定期组织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
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这里面分几
个阶段，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
包括发生一些应急事故以后，我们的

劳动者接触职业病危害，要开展应急
职业健康检查，包括离岗时，主要存
在一些长期健康损害，应当接受离岗
健康检查。

企业如果存在职业病危害，要定期
开展检测和评价，要向劳动者书面告
知，在公告栏里告知。

存在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要向
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标准的个体防护
用品，包括防护口罩、护耳塞等。另外，
一旦发生了疑似职业病或职业病，用人
单位有责任组织职业病人进行诊断鉴
定，包括后续的治疗康复。

劳动者在劳动过程当中，应当严格
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如果用人单位管理
人员明显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劳
动者有权提出批评检举和控告。

全国疟疾日聚焦“防止疟疾再传播”
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每年4月

26日是全国疟疾日，当前全球疟疾疫情
形势依然严峻。国家疾控局确定今年
的宣传主题为“防止疟疾再传播，持续
巩固消除成果”。

国家疾控局近日发布的通知明确，
我国每年仍有大量输入性疟疾病例报
告，危重症及死亡病例时有发生，再传播
风险持续存在。各地要充分认识输入性
疟疾防控对于巩固我国消除疟疾成果、
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重要意义，进
一步加强防止疟疾输入再传播工作。

反复寒战、高热，多种并发症同时

发作……疟疾是一种由寄生虫引起的
威胁生命的疾病。2021年6月30日，世
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中国消除疟疾。

消除疟疾后，疟原虫就从环境中消
失了吗？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有
关专家表示，答案是否定的。消除疟疾
具有地域性，一般指在一定区域内实现
了无本地疟疾传播。疟原虫不会因为
消除疟疾目标的实现而在环境中消失。

今年 1 月，广东惠州、山东烟台等
地疾控部门均检出输入性疟疾病例。
专家表示，公众不可对疟疾掉以轻心，
要高度重视输入性疟疾引起本地再传

播的风险。
出国旅行，如何预防疟疾感染？根

据国家疾控局此前发布的健康提示，要
做好个人防护，增强主动就诊、及时治
疗的意识。具体举措包括出国前，应了
解目的地疟疾流行情况，做好防护用品
准备；在疟疾流行区工作或生活时，可
采用蚊帐上喷洒杀虫剂、使用蚊虫驱避
剂、穿长袖衣和长裤等灭蚊防蚊措施；
在旅行期和回国后1个月内，密切关注
自身健康状况，若出现相关不适症状，
及时就医；入境和就医时，应主动告知
旅行史，以便进行疟疾排查。

泰山景区全网全员
实名制预约、
实名制检票系统
5月1日正式上线

中新网4月25日电 泰山风景名
胜区4月23日发布关于全网全员门票
预约的温馨提示：为进一步落实“限
量、预约、错峰”要求，确保游客安全
和良好游览体验，泰山景区全网全员
实名制预约、实名制检票系统，将于5
月1 日正式上线运行，请中外游客务
必携带本人身份证件（身份证、护照
及教师证、退役军人优待证、会员证
等享受优惠政策的特殊证件），按照
预约时段、预约进山口检票入园。

泰山门票可提前 7 天线上预约，
首次检票后3日内有效。在首次检票
后，需多次入园的游客请在“泰山景
区”微信公众号分别进行免费预约，
预约成功后须按预约时段和进山口
检票进山。

“五一”假日泰山门票自4月25日
开放预约，所有游客均须提前网上预
约，官方预约渠道为“泰山景区”微信
公众号。游客预约购票成功后凭本
人身份证直接检票进山。

国家卫健委专家：
不能用一般健康体检
代替职业健康检查

中新网4月25日电“可以用一
般健康体检代替职业健康检查吗？”
在国家卫健委 4 月 25 日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
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所长孙新回应
称：不能。

孙新提到，一般健康体检和职业
健康检查，从对象、目的、组织形式以
及法律依据，一些临床诊断的依据，
包括周期和技术要求，到最后的结
论，包括后面病人的处理方式都是不
一样的 。

对象不同，一般健康体检所有人
都可以参加，但是职业健康检查主要
是在工作场所接触职业病危害的新
录用劳动者，也包括转岗人员，原来
可能在其他岗位不接害，现在转岗到
新的岗位接害。

目的不同，一般健康体检主要是
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和疾病状况。
职业健康检查，主要是发现三个，一
是早期发现职业病，二是职业禁忌
证，发现这些问题之后，劳动者要调
离这个岗位，进一步减少职业健康的
损害。

结论不一样，体检一般是状况良
好，或者患有疾病。职业健康检查的
结论包括了五项，未见异常、复查、疑
似职业病、职业禁忌证和其他疾病。

职业健康检查除了临床医学建
议以外，还会提出发现职业禁忌证要
调离岗位，发现罹患了职业病，下一
步就要进行申请诊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