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记者 1月 2
日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获
悉，2022年，三峡枢纽航运通
过量达到15980万吨，同比增
长6.12%，再创历史新高。其
中，三峡枢纽货运量为15965
万吨，同比增长6.53%；三峡
船闸通过量为15618万吨，同
比增长6.65%。

针对 2022年“汛期反
枯”特殊情况，长江三峡通
航管理局强化航道巡查探
测，及时启动相关预案，有
效平衡过闸船舶交通流；建
立重点物资船舶、新能源船
舶等优先过坝通道，保障
4024万吨民生物资便捷过
坝，同比增长6.84%。

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告别2022，迎来2023。
过去一年，经历重重考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势头不减。展望

未来，中国经济“稳”的基调更明确，“进”的要求更积极，高质量发展
的步伐更加笃定。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新年伊始，万象更新，神州大地处处涌动着
发展进取的蓬勃活力。

紧盯生产批发零售环节
公安部部署严打
制售假冒涉疫药品

新华社 1 月 2 日电
记者 2日从公安部获悉，
公安部日前部署全国公安
食药侦部门依法严厉打击
制售假冒涉疫药品、检测
试剂及制氧机、血氧仪等
相关用品违法犯罪活动，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安全，全力服务疫情防
控工作。

公安部要求，各地公
安食药侦部门要充分发
挥职能作用，依法严厉打
击制假售假、“山寨”仿冒
涉疫药品及相关用品的
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形成
有力震慑。要围绕常用
涉疫药品、检测试剂及相
关医疗器械、设备，紧盯
生产、批发、零售环节及
网络交易服务等第三方
平台，深入排查案件线
索，与有关部门密切协
作，第一时间核查工作中
发现和群众投诉举报的
线索，对构成犯罪的坚决
依法立案查办。对团伙
性、系列性、跨地域案件，
要组织专门力量开展集
中破案攻坚，坚决摧毁犯
罪网络、斩断利益链条。

按照公安部部署要
求，全国公安食药侦部门
迅速行动，坚持打早打
小，依法严厉打击制售假
冒涉疫药品、检测试剂及
相关用品违法犯罪活
动。吉林公安机关近日
成功破获一起制售布洛
芬假药案件，及时阻止假
药流入市场，有效保障了
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开局迈出新步伐
——2023年开年推动高质量发展一线观察

新起点展现新气象：
稳中求进不断巩固经济回升态势

新发展彰显新动能：
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

新格局呼唤新作为：
深化改革开放释放发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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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没有针对
新冠病毒的特效药

“首先要明确，目前没
有针对新冠病毒的特效
药。一些抗病毒药物能够
抑制、干扰新冠病毒复制，
但是这些药物需要在感染
早期使用，并且要在医生指
导下规范使用。”童朝晖说。

童朝晖介绍，抗病毒药
物在发病 5天内特别是 48
小时内使用效果更好。在
病毒刚进入人体还没有大
量复制时，抗病毒药物能够
减轻病毒的载量，减少病毒
对人体免疫系统的攻击，再
通过自身的抵抗力减少病
情向重症、危重症发展。如
果发病时间过长，病情已经
进展到重症、危重症，抗病
毒药物是无效的。

“同时，这些抗病毒药
物是有条件推荐特定人群
使用的，对于轻型、普通型
有向重型、危重型发展的高
危人群，如高龄有基础疾病
的人群，可以有效降低重症
率，但在青壮年等没有高危
因素的人群身上使用是没
有用的。”童朝晖说。

不建议公众囤药
并自行在家使用

专家提醒，抗病毒药物
使用时存在很多注意事项，
可能出现不良反应，还可能
出现与其他药物的相互作
用，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
规范使用，不建议公众囤药
并自行在家使用。

“比如有些病人肝肾功
能严重损害，就可能需要调

整抗病毒药物的用药剂量
甚至不能使用这些药物；如
果正在用一些他汀类药物，
就不能同时使用奈玛特韦
这类药物。病人如果在家
盲目用药，存在安全风险。”
王贵强说。

王贵强说，新冠病毒感
染强调综合治疗、早期干
预。对重症高风险的人
群，尤其是卧床的有基础
病的高龄老人，建议进行
早期的密切监测和随访。
“出现呼吸困难、喘憋或血
氧饱和度低等症状时，要
及时到医院或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看病。早期治疗包
括抗病毒药物和氧疗两个
手段，现在北京、上海等城
市已在社区层面开展氧疗
服务。”

童朝晖还提醒，医务人
员和专业人员一定要加强
抗病毒新药的用药培训，充
分了解其作用机制、适应
症、不良反应以及和其他药
物的相互作用等，降低药物
临床使用风险。

近日，第九版诊疗方
案里推荐的另一种治疗药
物——静脉用丙种球蛋白，
也引发不少网友求购。对
此，王贵强介绍，静脉用丙
种球蛋白能够减少炎症反
应，但只建议在治疗重症病
人时使用，“基本都是进入
ICU的病人才需要使用，而
且要在出现炎症因子风暴
等特定情况下使用才有效
果。不适合在家里使用，也
没有预防新冠感染的作用，
不建议在家里储备。”

治疗新冠有“特效药”吗？
如何科学使用抗病毒药物？
——国家卫健委组织权威专家解答防疫热点问题

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近期，一些用于治疗新冠病毒感染的抗病毒药物被冠以“特效药”之名，引发
不少网民的关注和抢购。这些抗病毒药物是否有必要囤？又该如何科学合理使用？国家卫生健康委组
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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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
科主任王贵强作出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