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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田晓航 王秉阳 胡 喆

入冬至今，流感在全国大范围流行。上一
年的流行让许多人心有余悸，近日，“流感”再
度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

这一季流感流行情况如何？有没有想象
中那么可怕？流感防治有哪些误区？记者为你
一一解析。

这波流感啥情况？

北京的上班族彭女士近日出现高烧、连
续呕吐等疑似流感症状，随即去一家三甲医
院发热门诊就诊。“挂号、缴费和抽血的地方
都在排大队，输液的人也特别多。”彭女士说，
单位也有不少同事相继“中招”。

记者调查发现，近期儿童医院急诊科人
满为患，中小学校也成为流感重灾区。北京的
石女士告诉记者，前一段时间，念初一的女儿
班里不少同学得了流感，于是全班停课4天，
后来，其他班级也出现类似情况，学校不得不
取消了新年联欢会。

去年入冬以来至今，流感在全国大范围
流行。看上去来势汹汹，这波流感到底是“什
么情况”？

“流感病毒有甲乙丙丁四种类型。在人群
里能持续传播并引起季节性流感的主要是甲
型、乙型这两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
染病预防控制处研究员李中杰 25 日在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新闻发布会上说，从全国流
感监测网络的监测结果来看，目前主要流行
的是甲型H1N1病毒，甲型流感占90%以上，
没有发现影响今年流感流行的抗原性等方面
的变化。

广东省中医院大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
任林琳表示，持续高烧不退是本次流感的特
点，常伴有咳嗽、咽痛、周身疼痛、打喷嚏流
涕。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
雷正龙介绍，最新监测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
进入流感活动高峰期，南方省份升高趋势趋
缓，北方省份处于平台期。

“根据专家综合分析，我国 2018-2019
年流感流行季流感活动水平将低于上一流行
季水平。”雷正龙说，未来随着学校和托幼机
构放寒假，流感聚集性疫情将逐渐减少。

流感真的很可怕？

流感曾经并不怎么引人注意。2017-2018
年冬春季节，乙型流感狠狠地“刷了一波存在
感”，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而网络刷屏文章

《流感下的北京中年》更让一些人对流感产生
了恐惧心理。

流感真有这么可怕吗？疾控专家介绍，季节性流感在人群中是
常见病，是人群普遍易感的疾病。人患流感后能产生获得性免疫，
但流感病毒很快会发生抗原性变异从而逃逸宿主免疫。因此，人的
一生可能会多次感染相同和（或）不同型别的流感病毒。

全国流行性感冒医疗救治专家组专家、北京市中医医院院长
刘清泉说，由于流感具有较强的传染性，且流感病毒易变，因此，不
同季节、不同年份会出现不同的流感病毒。

冬春季是流感等传染病的高发季节。雷正龙说，流感作为冬春
季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每个冬春季都会出现流行高峰，只是流行
的时间长短、峰值有所不同。

专家介绍，一般人群患流感后，无并发症者多于发病3-4天后
体温逐渐消退，全身症状好转，但咳嗽、体力恢复常需1-2周。有重
症高危因素的人群感染流感后容易出现并发症，严重时可能危及
生命。

“5 岁以下尤其是 2 岁以下儿童，65 岁以上老人以及有慢性呼
吸系统、慢性糖尿病以及心血管系统等慢性病患者，出现并发症的
风险较高，要特别注意预防流感。”李中杰说。

为何最近身边不少人“中招”？专家表示，冬天天气寒冷，人体
对病毒抵抗力减弱，加之人们多半时间在室内活动，窗户常常关闭
导致空气不流通，病毒更易传播。

从中医角度看，“今年北京地区降雨降雪很少，天干物燥，更易
形成体内燥热，从而更容易‘感受风寒之邪’。”航天中心医院中医
科副主任张昶告诉记者，北方冬季虽然室外严寒，但室内温度高，
加之饮食高热量、体育活动少，体内容易形成蕴热。“外有风寒、内
有燥热，就形成了‘寒包火’的病态。”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郭燕红介绍，为帮助医
务人员和公众正确应对流感，2018年，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中国疾控中心等部门先后印发了流感防控、诊疗、病例暴发
疫情处置、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等方面文件，并成立国家流感医
疗救治专家组，加强技术指导、专业培训，对发病情况进行跟踪监
测分析，及时研判。

错误防治“全白搭”

掌握正确的防治知识，就能让流感“退避三舍”，即使不幸“中
招”也能从容应对。但记者发现，尽管经历了上一年流感的“洗礼”，
人们在预防中仍然存在误区和不重视现象，让病毒有了可乘之机。

在地铁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大多数人没有戴口罩；家人在
接触流感患者使用过的物品后不洗手；老人、婴幼儿等高危人群不
愿接种流感疫苗⋯⋯

“应为流感患者佩戴口罩，并尽量减少与孩子的接触。”张昶
说，照顾流感患者时，也要戴口罩、勤洗手，还应尽量多开窗通风，
以降低室内细菌密度和减少空气中的病毒尘滴。

对于疫苗认识误区，张昶表示，接种流感疫苗是目前最有效的
预防流感的方法。疫苗应在流感流行季节前1-2个月注射，其保护
作用一般只维持6-12个月，所以每年都需要注射。

中医专家认为，除了一些常见方法，佩戴中药制作的防疫香囊
也能够起到预防流感的作用。此外，中药足浴、熏蒸、推拿等外治手
段也能够增强体质。

对于流感的治疗，许多人也没能正确对待。专家表示，早期治
疗和科学规范治疗是关键，切忌滥用抗菌素和输液治疗。

“一旦出现流感样症状或确诊流感，不鼓励带病上班，一定要
做好隔离，如果病情加重还要及时就医。”李中杰特意强调，这是对
自己和他人健康很好的保护。 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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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o 小黄车退押金难”“摩拜单车改名”⋯⋯中国共享单车行业的最新动向似乎为共享经济发展蒙上

一层阴影。但专家认为，共享经济产业并非一时风潮，其前景可期。借助 5G、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等新技

术，共享经济仍具发展潜力，未来有望创造出更多共享需求和机会。

共享经济“突围”路在何方
借助5G、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等新技术，共享经济仍具发展潜力

□杜 鹃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26日应美国提
议讨论委内瑞拉局势。会议持续将近
5小时，最终没有发布声明。

美国国务卿要求他国就是否承认
委内瑞拉反对派成员、议会主席胡
安·瓜伊多为委国临时总统“作出选
择”。委内瑞拉外交部长批评欧洲无
权给委方设定所谓总统选举“期限”。

美俄“交锋”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26日在
安理会会议上要求其他国家“作出选
择”，是否承认瓜伊多为委内瑞拉临
时总统。他呼吁国际社会不再与由委
内瑞拉当局管控的金融体系往来，暗
示美方将制裁委内瑞拉。

瓜伊多 23 日在委内瑞拉首都加
拉加斯一场集会上宣称就任“临时
总统”。美国随即承认他为“临时总
统”。委内瑞拉最高法院 24 日宣布，
仅承认尼古拉斯·马杜罗为符合宪
法的总统。

马杜罗去年 5 月以 67.8%的得票
率赢得总统选举，今年 1 月 10 日宣誓
连任。反对派不承认选举结果，声称
马杜罗第二届任期“不合法”。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瓦西里·
涅边贾告诉安理会，委内瑞拉没有威
胁国际和平与安全，批评瓜伊多“设
立虚构平行政府”是对委内瑞拉合法
政府的“最大限度对抗”。

涅边贾说，安理会会议是“美国
影响他国政权更迭的又一次尝试”。

他要求蓬佩奥澄清美方是否打算军事
打击委内瑞拉。

安理会15个理事国就是否应该公
开讨论委内瑞拉局势有分歧。4 个理
事国反对美方提议、2个理事国弃权。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马朝旭说，
委内瑞拉局势属于一国内政，没有对
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中方反对
将“委内瑞拉局势”增列为安理会
议程。

委欧“较量”

法国、英国、德国和西班牙26日
向委内瑞拉政府施压，要求委内瑞拉
在 8 天内重新选举总统，否则这几个
欧洲国家将“追随”美国、承认瓜伊
多为“临时总统”。

欧洲联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
表费代丽卡·莫盖里尼说，如果今后
几天没有重新选举的消息，欧盟将

“采取后续措施”。
委内瑞拉外交部长豪尔赫·阿

雷亚萨在安理会发言，予以反驳：
“欧洲给我们 8 天时间？你们哪来的
权力，可以给一个主权国家设定最
后期限？幼稚。”

他说，委内瑞拉“不允许任何人
给我们强加任何决定或命令”，“我们
不允许任何国家或政府侵犯主权，为

（美国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发动战
争提供借口”。

继美国以后，巴西、哥伦比亚、
巴拉圭、阿根廷、智利、秘鲁等拉丁
美洲国家总统或外交部承认瓜伊多为
委内瑞拉“临时总统”。

美委“僵持”

马杜罗27日在首都加拉加斯一场
集会上讲话，说蓬佩奥在26日的安理
会会议期间提前退场，说明委方“取
得胜利”。

委内瑞拉外交部26日在一份声明
中说，马杜罗政府打算用30天时间与
美 方 就 相 互 设 立 “ 利 益 代 表 处 ”
谈判。

这一外交机构类似美国和古巴
先前断绝外交关系后互设的“利益
代表处”。

委方23日决定断绝与美方外交和
政治关系，限美方外交人员72小时内
离境。就“利益代表处”提议，马杜
罗26日说：“这才是真正的外交。”

美国国务院没有立即证实委方提
议，只说首要任务是确保驻委外交人
员安全，没有打算关闭使馆。

新华社专特稿

激辩委内瑞拉局势 安理会“无解”
委外交部长：欧洲无权给委方设定所谓总统选举“期限”

1月26日，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委内瑞拉外交部长阿雷亚萨在安理会
委内瑞拉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 新华社发

共享经济并非新经济模式，只是随
着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技术
发展得以放大，成为现象。除了大众所
熟知的网约车、共享单车之外，共享模
式创新及应用还有更广阔的内涵。

分析人士认为，大数据技术的出
现是实现共享经济大规模个性化服务
的重要一步。早期，全球住宿分享平
台爱彼迎就是利用大数据技术为寻找
住房的用户提供个性化搜索结果。

在共享经济最初起源地美国，“共
享”领域还在不断扩大，例如办公和存
储空间租赁、宠物看护服务、服装出
租等。

即使是被外界质疑总在“烧钱”
的共享出行领域，美国优步公司因为
盈 利 模 式 清 晰 ， 估 值 依 然 在 涨 。
Limebike 等几个美国当地代表性共享
单车企业目前运营良好，不断向更多
城市扩展，还获得多轮融资。

在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时间虽然
不长，但伴随“互联网+”的快速推
进，在市场规模、创新应用、国际影
响力以及制度创新探索等方面都发展
迅速。近期，共享单车遇到一些波
折，但企业或行业发展需要试错空间。

有业内人士指出，技术尚未完全
成熟以及盲目铺量等问题，是当前个
别共享单车企业发展遇挫的重要原
因。比如由于数字智能技术的落后，
共享单车所依托的智慧城市和感知网
络未能真正建立起来，随着技术成
熟，未来的单车可能会更智能，从而
大大减少损耗率。此外，开发旅游休
闲价值空间等，也是共享单车企业未
来可以动脑筋的地方。

从全球看，随着技术、运营模式
等多方面创新，以及精细化发展趋
势，由中国掀起潮流的共享单车模
式，潜力依然巨大。

性侵丑闻、黑客事件、自动驾驶
事故⋯⋯近年来，屡屡出现安全问题
的优步公司日子也不好过。陌生人之
间的互不信任成为影响共享经济发展
的主要障碍之一。这一方面说明相关

法律法规完善以及制度设计仍滞后，
另一方面也在倒逼企业完善技术缺陷。

为了解围“信任之困”，国内外共
享经济平台纷纷拿出“技术杀手锏”。
优步公司推出了一系列技术措施，以

随着新技术不断发展，共享经济
未来依然充满活力。普华永道等机构
预测，到 2025 年，全球共享经济市场
规模有望从 2015 年的 150 亿美元增加
至3350亿美元。

《中 国 共 享 经 济 发 展 年 度 报 告
（2018）》 统计显示，2017 年中国共
享 经 济 市 场 交 易 额 比 上 年 增 长
47.2%，预计未来 5 年内仍将保持年均
30%以上的增长速度。除现有领域
外，农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是共
享经济未来发展的“处女地”。

硅谷业界专家认为，未来共享服
务和商品等会越来越不同。社交媒体
将会在共享经济商业模式的未来发挥
越来越重要作用。共享经济市场会更
具原创特色，让人有好感，并引人注

目。智能手机普及率上升，特别是在
新兴市场国家，也将为共享服务的发
展提供强大动力。

新技术总能带来更多可能性。例
如，5G 时代开启，万物互联，将创造
全新的共享需求和机会；自动驾驶技
术将从根本上改变乘车共享业务的经
济性和安全性；无人机技术可以从根
本上改变物流；区块链技术有可能直
接将消费者和共享经济提供者联系在
一起，完全取消中间人。

分析人士认为，传统企业在共享
经济领域也可大有作为，在完成“互
联网+”后，下一步是探讨“共享经
济+”。（执笔记者：冯玉婧；参与记
者：吴晓凌、周舟、郭爽）

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

□新华社记者

共享经济仍会“进化”

技术解围“信任之困”

新技术新机会

保障乘客人身安全。例如，在手机应
用程序中添加安全工具组件，乘客能
直接从优步应用程序首页访问“安全
中心”，“分享行程”或“直接报警”；
同时加强司机背景审查等。

中国的滴滴出行则借助人工智能
技术为其乘客安全“保驾护航”。根据
相关文件描述，此项安全技术由系统
对车辆实际行驶路径与通过大数据、
人工智能算法提供的导航路线进行对
比，来判断行程是否合理，是否在安

全行驶范围内。如果有异常，系统会
通过应用软件向乘客发出信号警示。

面对网上欺诈活动呈现上升趋势
的现象，爱彼迎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开
发自己的欺诈预防服务，该服务可以
识别异常和欺诈模式，并对其采取行
动。同时，爱彼迎还收购了一家开发
后台检查技术的初创公司 Trooly，该
公司的技术可以根据用户的“数字足
迹”检测“风险”用户，进而保护住
户和房东权益。

据新华社电 （陈炜伟、王锦萱） 国家统计局25日发布2018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展现了居民在一天的活动中，个人生理必需
活动、有酬劳动、无酬劳动、个人自由支配活动、学习培训、交通活动等6类活动用时的平均状况。

统计数据告诉你“时间都去哪了”

制图制图//刘欣瑜刘欣瑜文文//据新华社据新华社

此外，作为上述 6 类活动的伴随
活动，居民使用互联网的平均时间为
2小时42分钟。

专家介绍，时间利用数据是平均
值，可能与部分群体和个体的感受有
差异。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高级统计
师金红介绍，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结
果，反映的是被调查居民参与某种活
动的平均时间，为了更为准确反映居
民时间利用情况，调查还设置了某种
活动的参与者平均时间和参与率两个
指标。

通常来讲，某种活动的平均时间
要小于参与者平均时间，因为并不是
所有调查对象在调查日都参与了该种
活动。

据了解，此次调查选取了 11 个
省市，共调查 20226 户、48580 人。
调查时间为2018年5月的一个选定的
工作日和一个选定的休息日。调查对
象按每 15 分钟一个时间段，在日志
表中记录一天 24 小时的活动，以及
活动时是否使用互联网、活动时与谁
在一起。

个人生理必需活动 平均时
间为11小时53分钟，包括睡觉休
息、个人卫生护理、用餐或其他饮
食活动。

有酬劳动 包括就业工作和
家庭生产经营活动。25岁至29岁
男性就业工作活动的参与者平均
时间最长，为8小时6分钟。

无酬劳动 包括家务劳动、陪
伴照料孩子生活、护送辅导孩子学习、
陪伴照料成年家人、购买商品或服务、
看病就医、公益活动。居民用于无酬劳

动的平均时间为2小时42分钟。
个人自由支配活动 包括健

身锻炼、听广播或音乐、看电视、阅
读书报期刊、休闲娱乐、社会交往。
其中，看电视的平均时间最长，为1
小时40分钟。

学习培训 平均用时27分钟。
15岁至19岁居民学习培训的平均时
间最长，为8小时2分钟。

交通活动 居民与有酬劳动
相关交通活动的参与者平均时间
为61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