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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两款新冠口服药
附条件获批上市

1月29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
称，国家药监局根据《药品管理法》相关规
定，按照药品特别审批程序，进行应急审
评审批，附条件批准海南先声药业有限公
司申报的1类创新药先诺特韦片/利托那
韦片组合包装（商品名称：先诺欣）、上海
旺实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申报的 1 类
创新药氢溴酸氘瑞米德韦片（商品名称：
民得维）上市。

国家药监局称，上述两款药物均为口
服小分子新冠病毒感染治疗药物，用于治
疗轻中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
的成年患者。患者应在医师指导下严格按
说明书用药。国家药监局要求上市许可持
有人继续开展相关研究工作，限期完成附
条件的要求，及时提交后续研究结果。

这是国内最新获批上市的两款新冠
口服药。至此，我国已有五款新冠口服药
获批上市。

（据新华网）

◎相关新闻

这几款新冠口服药如何正确使用
“我们医院目前主要使用的是阿

兹夫定和奈马特韦/利托那韦，暂时
没有引进莫诺拉韦。”近日，北京佑安
医院呼吸与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
李侗曾告诉记者，目前医院在临床上
用药，主要是遵守卫健部门诊疗方案
的要求，奈玛特韦和阿兹夫定的适应
人群不太一致，需要根据年龄、病情、
基础病、合并用药等情况选择。

此前，我国已批准将奈玛特韦
片/利托那韦片、阿兹夫定、莫诺拉韦
三种小分子抗新冠病毒药物上市，这
些药物也被列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诊疗方案(试行第十版)》的抗病毒治
疗药物方案，推荐在有可能发展为重
症的高危患者中尽早应用。

北京地坛医院感染临床和研究
中心主任张福杰表示，关于新冠感染
者抗病毒药物总体原则提出，抗病毒
治疗是新冠感染者主要的治疗措施
之一，应结合患者病程病情，合理选
用抗病毒药物，注意药物的不良反应
和药物相互作用，口服抗病毒药原则
上应尽早使用，尤其建议在出现症状
24—48小时内使用。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抗病毒治
疗专家共识》（下称《共识》）提出，奈
玛特韦/利托那韦适应证为发病 5 天
以内的轻型和中型且伴有进展为重

症高风险因素的成人。不推荐 65 岁
以下、免疫功能正常、全程接种疫苗、
没有重症高风险因素者使用；莫诺拉
韦适用人群为发病 5天以内的轻、中
型且伴有进展为重症高风险因素的
成年患者。

而阿兹夫定是用于治疗新冠感
染成年患者。《共识》进一步扩大了其
使用范围，指出中型感染和居家患者
抗原或者核酸检测阳性后，有疾病进
展的高风险因素者如高血压、糖尿
病、冠心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可
以推荐使用。1月 18日，国家医保局
公布了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情况

和新版目录，阿兹夫定片本次通过谈
判正式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三种药物中，奈马特韦/利托那
韦与莫诺拉韦均为进口药物，前者由
美国公司辉瑞生产，后者由默沙东与
Ridgeback 生物技术公司合作研发。
阿兹夫定作为唯一的国产新冠口服
药，其生产商为河南真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李侗曾提示，目前每款药物
都有相应的副作用以及严格的禁忌
症，若不合理用药，反而会导致或加
重自身不良情况，患者需要在医生的
指导下使用。

（据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

“走一段路，就喘得很。”“我每天
都觉得自己没力气，很想睡觉。”“工
作时注意力不集中，整个人跟‘废’了
一样。”近日，不少患者在湖南省人民
医院呼吸康复门诊就诊时表示，虽然
核酸或抗原已经转阴较长时间了，但
感觉自己比较疲劳，也有点憋气，这
是怎么回事？

湖南省人民医院呼吸四科主任、
主任医师朱黎明介绍，之前一段时间
内，大部分人因身体不适导致食欲减
退，摄入的热量和蛋白质不足，导致
肌力下降；不少人在身体不适期间卧
床休息，或者担心运动会诱发“心肌
炎”，而保持过久或过度的“静养”，心
肺功能和肌力都出现“废用性减退”。

“完全卧床后，肌肉力量每周下
降 10%至 15%，完全卧床 3至 5周内肌
力下降近 50%，许多人感觉疲劳和憋
气就是和过于静养有关。”朱黎明表
示，身体进入恢复期不宜马上进行高
强度运动，但也不要走向另外一个

“静养”的极端。许多人不但停止了
运动，更是把日常活动也大大缩水，
整天宅在家里，长时间躺在沙发上看
电视，取消饭后散步，不敢爬坡，从而
出现症状缓解但身体包括心肺功能
并没有真正康复的现象。

如何科学地恢复体力？朱黎明
提醒，不同人群对恢复体力的要求不
同，方法也因人而异，以下3种方法可
以试试：提前规划，为恢复锻炼做准

备，如进行拉伸和平衡练习；适度恢
复、简单锻炼，可进行低强度活动如
慢走、散步等，每天的锻炼时间逐步
增加；科学合理、自我调控，在体力慢
慢恢复后可进行一些中等强度的活
动，例如快走、上下楼梯、慢跑等。

如果在运动过程中出现咳嗽、气
促、心悸等症状，则需立即停止运
动。身体进入恢复期的老年人，特别
是有心血管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不
要过早进行运动。另外，冬季气温
低，老年人更要注意保暖，建议不要
在早上进行户外运动，以免因为寒冷
空气刺激诱发疾病，身体不适要及时
就医。

（据《长沙晚报》）

感觉疲劳憋气 或因过度静养

“节前和近日来康复门诊的患者
中，10%至 15%有失眠症状，睡不好的
原因多种多样。”湖南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内科副教授谭超介绍，有
的年轻人晚上明明困得不行，可每次
都要刷手机、看视频才能睡着，有的
上班族入睡后总做梦，起床后还是很
累，这些人可能患上了“节后睡眠障
碍”。面对不同的失眠问题，可以先
寻找原因，对症解决。

“不仅春节假期，节后失眠的现象
也十分常见。”谭超介绍，最常见的就
是放假时玩到很晚，重归工作作息时
想正常入睡就睡不着了。这种原有睡
眠节律被破坏而导致的失眠不是大问
题，随着作息时间的调整，做到起居有
常，容易恢复健康的睡眠规律。

还有不少朋友遭受着咳嗽的困

扰。从中医角度看，引起咳嗽的原因
很多，比如假期吃了不少大鱼大肉还
饮酒，即中医学里的肥甘厚味就有可
能酿生痰热，痰热犯肺可以引起咳
嗽，痰热影响心神还可能引起失眠。

此外，“肺受伤了也会引起失
眠。”谭超说，在中医学里，肺不单是
个解剖学部位，还有许多重要的生理
功能，“肺朝百脉”就是其重要功能之
一。肺如果受损，就可能导致血行不
畅、心脉失养而影响睡眠。

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失眠还应
注意精神调摄，患者要减少思虑，清
淡饮食，睡前不吸烟，不喝酒，不饮浓
茶、咖啡，规律作息，保证卧室环境舒
适安静，这些对治疗失眠很重要。

同时，锻炼、饮食会影响睡眠质
量。睡前 2小时不要剧烈运动、进食

刺激性或生冷食物，上床后不要做与
睡眠无关的事，尤其是刷手机等。在
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每天进行20至30
分钟的有氧运动可帮助调节睡眠周
期。晚餐适宜吃一些清淡、健康的食
物，不宜过饱。

“临床中，很多病人喜欢药膳食
疗。常常有人问我，有没有什么好的
改善失眠的食疗方？”谭超说，合欢花
具有清心解郁安眠的功效，不但可以
入汤剂还可以单味泡水代茶饮；蒸晒
以后的黄花菜具有理气安神的功效，
不论对工作压力大的白领还是失眠
的老人，入药、煲汤食用都很合适。
这两味药体现了中医“药食同源”的
理论，对于由情绪问题、肝郁气滞所
致的失眠，不失为治疗的良药。

（据光明网）

失眠原因各不同，如何提升“睡眠力”

北京市宣武医院神经疾病高创中心主任
贾建平团队经过长达10年的研究，发现6种生
活要素与延缓记忆下降高度相关，找出了保护
老年人记忆的有效方案，为全球相关公共卫生
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重要数据支持。相
关成果近日在世界顶级综合医学期刊《英国医
学杂志》上发表。

贾建平团队在长达 10年的队列研究中发
现，如果中老年人坚持做到以下几点，可大大
降低痴呆发生率：坚持食用谷类、豆类、蔬菜、
水果、肉类、蛋类、坚果、奶制品、适量的盐、油、
鱼类、茶 12 种饮食中的 7 种；每周不少于 150
分钟的中等强度或不少于75分钟的高强度体
育锻炼；每周不少于两次的社会活动；每周不
少于两次阅读思考和书写等；控制烟酒。这一
研究有力证明找回记忆、预防痴呆可通过健康
生活方式实现，具体可总结为“管住嘴，迈开
腿，勤动脑，多社交，记忆好”。“这是一种看得
见、摸得着、可开展、接地气的非药物疗法，对
于公众简便易行。”贾建平说。

科研团队表示，与年龄相关的记忆衰退并
不一定是痴呆的前驱症状，可能只是一种普遍
的良性健忘，可以被逆转或保持稳定。因此，
团队呼吁公众实践这个方法，共同预防和减缓
与年龄相关的记忆衰退，阻止其发展为痴呆。

该研究还发现了一种遗传因素中影响记
忆的重要风险基因，中国现有 2.7亿人群携带
该基因，存在记忆下降的潜在危害。研究团队
分析了健康生活方式对该基因携带者的影响，
发现同样可以有效保护记忆，抵消该基因所带
来的发病风险。该研究不但适用于老年人，也
适用于携带影响记忆重要风险基因的中青年
人。贾建平认为，提高这一人群更早开展健康
生活方式的意识，将对我国全民脑健康产生重
大影响。

（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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