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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大地

[专家建议]

这两天，一篇名为《流感下的北

京中年》的2.6万字长文在微信朋友

圈突然火了起来。作者讲述了岳父

从流感恶化为肺炎，住进 ICU，经历

插管、人工肺后，最终去世的故事。

小小的感冒竟然也会致命？这让不

少市民一下子觉得害怕起来。对此

专家表示，流感相关死亡事件虽然不

算高发，但也绝非罕见。如果病毒感

染后没有及时、有效接受治疗，就会

发展为重症流感，危及生命。

流感会不会致命？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

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周剑平告

诉记者，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一种

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感染，

也是与普通感冒不同在于：流感病毒

往往累及全身多个系统，部分患者伴

发腹泻、全身肌肉酸痛乃至心肌炎等

全身表现。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流感

病毒基因多变和宿主多样的生物学

特性，不断出现新的变异毒株，人体

普遍缺乏天然抗体，因此可在人群中

广泛传播，造成反复感染和发病。

流感真的会死人吗？流感相关死

亡事件虽然不算高发，但也绝非罕见。

2013年我国暴发人感染H7N9禽流感，

截至目前全国重症死亡率接近40%。

瑞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重症监护室主治医师陈巍介绍，部分

流感患者病情早期未得到有效控制，

流感病毒会累及下呼吸道，引发重症

肺炎。当大部分肺组织受损时会导

致严重缺氧发生，即医学意义上的急

性呼吸衰竭或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患者多表现为活动后呼吸困难或胸

闷气急，由于缺氧持续且无法纠正，

逐步出现全身多脏器衰竭表现。

如何预防流感？
那么，如何预防流感？周剑平告

诉记者，抗病毒治疗讲究及时、足量、

足疗程：流感的潜伏期一般为 1～7

天，2～4天则较为多见，需要特别注

意的是，在充足的睡眠、休息、饮水或

常规感冒药物应用后，病情仍无好转

或出现新发症状，应及时就医，一旦

确诊流感，应尽早服用抗流感病毒药

物，在发病 48 小时内进行抗病毒治

疗可减少流感并发症、降低住院患者

的病死率、缩短住院时间。

重症流感高危人群及重症患者，

应尽早（发病48小时内）给予抗流感

病毒治疗，不必等待病毒检测结果；

如果发病时间超过 48 小时，症状无

改善或呈恶化倾向时也应进行抗流

感病毒治疗。无重症流感高危因素

的患者，发病时间不足48小时，为缩

短病程、减少并发症也可以抗病毒治

疗。首选药物为奥司他韦，其他还有

扎那米韦和帕拉米韦。临床大多病

例死亡原因之一也包括未能及时应

用抗病毒药物。关于治疗疗程则需

要根据临床转归情况决定。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中国流感监测网络数据显示，
全国流感疫情已经回落。国家卫生
计生委副主任、国务院医改办主任
王贺胜日前表示，春节期间我国将
继续加强疫情防控，强化监测预警
和疫情处置，做好医疗服务和健康
科普。

王贺胜指出，为在春节期间给老

百姓提供医疗救治保障、切实维护人
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各医疗机构要安
排好值班职守的医务人员，确保门急
诊能够正常接诊，并为春节期间不能
回家的住院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服
务。全国的急救中心也要安排24小
时值班出诊的人员和救护车。

据新华社电

良渚申遗，我们离成功还有多远？
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相关负责人解读工作进展

在流感高发季节，各地儿科门诊就诊患者数量增多。 新华社资料图

日前，良渚古城遗址被确定为我国2019年申报世界
文化遗产项目，由国家文物局代表缔约国政府签署的申报
文本已正式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这一
步，是否意味着申遗工作万事俱备？良渚古城，是否已胜
券在握？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副司长刘洋13日就
这些问题接受了记者专访。

全国流感疫情已经回落
卫生计生部门助力“健康幸福过大年”

一旦确诊流感，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

“世界遗产申报是以国家为主体
开展的一项集专业性、复杂性、长期
性于一体的国际化事务。”刘洋介绍
说，从最开始的筛选、培育预备项目
到最后提交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表
决，时间跨度可多达数年甚至十数
年，其间需要举各方之力开展大量细
致繁复的工作。

对良渚古城申遗，世界遗产委员
会将在2018年指定专业咨询评估机
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针对申遗文
本进行书面评估，针对遗址现状进行

现场考察，之后由专家工作组依据书
面评估报告和现场考察报告对该项
目进行综合评估，并向世界遗产委员
会递交评估报告，2019年世界遗产
委员会第43届会议将据此作出是否
将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决议。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评估报
告，将直接影响良渚古城遗址申遗的
最终结果。文本的提交仅仅意味着
正式进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的官
方程序，接下来必须接受严格的审
查。”刘洋说。

我国已连续多年申报世界文化
遗产成功，目前拥有世界遗产52项，
其中文化遗产36项，自然遗产12项，
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4项，世界遗产
总数位居世界第二。这样骄人的“成
绩”，让公众对申遗工作寄予很高的
期待。

然而，为解决《世界遗产名录》中
世界遗产类型不平衡、区域分布不平
衡、时代分布不平衡的问题，自2018
年起，新的“限额制”将开始执行，即
最多每年审查每个缔约国的1项申
报项目，每年审查申报项目总数不超
过35项，更多鼓励自然遗产、混合遗
产、跨国项目的申报，并向世界遗产
数量过少的国家、新近加入《世界遗
产公约》的国家、若干年内未申报的
国家倾斜。

“中国等世界遗产数量较多的国

家在今后的申遗道路上将面临更加
严峻的挑战。”刘洋说，国家文物局将
遵循有利于突出中华文明历史文化
价值，有利于体现中华民族精神追
求，有利于向世人展示全面真实的古
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的根本原则，采取
积极培育潜力项目、科学开展项目遴
选、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合作、推动开
展跨国联合申遗等措施，积极化解、
努力降低新规则带给我国的不利影
响，使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继续延
续以往良好势态。

“2018年是良渚古城遗址申遗
关键的一年。”刘洋表示，国家文物局
将指导地方政府继续深化相关工作，
力求在有限时间内把各项工作做实
做细，确保遗址以最佳状态接受国际
组织的考察评估。

据新华社电

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我国长江下
游环太湖地区，揭示了中国新石器晚
期在该区域曾经存在过的一个以稻
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出现明显社会
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早期
国家。

良渚遗址的考古和研究工作始
于上世纪30年代，历时80余年，至今
仍在继续，引起了国内外广泛高度关
注。业内专家表示，良渚古城遗址申
报世界文化遗产，可填补《世界遗产
名录》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城市考古
遗址的空缺，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
提供独特实证。

“对良渚申遗，国家文物局一直
高度关注，早在1996年就将其列入
《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并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备案。”
刘洋表示，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
入，对良渚遗址的分布、遗迹组成和
历史文化价值不断有新的认识，最终
确定了良渚古城遗址的申报范围，包
括14.3平方公里的遗产区和99.8平
方公里的缓冲区。随后指导当地政
府配合专业团队，历时11个月完成

了共计20件资料、200余万字、5330
页的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材料，并如期
正式提交。

在即将到来的长达一年半的审
查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做什么？

刘洋说，一方面，我国需同咨询
机构保持密切沟通，努力使遗址价
值、保护管理现状和长期规划得到对
方充分认可，必要时还需按要求及时
提供补充材料，就某些受到关注和质
疑的问题作出说明或澄清；另一方
面，要全力推进遗址保护管理、环境
整治、阐示展示、档案监测等各项工
作，抓紧落实相关保护措施，消除不
利因素。

“良渚古城遗址作为远古遗留
至今的土遗址，对外部环境较为敏
感，保护难度大；相较于古建筑、石
窟寺等而言，可视性和可读性差，展
示难度大；同时由于遗址地处经济
快速发展地区，遗址保护影响范围
近 100 平方公里，而考古发掘依然
不断有新发现，因此会不断出现新
问题，保护、管理和研究工作始终在
路上。”他说。

“限额制”令申遗之路挑战重重

任重道远 尚有大量工作待开展

申报提交 严格的审查即将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