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见习记者 鹿嘉惠

优化疫情防控“新十条”发布后，如何做好个人防

护，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

健康至关重要。那么个人阳了之后什么情况下要吃

药？出现什么症状要去医院？“阳过”是不是就能“放

飞自我”？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安徽医科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杨进。

记者：阳性是不是就得吃药？

杨进：无 症 状 是 没 有 任 何 症 状 ，是 不 需 要 治 疗

的。如果是轻型，比方说上呼吸道有点咳嗽，中低热，

这种轻微症状也不需用药。如有高热 38.5℃以上，或

咳嗽影响睡眠、生活等类似症状，可以用退烧药、止咳

药对症处理。

记者：怎么判断自己处在感染新冠的哪个阶段？

杨进：中青年感染新冠病毒后一般病程 7天（个体

症状会因人而异）。第 1 天，症状较轻，表现为轻微咽

干咽痛、身体乏力。第 2 天，开始发热，部分年轻人高

烧 39℃。第 3天，症状最重的一天，高热 39℃以上浑身

酸痛乏力咽痛加剧。第 4天，体温高峰开始下降，很多

人从这一天体温降为正常，一部分人开始流涕、咳

嗽。第 5 天，体温基本降到正常，但是咳嗽、乏力等症

状仍然存在。第 6 天，不再发热，咳嗽、流涕等症状加

重，可能出现核酸转阴。第 7天，所有症状开始明显好

转，核酸很大可能转阴。

记者：这么多种药该吃哪种？

杨进：可以参考国家卫健委给出的《新冠病毒感

染者居家治疗常用药参考表》，具体如下：

发热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阿司匹林、金

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颗粒或胶囊、宣肺败毒颗粒、

清肺排毒颗粒、疏风解毒胶囊等。咽干咽痛使用地

喹氯铵、六神丸、清咽滴丸、疏风解毒胶囊等。咳嗽

咳痰使用溴己新，氨溴索，愈创甘油醚、乙酰半胱氨

酸等。干咳无痰使用福尔可定，右美沙芬等。流鼻

涕使用氯苯那敏，氯雷他定，西替利嗪等。鼻塞使用

赛洛唑啉滴鼻剂等。恶心或呕吐使用桂利嗪、藿香

正气水或胶囊等。

适用人群及用法、用量一定要按药品说明书服用

或咨询医生。不推荐同时服用多种治疗同一症状的

药物，退烧药使用一般不超过 3天，症状好转应适时停

止用药。

记者：我阳性了，家人怎么办？

杨进：保护自己和他人，一定要做到以下几点：阳

性感染者进入家中公共区域应规范佩戴 N95口罩；避

免与其他同住人共同进餐和共享任何私人物品（包括

毛巾、餐具、水杯、漱口瓶及牙膏等）；同住人与阳性感

染者接触时，或处理其污染物及污染物体表面时，应

当做好自我防护，佩戴 N95口罩、一次性手套，与其保

持 1米以上距离，做好手卫生。

记者：出现什么症状要去医院？

杨进：居 家 期 间 出 现 以 下 症 状 ：呼 吸 困 难 或 气

促 ；经 药 物 治 疗 后 体 温 仍 持 续 高 于 38.5℃，超 过 3
天 ；原有基础病明显加重且不能控制 ；儿童出现嗜

睡、持续拒食、喂养困难、持续腹泻或呕吐等情况；

孕妇出现头痛、头晕、心慌、憋气等症状，或出现腹

痛、阴道出血或流液、胎动异常等情况。如有这些

情况，需要就医。

记者：7天后，如何判断自己是否康复？

杨进：身体康复后症状会明显好转或无明显症

状，另外，自测抗原阴性并且连续两次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 ct值≥ 35（注意两次检测间隔大于 24时）这个时

候身体也基本康复。

要注意，康复初期的一到两周可能身体会比较疲

意，不要进行剧烈运动。

记者：“阳过”后，返岗的标准是什么？

杨进：青壮年发病 7天后核酸逐渐转阴，传染性较

低。体感嗓子疼和咳嗽不再影响睡眠时，就说明身体

基本恢复，适合返岗。

记者：“阳过”就可以“放飞自我”了吗？

杨进：在首次感染奥密克戎之后短期内抗体水平

比较高，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一般认为 3个月至 6个月

不会二次感染。但“阳过”并不意味着进了“保险箱”，

要坚持做好自身防护。

建议康复后仍坚持戴

口罩，注意手卫生，咳嗽、

喷嚏时尽量避开人群；在

食堂不要面对面就餐。

记者：身 边 人 陆 续 阳

了，感到焦虑怎么办？

杨进：面对未知的、不

确定的情况，担忧、焦虑的

情 绪 都 是 正

常 的 。 我

们 要 尽 量

保 持 适 度

的 情 绪 反

应 ，关 注 权

威 平 台 、官

方 科 学 的 信

息，且关注疫情

消 息 的 时 间 不

宜 过 长 。 做 好 个

人 防 护 ，科 学 预 防 ，

适度未雨绸缪，但要

减少不必要的囤积。

阳了、“阳过”、没阳
分 别 该 怎 么 办 ？

专家给您支招

12 月 18 日，在当涂县百年大药房，市民有序排队领取退烧药（布洛芬片）。连日来，马鞍山市多家药品零售企业面向发热患者免费发

放退烧药品，以实际行动帮助市民。 本报通讯员 吴黎明 卫学超 摄

12 月 21 日，在合肥市庐阳区林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老年人正在接种新冠病毒第

二剂次加强免疫针（第四针）。 本报通讯员 赵明 摄

■ 本报记者 吴晓征
本报见习记者 鹿嘉惠

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工作重心从防控

感染转到了医疗救治。

因时因势决策、科学精准防控，是保障

人民健康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年抗疫，我们赢得了德尔塔病毒转为

奥密克戎、毒性持续下降的宝贵窗口期，赢

得了药品研发和医疗救治能力进一步增强

的宝贵窗口期，赢得了全民广泛接种疫苗的

宝贵窗口期。保健康、防重症，我省在科学

精准防控上持续用力，推动新十条优化措施

落地见效。

疫情在上升，给这个不寻常的冬天带来

了困难和挑战。齐心协力抗击疫情，江淮大

地全力做好各项准备。

众志成城，团结协作，守望相助，这时候

的信心和决心，和免疫力一样重要。

要争分夺秒完善应对措施，要枕戈待旦

随时解决问题，要扛起责任也要放稳心态，

要加强多方协同配合，也要善于居家“独立

作战”，既要看清眼前困难和挑战，也要看到

这是“战略反攻”，走出疫情的前景清晰地摆

在我们的面前。逾越这个冬天，前面就是草

木蔓发、春暖花开。

全省预计将在本月底
或下月初迎来第一波疫情
高峰

近日，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发热门

诊接诊量每天都达新峰值。12月16日，成人发

热门诊的就诊患者超 800例。12月 19日，成人

及儿童发热门诊单日接诊总量达 1600例，是本

次疫情前发热门诊正常日就诊量的40倍。

“一天接诊这么多发热病人，入职这么

多年从没经历过。”发热门诊出诊医师毛晶

告诉记者，以往一个班一名医生就够了，现

在一个班要配 3~4 名医生。医院每天都在

往这里增派人手。

“对病情危重需住院治疗且同时感染了

新冠的患者，医院安排了快速通道，确保这些

病人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安徽医科大学第

二附属医院医务部部长叶珺告诉记者，该院缓

冲病房 11月初设立，已收治很多高龄且患有

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患者。

叶珺介绍，很多医护人员自己被感染，

仍带病坚持在一线工作。医院 12月 15日发

出号召，成立青年先锋队，从各科室抽调骨

干医护力量去支援发热门诊。

“根据监测数据，近日我省居民新冠病

毒感染率逐步上升，核酸检测和抗原检测阳

性率不断升高，疫情传播速度正在加快。"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刘志荣说。

刘志荣表示，目前我省感染人群仍以中

青年为主，多为集体单位传播；3 岁以下和

60岁以上等脆弱人群占比约为 10%，随着疫

情发展和家庭内传播不断增多，后续“一老

一小”占比将逐步升高。

病毒测序结果显示，当前我省疫情病毒

毒株主要为奥密克戎 BA.5.2和 BF.7，两种型

别变异株共同交织流行，暂未发现 XBB 和

BQ.1等毒株。

刘志荣表示，根据新冠病毒传播规律和

相关模型的测算结果，未来一段时间我省疫情

将继续加速上升，全省预计将在本月底或下月

初迎来第一波疫情高峰，主要发生在城市地

区。伴随春节前的人口流动，疫情将从城市地

区向农村地区传播，将可能迎来第二波高峰。

发热门诊做到应开尽开，
全力提升医疗救治服务能力

第一波感染高峰近在眼前，居民怎么看

病？城乡怎么应对？

我省筑起第一道防线，发热诊室和门诊

做到应设尽设、应开尽开。

“全省二级及以上医院全部开设发热门

诊，不按要求开设的医院作降级处理，月底

前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部开设

发热诊室（门诊），并通过多种途径公布发热

门诊（诊室）名单，方便发热患者就近就诊。”

省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崔礼军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

截至 12 月 19 日，全省 658 家二级及以

上医院已全部设置发热门诊，已有 1554 个

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按要求设置

发热诊室（门诊），设置率达 96.4%。

此外，所有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儿童专

科医院设置发热门诊。全省 274 个儿童发

热门诊充分保障发热患儿就诊需求。

为缓解线下就诊压力，全省 51 家互联

网医院开通网上发热门诊，方便群众进行线

上问诊。全省各地均及时公开家庭医生服

务信息和服务指引，方便发热患者就诊和居

家治疗人员健康管理。

对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致病力大幅下

降的奥密克戎变异株已成了“纸老虎”，凭自

身免疫力，放稳心态，科学用药，很快就能康

复。但对部分免疫力较弱的重点人群，这只

“老虎”仍然长了牙齿。

我省筑起第二道防线，全力提升医疗救

治服务能力，完善分级分类诊疗体系，做好

高风险人群服务保障，最大可能降重症、防

病亡。

所有医疗机构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和

急危重症抢救制度，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或

拒绝新冠病毒感染者就诊。

依托“1+5+N”重大疫情救治体系，省公

共卫生临床中心牵头，省市成立专家组，指

导全省医疗救治工作；合肥、阜阳、蚌埠、芜

湖和安庆等 5 个区域性传染病救治基地，分

片负责重症救治支持，接收急危重症患者转

院救治；各市、县级方舱医院、亚定点医院、

定点医院、传染病专科医院以及二级以上综

合医院独立院区（楼栋），分级分类收治新冠

病毒感染者。

目前，16个市各设一家新冠肺炎定点救

治医院，共有床位近 1.7 万张，ICU 床位和可

转换 ICU 床位总数超过 20%。各市正将方

舱医院、健康驿站等提标改造为具备一定治

疗功能的亚定点医院，保障普通型病例等集

中治疗需求。

目前，我省二级及以上医院 ICU 床位总

数 为 6934 张 ，每 10 万 人 口 ICU 床 位 11.34
张，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现有 ICU 医生

7189 人、护士 17744 人，目前能够满足重症

救治需求。

全 省 60 岁 以 上 人 群 新 冠 疫 苗 接 种 覆

盖率已达到 91.9%。对 65 岁以上老年人，

我省按健康风险程度标识红、黄、绿三色，

分 类 分 级 落 实 健 康 监 测 、就 医 指 导 、协 助

转 诊 等 服 务 。 截 至 12 月 20 日 ，全 省 已 按

照 年 龄 大 小 、基 础 疾 病 是 否 稳 定 、是 否 接

种新冠疫苗等 ，初步确定重点人群 116.41
万 人 、占 12.65%；次 重 点 人 群 202.6 万 人 、

占 22.02%。

省市县上下联动，有力有序推进优化

措施落实、医疗资源准备、医药物资储备、

重 点 人 群 健 康 管 理 、老 年 人 疫 苗 接 种 等 ，

保 持 全 省 医 疗 救 治 秩 序 和 社 会 大 局 持 续

平稳。

增加供应，精准投放，
力解群众“买药难”

跑遍一家家药房，却买不到退烧药和抗

原试剂盒，不少群众心急上火。抢购与囤

药，导致真正需要药物的患者购药困难，引

发了很多焦虑和担忧。

各地力解群众用药“燃眉之急”。合肥

向重点人群发放健康包。滁州、阜阳等地拆

零配售退热药，每人凭身份证实名购买不超

过 3 日用量，引导市民理性科学用药。宿州

市在拆零配售退热药的同时，因地制宜制定

中药预防汤剂，中药专家坐诊服务点，有效

缓解群众购药难。固镇县覆盖全县的智慧

共享中药房实行中药代煎免费配送……

总体看，我国新冠治疗药物产能能够满

足患者用药需求。随着患者用药需求激增，

部分品种出现了紧缺。解决之道，一是扩能

增产，增加供应，二是加强精准投放，解决资

源错配、避免药物浪费，保证重点人群用药。

近期，我省“白名单”上首批 38 家重点

药品生产企业，全面稳产满产、增产扩能。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刘成全

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截至 12 月 20 日，我省

对乙酰氨基酚片日产能 80 万片、布洛芬片

日产能 440 万片、疏风解毒胶囊日产能 12.5
万盒。12 月 20 日，工信部分配的 80 万盒连

花清瘟胶囊（每盒 24 粒），已经运抵我省；

400 万片对乙酰氨基酚片 12 月 21 日运抵我

省；从山东新华制药公司采购的 2400 万片

布洛芬，12 月 19 日开始发货，一周内发送

完毕。

“预计本月底，全省可调配的布洛芬累

计将有 1 亿片左右，加上对乙酰氨基酚片和

阿司匹林退烧药，可满足 2000 万左右患者

用药，这还不包括各医药公司通过市场化方

式采购的药品。”刘成全表示。

全省加强重点防疫药品调拨收储。截

至 12 月 20 日，省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物资

保障组累计下发调拨令 26 批次，调拨对乙

酰氨基酚片 300 万片、布洛芬 2064 万片、疏

风解毒胶囊 44 万盒，可供约 2228 万人一日

用药，未来一段时间调拨量将保持稳定。

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加大

重点药物市场供给，引导合理有序精准投

放，群众买药难问题将得到有效解决。

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力求疫情防控工作更有精
度和温度

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不断出现的新情

况、新问题，提出新考验、新要求。践行好

“做事要与人民同心”理念，必须守土尽责，

做实做细新阶段疫情防控工作，全力解决群

众最困难最忧虑最急迫的实际问题。

在六安，创新推出的线上问诊、组队巡

诊、快速接诊、有序转诊和专家会诊“五诊”

工作机制，正为阳性感染者和重点人群提供

全方位的医疗服务。

在芜湖，经快速扩面增容，全市 978 家

医院、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

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构建了 15 分钟发热

门诊就医圈，广大市民可通过百度、高德电

子地图或各媒体的公告，快速查找到附近的

发热门诊、发热诊室。

在黄山市屯溪区，发放了“一封信”，提

醒辖区居民理性对待新冠病毒、消除恐慌

心理；提供“一份保障”，屯溪区人民医院提

前与当地大型医药企业签订保障协议，按

照辖区 60 岁以上老年人基数的 20%储备相

关 治 疗 药 品 及 抗 原 试 剂 ，确 保 老 年 人 用

药；畅通“一条通道”，与辖区内各三甲医院

建立就医绿色通道，对出现重症的老年人

第一时间转诊救治。对辖区内独居及空巢

老人开展“一对一包保”，对出现症状不方

便就医的老年人开展网络问诊，保障老年

人及时就医。

与人民同心，考验着责任心，也考验着

执行力。保证民生物资的稳定供应、继续推

动老年人疫苗接种、加强涉疫安全保障和学

校疫情防控……各地各部门要磨砺责任担

当、能力智慧，使疫情防控工作更有精度和

温度。

疫情在上升，越来越多的人“阳了”。“感

染不可怕”，是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切身体

会。正如专家所言，超九成的疫苗普及率给

人群生命健康提供了很大的保护，99%的人

可在 7~10天内完全恢复。

第一波感染的人已陆续转阴、重返岗

位，个人体质状况不同，患病感受区别很大，

但他们普遍不再谈毒色变，语气多了几分淡

然和笃定。他们分享病愈历程和家常药品，

推荐治疗经验，配合广泛深入的抗疫科普宣

传，在人群中形成更多看得清、用得明的“民

间防疫指南”。“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众志

成城、守望相助、互相鼓励的暖流正在人们

心头流淌。

增强应对能力、提升救治能力、巩固防

疫屏障，坚持科学防疫，保持团结一致，我们

就能一如既往克服眼下的困难，对疫情实现

“战略反攻”。疫情的阴霾终将被驱散，人们

将会回归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增强应对能力，提升救治能力，筑牢防疫屏障，坚持科学防疫——

凝聚力量 同心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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