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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支原体感染一定会得肺炎吗？
儿科专家：二线抗支原体药物选择需由医生指导

本报讯（记者 马丹）昨晚20

时，申城气温最终定格在了

11.4℃，让已经成功连续四天的入

冬倒计时无奈地“倒”在了最后一

个关键节点。本轮入冬最终还是

失败了。不过，上海网友们纷纷表

示，“大回暖”已经开启，即便是入

冬也入了个寂寞。市气象局首席

服务官邬锐说，今天本市雾霾晴

暖起飞，周五的气温“拉涨停”，最

高气温将冲破20℃，尤其是周六

的气温将达到22℃，有望刷新申城

150年气象史上12月上旬的历史

纪录。

气象资料显示，自11月30日

开始，本市已连续4天日平均气温

低于10℃。但是，暖湿气流昨天抵

达后，不但带来润燥的雨水，也给入

冬带来了“变数”。按照日平均气温

的计算方法，需要取每天的02时、

08时、14时、20时四个时次的气温，

四者相加除四后保留小数点后一

位。昨天02时、08时、14时，上海的

气温分别为7.4℃、8.3℃和13.3℃，

但是，20时的气温并未降到11℃，

导致了这轮入冬“功亏一篑”。

申城也变得又暖又湿，今天天

气静稳，早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大

雾天气，不那么湿的时段则有轻度

霾。周三是大回暖之前的助跑，最

高气温会短暂降到15℃。之后，气

温将出现“三级跳”，周五和周六的

最高气温都将超过20℃，周六更是

达到此轮升温的顶峰：22℃。这样

的“大回暖”可能还将打破12月上

旬的历史纪录。邬锐说，近年来，

12月出现回暖天气的情况并非仅

此一次，最近一次类似的情况出现

在2018年，该年12月1日至3日连

续三天的气温都超过20℃。

不过，冬天已经近在咫尺，冷

空气活动频繁。这波回暖持续时

间非常短暂，周日到下周初，新一

股冷空气即将抵达。届时，冷空气

将和暖湿气流“交锋”，给申城带来

阴雨天气和降温，本市的最高气温

又将跌回1字头，预计在12~13℃，

体感湿冷。

本报讯（记者 杨硕）一年一度
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确

认已经开始。12月1日起，纳税人

可以通过“个人所得税”手机App确

认2024年度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

扣除信息。从今年开始，三项个税

专项附加扣除标准有变化。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

包括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

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

老人、婴幼儿照护七项。为了获得

税收优惠，纳税人应当于每年12月

1日至12月31日，对次年享受专项

附加扣除的内容进行确认。

需要注意的是，今年一老一小

三项专项附加扣除标准提高了。赡

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标准从每月

2000元提高至每月3000元，子女教

育、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

扣除标准从每个子女每月1000元

提高至每月2000元。纳税人从9月

申报期起即可享受。

全年一次性奖金个人所得税政

策延续实施至2027年12月31日。

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在

2027年12月31日前，不并入当年

综合所得，以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

除以12个月得到的数额，按照《关

于延续实施全年一次性奖金个人所

得税政策的公告》所附按月换算后

的综合所得税率表，确定适用税率

和速算扣除数，单独计算纳税。

居民小区近旁 ，十字路口四
个街角从傍晚喧闹到深夜

“舞林大会”扎堆
震耳欲聋阻塞通行

申城本轮入冬失败
周六迎  ℃或破   年纪录

个税专项附加扣除
信息确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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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7时许，记者沿大木桥路自北

向南，往零陵路方向走去。还没有到

路口，一阵高过一阵的音浪就扑面而

来。行至大木桥路北侧靠近零陵路西

侧交叉口，就是地铁4号线大木桥路站

出入口。此时，已有数十位市民在这

里扎堆：有固定舞伴的，双人成组翩翩

起舞；而大多数人则排列齐整，跟着音

乐节拍集体共舞。在“广场舞大军”的

周围，摆放着数台被开到最大音量的

便携式功放，劲道十足的音乐振聋发

聩。现场除了成群的“舞林高手”外，

还有不少“来轧轧闹猛”的人围观驻

足。一时间，本就不宽的人行道被堵

了个严严实实实，许多进出地铁站的

市民一边只得高喊着“借过”，一边在

小心翼翼地“左右迂回”中费尽气力才

能挤出“重围”。

抬眼望去，此处与日晖六村仅一

墙之隔。走进小区，在采访中，居民张

老伯向记者倒出了满肚子的苦水：“我

住的房子就正对着广场舞的聚集点，

每天晚上这声响是大得勿得了，我跟

老伴都上了年纪，本来身体就不太

好。天天这么折腾，阿拉是胸闷气急，

都要被伊拉闹出心脏病了！”张老伯

讲，他的女儿曾用噪声分贝仪测试过，

震天响的音量在80分贝以上。

在马路对面，大木桥路北侧靠近零

陵路东侧交叉口，同样是一派“声浪喧

天、我为舞狂”的景象。市民张阿姨说，

她原本要加入马路对面的“舞团”，但因

为那里人数太多，才转到了此处“阵营”。

记者又来到大木桥路南侧靠近零

陵路东侧交叉口，只见10多位市民个

个都带着便携式音箱，“大合播”式的

伴舞乐声一起，真是“惊天动地”，连

“咬耳朵”都听不清在讲什么；而在大

木桥路南侧靠近零陵路西侧交叉口，

劲歌热舞也是喧嚣不已。

十字路口四个街角，竟然无一处

“清静之地”，而周边居民小区密集，除

日晖六村外，还有日晖二村、江南新村

和航道小区等。面对这“日复一日”的

烦恼，居民们已是“忍无可忍”：“孩子

要做作业，老人和上班族都要休息。

这让人头疼得都要裂开的声响没休没

止、没完没了，阿拉真是要崩溃了！”

家住徐汇区日晖六村的

多位居民向“新民帮侬忙”求

助，每天从傍晚到深夜，许许多多的

阿姨爷叔都会聚集到大木桥路零陵

路口，“舞林大会”在四个街角竞相上

演。大功率的功放设备持续不断“输

出”超  分贝的音量，让人在震耳欲

聋中“心脏病都快发了”。而由于路

口被“人从众”所占据，让往来通行者

几乎“无路可走”。这种种乱象使得

居民们“无法过上安生日子”，他们急

切盼望相关部门采取有效管理措施。

望予整治 居民急求安宁
记者查阅相关法律法

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噪声污染防治法》，在街道、

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

或者开展娱乐、健身等活

动，应当遵守公共场所管理

者有关活动区域、时段、音

量等规定，采取有效措施，

防止噪声污染；不得违反规

定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

音量。公共场所管理者应

当合理规定娱乐、健身等活

动的区域、时段、音量，可以

采取设置噪声自动监测和

显示设施等措施加强管理。

“市民有娱乐和健身的

需求，我们能理解，但跳广

场舞的市民也应当换位思

考，给我们一个基本的安居

环境。”居民们呼吁，相关部

门能否通过“堵疏结合”的

办法，或整治过度扰民行

为，或引导有需求的市民去

更合适的场地健身，尽最大

可能将广场舞对居民区的

影响降到最低。对此，“新

民帮侬忙”将继续关注。

本报记者 徐驰

2 四个街角 无一处清静地

最近，本市的儿童专科医院

和各大医院的呼吸科，呼吸道传

染病的患儿就诊量仍占据高位。

什么时候去医院合适？支原体耐

药了怎么办？针对家长关注的就

诊和用药问题，上海市普陀区中

心医院儿科解玉副主任医师进行

了解答。

1.小朋友刚开始发烧，要不
要去医院？一般什么时候验血？

目前以肺炎支原体、流感病

毒、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常

见。一般情况良好的急性发热患

儿，可以先补水散热、退热对症用

药，并观察病情变化，适时就诊。

有研究表明，通常发热12小时

后再进行血常规检查，对于严重细

菌感染的检测更加灵敏。

2.明确是支原体感染后要如
何用药？已知道阿奇霉素耐药，
可以换别的药吗？

诊断支原体感染后，儿童首选

药物是阿奇霉素。

如果阿奇霉素耐药，可以根据

病情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二线抗

支原体药物，比如米诺环素和多西

环素这种新型四环素类药物，或者

喹诺酮类药物。但由于这些药可

能导致牙齿发黄和牙釉质发育不

良，或者可能存在幼年动物软骨损

伤和人类肌腱断裂的风险。所以，

对适用年龄有限制，在使用这类药

前需要对儿童做充分评估利弊，并

取得家长同意后使用。

3.支原体感染一定会得肺
炎？不用药会不会好？

感染支原体不一定会得肺炎。

人感染肺炎支原体后可能会

无任何症状，或是仅引起咽炎、扁

桃体炎等上呼吸道感染。只有部

分孩子会发展为肺炎，需要根据患

儿病情进行治疗。

4.一直咳嗽不好怎么办？吃
点什么药？

对于干咳较为频繁的患儿，可

以选用含有右美沙芬、福尔可定等

镇咳药物。如果有痰难以咳出，可

以选择氨溴索、羧甲司坦等化痰

药。但如果久咳不愈还是需要就

诊，明确原因后再用药。

5.不同的呼吸道疾病如何对
症治疗和用药？

儿童呼吸道感染以病毒多见，

一般呈自限性，可伴有发热、咳嗽、

鼻塞、流涕等症状。体温大于

38.5℃或因发热出现了不舒适的发

热儿童，推荐使用布洛芬或对乙酰

氨基酚。如果为风热感冒，可以口

服清热解毒药，比如双黄连、小儿

豉翘清热等中成药。对于儿童鼻

塞、流涕症状，可以选用西替利嗪、

氯雷他定等抗过敏药缓解症状，也

可以用海盐水对鼻腔进行清洁，辅

助改善鼻炎症状。对于鼻塞严重

的儿童，还可以短时间使用呋麻滴

鼻液等药物缓解症状。但需要注

意避免重复用药，增加不良反应。

必要时需要及时就诊，明确病因后

用药。

本报记者 左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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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铁站出口处聚集着大量跳广场

舞的市民 本报记者 徐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