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到一张旧照片，或听到
一首老歌，或在异国他乡闻到
家乡饭菜的味道……所有这些
都会引发一种独特而强烈的感
觉，即怀旧。中国研究人员日
前发布一项新研究，揭示了怀
旧情绪镇痛的丘脑-皮层机制。

此前有研究发现，怀旧可
以缓解疼痛，或增加对疼痛的
忍耐度。在药物镇痛有潜在成
瘾性的背景下，这种非药物性
镇痛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但科学界对怀旧能镇痛的机制
还不是很清楚。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孔
亚卓研究组开展了一项有关怀
旧情绪的镇痛实验。研究人员
使用 20世纪 90年代的照片引
起参与者的怀旧情绪，紧接着

给予他们热痛刺激诱发疼痛感
受，并使用磁共振成像技术记
录下在此期间他们的大脑活
动。

结果发现，与普通图片相
比，当参与者观看怀旧图片后，
对热刺激诱发的疼痛感受程度
更低，即“没那么疼了”。根据
磁共振成像的结果，研究人员
发现，在经历怀旧情绪之后，丘
脑会将外部信号（即引起怀旧
的信息）整合到当前的心理状
态（即疼痛感知）中，调节了伤
害性输入，进而触发了“自上而
下的抑制通路”，从而降低了人
们对疼痛的感受。

研究报告已在线发表在美
国《神经科学杂志》上。

（新华社电）

新研究揭示怀旧情绪镇痛的丘脑-皮层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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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我国多地多点发生本土聚集
性新冠肺炎疫情，主要为奥密克戎变异
毒株。适应形势变化，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近日联合印发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
版）》，对中医治疗内容进行修订完善。

从中医角度看，奥密克戎变异毒株
引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有何新特点？既有
中医治疗方案和方药是否仍然有效？新
版诊疗方案和方药为何增加针灸治疗等
内容？围绕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有关
部门和权威专家。

新冠肺炎核心病因病机没有变
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传播快、隐匿

性 强 ， 近 期 本 土 聚 集 性 疫 情 呈 现 点
多、面广、频发的特点。中医是如何
看待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引发的新冠肺
炎疫情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中医疫病防治专家委员会组长仝小林
说：“惊蛰过后国内‘倒春寒’现象普
遍，多地气候较往年同期偏冷，中医将
这种情况称为‘非其时而有其气’，这有
利于新冠病毒传播。不过，从中医角度
来看，与 2020年初武汉的疫情相比，近
期这一轮疫情证候演变特征更容易化
热、化燥，患者咽干、咽痛、咳嗽、鼻
干等上呼吸道症状比较明显。不同地区
因气候不同，表现也有所差异。”

记者从国家中医药局了解到，中国

工程院院士张伯礼首次在天津应用中医
药治疗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新冠肺炎患者
431例，随后仝小林院士在河南应用中医
药治疗了580例，结果都显示中医药治疗
明显改善了患者发热、咽痛、咳嗽等症
状，特别是针对有基础病的老年患者，
总结了“先证而治，截断病势”经验，
有效控制了转重率。国内各地相继出现
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引发的新冠肺炎疫情
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疫病防治专
家委员会专家会同各地一线中医专家进
行了综合分析研判，形成了第九版诊疗
方案。

专家一致认为，奥密克戎变异毒株
新冠肺炎的核心病因病机与之前相比没
有发生变化，仍属于中医“疫”病范
畴，病因为感受“疫戾”之气，仅由于
地区、气候、饮食习性等因素的不同，
在证候特征上稍有区别，出现夹寒、夹
热、夹燥、夹瘀、夹虚的表现。

既有中医治疗方案和方药应对本轮
疫情仍然有效

在前期应对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新冠
肺炎疫情中，各地以国家第八版诊疗方
案为基础开展中医临床救治工作。记者
从国家中医药局获悉，目前，各地无症
状感染者、轻型、普通型以中医药治疗
为主，重型、危重型实行中西医结合、
中西药并用，均取得了良好效果。

专家介绍，第九版诊疗方案中的清

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和
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 （颗粒）、
血必净注射液等重点方药对治疗奥密克
戎变异毒株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和确
诊患者依然有效。

“在新的疫情形势下，方案的调整非
常及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疫病防
治专家委员会副组长、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说，第九版
诊疗方案内容比较完善，基本涵盖了各
种情况和不同地域证候特征，尤其是

“三药”的科学定位、“三方”已通过国
家药监局审批生产，使得应对较大规模
发病状况更方便、更快捷。对于如何运
用好中医药治疗方法，全国各地可依据
中医“三因制宜”原则在第九版诊疗方
案基础上随证变化。

针灸治疗等有效经验被纳入新版诊
疗方案

据了解，近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中医疫病防治专家委员会成员会同一线
专家在总结各地中医治疗新冠肺炎临床
经验基础上，对新冠肺炎第八版诊疗方
案进行了修订完善，形成了第九版诊疗
方案的中医治疗内容。

新版方案根据临床救治经验，增加
针灸治疗内容，加强中医非药物疗法的
应用。刘清泉表示，针灸对于瘟疫的救
治有很好的疗效，对此历代文献都有记
载。此前，全国多地开展了针灸治疗新

冠肺炎的研究，针灸的应用由原来的康
复期治疗逐渐扩展到急性期治疗，对于
轻型、普通型以及重型、危重型患者都
显示出良好的效果。

“我们团队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针
灸介入治疗越早，病人获益就越大。”刘
清泉说，从发病伊始就用上针灸治疗的
患者，乏力、发热、咳嗽、肌肉酸痛等
症状得到快速改善，病程和住院时间明
显缩短。病例数不足，但已经显示了较
好的治疗前景。

“这一轮疫情波及不少儿童患者，小
儿的体质与成人不同，感染后的传变与
从化也不一样，为此，新版方案增加了
儿童中医治疗相关内容。”仝小林说，中
医药治疗既要把握疾病的共性，更要

“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新版方案吸
取了参与治疗的儿科医生的有效经验，
制定了更适宜儿童的方案，更有利于指
导医生对儿童患者准确治疗。

此外，鉴于前期部分地区患者兼夹
燥邪证候特点较为明显，新版方案在普
通型增加了“疫毒夹燥证”。同时，因

“ 三 方 ” 已 获 批 为 上 市 中 成 药 ，“ 三
药”也已在药品说明书中增加了治疗轻
型、普通型新冠肺炎的适应症，新版方
案增加了清肺排毒颗粒、宣肺败毒颗
粒、化湿败毒颗粒、金花清感颗粒、连
花清瘟胶囊 （颗粒） 等中成药及其服
法。

面对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引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医怎么看、怎么办？
新华社记者 田晓航

粮油肉蛋菜果奶等重要民
生商品保供稳价，事关人民群
众基本生活，关乎发展和安
全。鉴于当前国内外环境复杂
严峻，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压
实责任，构建保供稳价长效机
制，努力守好百姓“米袋子”“菜
篮子”。

物价稳则市场稳 、民心
稳。通过保障供给和适当调
控，保持物价长期相对平稳运
行，对于维护经济社会健康发
展十分重要。

当前，我国粮食库存处于
较高水平，蔬菜供应充足平稳，
生猪生产提前恢复，渔业生产
稳定，水产品产量充足。从供
给基本面看，国内重要民生商
品价格不存在大幅上涨基础。
此外，我国经济韧性强、市场空
间大、政策工具箱丰富，国际形
势变化对国内物价影响总体可
控。

尽管如此，市场经济条件
下物价受供求关系影响较大，
有时候会出现明显波动。今年
以来，国内部分民生商品价格
有所上涨，主要是受国际形势
变化和疫情等因素影响，并非
我国市场供给基本面发生变
化，不必焦虑，更无须恐慌。

同时也应看到，近段时间
以来，全国本土聚集性疫情呈
现点多、面广、频发的特点，保
供稳价面临一定压力。各地应
进一步压实“菜篮子”市长负责
制，抓紧制定保供稳价方案预
案，加强市场价格监测分析预
警，畅通“最后一米”配送通道，
确保供应不脱销、不断档，市场
价格平稳。

从长远看，实现重要民生商
品保供稳价，还需进一步完善价
格调控机制。我国重要民生商
品产供储加销链条长、环节多、
涉及范围广，“小生产、大市场”
特征突出，面对自然灾害、市场
风险、突发事件，价格容易大起
大落。当前，各地各部门应重
点应对价格异常波动，建立健
全突发应急调控机制、应对物
价上涨的民生保障机制等。同
时，应压实生产责任，抓好产销
衔接，强化储备调节，加强市场
监管，合理引导预期，防止价格
大起大落影响民生。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升
价格调控能力和水平，以供应
稳保障价格稳、以价格稳促进
供应稳，我们完全有条件、有能
力、有信心保持重要民生商品
价格平稳运行。

守好百姓“米袋子”“菜篮子”
新华社记者 魏玉坤 王雨萧

意大利戴维·休姆基金会
和意大利马尔凯大区合作开展
的一项新研究显示，改善教室
通风可有效降低感染新冠病毒
的风险，室内每小时换气次数
达到6次可使新冠病例数降低
80%以上。

近日发布的这项研究显
示，研究人员于 2021年 9月 13
日至 2022年 1月 31日期间，对
马尔凯大区的 10441间教室进
行对比分析，其中 316 间教室
配备了机械通风系统，而其他
10125间则没有配备。

研究结果显示，配备机械
通风系统的教室中出现新冠病
例数明显更少，且通风越好的
环境下新冠病例数越少。具体
而言，与没有通风系统的教室
相比，换气次数达到每小时2.4

次的教室内病例数减少 40%，
每小时换气4次的教室内病例
数减少约67%，每小时换气6次
的教室内病例数减少近83%。

研究还显示，如果安装最
高效的通风系统，意大利学生
的新冠感染率可以从每十万人
中 250人感染降至每十万人中
50人感染。

据当地媒体报道，意大利
大多数学校缺乏机械通风系
统，意大利防疫规定要求学校
在天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开窗
通风。

意大利新冠疫情在 2月至
3 月初短暂缓解后，近日又出
现反弹。意卫生部 22 日发布
的统计数据显示，当天该国新
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 9.6 万
例。 （新华社电）

改善通风可显著降低校内新冠感染风险

水是人体重要的组成成分，是一切
生命必需的物质，约占一个健康成年人
体重的50%-60%。

水对于人体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人体内所有的生化反应都依赖于水的存
在，同时水也负责将营养成分运输到组
织，将代谢产物转移到血液进行再分配
以及将代谢废物通过尿液排出体外。水
还是体温调节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帮
助人体保持体温恒定，也起到润滑组织
和关节的作用。

水对于我们如此重要，那如何正确
喝水就成了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的
健康知识。好的喝水习惯，到底是如何
影响着人体健康的呢？正确的喝水方法
又是什么呢？

增加饮水量后
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

1.增加饮水，降低肾脏及泌尿系统
感染发生风险

一项随机对照试验研究发现，每天
额外饮用 1.5L水，在随访 12个月之后发
现，受试者的膀胱炎发作平均次数较对
照组减少1.5次。

2.排尿量增多，可能降低肾脏及泌

尿系统结石发生风险
汇总多项研究的 Meta 分析可以发

现，在随机对照试验和观察性研究中，
高液体摄入患者的肾结石风险分别降低
了60%和51%，高液体摄入也与减少复发
性肾结石风险显著相关，发生风险分别
降低60%和80%。

3.经常饮茶，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
病和胃癌发生风险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每天一杯 （约
236.6ml） 茶，可以使心血管疾病的死亡
风险平均降低 4%；每天一杯茶还可降低
2%的心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如果每天
摄入6杯绿茶，则可降低21%胃癌的发病
风险。

我们每天到底需要喝多少水？
有些情况下可以适当增多

一般健康成人每天需要饮水 2700-
3000毫升左右，但这个量包括身体代谢
产生的水、摄入食物中的水以及通过饮
水摄入的水。在温和气候条件下生活的
轻体力活动的成年人，每日推荐的最少
饮水量为1500-1700毫升（约7-8杯）。

需要注意的是，在夏季高温环境下
劳动或运动的人，出汗量会增多，因

此，应根据个人的体力负荷和热应激状
态，相应适当增多饮水量。

正确饮水有方法
应遵循这三个原则

1.少量多次，避免一次性猛灌
饮水应少量多次，饮水时间应分配

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刻，每次200毫升左右
（1杯）。注意千万不要一次猛灌，因为一
次性大量地饮水会加重胃肠负担，使胃
液稀释，既降低了胃酸的杀菌作用，又
会妨碍对食物的消化。

2.主动饮水，尤其是这三个时间段
健康喝水习惯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要

主动饮水，等到口渴时已经是机体发出了
缺水求救信号了。其中，这三个时间段应
该尤其注意，加强主动饮水的意识。

时段一：晨起
早晨起床后空腹喝一杯水，降低血

液黏度，增加循环血容量。
时段二：睡前
睡觉前喝一杯水 （但注意，睡前半

小时后不要大量喝水），有利于预防夜间
血液黏稠度增加。

时段三：大量出汗后
运动后或大量出汗后应根据需要及

时、主动地补充足量的饮水，运动后应
补充淡盐水或者运动饮料，补充运动快
速大量出汗时丢失的水和电解质。

3.尽量避开冰饮或者含糖饮料
饮水可以选择白开水，茶水、绿豆

汤等也是很不错的选择，口感刺激的冰
饮或者含糖饮料尽量少选或不选。

特殊情况下
需要适当补充淡盐水

在大量出汗的情况下，比如运动
员、农民、军人、矿工、建筑工人、消
防队员等身体活动水平较高的人群，注
意额外补充水分的同时，需要适当补充
淡盐水（浓度为0.9%），主要是为了防止
大量出汗导致的钠离子丢失，保持体内
电解质平衡、补充钠盐。

钠与我们的血压有着密切联系，过
多摄入食盐会影响血压，使血压升高，
所以，正常情况下我们需要控制盐的摄
入，减少用盐量。但是在大量出汗的特
殊状况下，需要为机体适当补充淡盐
水，可以购买生理盐水，或者在白开水
或茶水中适量加点盐 （0.1%含盐浓度），
或者选择运动饮料进行适当的补充。

（吉文）

这三个时间段需要“主动”饮水

春暖花开，位于秦岭深
处的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的
茶农们白天采茶，傍晚加工
生产赶制明前茶，确保春茶
市场供应。

近年来，镇安县坚持将
茶产业作为当地的生态产
业、特色优势产业、乡村振
兴产业来重点打造，扩规
模、创品牌，推进产业生态
化、生态产业化，全县种植
茶叶10.5万亩，从业人员达
1.4 万 人 ， 开 发 绿 茶 、 白
茶、红茶三个品系十多个品
种，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新华社记者 陶明 摄

近日，“天宫课堂”第二课开讲，“太空教师”翟志刚、王亚
平、叶光富在中国空间站再次为广大青少年带来一堂精彩的太
空科普课。

这次太空授课活动在中国科技馆设地面主课堂，在西藏拉
萨、新疆乌鲁木齐设2个地面分课堂.

新华社记者 郭中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