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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指导各地科学精准做好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防控工作，在认真总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

控方案（第八版）》印发后的防控工作实践，特别是

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速度快、隐匿性强等特点

的基础上，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

联控机制综合组组织修订形成了《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防控方案（第九版）》，全面落实“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切实维护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

一、优化调整风险人员的隔离管理期限和方式
将密切接触者、入境人员隔离管控时间从“14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7 天居家健康监测”调整为

“7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3 天居家健康监测”，核酸

检测措施从“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第 1、4、7、14 天

核酸检测，采集鼻咽拭子，解除隔离前双采双检”调

整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第 1、2、3、5、7 天和居

家健康监测第 3 天核酸检测，采集口咽拭子”，解除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前不要求双采双检。密接的密接

管控措施从“7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调整为“7 天

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第 1、4、7 天核酸检测。

二、统一封管控区和中高风险区划定标准
将两类风险区域划定标准和防控措施进行衔接

对应，统一使用中高风险区的概念，形成新的风险

区域划定及管控方案。高风险区实行“足不出户、上

门服务”，连续 7 天无新增感染者降为中风险区，中

风险区连续 3 天无新增感染者降为低风险区。其他

地区对近 7 天内有高风险区旅居史人员，采取 7 天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措施。中风险区实行“足不出区、

错峰取物”，连续 7 天无新增感染者降为低风险区。

其他地区对近 7 天内有中风险区旅居史人员，采取

7 天居家医学观察措施。低风险区指中、高风险区所

在县（市、区、旗）的其他地区，实行“个人防护、避免

聚集”。其他地区对近 7 天内有低风险区旅居史人

员，要求 3 天内完成 2 次核酸检测。

三、完善疫情监测要求
加密风险职业人群核酸检测频次，将与入境人

员、物品、环境直接接触的人员核酸检测调整为每天 1

次，对人员密集、接触人员频繁、流动性强的从业人员

核酸检测调整为每周 2 次。增加抗原检测作为疫情监

测的补充手段，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可疑患者、疫情

处置时对中高风险区人员等可增加抗原检测。

四、优化区域核酸检测策略
明确不同人口规模区域核酸检测方案，针对省

会城市和千万级人口以上城市、一般城市、农村地

区，综合疫情发生后感染来源是否明确、是否存在

社区传播风险及传播链是否清晰等因素进行研判，

根据风险大小，按照分级分类的原则，确定区域核

酸检测的范围和频次。

（综合）

第九版防控方案权威解答
8 月 10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

会，介绍近期疫情防控工作。

第九版防控方案应对奥密克戎
是否仍然有效？

当前，各地都按照新版防控方案

的要求，立足于快速精准做好风险

管控，积极应对。可以看到，几乎每

一起疫情基本都能够在短时间内得

到有效控制，说明《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防控方案（第九版）》对奥密克戎

变异株行之有效。

根据国内外研究显示，奥密克戎

BA.5 变异株的流行特征和传播特

点和其他的奥密克戎相比，虽然没

有发生本质的改变，但是相较于较

早时间流行的BA.2 毒株来说，传播

能力的确是略有增强。更为重要的，

它的免疫逃逸能力出现了很明显的

增强，发生再次感染的风险有所增

加，所以这给防控工作带来了更大

的难度和挑战。

疫苗接种可否等一等？
目前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国家

也都开展了新疫苗的研发，通过新

疫苗的研发，期望疫苗能够发挥阻

断感染的作用，另外，提高免疫保护

的持久力、减少病毒变异所带来的

免疫逃逸的现象。其中，包括奥密克

戎变异株在内的疫苗研发也在进展

中，未来可能有单苗，也有可能有联

苗。但是，疫苗研发，尤其是新的疫

苗研发需要时间，另外在研发过程

中也有一些不确定性。目前我们使

用的疫苗在预防重症和死亡效果上

是显著明确的。在这种情况下，完成

全程接种和打加强针，能有效预防

重症和死亡。当前，奥密克戎变异株

传染性非常强，在这种情况下，一旦

有了疫情出现，对没有接种疫苗的

老年人带来的危害比较严重，所以

建议符合条件的老年人要尽快接种

疫苗，按照规定的间隔完成加强针

的接种。

缩短对集中隔离等的追溯时间

会加剧疫情传播吗？
为了进一步提高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措施的科学性和精准性，2022

年 4-5 月间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综合组在全国部分地区开展了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试点研究工

作，研究发现，奥密克戎变异株平均

潜伏期缩短，多为 2-4 天 ；绝大部

分都能在 7 天内检出。基于研究结

果和国内多地的防控实践，第九版

防控方案对入境人员、密切接触者

以及中高风险区的管控周期进行了

优化，它兼顾了以最小的成本和代

价达到最佳的防控效果，确定了集

中隔离、中高风险管控时间以及来

自中高风险区的追溯时间，都确定

为 7 天。并确定高风险区采取“足不

出户、上门服务”的封控措施，中风

险区采取“人不出区、错峰取物”的

管控措施，在封管控期间，按照防控

方案的要求，科学开展核酸检测。对

尚未转运的风险人员、抗原检测阳

性人员、核酸混检阳性的待复核人

员、行动不便的病人以及高龄老人

等特殊人员实行上门单采单检。对

于曾发现阳性感染者的楼宇、院落

要落实上门采样，同时也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进行优化，先行抗原检测，

阴性后再做好安排有序地进行核酸

检测。对于非入户检测，明确要加强

现场组织管理，实行专人引导，分时

分区，固定路线，做好个人防护，防

止交叉感染。这些措施已经在大量

的实践中证明是十分有效的，在严

格做好以上社区人员管控和核酸监

测工作的基础上，缩短管控期限并

不会增加疫情传播的风险。

推进核酸检测结果全国互认进
展如何？

《关于进一步推动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结果全国互认的通知》印发以

来，各地迅速组织落实。有的地方创

新探索一些互通互认的方式，进一

步方便群众使用。比如，有的地方新

增了查询外省市核酸检测结果，并

上传到健康宝的功能，有的上线核

酸信息的关联服务，有的还可以随

时切换省内和全国的核酸检测数据

库。这些做法都是为了方便群众，目

前进展顺利。

接下来，国家卫生健康委将进

一步提高信息共享时效，优化完善

健康码管理，更加便利群众的安全

有序出行。如果遇到核酸检测结果

不互认的情况，大家可以通过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和各地设置的公众

留言板来进行反映，也欢迎媒体朋

友们一起监督落实。

如何应对流感和新冠肺炎双流
行风险？

目前，全球仍然处于新冠肺炎

大流行，因此在今年秋冬季或者是

冬春季，有可能出现流感和新冠肺

炎叠加流行的风险。针对这种风险，

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 ：长

期监测流感和新冠肺炎活动水平和

特征，我们国家的流感监测在全球

都是排在前列的，哨点医院、监测网

点、实验室在全球都是名列前茅，动

态开展风险评估，及时发布预警信

息 ；在发热门诊，我们对发热患者

要进行排查和分诊，及时识别和诊

断流感和新冠 ；一旦出现疫情，当

地会根据疫情的风险评估，采用一

些必要的公共卫生措施，不管是新

冠还是流感。在对新冠肺炎防控的

同时，也可以有效降低流感的传播；

积极推进流感疫苗接种工作，今年

我们国家流感疫苗批签发比较早，

建议各地及时做好流感疫苗接种工

作准备。

秋冬季即将来临，我们呼吁公众

做好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控，在流感

季来临之前要及早进行流感疫苗接

种，特别是针对老年人和医务工作

者。一旦出现发热、干咳、乏力等流

感样症状，要及时就医，平时要做好

个人防护，包括勤洗手、科学规范佩

戴口罩、常通风、少聚集等。

（综合）

落实落细疫情防控措施  全力抓好经济社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