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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冬季，到了流感高发季节，面对流感
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市民该如何预防流感？
近日，记者走访了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让专家来为你支招。

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医生张朋飞表示，流行性感冒，简称
流感。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流感病毒
分为甲乙丙丁四种类型，其中甲乙型流感
病毒感染可引起临床症状和季节性流行，
甲型流感病毒可引起地区、全国甚至全球
大流行。流感病毒导致流感肺炎或引发有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糖尿病、肿瘤等基础疾
病的急性加重可能导致病人的死亡。

问：流行性感冒的高发季节是什么时
候？

答：春夏之交（6 月至 8 月）、秋冬季节
（11月至2月）。

问：流行性感冒的感染途径是什么？
答：吸入感染流感病毒患者咳嗽和打

喷嚏产生的飞沫，或手在接触污染物后触
摸眼睛和鼻子。

问：流行性感冒的易感人群是哪些？
答：普遍易感，65岁以上的老年人、5岁

以下的婴幼儿、有慢性基础疾病的患者是
重点人群。

问：流行性感冒感染后的症状是什么？
答：“一轻、一重”。一轻：鼻塞、流涕通

常较为轻微；一重：全身症状较为明显，如
乏力、头痛、发热（通常高热）、全身酸痛等。

问：流行性感冒如何诊断？

答：流感病毒抗原检测、流感病毒PCR
检测。

问：感染流行性感冒应该挂哪些科室？
答：呼吸科门诊、儿科门诊、急诊科门诊。
问：感染流行性感冒应该如何治疗？
答：症状出现后 48 小时内使用抗病毒

药物疗效最佳，超过48小时至5天使用抗病
毒药物依然有效。具体用药及剂量咨询专
科医师。

张朋飞提醒广大市民，预防流感应该
做到：流感易感重点人群在流感季节来临
前一月注射流感疫苗；注意个人卫生，勤洗
手，流感高发季节出门戴口罩；勤通风，学
校等人群聚集处注意空气流通；加强身体
锻炼，提高身体免疫力。

流感高发季，呼吸内科专家教你如何应对
邵阳日报记者 陈红云 通讯员 申伟红

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简称AD）是
一种进行性神经退行性疾病，主要影响记忆、思维和行
为等方面。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加剧，阿尔茨海默
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三分治疗七分护理，在照顾阿尔
茨海默病患者显得尤为重要。

日常护理

建立规律的生活作息。要让患者养成良好的生活
作息，督促其按时起床、洗漱、吃饭、睡觉，这有助于维
持患者的生物钟，提高生活质量。尽量避免过度劳累
导致病情的程度加重。

鼓励适当运动。根据患者的身体状况和兴趣爱
好，选择适当的运动方式，如散步、太极拳、跑步等。运
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提高免疫力。

保持饮食健康。根据患者的营养需求和饮食偏
好，制定健康的饮食计划。适当增加水果、蔬菜和全谷
物的摄入，减少高脂肪、高糖食物的摄入，注意饮食温
度，避免辛辣刺激和油腻的食物，以免影响身体健康和
病情的恢复。

环境与清洁卫生。保持固定的居住环境，整齐干
净安全，减少物品的变动，督促患者保持个人卫生，如
勤洗手、洗澡等，可预防感染。有条件者可设置安全设
施，如防护栏、紧急呼叫按钮、厕所铺防滑垫、装扶手
等，确保患者在家中的安全。

给患者佩戴卡片。将有患者姓名、地址、电话、患
者基础病等信息的卡片随身佩戴，也可以给老人准备
智能定位手环或手表，降低老人发生危险的概率。

监督患者安全用药。家属应该做好药品的安全管理，
监督患者规律正确用药，注意观察用药后的不良反应。

康复训练

作业疗法。通过选择一些作业活动，有目的的对
病人进行治疗和训练，使其改善日常生活和劳动能
力。常用的作业疗法有：记忆力训练、方向感训练、时
间感训练、智力训练、感官训练等

心理治疗与陪伴。心理护理重在对病人的理解、
宽容和爱心。经常与患者交流沟通，了解他们的需求、
关注点和情感状态等。教会患者如学习放松技巧、应
对压力的方法等，这有助于患者更好地应对情绪问题，
提高生活质量。

音乐疗法。通过音乐及乐器等与患者进行交流，
以求改善他们病情。让患者听熟悉的歌曲，唤起他们
的记忆，有助于刺激大脑活动，提高认知功能。

语言治疗。可提高病人的语言理解和表达能力，
通过社交改善病人的语言交际能力。

团体社交活动。鼓励患者参加社交活动，如与朋
友聚会、参加社区活动等，这有助于提高患者的社交能
力和情感状态。

三分治疗七分护理
——浅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居家康复护理

市脑科医院 唐婷

起病急、危害大、易致残……脑卒中，俗称
“中风”，是一种急性脑血管疾病。流行病学调
查显示，我国现有卒中患者1300余万人，心脑
血管疾病已成为我国居民首要死亡原因。

记者从10日在京举行的2023年中国脑
卒中大会获悉，我国正不断完善心脑血管疾
病救治体系，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心脑
血管疾病防治行动”落地见效。

成效斐然 仍存差距

“我国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从 2015
年的 18.5%下降到 2022 年的 15.2%，下降率
接近18%。”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司
长郭燕红说，我国高度重视慢性病防治工
作，这样的成绩对于14亿多人口的大国来
说，非常不易。

从编制《“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到出
台《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从实施

《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
年）》到联合多部门制定印发《健康中国行动—
心脑血管疾病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23—
2030年）》……脑卒中防治已成为近年来我国
慢性病防控工作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中华预防医学会秘书长冯子健表示，近
年来，我国开展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
卒中中心及防治基地医院建设、关键适宜技
术规范及推广等一系列有益探索，取得一定
成效。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未来

脑卒中防治体系的日趋完善，仍需卫生部门、
疾控机构、医疗机构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但是，当前部分指标与健康中国行动
2030 年目标仍存差距，特别是高血压知晓
率、规范管理率等。”郭燕红指出，近期印发
的心脑血管疾病防治行动实施方案，目的就
是进一步细化工作任务和要求，明确工作路
径，切实保障防治行动落地生效，争取到
2030年能够达到规定的目标要求。

早诊早治 减少新发

山东省宁阳县，一位 57 岁的男性患者
突发意识不清。120 救护车将其运送至宁
阳县第一人民医院卒中门诊。颅脑 CT 检
查、心电图检查、血糖检测……抵达医院25
分钟内，这名脑卒中患者完成溶栓后桥接。

这是我国基层卒中中心建设的成果
案例。

“截至2023年11月，全国已建成三级医
院卒中中心604家，二级医院卒中中心1253
家。覆盖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303个地级市、1339个区与县。”国家卫
生健康委医政司副司长李大川表示，我国卒
中中心建设在提升诊疗能力、推进多学科融
合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要进一步提升区县
覆盖率，达到60%以上的目标，并完善卒中
中心的质量、控制评价体系，建立健全脑卒
中登记管理系统。

2016年12月，《脑卒中综合防治工作方
案》印发；2021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
门实施“加强脑卒中防治工作，减少百万新
发残疾工程”；2023年7月，中国卒中专科联
盟等共同发起“健康中国 中风识别行动”，
并在12个省份及地区进行试点。

国家卫生健康委百万减残工程专家委
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吉训明认
为，一系列举措，不断实现卒中患者早诊早
治，降低致残率。

关口前移 降低风险

“脑卒中是一个可防可治的疾病，但也
是一个悄悄而来的疾病，可以在睡梦中发
生。”吉训明表示，更需要公众主动识别、有
效处理，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学会控制肥胖、
吸烟、高血压等危险因素。

近期印发的心脑血管疾病防治行动实
施方案明确要求加强健康环境、公共体育设
施建设，倡导健康生活方式；从健身运动、健
康查体、控烟等方面予以综合施策，统筹推
进；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意
识，提高居民对心脑血管疾病危险因素认
识；重点监测高危人群血压、血脂、血糖，形
成人人关注脑血管健康的良好氛围。

吉训明强调，卒中患者有复发概率，还
必须加强民众的全生命周期危险因素管理，
让“悄悄而来”真正变成“有迹可循”。

减少新发残疾 心脑血管疾病这样防治
——来自2023年中国脑卒中大会的观察

新华社记者 顾天成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红云 通讯
员 李昱文 肖明珠） 12月9日，全省中
医药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和疫病防治骨
干人才比武决赛在长沙市举行。全省14支
市州代表队和4支省属中医医院代表队90
名队员参加决赛。经激烈角逐，市中西医结
合医院、市中医医院联合派出的比赛代表队
一路过关斩将，勇夺团体一等奖。

此次比赛由湖南省中医药管理局主
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肖明珠、田如意、吕

金花、肖敏艳以及市中医医院唐梦组成邵阳
代表队参加比赛。

此次决赛分为技能操作、桌面推演和知
识抢答三个部分，其中技能操作包含穿脱防
护服、伤口止血包扎、双人心肺复苏及电除
颤三项内容。

决赛中，我市代表队严格按照比赛要
求，团结合作、配合密切，过程精彩纷呈、高
潮迭起，充分展示了过硬的应急处置能力以
及精湛的专业素养。

“此次大赛是对中医药应对重大公共卫
生事件和疫病防治骨干人才培训成效的检
验，也是提高中医药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和疫病防治能力的重要举措。”市中西医结
合医院有关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高度重视医务
人员专业理论和实践技能培养，充分发挥骨干
人才示范带动作用，全面加强高素质、高水平人
才队伍建设，持续为健康邵阳建设和国家中医
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先导区建设贡献力量。

全省中医药应急处置能力比武决赛

邵阳代表队斩获一等奖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唐颖 通讯员 杨青梅）
12月11日，由市残工委指导，市卫健委、市残联组织，
市脑科医院（市精神卫生中心）联合三区残联开展的首
场“心理健康知识宣讲进社区 助力创建邵阳市友好
社区”活动在双清区小江湖街道卫生服务中心举行。

市脑科医院心理睡眠科主治医师孙谜园以“关爱
健康 从睡眠做起”为主题，围绕什么是睡眠健康、什
么是睡眠障碍、睡眠健康的方法等方面为居民进行科
普讲座。她结合平时接诊中的实际病例及临床经验，
讲述了失眠症和鼾症的诊断、表现、危害以及治疗等
相关知识，提高了居民对睡眠疾病早发现、早预防、早
治疗重要性的认识。同时向居民讲授放松身心的心
理技术，帮助他们掌握放松身心、改善睡眠质量的有
效方法。

市民李女士说：“通过此次心理健康讲座，不仅加
深了我对失眠的科学认识，也让我明白了睡眠与心理
健康的关系。以后，我会合理膳食、规律生活，树立科
学的健康观，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不断提升健康素养
水平。”活动结束后，志愿者还向居民发放了心理健康
宣传手册。

据悉，此次讲座是市脑科医院心理健康知识宣讲
进社区的第一场健康教育讲座。下一步，该院将继续
广泛开展以社区为载体的居民心理健康服务与引导活
动，进一步增强社区群众的心身健康和疾病预防意识，
加强心身疾病的早期识别和干预，提升居民健康素养
和生活品质，推进我市友好单元创建。

从“心”出发守护健康

首场“心理健康知识宣讲进社区 助力创建

邵阳市友好社区”活动走进小江湖街道

12 月 8 日 ，市 中
西医结合医院组织心
血管内科、脑病科、推
拿科和中医护理门诊
等医护专家来到双清
区 五 里 牌 社 区 开 展

“爱心助老 服务社
区”医疗健康志愿服
务活动，以实际行动
把关怀和温暖送到空
巢老人身边。

陈 红 云 申 霜
刘璐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