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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3 月 13 日电
（记者顾天成、董瑞丰）根据疾控
部门流感监测，当前我国流感病
毒活动水平有所增强，以甲型流
感为主。甲型流感有何特点，要不
要使用抗病毒药物？重点人群如
何预防？甲流与新冠有可能叠加
感染吗？
　　针对公众关心的甲型流感防
治热点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近
日组织权威专家北京大学第一医
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北京
朝阳医院副院长童朝晖、北京儿
童 医 院 急 诊 科 主 任 王 荃 做 出
解答。

  热点一：甲型流感有何特

点，要不要使用抗病毒药物？

　　王贵强介绍，甲型流感是
由甲型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
性呼吸道传染病，和普通感冒
有所区别。一般流感症状比普
通感冒更重，可导致持续发热、
头疼、肌肉关节酸痛、上吐 下
泻、周身不适等表现，老年人和
儿童容易出现胃肠道表现。流
感危害性相对较大，严重的可
导致肺炎，对老年人基础病有
诱发加重的风险。
　　流感是自限性疾病，但在治
疗方面有多种抗病毒药物。不是
每个患者都需要使用抗病毒药
物，建议在重症风险较高、症状较
重的情况下早期使用。早期使用
抗病毒药物能缩短病程、减轻症
状、降低重症风险。
　　如何判断自己是否得了甲
流？童朝晖表示，流感的发热体温
往往较普通感冒更高，可能达到
39 摄氏度以上。假如发现自己出现了一些上呼吸道症状，建议可以先
进行流感抗原筛查，然后再进行药物治疗。流感的病程较长，一般在 3
至 5 天，严重的可达 5 至 7 天，而普通感冒一般经历 1 至 2 天的流涕、
咳嗽症状后很快就能好转。

热点二：重点人群如何预防，需要接种疫苗吗？

　　老年人和儿童是流感流行期间的脆弱人群。童朝晖表示，这两类
重点人群做好流感预防要做到以下三点：首先，推荐婴幼儿、儿童和有
基础疾病的老年人要在每年流行季节提前接种流感疫苗；其次，建议
重点人群在流感流行期间减少外出，坚持戴口罩、勤通风、勤洗手；再
者，幼托机构及学校是儿童青少年聚集场所，要特别注意对流感的预
防，一旦班级里有小朋友发烧，建议在家充分休养，待完全康复后再
上学。
　　儿童出现哪些症状可能是得了甲流，哪些情况需要家长重点关注？
王荃介绍，儿童感染流感后绝大多数都是轻症，以呼吸道感染为主要表
现。及时服用对症药物，多喝水、多休息，有利于儿童康复。在流感流行
期，假如家中儿童发热时间超过三天或出现体温 40 摄氏度以上超高
热，又或是出现呼吸困难、脸色苍白、呕吐腹泻、尿量减少、神志不清等
症状，都应第一时间就医。
　　王荃表示，重点人群在每年流感流行期来临前接种疫苗可以减少
罹患流感的概率。对于 6 月龄以下的婴幼儿，因为无法接种流感疫苗，
鼓励同住者和看护者都要积极接种流感疫苗。

  热点三：得过甲流后会不会形成免疫期，甲流与新冠有可

能叠加感染吗？

　　王贵强表示，甲流等病毒性传染病感染康复后，短时间内都会形成
一定免疫屏障，有一定保护力。
　　有部分公众关心甲流与新冠是否会叠加感染。童朝晖介绍，甲流与
新冠两者都属于呼吸道传染病，有叠加感染的可能性，但不必过于担
心。只有在免疫功能低下，体内新冠病毒没有完全清除的情况下，才有
一定合并感染的可能性。同时，根据已掌握的发热门诊监测数据，当前
发热患者中以甲流占据绝对多数，比例较高。
　　童朝晖说，戴口罩、勤洗手、勤通风、保持社交距离、积极接种疫苗
都是对呼吸道传染病行之有效的预防手段。面对呼吸道传染病，预防是
最重要的，呼吁大家坚持做好个人防护和健康监测。

　　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记者李恒）2023 年 3 月 12 日至 3 月
18 日是世界青光眼周，今年的主题为“关注青光眼：共识保视野，指南
护光明”。专家提示，早期发现、及早干预、定期随访，可以将青光眼的危
害尽可能降至最低。青光眼可防、可控、不可怕，但不管不顾可能导致不
可逆盲。
　　据介绍，青光眼是眼睛内的房水（眼睛的营养液）生成过多或循环
流通受阻，房水在眼内堆积过多，导致眼睛内的压力升高，即眼压升高，
视神经受到压迫、损坏，进而导致视力下降的一种疾病。
　　 2022 年 1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

（2021-2025 年）》，明确要提高眼底病、青光眼等眼病的早诊早治
能力。
　　“青光眼一旦引起视神经和视功能的损害，一般是不可逆的，但是
通过积极的治疗，可以控制病情，维持视功能。”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库专
家、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主任医师刘奕志介绍，控制眼压到安全范围
是青光眼治疗有效的重要指标。
　　专家介绍，青光眼可以通过药物、激光、手术进行治疗。《中国青光
眼指南（2020 版）》是我国现行的青光眼临床指南。医生需要遵循指
南，结合患者自身具体情况和患者意愿做出医疗决策。
　　针对一些患者提出的用药治疗后眼压正常了是否可以停药的问
题，刘奕志表示，眼压的正常值不等于安全眼压或者目标眼压。目标眼
压是医生根据每个患者具体青光眼类型、病情设定的，在随访中还要
根据病情的变化进行调整。有困惑或者遇到难题时，如不知如何用药，
用药后出现眼红、眼痒不适症状等，要及时和医生沟通，获得解决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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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青光眼周：关注青光眼

专家提示早诊早治定期随访

　　新华社长春 3 月 14 日电（记者赵
丹丹、李典）躺在全自动按摩椅中，看一
场家用投影仪投出的大屏电影，一旁的
多功能养生壶正咕嘟嘟冒着热气，不远
处的烤箱已飘出香气……有人说，当代
人的品质生活是家用电器“给”的。然
而，记者调查发现，不少消费者却常常
面临家用电器维修难题，维修价格不透
明、维修质量难保证、行业标准规范不
完善等，让不少消费者对家电维修“望
而却步”，往往导致“修不如换”现象
出现。

电器坏了，咋办？

　　吉林长春市民管明 2020 年花费近
3000 元买了一台家用投影仪，用了一
段时间后机器无法正常开机。管明联系
售后发现，机器已过保修期，需要自己承
担维修费用，主板、配件、人工维修费等
算下来共计 600 多元。经过一番心理挣
扎，管明决定：修！前前后后用了近一个
月的时间，机器终于修好，可用了一段时
间后，机器又坏了，再修还要交钱。“修不
起，维权也没时间，放弃了。”管明无奈
地说。
　　辽宁沈阳的赵欣也遇到了家电维修
问题。2022 年夏天，赵欣发现家中的空
调吹不出冷风了，她联系了楼宇广告中
的维修人员，对方告知可能是氟利昂不
足了，“价钱不贵，几十块。”于是，赵欣带
着师傅上门维修。到了家里才知道，师傅
口中的“几十块”只是一个压力单位氟利
昂的价格，空调加满氟利昂再算上高空
作业费，总共花了 800 多元。“感觉自己
被‘宰’了，早知道这么贵我就不修了。”
赵欣说。
　　相较于价格较高的家用电器，一些
小家电的维修则更显尴尬。不少年轻人
干脆“一扔了之”。
　　消费者秦欣欣告诉记者，自己一年
前在网上购买了一款网红加湿器，目前
雾化系统出了点问题，产品虽然还在保
修期内，但维修需要自己承担运费。“还

不如添点钱直接买新的了，当天下单，第
二天就能送到。”秦欣欣说。

“修不如换”背后原因多

　　根据中消协网站 2022 年全国消协
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2022 年全国
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115 万余
件，其中售后服务问题占 33.73%，相较
2021 年上升 2.19%。而在 2022 年商品
大类投诉中，家用电子电器类共有 12
余万件投诉，占比 10.55%，排在商品类
投诉第一位。
　　记者采访了解到，维修价格较高、维
修质量难保、维修时效较慢，成为“修不
如换”的主要原因。
　　——— 家电更精密，维修成本高。记者
采访的几位家电维修从业者表示，当前
家用电器内部结构更加精密，多数以集
成化和模块化为主，一旦损坏则需要更
换整个集成电路或模块，不像以前，只更
换某个或几个零部件就能修好，所以维
修成本增加。“家电品牌越来越多，没多
久就换代了，而配件大多不通用，维修难
度大。”长春市一位多年从事家电维修工

作的师傅赵建波说。
　　——— 质量难保证，维修满意度低。记
者调查发现，由于家电维修较为专业，维
修人员与消费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如没
有适当的监管机制，则存在“钻空子”的
可能。不少消费者表示遭遇过夸大维修
难度、增加维修内容、提高维修费用的情
况，作为外行，只能“哑巴吃黄连”。“修旧
如旧”现象也时有发生，不少消费者表
示，修过的家电当时好用，但过后又坏
了。更有甚者，一些网络平台还出现冒充
品牌维修服务的“假网站”“假售后”，“假
师傅”上门“维修”后开出了数千元的维
修费用，导致消费者的权益受到极大
损害。
　　——— 维修时效慢，“快消”小家电更
方便。消费者张静网购的吹风机不出热
风，售后人员表示，需要寄回厂家进行检
查和维修，大约需要两周时间。但两周
后，吹风机还没修好。这期间，张静洗发
后无吹风机可用，感觉非常不便，于是干
脆花 100 多元新买了一台。“与维修带
来的成本和不便相比，我宁肯买个新
的。”张静说。记者调查发现，与张静想法
类似的消费者不在少数，还有不少消费

者购买的小家电还没用坏就被淘汰
了。“最开始买了榨汁机，后来买了料
理机，现在又买了破壁机，跟风购买的
小家电，拿到家里用的次数并不多，专
门去维修更谈不上。”消费者隋菁
菁说。

让“修或换”不再成为被动选择

　　家电坏了“修还是换”，应成为消
费者的主动选择。为此，业内人士提出
如下建议：
　　首先，根据产品使用时长判断是
否有维修价值。根据中国家用电器协
会发布的《家用电器安全使用年限》，
家用电器安全使用年限应从购买日期
起连续计算。冰箱、葡萄酒柜、空调的
安全使用年限为 10 年；燃气灶、吸油
烟机、储水式电热水器、净水机、食具
消毒柜、洗衣机和干衣机的安全使用
年限为 8 年。
　　吉林省消费者协会新闻与公共事
务部主任谢宛余认为，维修还是换新，
首先要看家电的剩余寿命，如果已经
超过了限定使用年限或即将到达使用
年限，且机器型号停产，配件费用较
高，则建议更换新品，以防家用电器年
久老化带来的漏电、起火等安全隐患。
她建议消费者定期清洗维护家电，延
长使用寿命。
　　其次，强化监管，尽快推进家电维
修行业标准化建设。专家认为，随着家
电越来越多地进入家庭，维修服务不
仅仅是整个家电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
最后一道环节，更是各家电企业决胜
终端的关键环节，应尽快推进家电维
修行业标准化建设，促进行业健康发
展。监管部门应加大监管力度，对于虚
假宣传、坐地起价、冒充维修人员等维
修行为进行严厉查处和打击，保障消
费者权益。
　　此外，消费者自身要用好选择权。
谢宛余建议，消费者购买家电时应尽
量选择口碑好、信誉好、售后好的“三
好”企业，在维修时也应该选择正规有
资质的维修商，送修和入户维修时一
定要核实工人信息，留存消费凭证，并
对维修过程进行视频和图片留存。

　　新华社上海 3 月 14 日电（记者董
雪、程思琪、有之炘）三五好友围坐火炉
旁煮茶，茶香氤氲；再搭配上现烤的红
薯、桔子、板栗，氛围感十足。然而，随着
围炉煮茶走红，不少人在家“尝鲜”，引发
一氧化碳中毒等安全问题。
　　消防专家提示，不建议在室内使用
炭火围炉煮茶，炭不充分燃烧会生成一
氧化碳，浓度超标将造成生命危险。即使
充分燃烧，氧气含量不断下降，同样有害
健康。此外，还需要防范明火和高温带来
的火灾风险。

  封闭室内实测：一氧化碳检测

仪报警只需 15 秒

　　日前，上海一男子报警称自己的两
名朋友吃饭时突然昏迷。民警到场后发
现，房间内正燃烧着围炉煮茶的炭火
炉，遂立即将炭火炉拎至天台并开窗通
风。所幸三人得到及时救治，脱离生命
危险。
　　近来，围炉煮茶成为茶室休闲、家庭
小聚的热门项目。推荐打卡地，分享装备
和食材攻略，晒美图和视频……小红书
上关于围炉煮茶的笔记超过 75 万篇，
抖音上体验围炉煮茶的热门视频点赞量
超过百万。天眼查数据显示，近期全国成
立了近三十家以围炉煮茶为名的企业，
相关商标已被多方抢注。
　　围炉煮茶本是美事一桩，但如在封
闭的室内进行，极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不易被察觉，浓度
超过 0.05% 会对人体造成伤害。”上海
市黄浦区消防救援支队火调技术处工程
师袁晨说，“轻度一氧化碳中毒表现为剧
烈头痛、头晕、四肢无力、恶心、呕吐、轻
度意识障碍、嗜睡，有冠心病的患者可能
出现心绞痛。若不及时救治，会危及生
命。”
　　上海市黄浦区消防救援支队的围炉
煮茶实验显示：在一间约 60 平方米的
密闭房间内，消防员点燃炭火仅仅 15
秒后，一氧化碳检测仪就发出了报警声。

1 分 50 秒时，一氧化碳浓度已经超过
0.01%。
　　围炉煮茶不当操作已造成多地发生
意外伤亡事件。今年春节期间，江苏扬中
一对母子在家中用铸铁炭火炉围炉煮
茶，因天冷紧闭门窗，中毒身亡。今年 1
月，山东潍坊一女子在家里围炉煮茶，3
小时后感到有些失去意识并伴有呕吐，
赴医院检查发现是一氧化碳中度中毒。
　　袁晨分析说，与氧气相比，一氧化碳
与血液中的血红蛋白结合更快、解离更
慢。一氧化碳占用大量的血红蛋白，会使
人体失去携带和运送氧气的能力，从而
导致中毒。此外，炭燃烧还会消耗氧气，
积聚二氧化碳；当室内含氧量低至 10%
以下，就有可能危及生命。

火灾风险不容小觑

　　由于产生明火、持续高温、烤炉质量
参差，以及操作不熟练等问题，消防专家
还重点提示了围炉煮茶背后的火灾
风险。
　　——— 产生明火和高温。“点燃时有火

星溅出来，尤其不能扇风，越扇火星越
多。幸亏桌子上没有容易燃烧的东西，不
然真担心着火。”北京市民张女士说。
　　上海市普陀区消防救援支队综合指
导科监督员高艳解释说：“一方面，炭烧
时间过长、温度过高，如稍有不慎打翻火
炉，有可能引起可燃物燃烧。另一方面，
炭火燃尽需要较长时间，如果围炉煮茶
结束后忘记熄灭，也有可能引发火灾。”
　　——— 烤炉质量参差且操作不熟练。
记者注意到，围炉煮茶的工具十分简单：
铸铁或陶制的炭火烤炉，一个网状烤盘，
茶壶和若干炭。电商、团购等平台均有出
售，套餐价格从几十元到一两百元不等。
　　“才烧了两次，底盘就烧出一个洞
来。”在一名买家晒出的照片中，铸铁炭
火烤炉底部的洞清晰可见。多名受访人
士表示，自己购买的烤炉不隔热：“炉子
外表面的温度很高，第一次操作不熟练，
把桌子烫坏了。”
　　——— 发生超负荷用电。部分商家开
始用电来代替炭火。在位于上海市普陀
区的意境小舍茶室，商家用的电烤炉外
形与陶炉相似，通电后电阻丝发红发

热，用手触碰能感受到炉子表面的高
温。“我们一开始做围炉煮茶也是用
炭，后来出于安全考虑，改成了用电，
顾客的接受度还不错。”该店负责
人说。
　　高艳提示，炭改电确实可以避免
一氧化碳中毒等问题，但使用这种电
炉的火灾风险依旧存在。这种电炉大
多是大功率用电设备，易对电路造成
压力，尤其是茶室有可能多个包厢同
时使用多个电炉，要防范超负荷用电
引发火灾。

茶要煮得香更要煮得安全

　　为了安全舒适地围炉煮茶，袁晨
建议从各个环节入手，每一步都要规
范安全操作。
　　首先，围炉煮茶前，要在正规商店
和平台选购用具，不能随手找烧炭
工具。
　　第二，场所尽量选择在露台、天台
等开放通风的室外，如果一定要在室
内进行，必须保持开窗通风，最好使用
抽排烟设施。
　　第三，烧煮过程中合理调整物品
摆放间距，远离可燃物，在火炉下放隔
热垫。同时，避免孩童靠近或接触烧炭
设备，防止烫伤等意外发生。“尽量避
免烤含油量高的东西，不然油滴大量
落入炭中，火苗会蹿高。”袁晨补充说。
　　最后，围炉煮茶结束后一定要熄
灭炭火。最好是将炉子拿到室外，加水
使之冷却，或等炭燃烧殆尽，完全
灰化。
　　上海市民马女士建议，经营围炉
煮茶的商家提前向顾客详细讲解注意
事项。“一些商家默认顾客了解围炉煮
茶的程序，没有给予必要的安全提醒，
顾客想怎么操作就怎么操作，有一定
的安全隐患。”
　　高艳提示，顾客进入茶室应先了
解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查看消防栓等
灭火器具的位置。建议商家增设灭火
器具，如果使用电炉，商家应定期检查
电路是否老化、电炉是否正常，并避免
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接入多个大功率
用电设备。

家用电器为何常常“修不如换”

透视围炉煮茶背后的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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