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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新 华 社 北 京 11 月 12 日 电  长 久 以

来，人们普遍认为学习和记忆通常只与大

脑有关。美国一项新研究表明，身体中的

其他组织细胞也具有类似功能。这为了

解记忆形成过程开辟了新途径，并为治疗

与记忆有关的疾病等带来新可能。

美 国 纽 约 大 学 研 究 人 员 研 究 了 人 类

的两种非脑部细胞：一种来自神经组织，

一种来自肾脏组织。他们让这些非脑细

胞 接 触 不 同 模 式 的 化 学 信 号 ，就 像 我 们

在学习新信息时脑细胞接触神经递质这

种 化 学 物 质 一 样 ，以 模 拟 随 时 间 推 移 的

学 习 过 程 。 作 为 回 应 ，非 脑 细 胞 会 产 生

跟脑细胞相同的模式，开启一种“记忆基

因”。

为 更 直 观 地 监 测 非 脑 细 胞 的 记 忆 和

学 习 过 程 ，研 究 人 员 对 这 些 细 胞 进 行 改

造，使其产生一种发光的蛋白质，这种蛋

白质能够显示“记忆基因”何时开启、何时

关闭。

研究人员发现，这些非脑细胞能够识

别化学脉冲（用以模拟大脑中神经递质的

激增）的重复模式。当脉冲以间隔方式发

送时，它们会比一次性发送相同数量的脉

冲更强烈地激活“记忆基因”，激活持续时

间也更长。这一现象与大脑中神经元的

学习和记忆能力相似，表明非脑细胞同样

具备学习和记忆功能。

研究人员认为，这表明学习能力并不

是脑细胞所独有的，实际上它可能是所有

细胞的基本特性。这一发现为了解记忆

的工作原理打开一扇新大门，并可能带来

更好的方法来提高学习能力和治疗与记

忆有关的疾病。

该 研 究 成 果 发 表 在 新 一 期 英 国《自

然-通讯》杂志上。

新研究发现记忆不仅存在于大脑中
身体中的其他组织细胞也具有类似功能

新 华 社 北 京 11 月 12 日 电 （记

者 田晓航）冬季来临，天气愈发寒冷，

容 易 诱 发 呼 吸 系 统 疾 病 。 中 医 专 家 介

绍，善用穴位贴敷、药膳食疗、艾灸等中

医药方法，可以有效预防和应对常见呼

吸系统疾病。

中 国 中 医 科 学 院 西 苑 医 院 主 任 医

师 邹 本 良 说 ，中 医 认 为“ 肺 主 皮 毛 ”“ 肺

开窍于鼻”，由于鼻腔、皮肤直接接触各

种 外 邪 ，故 肺 脏 也 最 易 受 到 邪 气 侵 袭 ，

而 冬 季 人 体 阳 气 封 藏 ，卫 外 功 能 下 降 ，

加 之 风 寒 邪 气 更 盛 ，人 们 容 易 患 感 冒 、

哮喘等呼吸系统疾病。

“ 穴 位 贴 敷 可 以 刺 激 穴 位 ，通 过 经

络 传 导 ，调 节 脏 腑 气 血 ，增 强 机 体 的 抗

病能力，预防和减轻呼吸系统疾病。”邹

本良说，在立冬时节，可以选用白芥子、

细 辛 、甘 遂 等 药 物 制 成 药 贴 ，贴 敷 于 肺

俞 、膏 肓 、膻 中 等 穴 位 ，“ 这 些 药 物 多 有

温 肺 化 痰 、止 咳 平 喘 的 作 用 ，而 肺 俞 穴

能调节肺脏功能，膏肓穴对治疗各种虚

劳 疾 病 较 为 有 效 ，膻 中 穴 则 能 宽 胸 理

气。”

药 膳 食 疗 也 能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预 防

呼 吸 系 统 疾 病 。 中 国 中 医 科 学 院 西 苑

医院主治医师程相稳介绍，冬季食用以

川 贝 母 、雪 梨 、粳 米 等 制 作 的 贝 母 雪 梨

粥，有润肺止咳、清热化痰的功效。

此 外 ，在 中 医 看 来 ，艾 灸 可 以 温 阳

散 寒 、补 肾 益 气 。 专 家 介 绍 ，冬 季 可 取

足三里、大椎、风门等穴位，每个穴位艾

灸 15 至 20 分钟，以皮肤微微发红为度，

每 周 2 至 3 次 ，可 有 效 预 防 呼 吸 系 统 相

关疾病。需要注意的是，过敏性哮喘患

者应谨慎使用艾灸，以免诱发哮喘。

冬季来临

中医支招呼吸系统疾病防治

□新华社记者 顾天成

当前呼吸道传染病流行情况如何？

为 何 有 家 长 感 觉 ，孩 子 越 来 越 容 易 得

呼 吸 道 疾 病 了 ？ 冬 春 季 怎 样 更 好 守 护

“ 一 老 一 小 ”呼 吸 道 健 康 ？ 针 对 公 众 热

点 关 切 ，国 家 疾 控 局 组 织 疾 控 和 医 学

专 家 接 受 新 华 社 记 者 采 访 ，作 出 专 业

解答。

急 性 呼 吸 道 传 染 病
哨 点 监 测 有 效 促 进 临 床
救 治和疫情防控

中 国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 传 染 病 管

理处副研究员彭质斌：

冬 春 季 是 呼 吸 道 传 染 病 的 高 发 季

节 。 当 前 ，我 国 已 建 立 针 对 流 感 病 毒 、

呼 吸 道 合 胞 病 毒 等 15 种 常 见 呼 吸 道 病

原 体 的 急 性 呼 吸 道 传 染 病 哨 点 监 测 ，

能 够 及 时 掌 握 传 染 病 流 行 趋 势 和 病 原

谱 构 成 ，有 效 促 进 临 床 救 治 和 疫 情 防

控。

从 今 年 第 44 周 监 测 数 据 来 看 ，哨

点 医 院 14 岁 及 以 下 儿 童 的 门 急 诊 流 感

样 病 例 数 和 急 性 呼 吸 道 感 染 住 院 病 例

数 开 始 呈 现 上 升 趋 势 ，当 前 该 年 龄 组

儿 童 常 见 检 出 的 呼 吸 道 传 染 病 病 原 体

是肺炎支原体和鼻病毒。

目 前 ，肺 炎 支 原 体 阳 性 率 较 高 的

省 份 主 要 集 中 在 北 方 省 份 ，南 方 大 多

数 省 份 阳 性 率 水 平 还 较 低 。 流 感 病

毒 、新 冠 病 毒 和 呼 吸 道 合 胞 病 毒 的 活

动当前也处于较低水平。

但 随 着 气 温 下 降 、冬 季 来 临 ，会 出

现 流 感 、肺 炎 支 原 体 感 染 、呼 吸 道 合 胞

病 毒 感 染 等 呼 吸 道 传 染 病 上 升 的 风

险 ，我 们 可 能 会 面 临 多 种 呼 吸 道 传 染

病叠加或共同流行的风险。

疾 控 部 门 将 持 续 做 好 急 性 呼 吸 道

传 染 病 哨 点 监 测 ，加 强 多 渠 道 常 规 疫

情监测预警。

多因素叠加增加儿童
呼吸道感染可能

首 都 儿 科 研 究 所 附 属 儿 童 医 院 呼

吸内科副主任医师于磊：

冬 春 季 孩 子 易 患 呼 吸 道 疾 病 是 一

个多因素交织的复杂问题。

由 于 儿 童 的 免 疫 系 统 发 育 尚 未 完

全 成 熟 ，他 们 在 面 对 温 度 变 化 时 ，身 体

调节能力相对较弱。当室外空气寒冷，

孩子的户外活动有所减少；同时冬春季

空 气 干 燥 ，可 能 影 响 呼 吸 道 保 湿 ；加 之

为 了 保 温 而 长 时 间 关 闭 门 窗 导 致 空 气

质量下降，进一步增加了呼吸道感染的

风 险 。 部 分 患 儿 还 因 冷 空 气 刺 激 而 引

发 呼 吸 道 高 反 应 ，这 些 因 素 相 互 叠 加 ，

增加了儿童呼吸道感染的可能。

儿童感染肺炎支原体后，
怎样治疗和护理？

于 磊 ：肺 炎 支 原 体 肺 炎 多 见 于 5 岁

以 上 儿 童 ，以 发 热 、咳 嗽 为 主 要 临 床 表

现 ，可 伴 有 头 痛 、乏 力 、流 涕 、咽 痛 等 。

发热以中高热为主，体温可高于 38.5℃，

咳嗽常为剧烈干咳，可能持续数周至数

月。婴幼儿患者可能有喘息表现；年长

儿 可 有 胸 痛 ，病 情 进 展 可 出 现 呼 吸 困

难。

肺炎支原体感染发病初期，多数患

儿 会 出 现 咽 痛 、头 痛 、发 烧 、咳 嗽 和 乏

力 等 。 两 三 天 后 ，呼 吸 道 症 状 会 逐 渐

明 显 。 症 状 高 峰 时 ，患 儿 咳 嗽 症 状 明

显 ，尤 其 是 夜 晚 ，痰 可 能 黏 稠 或 脓 样 ，

呼 吸 急 促 和 胸 痛 也 可 能 随 之 而 来 。 整

个 病 程 大 约 持 续 2 到 3 周 。 恢 复 阶 段 ，

患 儿 发 热 等 症 状 明 显 好 转 ，但 咳 嗽 可

能 会 持 续 时 间 较 长 ，有 的 可 达 1 至 2 月

左 右 ，随 着 治 疗 和 时 间 的 推 移 ，症 状 逐

渐消失。

在临床治疗方面，肺炎支原体肺炎

最佳的治疗窗口期为发热后 5 天内。治

疗 应 根 据 不 同 严 重 程 度 进 行 个 体 化 治

疗，选择合理抗生素。重症患儿应采取

综合治疗，尽早就医。

家长应遵从医嘱进行规律治疗，切

忌擅自停药或自行调整治疗方案。

“ 一 老 一 小 ”重 点
人 群 做好预防，加强疫苗
接种

于磊：“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可通过

以下措施来做好预防，包括养成良好的

卫 生 习 惯 ，如 勤 洗 手 、咳 嗽 或 打 喷 嚏 时

遮住口鼻；增强体质，保证充足的睡眠，

注 意 营 养 均 衡 ，提 高 身 体 抵 抗 力 ；在 疾

病 高 发 季 尽 量 少 去 人 群 密 集 的 公 共 场

所 ，特 别 是 空 气 流 动 不 畅 的 密 闭 场 所 ；

减少接触出现呼吸道症状的人，接触时

注 意 个 人 防 护 ；保 持 环 境 清 洁 卫 生 ，做

好室内通风换气。

彭质斌：为了有效降低孩子在这一

时期的呼吸道感染风险，家长可采取如

下 预 防 措 施 ，如 定 期 开 窗 通 风 、增 加 孩

子营养摄入、避免带孩子去人群密集场

所等。

同 时 ，建 议 加 强 对 儿 童 、基 础 性 疾

病患者、老年人群等高风险人群的疫苗

接种。家庭要积极做好健康监测，对重

症 高 风 险 患 者 及 时 就 医 、救 治 ，尽 可 能

预防发病、减少重症及死亡病例发生。

（综合新华社北京 11 月 12 日电）

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节
国家疾控局组织专家详解民众关切新 华 社 北 京 11 月 12 日 电  国 务 院

办公厅关于 2025 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

知，全文如下：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

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根据 2024 年

11 月 修 订 的《全 国 年 节 及 纪 念 日 放 假 办

法》，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全体公民放假

的 假 日 增 加 2 天 ，其 中 春 节 、劳 动 节 各 增

加 1 天 。 据 此 对 放 假 调 休 原 则 作 进 一 步

优化完善，除个别特殊情形外，春节自农

历除夕起放假调休 8 天，国庆节自 10 月 1

日起放假调休 7 天，劳动节放假调休 5 天，

元旦、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分别放假调

休 或 连 休 3 天（如 逢 周 三 则 只 在 当 日 放

假），国庆节放假如逢中秋节则合并放假 8

天。

按 照 上 述 原 则 ，现 将 2025 年 元 旦 、

春节、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和

国庆节放假调休日期的具体安排通知如

下。

一、元旦：1 月 1 日（周三）放假 1 天，不

调休。

二、春节：1 月 28 日（农历除夕、周二）

至 2 月 4 日（农历正月初七、周二）放假调

休，共 8 天。1 月 26 日（周日）、2 月 8 日（周

六）上班。

三、清明节：4 月 4 日（周五）至 6 日（周

日）放假，共 3 天。

四、劳动节：5 月 1 日（周四）至 5 日（周

一）放假调休，共 5 天。4 月 27 日（周日）上

班。

五、端午节：5 月 31 日（周六）至 6 月 2

日（周一）放假，共 3 天。

六、国庆节、中秋节：10 月 1 日（周三）

至 8 日（周 三）放 假 调 休 ，共 8 天 。 9 月 28

日（周日）、10 月 11 日（周六）上班。

节假日期间，各地区、各部门要妥善

安排好值班和安全、保卫、疫情防控等工

作，遇有重大突发事件，要按规定及时报

告并妥善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祥和平安度

过节日假期。

国务院办公厅

2024 年 11 月 12 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2025年
部 分 节 假 日 安 排 的 通 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