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阳”是否增多？
疫情会有哪些变化？
——权威专家回应新冠疫情热点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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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感染的症状很轻，从中医的

角度看，它是一个风热感冒，呈现风热

感冒的特征。”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

泉分析，现在很多地方从春天转入到夏

天，天气逐渐炎热。天气热了后，风热

导致的疾病就会增加。二次感染后出

现风热感冒症状，如嗓子疼、轻度咳嗽、

低烧等，使用中医治疗风热感冒的药物

非常有效，如清热、疏风解表、利咽喉类

药物。低烧的人用了这些药物，不到24

小时就能退烧，嗓子也不疼了，全身症

状就会逐渐消失。

刘清泉说，针对出现二次感染的情

况，大家不用惊慌。要做好个人防护，

勤洗手，避免到人员聚集的场所，多开

窗通风等。

“要保持健康饮食，最好做到清淡

饮食。”刘清泉说，从中医角度看，风热

引起的感冒，最容易侵犯的是有热邪

内积的人群。经常吃重油重辣重盐类

食物，会很快生成体内积热，容易感冒

或感染新冠病毒。因此，饮食要清淡，

要保持胃肠清利，防止胃肠有积热，再

次感染的概率就会下降。

刘清泉表示，对于儿童青少年来

说，少吃快餐，少喝碳酸饮料。儿童青

少年本来都是阳热性体质，经常吃快

餐、喝碳酸饮料以后，体内会产生积

热，感染新冠病毒的概率就会大增。

他们感染以后往外传播的概率加大，

因为孩子的学习活动比较多。要保持

作息规律，早睡觉，饮食清淡。

王丽萍说，进入“乙类乙管”后，我

国防控的目标是保健康、防重症，所以

对于有重症高风险人群，如老年人，尤

其是80岁以上的老人、严重基础性疾病

患者，要做好个人的防护，避免去人多

聚集的场所，平时注意手卫生，去人多

封闭的环境，注意戴好口罩等。

保持健康生活方式
做好个人防护

近期，一部分人出现新冠“二阳”，还有一部分人出现咽喉痛等新冠相关症状。新冠“二阳”后症状

如何？出现“二阳”该怎么处理？国家卫健委组织专家对此进行了解答。本期健康问诊集纳了专家

的意见，总体来看，专家研判认为，短期内不会出现规模性疫情，也不会对当地正常医疗秩序和

社会运转造成明显冲击。去年底感染的人群，目前还存在有效的抗体保护，即使再次感染，症

状普遍较轻。目前无论是初次感染，还是再次感染，重症比例都是非常

低。建议高龄老人等人群，做好个人防护，如果感染要及时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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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监测数据看，目前我国新冠病毒

的主要流行株是奥密克戎XBB系列变异

株。”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陈操

说，“乙类乙管”以来已有 5 个多月的时

间，我国与国际社会交流不断增多，国内

新冠病毒的毒株构成受国际影响明显增

大。5月上旬，我国输入病例中XBB系列

变异株的构成比已经达到了95.6%，与全

球的 XBB 系列变异株占比基本保持一

致。在本土病例中，XBB系列变异株占比

由2月的0.2%增加到5月上旬的83.6%，

BA.5.2、BF.7和BA.2系列变异株合计占比

约16.4%。

“XBB系列变异株是新冠病毒奥密克

戎的重组变异株。研究数据显示，与早期

流行的奥密克戎变异株相比，其传播力和

免疫逃逸能力都要强，但致病力没有明显

变化。”陈操表示，大家要科学看待疫情，

坚持已经养成的良好卫生习惯，不要过于

恐慌，也不要麻痹大意，保持良好心态。

“总体来看，我们研判认为，短期内不

会出现规模性疫情，也不会对当地正常医

疗秩序和社会运转造成明显冲击。”中国

疾控中心传防处研究员王丽萍介绍，全国

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监测显示，4月下

旬以来，全国报告确诊病例数呈现上升趋

势，尤其是“五一”假期后上升趋势较快。

最近一周，全国报告的确诊病例数上升势

头有所减缓。发热门诊监测数据显示，4

月下旬以来，尤其是5月份，全国发热门

诊就诊的患者数量有所增加，新冠阳性检

出率维持在7%左右。预计接下来一段时

间，全国疫情还会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

不排除一些地区疫情会有所增加。

陈操说，疾控部门会继续做好哨点医

院确诊病例和聚集性疫情变异株监测工

作，加强对重症、特殊人群病例的变异株

监测，并同海关部门做好输入变异株的监

测工作。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多渠道的

监测预警机制，一旦发现疫情，各地疾控

部门将边核实、边评估、边预警、边处置，

同时也会向社会实时回应关切。

来源：《人民日报》、新华社 指导专家：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陈操 中国疾控中心传防处研究员王丽萍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 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

主要流行XBB系列变异株
致病力没有明显变化

二次感染整体上看病程更短
发热时间更短、发热度数更低

“去年底感染的人群，目前还存在有效的

抗体保护，即使再次感染，症状普遍较轻。”北

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分析，

新冠病毒感染不论是初次感染还是二次感染，

临床表现都是类似的，就是病毒感染。但是感

染后，病情的轻重影响因素很多，包括病毒感

染的量、基础的免疫状态、既往疫苗接种情况

等，所以每个人感受可能不一样。从整体上

看，再次感染或者二次感染的人群，不论是原

来的奥密克戎毒株的BF.7、BA.4.5，还是现在

的XBB，症状都要轻。如病程更短、发热时间

更短、发热度数更低。

“从临床上看，目前无论是初次感染，还是

再次感染，重症比例都是非常低的。”王贵强

说，新冠住院的比例很低，一些需要住院的高

龄老人新冠症状不重，但基础病很重，需要住

院治疗。

王贵强说，原来没有感染的人群、高龄老

人、没有打疫苗的人、有基础病的人，是临床高

度关注的人群，也是需要重点防护的人群。建

议这些高风险人群注意做好防护，尽可能不感

染。有基础病的老年人，出现发热、上呼吸道

感染等症状，至少做抗原检测，做到心中有数，

如果是新冠病毒感染，要及时就医。现在，抗

病毒药物可以使用，重症高风险人群早期进行

抗病毒治疗，可以降低重症风险。

王贵强建议，一旦感染了新冠或者“二阳”

了，还是要做好个人防护，尤其是家里有老人，

特别是卧床等有基础疾病的老人，避免造成家

人感染，最大限度降低危害。要避免带病工

作，避免参加聚集性活动，出门要做好个人的

防护，尽可能居家康复。

近期，一部分人出现咽喉痛的症状，是否

由新冠病毒导致？王贵强说，在人体上呼吸道

中，咽喉是个门户，咽喉痛是呼吸道感染的普

遍表现。无论是新冠病毒，还是流感病毒，哪

怕是细菌感染，如支原体、衣原体感染等，都会

出现咽喉肿痛。如果出现咽喉肿痛，可以用点

解热镇痛类的药物，或者多喝水，注意休息，可

以有效缓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