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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梁爽 通讯员/周嘉舜
江疾宣）寒冷冬季，人们进行室内活动较多，环境相
对密闭，空气流通不畅，容易造成呼吸道传染病的传
播。江门市疾控中心提醒，注意防范新冠病毒感染、
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和非
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等四种疾病。

新冠病毒感染属于“乙类乙管”常态化防控阶
段。据悉，随着冬季气温逐渐降低，呼吸道疾病进入
高发季节，混合叠加感染风险增高，市民仍需做好必
要的防护措施。

监测数据显示，去年12月以来，我市报告流感病
例持续上升，目前处于高位平台期，仍将持续一段时
间。尤其年幼者（2岁及以下的婴幼儿）、老年人、孕产
妇，以及有慢性基础病的患者为需要重点预防的人
群，避免引起其他并发症。江门市疾控中心提醒：1、
注意开窗通风，加强室内空气流通，开窗换气30分
钟，每天1—2次。2、少聚集、出行佩戴口罩、注意咳
嗽礼仪、保持社交距离。3、早睡早起，加强锻炼，补充
足够营养，规律作息，避免过度疲劳，提高自身抵抗
力。4、接种流感疫苗是目前最有效的预防手段，建议
每年在流感季来临前及时接种，能更有效建立防护。

每年10月至次年3月是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流
行的高发季，应警惕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院等集
体单位出现诺如病毒的暴发疫情。江门市疾控中心
建议：1、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饭前、便后要勤洗手，
用肥皂和流动水至少清洗30秒。2、不喝生水，蔬菜
瓜果要洗净，食物及贝类等海鲜类食品要煮熟食用。
3、如果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不要坚持上班或上学，
特别是食品从业人员，应立即离岗，密切关注健康状
况。

冬季群众使用煤炭、炭火等取暖的需求增加，非
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事件也进入高发期。非职业性
一氧化碳中毒主要发生场所为家庭，主要危险因素包
括燃煤取暖、吃炭火火锅、烧烤、洗澡过程中煤气热水
器使用不当、汽车排气系统一氧化碳泄露等。江门市
疾控中心提醒：1、室内保持定期开窗通风，定期检查
煤气有无泄漏。使用管道煤气炉灶时，管道老化、跑
气、漏气等情况需要定期检查。家庭用煤炭时要烧
尽，不要闷盖，煤炉要安装烟筒。2、不要长时间在密
闭车厢内靠发动机供暖，更不能在发动机持续燃烧时
在车厢内睡觉。3、一旦发现有一氧化碳中毒患者，应
立即开门窗通风，将患者迅速转移到开阔通风的安全
地区，松开患者领口，使患者呼吸通畅，并拨打120急
救电话求助。

江门日报讯（记者/张泽彬 通讯员/陈忠德）去
年，台山市卫生健康局以强基层为卫生健康工作重
点，在台山所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优质服务基
层行”活动，并取得显著成果。据悉，台山19家基层
医疗机构均达到国家“基本标准”，其中9家已达到国
家“推荐标准”，远超国家既定要求，并连续3年获国
家卫生健康委通报表扬，走在江门市前列。

2023年，根据省、江门市的部署安排，在台山市
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台山市卫生健康局大力开展“优
质服务基层行”活动。在推进活动的过程中，形成了
局领导负总责，各相关股室齐抓共管统筹推进的良好
局面。此外，台山十分注重与基层综合医改、分级诊
疗等医改政策衔接，明确医共体总院及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责任，为抓质量强基层、推动基层建立分级诊疗
制度奠定良好基础。

据统计，自活动开展以来，台山市共派出县级基
层管理、医药护理、公共卫生等专家1700余人次，开
展基层医疗机构相关政策、标准解读和宣传达40余
次，累计指导台山19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30余次。

自开展“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以来，台山各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结合自身实际，争先创优，构建完善组
织领导，加强内部重点环节、重点领域、重点人员管
理，把“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做实做优，其中，台城街
道卫生院、端芬镇卫生院表现突出。

台城街道卫生院在重点指标上攻坚克难，围绕消
毒供应室扩建、中医馆内涵建设、五官科人员配备、远
程医疗平台建设等方面加强投入，以患者就医获得感
为根基，以PDCA方法改进医疗质量，并与广东药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建立医联体合作关系，强力推动医
院发展，让患者在家门口即可享受省级专家服务。

端芬镇卫生院围绕医疗质量与安全、患者安全管
理、护理管理、医院感染管理等能力指标，以评促建、
以评促改，成功达到国家“推荐标准”，并有效盘活医
疗床位，创新性地打造了“两院一体”新模式。这一经
验被国家卫生健康委广泛推广，并被省深改委列入复
制推广基层改革创新经验的典范。

2024年，台山将推动更多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申
报国家“推荐标准”，通过达标机构的典型示范作用，
带动其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升服务质量，为实施

“百千万工程”夯实坚实基础，为人民群众的健康福祉
贡献力量。

儿童急诊量回落
成年人急诊量有所上升
记者：结合近期接诊情况，有反复感

染呼吸道疾病的情况出现吗？
彭景钦：近期，儿童门急诊量有所回

落，成年人急诊量有所上升。呼吸道感染
性疾病以流感病毒、肺炎支原体感染为
主，此外还有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腺
病毒感染等，都是由已知的流行病原体感
染引起的。但是由于病原体感染后建立
的免疫不持久，可以反复感染，而且病原
体没有交叉保护性免疫，可以同时感染或
交替感染。感染后呼吸道免疫屏障受到
损害，细菌感染风险加大，因此容易出现
合并细菌等混合感染，尤其是老年人、幼
儿及有基础病的患者更容易出现病情恶
化。

记者：甲流和乙流有什么区别？结合
近期接诊病例，出现先后感染甲流和乙流
的概率大吗？

傅雯静：流感，分为甲乙丙丁四种类
型，我们比较熟悉的是甲型和乙型流感。
甲型流感的抗原容易出现变异，常常引起
大范围的流行，乙流的抗原性比较稳定，
一般引起局部范围的流行。

就症状区别上，两者相差不大，
均常表现为高热、肌肉酸痛、乏
力等全身症状，很难单纯从临
床症状区别两种流感类型。
有研究表明，乙流的肌肉酸
痛症状更加明显，不过缺
乏大范围的研究数据。

两种类型的流感病毒
抗原差异很大，因此两者间

缺乏交叉免疫。从理论上看，感染过甲流
也可以接着感染乙流。我们近期门急诊
的患者中，也有不少患者在短时间内连续
感染两种流感病毒。但大部分患者的病
情并不严重，没有出现大量的重症患者，
公众不必恐慌。

就诊勿“扎堆”
轻症患者可先居家观察
记者：孩子得了流感怎样护理？出现

什么症状需要就诊？
傅雯静：得了流感后，孩子常常会高

热、肌肉酸痛、乏力等，有的还会出现呕
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孩子高烧不退最
让家长焦虑，不过，除非是 41℃的超高
热，普通发热仅是一种免疫反应，不会造
成太大影响。退烧的目的主要是让孩子
舒服一些。

轻症患儿不必立即去医院，可先居家
观察。如果孩子发热且精神状态不太好，
感觉难受，可使用退热药物，鼓励其多摄
入水分。不要捂热孩子，穿衣以孩子觉得
舒服为宜。若肌肉酸痛则注意多休息，避
免剧烈运动。饮食上不需特别忌口，若呕
吐或者腹泻，则以清淡饮食为主。

若孩子发热超过 3 天，精神状态不
好，不发热时也没精神；频繁呕吐不能进

食，剧烈头疼甚至出现抽搐，则
需要及时就诊。

记者：感染流感病
毒后，需第一时间服用
奥司他韦吗？对于呼
吸道疾病，如何正确
使用药物？

傅雯静：针对流

感，无论甲流、乙流，都可使用奥司他韦治
疗。它是一种流感的特效药物，可抑制病
毒的复制，一般起病后 48 小时内使用效
果最好，疗程需5天。若针对非高危人群
（5 岁以上、无基础疾病），特别是已接种
疫苗人群，不必使用奥司他韦，绝大部分
也可以自愈。

治疗呼吸道疾病的核心，是区分清楚
感染病原体，针对病原体有效治疗。这在
判断上涉及专业医疗决策，建议家长在使
用抗生素或抗病毒药物前，先咨询医生。
其余药物主要是对症治疗，包括退热药、
化痰止咳药等，一般来说安全性比较高。
但孩子肝肾功能发育未完善，用药应尽量
做“减法”，尽量避免使用复方药物，成分
或功效相似的药物不要一起服用，以免出
现药物过量的情况。

现在接种流感疫苗
可预防多型别流感

记者：现在能否接种流感疫苗？它对
甲流、乙流是否均有效？

彭景钦：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
有效的手段，通常接种流感疫苗2—4周后，
可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可以显著降
低接种者患流感和发生严重并发症的风
险。一般建议在流感流行季开始前接种
流感疫苗，但是在流行期间任何时候也都
可以进行疫苗接种，需要注意的是，感冒
发热等感染或急性发病期间不能接种疫
苗。流感病毒有多个型别和亚型，感染一
个型别或者亚型后，还有感染其他型别或
者亚型的风险。而流感疫苗是覆盖了多种
不同型别和亚型的多价疫苗，它对甲流、乙
流等均有效，能够预防多型别流感。

此外，正确佩戴口罩，坚持“七步洗手

法”，保持环境清洁和室内通风，减少聚集
活动，加强锻炼增强体质等，都是预防流
感的重要举措。

记者：患者是否可以购买流感检测试
剂自行检测？有什么提醒事项？

彭景钦：流感抗原试剂可在家里进行
检测，但自行检测有一定的局限性，可检
测的病毒种类有限，结果有一定误差。出
现假阳性或者假阴性概率高，可能会影响
疾病治疗。另外，自行检测需注意购买正
规资质的试剂盒，采样的手法也会直接影
响采样结果，必须严格按照要求进行规范
采样。

记者：如何应对多种呼吸道病原体叠
加风险？公众如何做好防护？

彭景钦：适时接种流感疫苗，降低感
染风险。提高机体免疫力，减少病原微生
物对人体的攻击，适当补充水、电解质等。

1、尽早开展疫苗接种。接种疫苗其
实是可以减少感染，降低重症发生的风
险，也是预防传染病最经济、最有效的手
段。

2、尽量避免前往人员密集、相对密闭
的场所，如果必须前往时，建议要佩戴好
口罩，降低呼吸道传染病感染的风险。

3、加强日常健康监测，尤其对幼童、
孕妇和老年人，如果出现了发热、咳嗽等
呼吸道感染的症状，应该尽早就医，同时
要遵医嘱，科学、安全地用药。

4、家庭成员如果出现了呼吸道传染
病患者，应该避免接触其他的家庭成员，
尤其是避免接触幼童、孕妇和老年人。就
诊时，要做好个人防护，避免交叉感染。

被流感困扰觉得“怎么就好不彻底”
的年轻人、发烧咳嗽难受不已的孩子、实
在拗不过儿女劝说来看病的老人……呼
吸道疾病高发的夜晚，白天咳不停或忍着
不舒服的人们，往往会来到医院急诊和夜
间门诊。

为了满足广大市民非工作时间的医
疗需求，进一步提升患者就医体验，江门
市五邑中医院于近日增设了以呼吸专科
为主的夜间门诊。

1月8日，该院肺病科（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主任中医师、医务科副科长彭景
钦坐诊，刚忙完白天的工作已临近晚上6
点，彭景钦抽出3分钟时间扒了几口晚
饭，又匆忙地投入到夜间门诊。

“孩子发烧3天了，一直咳嗽停不下
来……”方女士带着3岁的儿子坐在203
诊室，她向医生倾诉，“孩子年纪小，我不
敢给他随便用药，下班后赶紧带到医院来
了。”

“我们坚持中西医结合治疗，对抗呼
吸道感染疾病，医院自制的中药制剂还是
比较有效的。”彭景钦告诉家长，目前，治
疗上还安排了中医药手段，通过中西药结
合的方式，提升疗效。

“看病还挺快的，我们晚上7点按照
预约时段来的，签到后等待了十来分钟，
就轮到了。”带孩子来看病的黄女士说。
为了缩短患者等候时间，该院肺病科（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兼肺病科一区主

任范发才更是“超长待机”，1月10日当
天，从下午2点30分看诊，一直持续到晚
上10点。

“我们夜间门诊团队由7名经验丰富、
技术过硬的高级职称医师组成，主动挤出
时间在夜间加诊，保障关键岗位接诊能
力。”彭景钦介绍，夜间门诊既能缓解“扎
堆”看病的问题，又能提高医疗资源的利
用效率。希望通过医护人员的不断努力，
能为群众的健康增添更多的安心和保障。

台山市扎实开展“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

19家基层医疗机构
达到国家“基本标准”

江门市疾控中心发布1月疾病风险提示

注意防范四种疾病

冬季，是呼吸道疾病高发季节，医院面临着接待大量患者的考验。

1月15日晚上9点30分，江门市中心医院互联网医院儿童发热门

诊，儿内科医生邓镜业又完成了1例患儿的线上问诊。几乎就在同一时

间，江门市五邑中医院1号楼203诊室的灯光终于熄灭，意味着这一天夜

间门诊使命的完成。

针对冬季呼吸道疾病高发形势，江门不少医院优化诊疗流程，提高服

务效率。从及时分诊分流缩短患者等候时间，到开设夜间门诊延长接诊

时间，再到统筹院内资源优化互联网医院儿童发热门诊，多家医院切实保

障呼吸道疾病诊疗需求，“应开尽开”为患者带来更多安心服务。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梁爽 通讯员 赵晓东 谭淑欣

“孩子吃了美林后，仍在38℃左右徘
徊，要不要去医院呢？”何女士拿起手机，
进入江门市中心医院互联网医院儿童发
热门诊，提交了线上问诊需求。

通过互联网医院，这个问诊“订单”，
即时发到了该院儿内科医生温锦涛手
中。正是午休时分，温锦涛毫不犹豫地上
线，提供一对一的接诊服务，仔细询问患
儿情况，开具处方、指导用药。患者完成
缴费后，只需等待药品配送到家。最后，

温锦涛还耐心地提醒家长，“保持室内通
风，不去人流密集的地方，如发生过敏，或
症状加重，及时到医院就诊。”

利用个人休息的碎片化时间进行接
诊，这不仅是温锦涛的经历，也是该院互
联网医院492名接诊医生的写照。这批
医生当中，互联网医院儿科门诊医生19
名，其中包含儿童发热门诊医生7名。

在接诊的线上患儿中，有的地区偏
远、有的不便出门，有的症状较轻或身体

状况良好，除了舟车劳顿，互联网医院为
他们提供了另一个更优的选择。

“作为‘云院区’，互联网医院打破了
传统医疗的服务的时空距离，为患者提供
无边界的闭环医疗服务，能解决患者挂号
时间长、候诊时间长、取药时间长等问
题。”该院医务部主任余新立介绍，“云院
区”让患者足不出户即可享受高水平医院
的诊疗及药物配送到家的便民服务。需
要注意的是，若患儿需紧急退热处理，则

应及时到线下医院就医。
记者了解到，该院互联网医院儿童发

热门诊于2022年12月14日正式上线，
随着冬季呼吸道疾病高发季节的到来又
进一步统筹资源并优化。截至2024年1
月14日，已接诊1627人次，日服务量最
高160人次，有效地减少了线下就医的人
流聚集，降低交叉感染的风险。

互联网医院提供便利 患者可以线上问诊

增设夜间门诊 缓解“扎堆”看病问题

“云院区”打破时空距离 夜间门诊缓解“扎堆”问题

“应开尽开”满足就医需求

近期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以流感为主
专家提醒：防范呼吸道病原混合感染

日前，“甲流刚好又中招乙流”话题冲上热搜。有部分网友疑惑，甲流和乙流都属
于流感，感染甲流后体内有了抗体，怎么还会感染乙流。而有网友反映，自己确实有
先后感染甲流和乙流的经历。

记者从江门市疾控中心获悉，根据监测数据，去年12月以来，我市报告流感病例
持续上升，目前处于高位平台期，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为何会出现重复感染甲流和乙流的情况？乙流与甲流有何症状区别？呼吸道传
染病发生重复感染的概率大吗？如何做好防护？针对以上问题，记者采访了江门市
中心医院儿内科副主任医师傅雯静和江门市五邑中医院肺病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主任中医师彭景钦。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梁爽
通讯员 赵晓东 谭淑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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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医院打破时空距离，为患者提供无边界的闭环医疗服务。

呼吸道疾病进入高发季节，混合叠加感染风险增高。

近期医院接诊的呼吸道感染患者以流感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