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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流来势汹汹　防范势在必行
　　２００９年３月底，墨西哥境内爆发了大规

模的“猪流感”。这种症状与感冒相似，且潜伏一

周后才会爆发的疾病，只怕当时并没有引起全球

范围多大的注意，也没有人会想到，正是这看似

普通的一场疫情，引起了之后半年世界范围内的

大危机与大恐慌——如今甲型Ｈ１Ｎ１流感已在

世界范围内全面扩及，中国自也不能幸免。尤其

是入秋后，大二波甲流袭击全球，攻势较春季的

第一波更为凶猛，我国国内的甲流疫情也出现了

新的特点，即由输入转变为以本土为主，从沿海

向全国，从城市向农村扩散，这意味着甲流将更

难控制了。现在身在松江大学城的上外学子中虽

然尚未发现患有甲流的案例，但了解一些关于甲

流的知识，做好对抗甲流的预防工作仍是相当必

要的。

　　那么，如何区分甲流、普通感冒与季节性流

感呢？据专家学者称，普通感冒的症状比较轻，如

鼻塞、流涕等，体温一般不超过38度；甲型流感

的症状比较重，主要有高热、全身肿痛等特点，突

然的发热，体温一般到４０度，持续不退，有剧

烈的头疼和咳嗽，严重的话还可并发肺炎等症状；

而季节性流感的症状，是以病人发热与全身中毒

症状较重为主要特点，表现为突然出现的高热、恶

心等中毒症状。而判断是否患上甲型流感，则必

须经过实验室检测。但需注意的是，不要因为甲

流与普通感冒的症状相似性而疏于对甲流的防范，

也不要因为对甲流的恐慌而对身体的状况做出不

必要的误判。

　　甲型Ｈ１Ｎ１流感可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其

传染途径与流感相似，通常是通过感染者咳嗽或

打喷嚏等。因此，平时要尽量避免与身体不适、出

现发烧和咳嗽状况的人的密切接触，同时要保持

自身良好的卫生习惯。当身边出现患有甲流的病

人时，最好避免与病人接触，提醒病人在咳嗽和

打喷嚏时，用手或者其他物品捂住嘴和鼻，并提

醒病人洗手。未感染甲流的人自身也应该经常洗

手或者用酒精棉清洁手。在专家的指导下，可使

用抗病毒药物，比如奥塞米韦或者扎那米韦，以

增强自身抵御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病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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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甲流”面面观

    众所周知，甲型Ｈ

１Ｎ１流感近期肆虐全

球，各国纷纷拉响防疫警

报。机场、火车站等人

口密集处随处可见戴口罩

的人，那么，甲型Ｈ１

Ｎ１流感（以下简称甲

流）到底有多严重呢？让

我们来看看以下各国爆发

“甲流”情况（截止至２００９年９

月１４日）：中国确诊内地９１０

３人，全国２７２５７人；泰国确

诊３００万人，死亡１３０人；墨

西哥确诊１７５８１人，死亡 １

４９人；美国确诊４３７７１人，

死亡４７７人；阿根廷确诊８３８

４人，死亡１５２人；英国确诊１

０万人，死亡３１人；澳大利亚确

诊１０３８７万人，死亡３８人。

累计全球感染病例总数２５万多例

，２８３７人死亡。

    疫情笼罩下的人们，过着怎样

一种生活呢？面对“甲流”，有人盲

目乐观，有人过分担忧，该病有无

特效药及疫苗？有何防御措施？疫

情近在身旁，但生活依旧要继续。

各国卫生部在密切关注疫情进展的

同时，采取相应措施、做好预案，并

且对疫情进行研判。美国卫生与公

众服务部下属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１５日宣布,该局正式批准４种甲

型Ｈ１Ｎ１流感疫苗上市。上海将

免费为重点人群接种季节性流感疫

苗和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疫苗，这无

疑是“甲流”易感人群的福音。

    在中国，多所学校出现“甲流”

疫情导致封校。８月初至今约有香

港２０间学校爆发“甲流”，洛

阳某高中自８月２８日发现疫情，

截至８月３０日下午共确诊甲型Ｈ

１Ｎ１流感确诊病例８０例。台

湾更是在短短１０周内甲型Ｈ１Ｎ

１流感患者暴增１０００倍。在

开学初期，教育局规定，学生和

家长需要主动向学校报告学生开学

前一周内有无出现流感样症状

（如发热、咳嗽、咽痛等）、有无与

流感样病人接触史以及外出旅行史

等相关情况。各地学校积极相应，

并开展防“甲流”工作：测体温、发

中药、编教材、自导自演防“甲流”

宣传片。这些行动都取得了可喜的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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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１９１９年的西班牙流感（据科

学家研究，它可能就是一种禽流感），

曾夺走了５０００万人的生命！为

了防治各种疾病，人们必须使用研

制的药物和疫苗；而随着药物和疫

苗的滥用，催生出了一大批细菌、病

毒的变种。所幸的是，我们

的医药专家又在加紧研制新的

药物和疫苗⋯⋯正如一份权威

的《人类瘟疫报告》中所说

的那样：“瘟疫在古代是坟场，

在近代是战场，在当代则是考

场。”很可能要长期肆虐全球的

甲型Ｈ１Ｎ１流感，对我们也

是一次重大考验。

　　不必过多地抱怨人类与疾

病抗争的无休无止，倒是应该

更多地反思人类在处理与自然、

与动物的关系上有无不当的地

方。大自然孕育了我们，而我们

却一再地对其进行疯狂的掠夺，

按照人类的利益改造自然，破

坏自然，因此，这是大自然给我

们的另一个警告。善待自然，善

待动物，善待自己，或许就是我

们应对甲型Ｈ１Ｎ１流感得到

的启示。

　　面对疾病的侵袭，我们无

需害怕，更不应悲观，而是

要努力与疾病抗争。不畏惧，

有信心、有决心以积极的人生

态度迎战；有行动，长期坚持

行之有效的个人健身强体活

动，自觉养成良好的卫生习

惯；好心态，无论遇到了什么

难事、急事，都能微笑面对，

从容纾解。此外，我们要努

力改变自己，把环保作为一种

习惯，一种人生态度，协调

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为这个美丽的

绿色星球尽自己的一份力。如果能

做到这些，那还有什么能让我们愁

眉不展的呢？                文/

王雯

    近段时间，一种新的疾病搅得

全球惶恐不安，大有让人谈虎色变

的势头，它就是甲型Ｈ１Ｎ１流感。

如果有人不幸感染了甲型Ｈ１Ｎ１

流感，又没有得到及时的妥善医治，

那就可能有生命之虞。更大的问

题在于，甲流极有可能通过呼吸

道或身体接触传染一大批人，怪

不得世界卫生组织在不断提高

流感大流行警告等级时，会惊

呼：照眼前这种扩张趋势，很可

能暴发全球性流感！

    那么，我们可以采取哪些

措施预防甲型Ｈ１Ｎ１流感

呢？

（１）避免接触流感样症状（发

热，咳嗽，流涕等）或肺炎等呼

吸道病人。

（２）注意个人卫生，经常使用

洗手液（肥皂）和清水洗手，尤

其在咳嗽或打喷嚏后。

（３）避免接触生猪或前往有猪

的场所。

（４）避免前往人群拥挤场所。

（5）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遮住

口鼻，然后将纸巾丢进垃圾

桶 。

（５）如果生病了，请留在家中，

并减少与其他人接触，避免感染

他人。

（６）尽量避免触摸自己的眼睛、

鼻子或嘴巴，因为病菌可以通过

这些途径进行传播。

   提到甲型Ｈ１Ｎ１流感，

人们很容易联想起六年前那场

令无数人记忆犹新、至今仍心有余

悸的ＳＡＲＳ。且不管这种传染性

疾病如何来势汹汹，重要的是，人类

与重大疾病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

人们不会忘记，发生于１９１８年

>>防范<<

>>启示<<

图片来自互联网

行动是通往知识的唯一道路 。                                                                       -----(英国剧作家)肖伯纳.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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