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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 我行动

为抓好学生复
学复课疫情防控工
作， 4 月 7 日， 常
德津市市卫健系统
抽调 24 名技术骨
干深入学校， 多举
措助力学校复学复
课。

通讯员 张智洋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4 月 10
日下午， “中国与土耳其新冠肺炎
防治专家视频交流会” 在湖南省卫
生健康委举行， 8 位湖南医疗专家
就新冠肺炎诊断、 不同分型患者的
医疗救治、 联合用药的安全性有效
性、 中医药发挥的作用、 医务人员
自身防护、 隔离措施等多个问题与
土耳其医疗专家交流了湖南乃至中
国的做法与经验。 这是湖南又一次
参与国际抗疫合作的生动实践。

4 月 6 日， 应土耳其卫生部请
求， 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与湖南沟
通， 希望能够开展医疗专家视频交
流会， 向土耳其介绍中国 （湖南）
新冠肺炎感染病患具体治疗手段并
分享疫情防控工作经验。

在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邓励的组
织下 ， 土耳其卫生部副部长埃米

奈·阿尔普·梅谢女士、 公共卫生局
副局长贝克尔·克斯金克里克等土
耳其 15 名不同学科医学专家代表，
和中共湖南省委外事办主任徐正
宪、 副主任叶劲松、 湖南省卫生健
康委副主任祝益民、 湖南省新冠肺
炎省级医疗救治高级专家组组长胡
成平教授， 以及来自中南大学湘雅
医院、 湘雅二医院、 湘雅三医院、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湖
南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等医疗机
构的多位专家进行视频连线。

“中医药治疗成果如何呢？” 对
于中医药发挥的作用， 埃米奈·阿
尔普·梅谢重点进行了提问。

“中医中药治疗属于个性化治
疗。” 湖南省新冠肺炎中医防控专
家组副组长、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游柏稳指出， 本

次疫情中， 采用中药汤剂清肺排毒
汤和西药同时使用， 发现中药汤剂
在预防轻型、 普通型向重型和危重
型发展有一定效果。

“我们跟土耳其第一次疫情防
控分享早在 3 月 30 日就已经开始
了。” 参加交流会的湘雅三医院重
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彭玥介绍， 当
时医院宣传部接到土耳其电视台邀
请， 希望就疫情防控情况了解中国
经验。 彭玥接受采访后， 就疫情进
展规律向土耳其民众进行了讲解，
并推广 “戴口罩” 作为疾病阻断的
有效方式。 此次交流会， 彭玥就重
症患者呼吸治疗及重症患者的管理
策略方面的救治经验等更加专业的
问题与土耳其医疗专家进行进一步
的沟通交流。

经过 2 个多小时密切交流， 埃

米奈·阿尔普·梅谢对出席此次交流
会的专家表示感谢。 此次的交流会
“让我们收获了很多， 接下来对控制
疫情也充满了信心。” 她表示， 土耳
其一直高度关注着中国疫情和为抗
疫所付出的努力。 土耳其自 3 月 10
日确诊第一例新型肺炎病例开始，
就一直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

“这次交流还是比较成功的。”
胡成平表示， 目前中国在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中， 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但全
球疫情还不容乐观， 接下来， 他们将
“要为世界抗疫贡献一份力量， 为中
国医师争光， 将湖南经验传播出去。”

据国家卫健委网站消息， 近
日，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
《关于进一步巩固成果提高医疗
机构新冠肺炎防控和救治能力的
通知 》 (以下简称 《通知 》 ) 。
《通知》 提出， 各地对医疗机构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情况进行日报
告。 各省份于每日 12 时前报送
前一日检测情况， 首次报送时间
为 4 月 13 日。

《通知》 提出， 完善门急诊
预检分诊管理。 对就诊患者要查
看健康码， 要求佩戴口罩， 并重
点询问是否存在发热、 咳嗽等呼
吸道疾病症状体征， 以及是否与

新冠肺炎患者密切接触、 有疫情
高发地区旅居等流行病学史， 对
患者进行体温测量。 将发热患者
及高度怀疑新冠肺炎患者规范转
移到发热门诊就诊。 有条件的地
区， 可结合预约诊疗工作， 开展
先线上后现场的两次预检分诊。

《通知》 要求， 各地要支持
医疗机构加强发热门诊建设。 发
热门诊要设置在医疗机构内相对
独立的区域， 通风良好， 有醒目
标识， 有独立卫生间， 通道和分
区设置符合要求， 配备专用设备
设施， 最大程度保证检查治疗在
发热门诊内完成。

《通知》 指出， 做好分时段
预约诊疗和互联网诊疗咨询。 各
地要大力支持医疗机构加强信息
化建设， 开展预约挂号、 预约检
查和预约治疗， 合理分配就诊时
间， 实现分时段预约就诊， 减少
人群现场聚集。

《通知》 提出， 强化感染防
控和医务人员防护。 进入医疗机
构的各类人员均应当正确选择和
佩戴口罩、 正确进行手卫生， 做
好环境通风管理。 在为疑似和确
诊新冠肺炎患者提供诊疗服务
时， 根据操作风险高低， 在标准
预防的基础上， 做好额外预防。

本报讯 （孙国根）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阚海东教授和王伟炳教授领衔的研究
团队一项研究发现， 天气转暖可能不会减
少新冠病毒传播， 温度、 相对湿度和紫外
线辐射等气候因素与新冠病毒的传播无
关， 依赖气温升高控制疫情的假说可能
“为时过早”。

既往对上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和环境温
度的关联研究经验表明， 流感或 2003 年
的 SARS 都表现出一定的季节性， 即病毒
需要在一定的温度条件下生存， 随着气温
升高其传播能力有所下降。 如今， 随着天
气转暖， 新冠疫情能否得到缓解？

为搞清楚这一问题， 阚海东、 王伟炳
研究团队收集了截至今年 3 月 9 日至少有
10 例确诊病例的中国 224 个城市 （湖北
省外 207 个） 的病例数据和气象数据， 并
选取截至 2 月 10 日 （湖北省疫情高峰时
间） 确诊病例数 50 例以上的 62 座城市
（湖北省外 50 个）， 计算了病毒的基本再
生数 （R0， 即在无干预的情况下， 一个
感染者平均传染人数）。 数据显示， R0 最
高的 3 个城市和累计发病率最高的 15 个
城市都在湖北省。

研究发现气温、 紫外线强度与累计发
病率和 R0 都没有显著关联。 这提示， 温
度升高或紫外线强度增加可能都不会影响
新冠病毒的传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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