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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郜阳）昨天下午举

行的第123场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

会上，市政府副秘书长、市疫情防控领

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顾洪辉就目前上海

疫情的现状、面临的形势和采取的举措

进行通报。

顾洪辉说，3月以来，上海本土疫情呈

多点散发、多链并行、隐匿传播、快速蔓延

态势，是上海疫情防控常态化以来形势最

严峻的一次考验。3月1日至15日14时，

全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94例、无症状

感染者861例，合计955例。目前，我市正

处于疫情应急处置的关键阶段，阻断传播

的任务仍然艰巨。

疫情防控常态化以来最严峻的一次考验

多点散发 隐匿传播
近90%无症状感染

本报讯（记者 郜阳）在昨天下午举行的
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市政府副秘

书长、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顾洪

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介绍，疫情发生以来，上

海按照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

要求，没有采取“封城”“停摆”等措施。

顾洪辉说，上海始终坚持主动防控、精

准防控、科学防控、综合防控，因时因势因情

调整我市防控策略，努力将疫情对市民正常

生产生活秩序影响降到最低，目前，上海没

有“封城”，也不必“封城”。

鉴于当前疫情形势，上海将根据区域风

险等情况，划定若干重点区域，实行切块式、

网格化核酸筛查，进一步强化社会面防控。

顾洪辉提出，重点区域之外，各单位、各

企业，根据自身特点错峰上下班，有条件的

尽量阶段性实施居家办公，减少人员流动，

以帮助尽快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让市民

群众恢复如常生活。

顾洪辉表示，此次疫情也暴露出上海常

态化疫情防控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和薄弱环

节。比如，个别隔离场所闭环管理执行存在

漏洞，一些高风险岗位人员个人防护不规

范，人流密集场所管理还有短板，集中隔离

房源储备不足，应急处置期间公共服务保障

不够到位，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特性和规律的

认识还不够。针对这些问题，上海深刻吸取

教训，举一反三、即知即改，严格落实隔离点

等高风险岗位工作人员的闭环管理。对失

职人员，将依法依规严肃追责。目前我市已

成立调查组，正对华亭宾馆集中隔离点开展

专项调查，会适时公布调查进展情况。

接下来，将继续强化应急指挥体系，进

一步加强隔离点、学校、医院等重点领域和

重点场所防控措施，进一步提升物资储备和

服务保障能力。

上海没有“封城”也不必“封城”
将根据区域风险等情况实行切块式、网格化核酸筛查

昨天下午，上海举行的第123场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市疫情防控

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副院长吴凡表示，为适应当前我市疫情形势，

上海防控工作坚持社会面动态清零的总目

标，突出“减少流动+扩大筛查”防控工作原

则，拔点清面，快速推进。

具体来说，一方面，根据发现的病例及其

传播链的流行病学调查，针对其相关人员和

场所/区域开展排查管控，尽早将明确的疫情

风险管控起来；同时针对可能存在疫情潜在

传播风险的重点区域，如病例众多、活动频

繁，传播链复杂，扩散风险高等区域，启动全

域核酸筛查；第三，以重点行业、系统为筛查

重点，开展一轮全覆盖核酸筛查。

另一方面，从面上防范角度，上海通过中

小学校线上教育、高校相对封闭运行、鼓励和

倡导有条件的企业开展居家办公、非必要不

离沪等措施。

吴凡认为，所有这些措施的共同目的，就

是通过减少人员流动，减少聚集性活动等，让

人员流动降下来或慢下来，综合提高整体控

制疫情的效果，从而尽快实现社会面的动态

清零。 本报记者 郜阳

本报讯（记者 郜阳）有报道称上海抗原
检测试剂盒将面市供应，这与核酸检测有什么

区别？检测时需注意什么？在第123场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市疫情防

控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副院长吴凡表示，将推广构建“抗原快速自检+

机构精准核酸检测”的组合式检测模式。

吴凡科普了抗原检测与核酸检测两者间

的区别。“病毒的结构包括：包膜、衣壳、核心。

核酸检测就是测核心里面的遗传物质——核

酸（具体到新冠病毒就是RNA），抗原检测就

是测包膜上的结构蛋白，两种检测方式的标

的物不同。”她解释，“两种方法相比，抗原检测

方便、快捷，但灵敏度稍差；核酸检测相对复

杂，检测时间长，但灵敏度、特异度都比较高，

所以这也是目前临床诊断的确诊依据。”

如果隔离观察人员和社区居民需要自行

进行抗原检测，市民应该注意些什么？事先一

定要认真阅读说明书，按照规定的要求和流程，

规范地进行采样、加样、结果判读等操作。

吴凡特别强调了采样环节。她说：“采样

部位对不对、深度够不够，以及准确程度、力

度等会对结果产生较大影响。采样有时候是

需要有一点疼才能采样到位，通俗讲就是自

己要狠一点、准一点，下得去手。”一旦自测结

果显示阳性，也不要紧张惊慌，立即向社区、

单位等有关部门报告，按照规定流程转运至

发热门诊进行核酸检测完善排查。

吴凡表示，这种自测一般适用于整个病

程中的感染初期，因为这时病毒还停留在上

呼吸道。另外这种方法适用于应急状态下大

规模进行快速甄别。

吴凡提醒大家，核酸检测仍是新冠病毒感

染的确诊依据，抗原检测仅作为有益的补充手

段，有利于提高“早发现”能力。所以，要充分发

挥两种检测技术的优势，推广构建“抗原快速自

检+机构精准核酸检测”的组合式检测模式，不

断提高疫情防控效率，快速控制疫情。

抗原检测适用于感染初期

采样要对自己下得去手

让人员流动“慢下来”
尽快社会面动态清零

这次本土疫情特点

一是报告的感染者中，近90%是无症

状感染者，主要为奥密克戎变异株BA.2分

支，这个病毒的特点传播速度快、易扩散，

隐匿性更强、更难被发现。

二是疫情涉及商场超市、社区活动中

心、学校、医院等人群密集场所，以及商超员

工、班车司机、隔离点工作人员、离退休人员

等重点人群和普通社区人群，传播链复杂。

三是入境人员、输入病例大幅增加，国

内区域协查任务持续增多和本土疫情交织

叠加，给我市隔离房源、医疗救治资源等带

来巨大压力。

近期重点做了四方面工作

一是全力开展应急处置 市、区两级

疫情防控指挥体系24小时运转，第一时间

落实排查追踪、流调溯源、转运隔离、封闭

管控、核酸检测、医疗救治等工作。同时，

上海全力做好管控区域人员服务保障。

二是防止疫情传播扩散 上海加强了

离沪和来沪返沪人员管理，明确市民非必

要不离沪，在交通场站查验48小时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暂停全市各大客运站运营。

全市中小学全部调整为线上教学，幼儿

园、托儿所停止幼儿入园，高校实施相对

封闭管理，培训机构和托育机构暂停线下

服务。上海进一步严格了各类人员密集

场所的防控措施，阶段性暂停大型展会、

文艺演出等聚集性活动。

三是扩大社会面核酸筛查 我市综合

流调情况和“热力图”等，对病例较多、活

动频繁、传播链复杂、扩散风险较高的重

点区域进行较大范围的主动筛查。与此

同时，我市还对医疗卫生、交通运输、教

育、商贸等8个重点行业、重点人群进行全

覆盖筛查。

四是优化完善防控措施 两年来，上

海坚持主动防控、科学防控、精准防控、综

合防控，因时因势因情动态调整防控策

略。近日，上海根据奥密克戎变异株特

点，又调整完善了涉疫场所和人员的管控

措施，在抓好疫情应急处置的同时，尽最

大努力减少对市民生活和城市运行的影

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