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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部分地方新增感染者
处于快速增长期，各地想方设法
保健康、防重症。目前国内是否
仍有德尔塔变异株流行？抗新
冠病毒药物该怎么用？针对公
众关心的一些热点问题，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组织专家作出解
答。

我国是否仍有德尔塔变
异株流行？

近日，网络上有传言称，我国
部分地区同时流行德尔塔变异株
和奥密克戎变异株。

对此，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

所所长许文波表示，根据实时动
态监测，国内没有发现德尔塔变
异株在流行，也没有发现德尔塔
变 异 株 与 奥 密 克 戎 变 异 株 重
组。从 12 月初至今，国内监测到
9 个流行的新冠病毒亚分支，都
属于奥密克戎变异株。

国内是否产生新的变异株？

许文波介绍，从 12 月初至
今，中国疾控中心通过抽样调
查，完成了 1142 个病例的全基
因组测序，发现奥密克戎变异
株亚分支 BA.5.2 和 BF.7 占全国
流行的绝对优势，两者合计超

过 80%。此外，还有 7 个奥密克
戎变异株亚分支也在流行。

许文波介绍，这些亚分支中
没有发现特征性的基因组突变，
都是境外输入而来。12 月共发
现 31 个奥密克戎变异株亚分支
输入国内，其中也包括正在国
外加速传播的 BQ.1、XBB 等亚
分支。

不同变异株是否会导致
再感染？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科主
任王贵强表示，对于绝大部分免
疫力正常的人来说，半年内人体

内都会存在有效的免疫抗体，同
一毒株的二次感染概率极低，即
便感染了也不会出现严重症状。

王贵强表示，如果出现新的
变异株，或者新的亚分支表现出很
强的免疫逃逸能力，是可能导致再
感染的。根据人体内的免疫抗体，
再感染的间隔时间越短，症状通常
越轻，间隔时间长了，症状就偏
重。因此，这轮疫情过后，大家仍
要注意做好健康防护。

抗新冠病毒药物该怎么用？

王贵强介绍，高龄老人，尤
其是有基础病、没有接种疫苗

的 高 龄 老 人 ，属 于 高 风 险 人
群 ，面 对 疫 情 要 早 发 现 早 干
预。一些口服的抗新冠病毒小
分子药物，可以在发病或感染
得到明确诊断后尽早使用，一
般在 5 天内使用。

王贵强表示，这类抗新冠
病 毒 小 分 子 药 物 存 在 与 其 他
不少药物相互作用的问题，也
会有一些副作用，因此务必在
医生指导下使用。此外，研究
显示，这类药物不能用于预防
性治疗，对重症患者的效果也
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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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是否仍有德尔塔毒株流行？
抗新冠病毒药物怎么用？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专家解答防疫热点问题
新华社记者董瑞丰顾天成

近期，部分新冠病毒感染
者进入康复状态，但仍遗留咳
嗽、嗓子不舒服等一些症状。
感染新冠病毒后是否会影响心
血管系统？出现哪些症状可能
是 心 血 管 疾 病 风 险 ， 需 要 就
医 ？ 康 复 期 如 何 做 好 营 养 管
理，能否进行运动锻炼？围绕
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有关专家作出专
业解答。

感染新冠病毒后是否会
影响心血管系统？

北京安贞医院常务副院长周
玉杰介绍，感染新冠病毒 5-7天
后，大部分人群能够症状好转、
逐步康复，但也有少数患者会累

及心肌，一般发生在感染新冠病
毒两周以后。但只要做好自我健
康管理、科学防范，就可以避免
损伤，安全度过窗口期。

据介绍，病毒感染对心脏造
成的损害大多和免疫反应联合叠
加产生，而人体免疫反应驱动会
有所滞后。比如感染新冠病毒后
发烧退烧了，只是度过了新冠病
毒感染的第一个恢复期，不能掉
以轻心。此后产生免疫反应的过
程，仍要注重休养，做好生活方
式管理。

同时，有基础心血管疾病
的 患 者 要 着 重 控 制 好 基 础 疾
病，按时规律服用药物，药物
的增量、减量、停药，一定要
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出现哪些症状可能是心
血管疾病风险，需要就医？

周玉杰提醒，假如在感染新
冠病毒的康复期内出现严重胸
痛、胸闷、气短、心悸，甚至晕
厥等症状，要及时到医院就医。

可通过观察是否存在轻微症
状的突然变化，判断主观感受与
就医信号的不同。假如前述症状
出现由轻到重的快速变化，有可
能是病毒引起的心肌炎，要引起
重视，及时就医。

心肌炎一般在中青年人群中
居多，一般通过血液检查能够看
到心肌损伤的标志物，通过动态
心电图、心脏超声检查也能及时
诊断。

康复期如何做好营养管理？

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
任于康表示，要把营养管理贯穿
于整个新冠病毒感染防治前中后
全过程。康复期食物要尽可能易
消化、种类多。

良好的营养基础对提升老年
人免疫力十分重要。一些老年人
因为生活习惯或子女不在身边等
因素，长期吃得较为单调素淡，
身体营养基础相对较弱，一定程
度上会影响免疫状况。

于康建议，老年人饮食要做到
荤素搭配、丰富多样，摄入优质蛋
白质。在正常饮食基础上，可以补
充一些复合维生素等营养补剂。把
功夫用在平时营养摄入，对维持整

体抵抗力非常有帮助。

康复期能否进行运动锻炼？

周玉杰表示，更好度过康复
期和免疫反应窗口期，不能突然
剧烈运动，要避免熬夜，戒烟戒
酒，做好生活方式管理。

据介绍，有氧运动会导致心
率加快，耗氧量增加，过度的无
氧运动也会造成乳酸堆积。在心
脏心肌的修复窗口期，要避免做
连续打羽毛球之类的剧烈运动。

同时，也要“动静结合”，
不能躺着一点也不动，容易出现
血栓等栓塞性疾病。科学适量运
动，可以将运动标准下降到低于
原体能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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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后是否会影响心血管系统？
康复期如何做好营养管理？

——权威专家解答防疫热点问题
新华社记者顾天成董瑞丰

新华社华盛顿12月27日电
（记者孙丁）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27 日举行表决，维持一项针对
越境移民的快速驱逐令。

这项被称为“42 条”的公
共卫生政策于 2020 年生效，联
邦政府以防疫为由授权边境执
法人员快速驱逐越境移民，不
接受他们的避难申请。

联邦最高法院 27 日以 5 比
4 的表决结果推翻华盛顿特区
一 名 联 邦 法 官 此 前 终 止 “42
条”的一项裁决，并宣布将于
明年 2 月听取关于此案的口头
辩论。

拜 登 政 府 一 直 寻 求 终 止
“42 条”。白宫发言人 27 日发表
声明说，联邦政府将遵守联邦

最高法院指令，并为该法院审
理 “42 条 ” 相 关 案 件 进 行 准
备 。 美 国 国 土 安 全 部 当 天 表
示，“试图非法进入美国者”将
继续被驱逐到墨西哥或他们的
来源国，同时强调美国移民系
统存在问题，呼吁国会批准综
合性改革。

长期以来，移民问题备受

美国社会关注，也是民主、共
和两党争斗的重点领域。背井
离乡的移民被夹在中间，经常
连基本人权都难以得到保障，
成为美国政治纷争的棋子和牺
牲品。

过去 8 个月，得克萨斯州
州长阿博特等共和党人使用客
车或飞机将成千上万名移民陆

续运至华盛顿、纽约、费城等
民主党人主政的城市，引发广
泛争议。阿博特频繁批评拜登
政府移民政策，称拜登以及民
主党忽视美国南部边境因为移
民 涌 入 而 出 现 的 “ 历 史 性 危
机 ”。 他 还 警 告 ， 如 果 “42
条”被终止，将有更多移民非
法进入美国。

美联邦最高法院决定维持针对跨境移民的快速驱逐令

防疫热点问答

新华社北京 12月 28日电 （记者
王琳琳） 国家知识产权局在 28 日举行
的 12 月 例 行 新 闻 发 布 会 上 发 布 了

《2022 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调查显
示，2022 年我国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
率为 36.7%，创近五年新高，反映了我
国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支撑实体经济创
新发展的能力持续增强。

从调查数据看，企业带动全国专
利产业化率持续提升。国家知识产权
局战略规划司司长葛树介绍， 2022
年，我国企业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
为 48.1%，较上年提高 1.3 个百分点。
我国国内发明专利有效量中近七成由
企业拥有，随着企业专利产业化能力
不断提高，其创新成果转移转化主体
地位在不断强化。

其中，创新型企业专利产业化水平
相对较高。葛树介绍，2022年，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发明专利产业化率分别比我国企业平均
水平高 8个和 17.2个百分点。我国知识
产权优势示范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达
到61.3%，示范带头作用显著。

此外，调查显示，2022年，港澳台
商投资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最高，为
66.8% ； 其 次 是 外 商 投 资 企 业 ， 为
54.4%；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相对较
低，分别为48.4%和41.6%。说明内资企
业专利产业化水平仍有提升空间。

随着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持续改
善，专利侵权行为得到有效遏制。调查
显示，2022年，我国专利权人中遭遇过
专利侵权的比例为 7.7%，低于“十三
五”期间 10%以上的比例，更显著低于

“十二五”期间最高28.4%的比例。调查
还显示，企业遭遇专利侵权后维权方式
更趋多元。有 45.3%的专利权人了解专
利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说明知识产权

“严保护”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据介绍，中国专利调查是经国家

统计局批准的部门统计调查制度，旨
在调查分析我国专利创造、保护、运
用状况。调查工作迄今已连续开展 15
年，2022 年的调查范围覆盖我国 24 个
省 （区、市），涉及 1.8 万个专利权
人，问卷回收率达到 82.1%。

2022 年我国有效
发明专利产业化率
创五年新高

新华社东京12月28日电（记者欧阳
迪娜 钟雅）日本经济产业省28日公布的
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需求下降等因素
影响，日本 11月工矿业生产指数环比下
降 0.1%至 95.2。这是该数据连续第三个
月下降。

数据显示，全部 15个行业中，8个行
业环比下降，7 个行业环比上升。其中，
通用业务用机械工业、生产用机械工业
分别下降7.9%和5.7%。

当月，工矿业出货指数环比下降
0.5%至 93，库存指数环比上升 0.3%至
103.6。

经产省将对工矿业生产的判断基调
从“温和回升中部分行业显露疲软迹象”
调整为“生产疲软”。

日本11月工矿业
生产继续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