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办理人需要提供的材料

1.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原件；
2.《机动车牌证申请表》（受理窗口打

印）单位车辆被委托人签字，个人车辆车主签
字；

3.委托代理人办理，还应提交代理人身份
证明原件，以及机动车所有人的书面委托，代
理人在《机动车牌证申请表》上签字；

4.号牌损坏的或者未灭失、丢失的部分必
须被收回；

5.外籍汽车、外籍摩托车和原核发为小型
号牌种类的中型普通客车，在补、换领号牌的
同时需一并换发为普通号牌种类和大型号牌
种类,原普通号牌新能源车换发新能源号牌。
办理前需将涉及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
者交通事故先行处理完毕，同时提供《机动车
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未申领过的一
并办理机动车登记证书)。

如果是未申领过 《机动车登记证书》的
一并办理申领业务，还需提供以下材料，并交
验机动车，在受理完毕五个工作日后，机动车
所有人到窗口领取《机动车登记证书》，再办
理其他业务。

1.《机动车牌证申请表》（受理窗口打
印，车辆车主或者被委托人签字）；

2.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原件；
3.机动车行驶证；

4. 车辆识别代号拓印膜 （现场免费拓
印）。

办理方式

申请办理人携带所需证明、凭证到车辆
管理所各分所的指定窗口办理补、换机动车
号牌手续。 付费后领取《临时行驶车号牌》
或机动车号牌。 无法当场领取号牌的可选择
在三个工作日后，凭身份证明、《机动车行驶
证》、《机动车业务受理凭证》和号牌缴费凭
证，自行到沪公标志厂（长逸路 250 号）发
牌窗口领取；或者邮政服务领取，三个工作
日内送达，快递费用自理，在号牌送达后收
取。

注意事项

申请办理时机动车不能为强制注销、被盗
抢等状态，如果号牌损坏的或者未灭失、丢失
的部分必须交回相关部门。 需要提醒的是，如
果您的车辆是 2016年 12月 1日前注册的新
能源汽车，核发的是蓝色小型汽车号牌，在换
领机动车号牌时将换发绿色新能源专用号牌，
换发新能源专用号牌需要车辆到现场查验。

此外，车主也可备好相关凭证材料，通过
“车管到家”APP、“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
总队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
（http：//sh.122.gov.cn）、“交 管 12123”
APP办理。

（上海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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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医生提醒

这些冬季防寒保暖知识你需要知道
寒潮南下，降雨、大风、低温，12 月的上海让我们冷得瑟瑟发抖。 那么问题来了，寒冷

天气里哪些人群更需要特殊关注？ 老年人要注意什么？ 寒冷天气下出现身体不适时怎么
办？ 这些事关我们每个人健康的防寒知识，你了解多少呢？ 中国疾控中心环境所带来了一
套实用应对攻略。

机动车车牌出现明显损伤，如何申请换领？
根据 《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

124 号令）中第 44 条：机动车号牌、行驶
证灭失、丢失或者损毁的，机动车所有
人应当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补领、
换领。 车辆管理所应当审查提交的证
明、凭证，收回未灭失、丢失或者损毁的
号牌， 自受理之日起十五日内补发、换
发号牌，原机动车号牌号码不变。 而对
于申请补发、换发机动车号牌后，在号
牌制作期间， 车辆无法上路的问题，车
管所将给予核发有效期不超过十五日
的临时行驶车号牌。

老年人、孕产妇、婴幼儿和心脑血管疾病
（高血压、脑中风、冠心病等）、呼吸系统疾病
等慢病患者以及长时间在户外工作或活动的
人群， 容易受到寒冷天气影响， 需要特殊关
注。

老年人较年轻人更怕冷， 由于老年人体
力渐衰和活动能力减弱，代谢功能降低，产热
相对减少，体温调节功能差，以致在低温环境
或接触寒冷后，很容易发生寒颤，出现身体失
温，因此在寒冷的季节，特别要警惕老年人身
体失温的发生。

1、心脑血管疾病：低温刺激会使血管收
缩、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心肌缺血、血液黏稠
度增高促使血栓形成， 因此环境温度的骤变

会加重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病情， 导致高血
压患者血压急剧上升而发生脑卒中； 也可诱
发冠状动脉痉挛而导致心肌梗死。

2、呼吸系统疾病：冷空气可使鼻咽部的
局部粘膜变得干燥， 以致发生细小破裂，病
毒、 细菌容易乘虚而入， 造成呼吸道疾病高
发。 气温骤降可以诱发哮喘等疾病的加重。

3、其他疾病：长时间在寒冷地带工作、生
活或气温骤降期间长时间在室外工作和活动
的人群,�容易引起冻伤、使腰腿痛和风湿性疾
病病情加重；对孕妇和胎儿也会造成不良影响。

身体失温的脆弱人群包括： 没有充足食
物、衣物或取暖设备的老人；睡在室内低温环
境下的婴儿； 长时间停留室外的人群———流
浪者、徒步旅行者等；饮酒后的人。

成人：寒战，虚脱；混乱，摸索手；记忆丧
失，言语不清；睡意。

婴幼儿：皮肤鲜红色、发冷。
如果发现存在这些信号中的任何一个，

请及时测体温，若体温低于 35℃，立即就医。
当不能马上获得医疗救治时， 请按以下方法
升高体温：使其进入温暖的房间或住所；及时
脱掉潮湿的衣服； 采取相关措施温暖身体的
核心区域———胸部、颈部、头部和腹股沟；服
用热饮料帮助提高体温， 但不能服用含酒精
的饮料，同时也不要给意识不清的人服用。 情
况缓解后，需尽快就医。

寒冷天气（寒潮）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一

定影响，尤其对于老年人、孕产妇、婴幼儿和
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脆弱人群。 但
这些脆弱人群，对于寒潮风险的认识并不高，
自身防护意识不强， 在寒潮来临前或寒潮期
间，应加强对脆弱人群寒潮风险的科普宣传，
提高脆弱人群自我防护意识。 例如关注寒潮
来临前的预警，注意根据温度变化，加强室内
和自身保暖等。

寒潮期间居民出现身体不适， 尤其是老
年人、孕产妇、婴幼儿和心脑血管病人、呼吸
系统病人等慢性病患者等脆弱人群身体出现
不适，应及时到医院就诊。

1、当气温发生骤降时，要注意添衣保暖，
特别是要注意手、脸的保暖。

2、关好门窗，固紧室外搭建物。
3、外出当心路滑跌倒。
4、老年人、孕产妇、婴幼儿和心脑血管病

人、呼吸系统病人等慢性病患者应注意保暖，
加强营养，适度锻炼，减少外出。

5、注意休息，不要过度疲劳。
6、 采用煤炉取暖的家庭要提防煤气中

毒。
7、大风天气，外出注意高空坠物。
8、关注天气预报，关注相关部门发布的

寒潮消息或警报。
（上海发布）

寒冷天气或气温骤降期间哪些人群更
需要特殊关注？

身体失温的脆弱人群有哪些？

为什么寒冷天气或气温骤降对老年人
影响更大?

寒冷天气或气温骤降的敏感性疾病有
哪些？

身体失温发生时，会出现哪些症状？ 如
何防护？

脆弱人群对寒冷天气风险感知能力
差，如何应对？

寒冷天气下出现身体不适时怎么办？

寒潮天气或气温骤降时有哪些防护措
施？

在不久前的联合国糖尿病日上， 全国基
层医疗机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培训项目启动
会上传出消息：我国 2019年糖尿病人群已达
1.164 亿人， 糖尿病导致视网膜病变 （简称
“糖网”）患病率约为 24.7%至 37.5%，按此
估计，我国糖网患者约为 3200 万至 4800 万
人。然而与会专家表示，糖尿病可致盲仍是不
少人的认知盲区，亟待填补。

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分会副会长唐仕波教
授说，一般而言，糖网到了晚期会导致患者失
明，且无法挽回已丧失的视力。糖网严重可致
盲， 且病程不可逆的特点， 已成工作年龄段
（20~64岁）人群首位不可逆致盲性疾病。数
据显示，我国 50%以上的糖尿病患者未被告
知定期眼底检查，更有近 70%从未接受规范
的眼科治疗。许多患者对眼病认知程度不高，
如此种种导致我国糖尿病致盲率居高。

现有调查发现：糖尿病患者因眼部不适
或视力严重衰退就诊时，有超七成已因严重
眼部病变导致不可逆转视力障碍。 中华医学
会专家会员邢怡桥教授说，随着医疗水平提
高，“糖网”可以通过眼底用药、激光、手术
等方式治疗，发现越早，治疗越早，对视力损
伤就越小。 但由于“糖网”是一种伴随糖尿
病的眼底疾病， 并非一次治疗一劳永逸，如
果患者血糖控制不好，仍有可能再次出现眼
底出血等状况，因此术后随访、定期检查非
常重要。 改善患者视觉质量，降低糖尿病致
盲率，开展专业的、终身动态眼健康服务管
理至关重要。

据悉， 此次启动全国基层医疗机构糖尿
病视网膜病变培训项目，旨在通过系统培训，
提升基层公共卫生人员对“糖网”认识，将预
防关口前移，实现患者眼底疾病的早发现，为
高危患者争取到早治疗的机会， 从而更好地
保护视力，大幅降低不可逆性致盲的发生。项
目启动会上， 爱尔眼科同时宣布将在全国
150 个城市开设糖尿病眼病专科门诊， 在糖
尿病患者病程发展中介入终身动态服务管
理，贯穿预防、管理、治疗、控制，从根本上降
低糖尿病致盲率。

（上观新闻）

糖尿病可致盲
仍是不少人的认知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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