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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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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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人群如何做好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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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次感染会有“后遗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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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二阳”怎么办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组织专家回应热点关切

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
5月 29日上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西强在会上表
示，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驻留约 5个月，计
划于今年11月返回东风着陆场。

林西强介绍，这次任务是载人航天工

程今年的第二次飞行任务，也是空间站应
用与发展阶段首个载人飞行任务，任务主
要目的为：完成与神舟十五号乘组在轨轮
换，驻留约 5个月，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载
荷在轨实（试）验，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
货物气闸舱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安装及空
间站维护维修等任务。

飞行任务期间，神舟十六号乘组将迎
来 2次对接和撤离返回，即神舟十五号载
人飞船返回、天舟五号货运飞船的再对接
和撤离以及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对接；将
开展电推进气瓶安装、舱外相机抬升等平
台照料工作；将完成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
装置、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试验装置等

舱外应用设施的安装，按计划开展多领域
大规模在轨实（试）验，有望在新奇量子现
象研究、高精度空间时频系统、广义相对
论验证以及生命起源研究等方面产出
高水平科学成果；还将开展天宫课堂太空
授课活动，让载人航天再次走进中小学生
课堂。

神舟十六号太空驻留约5个月
计划今年11月返回东风着陆场

神舟十六号乘组是中国空间站进入应
用与发展阶段迎来的首个飞行乘组，首次包
含了“航天驾驶员、航天飞行工程师、载荷专
家”3种航天员类型。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西强 5月 29日
上午介绍，神舟十六号飞行乘组由 1名首批
航天员和 2名第三批航天员组成，其中第三
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也是航天飞
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的首次飞行。航天员
景海鹏是第四次执行飞行任务，也将成为中
国目前为止飞天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林西强表示，航天驾驶员景海鹏和航天
飞行工程师朱杨柱来自航天员大队，主要负
责直接操纵、管理航天器，以及开展相关技
术试验。载荷专家桂海潮是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的一名教授，主要负责空间科学实验载
荷的在轨操作，在科学、航天工程等领域受
过专业训练且具有丰富操作经验。

自神舟十六号飞行乘组 2022年 6月确
定以来，3名航天员全面开展了 8大类 200余
项任务强化训练及准备。目前，3名航天员
均为执行任务做好了全面准备。

中国航天员飞行乘组首次包含
“航天驾驶员、航天飞行工程师、

载荷专家”3种航天员类型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西强在 5月 29
日的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中国空间站进入应用与发展阶段，
将常态化实施乘组轮换和货运补给任务，乘
组的在轨工作安排也趋于常态化，主要有 6
大类任务。

一是驾乘载人飞船交会对接和返回，辅
助货运飞船、巡天望远镜等来访飞行器对接
和撤离，确保人员物资正常轮换补给。

二是对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的照料，包括
飞行器状态设置、在轨物资管理、平台设备
维护巡检、舱内外设备安装、载荷进出舱等
工作，确保空间站平台安全稳定运行。

三是乘组自身健康管理，包括健康状态
监测、在轨锻炼训练等，确保航天员在轨健
康工作生活。

四是进行在轨实（试）验，利用空间站舱
内外应用设施开展大规模科学研究与应用，
确保发挥空间站应用效益。

五是开展科普及公益活动，包括天宫课
堂太空授课、公益视频拍摄等，最大化发挥
空间站综合效益。

六是进行异常情况处置，包括在轨故障
的应急处置，对故障设备进行在轨维修更
换，必要时通过出舱活动进行舱外维修作
业，确保空间站能够长期稳定运行。

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
乘组任务有6大类

新华社北京 5月 29日电 记者从国家林
草局获悉，在有关部门和京沪两地各方的高
度重视和共同努力下，大熊猫“丫丫”顺利通
过隔离检疫，乘坐包机平安抵达北京，于 5月
29日 0时 43分回到北京动物园大熊猫馆。
目前，“丫丫”健康状况稳定。

在隔离检疫期间，针对“丫丫”高龄、生
活环境变化等情况，北京动物园选派经验丰
富的饲养员和兽医全天 24小时陪护，精心做
好饲养护理、健康监测等工作，上海动物园
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撑保障，切实维护“丫丫”
的安全与健康。

北京动物园已为“丫丫”准备了专门的
饲养场馆，制定了有针对性的饲养护理、医
疗保障及营养健康等方案，并安排前期技术
团队继续照料其生活。

因“丫丫”已进入老年，回京后需静养、
适应新的环境，现不对外展出。北京动物园
将通过官方微博定期发布“丫丫”相关信息。

““丫丫丫丫””平安回到北京动物园平安回到北京动物园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西强 5月 29
日在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
上说，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正在按
计划有序推进，计划今年年底前完成全部
选拔工作。

林西强说，为满足载人航天工程后续
任务需要，我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已

于 2022年全面启动，按照初选、复选、定选
三个阶段组织实施，计划选拔 12至 14名预
备航天员，包括航天驾驶员、航天飞行工程
师、载荷专家等三类，并首次在港澳地区选
拔载荷专家。截至今年3月，已完成初选阶
段选拔工作，共有100多名候选对象进入复
选阶段，其中航天驾驶员来自陆海空三军
现役飞行员，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

主要来自工业部门和高等院校，特别是有
10余名来自香港和澳门地区的候选对象进
入复选。

“计划今年年底前完成全部选拔工
作。”林西强说，如果港澳地区的候选对象
通过复选和定选，可于明年初进入航天员
科研训练中心。

（均据新华社酒泉5月29日电）

今年年底前完成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
10余名港澳地区候选对象进入复选

5月 29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的
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西强介绍，神舟
十五号航天员乘组即将返回地球，目前在
轨工作生活 181天，各项在轨工作进展顺
利，已圆满完成 4次出舱活动任务，成为执
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乘组。

2022年 11月 29日，神舟十五号飞船
发射入轨。林西强说，除圆满完成 4次出
舱活动任务外，神舟十五号乘组还开展
了多次载荷出舱任务、8项人因工程技术
研究、28 项航天医学实验，以及 38 项空
间科学实（试）验，涵盖了生命生态、材
料科学、流体力学等，获取了宝贵的实验
数据。

“目前，他们正在紧张有序开展神舟
十六号乘组进驻和神舟十五号飞船返回前
的各项准备工作。”林西强表示，神十五乘
组返回前，他们需要持续开展部分空间科
学在轨实（试）验，完成返回前实验样本采
集、处置和下行物品的清点整理；待神舟
十六号乘组进驻，两个乘组完成在轨交接
和轮换后返回地面。

神舟十五号乘组即将返回
创出舱次数最多等多项纪录

5月29日，“丫丫”回到北京动物园。
新华社发

新华社日内瓦 5月 28日电 中方代表 27日在瑞士日内瓦
举行的第 76届世界卫生大会相关讨论中发言，坚决反对日本
单方面决定将福岛核污染水排入海洋。

中方代表指出，福岛沿岸洋流强劲，核污染水排海 10年
后，有关放射性核素将蔓延至全球海域。此举是将风险转嫁
给全人类，不是日方的私事，而是关乎全球公众健康的重大
问题。很多国家和利益攸关方都表达了严重关切。中方代
表强调，在同各方协商达成一致前，日方不得擅自启动核污
染水排海。

针对日方代表答辩，中方代表表示，日方所作辩解可归
结为“水质无毒，排放有理”。日方所言完全站不住脚，必须
就一系列问题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中方提出三方面质疑：
第一，福岛核污染水如果安全，日方为何不留着自己使用？
为何不用于国内的农业和制造业？为何不向国内湖泊排
放？第二，将核污染水排海是否为唯一可行方案？第三，核
污染水排海将对全球产生什么样的长期影响？

关于核污染水处置方案，中方代表指出，日本经济产业
省曾提出 5种处置方案。日本政府专家委员会承认，蒸汽排
放、新建储罐、水泥固化等方案成本高，排海是最便宜的方
法，且对日自身的污染风险最小。日方选择排海就是为自己
省事省钱，让全球遭殃受害。

中方代表强调，这种为了本国短期私利，损害全人类共
同利益的行径必须受到严厉谴责和坚决抵制。太平洋不是
日本倾倒核污染水的下水道。

2021年 4月，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将福岛第一核电站上百
万吨核污染水过滤并稀释后排入大海。包括中国在内许多国
家表明坚决反对态度，在本届世卫大会上俄罗斯也表示严重
关切。但日方依然我行我素，无视国际社会合理呼吁和诉求。

中方代表：

坚决反对日本将
福岛核污染水排海

新华社北京 5月 29日电 皮肤细胞分裂后依然是皮肤细
胞、肌肉细胞分裂后依然是肌肉细胞，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
事，但实际上分裂过程中需要一套精密机制来保留细胞的

“身份记忆”。美国一项新研究发现，一种染色质重塑复合物
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

这项研究由美国圣祖德儿童研究医院的团队进行，相关
论文发表在新一期英国《自然》杂志上。该成果将有助研究
人员理解癌细胞增殖过程，寻找对抗恶性肿瘤的方法。

每个细胞核都包含一整套遗传物质，哪些基因得到表
达，决定着细胞的身份。遗传物质紧密折叠、包装形成染色
质，当特定基因需要转录、复制或修复时，要通过染色质重塑
把相应部位“拆开”，使基因暴露出来。SWI/SNF是一种重要
的染色质重塑复合物，但此前人们并不清楚它是否在细胞有
丝分裂时参与保留转录记忆。

细胞开始有丝分裂时，基因活动会显著减少，分裂完成
后重新活跃。这项新研究发现，SWI/SNF复合物上有两个部
件会在有丝分裂过程中与脱氧核糖核酸结合，像书签一样标
记分裂后需要激活的基因，它们是细胞保留正确的身份记忆
所必需的。试验表明，其中一个部件 SMARCE1丢失会导致
基因表达紊乱、细胞发育异常。另一个部件 SMARCB1的异
常与某些癌症相关，例如几乎所有的儿童横纹肌样瘤病例
中，该部件都丢失了。

此前研究发现，约 20%的癌症病例中存在 SWI/SNF复合
物突变，某些发育异常也与SWI/SNF的突变有关。

新研究发现

细胞分裂过程中保留
“身份记忆”的机制

新华社莫斯科 5月 29日电 俄罗斯总统普京 29日签署法
令，废止《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在记者会上说，俄宣布废
止《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的决定不会引发直接后果，因为
相关机制已名存实亡且过错不在俄方。

佩斯科夫说，目前在军备控制和战略稳定方面正形成巨
大真空，亟须新的国际法律文书填补真空、调解局势。他说，
这符合世界的利益，但前提是俄罗斯与西方国家间拥有行之
有效的双边关系，不过这种关系目前并不存在，且过错同样
不在俄方。

北约和华约 1990年签署《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条约
对两大军事集团的各类常规兵器总量、核查方式等作出规
定。华约解散和苏联解体后，1999年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首
脑会议通过《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修改协议》，俄罗斯 2004
年批准了该协议，但北约成员国一直未批准。由于北约持续
东扩，俄方于2007年暂停履行《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

俄总统签署法令废止
《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

5月 28日，人们在苏丹喀土穆的路边吃饭。苏丹武装冲
突双方为时7天的停火协议定于29日晚到期。新华社/法新

5月 29日，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组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举行。这是指令长景海鹏（中）、航天飞行
工程师朱杨柱（右）、载荷专家桂海潮挥手致意。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 5月 29日电 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29日介
绍，过去 60年来，中国累计向包括非洲、亚洲国家在内的 76
个国家和地区派遣医疗队员 3万人次，诊治患者超过 2.9亿
人次。

毛宁是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作出上述表示的。
有记者问：近期，几内亚比绍总统恩巴洛向中国援几比

医疗队集体授予“合作与发展国家荣誉勋章”，老挝国防部授
予中国军队第八批援老医疗专家组“老挝人民军英勇勋章”，
柬埔寨卫生部向中国援柬中医抗疫医疗队授予“柬埔寨王国
骑士勋章”，对中国援外医疗队的工作表现给予高度赞扬。
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中国援外医疗始于 60年前。”毛宁说，60年来，中国累
计向包括非洲、亚洲国家在内的 76国和地区派遣医疗队员 3
万人次，诊治患者超过2.9亿人次，赢得广泛赞誉。

“目前，中国援外医疗队仍奋战在全球 56个国家 115个
医疗点。”毛宁说，中方将继续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发展中
国家提供支持帮助，增进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

中国援外医疗队60年来
诊治患者超2.9亿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