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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做好个人防护
最近一段时间，上海各家医院的呼吸内

科和急诊同样挤满了流感患者。市疾控发

布消息称，目前本市流感病毒活动强度明显

增强，已进入高发期，其中儿童患者中检出

率最高的为流感病毒。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感染科主任曹清说，最近甲流病例的确在逐

渐增多，“如果一个疾病检出率达到5%以

上，表示这种病可能会流行；如果现在整体

检出率达20%左右，说明甲流的一个高峰已

经到了。”

那么，得了甲流有那么吓人吗？面对流

感，我们不能轻视，但也不必恐慌，因为它每

年秋冬都会来一波，只是今年这波来得有点

“晚”。作为自限性疾病，一般人得了流感后，

可能出现高热、全身酸痛等症状，通常5—7

天就能痊愈。需要注意的是老人、孩子、孕妇

和慢性病患者等脆弱人群，流感可能会给他

们带来严重并发症。

得了流感要不要马上吃药，还是只要居

家休息就行？这个因人而异，没有标准答

案。但是，在疾病流行季节，大家还是要注意

做好防护。华山医院感染科副主任王新宇提

醒，加强个人防护是预防呼吸道疾病的重要

手段，包括注意个人手卫生，勤洗手；在人群

密集的室内场所或身边有人出现呼吸道症状

时，注意佩戴口罩，可以有效减少飞沫传播风

险；居室多开窗通风；均衡膳食，注意补水，维

持一定的维生素和蛋白质摄入；合理锻炼，适

当休息，提高自身免疫力。

早点找到病因
眼下正值学期末，学校不少班级都有孩

子感染甲流，令家长担心不已。市民朱女士

的孩子读五年级，前后排都有同学因流感缺

课，昨天孩子一量体温39℃，她马上给孩子服

用了玛巴洛沙韦，之后叫了到家快检服务，

测出来果然是甲流。“当了十年家长，这方面

也算有经验了。这种时候我们不想带孩子

去医院凑热闹，先在家观察，有需要再去。”

她说。

对于在家快检的做法，一度存在争议。

仁济医院儿科李小燕医生在社交平台表示，

上门检测是核酸检测，如果采样标准，相对某

些医院的抗原、胶体金检测来说，具有准确率

高、项目多的优势。因此，大家可以选择合适

的检测套餐，早期明确病原，便于对症用药。

但需要提醒的是，如果孩子采样不配合，或者

症状体征等跟检测结果差距明显，还是建议

到医院去明确诊断。不光要确认病原体，医

生可能还需要借助胸片、血常规来进一步查

明孩子发热、咳嗽的原因。

冬季呼吸道疾病高发，一有头疼脑热很

容易以为得了流感，但也有可能不是。38岁

的杜女士在跨年夜突然头痛，发烧了。知道

最近“甲流高发”，她火速给自己喂下一颗玛

巴洛沙韦，结果体温不降反增，飙升到40℃，

头更疼了，嗓子也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高

烧3天后，杜女士来到瑞金医院，医生让她张

嘴：“姑娘，你两侧扁桃体化脓很严重，可能不

是病毒哦！”化验单证实了医生的判断，不是

甲流，C反应蛋白超了4倍多！这个指标就像

是一个警报器，当身体受到感染或炎症刺激

时，会迅速升高。杜女士哭笑不得，原来自己

“吃错药”了！

除了甲流以外，目前较多的还有偏肺病

毒、肺炎支原体、鼻病毒等，许多网友疑惑，

“为什么感觉现在病原种类变多了？小时候

好像并没有那么多呀！”近年来，我国检测多

种病原体的能力大幅度提高，以前感冒发烧，

大多不会去测什么病原，现在很容易被检测

出来。

王新宇解释，比如鼻病毒、腺病毒就是人

呼吸道感染中最常见的病原体，也是导致人

们普通感冒常见的病毒。有30%—50%的成

年人及儿童感冒是由鼻病毒引起的。与流感

相比，鼻病毒感染的症状总体相对较轻，大部

分情况下一周左右可痊愈。换句话说，鼻病

毒感染通常导致的只是普通感冒，目前无特

效的抗病毒药物去治疗鼻病毒，主要依靠自

身免疫系统恢复。

如何选择药物
如果能明确诊断为流感，在发病48小

时内开始抗病毒治疗可减少流感并发症、降

低住院患者的病死率、缩短住院时间。作为

一种抗流感新药，玛巴洛沙韦在流感早期治

疗效果比较显著，全程只需服用一次；如果

出现症状好几天以后才确诊，用玛巴洛沙韦

的作用就不大了，可以用奥司他韦，连用5

天，每天2次。专家指出，这两种药的作用

方式不同，玛巴洛沙韦是抑制流感病毒复

制；奥司他韦是抑制病毒从被感染的细胞中

释放，减少病毒扩散。一般情况下不推荐两

种药联合使用。

要提醒的是，并非所有甲流患者都需要

服用抗病毒药。奥司他韦这类处方药，建议

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居家休养，还是以对症

治疗为主。用药时要注意两点：抗病毒药物

不能过量服用；不要随便用抗生素，对流感无

效。有的市民在家囤6盒8盒抗病毒药物，专

家认为没必要，医院里都可以开得到，没必要

人为抬高药品市场价格。

预防流感，最有效的还是注射疫苗。流

感疫苗是每年都要注射的疫苗，因为每年流

行的毒株不同且在不断变化。注射流感疫苗

以后，能明显降低感染后发生严重并发症、死

亡的风险，因此，建议适合接种的人群每年秋

季都提前注射。

本报记者 左妍

流感季节遇上头疼脑热
快检用药莫要自作主张

本报讯 （记者 易

蓉）通常一份肿瘤切片的

病理检测需要至少20分

钟，而一套新研制的无滤

波荧光显微成像系统则只

需4分钟就能完成，效率

提高了5倍。这是上海

理工大学超精密光学制

造团队的基础研究在生

物医学领域的应用之一，

也是上理工科研团队诠

释“AIforScience（人工

智能驱动科学创新）”核

心理念、实践医工交叉战

略的新成果。

由上海理工大学光电

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庄

松林院士、常务副院长张

大伟教授带领的超精密光

学制造团队与上海交通

大学附属仁济医院浦南

分院、美国杜克大学合

作，创新提出可广泛应用

于生物诊断、临床医学、

环境监测、刑侦勘探等领

域的“AI荧光成像——无

滤波荧光显微成像技

术”，相关论文“支持深度

学习的无滤光片荧光显

微镜”近日在《科学》子刊

《科学进展》上发表。

广泛用于医学基础研

究与临床实践的荧光成像

系统非常有用，可以进行

神经免疫病抗体检测、辅

助肿瘤细胞的检测和定

位、监测药物在体内的分

布和代谢情况等。但现有

设备需要装备多套滤波组件，烦琐耗时，无法

满足高速成像应用需求。在上理工医工交叉

项目推动下，论文第一作者戴博教授与仁济

医院管阳太教授团队合作找到了科研攻关的

目标——用AI取代传统光学滤光组件，完成

荧光信号的特异性定位及定量分析，实现对

生物样本的高效和精确的检测和分析。

团队开发“数字虚拟滤波器”，提出无滤

波荧光显微成像技术，可完全摒弃昂贵的荧

光滤波元件，成像系统获取图像后，通过神

经网络，自动选择荧光通道，对不同显微放

大倍率、荧光染料浓度、样品种类，均能高

效、精准地还原出荧光信号。“显微镜里的细

胞就好比天际各种颜色的星光。想识别这

些光点，就要不停换镜片。而利用AI，一个

普通望远镜就可以清晰、快速地全部识别出

来。”戴博解释道。

科研团队针对多色荧光量子点纳米颗

粒、多种荧光染料共染的细胞、组织切片、动

态细胞进行荧光成像实验，还用研制出的无

滤波荧光显微成像系统进行了成纤维细胞活

化蛋白表达分析、人食管组织/人肝组织切片

检测等一系列生物研究、临床检测实验。

“目前提出的无滤波荧光成像技术在荧光

显微成像系统中得到了初步验证，这一技术存

在巨大的研究价值和应用潜力，有待进一步

移植到共聚焦显微镜、荧光流式细胞仪等各

类荧光检测相关的仪器中，有望推动现有生

化检测仪器的智能化升级换代。”张大伟说。

■ 北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房备药充足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肿
瘤
切
片
病
理
检
测
提
效
五
倍

上
理
工
医
工
交
叉
团
队
新
成
果
有
望
利
用

A
I

升
级
生
化
检
测

1月5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小儿外科医师王成栋在个人社交媒体账号更新了
一条视频，他说：“已经有5个孩子因为流感住到抢
救室里”。他提醒大家，近期出门一定要戴好口罩，
注意防护。

流感真的那么可怕吗？中疾控发布的数据显
示，当前全国各地已进入流感高发期，流感病毒阳
性率持续上升，其中  %以上为甲流病毒H1N1。
哨点医院的门急诊检测阳性病原体主要是流感病
毒、人偏肺病毒、鼻病毒；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
病例检测阳性病原体主要是流感病毒、肺炎支原
体、人偏肺病毒。可见，无论是门急诊还是住院严
重病例中，流感病毒都是最主要的病原体之一。

你以为小红书上都是年轻人吗？其实，

60岁以上的月活跃老年用户已超过3000

万。这些活力老人通过手机和网络分享自

己的故事，甚至创造出一种“隔代亲”的温馨

氛围。

为了鼓励和帮助更多老年人在网上分享

生活，小红书昨天发布老年人友好使用手册，

加粗的大字、详细拆解的使用步骤、1比1的

手机界面图说，都是为老年人量身定做的。

负责手册监制和审核的，是88岁的小红书资

深用户“王爷爷”——王朝尧，他还为同龄人

录制了一段讲解视频。

王朝尧退休前是西南石油大学的一名教

师，因在小红书上分享喝奶茶和生活日常，火

上热搜，被称为“全网最老吃播”。“每次在小

红书上发帖，都会有年轻人的跟帖、回复，我

仿佛和当下的青年们生活在了一起。”王朝尧

说，“希望这份手册帮助更多老朋友用好小红

书，分享我的这份快乐。”

根据2024年中国人口形势报告，我国60

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即将超过3亿，在全国总人

口中的占比超过20%。伴随人口老龄化，社

交平台上涌现出了“适老改造”“出门在外互

助父母计划”等“助老”新热词，越来越多的老

年人也开始积极拥抱互联网和数字化。

小红书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60

岁以上的老年月活跃用户已经超过3000万。

他们不仅“刷”小红书，还主动分享生活、创作

内容。老年创作者的数量在过去两年增长了

三倍，累计已发布笔记超过1亿篇。网友亲切

地把他们分享的故事称为“老红书”。

在“老红书”里，有人晒出多年前泛黄

的照片，讲述上世纪人们的生活细节；有人

用一字一顿的手写输入法，写下十万字电

子回忆录；也有人分享退休后重拾的兴趣

爱好……

82岁的盛悦之是全村“最会用智能手机

的老人”，不仅帮助老朋友们在手机上缴电

费、认证高龄补贴，还在女儿协助下，琢磨出

了一份小红书使用说明书。正是照着这份手

写说明书，盛悦之从2022年至今已在小红书

上发布了300多篇笔记。

“这让我们意识到，很多老年人都有分享

和表达的愿望，但他们不知道如何开始。”小

红书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因此决定制作这

份老年人友好使用手册。手册分“看一看”

“搜一搜”“发一发”“回一回”四节，分别讲解

几类常见的小红书使用场景。目前，手册可

通过小红书官方渠道免费登记领取。

本报记者 金志刚

监制“老年人友好使用手册”为同龄人录制讲解视频

  岁，他在小红书上教人做老红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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