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 础
问题1?随申码到底是什么？

答： 随申码的定位是为今后上

海市民（企业）工作、生活、经营等行
为的提供数据服务的随身服务码。

问题2：对普通市民，随申码有
什么用？

答：随申码上线后，疫情期间，

可通过绿、黄、红三色简便明了的动
态管理， 对每位市民在疫情防控期

间状态作出判断， 凭随申码成为其
出入居住小区、办公地点、餐饮等场

合，方便广大市民工作、生活、出行
需要。

问题3：对防控人员，随申码有
什么用？

答：对社区小区防控人员、科技
园区、 商务楼宇等的人员管控工作

提供支撑， 防控人员可以通过使用
微信、支付宝、随申办APP扫描用户

出示的随申码核查获取用户防控状
态信息，便于开展防控措施。

问题4：随申码的红、黄、绿三色
各自代表了什么？

答： 随申码显示绿色说明是未
见异常或已解除医学管理措施的人

员，可以通行。

随申码显示黄色说明是重点地

区来沪未满14天的人员，建议观察。

随申码显示红色说明是未解除

医学管理措施、确诊未出院、疑似未
排除等人员，建议隔离。

问题5：随申码的三个颜色是怎
么产生的？

答：依托来自于卫健、公安、通

管等部门汇聚的数据， 经过防控规
则和数据建模，分析评估后，测算出

红色、黄色、绿色三种风险状态。

问题6：随申码的颜色会变吗？

答：会的。随申码颜色的判断是
根据用户当前状态， 通过用户相关

数据分析评估后得出， 显示最新风
险状态。

问题7：随申码里有很多个人信
息，能保障数据安全吗？

答：随申码的设计架构依托“一
网通办”，运行于上海市电子政务云，

数据分布在自主可控的云平台，安全
体系比较强，数据安全更有保障。

问题8：疫情过后，随申码还会
沿用下去吗？还会开发其他功能吗？

答：在疫情防控期间，赋予防控
健康等相关信息。 今后还会陆续推

出更多数据、应用服务，成为上海市
民的随身身份标示和服务助手。

申领获取
问题9：随申码该如何获取？

答： 首先成为随申办或健康云

实名注册用户后，

方式一：打开随申办（APP、微

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或健康云
平台，选择随申码进行获取。

方式二：打开微信、支付宝或者

随申办APP“扫一扫”功能，扫码线
下张贴二维码，即可获取随申码。

问题10： 不同的方式获得的随
申码会有区别吗？

答：没有区别，在一个平台获取
随申码后，其他平台可通用。

问题11： 随申码显示和市民实
际情况不符怎么办？

答： 若随申码显示与市民实际
情况不符， 或者对随申码的数据准

确性有疑议，通过随申码下方的“我
要申诉”留言，我们会及时会同相关

部门完成信息核验，并予以回复。

问题12：户外进行人脸识别，平
台经常会提示光线太亮， 反光识别
通过率较低，这个能否解决？

答：如外部光线过亮，将影响人
脸识别检测结果。建议更换地点，尽量

选择光线适中、分布均匀的地方，或找
寻遮挡物遮住光线进行人脸识别。

问题13： 在随申码注册认证的

过程中，需要进行人脸识别，如果在
户外需要脱下口罩吗？

答：是的，登录随申办的人脸识

别是基于全脸的检测， 所以需要展
示全脸进行扫描检测。 建议市民提

前在家完成随申办的登录认证，登
录完成后系统会在一周内保留用户

登录状态，减少现场操作时间。

问题14： 贴着面膜是不是可以
通过人脸识别呢？

答： 不建议贴着面膜进行人脸
识别。

问题15： 在随申码的使用过程
中，自己明明应该是“绿码”，但却出
现了“黄码”的现象，该怎么办？

答： 若随申码显示与市民实际

情况不符， 或者对随申码的数据准
确性有疑议，通过随申码下方的“我

要申诉”留言，我们会及时会同相关
部门完成信息核验，并予以回复。

问题16： 获取随申码出现卡
顿，或者随申码信息显示不全是什
么问题？

答： 在上下班等用户访问高峰

时，可能会出现系统延迟、用户排队
等情况，您可以稍后再试。或者您可

以尝试从其他入口 （随申办微信小
程序、随申办支付宝小程序、随申办

APP）进入获取随申码。

展示使用
问题17： 一部手机是否能够既

出示自己的随申码？ 又代家人出示
随申码呢？

答：完全可以。市民可以按照流

程先出示自己的随申码， 然后退出
随申办、微信、支付宝等程序，用家

人的账户重新登录，再出示随申码。

问题18： 是否可能存在我的随
申码被人盗用的情况？

答： 请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账户
信息。

问题19： 随申码可以变更头像
吗？

答：不可以。随申码所显示照片
是基于 “一网通办” 统一照片库生

成，目前，统一照片库采集了以下范
围的照片信息：1. 本市户籍人员的

照片信息；2. 在本市办理过身份证
或居住证等相关业务的外省市户籍

人员的照片信息。

问题20：担心到现场网络不好，

使用随申码是否可以提前截图？

答：不可以。每一个随申码生成

后有更新时间显示， 同时有个人照
片可以进行核对。此外，随申码还提

供核验功能， 作为场景应用方的核
验人员， 可以同样拿出手机扫一扫

随申码进行核验。

问题21：作为老年人，我使用
的非智能手机无法使用随申码，怎
么办？

答： 可以用家里人的手机办理

申请，只要手机号码能正常使用就可
以。在移动设备上退出随申办、微信、

支付宝等程序，可以使用老年人的账
户重新登录，再出示随申码。如果手

机系统未更新， 或者没有网络连接，

可以向现场工作人员寻求帮助。

社区政务
问题22： 在外地获得随申码绿

码，来沪后可以直接使用吗？

答：来沪人员进沪时，按照上海
进沪相关规定，需通过随申办APP、

随申办微信小程序、 支付宝小程序
或健康云平台完成 “健康信息登

记”。登记完成后，根据实际情况，来

沪人员可获得相应颜色的随申码，

目前可在本市范围内使用。

问题23： 在老家已经隔离了14

天，入沪后随申码呈现绿色，是否还
需要重新隔离？

答： 据3月3日上海市政府的疫
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介绍， 对于外地

返沪人员如何隔离， 市级层面已制
定了统一标准， 提出了明确操作要

求。重点地区来沪返沪人员，必须严

格实行为期14天的隔离观察， 一律
不得外出。 入沪前有过重点国家或

地区旅居史的一律隔离14天。

对来沪返沪的特殊行业从业人

员，如从事教育、托育、医务、家政、

护理职业的， 以及劳动密集型企业

等的从业人员， 实施更为严格的管
理措施———单位有隔离条件的，实

施单位隔离健康观察； 本人有居所
的，实施居家隔离健康观察；本人无

居住条件的，实施地区集中隔离健康
观察（单位或个人承担一定费用）。

物业、快递、公交、出租车等行
业的从业人员， 统一由单位安排隔

离。 居家或集中隔离观察期限为抵
沪之日起14天。

居委会采取相应隔离措施时，

随申码可作为参考，但具体如何执行

还是按照市级层面制定的统一标准。

问题24： 我们小区目前还是使
用通行证进入， 将来是不是可以支
持随申码直接进入？

答：可提供参考。具体按本市防
控管理规定实施防控措施。

问题25：有了随申码，进出小区
还需不需要出入证？

答：可提供参考。按本市防控管

理规定实施防控措施。

问题26：找保姆、月嫂的话，家
政公司里的家政人员随申码使用情
况如何？

答：从已经复工的人人、吉爱、

爱君等家政公司了解到，上岗保姆、

护工现在都已经在使用随申码，绝
大多数保姆、护工刚开始上岗时，雇

主都会要他们出示。

不但查验随申码，保姆、护工上

岗还必须戴口罩、 随身携带身份证
等，以便随时抽检查看。

问题27： 去政务服务大厅办事
要用随申码吗？

答：2月24日起， 上海市所有线
下政务服务大厅，推出随申办“随申

码”服务，办理业务的人员需要出示
随申码， 显示绿色的方可进入大厅

办理业务。

问题28：作为家政服务人员，需
要经常接触归国人员， 我的随申码
会随服务对象变化吗？

答：会的。随申码颜色的判断是

根据用户当前状态， 通过用户相关
数据分析评估后得出， 显示最新风

险状态。

问题29：作为外地返沪人员，我
入沪当天随申码就是绿码， 但居委
会依旧要求我居家健康管理14天，

我应该遵从哪一个？

答： 据3月3日上海市政府的疫

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介绍， 对于外地
返沪人员如何隔离， 市级层面已制

定了统一标准， 提出了明确操作要
求。重点地区来沪返沪人员，必须严

格实行为期14天的隔离观察， 一律
不得外出。 入沪前有过重点国家或

地区旅居史的一律隔离14天。

对来沪返沪的特殊行业从业人

员，如从事教育、托育、医务、家政、护
理职业的，以及劳动密集型企业等的

从业人员， 实施更为严格的管理措
施———单位有隔离条件的， 实施单

位隔离健康观察；本人有居所的，实
施居家隔离健康观察； 本人无居住

条件的， 实施地区集中隔离健康观

察（单位或个人承担一定费用）。

物业、快递、公交、出租车等行

业的从业人员， 统一由单位安排隔
离。 居家或集中隔离观察期限为抵

沪之日起14天。

居委会采取相应隔离措施时，

随申码可作为参考，但具体如何执行

还是按照市级层面制定的统一标准。

问题30：作为宽带维修人员，凭
码进入小区方便工作， 随申码何时
能在所有小区铺开？

答： 根据3月3日上海市政府疫
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市民政局副局

长曾群介绍的政策，上海结合推广使
用健康随申码，明确快递员等物流人

员，家政员、护理员等服务人员，水、

电、气、通讯等公用事业设施维修人

员， 符合一定条件的———能够出示
健康随申码绿码，体温测量正常，已

做好登记， 服务人员已经相关居民
同意———应允许进入小区 （其中快

递员可进入小区进行无接触式投
递）。 此外， 进入小区看望父母、子

女、亲友的人员也参照上述标准。

问题31：作为小区住户的亲友，

我能否凭随申码进入小区探望？

答： 据3月3日上海市政府的疫

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介绍， 上海结合
推广使用健康随申码， 明确对进入

小区看望亲友的人员， 如果出示随
申码是绿色，亲友也同意他拜访，在

体温测量正常、做好登记后，应该允

许其进入小区。

消费购物
问题32：在上海逛商场，进入商

场需要随申码吗？

答：我们走访了静安嘉里中心、

兴业太古汇、 第一八佰伴等多个商

场、购物中心，绝大部分商场暂不需
要出示随申码进入， 目前主要采取

测温进入的方式。

不过我们也发现， 在杨浦区五
角场合生汇， 进入商场必须出示随

申码。

（以上信息截至2020年3月6日）

问题33：进入商场里的商家消
费，随申码“绿码”可以代替测体
温吗？

答：各商户、门店采取的措施不

同。例如设于商场、购物中心内的门
店大多不另行测温或核查随申码，

部分购物中心（例如兴业太古汇）向
商户提出自备测温设备的建议，加

强管理。

有的商户则要求现场测温且出

示随申码， 例如一兆韦德等健身商
户，以及绿波廊等餐饮商户。

（以上信息截至2020年3月6日）

问题34：超市、商场、银行等公
共场所目前是否必需随申码才能
进入？

答：目前不需要，但是上海将继
续推行随申码的使用范围， 请及时

留意相关部门的规定。

交 通
问题35：从外地乘坐火车、飞机

到上海， 出火车站和机场随申码有
用吗？

答：交通道口管理，必须按本市

防控管理规定进行返沪健康登记等
防控措施。

问题36： 在上海乘坐公交和
地铁，随申码可以作为出入健康凭
证吗？

答：不需要查验随申码。

目前，上海地铁的乘客进站，必

须接受安检及测温， 然后在闸机前

付费进站。上海公交的乘客乘车，在

公交枢纽站， 乘客乘车需要测温后
上车、付费。

（以上信息截至2020年3月6日）

问题37：在火车站的候车大厅、

机场的候机楼，如果想要到站里（候
机楼里）商铺消费，需要随申码吗？

答：暂时不需要，有些店铺要求

旅客戴口罩和测量体温， 有的开放
堂食的店需要留下旅客姓名和联系

电话。

（以上信息截至2020年3月6日）

医 院
问题38： 现在去上海的医院看

病，随申码可以作为进入凭证吗？

答： 随申码可以作为医疗卫生
机构 （发热门诊、 定点收治机构除

外）的通行凭证。

据了解， 比如目前同济大学附

属东方医院、上海市中医医院、上海

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等医院均
表示， 随申码已成为医院的通行凭

证之一， 出示随申码绿码即可进入
医院。

如果没有随申码， 可通过扫码
线上完成流行病学调查， 如果是老

年人操作困难， 现场会有工作人员
辅助其填写纸质版流行病学调查。

复 工
问题39： 随申码是否可以作为

企业复工健康凭证？

答： 企业复工仍须按照本市有
关企业复工防控要求进行， 做好复

工前准备，可通过“一网通办”总门
户、随申办移动端或“健康云”平台，

完成企业复工人员网上登记， 同时

加强复工后管理。

随申码有利于减轻工作人员审

核压力，提高审核精度。

问题40： 上海的写字楼随申码
使用得多吗？ 可以作为健康通行凭
证吗？

答：各写字楼要求不同。如陆家
嘴世纪金融广场等写字楼就要求办

公人员出示随申码、出入证“双证”

方可进入， 静安嘉里中心则要求随

申码或街道认证的复工短信二选其
一作为凭证出入， 有的写字楼则对

临时入内的外来人员采取随申码核
验、测温并在大堂等候的管理方式。

问题41： 我所在的企业不承认
随申码，还需要村居开证明，到底合
不合法？

答：可提供参考。具体按本市防

控管理规定实施防控措施。

跨省互认
问题42： 其他地区的健康码和

随申码互认吗？

答： 目前正推进长三角健康码
互认机制，以确定互认原则，为三省

一市乃至更多省市为务工人员返
岗、企业复工复产、群众工作生活提

供更多便利， 具体操作细则还在制

定中。

问题43：假如从上海去杭州，出
示支付宝随申码， 其效力等同于杭
州健康码吗？

答： 目前正推进长三角健康码
互认机制，以确定互认原则，为三省

一市乃至更多省市为务工人员返
岗、企业复工复产、群众工作生活提

供更多便利， 具体操作细则还在制
定中。

问题44： 现在与上海随申码互
认的有哪些省份？

答： 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通知，长

三角地区共享互认健康码， 江苏、浙
江、安徽三省的健康码效力与上海随

申码等同。上海将逐步与其他相关省
市建立健康码互认机制，为务工人员

返岗、企业复工复产提供便利。

（下转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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