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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秋冬季节到来，近日包括流感、肺炎

支原体感染、细菌感染等多种类型的呼吸道

疾病患者有所增加。 怎样甄别不同的呼吸道

疾病？“一老一小”如何科学应对？ 针对公众

热点关切，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组织医学专

家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作出专业解答。

不同病原做好甄别

老年人及早治疗是关键

“秋冬季是呼吸道疾病高发季节，近期

我们临床上观察到流感患者、肺炎支原体感

染患者数量逐渐增加。 ”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说，从整体看，流感病

例数有所增加；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数趋缓，预

计入冬后可能有小幅波动；儿童肺炎支原体

感染病例增多。

王贵强表示，不论是流感、新冠病毒还是

肺炎支原体感染，一般成年人感染后实际症

状都较轻，但老年人和基础病患者人群抵抗

力相对较差，是发展为肺炎和重症的高风险

人群。 这些感染容易破坏脆弱人群的上呼吸

道免疫屏障，继发一些细菌感染，从而导致病

情恶化。

“对重症高风险人群来说，在早期进行

准确的鉴别诊断，及时针对性用药很关键。 ”

王贵强建议， 重点人群若出现高热、 剧烈咳

嗽、 咳黄痰等肺炎或其他上呼吸道感染表现

后，要及时到医院就诊、检测病原，并正确用

药。

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副主任孙丽介绍， 如果各年龄层患者出现咳

嗽或其他呼吸道疾病症状，在不太严重、没有

持续高烧的情况下， 选择社区医院可以更为

方便快捷地初筛就诊。

支原体感染不一定都成肺炎

家长避免擅自用药

“不是所有的支原体感染都会发展为肺

炎，因为绝大多数孩子都属于轻症，以上呼吸

道感染为主。 ” 北京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主

任王荃表示， 肺炎支原体感染是秋冬季比较

常见的儿童呼吸道疾病， 每 3至 7年会流行

一次，家长们需科学看待。

什么是肺炎支原体， 家中孩子出现哪些

症状需要警惕？专家介绍，肺炎支原体既不是

细菌也不是病毒， 它的生物学特点介于病毒

和细菌之间，是非典型病原体。假如家中孩子

出现体温 40 摄氏度以上、 持续高热超过 3

天；刺激性干咳，甚至影响正常作息；精神状

况差，频繁呕吐、腹泻，以及出现呼吸困难的

症状，可能是感染了肺炎支原体，需要尽早带

孩子去医院就诊。

近期，网络上出现“支原体用药三件套”

“儿童居家康复套餐” 等所谓支原体感染诊

疗建议。 对此，王荃表示，不建议家长自行给

孩子吃药。因为儿童的体重较轻，且很多脏器

功能发育尚不健全， 所以儿童用药需结合其

基础情况。有必要经医生评估后，给出更安全

的用药方案。 另一方面，从当前临床整体看，

儿童病例中感染流感病毒的情况更多， 因此

通过病原检测后，才能对症下药。

带病上学不可取

专家建议及时接种流感疫苗

北京儿童医院呼吸一科主任徐保平表

示， 肺炎支原体感染最主要的影响人群是年

长儿，也就是 5岁以上的学龄儿童及青少年。

尽管目前 5 岁以下婴幼儿感染率略有增加，

但总体人数比年长儿少。

徐保平说， 对于已经确诊感染肺炎支原

体的学龄儿童，还是要坚持居家休息，不建议

带病上学。这既有利于孩子的尽早康复，也是

对学校其他孩子的保护。同时，学校方面在保

证室内温度的情况下，建议做到勤开窗通风，

并引导孩子们做好手卫生、保持社交距离。

“目前我国流感活动处于中低水平但呈

上升趋势。 ”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

所国家流感中心主任王大燕表示， 预计我国

南北省份会逐渐进入流感高发期， 并出现秋

冬季的流感流行高峰。在此期间，流感聚集性

疫情可能会增多， 聚集性疫情主要发生在学

校、幼托机构、养老机构等人群密集的场所。

建议公众勤洗手、勤通风，做好个人防护，保

持良好卫生习惯。

徐保平表示， 主动免疫对预防呼吸道感

染性疾病，特别是流感十分重要。建议只要孩

子没有禁忌症、符合接种条件，都要积极接种

流感疫苗。不仅要给孩子们接种流感疫苗，孩

子的看护人和家中老人也应在没有禁忌症的

情况下积极接种。 据新华社

如何防治秋冬季高发呼吸道疾病？

———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专家解答热点问题

新华社北京 11月 6日电 日前举行的中

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 要着力推进金融高水

平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 并重，吸

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来华展业兴

业， 同时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

影响力，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近日， 多部门也召开会议对未来工作任

务作出部署。 下一步，规则、规制、管理、标准

等制度型对外开放将成为推进金融开放的着

力点，助推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

金融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2017 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来，我国金

融业对外开放速度大大加快， 外资机构准入

限制大幅度放宽。 数据显示，和 2017 年底相

比，今年三季度末，在中国的外资银行资产增

长了 16.91%， 外资保险公司资产增长了

126%。

与此同时， 金融市场双向高水平开放稳

步扩大。目前我国已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开

放路径，基本形成以合格机构投资者制度、互

联互通机制和境外投资者直接入市为主的金

融市场开放模式。彭博、摩根大通和富时罗素

先后将我国国债纳入主流债券指数，A 股陆

续纳入全球三大国际主流股票指数， 彰显全

球机构投资者对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

高度认可。

继续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

型对外开放将成为未来金融开放的主要特

征。“下一步的重点是扩大制度型开放，这是

比跨境资金流动更高水平的开放， 有助于

‘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来华展

业兴业’ ， 最终目标是切实提升我国金融业

的国际竞争力， 进而提升其服务国内实体经

济的能力。 ”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

表示。

在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连平看

来，下一步将从三个方面发力。 一是完善“准

入前国民待遇 +负面清单” 的管理模式，形

成系统性、制度性的开放局面，逐渐与国际规

则相融合。二是优化营商环境，在扩大市场准

入的基础上， 特别重视优化准入后的政策安

排与便利。三是提升金融管理能力，使之与开

放水平相匹配。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瞬息

万变，全球金融风险频发，要防止外部金融风

险对国内产生冲击，形成“宏观审慎 + 微观

监管”两位一体的金融管理体系。

制度型开放也将“引进来”与“走出去”

并重。 德意志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熊奕

说， 这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金融业开放方

面主要有两个亮点： 一是中国金融的制度性

开放不仅要把外资引进来， 而且要进一步改

善金融市场的制度建设， 让海外金融机构在

中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二是走出去方面，随

着中国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企业竞争力提

升，许多中国企业有拓展海外业务的需求。在

此过程中， 中外金融机构都能为这些企业提

供金融支持， 从而促进实现与海外经济体的

合作共赢。

落实会议精神， 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

放，多个部门近期已经列出任务清单。中国人

民银行党委、国家外汇局党组 11 月 2 日召开

扩大会议强调，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深化外汇领域改革开放， 促进贸易和投融资

便利化。稳步扩大金融市场制度型开放，拓展

内地和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 支持和巩固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积极参与国际金融

治理，提升我国在重大国际金融规则、标准制

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中国证监会 11月 1

日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指出，要统筹开放和

安全，稳步扩大资本市场制度型开放，促进跨

境投融资便利化。

“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加快和深化，将有

助于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 增加金融产品和

服务的多元化和多样性，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能力，让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其

次，有助于改善我国金融业的竞争环境，进一

步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培育形成竞争新优势，

促进开放型经济的增长动能转变、 发展方式

转变，引领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 ”招联首席

研究员董希淼说。

此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特别强调了，

“要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

力，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

连平表示，未来一个时期，上海国际金融

中心能级将显著提升， 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

和风险管理中心地位更加巩固， 对全球资源

配置功能明显增强；香港增强证券、债券、资

管、 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等范畴的竞争力和

吸引力， 通过政策创新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城

市的国际金融合作。

多部门开列任务清单 金融制度型开放释放鲜明信号

新华社北京 11月 5日电 国家发展改革

委副主任丛亮 5日表示， 要坚持资金和要素

跟着项目走、项目跟着规划走，尽快把国债资

金落实到符合条件的项目。

中央财政将在今年四季度增发 2023 年

国债 1万亿元。 增发国债项目实施工作机制

各部门 11 月 5 日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动

员部署会，布置启动增发国债支持灾后恢复

重建和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有关工作。

丛亮在会上说，增发国债在当前形势下

具有特殊重要意义，有利于加快我国重点地

区灾后恢复重建、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缓

解地方支出压力、支持地方项目建设。

“为切实提高投资精准有效性，此次增

发国债资金全部按项目安排和管理。 ” 丛亮

说，一是国债资金要根据项目情况进行安排，

用地、环评等要素要对符合条件的项目加强

保障；二是优先支持国家和地方规划中明确

的重点项目，对于没有专门规划的领域，要抓

紧制定实施方案，明确具体支持范围、建设任

务、安排标准等，确保项目安排科学合理。

丛亮表示，下一步应重点从抓紧做好项目申

报、严格加强项目审核、及时下达项目清单和资

金以及切实强化要素保障等四方面做好工作。

财政部副部长朱忠明说，为更好保障国

债资金使用效率，财政部将立足财政职能，积

极主动做好这项工作，配合抓好项目申报，及

时下达预算和拨付资金， 统筹做好地方资金

的落实，加强国债资金的监管。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司长罗

国三表示，此次增发国债项目原则上应为“十

四五”规划、国务院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复的

重点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或省级规划和相关

实施方案中的重点项目。“项目应研究论证充

分，具备一定前期工作基础，要严格落实各渠

道建设资金，确保资金拼盘完整闭合。 ”他说。

国家发改委：加快把国债资金落实到符合条件的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