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流感等呼吸道疾病进入高发期。中国疾
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当前全国流感病毒阳性率上
升，尤以甲流多发。专家提醒，如遇流感应及时就
医用药，拖延治疗可能导致病情恶化，引发并发症。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周
倩宜提示，应抓住治疗黄金期，流感病毒在感染初
期会迅速繁殖，感染后 48 小时内是治疗的黄金时
期。“在这个阶段，及时使用抗病毒药物可以有效抑
制病毒复制，减轻症状，缩短病程。”

周倩宜说，流感若未及时治疗，可能会导致病
情加重，引发中耳炎、鼻窦炎、支气管炎、败血症
等并发症，以及肺炎、心肌炎、神经性损伤等严重
并发症。对于儿童、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高危人
群，引发并发症的风险更高。

周倩宜建议，一旦出现流感样症状，如发热、
咳嗽、咽痛等，应及时就医，通过医生的诊断确认
是否为流感，以便采取针对性的治疗措施，及时使
用抗病毒药物，可以有效抑制病毒复制，减轻症
状，缩短病程，避免病情加重，减少病毒传播。对
于发热、头痛、肌肉酸痛等症状，可以使用解热镇
痛药物，同时应注意药物搭配，避免与其他含有相
同成分的药物重复使用，以免引起不良反应。

（新华社记者 栗雅婷 隋福毅）

专家提醒：患流感拖延
治疗当心引起并发症感受甜酸苦辣！新华社记者体验送外卖

新华社记者 高亢 王秋韵

冬季是呼吸道传染病高发期，常见病原
体包括流感病毒、人偏肺病毒和呼吸道合胞
病毒等。

当前我国呼吸道传染病流行态势如
何？怎样有效应对流感、人偏肺病毒？春节
将至，旅途中怎样做好健康防护？国家疾控
局组织疾控和医学专家接受新华社记者采
访，作出专业解答。

——今年冬春医疗负荷较去年低，预计
1月中下旬流感活动水平下降。

“监测数据显示，近期流感仍处于季节
性流行期，流感病毒阳性率上升趋缓，预计1
月中下旬流感活动水平可能会逐步下降。”
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王丽萍说。

专家介绍，由于气候等原因，不同省份
间流感活动水平有所不同，除南方个别省份
处于流行早期外，大多数省份流行强度处于
中等水平；人偏肺病毒阳性率在北方省份上
升趋缓，14 岁及以下病例中阳性率开始下
降；呼吸道合胞病毒阳性率在 0 至 4 岁年龄
组中呈波动上升趋势。

王丽萍表示，预计今年冬春季仍将呈现
多种呼吸道传染病交替或叠加流行态势，但

总体流行强度和医疗负荷较去年低。
——人偏肺病毒是常见病毒，并非当前

优势病原体。
有部分网友对人偏肺病毒不熟悉，在网

络上“求”科普。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免疫
预防所副所长黄芳表示，人偏肺病毒是一种
引发急性呼吸道感染的常见病毒，2001年被
荷兰科学家发现，但研究表明，它已经在人
类中存在了60多年，并不属于新毒株。

“人偏肺病毒感染后常出现发热、咳嗽、
鼻塞、流涕等呼吸道症状，是自限性疾病，大
多数症状可自行消失。在我国集中在12月
至次年4月流行。”黄芳说，该病毒在2025年
第 1 周全国检测阳性率为 6.2%，低于流感，
并非当前我国呼吸道传染病优势病原体。

据悉，疾控部门持续加强监测预警工
作，在做好法定传染病网络直报的同时，进
一步拓展监测渠道，在全国选择了1041家急
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医院，根据监测结
果向社会多频次发布相关健康提示和科普
知识。

——不推荐流感“预防性”用药，目前仍
鼓励打流感疫苗。

“流感是相对常见疾病，建议公众尽量
以接种流感疫苗、加强个人防护来预防。对
于健康成人和儿童，不推荐‘预防性’服用药
物。”北京协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
任医师张弘说。

出现流感症状怎么办？张弘建议，健康
人如出现低热、流鼻涕等症状可以先观察，
在家好好休息，对症治疗即可；如出现高热、
头痛、四肢酸痛明显，建议到发热门诊就诊，
或选择病毒检测试剂，若确认是甲流阳性，
在医生指导下可选择抗甲流药物，如奥司他
韦或玛巴洛沙韦；婴幼儿、高龄老人或有较
严重基础疾病的患者，需尽早检测或就诊。

专家提示，很多人在服用抗病毒药、感
冒药后可能出现腹痛、大便次数增多甚至腹
泻，这些可能与药物抗过敏成分有关，不必
过于担心。

有网友关心，若此前没来得及接种疫
苗，此时是否还适合接种。王丽萍表示，现
在依然可以接种流感疫苗。只要还处于流
感病毒传播活跃期，接种疫苗就能帮助降低
感染风险。

——春节人群流动增多，查收这份健康

防护小贴士。
2025年春运已经启动，人群流动和聚集

性活动增多。王丽萍建议，可从出行前准
备、旅途中防护、旅途后卫生三方面着手，做
好呼吸道传染病健康防护。健康小贴士包
括：

出行前，应提前了解目的地疫情和天气
情况；备好口罩、消毒湿巾、免洗手消毒液；
境外旅行人员需做好个人健康申报；建议老
年人、慢性病患者等积极接种新冠、流感、肺
炎球菌疫苗；如有发热、咳嗽、咽痛等症状，
建议居家休息，推迟出行。

旅途中，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前往密
闭、人群密集场所时，科学佩戴口罩；老年
人、严重慢性病患者尽量减少前往人群密集
的室内公共场所；避免用手触摸口鼻眼，接
触公共设施后勤洗手或用消毒纸巾擦手。

旅途抵达目的地后，及时更换衣物并洗
手、清洗面部；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时，居家
休息，避免参加聚集性活动；症状较重时，及
时就诊并佩戴口罩；出境旅行人员回国后出
现发热、皮疹等症状时，及时就医并告知境
外旅行史，帮助医生进行准确诊断。

1月中下旬流感活动水平将下降
新华社记者 顾天成

外卖订餐、便捷买药、闪送到家……外
卖已成为很多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小黄帽、小蓝帽们骑着电动车，穿梭在人行
道和车流里，经过城市的每个角落。

近期，新华社记者分赴上海、福建等

地，穿起制服、戴上头盔，走近身边“熟悉
的陌生人”，感受外卖员们的苦辣酸甜。

初冬上海的早上，寒意袭人。下载骑手
用的 App，经过身份认证、视频学习等步
骤，记者准备临时上岗。点击“上线”，系
统开始派单。

接单，App里倒计时开始——剩余时间
36分21秒，出发！

路不熟，1 公里多的路程骑了近 10 分
钟，手机上的倒计时像是戴在头上的紧箍
咒，记者不由自主给“小电驴”加速。

“取23号！”跑进取货的便利店，记者
气喘吁吁地说道。女店员头也不抬：“哪家
的？”“蓝色。”“在桌上。”

记者拿起手机点开App，拍照确认已取
到货。记者赶到目标小区时，App已进入最
后5分钟倒计时。

老小区没有电梯，记者飞奔上四楼。找
到客户地址，轻轻敲门。

门开了一道缝，一只手迅速从里面伸
出，熟练地取走了外卖。

没见着人，没有一句话，整个过程不到
2秒。平日里，这样的瞬间也许习以为常。

下楼期间，新订单已来——去附近的商
场取披萨。

有外卖员反映，披萨这类食物很容易
凉，虽然他们都会格外小心翼翼，但当消费
者因食物变凉而不满意时，外卖员大概率会

自掏腰包“息事宁人”。
想到这些，记者拎上披萨，一路小跑，

心也随着倒计时怦怦直跳。穿过凛冽的风，
来到3公里外客户所在小区楼层，记者整理
服装、扶正头盔、敲门。

一位阿姨开门，记者赶紧脱口而出“祝
您用餐愉快”，阿姨轻声回了句“谢谢”。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福建厦门，另一
名记者与“95后”外卖员宋孟可一起，感受

“跑单王”的快节奏。
戴上头盔、拧动右把，电动车“噌的一

下”冲了出去，记者跟着宋孟可在小巷里拐
拐绕绕，寻找目标店铺。

上午10点半到下午1点半，通常是外卖
员一天中最忙的时刻，但这也意味着赚钱更
快。记者赶得停不下脚步，吃饭也要岔开时
间。

在商场里取餐也有技巧。当很多人熙熙
攘攘涌向商场电梯时，宋孟可带着记者从一
扇小门闪身出去，外面是鲜有人迹的楼道和
货梯。“走楼梯可以省下约3分钟。”

外卖要想送得快，里面藏着不少窍门。
潮汕小厨从1号门上楼近；港式茶餐厅

从3号门走……宋孟可打开他的秘籍——手
机笔记，里面详细记录着通往每个商家最近
的路。有些路线能近二三百米，但导航上显
示不出。

看着秘籍上的神秘路线，记者像上了发

条，一路小跑，大脑也不停运转。庞大的商
场里，为每一单迅速定位、优化行程，不是
一个“跑”字能解决的。

“外卖不能进小区”“小电驴不要乱
停”“汤洒了快把楼道清理干净”……外卖
员平均每天能送30至40单，一天下来，记
者发现，送餐时被埋汰也时常遇到。

“有一次地上泥泞，电动车滑了出去，
餐食里的汤水洒了，客户看到就说了我几
句。但我仍然感谢他，因为他点了这单，我
就有收入。”宋孟可说。

傍晚时分，再次进入送单高峰期，记者
接到送药派单。

小药片连着大民生。电话里，客户异常
焦急、反复催促。记者连忙小心翼翼装好
药，一路飞驰，护送这份暖心的希望。

客户收到药品如释重负，激动地反复致
谢。那一刻，记者心里泛起一阵暖意，感受
到这份职业辛劳的背后，亦有守护万家灯火
的荣光。

从早 8 点到晚 9 点，两名记者间歇骑
“电驴”跑了60多公里，完成了16单。

一天的外卖体验过后，记者想对这些努
力打拼的外卖员说：“路上慢着点儿。”也想
对消费者说一句：当我们收到外卖，请道一
声“谢谢”“辛苦了”。

让外卖员们更有动力奔向下一程！这些
常带给我们温暖的人，也应该被我们温暖。

1月15日，工作人员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展示《东方历法：蛇年》邮票首日封。白俄罗斯《东方历法：蛇年》邮票和首日封
发行仪式15日在白国立大学孔子学院举行。《东方历法》系列邮票由白俄罗斯通信与信息化部和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孔子
学院共同推出，今年是按照十二生肖顺序推出的第六套该系列邮票。 新华社发（任科夫 摄）

白俄罗斯发行蛇年邮票

美国研究人员开发出一个新的人工智能模型，经过大量
数据的训练后，该模型能精确预测各种人体细胞内部的基因
表达情况，将为生物和医学研究带来便利。

这个名为“通用表达转换器”（GET） 的模型由美国哥伦比
亚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联合开发，其准确性
和有效性已得到实验验证，论文发表在新一期英国 《自然》 杂志
上。

在基因表达过程中，以 DNA 形式储存的基因“蓝图”转
录成为 RNA 形式的“抄本”，后者指导合成出蛋白质，执行
具体的生理功能。参与转录调控的生物分子种类繁多，相互
作用极为复杂，此前相关预测模型局限于几种特定的细胞，
尤其是癌细胞，缺乏适用于人体多种细胞类型的通用工具。

研究人员根据转录调控机制的特点设计出机器学习模
型，然后用来自 1.3 万个人体细胞的基因测序和表达数据对其
进行训练。这些细胞涵盖 213 种人类胚胎细胞和成体细胞，
都来自没有病变的正常人体组织。

就像 ChatGPT 等人工智能工具能根据大量语料总结出通用
语法规则，GET 模型也能从训练数据中总结出关于转录调控的

“语法”，在此基础上能对其没有接触过的细胞类型进行基因表达
预测。

该模型可用于揭示致病基因的作用机制，指导癌症和遗
传疾病研究。例如某种儿童白血病的患者携带一个功能不明
的变异基因，GET 模型预测该基因会扰乱细胞中两种转录因
子的相互作用，实验数据证实了这一结论。 （新华社发）

新人工智能模型
可预测人体细胞基因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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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正值甲流等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节，针对
儿童感染甲流的情况，国家卫健委在近日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介绍，“儿童应慎用镇咳药”，公众对此
产生一些疑惑，儿童为什么要慎用镇咳药？使用了
会怎么样？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儿科主任 主任
医师 杨光：镇咳药有中枢性镇咳药，外周性镇咳
药以及混合性镇咳药，一般里面含有可待因、福尔
可定、右美沙芬这些成分的药物，不管是单方还是
复方的药物，一般都属于镇咳药。

专家表示，如果儿童患流感后，使用镇咳药，
可能会掩盖一些症状，甚至诱发一些其他病症。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儿科主任 韩彤妍：孩子实
际上咳嗽的时候能够把他气道内积聚的痰液咳出
来，如果我们给他用了镇咳药，虽然他咳嗽这一两
个小时会相对来说减少了，但是这些痰液往下蔓延
的话，就容易发展成下呼吸道感染，反倒更容易诱
发肺炎了。

采访中，专家也表示，即便是选择使用镇咳
药，也尽量选择非依赖性的药物，同时遵医嘱服用。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儿科主任 韩彤妍：比方说
我们可以用一些非依赖性的止咳药物，像右美沙芬
之类的，还有一些中成药，这些中成药最好是选用
有儿童剂量的，而且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应用。

相比普通感冒，甲流季节性更明显，传染性更
强。那么这种疾病传染性最强的是什么时候，甲流
患者退烧后，传染性是否就随之消失了呢？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儿科主任 主任
医师 杨光：甲流在症状的高峰期，比如高热的时
候，它病毒复制更多，它的传染性更强，但是即使
烧退了，病毒在体内清除需要一个时间，一般5到7
天。

(央视新闻客户端记者 张芸 韩伟华)

儿童感染甲流
为何要“慎用镇咳药”？

新华社记者高亢在上海体验一天的
外卖员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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