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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难挡甲流来袭?
专家：高峰已过，无须恐慌

骁骁吃过特效药之后，依旧
迟迟不见退烧迹象。她担心药不
对症，最终选择前往医院进行深
入检测。

面对医院里许多同样感染甲
流的病患，甚至有并发支原体肺炎
的患者，骁骁心中难免恐慌。所
幸，检测结果仅为甲流。骁骁表
示，当时医生告诉她，这次的甲流
患者普遍反映特效药效果一般。

同样发现特效药起效慢的，还
有在北京工作的90后女孩隋沐。

她也是这场“流感风暴”中的
一位亲历者。1月11日晚，隋沐
的体温悄然攀升至39.2℃，全身
疼痛难忍。她强忍着不适，吞下

了布洛芬，希望借此缓解痛苦，然
而身体的不适仍让她只能无力地
倒在床上，陷入昏睡。

事实上，早在一天前，隋沐便
已初露病状，发烧虽未超过38℃，
但流鼻涕、浑身疼痛等症状却如
影随形。她在网上购买了试剂盒
进行测试，结果显示甲流阳性。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疾病，隋
沐并未慌乱，而是迅速网购了特
效药，期盼着身体能够早日恢
复。然而，昏睡一晚后，她的体温
反而继续攀升，让她不禁在朋友
圈发出疑问：“是不是特效药起效
没那么快?”

隋沐表示，自己一向身体素

质良好，从未得过流感，即便是
疫情肆虐的那几年，她也未曾感
染过新冠病毒。这次甲流来袭
之前，她早已备好了N95口罩，
每天出行都严格佩戴，却仍然

“中招”。
甲流的来势汹汹，给隋沐带

来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痛苦。
她发现，身边“中招”的人越来
越多，无论是身边的同事还是
远方的亲友，都纷纷倒在了这
场“流感风暴”之下。每个人都
诉说着身体肌肉的疼痛，即便
是早早备好特效药的人，也感
觉药物起效缓慢，只能无奈地
居家卧床静养。

2024年12月29日，郑州市民顾女士
在单位加班时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出现了
打喷嚏、流鼻涕，并伴有轻微头晕等症状。

起初，她以为只是着凉，并未过多在
意。自入冬以来，她一直严格遵守防护措
施，无论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还是进入办
公室，都坚持佩戴口罩，并在第一时间对
手部进行消毒。因此，当这些症状出现
时，她并未立即联想到甲型流感。

然而，病情在周一急转直下。高烧、
腰背酸痛接踵而至，顾女士形容自己像
是“被人痛打了一顿”，浑身无力，连起身
坐立的力气都没有。在朋友的建议下，
她意识到可能是甲型流感，但由于身体
状况极差，无法前往医院就诊。

在连续两天的高烧与浑身酸痛中，顾
女士依靠退烧药和消炎药勉强支撑，同时
大量饮水以缓解症状。直到第三天退烧
之后，她才购买了试剂盒进行检测。

生活在苏州的骁骁是第二次得甲流了。
1月4日白天，她还在外面和朋友游玩，到了
下午四点多，她开始觉得有点头痛，身体疲
惫，两个小时后头痛加剧，体温达到37.8℃。
当时正是生理期，骁骁以为自己有点着凉，便
买了一些适用于普通感冒的感冒药。

晚上十点多，骁骁身体的温度越来越
高，头痛更加剧烈。在联想到单位已经有
同事得了甲流后，骁骁怀疑自己是感染
了。考虑到流感已经开始盛行，外面的风
险很大，骁骁不想去医院，便网购了甲乙流
试剂盒，分时段测了两次，结果都显示甲流
阳性。在吃过网购的特效药后，骁骁的体
温却始终徘徊在38.3℃左右。

骁骁回忆发烧期间，自己一直睡不好
觉，鼻塞、流涕、身体疼痛等症状轮番上
阵。即便退烧后，身体仍感极度疲惫，嗜睡
症状明显。直至退烧第四日，精神状态才
稍有好转，“但也很容易觉得困”。骁骁表
示，退烧后身体的疼痛逐渐消退，“但是偶
尔还会有一两块肌肉突然有点疼”。

“本轮甲流高峰已过。”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
综合科主任医师李侗曾医生接受
采访时表示，实际上，近期医院
接诊的甲流患者数量已经开始有
所下降。

据中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
2024 年 12 月 30 日至 2025 年
1 月 5 日，全国哨点医院门急诊
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病原体
核酸检测阳性率为 33.5%，其中
北方省份为 35.4%，略高于南方
的 31.9%。全国共报告 145 起
流感样病例暴发疫情，继续上
升，其中南方省份连续 8 周上
升，北方省份连续 6 周上升后已
连续 2 周下降。

李侗曾说，本次甲流患者的
主要症状包括咳嗽、咽痛、头痛、
肌肉酸痛、乏力、发烧等，与以往
的季节性流感在临床上并无明显
差异。与去年相比，今年的甲流
患者其实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
学生和青壮年群体，老年人感染
病例较少，上班族以及社交活动
频繁的人群更易感染。

他表示，目前，医院针对甲流
患者主要采取抗病毒药物治疗，
例如奥司他韦和玛巴洛沙韦。此
外，还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使
用退烧药以及肺力咳、羧甲司坦
等止咳化痰药物。

李侗曾指出，目前公众对甲
流仍存在一些认知误区。一些重
症高风险人群，医生通常建议一
旦怀疑感染甲流就应立即对症用
药，以便在48小时内尽快控制病
情。但有些患者坚持要等到确诊
结果出来才用药，从而错过了最
佳治疗时机。

还有一些人误认为如果不是
甲流，服用抗病毒药物会对身体
有害。实际上，“无论是否感染甲
流，服用抗病毒药物的副作用发
生率都是一样的”。

此外，李侗曾表示，还有人滥
用抗病毒药物或者盲目使用抗生
素，即使检查结果显示并非病毒感
染，仍然服用该类药物。他强调，
冬季呼吸道感染主要由病毒引起，
使用抗生素对病毒感染无效。

李侗曾建议，可以通过以

下几个方面来判断自己感染的
是甲流还是普通感冒。首先，
观察周围是否有流感病例。如
果最近接触过流感患者，自己
被感染的概率就会增加。其
次，要观察自身症状的严重程
度。甲流的症状通常比普通感
冒更重，主要表现为高烧、咳
嗽、咽痛以及明显的全身肌肉
酸痛和乏力，而普通感冒则以
低烧、打喷嚏、流鼻涕等症状为
主。最后，可以通过检测来确
诊，建议家庭常备一些流感检
测试剂盒。

李侗曾强调，从医生角度而
言，今年的甲流与往年相比，其
实并没有太大区别，严格来说，
发病人数比去年少很多。

目前已经有有效的疫苗和
抗病毒药物，绝大多数患者都
可以在一周内自愈，如果发病
超过五天仍未好转，应及时就
医。“目前，我们的检测水平和
药物储备都很充足，所以公众
不必恐慌”。

大象新闻

浑身疼痛、高烧不退

专家解读：甲流高峰已过，公众不必恐慌

近期，甲型流感来势汹汹，即便大部分人
早已备好口罩，却依旧难抵这波甲流攻势。

在全国各地各个医院的呼吸内科和发热
门诊，前来就诊的患者络绎不绝。“本以为日
常戴着口罩能万事大吉，没想到还是‘阳’
了。”1月9日，在医院发热门诊排队的上班族
李先生一脸疲惫，声音也透着虚弱，“前天开
始突然高烧到39℃，整个人寒战不止，脑袋
更是像要炸开，吃了退烧药也只管一会儿，这
甲流比我想象中厉害多了。”

和李先生一样，众多市民原本的安稳日
常被这场流感风暴打破，河南、北京、江苏、安
徽……甲流已经蔓延至全国各地。根据中国
疾控中心 2025 年1月9日发布的数据，目前
流感病毒阳性率快速上升，其中 99% 以上
是甲流，且以 A(H1N1)pdm09 亚型为主。
一时间，“高烧”“酸痛”“特效药”等关键词成
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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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效药起效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