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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
朝晖表示，根据临床情况，近期“二阳”人群的症
状普遍较轻，主要表现为上呼吸道症状，较少出
现持续高热，患者恢复相对更快。

以所在医院为例，童朝晖介绍，目前没有出
现发热门诊病人特别多、给医疗资源带来压力
的情况，保持正常医疗秩序没有问题。患者如
果不发热，仅有轻微的上呼吸道症状如咳嗽、轻
微嗓子疼等，可以自行对症处理、服药；如果出
现发热，特别是体温持续超过38摄氏度，建议到
医院就诊，因为发热的原因很多，除了新冠病毒
感染，还可能有其他潜在疾病。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
表示，一般人群二次感染后的症状普遍较轻，病
程较短，转阴时间较快，但一小部分患者仍有疾
病进展风险。建议患者在确认感染新冠病毒
后，如果出现持续发热等全身表现，有条件的应

及时使用抗病毒治疗药物。

专家表示，对于高龄老人、没有接种新冠病
毒疫苗的基础病患者等重症高风险人群，还要
重点做好防护。

王贵强介绍，这类高风险人群一旦出现新
冠病毒感染相关症状，应及时氧疗，并通过抗原
或核酸检测明确诊断，进行抗病毒治疗早期干
预，以降低重症风险、缩短病程、减轻症状。

王贵强表示，社区和基层全科医生应对辖
区内的高风险人群心中有数，经常通过各种途
径沟通、了解高风险人群感染情况。同时，医疗
机构继续提升重症救治能力，让重症高风险人
群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童朝晖表示，65岁以上有基础疾病的老年
人免疫力相对较低，儿童的免疫功能尚未完全
健全，如果家中老人和儿童没有完成新冠病毒
疫苗加强免疫或基础免疫，建议积极接种疫苗。

此外，童朝晖建议，重点人群在传染病流行
高峰期间尽量少去公共场所人员密集区域，保
持勤通风、勤洗手等良好卫生习惯。

感染新冠病毒后，一段时间持续乏力、失眠
甚至心跳快、焦虑——针对部分患者反映的“后
遗症”问题，童朝晖表示，后遗症一般指的是患
某种疾病后，躯体、机能上出现一些不能恢复的
障碍。根据临床观察，感染新冠病毒后的一些
症状大部分出现在特定时期内，长时间看是可
以恢复的，不影响日常工作生活。

王贵强表示，目前从临床观察看，三个月以
上还存在上述症状的病例并不多，没有发现数
量较多的所谓“后遗症”患者。从研究数据看，
反复感染新冠病毒对重症高风险人群可能有一
定影响，包括加重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风险
等，这部分人群应特别注重做好科学防护。

（据新华社 董瑞丰 顾天成）

谢如祥今年 54岁，是全州县才湾镇人，家
在水面海拔 1600多米的高山湖泊群——天湖
脚下。他从小就喜欢爬山，1987年考入北京大
学地质系后，还和同学一起创立了北京大学登
山队。

今年5月18日，在长沙工作生活的谢如祥
加入湖南省登山队，与范江涛等另外 3名队员
从海拔7950米的C4营地出发，向珠峰顶冲刺。

据谢如祥介绍，登山队领队范江涛等 3名
队员比他早 1小时出发。18日晚上 9时 30分
许，他和向导边巴正向峰顶冲刺，在距离峰顶
不足 400米处，突然看到领队范江涛往山下
撤。一见面，范江涛就哭了。范江涛说，上面
有一名女子遇险，只剩一口气了，自己已经救
不动了，才下山求助。

原来，范江涛攀登至海拔 8450米处时，发
现一名女性登山者蜷缩在路旁，脸上覆盖着一
层薄冰，整个人都在颤抖。范江涛与女子进行
了简单的沟通，得知对方姓刘，来自湖南。

在珠峰上救人，会消耗大量体能和物资，
而且会导致自己错失登顶机会——为了这次
登顶珠峰，他们已经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并花费了数十万元。是继续攀登，还是救人？

范江涛思量再三后决定：救人！范江涛和
夏尔巴向导为刘女士换上了自己的备用氧气，
喂给她糖和巧克力。待刘女士恢复一些体力
后，两人架着她往山下撤。

下山途中，刘女士再次昏迷，此时范江涛
的体力也已耗费大半，无法继续将她带下山，
只能下去找救援。

谢如祥了解情况后，立即上前察看。当他
发现刘女士还有生命体征后，没有太多犹豫，
当即决定放弃登顶，救人！

“你一定要坚持住，我们来了，你死不了！”
谢如祥对刘女士说。谢如祥的向导边巴今年
28岁，体力很好。谢如祥告诉边巴：“我们不登
顶了，你只要把她带到山下的C4营地，不论最
后是死是活，我都给你再加1万美元。”随后，边
巴背着刘女士，与范江涛和谢如祥一同下山。

历经千辛万苦，几人终于于5月19日零时
30分许成功将刘女士带回了C4营地。事后，

在救援过程中立了大功的边巴，向导费和救人
费用总共只收取了5000美元。

刘女士在营地获得能量补充和护理后，生
命体征趋于平稳。据了解，她于5月18日上午
成功登顶珠峰，但在下山途中体力耗尽，氧气
也用完了，当时气温零下 30多摄氏度，冰天雪
地，幸亏遇到了范江涛和谢如祥。5月 24日，
刘女士平安回到家，她通过朋友找到范江涛和
谢如祥，表示感谢。

谢如祥和范江涛是北京大学校友，他们毅
然放弃登顶，在生命禁区合力挽救一名遇险登
山者的义举，感动了众多网友。谢如祥的高中
同学马震宇说，登顶珠峰比较常见，但在珠峰
冲刺路线上成功救人的例子却凤毛麟角，救人
远比登顶伟大。

据悉，此次珠峰营救，并非是谢如祥第一
次高山救人。早在 1991年，他在冲刺慕士塔
格峰时，就在海拔 7000米的位置遇到了一名
韩国的遇险者。当时，谢如祥也是挺身而出，
与他人合力将受困人员救回大本营。但他自
己却因为体能损耗和天气原因，错过了登顶的
机会。2022年，谢如祥成功登顶慕士塔格峰，
弥补了31年前的遗憾。

5月23日，湖南省体育总会给湖南省登山队
发来贺信，高度赞扬了范江涛和谢如祥奋不顾
身、舍己救人的精神。（据《南国早报》邓振福）

在距峰顶不足400米处，他们毅然决定——

放弃登顶珠峰 只为救人一命
“你一定要坚持住，我们来了，你死不了！”近日，桂林全州男子谢如祥攀登珠穆朗

玛峰，在距峰顶不足400米处，遇到了一名生命垂危的登山者，他决定放弃登顶，和向

导以及领队一起救人。5月29日，谢如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不后悔，救人是比

登顶更重要的事。”

“二阳”怎么办？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组织专家回应热点关切

近期，一些地方的公众感受到身边新冠病

毒感染病例增加。“二阳”怎么办？什么情况应

及时去医院就诊？重点人群如何科学做好防

护？针对社会热点关切，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日前组织专家进行回应。

“二阳”怎么办？

重点人群如何做好防护？

多次感染会有“后遗症”吗？

意外 登顶途中遇到遇险者A

决定 放弃登顶将女子救回B

经历 此前就曾在高山救人C

谢如祥

范江涛等人救助刘女士（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