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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版时报周末·健康

据新华社 针对新冠病毒无症状
感染者的传染性和防控方式等问题，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控局有关负
责人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防控要求：应集中隔离14天
【提问】我国关于新型冠状病毒

无症状感染者的防控要求是什么？
【解答】国家卫健委在1月28日

发布《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方
案》（第三版）中就将新型冠状病毒无
症状感染者纳入防控管理。各级各
类医疗卫生机构发现无症状感染者，
应于2小时内进行网络直报。县（区）
级疾控机构接到无症状感染者报告
后，24小时内完成个案调查，并及时
进行密切接触者登记，将个案调查表
或调查报告及时通过传染病报告管
理信息系统进行上报。无症状感染
者应集中隔离14天，原则上集中隔离
满14天且两次连续标本核酸检测阴
性者（采样时间至少间隔24小时）可
解除隔离；如果核酸检测仍为阳性
者，则继续隔离医学观察。隔离医学
观察期间如出现临床表现，应及时转
归为确诊病例，进行规范治疗。无症
状感染者密切接触者也要进行14天
的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目前1541例无症状感
染者接受医学观察

【提问】无症状感染者通过什么
途径发现？

【解答】目前我们主要通过以下途
径主动发现无症状感染者：一是对新
冠肺炎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开展医学观
察期间的主动检测；二是在聚集性疫
情调查中开展的主动检测；三是在新
冠肺炎病例的传染源追踪过程中对暴
露人群主动检测；四是对部分有境内
外新冠肺炎病例持续传播地区的旅行
史和居住史人员开展主动检测。

截至 2020 年 3 月 30 日 24 时，接
受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为1541
例，其中境外输入205例。

传染性强弱：专家认为
传播机会相对较少

【提问】无症状感染者有无传染性？
【解答】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

者存在二代病例续发，流行病学调查
中发现个别由无症状感染者导致的聚
集性疫情，小样本量研究显示无症状
感染者呼吸道样本中的病毒载量与确
诊病例没有太大差异。综合目前的监
测和研究，无症状感染者存在传染性，
但其传染期长短、传染性强弱、传播方
式等尚需进一步科学研究。部分专家
认为鉴于无症状感染者呼吸道标本能
检出病原核酸，但由于无咳嗽、打喷嚏
等临床症状，病原排出体外引起传播
的机会较确诊病例相对少一些。

防控难点：尚有部分无
症状感染者难以被发现

【提问】如何做好无症状感染者
的风险评估及其防控工作？

【解答】一是传播的隐匿性。由
于无症状感染者无任何明显的症状
与体征，其在人群中难以被发现，其
导致的传播也难以预防。二是症状

的主观性。症状轻微或不典型者可
能认为自己没有感染新冠病毒，不主
动去医疗机构就诊，在日常的诊疗工
作中难以被发现。三是发现的局限
性。由于存在检测窗口期，采用核酸
检测和血清学检测方法难以发现全
部无症状感染者，现有的无症状感染
者主要是通过病例的密切接触者主
动筛查、感染来源调查、聚集性疫情
调查和对高风险地区人员的主动检
测发现的，尚有部分无症状感染者难
以被发现。

由于部分无症状感染者始终无症
状，实际防控工作中无法将发现和隔
离无症状感染者作为主导措施。因此
我们仍将继续着重于及时发现隔离确
诊患者，并做好密切接触者管理。

下一步举措：加强监
测、救治和防控

【提问】下一步如何做好无症状
感染者防控管理？

【解答】一是完善防治方案。抓
紧在疫情重点地区抽取一定比例样
本，开展无症状感染者调查和流行病
学分析研究，完善防控措施，修订完
善防控方案和诊疗方案，科学应对无
症状感染者带来的感染风险，遏制可
能形成新的疫情传播。

二是加大筛查监测。有针对性
加大筛查力度，将检测范围扩大至已
发现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
触者、重点地区和重点人群等。结合
复工复产复学实际，加强对重点城
市、重点人群、重点场所的监测，最大
程度发现隐患。做好疫情跨境输入
输出防范，对所有入境人员进行核酸
检测。发现无症状感染者后，及时开
展流行病学调查，查清来源，公开透
明发布信息。

三是强化管理救治。一旦发现
无症状感染者，要立即按“四早”要
求，严格集中隔离和医学管理，对密
切接触者也要实施隔离医学观察。
隔离期间出现症状，立即转运至定点
医疗机构进行救治。

四是加强群防群控。坚持群专
结合，加大防疫知识科普宣传力度，
指导公众科学防护，广泛开展培训，
提高基层疾控人员、医务人员和社区
工作人员等的防控能力和水平。从
4月1日起在疫情通报中公布无症状
感染者报告、转归和管理情况。

个人防护：养成勤洗手、
戴口罩等健康生活行为方式

【提问】如何做好个人防护？
【解答】公众要加强自我保护和健

康文明意识，强化环境卫生及个人卫
生防护，养成勤洗手、戴口罩、讲究手
卫生、一米线、开窗通风、清洁消毒、分
餐制、生病时减少去人员聚集场所和
科学戴口罩等健康生活行为方式。广
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形成良好卫生
习惯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
式，提升心理健康水平和健康素养水
平。如个人核酸检测阳性后不必恐
慌，要主动配合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健
康监测和隔离医学观察，出现发热、咳
嗽等症状后及时报告，接受医疗机构
规范诊治。 ■陈聪

据新华社 教育部3月31日宣布，
2020 年全国高考延期一个月举行。
高考延期举行主要考虑是什么？今年
高校的录取工作安排以及高校秋季开
学会有哪些变化？开学复课，学校都
做了哪些应对准备？在31日举行的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今年高考延期举行出
于什么考虑？坚持“健康第
一”和“公平第一”

高考是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
事，今年高考延期举行出于什么考虑？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王辉表示，这主
要出于“健康第一”和“公平第一”的考虑。

王辉说，2020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
为1071万。作为大规模选拔性考试，高
考必须坚持健康第一，采取最稳妥、风
险最小的方案，切实保障广大考生和涉
考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由于疫情导致各地延期开学，高
三学生复习备考受到影响。特别是
由于城乡网络学习条件等差异，部分
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受到影响更大。

“高考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确保公
平公正。延期一个月举行，可以使考
生有更多一点的时间按教学计划在
校集中学习，从而最大限度保障教育
公平。”王辉说。

面对疫情防控和时间推迟等新情
况，高考组织工作是否受影响？王辉
表示，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加强防疫措
施、考试组织管理和应急准备，为考生
提供规范化、人性化的考试服务。

随着高考延期一个月举行，高考后
填报志愿和录取时间也将较往年整体
推迟一个月左右。“本科录取预计在8月
底结束，专科录取预计在9月中旬结
束。高校秋季开学时间也相应顺延，预
计本科高校9月初至中旬陆续开学，高
职院校一般在10月初开学。”王辉说。

高校何时复课？错层
次、错区域复课

进入4月份，一些省份的高校将
陆续复课。

“高校复课第一是要错层次，开学
首先安排的是毕业年级以及有科研任
务的研究生；第二是要错区域，目前开
学的高校基本上都是本地生源的学生
先复课，外地的、低风险地区学生再陆
续复课，高风险地区的学生先暂时不
复课。”教育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登峰说。

同时，王登峰指出，高校的开学要
提供全方位的防护，从学生走出家门、
搭乘交通工具到进入校园，要进行全
程监控，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各地高
校开学时间由各地和各高校一起根据
疫情形势的研判和学生的具体构成来
确定，教育部没有统一要求。

开学复课，学校要做哪些
准备？制定详细的应急预案

日前，多个省份公布了中小学的
开学复课时间。为防控疫情，学校要做
哪些准备？王登峰表示，从陆续开学的
各地学校情况来看，除了坚持三个开学
原则，即在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之前不开

学、在学校的基本防控措施到位之前不
开学、校园和师生的公共安全得到保障
之前不开学，现在又特别强调要严防境
外输入可能带来的风险。

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都要制定
详细的应急预案，一旦出现聚集性疫
情暴发，要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并且
要及时上报。

同时，王登峰对学生和家长提出
一些建议：一定要认真了解新冠肺炎
以及疫情防控的基本要求；要养成良
好的生活和卫生习惯，按时作息，适
度体育锻炼，加强营养，勤洗手、勤通
风，做好自我防护。

未归国海外留学人员
遇到困难怎么办？可联系
驻外使领馆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快速蔓延，
广大海外留学生的安危牵动人心。

“我国海外留学人员总数约160万
人，目前在国外的约142万人。”教育部
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刘锦表示。

目前国际长途旅行面临行程不
确定和感染高风险，刘锦建议，在海
外的留学生们尽可能减少长途旅行，
避免交叉感染。

近九成海外留学人员没有回国，
有些受疫情影响遇到困难。刘锦表示，
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与驻外使领馆联
系，如住房、医疗、学业、签证等方面的
问题。万一海外留学人员不幸确诊，
驻外使领馆第一时间会对确诊的留学
人员提供领事保护，积极协助在当地
就医。 ■刘羊旸 王卓伦 王秉阳

健康第一 公平第一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回应热点话题

据新华社“随地吐痰”是个老问
题。痰是呼吸道的分泌物，含有成千
上万的病菌。它是人体的废物，也是
非典型肺炎、新冠肺炎、肺结核、流行
性感冒、霍乱、麻疹等疾病的传染源，
可谓“小小一口痰，病菌千千万”。

“不随地吐痰”早已是学校教育
的“口头禅”、社会文明程度的“度量
衡”，有的地方“文明促进条例”中已
有明确规定。显然，“随地吐痰”不仅

是个人素养问题，也是一种危害社会
文明和公共卫生安全的行为，而人们
总是置若罔闻。

大家不要忘记，新冠肺炎疫情警钟
仍在长鸣，卫生安全是人类时刻面临的
生存问题。在这场全球性疫情面前，中
国有十足的信心战胜毒魔。那么，我们
也应有勇气挑战未来的卫生隐患，向

“随地吐痰”行为宣战，祛除这一“顽疾”。
在这场疫情中，数千同胞已付出

生命的代价。如果能使大家警醒，用实
际行动克服此陋习，某种意义上讲，也
是我们的一大胜利。疫情过后，甚或现
在就开始，相关部门可在全国范围开展

“随地吐痰”专项治理活动，严厉整治这
一习惯性危害公共卫生安全的行为。

当然，国家层面也应制定法律规
范，将“不随地吐痰”写入其中，进一步
要求人人遵守，成为公共卫生安全的
维护者、监督者、受益者。 ■贾立君

向“随地吐痰”宣战

传染性如何？如何加强防控？
——国家卫健委解答新型冠状病毒无症状感染者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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