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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冬季呼吸道疾病仍处于高发

期。目前我国主要流行的病原体情况如

何？元旦小长假临近，人员流动增加，

如何做好健康防护？国家卫生健康委28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对热点问题进行回

应。

当前国内新冠疫情处于低水
平流行

“当前国内新冠疫情处于低水平流

行，JN.1占比较低，但也呈上升趋势，

有可能逐步发展为国内流行株。”中国疾

控中心传染病管理处呼吸道传染病室主

任彭质斌介绍，JN.1变异株属于奥密克

戎变异株，从近期世界卫生组织根据现

有的证据评估认为，JN.1的传播力和免

疫逃逸能力是增强的，但没有证据提示

其致病性增强。

彭质斌说，今年入冬以来，我国存

在多种呼吸道疾病病原体交替或共同流

行的态势。当前，从监测结果来看，呼

吸道疾病病原体以流感病毒为主，多数

省份已经到达流感的流行高峰，随之会

出现逐步下降趋势。肺炎支原体、腺病

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病原体活动呈现

低水平波动状态。

“元旦春节假期临近，人员流动将大

幅上升，预计我国新冠疫情可能会出现

一定幅度回升。在春运期间，新冠疫情

和其他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可能会上升，

特别会增加老年人、慢性基础性疾病患

者等脆弱人群发生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可能对救治能力相对薄弱的农村地区医

疗服务系统带来一定压力。需要周密安

排，提前做好各方面准备。”彭质斌说，

下一步将持续关注国外疫情形势和流行

株的变化情况，及时进行监测预警和风

险评估。

元旦期间加强健康防护

假期群众探亲访友、旅游、聚餐聚

会等聚集性活动会相应增加。彭质斌建

议公众做好四方面自我保护措施：一是

出行前要密切关注目的地传染病疫情动

态和相关部门发布的信息提示。如果有

发热、咳嗽等相关症状人员，建议暂缓

出行。二是旅途中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

习惯，科学佩戴口罩，勤洗手及注意饮

食卫生。三是返回后要做好自我健康监

测，出现不适症状要及时就诊。出国旅

游人员应主动告知医生出境史。四是及

时接种新冠、流感、肺炎等疫苗。

冰上游乐园、滑雪场等成为假日热

门游玩点，为保障儿童安全，北京儿童

医院主任医师王荃说，家长要为儿童选

择正规、安全的活动场所和娱乐设施，

了解活动场所的安全设施配备情况、安

全标识和必需的救护设备和器材等，不

要带孩子滑野冰。此外，要评估孩子即

将参加活动的安全性，选择适合其年

龄、身高、体重和身体状况的活动项

目。家长要做到有效看护和陪伴，不要

强迫孩子参加过于激烈的项目，一旦孩

子身体不适或自觉无法参加该活动，应

及时停止。

如何合理安排节日期间饮食？北京

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于康表示，节

日期间，公众进食总量、种类往往较平

时增多。应注意防止暴饮暴食，每餐都

要遵循“食不过饱”原则，即每餐七八

分饱。尽量保持和平时一样的进餐规

律，不宜过于随性地进餐。尽量少喝

酒，避免饮用大量高度烈性酒，尤其是

老年人、孕产妇、青少年、儿童，尽量

做到滴酒不沾。

心脑血管疾病防治不容忽视

有报道称“有医院接诊了不少40岁

以下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对此，首都

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卒中中心主任医师吉

训明表示，年轻人和老年人发生心脑血

管疾病，在症状、治疗等方面不完全相

同。无论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心脑血管

疾病重在预防。

吉训明介绍，在心脑血管疾病发病

时，年轻人的症状通常会比较重，但他

们缺乏心脑血管疾病的识别意识；而老

年人有很多不典型症状，比如疲劳、头

晕、看东西不清楚、记忆力下降等，容

易被忽视，进而造成就诊延误；老年人

心脑血管疾病的病因大多为动脉粥样硬

化，控制高血压、高血糖、高脂血症等

危险因素极为重要；老年人身体状态和

年轻人不一样，年轻人还会有血管炎

症、动脉夹层、血管畸形或先天性的相

关心脏疾病等，需要全面查找原因。

吉训明提醒，在寒潮期间，老年

人、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脑卒中

高风险人群需加强防护，注意保暖，避

免过度劳累和在寒冷天气中长时间停

留。一旦发现心脑血管疾病症状时，应

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到医院就诊。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急诊科

主任齐文升提示，冬季气温骤降，容易引

发病症，如感冒发烧、心脑血管疾病高发、

慢性疾病加重等。可进食一些温补类的

药物进行预防，将室内温度适当控制在一

定范围，多喝温水，对空气进行湿化，有利

于防止冬季疾病的发生。

（新华社北京12月28日电 新华社
记者李恒）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8日电（记
者顾天成）近期，新冠病毒JN.1变

异株占比在全球范围内快速上升。

国家疾控局规划财务与法规司司

长李正懋在28日举行的国新办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现有证据显

示，JN.1 变异株免疫逃逸和传播

力增强，其致病力并未增强，既

往感染和接种含XBB变异株抗原

成分新冠病毒疫苗对其有免疫交

叉保护作用，特异性抗病毒药物

依然有效。

“我国持续开展新冠疫情监

测，动态掌握国内疫情流行趋势和

病毒变异情况，同时也在关注全球

疫情变化。”李正懋说，目前我国

新冠疫情总体处于低水平，本土流

行株仍然为EG.5变异株，JN.1变

异株占比较低，但呈上升趋势。

截至目前，全国共报告JN.1变

异株序列490条，其中输入病例序

列443条，占90%，本土病例序列

47条。专家研判认为，受国外JN.1

变异株持续输入、春节前后人群规

模流动等多重因素影响，JN.1变异

株可能发展成为国内新冠病毒优势

流行株。

据悉，下一步，我国疾控部门

将强化疫情监测预警，推进老年

人、慢性基础疾病患者等重症高风

险人群接种含XBB变异株抗原成分

新冠病毒疫苗，降低感染后发生重

症、死亡的风险。

同时，以农村地区为重点，做

好医疗资源应对准备，加强感染者

分级分类救治管理。

相关新闻

新冠病毒JN.1变异株致病力未增强
特异性抗病毒药物依然有效

据新华社长春12月28日电（记者
邵美琦、司晓帅）记者28日从东北虎豹

国家公园管理局获悉，近日，该公园珲春

片区发现一具被啃食的东北豹残骸。经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吉林省珲春市

警方和国家林草局东北虎豹监测与研究

中心组成的联合调查小组勘察判定，这是

一起罕见的东北虎捕杀东北豹事件。

据了解，发现东北豹残骸的现场一

片狼藉，死去的东北豹躺在雪地中，其头

部、腹部和臀部均发现多处被啃食痕迹。

“到现场以后，我们沿着拖拽痕迹，

一路发现另一种猫科动物的脚印，在向

南160米左右的地方有明显打斗痕迹，

应该是‘案发’的第一现场。”东北虎豹国

家公园珲春分局副局长于洪洵说。

调查结果显示：通过现场脚印测量，

打斗痕迹和捕食习性等判定，东北豹是

被一只成年雄性东北虎扑杀啃食的。通

过花纹比对，确定这只东北豹属东北虎

豹国家公园在编豹群，编号为73号。国

家林草局东北虎豹监测与研究中心副主

任冯利民介绍，这是一只约8岁的雄豹，

成年后在这片区域建立了自己的领地，

已经繁殖了多胎幼崽。研究表明，东北

虎、东北豹体重差异巨大，致使正常情况

下东北豹无法与东北虎抗衡。“我国首次

发现东北虎捕杀东北豹事件，这对于我们

的保护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观察机会。”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陈阳说。

小米自研新能源汽车
正式亮相

12月28日，小米在京举办发布

会，宣布备受关注的小米汽车正式亮

相并投入量产，预计2024年对外发

售。

小米集团介绍，小米汽车研发团

队共有3400多名工程师，在电驱、电

池、大压铸、智能驾驶、智能座舱等关

键领域积极进行技术创新，自建电

机、电池包、大压铸冲压等多个工厂。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和国家新能

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测试报告介绍，

小米自研电机创新性强，在车用电机

最高转速、电驱系统最高效率、功率

密度等关键指标方面处于国际领先

水平。

汽车工业与消费电子工业、智能

生态的融合已渐成智能新能源汽车

的发展趋势。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

长兼CEO雷军介绍，融合工业硬科

技、智能软科技，AI全面赋能，小米

汽车将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注入新活力。

（据新华社记者陈旭、郭宇靖）

做好元旦期间冬季呼吸道疾病防治
——国家卫健委回应热点问题

我国首次发现东北虎捕杀东北豹事件

疑似东北虎脚印疑似东北虎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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