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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田晓航

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工作重心从“防
感染”转向“保健康、防重症”。在中成药
的使用中，很多药的适应症都有风寒和
风热的区别，该如何判断自己的症状是
寒证还是热证？怎么选中药治疗更有
效？如何避免用药误区？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组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
医院院长刘清泉作出专业解答。

问：很多中成药的适应症都有风寒
和风热的区别，该如何判断自己的症状
是寒证还是热证？怎么用药才能更对
症、更有效？

答：新冠病毒感染从中医来看属于
“疫”病范畴，通俗地说，是传染性很强
的外感病。对于外感病，不管其诱因是
风寒还是风热，出现临床症状大部分都
表现出发烧、怕冷、乏力、咽喉疼痛等。
无论是风寒还是风热引起的临床不适，
运用具有解表功能、治疗感冒的药物治
疗都是有效的。如果有专业医生运用
中医理论进一步区分风寒、风热进行治
疗，可能效果会更好。

临床表现为发烧、很怕冷、肌肉酸
痛、咽干咽痛、乏力、鼻塞流涕等症状
的，多属于风寒导致，宜服用疏风解表
的中成药，如在北方地区常用的感冒清
热颗粒、荆防颗粒等。

临床表现为发热、咽喉疼痛明显，
怕冷不明显，肌肉酸痛、乏力、咳嗽等症
状的，多属于风热导致，宜服用疏风清
热或者化湿解表、清热解毒的中成药，
如宣肺败毒颗粒、清肺排毒颗粒、蓝芩
口服液等。

患者可根据自身症状选择其中一
种中成药。按照说明书剂量或咨询专
业医师服用 1 至 2 天后，若症状无明显
缓解或持续加重，建议及时到正规医疗
机构就诊。切勿盲目同时服用多种功
效类似的中成药。

特殊重点人群，尤其是老年人合并
慢性基础疾病者、肿瘤患者、免疫相关
疾病患者、慢性肾功能衰竭在做常规透
析的患者等，这些人群如果感染了新冠
病毒，选用中成药时一定要向专业医师
咨询，在医生指导下用药。

问：《新冠病毒感染者居家中医药
干预指引》以及各地出台的指南指引推
荐了很多中成药，个人参照这些方案，
该怎样选中药？如何避免用药误区？

答：个人选药时，应注意以下几方
面：

一是经早期治疗，新冠病毒感染者
一般 2 至 3 天体温就可以恢复正常，之
后一些患者会出现咽喉疼痛、咳嗽、声
音嘶哑等症状，此时宜服用具有宣肺止
咳功效的中成药，如急支糖浆、通宣理

肺丸等；咽喉疼痛明显者加用几天利咽
解毒止痛的中成药，如六神胶囊、清咽
滴丸等。

二是部分人会出现乏力、呕吐、腹
泻症状，从中医来看是湿邪明显，宜服
用化湿解表类的药，如藿香正气水、藿
香正气胶囊等。但此时不宜服用清热
解毒的药物，以免导致腹泻或消化道症
状加重。

三是儿童出现发热、咽干咽痛、咳
嗽等症状，可以用疏风解毒、清热宣肺
的药物，如儿童清肺口服液等；如发热、
食少腹胀、口臭、大便干结，可以用消积
导滞、清热宣肺的中药，如小儿柴桂退
热颗粒等。对于一些特殊体质的孩子，
如过敏性体质，用药前一定要向儿科医
生咨询。对于婴幼儿，除了吃药还可以
采用非药物治疗手段来缓解症状，如推
拿、捏脊或者中医刮痧。

新冠病毒感染者要理性、合理用
药，切忌病急乱投医、盲目用药。用药
前要认真阅读说明书，用药48小时之内
症状没有明显缓解，要到医院就诊。不
主张同时服用中、西药，中、西药要间隔
半个小时以上服用，不要重叠使用同一
类型的药物。对于轻型患者来说，一般
服药 5 至 7 天，临床症状缓解得差不多
了，就可以进行饮食调整，不要过度服
用药物。 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风寒风热如何区分？服中药如何更对症？
——权威专家回应防疫热点问题

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于
2023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有关
儿童优惠票和学生优惠票的规定发生
了变化。

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儿童购买儿童优惠票
年满14周岁的购买全价票
每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可免费携带一名身高未达
到1.2米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

儿童优惠票方面

取消学生优惠票仅限寒暑假购买的限制，学生旅客可
在一学年内任意时间购买4次优惠票

学生优惠票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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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记者 高蕾）
记者1月4日从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国务院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求各地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委员会）办公室要
统筹用好基层工作力量，寒假春节期间对
本地区困境儿童进行一次走访探视。

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近日通知开展“情暖新春 共护未
来”2023年寒假春节期间困境儿童关爱
服务活动。通知指出，走访探视时，要重
点了解儿童监护或委托照料状况、健康
情况、寒假春节期间儿童去向和面临困
难问题等。针对困境儿童的实际困难，
要明确专人做好关爱服务工作，确保各
类信息沟通渠道畅通，保证儿童在遇到
困难时第一时间能够得到关爱服务。

通知强调，各地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
导小组（委员会）办公室要结合走访探视
活动，大力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法律法
规政策宣讲，指导村（居）民委员会督促指
导困境儿童监护人或受委托照料人认真
履行监护主体责任或委托照料职责。要
将父母均在外地过年的农村留守儿童作
为关爱服务的重点对象，督促引导父母加
强与农村留守儿童的亲情沟通，给予儿童
亲情关爱，加强假期亲子陪伴。

通知还要求，要确保将孤儿、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等困难儿童群体纳入价格补
贴联动机制保障对象。对于父母及其他
监护人因突发事件影响，不能履行监护
和抚养责任的，未成年人住所地民政部
门要依法进行临时监护。

国务院未保办

寒假春节期间各地要对
困境儿童进行走访探视

2023 年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按照
火车票提前15天发售的安排，1月7日，
2023年除夕（1月21日）的火车票将正式
开售。抢票前，这些新变化你要注意！

除夕火车票明日开售

2023年春运明日（1月7日）开始，至
2月15日结束，为期40天。

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发售的安排，1
月5日，旅客可以购买1月19日（腊月二
十八）的火车票，1月6日可以购买1月20
日（腊月二十九）的火车票，1月7日可以
购买1月21日（除夕）当日的火车票。

据了解，为充分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方便旅客购票，铁路部门科学制定客车
开行方案。其中，节前高峰日安排开行
旅客列车6077对，节后高峰日安排开行
旅客列车6107对，最大客座能力较疫情
前的2019年春运增长11%。

此外，国铁集团表示，为满足旅客
多样化需求，根据需要，将在部分运力
紧张的高铁通道增开夜间高峰线动车
组列车，在京广、杭深高铁开行卧铺动
车组。

同时，铁路部门根据铁路12306客票
预售和候补数据，分析旅客出行规律，动
态研判客流走势，梯次安排运力投放，实
现运能和需求的精准匹配。

倡导旅客错峰出行
加强重点处所通风消毒

今年春运期间的疫情防控工作受到
广泛关注。

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跨区域人员流动性将加速释放加速释放，，2022023 年
综合运输春运疫情防控和运输服务保障
工作面临新形势。

如何最大限度保障广大旅客和铁路
春运一线职工的健康，最大限度减少疫
情对春运的影响？

对此，铁路部门倡导旅客错峰出行，
减少人员聚集，强化车站客流组织，积极
推广无接触式服务，引导旅客有序分散
进站候车，保持安全距离。

此外，铁路部门将加强卫生间、洗
手池、电梯扶手、座椅等重点处所通风
消毒，保持站车良好环境；加强旅行健
康宣传提示，引导旅客全程佩戴口罩，
强化自身健康防护；严格做好铁路春
运一线职工健康防护，加强保洁、安

检、餐饮、业务外包人员一体化管理；
强化路地联防联控，有序做好应急处
置工作。

购买儿童优惠票与学生优惠票有变化

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于2023年
1月1日起施行。其中，有关儿童优惠票
和学生优惠票的规定发生了变化。

儿童优惠票方面，全国铁路对儿童
优惠票实行车票实名制管理，并以年龄
划分优惠标准。随同成年人旅客乘车的
儿童，年满 6 周岁且未满 14 周岁的儿童
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的购买全
价票。每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可以免费
携带一名身高未达到 1.2 米且不单独占

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时，超过人
数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

学生优惠票方面，铁路部门一并取
消学生优惠票仅限寒暑假购买的限制，
学生旅客可在一学年内任意时间购买4
次优惠票。扩大非高峰方向列车票价打
折优惠范围和幅度，让旅客获得更多实
惠。

旅客出行体验还有这些改进

春运是人员流动规模最大、出行最
为集中的时期。有旅客出行时担心出现

“上不了车、转不了站、吃不好饭”问题。
针对旅客担心的问题，国铁集团表

示，铁路部门推出便民利民惠民服务举
措，有效提升旅客出行体验。具体举措
如下：

1.进一步扩大电子客票应用范围，在
到站补票和列车补票业务环节全面实施
补票电子化；完善12306消息通知机制，
及时准确地向已购票旅客推送列车停运
和变更信息。

2.将开展互联网订餐的车站由55个
增加到76个，覆盖全国绝大部分动车组
列车和长距离普速列车。

3.安排站内便捷中转换乘服务的车
站由 80 个增至 100 个，旅客换乘将更加
便捷高效。

4.在全国3200余组动车组列车上推
行“铁路畅行”扫码服务，旅客通过扫描
座椅扶手上的“铁路畅行码”，可顺畅查
询列车正晚点、运行位置、接续车次、交
通接驳等出行服务信息。

据中国新闻网 记者 葛成

除夕火车票明日开售 出行前需注意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