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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感染了奥密克戎变异株出现发烧如何处理？

1 问：哪些人应该进行第二剂次加强
接种？

答：现阶段老年人等高风险人群持续
面临被感染的风险，疫苗接种是疫情防控
的重要措施和手段。

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根据疫苗研发以及紧急使用的
批准情况，感染高风险人群、60 岁以上老
年人群、具有较严重基础性疾病人群和免
疫力低下人群，在完成第一剂次加强免疫
接种满 6 个月后，可进行第二剂次加强免
疫接种。

2 问：现在进行加强免疫接种有什么
用？

答：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之后产生保护
作用主要包括：产生抗体、产生细胞免疫、
产生免疫记忆等。

接种疫苗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抗体
水平会下降。此外，随着病毒变异，免疫逃
逸也在增强，使得抗体的作用在削弱。不
过，细胞免疫在预防重症和死亡方面起到
的作用比较持久。

研究表明，接种加强针可以唤起机体
的免疫记忆细胞，也会提升抗体水平，进一
步巩固对重症和死亡的预防作用。只要符
合接种条件，没有完成加强免疫的人应尽
快按照免疫程序的规定完成加强免疫，以
起到更好的保护效果。

“阳康”后剧烈运动去世？
专家：静养是有必要的

近日，全国多地的“阳康”们，陆续转阴
“上线”，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中。但一
条网传消息让这些本以为可以“横着走”的

“阳康”们陷入新一轮忧虑，网上盛传退烧后
的半个月甚至一个月，防风保暖休息特别重
要。有人康复后马上去爬山、打羽毛球，结果
不幸去世。对此，专家表示，这个问题确实应
该引起网友们的重视。感染后病毒会侵犯人
体不同的部位，包括心脏。

感染后怎样更好康复？
如何判断症状加重需尽快就医？
权威专家解答防疫热点问题

哪些人应该打“第四针”？安全性如何？

当前，新增感染者处于快速增长期，新一波疫情高峰来临，部分人群感
染后出现临床症状，包括发热、肌肉关节酸痛、咽喉肿痛等表现。感染了奥
密克戎变异株出现发烧如何处理？如何判断症状加重需尽快就医？围绕
社会热点关切，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专家作出解答。

近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印
发方案，部署开展第二剂次加强免疫接
种。哪些人应该打“第四针”疫苗？“第四
针”打什么疫苗？围绕社会热点关切，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专家作出解答。

3 问：第二剂次加强接种可以接种哪些
疫苗？

答：目前所有批准附条件上市的或紧急
使用的13种疫苗都可用于第二剂次加强免
疫。优先推荐序贯加强免疫，或采用含奥密
克戎毒株或对奥密克戎毒株具有良好交叉
免疫的疫苗。

序贯加强免疫，是指采用不同技术路线
的疫苗进行异源加强免疫。前期如果接种
了三剂次灭活疫苗，在第二剂次加强免疫
时，可以选择重组蛋白疫苗、腺病毒载体疫
苗或流感病毒载体疫苗中的任一种，这也是
国家列举推荐的接种组合。

4 问：疫苗接种的安全性如何？
答：中国疾控中心对我国已经开展接

种的超过34亿剂次、超过13亿人的不良反
应监测发现，我国新冠病毒疫苗的不良反
应发生率与常年接种的其他一些疫苗相
当，而且老年人的不良反应发生率还略低
于年轻人。

对于老年人来说，《加强老年人新冠病
毒疫苗接种工作方案》明确了 4 种接种禁
忌。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疾病如果处于稳
定期，可以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5 问：“阳”过还能进行第二剂次加强接
种吗？

答：按照目前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技术
指南规定，如果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感染
时间和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时间应间隔 6 个
月以上。

目前来看，单纯感染产生的免疫保护
力，不如感染加上接种疫苗产生的混合免疫
力保护作用强。如果符合接种疫苗的时间
间隔，建议进行第二剂次加强免疫接种。

（据新华社）

2 问：感染后怎样更好康复？

答：如果感染新冠病毒后出现发烧、咳
嗽、咳痰、咽痛、咽干等症状，可以对症用药，
但是无须囤药或大量购买药物。

体温低于 38.5℃的时候，可以通过适当
多饮水、物理降温等方法缓解。当体温高于
38.5℃时，或体温未升至38.5℃，但有明显不
适、影响休息时，可使用退热药。

需要注意的是，退热药在使用时，一定
注意每日的服药次数、最大服药剂量，尽量
避免与复方“感冒药”等含有退热成分的药
物联合使用。退热药大多都含有对乙酰氨
基酚或布洛芬成分，如果只有发热，其他的
症状不明显，可以选择其中一种单一药物
即可。

答：感染者如出现以下情况，应尽快就
医：一是出现呼吸困难和气短；二是经过药物
治疗后仍发烧超过38.5℃，持续3天以上；三
是原有基础病加重，用药也控制不住，或出现
心前区疼痛；四是儿童出现嗜睡、呕吐、腹泻、
拒食等情况；五是孕产妇出现头痛头晕、心慌

气短或者胎动异常等情况。
专家提醒，有呼吸疾病的患者感染后容

易给原发基础疾病带来进一步变化，患者可
以争取及时监测血氧饱和度，了解病情是否
有变化。

（据新华社）

3 问：居家患者如何判断症状加重需尽快就医？

答：目前奥密克戎变异株病毒致病力下
降，大部分新冠病毒感染者都可以居家监测
治疗。

感染新冠病毒后，居家监测治疗期间可
能出现无力、疼痛、嗅觉味觉减退等功能障
碍，大多会随着病情好转而缓解，如持续不缓
解需要及时就医进行专业评估及处理。

假如遇到体温超过 38℃，伴头痛、全身
酸痛等症状：首要任务是休息。此时体能非
常有限，很容易疲劳，需要合理安排自己必须
完成的日常任务，保证充足的休息时间。例
如，若高热期仍需要自己做饭，可以在各种降
温措施的有效期即退热时间段内做饭、吃饭，
之后马上继续卧床休息。

对于刚康复的老年人，特别是有心血管
病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不要过早进行运
动。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康复后，要注意休息，
冬季注意保暖并戒烟限酒，同时限制运动三
至六个月。

没有基础疾病的康复者恢复锻炼应该在
康复一周以后，如果出现咳嗽、气促、心悸等
症状，则需要立即停止运动。

此外，冬季气温较低，要注意保暖，一般
情况下，也不要在早上进行户外运动，以免因
为寒冷空气刺激诱发疾病。

转阴后的体能锻炼，可以分为五周进行，
每周为一个阶段，循序渐进。第一周要从感
染前运动强度的 25%至 50%开始，适当做一
些拉伸运动。第二周恢复到 70%，第三周到
80%，第四周达到90%，第五周恢复到正常状
态。

（本报综合）

出现这些症状立刻停止运动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
学中心呼吸科副主任张磊表示，新冠康复者
在 1～2 周内静养是有必要的。张磊称，经
历新冠病毒感染以后，人体免疫功能会出现
较明显的紊乱表现，即淋巴细胞数值和功能
会在感染急性期降低，后续随着疾病恢复，
再缓慢恢复到正常状态。

大多数人这个“免疫紊乱期”会持续1～2
周。期间，其他病毒、细菌等都非常容易乘虚
而入。“尤其是在冬季流感高发期，‘阳康’两
周内，暴露在人群密集的场所过久尚存在安
全隐患，别说过度运动了。”

“阳康”后1～2周静养
是有必要的

病毒学家、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
医学学院教授金冬雁表示，在新冠并发症中，
急性心肌炎确实需要引起关注。但在新冠病
毒感染康复之后，短期内发生因剧烈运动或
高强度工作而猝死的现象，其直接死因是否
是急性心肌炎发作？如果是，新冠感染是否
为导致后续病变的原因？这些问题在国际上
尚无较大体量的权威研究数据可以佐证。此
外，新冠死亡分为“die of”和“die with”。目
前，在多长时间范围内，可以将新冠作为对死
亡起贡献作用的因素、新冠感染康复后在多
长时间内具有持续性风险，都暂无国际共识。

“面对这么大的感染基数，新冠感染者康
复后出现的运动型猝死现象，可能是一种偶
合，但事后想去证实或证伪也有一定的难
度。”金冬雁称。

“阳康”后剧烈运动
会引发心肌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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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故 知识大观园

▲红拂墓（资料图）

古代足球运动看宋朝

但凡了解一些隋末风云，对于
“风尘三侠”的故事，就不会陌生，而
李靖与红拂女的爱情故事，更是家
喻户晓。谁能想到，作为“风尘三
侠”之二的李靖和红拂女，在醴陵西
山竟然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相传，唐高祖武德四年（621
年），唐朝名将李靖率军平定长江
中游的萧铣割据势力后，继续南征
岭南。途经醴陵时，随其出征的妻
子红拂女不幸染病身亡。李靖将
爱妻安葬于醴陵西山，并在此修建
靖兴寺，募僧守护。醴陵从此留下
了李靖与红拂女的历史痕迹。

李靖(571-649 年)，字药师，隋
末唐初著名军事家。纵观李靖一
生，南平江准，北破突厥，西定吐谷
浑，功高盖世，在唐太宗凌烟阁二
十四功臣中排名第八位。他不仅
是战功卓著的实战家，还是杰出的
军事理论家，所著《李卫公问对》是
中国古代兵书的经典之作。

不过，关于李靖与红拂女的罗
曼史，正史中并无记载，而是出自
唐代传奇小说《虬髯客传》。隋朝
末年，隋炀帝骄奢残暴，各地农民
起义风起云涌。心怀建功立业之
志的李靖，此时还只是默默无闻的

平民。当他拜见隋炀帝身边的重
臣杨素，希望得到重用时，权倾一
时的杨素，对于李靖这种小人物，
自然是不放在眼里。未得到杨素
欣赏的李靖，准备离开，没想到，杨
素身边一位手执红拂的美丽侍女，
却对通兵法谋略、怀报国大志的李
靖另眼相看。当晚，她便身穿紫
衣、头戴纱帽、背负行囊，带着一腔
孤勇和柔情，投奔李靖。

她向李靖大胆告白，说自己姓
张名出尘，父亲曾是南陈将领，隋朝
攻灭南陈时，父亲被杀，母亲被俘，
孤身流落长安后，入杨素府中，因常
执红拂立于他身旁，故而被称为“红
拂女”。她坚定地向李靖表达了自
己热烈的情感，表示“丝萝愿托乔
木”，永远跟随他，至死不渝。

后来两人结为伉俪，与虬髯客
并称“红尘三侠”闯荡江湖。李靖
投归大唐后，被拜为大将，红拂女
一直跟随李靖行军在外，转战南
北，不辞辛劳。一次李靖率军驻扎
醴陵，红拂女随行，不幸染病。李
靖只得将红拂女托付当地，自己领
兵出征。当李靖回师时，红拂女已
病故，葬于醴陵西山。李靖便筑

“惜红亭”以怀念红拂女。惜红亭
扩建为寺，名为靖兴寺。

尽管李靖与红拂女的故事出
自唐代传奇小说，故事真假难辨却
引人入胜，千百年来，醴陵西山上

的靖兴寺和红拂墓，也成了文人墨
客反复吟咏的题材。

晚唐诗人韩屋有《靖兴寺杜
鹃》诗云:“一圆红艳醉破陀，自地连
档簇茜萝。蜀魄未归长滴血，祗应
偏滴此从多。”明代思想家王守仁
（即王阳明）在靖兴寺旁的渌江书
院讲学时，也曾作有《过靖兴寺》诗
二首。不过，最为煽情的当属清代
诗人杜豫吉的咏唱:“紫衣乌帽葬西
山，碧草青磷没环。天地久长巾帼
侠，史书谁把姓名删？一双慧眼风

尘外，三尺荒坟夕照间。醉酒忽生
知己泪，非为脂粉泣红颜。”

1924年，湘军团长何宣驻扎醴
陵，听闻西山有红拂墓，特约友人前
往凭吊。见红拂墓年久失修，几成
荒冢，何宣当即倡议军中和地方官
员集资修缮。新修的红拂墓墓顶设
2米高汉白玉石碑，正面刻“红拂之
墓”，左右两侧刻“红拂有知应识我，
青山何幸此埋香”对联，阴面刻何宣
所书《修墓记事》。1985年红拂墓被
列为株洲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醴陵西山见证了李靖和红拂女的坚贞爱情
温琳

“孝子”原本不是指
孝顺的儿子

在今天的语义中，“孝子”指孝顺的孩
子，除此之外再无别的意思。但是这个词最
古老的语义却不是这个意思，是孔子把“孝”
的内涵扩大了。

《礼记·杂记上》如此定义“孝子”：“祭，
称孝子、孝孙；丧，称哀子、哀孙。”父亲或母
亲刚去世的时候，非常哀痛，哭得上气不接
下气，称作“哀子”；过了一段时间，哀痛慢慢
减轻了，停止了哭泣，这时再祭奠去世的父
亲或母亲，称作“孝子”。

因此，“孝子”是祭奠的时候才使用的称
谓，后来把居丧的男子一概称作“孝子”。由此
可见，这个词的本义跟“孝顺”没有任何关系。

后来从为父母服丧逐渐引申出了“孝
顺”的词义。孔子在《论语·为政》中阐释了
他心目中的“孝”：“无违”，不违背礼；“能
养”，供养父母；“敬”，孝敬。孔子的定义也
就是今天“孝子”的定义。

（据生活晚报）

四川省泸州市
泸州别称“酒城”，酿酒历史悠久。境内

太平镇的太平渡是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
中的重要渡口。泸州历史源远流长，文化积
淀深厚，民族风情浓郁，旅游资源富集，具有
以名酒文化、生态文化、红色文化、历史文
化、长江文化为代表的五大特色旅游资源。

（据新华网）

宋代除了皇宫官府有足球表演的专职人员
外，民间也不乏高手，球场林立，踢者如云。当
时宋朝还有齐云社，相当于现在的足球协会或
足球俱乐部。《水浒传》第二回写道，端王邀请高
俅下场踢球，高俅不敢，端王说道：“这是‘齐云
社’，名为‘天下圆’，但踢何伤。”陆游有诗描写
道：“蹴鞠场边万人看，秋千旗下一春忙。”蹴鞠
时场边有万人观看，可见蹴鞠活动在当时的火
热情形。

蹴鞠在宋朝时，不仅仅是体育娱乐项目，更
是朝廷的一项礼乐项目，在很多重大场合，都有

蹴鞠的表演。《宋史·乐志》中提到，宋朝每逢春
秋圣节三大宴会，要进行一系列的礼乐表演，其
中第12项表演就是蹴鞠。史载：诸王赐食及宰
相筵设，以蹴鞠为乐。可见，蹴鞠在宋朝是一项
十分重要的礼乐项目。

蹴鞠起源于战国，经历朝历代发展，到了宋
朝，发展到了高峰。作为中国古代较为著名的
体育项目，蹴鞠不仅是中华文明史中一个灵动
的文化元素，更被学术界和国际足联公认为足
球运动的最早起源。

（据天津日报）

重要礼乐项目

宋朝皇帝爱踢足球，也喜看足球，据《宋史》
记载，宫中举行重大活动都有足球表演。一些
善于投机取巧的官员就利用足球“行贿”，博得
皇帝的欢心，以求升官发财。

宋太宗时有个叫张明的人，虽出身微贱，但
球技高超，经常陪太宗踢球，太宗非常喜欢他，封

他为供奉官。《宋史·王荣传》记载，监军王斌与王
荣要好，向皇帝奏本说张明不满右骁卫大将军王
荣，诬陷王荣以报私怨。经下枢密院调查都不属
实，宋太宗龙颜大怒，大骂王斌，说“张明起贱微
中，以蹴鞠事朕，洁己小心，见于辈流”。宋太宗不
仅没有责罚张明，还“赐劳明缗钱、束帛”。

衍生“球贿”之风

宋朝是全民踢球，从皇帝高官到平民百姓
无不以踢球为乐，足球运动风靡全国。陆游有

“寒食梁州十万家，秋千蹴鞠尚豪华”的诗句。
北宋初年，蹴鞠为军中的一项重要体育活

动，皇帝尤其钟爱足球，既是球员，又是球迷。

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宋太祖蹴鞠图》，为宋
末元初画家钱选临摹宋朝画家苏汉臣之作，描
绘了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与大臣们一起踢足球
的情景。

宋代盛行蹴鞠

我国古代称足球为“蹴鞠”，最早有文字记
载的踢足球是在 2300 年前的齐国都城临淄。

《史记·苏秦列传》记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
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
者。”说的是战国时纵横家苏秦到齐国游说齐宣
王连横抗秦时，所见到的情景。当时的足球是

用毛发充塞，到了唐朝则改为充气皮球，里边用
猪脬做球胆，吹满气封上口，外边再用八片厚皮
子缝起来。宋朝的足球运动规则更加完善，其
蹴鞠制作技术也有了进一步提升，工艺精良，已
接近现代足球。

人文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