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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未“阳”老人，怎
样保护好他们？

专家表示，首先要让
家里老人及时接种新冠疫
苗，有效保护自己；给老人
补充营养，充分休息；鼓励
老人适当锻炼，加强抵抗

力。老人如发生感染，须
密切观察其症状体征，如
有呼吸困难、嗜睡、咳嗽不
止、基础疾病加重等情况
应及时就医。外地的子女
尽量在完全“阳康”后再返
家，避免将病毒带给老人。

针对小刘的情况，邓
朝胜表示，他仅仅偶然咳
出黄痰，量很少且没有增
多趋势，是不需要使用抗
生素的，可进行排痰及化
痰治疗，“若想进一步检查

需要做血炎症指标、痰培
养、肺部影像学等检查。”

邓教授还建议，为减
少病毒感染后并发细菌
感染，建议平时注意口、
鼻、咽腔卫生，多用生理

盐水洗鼻、含漱口咽腔，
注意勿受凉，增强免疫
力，必要时加强翻身拍背
等体位引流和祛痰药物
的使用，并适时采用俯卧
位（通气）方式辅助治疗。

春节返乡路 这份“健康攻略”请收好
专家提醒，目前除了新冠，流感、合胞病毒等呼吸道传染病也在流行季，一定要做足防护

“阳”后咳黄痰，需用抗生素吗？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邓朝胜教授表示，抗生素别滥用，新冠初期一般不需用，

出现5种情况才可考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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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过年是春节永恒的主题，健康平安是家人不变的期盼。在日前举行的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控中心专家表示，目前除了新冠，流感、合胞病毒
等呼吸道传染病也在流行季，应注意探亲访友过程中增加的感染风险。老人、有基础
疾病的人群，以及没有“阳”过、没有打过疫苗的人群，更要加强防护。

那么，返乡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回家途中如何做好防护？返乡后怎样保护未“阳”
老人？春节期间，“阳康”人群在饮食运动方面又要注意什么？……就春节期间疫情防
控需要注意的问题，记者整理了一份“健康攻略”，帮助大家做好防护，平安过大年！

公卫专家表示，回乡之
前，要合理安排出行，尽量
避免前往疫情流行水平比
较高的地区探亲访友。出
行前做好规划，尽量缩短在
候车室等人群聚集场所停
留的时间。准备好防护物
品以及抗原检测试剂、常规

药物等。需要提醒的是，酒
精等消毒用品不能上高铁，
消毒凝胶每位旅客限带1件
(不超过 100毫升)。可以带
一些免洗洗手液、干/湿消
毒纸巾等手消用品。

在回家途中，大家要注
意做好个人防护。在飞机、

火车密闭空间内，全程戴好
口罩，咳嗽、打喷嚏时，要注
意相应的咳嗽礼仪，用纸巾
或者肘臂遮挡。如果是自
驾回乡，在服务区下车休息
时，尽量减少逗留时间；到
餐饮区就餐，要做好手消
毒；在收费站人工缴费时，

请戴好口罩。
对于正在居家治疗的

新冠病毒感染者，专家则建
议非必要不外出，不探亲和
旅游。如果家中有未“阳”
老人，也建议外地的子女尽
量在完全“阳康”后再返家，
避免将病毒带给老人。

返乡人员回到家后要
加强自我健康监测，也要密
切关注自己及家人的健康
状况。如果出现发热、干
咳、乏力、咽痛等症状，要及
时进行抗原检测，或根据病
情及时就医。刚回到家时，
尽量避免接触家里的老人

或者有基础疾病的人员，接
触的时候要进行个人防护，
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积
极向家人宣传个人防护的
重要性，全家共同养成良好
的生活习惯。尽量减少聚
餐、聚会的次数，建议使用
公筷、公勺。

春节是团聚的日子，
未“阳”人群与“阳康”家人
共同生活要注意什么呢？
对此，专家表示，发病 10天
内的“阳康”者与未感染的
家人共同生活时，双方都
要做好防护，包括正确佩
戴口罩、做好手卫生和物

品消毒、房间通风等。出
现发热、呼吸道感染等症
状后，可根据需要自行进
行抗原检测。患有基础疾
病的人，日常一定要规律
用药，控制好病情，家中要
储备一个月左右的基础病
用药。

春节期间，”阳康“人
群的饮食与运动有哪些
建议？专家表示，转阴
后，身体感到疲乏是正常
现象，完全恢复需要 2~3
周时间。因此，春节期间
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和心态，保证规律作息，
健康饮食，适量运动，不
要熬夜。

“阳康”人群在春节
期间仍应注意清淡饮食，
科学进补，拒绝油腻，不
要大吃大喝。补充蛋白
质，多吃蔬菜水果，保证

充足的营养。在运动方
面，则根据个人日常习
惯，可以适量运动，运动
量不超过平时的三分之
一，逐渐增加，不能剧烈
运动或过度运动。

春节可以探亲访友、
可以聚餐聚会吗？专家强
调，要杜绝带病参加聚餐
聚会，可通过视频、电话传
递祝福，尤其要避免把感
染风险带给老年人。外出
探亲访友时，要戴好口罩，
口罩弄湿、弄脏、变形或损
坏后应及时更换。

N海都记者 林宝珍

返乡之前做好规划 路途中全程要防护

加强自我健康监测 注意保护未“阳”人

规律作息、适量运动
杜绝带病聚餐聚会

□小贴士

怎样保护未“阳”老人？

N海都记者 林宝珍

最近，关于感染新冠后要不要使用抗生素的话题
引起很多人的关注。近日，福州32岁的小刘（化名），

“阳”后10天，自测抗原2次都为阴性，但仍咳嗽不止，
痰是黄色的，家人和朋友都建议他吃些抗生素。但他
很谨慎，觉得该去问问专业的医生。

对此，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主任医师邓朝胜教授表示，抗生素别滥用，以
免某些人过敏、产生耐药菌甚至损害肝肾。对于感染
新冠后要不要用抗生素，相关指南已有明确指示。

邓朝胜教授介绍，细菌
和病毒都会造成呼吸道感
染，也均会出现发热、咳
嗽、咳痰等症状，所以正确
的诊断非常重要。当前在
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时，
可居家通过抗原自测来判
断自己是否属于新冠病毒
感染。

“新冠病毒感染系病毒
性感染，疾病初期合并细菌
感染的概率很低，不推荐常
规使用抗菌药物。”邓朝胜
教授说，新冠感染可表现为
持续或间断性发热，病程可
长达 2~3 周，初期血白细胞
及中性粒细胞轻度升高，后
期可出现咯黄脓痰、脓涕等
症状，早期肺部影像学可有
炎症、渗出成分。

邓教授还介绍，针对抗
生素使用，《北京协和医院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基层诊
疗 方 案 建 议 及 适 宜 技 术
（2022年 12月版）》指出：新
冠本身可引起发热、脓痰或
脓涕，部分患者剧烈咳嗽可
能出现咯血，抗生素治疗无
效，且可能带来抗生素相关
不良反应。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十
版）同样明确提示：应避免
盲目或不恰当使用抗菌药
物，尤其是联合使用广谱抗
菌药物。WHO 指南也指
出：仅8%的新冠住院患者合
并细菌或真菌感染。对于
轻型和普通型新冠患者，在
不怀疑有细菌感染的情况
下不推荐使用抗生素。

但当新冠合并细菌
感染时，需考虑予以抗生
素治疗合并的细菌感染。
感染新冠后，局部呼吸道
黏膜损伤，免疫功能受损，
可能出现继发细菌感染，
多发生于老年人、有基础
疾病如糖尿病等人群。1
月 8 日，华山医院抗生素
研究所发布了《新冠病毒
感染患者使用抗菌药物
的原则》，明确了感染新
冠后什么情况下需要抗

生素治疗。
那么患上新冠后，什

么时候适合用抗生素呢？
邓朝胜建议注意以下情
况：

发热时间较长，如 5
天或以上；或体温完全恢
复正常数天后再次出现发
热，不能用病毒感染解释
（可通过核酸、抗原检测看
看是否复阳）。咳黄脓痰，
痰量明显增多，或持续
2~3 天以上且量不见减

少。血常规白细胞及中性
粒细胞百分比较前明显增
高（需排除糖皮质激素影
响），降钙素原等炎性指标
较前明显升高。痰或气道
分泌物培养获临床意义较
大的病原菌。医生判断肺
部 CT 的实变、渗出影较
前明显增多，影像表现提
示合并细菌感染；如果存
在其他部位感染如尿路感
染、血流感染等也是需要
用抗生素。

问：感染期间，原来使
用的抗生素是否要停？

答：如因原有感染性疾
病如尿路感染等，正在服用
长疗程抗生素，无需因新冠
而停用抗生素，以免原有感
染病复发，加重身体负担。
通常抗生素不影响新冠药
物的使用，与其他药物的相
互作用不大。可阅读药品
说明书，重点关注使用药物
的不良反应、与其他药物同
时使用时的药物相互作用
等。

问：“转阴”后仍咳
嗽，拍CT提示肺部有少
量炎症，需注意什么？

答：这 类 患 者 注 意
口、鼻、咽腔卫生，洗鼻及
口咽腔，注意休息，多高
蛋白饮食如牛奶、鸡蛋、
鱼肉等，服祛痰止咳药，
多翻身拍背咳嗽训练，深
呼吸康复锻炼等。还有
的患者 CT 提示有“慢性
炎症”，很可能是之前的
病灶，或急性炎症好转后
的恢复期表现或慢性化
表现，先予前述处理，对
症治疗，无需抗菌药物，
不要太紧张！

新冠初期一般不需用抗生素

出现5种情况可考虑使用抗生素

阳康咳嗽咳痰，可用生理盐水洗鼻漱口

□健康问答：抗生素别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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