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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发布会疫 情 防 控

从严有序做好动态科学精准防控
李强主持召开疫情防控专家座谈会，要求发挥专家专业支撑作用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委书记李

强主持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家
座谈会，认真听取与会专家的意见

建议。李强指出，越是疫情防控关键
阶段，越要科学研判形势、优化防控

策略。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讲话和指示

批示精神，更好发挥专家在科学决

策、风险防范、医疗救治、科研攻关、

社会引导等方面的专业支撑作用，
为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

战、阻击战作出更大贡献。
座谈会上，闻玉梅、彭靖、袁政

安、何纳、瞿介明、张文宏、卢洪洲和
张炜围绕做好上海超大城市疫情防

控工作，就疫情研判、医疗救治、科

研攻关、防控策略、公共卫生体系建

设等先后发表观点见解，提出意见
建议。

李强认真倾听记录，与在座专
家深入探讨，感谢大家为全市疫情

防控工作所付出的辛勤努力和有力
支持。他说，各位专家持续战斗在疫

情防控、科研攻关的最前线，以科学

研判为做好防控工作提供重要依

据，以精湛医术和医者仁心全力救
治患者，以专业素养主动释疑解惑，

增强市民抗疫信心。我们将认真研
究吸收大家提出的真知灼见，更加

科学、精准地做好下一阶段疫情防
控各项工作。

李强指出，要科学分析疫情形

势，始终保持高度警醒，决不能有丝

毫松懈麻痹和侥幸心理。牢牢把握
阶段性特征，不断优化完善防控措

施，从严有序做好动态防控、科学防
控、精准防控，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希望大家更好发挥
所长，加强动态研判和科学分析，推

动各项防控措施更加精准有效。要

在科研攻关上下更大功夫，强化协
同创新，加快有效药物和疫苗研发，

为国家疫情防控大局贡献上海科技
力量。要加强超大城市公共卫生体

系建设，各级医院要建立健全传染
病防控的早期发现、快速反应机制。

数据多跑路 抗疫更精准
大数据赋能各行各业赢得防控主动权

“赛跑”

不断提供防控新服务
自疫情发生以来，在看不见摸

不着的数据空间里，无数微不足道

的“比特”汇聚而成大数据，与病毒
展开了一场“赛跑”。市公安局、市卫

健委等相关部门会同市大数据中
心，全力依托大数据支撑本市疫情

防控工作。市大数据中心依托“一网

通办”打造新冠肺炎防控专栏，1月
29日在“一网通办”总门户、“随申

办”APP、“随申办”微信、支付宝小
程序同步上线。截至 2月 17日，防

控专栏累计访问次数达 381.2 万，
其中移动端近 377万。

从梳理专栏需求、产品设计，

到制定方案、UI设计；从 24小时接
入第一批事项，完成安全测试，到

包括 32个事项的新冠肺炎防控专
栏⋯⋯如今，各服务渠道以每日更

新 1-2 个版本的优化迭代速度不

断接入新服务，不断优化专栏版面

设计，不断提高用户的使用体验。目
前，来沪人员健康登记、确诊患者涉

及区域及场所查询、网上问诊、发热
门诊医疗机构查询等项目，已经成

为数据汇聚的热门服务。

高效
关注传递群众“心里话”
与此同时，大数据还能反映群

众的“心里话”。上海市大数据中心

主任朱宗尧告诉记者，“一网通办”
高度关注疫情期间群众的呼声，以

“一网通办”“我要找茬”功能为基
础，升级公众投诉及建议通道。“疫

情发生以来，我们先后收到 421条

防控建议，及时转送相关部门，反馈
处理结果，确保建议渠道畅通，回应

高效。”
例如，对于企业复工登记备案

的问题，专栏紧急开发上线“企业复
工人员网上登记系统”，为各企业提

供复工人员信息的在线填报服务，

便于企业了解返岗人员健康信息，
保障了企业复工后本市疫情防控工

作稳步推进；针对市民迫切希望了
解确诊患者涉及区域相关信息，市

大数据中心迅速响应，在上海发布
发布相关信息当天，开发上线“确诊

患者涉及区域及场所查询”功能，并

根据用户当前位置信息，提供定位、

地图展示功能。

加速
支撑病毒基因组鉴定
在当下疫情防控的攻坚阶段，

精准的基因组测序对每一位病患及

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来
说，都是有效、及时进行诊疗的重要

依据。上海科技创新资源数据中心
利用自身的大数据特长，第一时间

联合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

所、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
究所为疫情服务，共同研发了基于

二代测序数据的病毒基因组鉴定服

务，让大数据助力疫情防控跑出“加

速度”。
“根据病患的呼吸道样本二代测

序数据，通过分析流程将样本数据与
病毒基因库进行快速比对，3小时便

可检测出包括 SARS、COVID-19等
在内的所有人类已知基因组的病

毒。”上海科技创新资源数据中心战

略部科学数据产品经理左天宇告诉
记者，病毒基因组鉴定与核酸检查相

比，优势在于不仅可精准识别病毒基
因特性，还能监测病毒变异趋势并及

时做出更新判定。
“希望病毒基因组鉴定所形成

的鉴定分析结果能为更多的医院、
医生进行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参

考，同时为疫情防控、疾病诊治、药
物筛选、疫苗设计与药物研发及对

病毒溯源、变异进化、致病机理等研
究工作提供重要支撑。”上海科技创

新资源数据中心 CTO张嘉锐说。
本报记者 马亚宁

    问：在家收看电视课程，如果不

小心错过怎么办？

答：课程以电视播放为主，包括

有线电视和 IPTV，共分为 12个频
道，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每

个年级一个频道，除了首播外，还会
安排重播。无法收看电视的学生，可

通过电脑、Pad、手机等多种终端听

课。教育部门会提供课程视频下载。
听课后，学生可通过多种信息平台，

与本校教师互动交流。

记者 陆梓华 见习记者 蔡骏
（据上海市疫情防控发布会消

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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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坚决决打打赢赢 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全国当日出院病例首次超过当日确诊

疫 情 通 报

    18日 0-24时，31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

告新增确诊病例 1749例；新增治愈
出院病例 1824例，首次超过新增确

诊病例数；新增死亡病例 136例（湖

北 132例）。

截至 2月 18日 24时，累计治
愈出院病例 14376例，累计死亡病

例 2004 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74185例。 据新华社、央视

上海昨无新增病例 今晨死亡1例
    本报讯（记者 左妍）18日 0-24

时，上海市排除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疑似病例 48例；无新增确诊病例。

今天上午有 9人治愈出院，一名 79

岁患者于今天凌晨抢救无效死亡。

死亡患者既往有高血压、脑梗史。

截至 2月 18日 24时，上海市

已累计确诊病例 333例。截至目前，

128例病情平稳，13例病情危重，4
例重症，186例治愈出院，2例死亡。

问：是否有把握维持较高治愈率
答：调配最强医疗力量全力以赴

    本报讯（记者 陆梓华 见习

记者 蔡骏）上海新冠肺炎病人的
治愈率如何？对于近期返程的情

况，上海是否有把握维持较高的
治愈率和相对稳定的低感染人

数？在回答南华早报场外提问时，
市卫健委新闻发言人郑锦昨天表

示，上海始终把“提高治愈率，降

低病亡率”作为救治工作的核心，

按照“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

资源、集中救治”的“四集中”原
则，调配最好的医疗设施设备和

最强的医疗技术力量，采取科学
有效的救治策略和方法。眼下，上

海道口流量、城市通勤、复工生产
都在逐步回归常态，防输入与防

扩散，形势依然严峻。风险防范要

更加精准，做好密切接触者流行

病学调查和医学观察，加强道口、

交通枢纽、公共交通工具和公共
场所的严密监测与防范；人员管

控要更加精准，落实行业（单位）
主体责任制和各区、各街镇属地

包干制，全面掌控返程返岗人员
信息；智能防控要更加精准，依托

大数据、互联网服务，为动态防控

提供支撑。

各医疗机构急诊24小时正常开放
确诊慢性病人可开三个月长处方

    本报讯（记者 陆梓华 见习

记者 蔡骏）市卫健委新闻发言人
郑锦昨天介绍，全市各医疗机构

急诊 24小时正常开放，急诊手术
照常开展；孕产妇和新生儿门急

诊正常开放。医疗机构做好各科
室门诊开放时间公示，实行全预

约及实名制就诊，分时段预约、分

时就诊，减少人群聚集和交叉感
染；儿童预防接种门诊实行预约

接种，分段预约。
对于诊断明确的慢性病患

者（高血压、糖尿病、肾脏病等），
各医疗机构提供延长至三个月

的长处方；肿瘤患者靶向药需

求，长处方延长至两个月；肾功
能衰竭、肿瘤以及其他需要维持

定期治疗的患者，原则上提供不
间断治疗。各市级医院同步开通

互联网在线诊疗咨询服务，开展
线上问诊。

天气预报中加入防疫科普宣传
    本报讯（记者 陆梓华 见习

记者 蔡骏）市卫健委新闻发言人
郑锦介绍，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实地调

研外商外资企业复工复产情况。
对各市级医疗机构关于防止单位

内感染等开展跟踪督查。市气象

局在天气预报节目中进行防疫科
普宣传。

红色、黄色、绿色，“随申码”17日上线，依托上海市大数据资源平台汇聚的数
据，经过建模、分析评估后，为市民测算“三色”风险，供大家出行参考……疫情防
控处于关键时期，减少人员跑动和集聚，就要数据多跑路。上海正在用大数据赋能
各行各业，努力遏制病毒传播，为击溃疫情赢得主动权。

电视课程首播之外还会重播

    问：口罩可以用微波炉等设备消毒吗？

答：用微波炉、电烤箱或蒸锅加热口罩，会造成口
罩内部结构破坏，会使防护效率降低，不建议再次使

用。医用防护口罩和医用外科口罩不能清洗，也不可使
用消毒剂、加热等方法进行消毒。其他非医用口罩按说

明书处理。 记者 左妍
（据采访普陀疾控消毒科张亮等记录整理）

口罩不建议用微波炉等设备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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