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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顾天成 黄筱 龚雯

冬春季节是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节。随着
元旦、春节临近，人群流动和聚集性活动增多，
公众十分关心如何减少呼吸道疾病感染风险。

当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监测情况如何？
什么是人偏肺病毒，如何诊断和治疗？冬春季
节如何做好呼吸道传染病预防？针对公众关
切，记者走访基层医院并采访了相关疾控、医
学专家。

专家科普人偏肺病毒
冬春这样守护呼吸道健康

预计今年呼吸道传染病流行规模和强度比去年低

“来门诊检测后显示是流感。”在北京市海
淀区学院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位刚取完药
的市民告诉记者，自己近些天咽痛严重伴随发
热，怕传染给家人，第一时间来问诊开药。

北京儿童医院急诊内科副主任医师赵光
远表示，进入12月份以来，医院发热门诊更加
忙碌了一些。

“流感病毒检出阳性率近期呈上升趋势，
进入季节性流行期，接下来一段时间内还会持
续上升，鼻病毒阳性率呈下降趋势，肺炎支原
体在我国北方省份的阳性率在下降。”中国疾
控中心传染病所所长阚飙在27日召开的国家
疾控局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全国急性呼吸道传
染病哨点监测结果显示，人偏肺病毒在14岁及

以下病例中的阳性率也呈上升趋势，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以及其他一些呼吸道病原体现处于
较低流行水平。

阚飙表示，不同病原体所致感染的疫情走
势有所不同。预计今冬明春仍将呈现多种呼
吸道传染病交替或叠加流行态势，从目前情况
看，今年呼吸道传染病的流行规模和强度比去
年要低。

据介绍，近年来我国检测多种病原体的能
力大幅度提高，在优化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的
基础上，已在1041所哨点医院开展新冠、流感
等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监测，覆盖了所有地市和
代表性县区，能够及时掌握传染病流行趋势和
病原谱构成，有效促进临床救治和疫情防控。

人偏肺病毒感染多数人一周左右自行缓解

疾控机构监测数据显示，2024年12月中旬
起，门急诊流感样病例中，人偏肺病毒感染在
南北方省份均有所增多。有部分网友对该病
原体不熟悉，在网络上“求”科普。

对此，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郑丽
舒介绍，人偏肺病毒（HMPV）不是危言耸听的

“新毒株”，而是一种会引发急性呼吸道感染的
常见病毒。由于该病毒培养生长缓慢、症状不
够特异，在本世纪初才被科学家发现。但研究
表明，它已经在人类中存在了60多年。

人偏肺病毒颗粒主要呈多形性球体，平均
直径约为200纳米，具有全球性流行特点，不同
亚型可能同时流行。

“对大多数人来说，人偏肺病毒感染表现
为自限性疾病，多数人在一周左右症状逐渐缓
解。”郑丽舒说，虽然一年四季都可能发生人偏

肺病毒感染，但冬春季是高发期，尤其是在学
校、医院和养老院等人群密集场所更容易发生
聚集性疫情。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呼吸内科
主任唐兰芳表示，人偏肺病毒感染的常见症状
有咳嗽、发热、鼻塞流涕等上呼吸道感染症状，
但少部分患儿会出现肺炎甚至重症肺炎的表
现。对于儿童、老年人和免疫功能较弱的人
群，还是要密切关注病情变化，一旦出现高烧
不退、精神不好、咳嗽加剧、气促等症状，应及
时就医。

部分家长关心，孩子感染人偏肺病毒后如
何治疗和居家护理。对此，唐兰芳说，目前，还
没有针对人偏肺病毒感染的特效药物和疫苗，
以对症支持治疗为主，患病后应好好休息，清
淡饮食，及时增减衣物等。

专家强调做好预防、合理备药

“冬季的呼吸道传染病发病率约是其他季
节的2至3倍。”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控中
心研究员徐建国近日在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面对流感等常见呼吸道病原
体，常用个体防控措施，如注意个人卫生、消毒
通风优化室内环境等，可发挥较好的预防作
用。对老年人、慢性基础疾病患者等重点人群
来说，建议积极接种新冠、流感、肺炎球菌疫
苗，以减少感染发病和重症风险。此外，加强
校园、养老院防控，避免聚集性感染是防控关
键。

有公众关心，如何区分不同病原体导致的
呼吸道疾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
医院感染科副主任阮正上表示，从发烧的体温

高低或头晕症状来判断流感、支
原体肺炎、人偏肺病毒等呼吸道

传染病不是十分准确，可能还会耽误病情。因
为这些疾病在症状上有相似处，都有可能出现
咳嗽、鼻塞、疲劳乏力、肠胃不适甚至高热等，
具有一定迷惑性。如果不适症状加重，要通过
就医来明确病原、针对用药。

“做好预防，有以下共通的重点。”阮正上
说，比如戴口罩、勤洗手、勤通风，减少去人员
密集场所等。此外，家庭备药需合理，可以备
一些退烧药、止咳化痰药物等。流感病毒有针
对性抗病毒药物，早期识别后早期用药，可明
显缩短病程，减少重症发生。但如果出现高热
不退、精神萎靡等症状，应及时就医。尤其是
有慢病的老年人，或肿瘤患者、免疫缺陷患者，
应根据自身情况尽早就医。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