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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冬”节气通常是一年
中气温下降速度最快、最容
易出现“断崖式”气温暴跌的
一个时段。立冬时节也是易
感人群的“危机时刻”，老人、
儿童、体弱者应提早做好呼
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
高血压等慢性疾病的预防和
监测。

呼吸系统和心血管最易
“受伤”

“11月是寒潮次数最多
月，随着冬季取暖期开始，公
众还需预防一氧化碳中毒，
预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疾病。”
中国气象局应急减灾与公共
服务司巡视员李明媚说。

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近期前来就诊的患者明显
增多。据医院急诊科主任
马青变介绍，冬季急诊科的
病人数量远远高于夏季，且
危重病人数量大幅增加。

“平时医院每天急诊量在
600人次左右，冬季在850
人次左右。尤其是急诊内
科患者人数明显增加，老年
人慢性病多发，急症患者很
多。”马青变说。

马青变介绍，立冬以后
呼吸系统疾病增加最明显，
包括慢性阻塞性肺病、流感、
慢性支气管炎、哮喘等。此
外，随着每年1月份前后流
感高发，发热门诊也会迎来
就诊高峰。

呼吸系统疾病高发也促

使心血管疾病发病率上升。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心血管科副主任、副主任医
师张振鹏介绍，肺炎、上呼吸
道感染是心脏疾病的重要诱
发因素，对于心脏功能不好
的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呼
吸系统的感染甚至是第一诱
因。随着气温降低，人体外
周血管比平时明显收缩，也
能直接导致人体血压升高，
回心血量增加，心脏负担比
平时加重，容易导致高血压、
心脏病患者症状加重，应时
刻加以注意。

专家为重点人群过冬支招

专家提醒，立冬时节，老
人、孕妇、幼儿等重点人群对
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
病、高血压等慢性疾病尤须
提高警惕。

张振鹏建议，进入立冬
时节后，有高血压病史的患
者一定要关注血压变化。出
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胸
疼，严重头晕等症状后，应立
即就医。“一些轻微的疾病变
化出现时患者可能感觉不到
症状，建议高血压患者至少
在早上起床后量一次血压，
密切关注数据变化。”

吉林省人民医院感染科
主任张维杰建议，冬季是流
感高发期，患者临床表现主
要有发热、头痛、肌痛、乏力、
咳嗽等。重症病例可出现肺
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休

克等多种并发症，严重者可
导致死亡。目前，接种疫苗
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方法。
60岁及以上老年人、6月龄
至5岁儿童、孕妇、6月龄以
下儿童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
员、慢性病患者和医务人员
等，属于优先接种疫苗人
群。此外，张维杰提醒，生病
后不可随意乱用抗生素，以
免产生细菌耐药的严重后
果，一旦发生严重感染甚至
有无药可用的风险。

专家提醒，在冬季，肺炎
对重点人群是一大威胁，应
引起高度重视。据介绍，在
肺炎死亡人群中，65岁以上
老人占比高达92.5%，因此，
专家建议符合条件的老年人
应及时接种肺炎疫苗。记者
了解到，北京市从 2018 年
起，已对65岁以上市户籍老
人免费接种23价肺炎链球
菌多糖疫苗。

此外，中医认为，春夏养
阳，秋冬养阴，秋冬阳气收
敛，不应过度劳作。专家建
议在秋冬季节不要过度劳
累、熬夜、透支身体，但依然
要坚持进行体育锻炼。通过
体育锻炼，人体可以保持兴
奋状态，增强中枢神经系统
的体温调节功能，提高人的
抗寒能力。但在此时节锻炼
不宜太激烈，健身操、太极拳
或跳舞、打球等运动均是立
冬锻炼的不错选择。

（据新华社电）

易感人群进入“危机时刻”

立冬后
这些疾病你小心了吗？

据新华社南宁11月13
日电“听朋友说巴马是个养
生胜地，我特地过来看看，尝
一下这里的‘养生’泉水。”
49岁的天津游客王桂珍边
说边在坡月村百魔洞旁的山
泉口取水。

巴马瑶族自治县位于广
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聚居
着瑶、壮、汉等12个民族，具
有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据
统计，目前巴马仍健在的百
岁老人有88位，高于“世界

长寿之乡”认定的每10万人
口中有7位的标准。

“巴马的自然环境和人
文环境为发展健康旅游产业
提供了条件。”巴马瑶族自治
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局
长黄燕飞说，巴马利用自身
生态优势，加快发展基础设
施、医疗卫生和康养旅游产
业，通过“健康+旅游”模式
打造世界康养目的地。

巴马一家养生实业有限
公司行政人事部主任王玉凤

说，根据康养人士需求，当地
正建设、打造高端康养社区，
配备康养活动中心和营养食
堂，适合外地疗养人群长、短
期居住。

目前巴马全县所有乡
镇卫生院纳入医疗联合体
建设，全县医院、乡镇卫生
院、村卫生室全部接入云平
台，患者可通过巴马云医
院门户网站和掌上云医院
手机软件实现在线健康咨
询、远程影像诊断。

广西巴马加快发展基础设施医疗卫生和康养旅游产业

“中国长寿之乡”
打造世界康养目的地 据新华社内罗毕 11月 12

日电“孕产妇、新生儿和儿童
健康伙伴关系”主席海伦·克拉
克近日在内罗毕接受新华社
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通过有
力的政策在保障孕产妇健康方
面取得长足进步，大大降低了孕
产妇死亡率，非洲国家可从中汲
取经验。

曾任新西兰总理、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署长的克拉克说，中国
在计划生育和增强妇女经济赋
权方面的成功为非洲国家带来
启发。在她看来，中国实施改革
开放政策以来所取得的社会经

济成就是前所未有的，对卫生和
教育领域投入巨大。得益于现
代节育方法、就业机会和教育的
普及，妇女健康得以维护。她
说，非洲国家可以借鉴中国的改
革经验，有针对性地投资于促进
妇女生殖健康的项目。

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
25周年纪念峰会于11月12日
至14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
行。克拉克呼吁出席会议的各
国代表应重申对生殖健康服务
的供资承诺，尤其需要努力减少
在许多非洲国家普遍存在的孕
产妇死亡现象。

中国孕产妇健康政策
为非洲提供重要经验

记者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了解到，由中国推动在国际标准
化组织（ISO）成立的中医药技
术委员会（ISO/TC249）目前已
发布45个中医药国际标准，中
医药正快步融入国际医药体系，
为人类健康福祉作出越来越大
的贡献。

为了更好地服务各国人民
健康，中国不断总结和贡献发展
中医药的实践经验，并为推动以
中医药为代表的传统医学走向
世界不懈努力。在中国政府倡
议下，第62、67届世界卫生大会
两次通过《传统医学决议》，并敦
促成员国实施《世卫组织传统医
学战略（2014-2023年）》，传统
医学和补充医学如今在88%的
世卫组织会员国得到应用。今
年第72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通

过《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
本(ICD-11)》，首次纳入起源于
中医药的传统医学章节。

“中医药这个中国古代科学
的瑰宝，正在为促进文明互鉴、
维护人类健康发挥着重要作
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有关负
责人说，中医药已成为建设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载体。

据了解，中医药已传播到
183个国家和地区，我国政府已
同40余个外国政府、国际组织、
地区主管机构签署了专门的中
医药合作协议。中药已在俄罗
斯、古巴、越南、新加坡和阿联酋
等国以药品形式注册。30多个
国家和地区开办了数百所中医
药院校和学堂，培养本土化中
医药人才。

（据新华社电）

造福人类健康

中医药正快步融入国际医药体系

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发布
的一项最新研究称，吸烟可能
增加患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的

风险。这表明，吸烟不但危害
身体健康，同时也会给心理健
康带来负面影响。 新华社发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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