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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奥密克戎病毒致病性的减弱、疫
苗接种的普及、防控经验的积累，我国疫情
防控面临新形势新任务。

12 月 26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公
告，将于 2023 年 1 月 8 日将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从“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这
是自 2020 年 1 月 20 日我国开始实施严格
的传染病甲类防控措施后，疫情防控政策
的又一次重大调整。

执行“乙类甲管”已近 3 年的调控政
策，此次为何调整为“乙类乙管”？政策调
整的主要依据是什么？调整是否意味着防
控力度降低？调整之后会带来哪些改变？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特邀权威专家、国家
卫健委新冠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
家组组长梁万年第一时间回应公众关切。

问：新冠病毒感染从“乙类甲管”调整
为“乙类乙管”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答：分类管理一直是我国传染病防控
的策略，一直实行动态调整，依法科学管理
一直是我国应对传染病的基本原则。

当前，我国法定传染病共有 40 种，其
中甲类2种，乙类27种，丙类11种。甲类
传染病包括鼠疫、霍乱。乙类传染病包括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艾
滋病等。其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染性
非典型肺炎和炭疽中的肺炭疽，采取甲类
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丙类传染病为监
测管理传染病，包括流行性感冒等。

将传染病从“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
乙管”，要具备相关条件。在依法的前提
下，根据对病原体、疾病的性质和危害性的
认识，根据人群免疫力和卫生健康系统的
抵抗力，根据疫情现状和未来走向，聚集专
家的智慧、借鉴国内外经验，综合考虑各方
面的因素才能做出决策。

从法理依据来看，当一种传染病可能对
公民的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会造成严重危
害，可能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时，
国家可以对公民和社会采取高强度的干预
措施。但是当传染病对人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的危害减弱，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减轻
时，国家就应当动态调整干预措施的强度，
保证传染病防控措施因时因势优化调整。

当新发传染病出现时，由于对其病原

学和流行病学特征缺乏认识，其传染力、致
病力以及病原变异特征尚不清晰，为了最
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
国自2003年传染性非典型肺炎、2009年甲
型H1N1流感等新发传染病应对以来，有
效经验做法是第一时间将其纳入乙类传染
病但实施甲类传染病管控措施。但随着对
疾病及病原体流行规律研究与认识的不断
深入，临床治疗手段、疫苗和药物的研发应
用以及有效防控措施积累，曾采取“乙类甲
管”的非典、禽流感回归乙类传染病管控措
施，而甲型H1N1流感则并入流行性感冒，
按照丙类传染病监测管理。

问：有网民认为，这种调整意味着防控
力度降低，将使疫情更快更大范围传播，会
这样吗？疫情防控今后的重点是什么？

答：调整后，将在感染者与密接人员隔
离、疫区封锁、交通卫生检疫等防控措施上
做出相应的调整。针对乙类传染病，对传
染源和密切接触者一般不再进行严格的隔
离管理，因此，在防控措施调整初期可能会
出现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增加，继而引发药
品供应不足、公众恐慌等现象，为此，我们
积极针对这些风险准备应对方案，保障调
整的平稳过渡。

当前，我们需将工作重心从防控感染
转到医疗救治上来，工作目标是保健康、防
重症，确保防控措施调整转段平稳有序。
特别需要关注老年人、有基础性疾病人群
等重症高风险人群的疫苗接种、个人防护
和感染后的及时救治，最大限度减少重症
和病亡。

为有效防范风险，有必要采取如下措
施：一是加强疫苗接种，特别是老年人、慢
性病患者等人群的接种。二是加强药品
供应保障。三是通过在线健康咨询、合理
用药科普等，鼓励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无
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优先选择居家隔
离治疗。四是完善医疗机构分级诊疗机
制，优化配置医疗资源，加强基层诊疗能
力建设，统筹新冠病毒感染者的救治和日
常医疗服务保障工作，尽最大可能不影响
正常医疗服务。五是做好风险沟通，面向
公众加强宣传倡导。围绕健康监测、个人
防护、居家合理用药、垃圾弃置等方面给

出建议，帮助公众了解如何用药、何时就
医以及去哪里就医等具体问题，促成公众
理性和以平常心应对新冠疫情。六是关
心关爱医务人员、维持社会经济日常运行
的人员，合理安排工作。七是加强病毒变
异、疾病严重性、医疗资源使用情况的监
测，尽量避免发生医疗资源挤兑。

问：为什么说我们已经具备了调整为
“乙类乙管”的基本条件？

答：将新冠病毒感染从“乙类甲管”调
整为“乙类乙管”，是聚集专家的智慧、借
鉴国内外经验、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作出
的决策。应该说，当前人类对新冠病毒和
疾病的认识进一步加深，疾病的危害性下
降，有效的疫苗和药物供给，以及应急处
置能力的提升等，都为这次调整创造了条
件。近三年的抗疫工作，也为调整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一是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致病性
明显减弱。国际和国内监测数据证实，奥
密克戎变异株的致病力和毒力相比原始株
和其他关切变异株显著减弱。

二是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得到普及。截
至目前，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34亿多剂次，覆盖人数和全程接种人数分
别占全国总人口的92%以上和90%以上。

三是医疗救治能力得到提升。通过完
善分级诊疗救治体系，加强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增设发热门诊，增加定点医院重
症病床、ICU以及相关救治设备与物资，统
筹实现新冠病毒感染者的救治和日常医疗
服务保障。

四是我国已具备包括中药、西药在内
的抗新冠病毒药物生产和供给能力。

五是人民群众健康意识、健康素养进
一步提升，自我保护能力逐渐提高。随着

《新冠病毒感染者居家治疗指南》的发布、
居家治疗常用药的普及，在医务人员指导
下，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可居家进行
健康监测和对症处置。

政策调整后，我们要克服麻痹思想，特
别需要关注病毒变异监测、医疗资源使用
情况监测，切实做好保障健康、降低重症、
减少死亡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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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对于老人而言是个“危
险”的季节。除了寒冷导致心脑
血管疾病高发外，由于天冷路滑，
跌倒造成骨折也是一大威胁。老
年人应该如何预防骨折的发生？
如果不慎跌倒造成骨折，应该怎
么做？近日，记者采访了昌吉市
人民医院骨科医生白杨。

白杨首先介绍了骨折的分
类。他说：“骨折是骨科疾病中比
较常见、常发生的一种，骨质疏松
的人更容易发生骨折。一般来
说，骨折主要发生在四肢、手腕
处、脚踝处等。但是老年人包括
骨质疏松患者更易发生在脊椎
上，如胸、腰椎椎体骨折。”

白杨表示，我们无法预见和
控制骨折的发生，但是可以通过
多种方式把骨折的发生概率降到
最低。对此，白杨提出以下建议：

1.要适量进行有氧运动，如
慢跑、散步，这样可以增加全身代
谢及血液循环，使钙质充分被骨
骼吸收。不仅能够培养身体的平
衡和协调能力，还可以增强骨骼
的硬度，有效避免意外损伤造成
的骨折、脱位。对于一些患有骨
质疏松的老年人应咨询医生意
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进行锻
炼。

2.平常多晒太阳，增加体内
维生素D的形成，维持骨骼对钙
质的吸收利用。

3.饮食方面调理，建议多吃
富含钙、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食物，
有效预防骨质疏松。

4.老年人在冰雪天或者湿滑
路面行走时应尽量缓慢，外出时
多穿低跟鞋、运动鞋，居家时应注
意保持房间光线充足。老年人随
着年龄增长和视力下降，避免起
夜摔跤导致骨折。

5.注意口服用药。老年人大
多有慢性疾病及心脑血管疾病，
需要每天服用治疗药物，这些药
物中有不少药物存在副作用，可
能使人头晕失去平衡，造成骨折
意外的发生。因此老年人在吃药
前先看说明，吃药后先静坐一会
再活动。复查疾病时，及时告知
医生身体情况，便于调整用药。

随着冬季雨雪天气增多，路
面时常有结冰现象，当市民外出
时不慎滑倒或遭受其他外力可能
导致骨折时，应该怎么做呢？

白杨说，在户外摔倒后要先
坐着或躺着不动，并大声求救，同
时自行检查受伤部位是否有严重
肿胀、骨头变形、无法移动肢体、
剧烈疼痛等症状。如果已经骨
折，就地取材如选择木棍或长型
硬板、手杖、报纸等，再以衣物、布
条、丝袜或毛巾等做成简易固定，
限制伤处活动，并立即送医。若
无上述症状，可慢慢站起来。后
期应持续观察，并冰敷。若事后
出现肿胀、骨头变形等症状，需马
上就医。

冬季跌倒骨折

怎么办？
本报记者 李思佳

通讯员 高雅

新冠疫情防控近三年后为何回归乙类管理
——权威专家详解新冠病毒感染实行“乙类乙管”系列之一

从德尔塔、拉姆达再到奥密克戎……
过去3年，狡猾的新冠病毒一次次更换“马
甲”，这也给防疫工作增加了不小的难度。
很多人觉得，现在的新冠疫苗只是针对当
下流行的新冠病毒，病毒变异后疫苗就没
用了。

对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
世界卫生组织疫苗研发委员会顾问邵一鸣
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新冠疫苗
不会白打。

邵一鸣表示，在新冠病毒变异株面前，

新冠疫苗诱导的中和抗体水平可能会有所
下降，即疫苗的保护效力可能会下降。不
过，只要接种了，新冠疫苗就会为接种者构
建针对新冠病毒的基础免疫力。即便病毒
变异株逃脱疫苗防护屏障的能力变强了，
仍然可以补打新的变异株疫苗作为加强
针。如此一来，加强针就可以在已有免疫
的基础上，快速激发出人体应对变异株病
毒的免疫保护力。

另据媒体报道，巴西圣保罗州布坦坦
研究所曾经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

国与巴西合作研发的克尔来福新冠疫苗能
够有效对抗在巴西、英国及南非出现的变
异新冠病毒。研究人员从已接种疫苗的志
愿者体内提取血清，将其与变异病毒一同
置入培养皿，结果显示血清中的抗体能够
有效对抗变异病毒。

除此之外，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发
布的信息，从全球对新冠病毒变异的监测
情况看，尚无证据证明在病毒变异株面前，
现有新冠疫苗会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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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一直变异，打疫苗无用？

疫苗不白打，可建立基础免疫屏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