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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白肺？
如何避免新冠感染出现肺炎？

——国家卫健委组织权威专家解答防疫热点问题

近期有网民反映，部分新冠病

毒感染者在就诊过程中发现肺炎，

甚至肺部CT 出现“白肺”现象。什

么是“白肺”？如何避免新冠感染

出现肺炎？国家卫健委组织呼吸危

重症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朝阳医院副院长、北京市呼吸疾病

研究所所长童朝晖回应公众关注的

热点问题。

问 ：请您简单介绍“白肺”是
什么，治疗一般采取什么措施？

答 ：“白肺”是在临床工作中一

个口语化描述，不是有了肺炎就是

“白肺”。医务人员之间说“白肺”，是

说患者肺炎比较重。很多情况我们

不会叫“白肺”，而是描述是单侧还

是双侧，是在上还是在下。只有当肺

部双侧病变达到了 75% 以上，才叫

“白肺”。

近期来看，部分就诊患者是一

般肺炎。极少数“白肺”的患者，也有

相应的治疗办法。不论是重症肺炎、

低氧血症或是急性呼吸衰竭，我们

有相对成熟的治疗办法，从国际到

国内都有相应的指南和策略。

近期从我们负责的北京定点

医院的重型、危重型患者的救治工

作来看，目前住院病人的情况，“白

肺”或者是说重型、危重型比例占到

3% 至 4%。因肺炎引起的呼吸衰竭

在临床上治疗是很成熟的，只要就

诊比较及时，医生及时处理，进行吸

氧，使用无创呼吸机、有创呼吸机，

再严重还可以使用体外膜肺氧合仪

（ECMO）等，有相当部分的患者可

以好转。

问 ：如何
避 免 新 冠 感
染 因 治 疗 不
及 时 而 导 致
肺炎？

答 ：在冬

季肺炎的发

生比例较高。

青壮年得了肺

炎，体温马上

就上来，发烧，

呼吸道咳嗽、

咳痰，这些症

状都很明显，

往往会及时到

医院就诊。老

年人肺炎可能

不发烧，也可能没有明显的呼吸道症

状。部分老年人也表达不出来有何特

别的症状，家人看到老年人不发烧也

不咳嗽，有时候也就不重视了，可能会

延误就诊。

老年人肺炎的起病比较隐

匿，有时没有明显症状。不能按发

烧、咳嗽、咳痰等年轻人的反应来

观察老人。要注意如果老年人突

然不爱吃饭，整个人发蔫，或者嗜

睡，要及时就诊。要对老年人的情

况密切观察。

这里还有一些建议，冬季天气

寒冷，也是肺炎高发季节，即便没有

新冠，老年人有基础疾病的，也容易

得肺炎。要注意监测呼吸频率，有没

有胸闷，有没有呼吸急促等症状。血

氧饱和度如果小于 93%，就要及时

到医院就诊。

问 ：冬季慢性呼吸道疾病患
者在新冠病毒流行期间如何预
防、治疗？

答 ：不仅是冬季慢性呼吸道

疾病，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支气

管扩张等，还有心脑血管疾病，都

是冬季高发病，都应注意监测，及

时就医。

慢阻肺在我国的比例较高，在

冬季发病多，急诊室和呼吸科病房

住院病人较多。目前新冠流行，天气

寒冷，肯定会诱发慢阻肺的发作或

加重。平时慢阻肺患者有低氧，可以

在家进行吸氧，稳定期要坚持用药，

同时建议患者少出门，可以避免病

情的加重或发作。如果因为肺炎诱

发慢阻肺，喘加重了，就要来医院及

时诊疗。

（据新华社）

老年人出现症状何时需要就医？
感染后要注意什么？

——权威专家解答防疫热点问题

老年人免疫力相对较低且多有基

础疾病，感染新冠病毒后需要予以更

多关怀和重视。老年人出现症状何时

需要就医？感染后要注意什么？围绕

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组织权威专家作出专业解答。

问 ：老年人出现咳嗽发烧症状，
如何判断是否需要就医？

答 ：对于老年人要加强观察。家

人应了解老年人的基础心率、基础血

压、基础体温以及基础的呼吸频率等

情况，如果有条件，还要了解老年人

尤其是有心肺疾病老年人基础的外

周血氧饱和度。一旦感染，需要观察

这些基础数据的变化以及老年人意

识状态、精神状态、大小便、进食等方

面情况。

出现以下情况要考虑就医：一

是症状持续或加重，比如发热持续甚

至有加重倾向。二是出现新的症状，

比如出现胸痛、呼吸困难、大小便失

禁，或者突然出现肢体特别是单侧肢

体不能运动，或者出现不能进食、恶

心呕吐、嗜睡、不认人、定向障碍等现

象，这些都是危险的信号。三是老年

人基础疾病加重，比如患有冠心病的

老年人出现心绞痛，患有慢阻肺或哮

喘的老年人这两种疾病加重。对于基

础疾病本身不太稳定的老年人、80

岁以上未接种过新冠病毒疫苗的老

年人，更需格外重视。

问 ：对于语言表达能力受限的
老年人，护理人员如何第一时间识
别其不适症状？

答 ：护理人员要了解新冠病毒

感染的常见症状，包括全身症状，如

发热、头痛、全身酸痛、畏寒等，以及

局部症状，如咽痛、咳嗽、流鼻涕、咳

痰、打喷嚏，甚至味觉和嗅觉丧失等。

老年人的症状可能不典型，其发病可

能具有隐匿性，出现精神状态不好、

意识状态不好、乏力、不愿意吃东西

等情况。有的老年人稳定能力下降，

比如走路原本正常但最近走路有点

打晃。这些可能都是感染的线索。当

老年人出现上述症状时要对其进行

体温监测，早期发现体温升高。此外，

出现没有原因的心率增快或者呼吸

频率增快，也可能是感染的信号。

问 ：老年人感染后生活和用药
需要注意什么？

答 ：老年人感染后，在加强观察

和监测基础上还要注意：清淡饮食，

建议少食多餐；保证睡眠；补充适量

水分，建议结合体温和出汗情况少量

多次适当补充。

老年人使用退热药物需慎重，体

温越高、年龄越大用药越要慎重，防

止老年人用退烧药后一次大量出汗

造成虚脱甚至低血压。退烧要缓，可

以用物理手段退热。在应用退热药时

避免多种药物共同使用。中成药可以

选用一种，不要将多种同一作用的中

成药同时应用。

患有高血压的老年人，在发烧期

间特别是使用退烧药时，如果血压已

经低于正常水平，降压药可能需要减

量甚至停用，待血压恢复正常再按照

常规剂量使用。老年人在感染后可能

吃饭很少，使用降血糖药物时要监测

血糖变化，防止低血糖发生。

此外，老年人感染后稳定能力下

降，特别容易跌倒引发骨折，因此，老

年人在出现发热等情况比较虚弱时，

一定要防止跌倒。

（据新华社）

激发人才活力    建设人才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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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现国宝的青铜匠人
       ——记岐山青铜器复仿制艺人于安君

                本报记者 张敏涛

结缘青铜
12 月 18 日，记者在岐山县太

平塔景区藏宝阁看到，于安君的工

作室内各种各样的模具堆放整齐，

陈列架上复制精美的青铜器种类

繁多，造型千姿百态，令人目不暇

接。于安君正专注地制作一件青铜

器模型，只见一把刻刀时快时慢精

雕细镂，一尊三十多厘米高的蜡质

模型在辗转挪移间，精美的纹饰逐

渐呈现，古朴的图案栩栩如生。

“你看，这就是何尊的雏形，

除了造型端庄、工艺精巧缜密，身

上的纹饰最是突出精美。”提到青

铜器复仿制技艺，于安君打开了

话匣子。

1975年出生的于安君是土生土

长的岐山人。因为父亲曾在博物馆工

作，从小他便耳濡目染。开始，大家都

觉得小孩子只是觉得新鲜罢了。不料

想，于安君不仅没有厌烦这些冰冷的

金属制品，而且对这些形态各异、造

型美观的器物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别

人眼里，那是冰冷的青铜器物，可在

他眼里，那是一座文化艺术宝库，一

件件古朴典雅的器物、一条条精美的

饰纹，都让他异常着迷。

于安君除了平时喜欢观察研

究，更注重查阅各种资料书籍。常

常是白天看见什么，晚上回家就查

阅相关书籍资料，家里购藏的数千

本书籍被于安君翻了个遍。按照他

的话说，宝鸡历史文化太厚重了，

就像一本辞典、一座艺术宝库，学

习不尽，研究不完。

复制青铜
走出校门后，于安君不再局限

于书本上的知识，开始专心学习研

究各种历史文献和青铜器制作技艺

资料。为了研习工艺，于安君一边搞

创作，一边抽时间到全国各地走访

老师专家、参观博物馆，每次遇到精

美的青铜器物，他都向老师虚心求

教。他常常到文博和考古单位观摩

老师傅制作和修复青铜器，一待就

是一天甚至几天。回到家里，于安君

就自己琢磨研习，大到几米高的铜

鼎，小到几厘米的鸟兽器物都能做

得有模有样、形神兼备。

于安君曾经在省考古研究所

从事过文物发掘和修复工作，那段

时间让他对古代文物有了更深入

的研究。“青铜器制作分为仿制和

复制，最难的就是复制，要求必须

忠于原作。”于安君说，青铜器复制

包括塑型、刻纹、翻模、浇铸以及做

旧等十多道工序，每道工序都要求

极为严格，哪怕有一丝疏忽，也会

使最终的作品成为次品。

青铜器复制是一门综合技术，

包括材质复原、器形复原、纹饰复

原、铭文复原、皮壳和锈蚀复原，甚

至古代的工痕铸痕也要复原。要想

完整地复制出一件形神俱佳的古

代青铜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次，外地一博物馆邀请于安君复

制一件青铜器，原品虽然只有十多

厘米高，但是表面的纹饰异常繁

复。于安君按照常用比例制作好青

铜器后，问题出现了，原器物凹凸

不平的表面锈色五彩斑斓，按照传

统固有的做旧方式很难做出和原

器物一致的青铜锈蚀和皮壳，尝试

好多次后，也没找到解决办法。可

是经过多次反复做锈，表面的精美

纹饰已稍显模糊。为了精益求精，

于安君只好重新制型浇铸，同时改

进原铸材料和做旧方式，前后经过

数次尝试最终才满意。

复制青铜器物除了用料和造

型极其讲究，最后的做旧更是最关

键的一步，做好了才能具备替代原

品的观赏性。青铜器物大多经历上

千年埋藏，表面受到氧化和侵蚀，

哪怕一厘米见方表面也会呈现出

各种形态、颜色，做旧时就要用多

种办法将原样复制出来，不仅费工

费时，更加考验复制者的综合知识

和技能经验。

于安君说，要出精品就要在每

一道环节上拿出一丝不苟的精神，

复制一定要以原物为依据，不能主

观臆造。其形制、尺寸、内容、线条、

纹饰、色彩、风格、特征，甚至残损

锈痕，都要忠于原件，不能随意增

减变动。

传承技艺
世界上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

叶子。于安君说，复制青铜器最难

的就是要尽量和原物保持一模一

样，所以要不断学习，不断提高。

通过三十年的沉淀和积累，于

安君不断创新和改进青铜器复仿工

艺，他传承并研创的青铜器制作工

艺、历代铜镜范铸工艺、金石传拓技

艺等多项技艺已入选陕西省传统工

艺美术保护项目。岐山青铜器复仿

制技艺也被列入陕西省第七批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宝鸡是周文化发祥地，特别

是青铜器制作技艺历史悠久，是历

经三千年传承的国宝技艺。”于安

君说，虽然宝鸡出土的青铜器数量

多、级别高，但是复仿制技艺还需

要更好传承并发扬光大，目前从事

此项技艺的人已经屈指可数，这很

是让他感到惋惜。

为了传承技艺，2021 年，于安

君筹建成立了岐山金石技艺传习

所，由他免费给青铜器复仿制技艺

爱好者和收藏爱好者传授技艺，一

年多来累计培训了上百人次。

青铜器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

财富。令人心痛的是，由于历史的原

因，大量青铜器流失在海外，以至于

想看某些青铜器的时候只能看看照

片。于安君告诉记者，多年来他已收

集了不少流失海外的青铜器资料，

准备完整复制后展出，使国宝重新

“现身”，让人们从中感受到青铜文

化的厚重和魅力。

细心的市民在参观博物馆时会发现，
某些青铜器的介绍中特别注明为复制品，
于是大家好奇 ：如此精美绝伦的宝物是如
何复制的！

在岐山县就有一位青铜器复仿制能手
于安君，他数十年如一日钻研青铜器复仿
制技艺，还办起了传习所，让更多的人能够
直观感知青铜器的历史、艺术和科研价值。

于安君在研究青铜器制作工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