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从科普的角度来说，您认
为有哪些疾控知识是大家一定要掌
握的？

王豫林：我们常说的“疾控”全
称叫疾病预防控制，有三层意思：一
是疾病，包括传染病、慢性非传染病
（如高血压、糖尿病、肿瘤等）、地方
病、寄生虫病等等。在传染病里，根
据传播途径又分为：肠道传染病、呼
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等；二是预

防，就是采取一些防范措施，防止受
到疾病的伤害。比如打疫苗预防各
种传染病，喝开水、吃卫生的食品，
主要是预防肠道传染病；出门戴口
罩，主要是预防呼吸道疾病。三是
控制，这是生了病以后的补救措施，
对个人来讲，就是不要让疾病加重，
所以要及早治疗。对人群来讲就要
防止疾病蔓延。因此，我们要开展主
动防疫，统一行动，科学施策，早发
现、早隔离、早报告，把疫情控制在最
小范围，把疫情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健
康影响减低到最小。显而易见，预防
疾病相对于控制疾病来讲，花费小，
效果好。所以，要强调“预防为主”，
这是我国的卫生工作方针。

记者：大家都很关心最近新闻报
道的治愈患者复发案例，请问这种治
愈成功后出院的患者是否还有复发成
传染源的可能？复发的患者传染力度
增强了还是减弱了？

王豫林：第一，这个病是新发传染
病，所谓“新发”是以前未曾遇到过的
传染病；第二，既然是新发的，那么以
前没有人得过这个病，大家都没有免
疫力，用专业的话说，我们都属于“易
感人群”；第三，对这个病的认知，是随
着疫情的发展逐步深入的。截止到现
在，抗击新冠病毒疫情进行了三个月
左右时间，但是我们对新冠病毒的生
物学特征、传播能力、致病毒力、防控
措施、治疗手段等研究不断深入，取得
了重大进展和突破。从现在的疫情防
控形势看，大家都能感受到，没有疫情
初期那种紧张了。

关于患者 PCR 核酸检测转为阳
性的问题，提示该患者体内可能有新
冠病毒复制，有成为传染源的可能。
当人感染新冠病毒的时候，体内就像
一个战场，如果人体抵抗力强于病
毒，那么，病毒就会被消灭，不会发

病。另一种情形是，人的抵抗力弱于
病毒，病毒在体内大量复制，干扰、破
坏人的正常生理，结局就是发病，成
为病人。还有一种情形，人体免疫力
与病毒实力相当，谁也打不过谁，处
于相持状态，就可能变成无症状感染
者，我们称为“带毒状态”，这类人具
有潜在危险性，可能导致疫情传播，
但是由于没有症状，向体外排毒的量
相对于病人要少。但可能导致的传
播蔓延不容小觑。

关于复发患者传染力度是增强还
是减弱的问题，目前未见定论。但有
一点要明确，就是病人出院后还要继
续隔离康复一个最长潜伏期（14天）。
这是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有利
于初愈患者的体能恢复；二是防止因
病后抵抗力虚弱，而受到其他致病病
原的感染；三是防止转阳后可能导致
的新的传播。目前，没见患者治愈后
再传播他人的报道。

记者：最近有新闻报道在宠物身

上检测核酸阳性，这种现象是否存在
动物传染动物、动物传染人？

王豫林：如果在宠物身上检测核
酸阳性，那么这只宠物一定接触过患
者，或者到患者居住过、工作过、逗留
过的地方，不然宠物的新冠病毒核酸
从哪里来？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核
酸检测出现了假阳性。目前，大家的
共识是新冠病毒是因为有人非法售卖
野生动物（蝙蝠），导致了这次疫情。
但应该有一个中间宿主，全世界都在
找，目前没有最后定论。还有，在宠物
身上检测到核酸，不等于在宠物身上
发现了活的病毒。因此，目前宠物传
播新冠病毒的证据不足，需要进一步
研究。

家里养有宠物的市民需要注意安
全、文明饲养。所谓安全，就是要给宠
物注射疫苗，特别要注射狂犬疫苗，狂
犬病可用疫苗预防，但无药可治。文
明，就是外出遛狗的时候，宠物主人要
把宠物的排泄物清理干净，养成良好
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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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科学传播专家团成员，重庆

市新冠肺炎医疗防控咨询专家组成员，
中华医学会公共卫生分会常务委员，中
国微生物学会理事。先后担任原卫生
部“环境与健康专家委员会”委员、“实
验室生物安全专家委员会”委员，第一、
二届重庆市政府“应急专家组”副组长，
重庆市突发事件卫生应急专家咨询委
员会主任委员，重庆市“十一五”重大科
技专项首席专家等。曾荣获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二等奖1项，中华预防医学科
技二等奖、三等奖各1项，重庆市医学科
技奖11项。

疫情期间，是不是有时会
出现胸闷、心慌？除了考虑心脏
疾病外，还应考虑心理应激的
身体反应。如果你是一个不

善于表达情绪的人，那这
种 身 体 反 应 会 更 严

重。嘴巴上不说，身
体很诚实，会

用“ 不 舒
服”帮你

说出来。那怎样才能分辨到底是器质
性疾病，还是心理因素造成的功能性
失调呢？

近日，在举行的上海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上海中医
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主任医师崔松
介提醒市民：下面五种情况，你符合
得越多，越提示心脏功能性失调：当
你发生胸闷心慌时，自测脉搏还是
很整齐；往往在安静休息时发生，运
动、劳累反而不发；同时伴有手麻、
手抖、脸红、口干、出汗等症状；还会
出现多种全身不适，比如头晕乏力、
胃口不好、尿频尿急等；经常失眠、
多梦。当然，最后的结论需要到医
院检查后确认。

崔医生还给市民提供五个小技
巧，来帮助大家一起渡过难关。

第一是一杯热饮。当你心慌时，
喝一点热的，可以压压惊。热饮会缓
解焦虑，给自己安心的感觉。

第二是两手穴位。我们可以在左
右手腕横纹上两寸的地方找到一个穴
位——内关穴，平时早、中、晚各按摩
一次，可以起到宁心安神的作用。

第三是三心二意。我们在做每一
件事情时需要专注，但是一天不要只
做一件事，要给自己设定几件事情，这
样有利于我们转移注意力。

第四是四肢发达。四肢发达在这
里不要想作一句贬义的话，而是说当
四肢处于运动状态时，头脑里的焦虑
就会减轻。说到运动，最好能够“一张
一弛”，运动和放松交替进行。比如最
简单的，我们可以通过手的反复捏紧
和松弛，即握拳和放松，让全身放松下
来。

第五是捂个好觉。温暖的被窝可
以给我们一些安全感，充足的睡眠可
以让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提高。如果
你能连着睡五个好觉，相信很多不适
都会消失。

疫情期间胸闷、心慌怎么办？
■ 董志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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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医护人员同治愈患者挥手道别。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