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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我国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
作了进一步优化。十条优化措施出台后，
我国如何更好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呵护人
民健康？如何发挥好中医药的特色优
势？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12月9日举行
新闻发布会，就相关热点问题作出回应。

加强医疗资源储备 做好高风险人群
健康服务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说，
十条优化措施出台后，相关部门又陆续作
出工作部署，强调优化就医流程，发挥医
联体作用，也对发热患者就诊、居家隔离
治疗，以及老年人、孕产妇和儿童健康服
务等提出了明确要求。

“老年人是新冠肺炎的高风险人群，
如何保障老年人的安全，是我们实现‘保
健康、防重症’目标的一个关键性、决定性
因素。”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
辉说，目前，城市和县域基本上都建立了
医联体组织模式，这为我们做好老年人的
健康监测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对于老年人，一旦出现病情的变化，
不要求逐级转诊，而是通过三级医院开通
的绿色通道，直接到医疗水平高的医院，
接受相应的诊疗服务。”焦雅辉说。

焦雅辉介绍，省会城市以及发挥区域
医疗中心作用的中心城市的定点医院，除
要准备好重症床位资源以外，还要提高综
合诊疗能力；以地市为单位，把方舱医院
升级改造成亚定点医院，使其具备一定的
治疗功能，按其床位10%的比例来改造监
护床位。

与此同时，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发热门
诊建设，二级以上医院都要开设发热门
诊，应设尽设，应开尽开；凡是发现没有经
过卫健部门同意擅自关闭和停诊发热门
诊的，要立即予以纠正。

不以核酸检测结果作为接诊条件 优
化流程便利患者就医

“不能以核酸检测的结果作为是否接
诊的先决条件。”焦雅辉说，所有的医疗机
构根据病情、根据患者的主诉来收治，患
者也根据病情的需要来选择就诊医疗机
构。

焦雅辉介绍，各地将调整和优化就医
流程，尽最大努力降低医院内交叉感染风
险，保证就诊患者及医务人员的安全。

“到二级以上医院就诊，对普通门诊
的病人，我们要求在预约诊疗或预检分诊
的时候，出示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主要目的是要把核酸阳性和核酸阴性的
患者区分开。”焦雅辉说，如果核酸阳性的
话，安排在核酸阳性诊疗区开展治疗。

在急诊方面，如果患者有核酸阴性证
明，则直接接受相应的医疗服务；如果没
有，则进入到缓冲区，不影响、不延误医疗
急救服务。

近期，有些地方的核酸采样点撤掉
了，但有些场合还是要查验核酸，给群众
带来不便，有的核酸点也排起了长队。

对此，焦雅辉说，近一段时间之内，
还会有一部分人有核酸检测方面的需
求，我们要求各地在优化调整疫情防控
措施过程当中，不能随意撤除核酸采样
点，还要保持现有核酸采样点的布局和
规模不变，而且要保留一段时间，确保

“愿检尽检”。
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 中西医结合加

强医疗服务保障
“面对疫情，中医药有其独特的理论

和实践体系，是疫情防控‘中国方案’不可
或缺、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医政司司长贾忠武说。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
长刘清泉表示，临床实践证明，中医药及

中西医结合救治的效果是显著的，特别是
能够显著改善新冠肺炎患者发热、咽喉疼
痛、咳嗽、乏力等症状，在缩短核酸转阴时
间等方面具有很好的优势。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建立健
全中西医协同处置疫情和救治工作机制，
有效降低了转重率、病亡率和发病率，组
织筛选了一批以“三药三方”为代表的有
效方药，做到了“有机制、有体系、有队伍、
有药物”，为中医药更好发挥特色优势提
供了坚实的保障。

米锋表示，要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
药并用，为群众做好医疗服务保障。

刘清泉表示，下一阶段，要重点提高
中医医院的综合救治能力，尤其是急危重
症的救治能力，加强中医医院发热门诊、
感染性疾病科、急诊科、肺病科、重症医学
科等重点科室建设，进一步提高中医药疫
病防治临床疗效。

刘清泉介绍，我国还将加快推进国家
中医疫病防治基地和紧急医学救援基地
建设，做到“平战结合”，充分发挥中医药
在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等重大公共卫生
事件，以及面对重大自然灾害、需要紧急
医学救援时的独特作用。

春运来了怎么做好个人防护？发热
是否要上医院？感染新冠怎么办？有没
必要囤积药物？还要不要戴口罩？……
12月9日，钟南山院士接受新华社独家专
访，就群众关心的七大焦点问题一一解
答。

焦点一：春节春运将来临，该如何防
护？

临近春节、春运，不少群众返乡过
年。在人群密集的路途中、走亲访友时，
如何做好个人防护？

钟南山认为，当务之急是加速新冠疫
苗加强针接种。他说，我国已有大量人群
接种了新冠疫苗，加强免疫接种是防疫新
阶段最好的保护办法。

“2023 年春节还采用就地过年办法
的可能性很小，但仍然要加强准备工作。
我建议准备回家的人要加强疫苗接种，就
算得了新冠也不会很重。”钟南山说。

“打了加强针以后，一般两周就起效
了。这样对春节春运期间百姓回家大量
人群迁移时，防止大规模传播有很大的好
处。在全国加强疫苗接种刻不容缓。”钟
南山建议，特别是老年人、有基础疾病的
人群，接种了疫苗更让人放心。“如果已经
接种了两针灭活疫苗，需要再加上另外一
针作为加强。”

焦点二：奥密克戎到底有多强的传染
性、毒性？

为什么近期病例数增多，可能一不小
心就“阳”了？

钟南山解释说，奥密克戎作为一种新
冠病毒变异株，与此前的野生株、阿尔法、
贝塔、德尔塔等毒株相比，是一个单独进

化出来的家族，其发展、演变、变异较快。
新冠病毒跟人体细胞结合的区域叫作受
体结合区域，奥密克戎这部分蛋白中的氨
基酸，其中有96%的点位已发生了变异，
换言之，已突变得差不多快饱和了。

“奥密克戎的变异带来了对人体的免
疫逃逸现象，所以传染性很强，最新的毒
株R0系数可以达到22，也就是一个人可
以传 22 个人。目前中国主要流行的
BA.4、BA.5和BF.7等传播很快，这种情况
下，再强的防控也很难完全切断其传播
链。”钟南山说。

除了传染性，奥密克戎的致病性也受
到人们关注。钟南山说，奥密克戎的致病
性已经大大减低，近期致死率已降低至
0.1%左右，跟流感差不多。

奥密克戎已经很少见到侵袭肺部。
钟南山说：“奥密克戎变异到 BA.2、BA.4
和BA.5以后，主要的感染部位在上呼吸
道。动物实验结果显示，它已经很少侵袭
肺部；从真实世界中的人体感染来看，绝
大多数感染奥密克戎的病人症状都表现
在上呼吸道感染，常见咳嗽、咽痛和发烧
等。肺部表现上很少看到有肺炎。”

“奥密克戎的表型可以说是‘新冠上
呼吸道感染’，这一点非常明确。它极少
导致人死亡。”钟南山说。

钟南山同时提醒，由于奥密克戎的传
染性仍远远高于流感，对它的防范还是要
更加注意，重点要放在对老年人、有基础
疾病等群体的保护上。

焦点三：感染了奥密克戎后，多久能
康复？

钟南山说，新冠既然已经主要不侵犯

肺，都在上呼吸道，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导
致人的死亡。

钟南山说，从世界上和国内绝大多数
的患者来看，感染奥密克戎后大概一周左
右就可以康复，症状一般第1至3天最厉
害，第四、五天核酸检测结果常转为阴性，
那就是康复了。一般来说，绝大多数人若
确诊（奥密克戎）新冠，会在 7 至 10 天康
复。

焦点四：感觉发热了怎么办？
最近，一些城市出现了发热门诊排长

龙的现象，医疗体系是否可以应对可能出
现的感染高峰？

“发热是奥密克戎或者是新冠的一个
重要的表现，但此时也处于冬季流感高发
期，有时候发热要注意是否患有流感。有
少数人可能是双重感染。”钟南山表示。

钟南山说，发热的患者一般要注意第
一天和第二天，如果一两天还没有退烧，
可以在家做新冠抗原检测，如果是阴性，
还可以等一等。如果新冠抗原阳性，但又
没有什么其他感觉，也先不需要去医院，
居家就行。“要看持续的情况和自己的感
觉，奥密克戎的发热一般是2到3天，很少
持续，流感也是这样。如果持续时间较
长，应该去医院做进一步检查。”钟南山
说。

焦点五：假如感染新冠，需要去医院
吗？

钟南山认为，这要根据情况，“如果原
来有比较严重的基础病，又感染了新冠，
这很容易造成基础病的加重。这样的情
况要密切地跟医院和医务人员联系，一旦
有什么变化是要到医院的。”

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不需要去医
院，可以在家。但是在家并不意味着放任
不管。钟南山认为，起码有几条要注意：
第一，自己注意戴N95口罩，尽量减少感
染家人。第二，要经常带着抗原试剂，隔
一天、隔两天测试，如果数天高热不退，就
应该去医院检查了。要是没有症状，过几
天呈阴性了，就不用管了。

焦点六：还有必要戴口罩、囤积药物
吗？

钟南山表示，针对新冠病毒的变化，
要更加注意个人防护。

“我也发现，近期群众对这方面做得更
好了，这是好事。”钟南山说，口罩能够至少
减少60%的感染风险，特别是N95口罩。

近期，不少人害怕被感染而购买药
物。个人是否需要囤积一些药物？钟南
山说，他不认为应该囤药，因为奥密克戎
感染者绝大部分可以自己好转，囤药没有
太大的必要，而且容易引起恐慌。

焦点七：对复学复课有哪些建议？
“新十条”出台后，不少家长关心孩子

是否能够复学复课。
钟南山建议，从学校和孩子个人防护

来说，要充分鼓励孩子接受全程疫苗接
种，这是最核心的问题。有了全程疫苗的
接种，复课更安心。此外，可以做抗原检
查，抗原检查是比较准确的。比如复学以
后，一旦有孩子测试发现阳性，可以立刻
回家隔离，周围的孩子再做检测，如果没
有问题，可以继续上课，应该走这条路。

“各省各市各学校都有自己的情况和规
定，对此不能做一概判断，但是应该走这
个方向。”（新华社广州12月10日电）

优化流程方便患者就医 更好发挥中医药优势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回应热点问题

新华社记者 张泉 田晓航

钟南山院士解答防疫新阶段百姓关切点：

发热是否上医院？感染新冠怎么办？……
新华社记者 肖思思 马晓澄 徐弘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