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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感染新冠怎么办？是否对身体危害更大？专家权威回应：

“二阳”症状普遍更轻，做好个人防护是关键

5月28日，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发射任
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
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
各项准备工作。

8时30分许，在北京飞控中心的统一调
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
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船实施联调联控，全
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
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通过今天的全区合练，我们对中心及
所属测控站点进行了系统的联调联试工
作，验证了软件技术状态，目前各参试设备
状态稳定、人员准备就绪，静待神舟十六号
载人飞船发射升空。”西安卫星测控中心高
级工程师戴湘军表示。

28日进行的全区合练，是神舟十六号
发射之前的最后一次要素齐全、最接近实
际发射的合练，合练的结束，也标志着火箭
进入了临射状态。

神舟十六号船箭组合体自22日转运发
射区后，已经完成了飞船和火箭功能检查、
匹配检查，组织了全系统发射演练，目前发
射场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程序
进行火箭推进剂加注和发射工作。

据了解，神舟十六号三名航天员抵达
发射场后，在航天员公寓开展了适当的
体育活动、心理放松和调适，学习了飞行
文件和发射预案，圆满完成了全系统发
射演练任务。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研究员、航

天员系统总设计师黄伟芬表示，同时，他们
还对航天员进行适当的手控交会对接的
复习，还有航天服穿脱、操作的复训等相
关的训练，总而言之飞行乘组是从身体
上、心理上、技术上为飞行做好充分的准
备。

预计近日，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将由
长征二号F遥十六运载火箭从酒泉发射
场载人工位发射升空，船箭分离后飞船
将采用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上行，最终对
接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届时，神十五和
神十六两个乘组的六名航天员将在空间
站会合，这也将是中国空间站的第二次
乘组在轨交接。

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发射后，将对接

于空间站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舱三船
组合体，这是空间站建站以来的第24个构
型，组合体在轨质量将接近100吨。目前空
间站组合体运行稳定，神舟十五号航天员
乘组也做好了迎接神舟十六号的准备，这
将是中国空间站的第二次太空会师。

日前，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
航天英雄杨利伟在上海进行航天科普讲座
时透露，这次任务乘组中，将出现航天工程
师和载荷专家的身影。中国空间站正从建
设阶段转向运营阶段，大量任务和实验，需
要各专业领域的人才，进入空间站工作。未
来，大家会看到越来越多来自非飞行员当
中选拔的航天员。

综合央视新闻、上游新闻等

全国疫情防控形势平稳可控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我国
新冠疫情在今年2月份平稳转段以后，
进入局部零星散发态势，从今年4月下
旬开始，疫情有所上升，5月中旬以后进
入了低水平波浪式流行态势。

中国疾控中心传防处研究员王丽萍
表示，从发热门诊就诊的情况，可以看到
4月下旬以来就诊的患者虽有所增加，但
是整体的话这个量还是要远远低于上一
波疫情流行高峰时的发热门诊就诊量。
患者绝大部分还是轻症的患者，所以结
合多渠道我们监测的数据研判，在接下
来这段时间，由XBB系列变异株引起的
疫情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全国整个
疫情防控形势还是平稳可控的。

专家提醒公众，预防感染仍要继续
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科学佩戴口罩，
勤洗手。“去医疗机构、养老机构这样一
些场所的时候，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有
慢性病基础疾患的一些人员和孕妇等
重点人员，我们还是建议他们要佩戴好
口罩。”王丽萍提醒。

XBB变异株致病力无明显变化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陈
操介绍，监测数据显示，不论是输入病
例还是本土病例，奥密克戎XBB系列变
异株占比均较高，这跟全球XBB系列变
异株占比基本一致。

“在输入病例当中，XBB变异的占
比持续处于一个高位，在5月15日到5
月21日的采集序列当中，已经占比达
到了95 . 2%。在本土病例中，XBB系列
变异株占比是占5月15日到5月21日采
集序列的91 . 9%，其他的一些奥密克
戎变异株，整体占比不足10%。这与全
球及我们国家周边地区和国家同期的
主要流行毒株是一致的。随着输入的
变异株毒株的不断增加，还有我们国
家人群的抗体水平的不断衰减，近期
感染XBB变异株的病例的数量可能会
增加，但它的致病力没有明显变化。”
陈操说。

“二阳”是因为免疫力“到期”？

此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
规划中心研究员尹遵栋4月19日在《新
闻1+1》中表示，不论是接种疫苗还是人
体感染康复后，都会在一段时间内产生

免疫，对后续病毒的侵袭带来相应的保
护。但现在国内外也有相当多的研究表
明，含病毒感染在内，有三次或以上的
抗原刺激，会产生较好的保护效果。尹
遵栋介绍，综合考虑国内当前各类人群
的接种或感染背景，主要是那些没有感
染，也没有完成免疫程序的人群，以及
虽有感染但前期没有完成基础免疫的
人群，这部分人群的抗原刺激不够数
量，建议接下来要接种疫苗。

“二阳”对身体影响大吗？

针对公众们普遍关心的“二阳”症
状是否严重，“阳”的次数越多症状是否
会越重，对身体的伤害是否越大？“二
阳”患者应如何处置病情？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组织专家进行了解答。

“总的来说，大部分患者‘二阳’的
症状普遍比‘一阳’时更轻。”北京佑安
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侗曾介绍，
根据临床观察，大部分患者嗓子疼是轻
微的，发热恢复得更快，病程可能持续3
至5天。

李侗曾表示，如果确定感染了新冠
病毒，不管是否有发热或呼吸道症状，
仍建议居家休息。若经过休息、服药，相
关症状仍在加重，比如发热持续超过5
天、有胸闷憋气症状等，应及时到医院
就诊。

此外，不管是“一阳”还是“二阳”，
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应更重视做好防护。

“尽量避免感染，一旦感染要尽早进行
抗病毒等治疗，减少重症和后遗症的风
险。”李侗曾说。 据新华社、央视

免疫力强弱不是看是否发热

上海市肺科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
胡洋表示，感染新冠病毒不发热并不
代表免疫力强或弱。发热只是人体感
染后的反应之一，并非每个人感染后
都会发热。

有些人免疫力很好，感染病原体后
很快被消灭，人体还没来得及启动发热
机制，“战斗”就已经结束了；还有一些
人发热的体温并不在常人的发热体温
标准内，只是较自己的基础体温略高，
这样就检测不到发热，这些都是感染后
不发热的原因。

一般看免疫力强和弱，不是看发
热，而是看人体清除病原体的能力，比
如感染新冠后核酸转阴时间长肯定比
短时间转阴的人免疫力要差一些。

“二阳”要看什么科？目前，新冠施
行“乙类乙管”，因此，到医院就诊没有
特别的要求。但通常来说，还是建议发
热患者前往发热门诊就诊，其他症状比
较明显的，也可根据症状到相应的科室
就诊。

“二阳”后就不用再防护了？

无论何时做好个人防护都是避免
感染新冠的关键。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张
宇指出，从目前情况来看，感染者的出
现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此前尚未感染
者由于免疫力下降或接触到了传染源
而发生感染；二是此前感染过的人，随
着时间推移，体内的保护性抗体水平下
降，再次暴露时被感染。

因此，只要针对这两个方面去防
范，避免被感染或尽量延后感染时间是
完全有可能的。一是要接种新冠疫苗。
在完成全程接种的基础上，积极接种加
强针，体内抗体水平会迅速上升。无论
是尚未感染者，还是曾感染过，只要身
体情况允许，且已达到疫苗接种时间，
建议还是要尽快接种。二是要继续做好
个人防护。感受不到周围有感染者，并
不意味着危险不在。

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陈
明接受采访时表示，“二阳”后不建议立
刻恢复运动，大病之后必体虚，如果过
早锻炼，不会增加免疫力。

综合健康时报等

了解二阳症状 适量储备药物

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陈明表示，就
目前临床情况来看，二阳后的主要症状是发热、恶
寒、咽痛、全身酸痛、咽痒、咳嗽，并未出现新的症
状。对此，建议普通家庭适量储备一些常用感冒
药、退烧药等药物，如感冒灵解热镇痛、布洛芬退
烧等，一旦感染，体温低于38 . 5℃用感冒药及时缓
解症状，38 . 5℃以上服用退烧药，家有老人和小孩
的需给予特别关注，及时就医。

饮食避免辛辣贪凉引发咽喉炎

近日，#全国都在咽喉炎＃登上“二阳”相关
热搜。引发咽喉炎的因素有很多，夏季人们喜欢吃
冰镇、油腻、辛辣的食物，如烤串、火锅、麻辣烫、冰
镇啤酒饮料等，也易刺激嗓子引起咽喉炎。“要保
持健康饮食，最好做到清淡饮食。”北京中医医院
院长刘清泉说，经常吃重油重辣重盐类食物，会很
快出现体内积热，容易出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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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调温度适宜预防感冒

夏季空调温度以保持在26℃—28℃为宜，避免
与室外温度相差太大引发感冒，如室外32℃，室内设
定26℃就可以了。开空调应及时通风换气，空调每运
行4小时，开窗通风换气20—30分钟，如果满足室内温
度调节需求，空调运行时门窗不要完全闭合。

正确应对“二阳”带病上班不可取

当前“二阳”病例增多，多位专家表示，“二阳”
患者应该居家隔离，不要带病上班。带病上班不仅
不利于感染者恢复，还会增加病毒传播的风险。

在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创始院长、公共卫
生学教授谭晓东看来，新冠是一个呼吸道传染病，
从传染病防控角度来说，单位应该提倡感染员工
自我隔离，减少病毒传播；密切接触者，建议减少
到人群密集的办公区活动。 据健康时报

神舟十六号完成全区合练，航天员出征在即
这次任务乘组中，将出现航天工程师和载荷专家的身影

6月或现第二波感染高峰
夏季如何防疫和应对“二阳”

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表示，基于
seirs模型的预测显示，2023年新冠第二波疫情高
峰发生在6月底。

夏季高温下的防疫该怎样实施？嗓子疼与二
阳的关系如何？感染后怎么办？新冠二阳症状轻
可以带病上班吗？

近段时间以来，“二阳”等
新冠病毒二次感染的话题引
起了大家的关注。

当前新冠病毒流行情况
怎样？为什么“阳”过以后还会
再“阳”？针对公众关
心的问题，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近日组
织专家进行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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