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刘晓峰表示：高风险区实

行区域封闭，安排24小时值守，加强人员管理。

封控期间如发现新的感染者，应及时组织

开展风险研判，按照“一区一策”要求，可将原

封控区域全部或部分延长封控时间。高风险区

连续5天未发现新增感染者，且第5天风险区

域内所有人员完成一轮核酸筛查均为阴性，降

为低风险区。符合解封条件的高风险区要及时

解封。

高风险区人员应按要求做好健康监测、核酸

检测、抗原自测。重点区域应做好环境消毒和监

测，对厢式电梯、电梯按键、楼道、楼梯扶手、单元

门把手等人员频繁接触的重点部位进行消毒；对

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居住、工作、活动等场所，

及时开展终末消毒并评估消毒效果。高风险区还

应保障好居民生活和医疗需求，为独居老人、未

成年人、孕产妇、残疾人、精神障碍患者、慢性病

患者等提供就医便利；必要时提供心理支持、心

理疏导等心理援助服务。

来源：北京晚报

本报讯（特约记者 孙莹）当前，北京新增本

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社会面病例数快速增

长。在疫情防控形势更加严峻的时候，作为防疫

一线的街道、村居委会要承担起哪些职责？个人

在疫情防控中应该履行哪些义务？中国政法大学

应急管理法律与政策研究基地主任林鸿潮教授

对相关法律问题进行了解读。

新冠肺炎疫情
仍按甲类传染病管理

林鸿潮介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

治法》将传染病分为甲、乙、丙三类。新冠肺炎疫

情自2020年在武汉暴发后，当时国家卫健委就

把它列为乙类传染病，再经过国务院的批准，按

照甲类来进行管理。直至目前，仍然是按照这个

措施在管理。

作为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针对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的各项措施主要是依据《突发事件应对

法》《传染病防治法》以及国务院出台的《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另外，地方上也有一些地

方性法规和规章，比如《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条例》。综合这些法律和法规中涉及的防

控措施，可以归为能力动员类，救治和援助类，物

资和秩序保障类，另外像采取隔离管控措施基本

上可以归为危险源控制类。

确定封控范围
以存在相对较高风险为准则

社会公众十分关注高风险区的划定和封控

问题。根据相关规定，原则上将感染者居住地以

及活动频繁且疫情传播风险较高的工作地和活

动地等区域划定为高风险区，高风险区一般以单

元、楼栋为单位划定，不得随意扩大。针对此，林

鸿潮教授进行了解读。

“个人感染新冠肺炎病毒后，可能成为传染

源，从而构成了一个危险源，需要进行隔离。另

外，感染者活动比较频繁的空间也构成危险源

了，要进行封控。”林鸿潮表示：“采取隔离封控措

施的范围有多大，要看必要性。主要针对的就是

感染者活动比较频繁的区域，原则上是封控一个

楼栋、一个单元。当然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感

染者的传播路径还不明，或者说已经发生了社区

的扩散，这个时候经过专业人员的严格评估，可

能适度地扩大管控的范围。因为感染者活动的范

围也会不一样，有些人可能比较简单，有些比较

复杂。比如说一个小区里面，如果是物业管理人

员或者社区管理人员感染，他可能各个楼栋各个

单元都去过，路径就比较复杂了。”

林鸿潮强调，无论是哪种情况，还是要以必

要性为原则，封控的范围肯定是以“存在相对较

高风险”作为一个总的准则。在采取封控管控措

施的时候，要畅通救济渠道。“最典型的就是

‘12345’接诉即办，要有一个很便捷的渠道，随

时在疫情防控过程当中让居民的问题得到及时

的回应和解决。”

街道乡镇可组织核酸检测
村居委会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过程中，街道以及村

居委会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有哪些法定职责呢？

林鸿潮教授说，《突发事件应对法》《传染病

防治法》对此的规定比较原则，但《北京市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规定比较详细。首先，乡

镇和街道作为基层人民政府或其派出机关，承担

的职责有：进行公共卫生安全风险排查；组建基

层公共卫生应急队伍、做好应急物资准备；在发

生疫情之后，组织实施健康监测，最典型的就是

核酸检测；还有对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共卫生防控

知识的宣传普及，以及及时回应居民的诉求。

“村居委会，要解决的是‘最后一公里’问

题。”林鸿潮表示，村居委会的主要工作一是要组

织好社区范围内的群防群治，比如做好个人防

护、社区公共空间、人员密集场所的清洁消毒等。

二是做好信息类的工作，包括对人民政府有关措

施的告知、解读宣传，本社区信息上报等。另外，

在管控期间，社区居民在生活上有困难的，社区

要协助进行保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要组

织居民进行互助等。

落实四方责任
个人做好这三点

《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规定

了四方责任，林鸿潮认为比较有特色，其中对于公

众个人参与防疫应当履行的义务也予以明确。

林鸿潮介绍说，四方责任中的“四方”有属

地，包括人民政府、乡镇街道、社区等，有各相关

职能部门，还有单位，最后一方是个人。条例规定

了个人的一些义务。

个人义务大概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是

个人有做好自我防护，当身体出现异常情况，要

及时就医及时报告的义务。第二，当人民政府及

其相关部门采取应急措施，村居委会来协助落实

这些措施时，个人有协助配合的义务。第三是在

信息方面的义务，比如说接到流调监测时要如实

说明情况，不能隐瞒行程，包括进京返京要及时

报备等等。 来源：北京日报

本报讯（特约记者 孙乐琪 李祺瑶 实习记者 柴嵘）

当前，本市疫情形势严峻复杂，参加常态化核酸检测安

全吗？按要求做核酸有什么重要性？老年患者、有基础疾

病患者如何更好地保护自己，避免新冠病毒传染？……

针对市民关心的热点问题，市疾控中心和北京地坛医院

的相关专家给出解答。

专家表示，本市正流行的奥密克戎BF.7变异株传

染性强、传播速度快、隐匿性强，无症状感染者和轻症患

者较多，核酸检测是找出潜在感染者的有效手段。参加

常态化核酸检测风险较低，核酸检测本身是安全的。

核酸检测是实验室诊断的金标准
“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和轻症患者较多，临床表

现不特异，通过症状和体征诊断新冠肺炎的难度较大。”

市疾控中心副主任、首席专家王全意介绍，核酸检测灵

敏度和特异度都比较高，经济快速，是新冠肺炎病毒感

染实验室诊断的金标准。

当小区、楼宇、单位出现新冠肺炎病例时，要在最短

时间内完成全员核酸检测，第一时间发现其他感染者。

还要根据风险评估确定后续检测频率，以进一步发现已

经处于潜伏期的感染者，尽快控制疫情。当出现社区传

播时，社会上存在隐匿的感染者，这些人作为传染源会

传播病毒，但却不容易被识别出来。按照防控方案第九

版的要求，对一定区域的全部人员开展核酸检测可以找

出潜在的感染者，实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阻断病毒的传播。

有市民对排队做核酸产生了一些安全方面的顾虑。

常态化做核酸安全吗？王全意表示，参加常态化核酸检

测风险较低，核酸检测本身是安全的，但是要做好相应

措施，才可以把风险降到最低：密切接触者、高风险区的

居民不应该参加社会面的常态化核酸检测，高风险区应

该做好核酸检测的组织工作，按照分时、分批、有序的原

则，在做好防护的情况下开展核酸检测；核酸检测点要

全力做好组织和管理工作，维持好秩序，保持好两米线

的安全距离；个人在核酸检测排队时，一定要佩戴口罩，

保持距离，不聚集、不吃零食。

他提示市民，做核酸前了解一下核酸检测点排队情

况，尽量避开排队高峰前往；排队时要“一”字形排队，不

要“回”字形排队，在扫码、登记时，不要触碰核酸检测

台，不要把手机、身份证放在台面上。前面的人员完成采

样后不要立刻上前，等前一个人离开且医务人员完成手

消、拿出新棉签后再上前；仅在采样时短时间摘下口罩，

屏住呼吸，采样结束后立刻戴好口罩。

老年患者尽量分时段到医院就医
北京地坛医院医院感染管理处处长、主任医师卢联

合介绍，奥密克戎BF.7变异株传播力非常强，也给院感

防控工作增加了难度。老年患者、有基础疾病患者等特

殊人群前往医院治疗时，一定要做好防护，佩戴医用外

科口罩，根据情况选择佩戴N95或KN95口罩；同时，应

尽量避免前往人多的公共区域，就医尽量选择人相对较

少的时段，分时段就诊，尽量缩短在医院或人群密集处

的时间；进入医院后，要注意手卫生，接触电梯、门把手

等他人高频接触的位置后要及时消毒；就诊结束后，如

需等待检查结果，最好离开医院，寻找相对人少的地方

等待，出结果后再返回医院。他提醒市民，一般情况下的

身体不适，尽量不要到人流密集的大医院，可以选择到

社区医院进行咨询和处理。

如果出现呼吸道症状，应该怎么做？卢联合说，如果

在家中出现如咽干、咽痛、周身不适等症状，要特别注意

自己有没有感染新冠病毒的可能，注意尽量避免跟家人

的接触，可以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并保持开窗通风；出房

门活动要戴好口罩，去卫生间后，一定用排风扇或开窗

通风，使用含氯的消毒剂进行喷雾消毒。门把手、坐便器

等接触部位也需要用消毒湿巾或酒精消毒，保证家人安

全。最重要的还是迅速进行核酸检测，排除感染新冠病

毒的风险。前往医院就诊时，应该选择发热门诊或特殊

设立的门诊，避开急诊或人群特别密集的门诊区域，佩

戴好口罩，做好手卫生等防护措施。

接种疫苗可以减少被感染可能
本轮疫情的主要毒株奥密克戎BF.7变异株，是国

内奥密克戎“家族”里传播力最强的亚分支。其在临床表

现上与其他毒株有哪些不同？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

临床中心主任、主任医师陈志海介绍，奥密克戎BF.7变

异株最明显的临床特点就是潜伏期进一步缩短，部分人

感染后一直没有明显的表现，即无症状感染者。另有部

分人在感染后3.5天左右开始出现临床症状，主要表现

为咽干、咽痛、干咳、头痛、发热等症状，即为轻型患者。

少数轻型患者病情进一步加重，肺部出现肺炎表现，病

情进展为普通型。“从致病性上来看，BF.7变异株和其

他的奥密克戎变异株差别不大，目前没有发现根本性的

加重或者减轻。”

奥密克戎BF.7变异株会使患者本身的基础病进

一步加重吗？陈志海表示，任何感染性的疾病，只要感

染后出现了明显症状，患者自身的基础病都会加重，

新冠病毒感染者也是如此。不论哪种毒株，发病后都

会引起基础病加重，因此，合并基础病的老年患者会

面临更大的风险。“我们在临床中还发现，接种过疫苗

的患者抗体出现更早，水平更高，病情会明显减轻，并

且死亡的可能性会下降；有加强接种的老年人，所出

现的症状更会有明显减轻。因此，接种疫苗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起到减少感染、减轻病情、减少死亡的可

能。”他呼吁还没有完成接种的老年人尽快接种疫苗，

起到更好的免疫效果。

来源：北京日报

疫情小贴士

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刘晓峰：日常居家以卫生清洁为主，预防性消毒为辅。如

确需预防性消毒，不建议使用高浓度消毒剂，不直接对人进行消毒；使用时严格

遵循消毒产品说明书，根据不同的物品和环境，选择适用的消毒方法，严禁超范

围使用。

市民要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每日开窗通风2至3次，每次至少30分钟。日常手

卫生以洗手为主，在流动水下采用“七步洗手法”。如进行手消毒，要取适量手消毒

剂于掌心，双手揉搓，均匀涂抹于手部表面，揉搓消毒至干燥。家中的桌面、家具、

门或窗把手等一般物体表面应保持清洁；手机、遥控器、鼠标、键盘等小件物品可

用酒精湿巾擦拭消毒。卫生间坐便器周边、冲水按键、洗手池、水龙头等应随时保

持清洁，及时消毒。必要时，可以按产品说明书使用含氯消毒剂擦拭消毒。

来源：北京日报

居家人员如何做好清洁消毒

法律专家：
确定封控范围以存在相对较高风险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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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常态化核酸检测风险较低 核酸检测本身是安全的

如何管理高风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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