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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本报讯 最新数据显示，我
国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肥胖率
达10.4%，学龄儿童青少年肥胖
率为19.0%。更严峻的是，预计
到2030年，我国学龄儿童（7-17
岁）超 重 肥 胖 流 行 率 将 达
35.8%。而在上海，儿童青少年的
超重肥胖率超过34%，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并呈上升趋势。

尽管儿童超重肥胖率持续
增加，但真正意识到“肥胖是一
种疾病”并前去就诊的患儿家庭
寥寥。本周为全民营养周，上海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上海市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和
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主办的

“2025年全民营养周暨学生营养
日”上海健康大讲堂专场活动走
进金山区张堰小学。在此医学
专家呼吁，儿童青少年肥胖问题
不容小觑，家长应高度重视、及
早干预。

阶梯干预个性化管理体重
如何来判断儿童属于肥

胖？刘云曼介绍，儿童肥胖的诊
断需综合体格测量、生化检验、
临床史等多维度评估。对于确
诊为肥胖的儿童，需进行全面医
学检查，排查是否存在并发症，
如高血压、脂肪肝、多囊卵巢综
合征等，并遵循阶梯原则给予
干预。

阶梯式干预的基座就是生
活方式干预，其核心是“5210”健
康法则，即每天吃5份蔬菜和水
果、减少屏幕时间至2小时内、进
行1小时中高强度运动、限制添
加糖摄入。

“饮食上，尽量选择低GI、高
膳食纤维食物，并避免深加工食

品。在两餐间饥饿时，优先选择
能量密度低、体积大、饱腹感强
的食物，如低脂奶制品、新鲜蔬
果等，而富含精制糖的糖果、糕
点、饮料等，以及含大量饱和脂
肪和反式脂肪的油炸食品和膨
化食品等应限制摄入。”刘云曼
介绍，“在运动方面，建议5岁以
上的儿童每天至少开展60分钟
中高强度运动，每周3天强化肌
肉和骨骼运动，并要限制久坐和
屏幕娱乐时间。”

通过生活方式干预，仍无法
有效控制并降低体重，必要时可
采取阶梯式干预中的药物和手
术治疗。

协同构建体重管理生态圈
我国高度重视儿童肥胖防

控，出台一系列政策构建体重管
理支持性环境。2024年，国家卫
健委等 16 部门启动“体重管理
年”活动，推动体重管理进家庭、

社区、学校等公共场所。《上海市
“体重管理年”活动实施方案》日
前印发，针对学生，重点培养儿
童青少年形成动态测量身高、体
重、腰围的健康习惯，帮助超重
和肥胖的学生做到“一减两增、
一调两测”，研制本市儿童青少
年肥胖筛查转诊标准和肥胖干
预工具包，试点开展超重肥胖学
生精准干预 。

其中，金山区以“健康副校
（园）长制度”为抓手，推动医疗
资源与教育体系深度融合。区
卫健委、教育局联合建立学生体
重管理工作机制，将肥胖筛查、
营养教育纳入学校常规工作。
监测数据显示，超重与营养不良
学生干预取得初步成效，实现了
从“被动治疗”到“主动预防”的
关键转变。

与此同时，在上海儿童医学
中心，儿童青少年减重多学科诊
疗团队由内分泌科、临床营养

科、心理科等多学科专家组成，
可以有针对性地提供个体化营
养处方、运动处方及心理干预，
必要时实施药物或手术治疗。
在上海，多家医院以及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已相继开设减重相关
门诊。

据悉，本次健康大讲堂由上

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上
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
室和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主
办，金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金
山区教育局、金山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金山区卫生健康监
督所）和金山区张堰镇人民政
府联合承办。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本报讯“阳了，发烧，嗓子
疼，咳嗽还挺厉害。体温都到
39度了，赶紧来医院看看。”“发
烧，脚酸，咳嗽，浑身酸痛。来
测一下是不是感染新冠了。”最
近，不少市民因感染新冠前往
医院就诊。

中国疾控中心检测数据显
示，4月我国门急诊新冠阳性率
从 7.5%升至 16.2%，连续三周位
居所有呼吸道病毒首位。而上
海监测数据也显示，近期新冠疫
情呈现阶段性低水平波动。本
轮疫情峰值较低、病例症状较
轻，报告病例中多为轻症和无症
状感染者，没有危重症和死亡病
例报告。

上海疫情
呈阶段性低水平波动
前两天中午，市民李女士突

然感到浑身一阵发冷，起初她以
为是开空调着凉了。可到了傍
晚，这种寒意非但没有消退，反
而开始伴随着阵阵头痛。回到

家后，一测体温：37.8℃。短短两
小 时 再 一 测 ，体 温 就 蹿 到 了
39.2℃。再用抗原一测，原来是
新冠“中招”了。

李女士告诉记者：“最近明
显感觉身边咳嗽的人多了起来，
坐地铁的时候能听到好多人在
打喷嚏。出门都会戴上口罩，回
家就赶紧洗手。”

中国疾控中心检测数据显
示，近期全国新冠阳性率攀升中
国疾控中心发布了4月（3月31
日-5 月 4 日）全国哨点监测数
据，结果显示全国多地新冠阳
性率呈现明显上升趋势，我国
南方省份的新冠阳性率相对北
方省份略高，部分阳性率上升
较早的省份，其疫情增幅已经
逐渐趋于平缓。门急诊流感样
病例新冠阳性率明显增长：新
冠 病 毒 阳 性 率 从 7.5% 升 至
16.2%，连续三周位居所有呼吸
道病毒首位，超过了鼻病毒和流
感病毒。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
感染病例新冠阳性率有所上升：
新冠阳性率从3.3%升至6.3%，同
样连续多周居首。

本市监测数据显示，本轮疫
情高峰有以下特点，一是与上一
次高峰间隔长，距本市上一波疫
情高峰（2024年夏季）已近一年；
二是疫情峰值低，目前疫情水平
低于2024年夏季高峰；三是病例
症状轻，报告病例中多为轻症病
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危重症和
死亡病例报告。上海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提醒，本市新冠病毒
活动强度呈阶段性低水平波动
趋势，预测5月中下旬本市新冠
病毒感染疫情将趋于平稳。

在瑞金医院、新华医院等三
甲医院的急诊和发热门诊，新冠
患者的比例也有上升，但总体就
诊人数并不多，内科诊室基本等
待一到两位就可以看到病，检验
处和药房也都无需排队。

记者了解到，目前上海248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二三级医
院发热门诊均常规储备小分子
抗病毒药物，同时提供核酸检测
服务。

虽然身边频频有人新冠“中
招”，但专家表示，新冠病毒感染
的流行高峰没有明显的季节性

特征，而与人群抗体水平有关，
本轮新冠小高峰距上一波高峰
已近一年，很多人针对新冠的抗
体水平已经下降。

普通人无须过度担忧
3类人群要注意

大多数健康人来说，这轮新
冠的症状确实相对轻，比如咽
痛、发烧一两天、身体疲乏，部分
人还会咳嗽持续一周甚至更
久。但即便是像“感冒”，不用过
于担忧，但也不能掉以轻心：一
方面它可能影响你更长时间的
体力和恢复；另一方面也可能在
你不经意中传染给家中体弱的
老人、孩子或慢性病人，带来严
重后果。

至于如何做好防护？上海
市疾控中心提醒，新冠防护做好
以下三点：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
巾、毛巾或手肘遮住口鼻，注意
手卫生。均衡饮食、适量运动、
充足休息，增强身体免疫力，室
内通风换气。就医时须全程佩
戴口罩，在人群密集场所或乘坐
公共交通工具时也建议佩戴口

罩，保持社交距离。
以下3类高风险人群要注意

防范：60岁以上老人、有基础病
（糖尿病、高血压、慢阻肺、肿瘤
等）、免疫力低下者（如肿瘤放化
疗期、器官移植患者）。

对于他们来说，新冠病毒可
能是致命的。建议他们根据疫
苗接种指引接种预防呼吸道传
染病的相关疫苗。此外，出现发
热、咳嗽或其他呼吸道感染症时
别硬撑，应及早就医，进行检测
治疗。高危人群尽早遵医嘱进
行抗病毒或免疫治疗，可降低重
症风险。

据预测，5月中下旬本市新
冠病毒感染疫情将趋于平稳。
此外，专家表示，新冠检测不必
非要来医院，现在不少外卖平台
也推出了检测服务，市民可以在
家完成采样送检，根据检测结果
及时进行干预。高危人群可以
根据医嘱，尽早服用民得维、先
诺欣等特效药，对抑制病毒复
制，效果还是比较显著的。这些
药物在各医疗机构和药店都有
配备，且可以使用医保支付。

少儿超重肥胖率超34％！
上海出“组合拳”破解儿童肥胖难题

咳咳咳“中招”了吗？
我国近期新冠阳性率上升，上海疫情呈阶段性低水平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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