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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以来全国发热门诊接诊量呈波动下降趋势

当前呼吸道疾病仍以流感为主
感染过甲流的患者

也可能会再感染乙流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国家流感中
心主任王大燕介绍，季节性流感包括甲
型H1N1亚型、甲型H3N2亚型及乙型流
感。我国南方省份自2023年10月上旬、北
方省份自2023年10月下旬先后进入本次
流感流行季，前期以甲型H3N2亚型流感
病毒为主要流行株。北方省份近5周的乙
型流感病毒占比持续上升至57 . 7%，南方
省份近3周的乙型流感病毒占比持续上
升至36 . 8%，部分省份的乙型流感病毒占
比超过甲型流感病毒。

甲型和乙型流感病毒是通过病毒的
基因和蛋白的序列特征加以区分的，它
们造成的季节性流感，在临床症状上难
以区别。如果要区别和鉴定是甲型还是
乙型流感病毒，需要靠病原学分型检测。

同一个流感流行季，通常都会出现
流感病毒不同的型别和亚型共同流行，
只是占比不同。得了甲型流感后产生的
免疫反应，不能对乙型流感提供免疫保
护。即使本次流行季得过甲型流感，也有
可能会再次感染乙型流感病毒，建议高
风险人群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不同病原体同时感染
或导致病情加重

不同呼吸道病原体没有交叉免疫，
可能同时或交替感染，建议及时鉴别诊
断后进行针对性治疗。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
王贵强介绍，冬季是呼吸道疾病多发季
节，包括甲流、乙流、新冠病毒、呼吸道合
胞病毒、腺病毒及支原体等，这些病原体
感染后建立的免疫不持久，可以反复感
染。同时，这些病原体没有交叉保护性免
疫，可以同时感染或交替感染。

短时间内重复感染，由于感染建立
的免疫仍然存在，病情常常更轻；但不同
病原体同时感染时可能导致病情加重，
尤其是呼吸道免疫屏障受到损害，细菌
感染风险加大，老年人、幼儿及有基础病

的患者更容易出现病情恶化。
建议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症状要及时

进行鉴别诊断，进行抗原或核酸检测，明
确诊断后可以针对性治疗，如流感可以
应用奥司他韦或玛巴洛沙韦等抗流感病
毒药物，老年人、儿童和有基础性疾病的
患者更要早期使用抗流感药物。若是新
冠病毒感染，则早期应用抗新冠药物，缓
解症状、缩短病程、降低重症和住院风
险，降低进一步传播风险等。

新冠疫情处于较低水平
或在本月出现回升

王大燕介绍，近期，多渠道监测系统
数据显示，元旦假期后，全国新冠疫情仍
处于较低水平，其中哨点医院新冠病毒

检测阳性率保持在1%以下，JN. 1变异株
占比呈现上升趋势。

专家研判认为，今冬明春我国将继
续呈现多种呼吸道病原交替或者共同流
行态势，短期内仍将以流感病毒为主。受
JN. 1变异株持续输入、国内流感活动逐
渐降低和人群免疫水平下降等多因素影
响，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可能在本月出现
回升，JN. 1变异株大概率将发展成为我
国优势流行株。

呼吸道相关疾病的症状有所好转后，
建议从中医的角度进行康复和养护。

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指出，从
中医的发病理论来看，出现呼吸道症状
的反复发展，关键是“正气”受到了损伤，
所以保护好正气、养护正气是预防反复
发作的关键。

第一，睡眠要规律。尤其是在患病期
间，或者康复的过程中，规律的睡眠对于
提升正气非常重要。第二，饮食要清淡有
营养，不吃油腻辛辣刺激的食品——— 这
对于小孩和年轻人更为关键，不要一有
好转就盲目进补，容易导致疾病反复，中
医称之为“食复”。第三，不要乱用药、乱
投医。任何一个疾病的发生都有它的规
律和过程，不要因为发烧不退、咳嗽不止
或者其他症状，反复换医院、医生或药
物，这样对病人十分不利。

呼吸道疾病可能引发
心肌炎等心血管病

专家介绍，不管是细菌、病毒、还是支
原体感染，均可能影响心血管，特别是老年
人群，需要引起关注。最常见是心肌受累，
导致心肌炎；心律失常，如早搏，心房颤动
等。对于已有心血管病（高血压、冠心病、心
房颤动、心力衰竭等）患者，可能造成病情
复发或加重。

一旦发生呼吸道感染，应该注意休息，
积极治疗。在呼吸道感染治疗后发热、流涕
等症状好转后，出现胸闷、气短、胸痛，甚至
下肢水肿等情况，应该尽快就诊，进行心电
图、超声心动图、动态心电图、心肌酶、心衰
指标等检查，明确是否心血管受到累及。

寒假和春节假期临近，人群大规模
流动和聚集可能加速呼吸道疾病传播，
公众要做好防护。

米锋表示，要做好监测预警，加强重
点场所管理和重点环节防控。及时向老年
人、孕产妇、儿童、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等
重点人群提供健康咨询和转诊指导等服
务，并为他们接种疫苗提供便利条件。

要积极调配医疗资源，优化就诊流程，
保障医疗用品供应。针对假日期间常见的运
动伤害、事故外伤、心脑血管急症等做好医
疗资源储备，确保患者得到及时有效救治。

旅途中要注意饮食卫生。继续坚持科
学佩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保持社交距
离等良好卫生习惯，出现呼吸道症状及时
鉴别、及时就诊。

综合新华社、光明日报、央视新闻、
中新社

1月14日，国家
卫健委举行新闻发
布会，邀请相关专家
介绍我国冬季呼吸
道疾病防治和健康
提示有关情况。国家
卫健委新闻发言人
米 锋 介 绍 ，元 旦 以
来，全国医疗机构发
热门诊接诊量呈波
动下降趋势。当前呼
吸道疾病仍以流感
为主，新冠病毒感染
处于较低水平，医疗
服务总体平稳有序。

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外
交部发言人14日就美国国务院关
于中国台湾地区选举的声明发表
谈话。

发言人说，美国国务院就中
国台湾地区选举发表声明，严重
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
合公报，严重违背美方所作仅与
台湾地区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
非官方关系的政治承诺，向“台
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
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发言人表示，台湾问题是中
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
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一个
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
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
系的政治基础。中方一贯坚决反
对美台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
来，坚决反对美方以任何方式、任
何借口干涉台湾事务。我们敦促
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
美三个联合公报，将美国领导人
多次重申的不支持“台独”、不支
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
寻求把台湾问题作为工具遏制中
国等承诺落到实处，停止美台官
方往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
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国家医保局12日晚发布公告表示，
通过开展口腔种植医疗服务收费和耗
材价格专项治理，目前国内口腔种植收
费明显规范，患者负担减轻，口腔种植
需求快速增长，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
时，在官方公众号公布“承诺参与口腔
种植价格治理医疗机构名单”等信息，
方便患者查询。

目前，常规单颗牙种植费用主要由
三部分构成：

一是医疗服务收费，采取包干的
方式。包干收费范围包括：种植全过
程的诊查费、生化检验和影像检查
费、种植体植入费、牙冠置入费、扫描
设计建模费，不包括拔牙、牙周洁治、
根管治疗、植骨、软组织移植。其中，
各地三级公立医院单颗常规种植牙的
医疗服务收费原则上不超过4500元，
符合特定条件的地区或医疗机构允许
适当放宽。

二是种植体系统收费。口腔种植
体系统是指种植牙过程中需要植入口
腔牙槽骨发挥固定作用的种植体及其
配套耗材。2023年1月，全国所有省份

参加的省级联盟组织开展了种植体系
统集中带量采购，共有40种产品中选，
涵盖国内市场所有主流的种植体系统
品牌、材质等，中选价格区间为548元—
1855元，均价900余元。

三是牙冠收费。牙冠是指口腔中能
直接看到的牙体部分，与种植体系统连
接固定后发挥咀嚼功能。2023年3月，国
家医保局指导各地开展牙冠耗材竞价
挂网，牙冠价格区间为100元—656元，
均价300余元。

国家医保局在官方平台公布“口腔
种植体系统集中带量采购中选产品清
单”“承诺参与口腔种植价格治理的医
疗机构名单”等有关信息并定期更新。
主要包括中选产品的厂家、材质、价格
以及全国医疗机构的约定采购量等中
选产品信息；以及同时作出“执行医疗
服务价格全流程调控”“参加种植体系
统集采并执行耗材‘零差率’销售政策”

“执行牙冠竞价挂网结果”这三项承诺
的公立和民营医疗机构信息，供有需要
的患者就诊前参考。

据央视新闻

国家医保局公布作出承诺的公立和民营医疗机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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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支招

新华社发

据国家医保局相关人士介绍，自开
展口腔种植医疗服务收费和耗材专项治
理以来，种植牙费用大大降低，减轻了患
者负担。

2023年1月，四川省牵头开展口腔种
植体集采，各省份均积极参加，全国近
1 . 8万家医疗机构参与此次集采，其中
包括1 . 4万家民营医疗机构；共287万套
种植体系统，约占国内年种植牙数量

（400万颗）的72%；平均中选产品价格降
至900余元，与集采前中位数采购价相
比，降幅55％，预计每年可节约患者费用
40亿元左右。

2023年4月底5月初，各地全部落地
各项治理措施，种植牙整体费用从平均
1 . 5万元降至6000－7000元。

据人民网

种植牙整体费用
从1 . 5万元降至六七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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