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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病毒无处不在，也可以说我
们时时刻刻和病毒生活在一起。

在地球上，病毒的数量有很
多。举个例子来说，一个普通的
玻璃杯里装满海水，大约就有上
百亿个病毒。不过，我们不用担
心，在这个病毒的“海洋”里，能对
人类造成危害的仅占极小一部
分。

病毒的存在既有利也有害，
它们在带来疾病的同时也在协助
生命的维系。

对于病毒本身来说，它们存
在的唯一目的就是感染宿主，然
后利用宿主细胞的资源不断地
扩增自己的数量。它们就是一
群“懒惰的”寄生物。对于大自
然来说，这群“懒惰”的寄生物
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们
是生命进化的推动者，同时也

是整个生态系统正常运转的支
撑者。

病毒在生态系统的平衡中起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海洋里，每秒钟大约会发
生 1023次病毒感染。这些感染是
导致海洋生物死亡的主要原因之
一。无论是小虾还是鲸鱼都难逃
病毒的攻击，它们在死后所释放
出的内容物会成为其他生物的养
料。除了动植物，细菌也是病毒
感染的重要目标之一。据估计，
病毒每天会杀死海洋中几乎半数
的细菌，释放出数十亿吨碳供其
他生命体使用。这个过程也是大
自然碳循环重要的组成部分。因
此，如果海洋中没有病毒，物质循
环中就缺失了一个重要的链条，
许多生命将难以生长繁衍。另
外，海洋中还生活着大量的聚球

藻，它们承担了地球上约 1/4 的
光合作用，为地球制造了大量的
氧气。科学家发现在这种藻类
里，编码进行光合作用蛋白质的
基因中有一些来自病毒。据科学
家估计，地球上 10%的光合作用
都有病毒基因编码的蛋白参与。
除此之外，地球上的藻类和细菌
在维持地球大气中氧气和二氧化
碳等气体的平衡上起到重要的作
用，通过控制它们的数量，病毒也
在间接地影响着气候。

病毒在人体中也有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

在我们的肠道里大约栖居着
超过 10万亿个细菌，它们构成了
人们常说的肠道菌群。这些细菌
对人体的健康非常重要，它们不
但帮助人体消化食物，参与能量
代谢，还影响着人体免疫系统的

功能。有关研究表明，人类肠道
里病毒的数量比细菌还要多，它
们除了帮助人类控制肠道菌群的
平衡，可能也具有直接的益生作
用。比如，最近就有研究发现，小
鼠肠道内的诺如病毒能帮助小鼠
修复受损的肠道黏膜，维持肠道
黏膜正常的免疫功能。另外，一
些温和的病毒，比如鼻病毒，还能
够锻炼我们的免疫系统不对轻微
的刺激产生反应，从而减少过敏
反应。

在病毒的“海洋”中，人类能
够保持健康要归功于我们拥有
一个完善的防卫系统，它不断地
监视和清除来袭的病毒等病原
体。如果这个系统出现问题，人
体就会变得弱不禁风。这个防
卫系统就是免疫系统。在生命
起源的初期，免疫系统还没有完

善地建立起来。免疫系统的进
化是整个生命系统进化的重要
基础，而免疫系统的进化则是在
病毒等各种病原体的刺激下完
成的。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
染人体后会破坏人体的免疫系
统。在免疫系统崩溃后，任何一
个普通的感染对人体来说都是致
命的。因此，艾滋病的危险性不
在于HIV本身，而是感染HIV后
的各种机会性感染所带来的并发
症。

中医认为，不治已病治未
病。要避免病毒给我们的身体带
来危害，平时就要注重身体的保
养和调理，只有提高身体的免疫
力和抵抗力，才能做到“正气存
内，邪不可干”，也就说“百毒不
侵”。

闲谈“病毒”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李 伟

李伟，主任中医师，教授，河
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
医院）郑州院区膝部损伤科主任
中 医 师 ，中 国 初 级 创 伤 救 治
（PTC）培训教师、湖南中医药大
学中医骨伤专业硕士研究生导
师、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中医药教
育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南省
医学会灾难医学分会委员；具有
丰富的临床经验，系统掌握了各
部位创伤的中西医诊疗方法，擅
长应用中西医疗法治疗骨关节
损伤、骨关节和脊柱病变等疑难
疾病。多年来，李伟发表论文20
余篇，出版专著7部，获河南省中医药科学技术成果奖一等奖1
项，曾获得“洛阳市五一劳动奖章”、中华医学会“人文医学荣誉
奖”，被评为“洛阳市卫生健康系统先进工作者”“河南省卫生应
急先进个人”“河南省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等。

本报讯 （记者索晓灿 通
讯员张玲霞 魏佳琳）2月 9日下
午，在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医务人员的陪同下，33 岁
的郑女士走出隔离病房，痊愈
出院。她是该院成功治愈的首
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
称新冠肺炎）患者，也是河南省

中医定点治疗医院首例治愈患
者。

郑女士在武汉工作，1 月 22
日返回温县后出现发热症状，随
即到温县人民医院就诊。CT检
查结果显示，郑女士双肺感染，
疑似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并于 1
月31日确诊。

郑女士转入河南中医药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后，该院立
即组织专家组会诊，采用中医辨
证的治疗方法，对郑女士加以支
持对症治疗。几天后，郑女士呼
吸道症状明显缓解，体温恢复正
常3天以上，胸部CT检查结果显
示双肺炎症明显吸收。按照国

家卫生健康委新冠肺炎诊疗方
案第五版中的解除隔离和出院
标准，该院对患者进行 2 次核酸
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符合出院
标准。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该院首
例新冠肺炎痊愈患者出院，充分

展现了中医药在新冠肺炎治疗过
程中对缓解症状、减少住院天数、
改善生活质量、提高免疫力等方
面的良好作用。该院将继续充分
发挥中医药在治疗疾病中的独特
作用，坚定信心、科学防治、精准
施策，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
击战，让更多患者早日康复。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首例新冠肺炎治愈患者出院

近日，焦作市中医院按照焦作市新冠肺炎中医防治技术指导组专家拟定的中医药方，每天煎
制药剂发送给医院发热门诊、预检分诊台的医务人员。图为煎药房的工作人员给预检分诊台医
务人员送药剂。 王正勋 王中贺/摄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
战中，医疗救治定点医院是战

“疫”的主战场，承担转运任务
的120则是生命转运线。

自从战“疫”打响以来，漯
河市郾城区中医院紧急救援中
心立即进入紧急的“战时”状
态。

“120 吗？我是发热门诊，
这里有一位发热患者，请你们
马上送往市传染病医院进行
隔离治疗”。“收到！马上出
发！”

周斌，郾城区中医院急诊
科一名普通的救护车司机。这
句话几乎是他最近说得最多的
话。从 1 月 23 日起，他每天都
是连轴转，开着救护车转诊接
送疑似患者、发热患者往返于
市人民医院、市传染病医院、源
汇区人民医院，累计出车高达
50余趟。

危 难 时 刻 ，方 显 英 雄 本
色。这段时间，周斌一直坚守
在工作岗位上，每天 24 小时值
班，没有休息过一天。因为，他

是医院唯一一个固定接待新冠
肺炎患者的司机。他，防护服
几乎不离身，忙的时候一天只
能吃上一顿饭。有时候累了，
他就在车内眯一会儿；一有任
务，就立即打起精神，冲锋上
阵。

与以往的急救大不一样的
是，他这次得身穿全套防护服
转运患者。由于防护服密闭、
不透气，闷在里面很难受，呼吸
也不顺畅，再加上防护服装备
常常一穿就是几个小时。一趟
转运下来，周斌里面的衣服几
乎都被汗水打湿，护目镜也经
常蒙着一层水汽。转运完患者
后，他还要对救护车的急救舱
和急救设备进行喷洒、擦拭以
及地面拖洗消毒，最后再进行
个人消毒。

“冲在疫情防控第一线的为
什么是我，因为这是我的工作岗
位，这是我的职责。当穿上工装
后，我就感觉像是穿上了盔甲一
样，自带光环，无所畏惧！”周斌
充满信心而又坚定地说。

与疫情赛跑，
生命转运线上的120司机

本报记者 王明杰 通讯员 李洁琼 赵大地

“我是一名老党员，就应该
以身作则，带头工作。”新密市
中医院医务科科长兼糖尿病肾
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程树增
说。从 1 月 22 日至今，程树增
每天往返于新密市中医院东、
西两个院区（东院区为定点隔
离院区）开会、查房、巡查、会
诊，为疫情防控冲锋陷阵。

面对突发疫情，程树增始
终冲在救治一线，每天坚持到
医院发热门诊、隔离病区实地
巡查，主动了解一线人员的实
际需求，为他们做好医疗技术
保障。

除夕（1月24日）那天，八旬
的老母亲打电话询问他能否回
家吃饭，他简单的几句问候后就

挂了电话，继续组织专家组在院
内会诊疑似病例。那一夜，程树
增一直工作到凌晨 5 时 10 分。
第二天7时20分，他又开始了一
天的忙碌。由于长时间紧张工
作，他顾不上按时服用降压药。
同样身处一线的总支书记、院长
司银套见面第一件事就是提醒
程树增按时服药。可他总说：

“2008年在四川抗震救灾时，条
件比现在艰苦，32 天都坚持下
来了，这点儿苦算什么。”

面对疫情，程树增用双肩
扛起责任、迎难而上，积极与专
家组排除可疑就诊患者，确保
传染病早发现、早隔离。他用
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
的初心和使命。

一名老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本报记者 李志刚 通讯员 刘 刚

本报讯（记者乔晓娜 通讯
员崔松涛）截至 2 月 9 日，南阳市
首批 4.6 万箱新冠肺炎中药预防
制剂已全部发放给医护、公安、
交通等一线人员和易感人群服
用。这是该市落实省长尹弘关
于发挥南阳中医药优势、中西医
协同防治新冠肺炎指示的具体
行动。

南阳是人口大市且毗邻湖
北，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尹弘对此

高度关注。1 月 26 日，尹弘来到
南阳检查指导疫情防控工作。近
日，尹弘又作出指示，要求南阳发
挥医圣张仲景故里中医药资源优
势，中西医协同抗击新冠肺炎。

南阳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
落实尹弘的指示精神，在全市建
立中西医协同防治机制，成立了
市中医防治领导小组，以及由国
医大师、名老中医等 31人组成的
中医防治专家组，并对专家组进

行分组，派驻到各县（市、区）进行
中医药防治技术指导和疑难病例
会诊；参照国家、省相关方案，结
合南阳实际，制定发布了《南阳市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药
预防方案》，并将中医名家针对新
冠肺炎制定的专用中药预防处方
安排给宛西制药、福森药业等3家
中药企业加班生产，在全市推广
使用；采取得力措施保障中药预
防产品供应，动员相关企业捐赠

艾产品等物资；组建 14个中医专
家指导小组，分赴县（市、区）和定
点医院，全程参与确诊病例和疑
似病例的会诊救治。

截至 2月 9日，南阳市中医药
参与确诊病例治疗132例，使用中
药汤剂治疗128例，使用中成药治
疗 101例，治愈 28例，改善 85例；
参与疑似病例治疗174例，使用汤
药或配方颗粒治疗138例，使用中
成药治疗137例。

南阳发挥医圣故里中医药优势
助力新冠肺炎预防治疗

栾川县中医院：严防死守，
防控疫情 疫情发生以来，栾川
县中医院迅速关闭了其他出入
通道，张贴醒目提示，安排专人
把守，对出入人员测量体温、对
出入车辆喷雾消毒、引导发热病
人就医等，在每个环节做到一丝
不苟，严防死守。

2月1日，为了使预检分诊工
作更细、更实、更有成效，该院党
委在预检分诊处设立了共产党
员示范岗，20余名党员充实到预
检分诊岗位上。大家在党旗下
庄严宣誓，危急时刻一定不辱使
命。

预检分诊处严格落实 24 小
时值班和 4班倒的工作制度，每
班均由医生、护士与保安相结
合，确保对每一个进院人员体温
测量准确，既往史、接触史问询
清楚，确保每一辆入院车辆按标
准消毒到位，同时也对每一位发
热和有相关症状的病人由专人
按照规定通道引导至发热门诊，
坚决杜绝院内传染。在防护物
资紧缺的情况下，该院党委想方
设法保证预检分诊处的口罩、防
护衣等医疗物资的供应，购置了
红外体温智能检测仪，为出入人
员测量体温，有效防止操作人员
与人流的交叉感染，也减轻了分
诊医务人员的工作强度。

全体预检分诊的医务人员
深知自身责任重大，不管天气多
么严寒，大家都能坚守一线，为
守护一方百姓的健康平安做出
积极贡献。

（刘永胜 尤占松）

孟津县中医院连夜熬制
6000包中药汤剂 2 月 5 日晚，
孟津县中医院药房、煎药房内灯
火通明，十几名医务人员抓药、
浸泡、煎煮、过滤、封包、粘贴用
法用量标识，煎药房内煎药砂锅
等共计十几个煎药机器一刻不
停歇地工作着。2月6日下午，首
批6000包中药熬制完成，发放到
县域各镇、村、社区，及时送到湖
北返乡人员手中。

为了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应
对新冠肺炎防治中的作用，积
极开展中医药预防新冠肺炎工
作，按照《河南省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中医药预防方案》，
孟津县人民政府委托该县中医
院煎制防感解毒中药汤剂，打
赢疫情阻击战。孟津县中医院
迅速行动，依据中医药预防方
案，用黄芪、白术、防风、金银花
等 7 种中药材配比成防感解毒
汤剂，扶正解毒，健脾化湿，从
而起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
预防作用。

孟津县中医院院长和晓波
说，该院充分发挥中医药优势，
连续 6天加班加点煎制中药，确
保湖北返乡人员都能用上，为疫
情防控出一份力。

（刘永胜 朱宏伟 王 庆）

开封为疫情密切接触者发
放中药保健茶 2月6日，记者从
开封市卫生健康委获悉，为充分

发挥中医药在新冠肺炎防治工
作中的作用，减少密切接触者发
病的可能性，开封市卫生健康委
为密切接触者定量发放了中药
保健茶。

开封市卫生健康委在此次
服务中本着自愿的原则，为疫情
密切接触者提供 7 天量的中药

“扶正防感”保健袋泡茶和告知
书，对他们进行中医养生保健知
识普及。

开封市中医药管理局局长
齐洪喜表示，此次发放的袋泡茶
按照该市新冠肺炎中医药防治
专家组拟定的“扶正防感方”精
心制成，依据中医“未病先防、既
病防变”理论和“正气存内，邪不
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思
想，充分发挥中医“防疫驱瘟”的
优势，可补脾益肺、固表散邪、祛
湿解毒。

该市要求，各县（区）卫生健
康委在发放过程中，要告知密切
接触者袋泡茶的使用方法，同时
为其提供情志、起居、饮食、运动
等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让他们感
受到党和政府的关爱。（李 季）

睢县中医院对第三批医疗
救治预备队队员进行培训 为
全力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睢县中医院从众多报名的志
愿者中选出 22 名医务人员组成
第三批医疗救治预备队，并于 2
月5日下午对预备队员进行了新
冠肺炎防控与救治强化培训。
在培训会上，睢县中医院名誉副
院长丁立峰为预备队队员们讲
解了关于新冠肺炎的重要情况；
感染科主任王锡云对穿脱防护
服做了详细的讲解；医务人员现
场进行了防护服穿脱的展示及
练习。此外，睢县中医院副院长
陈红、史杰认真对防护服穿脱培
训进行了点评与细节指导。此
次培训时间虽然不到两个小时，
但是参会者表示受益匪浅。

（赵忠民 陈文新）

舞阳县中医院：充分发挥中
医药优势，助力疫情防控 日
前，舞阳县中医院结合自身实
际，利用中医药预防治疗特色优
势，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放在第一位，全力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

舞阳县中医院组织多名中
医药专家成立了新冠肺炎防控
工作中医药专家小组，为临床
一线提供中医药诊疗技术支
持，积极主动把中医药纳入呼
吸系统疾病防控当中，进一步
提高了临床疗效；根据国家和
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
案》的中医治疗要点，发挥中医
治未病作用，由专人负责熬制
预防新冠肺炎的扶正防感汤，
免费让就诊患者饮用；在预检
分诊、发热门诊、留观室等地放
置熏艾盒，利用艾条杀菌、消毒，
实现公共区域消毒全覆盖，确保
就诊患者的安全。

（王明杰 宋玉香 袁 凯）

本报讯（通讯员朱贵先）自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发热门
诊成为定点医院筛查疑似病例
的第一道关卡。滑县中医院发
热门诊作为滑县 7 家定点发热
门诊之一，担负着来院发热患
者的筛查任务。按照上级要
求，滑县中医院立即对原有的
发热门诊进行了升级改造，并
抽调临床经验丰富、技术水平
过硬的医务人员组成发热门诊
团队，由感染性疾病科主任王
艳军和护士长董丽负责发热门
诊的管理工作。

据了解，自发热门诊启动以
来，该院陆续接待了许多发热患
者。绝大多数患者经过询问病
史、血常规检查，以及必要的胸
片检查，都能明确排除新冠肺炎

的可能。发热门诊的医务人员
对居家隔离观察的患者，每隔两
天进行电话随访。

“大夫，我觉得浑身冷、头
疼，还有点儿咽干、乏力、咳嗽。”

“请问你是湖北返乡人员吗？有
武汉接触史吗？”1月 30日，一位
姓胡的男子来到发热门诊咨
询。发热门诊的医务人员对这
位患者进行了一连串的询问。
听完这位患者的描述，当班的医
师杜朝亮感觉情况不佳，立即报
告医院主管领导和疾控科，将这
位患者留观治疗。王艳军立即
联系医院专家组，对这位患者进
行了严格的会诊检查。从流行
病学史及临床表现来看，该患者
符合新冠肺炎疑似病例的诊断
标准。

在做好防护的情况下，医务
人员为患者取咽拭子标本送上
级进行核酸检测，检测结果显示
为阴性。发热门诊和感染性病
区的医务人员吊着的心终于放
松了下来。24小时后，患者又做
了一次检测。第二次的标本检
测结果显示为阴性。医务人员
按照正常的诊疗流程对患者进
行相关治疗。目前，这位患者经
过治疗，已排除疑似病例，痊愈
回家。

作为医院抗击新冠肺炎的
“前哨”，发热门诊的医务人员高
度负责、坚守岗位，时刻不松懈，
不断优化问诊流程，严格做好防
护措施，确保每一位患者能到得
到准确、高效的筛查和治疗，保
障他们的健康安全。

滑县中医院

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