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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防控的“中国方案”

　　在 3 月 12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与世界卫生组织共同举

办的分享防治新冠肺炎中国经验国际通报会上，国家卫生

健康委向国际社会介绍了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情况，分

享经验，研讨对策，助力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１. 统一高效的指挥体系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疫情应对工

作，全面加强集中统一领导。

 2. 依法、科学、精准的防控策略

　　坚持“全国一盘棋”，设置了 4 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　

　　打赢武汉市和湖北省疫情防控歼灭战。孙春兰副总理率

领中央指导组驻扎武汉，指导湖北省“外防输出，内防扩散”。

　　果断关闭武汉市对外通道，基本杜绝疫情对外输出。

　　牢牢把握社区防控和患者救治两个关键，在社区实行网格

化管理，对确诊患者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对疑似患者应检尽检，

对密切接触者应隔尽隔。武汉以外16个地市，安排19个省份“以

省包市”对口支援。

　第二道防线　

　　坚决防范首都暴发大规模疫情，加强京津冀地区联防联

控，把好入京通道关口，引导外地人员有序返回北京。全面落

实社区联防联控，坚决切断输入型传染源。

　第三道防线　

　　阻断重点地区疫情蔓延。湖北与周边 6 省建立联防联控

机制，重点省份加强与湖北信息沟通，采取措施有效防止疫

情扩散。

　第四道防线　

　　坚决遏制全国疫情传播。加强基层防控人员力量，追踪

到人、随访到户。重点做好交通工具通风、消毒、旅客体温检

测和健康筛查等。普及疫情防护知识，让每一个中国人知道应

该做什么、怎么做，并且行动起来。

 3. 关口前移，重心下沉的防控模式

　　贯彻“四早”原则，即“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6 次修订防控方案，落实各项防控措施，使各个环节实化细化

精准化，各个步骤简明清晰可操作，覆盖全人群、全场所、全

小区，不留死角，不留空白，不留隐患。

　　医疗机构发现病例后两小时内完成网络报告、检测机构

12 小时内反馈检测、结果疾控机构 24 小时内完成流行病学调

查并追踪密切接触者，发现一起、扑灭一起。

 ４. 统筹调配医疗资源

　　短期内将收治病床从 5000 多张增加到 2.3 万张，其中重

症床位 9000 张。

　　将一批体育馆、会展中心、培训中心等改造成方舱医院和

隔离场所。发挥国家、地方和第三方机构力量，调派三个移动

p3 实验室，将核酸检测能力提高到每日 3.5 万人份。上述措施，

确保重症患者在定点医院救治，轻症患者在方舱医院救治，疑

似轻症患者、无法排除的发热患者和密切接触者在隔离点治疗

观察，避免社区传播。

 5. 密切协作提升救治能力

　　340 多支医疗队和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超过 4 万名优秀

医务人员紧急驰援湖北。

　　重症医学科、感染科、呼吸科、循环内科和麻醉科等专业

人员达 1.5 万人。

　　坚持“四个集中”原则，即“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

集中救治”，提高“收治率、治愈率”，降低“感染率、死亡率”。

　　多学科专家结合临床实践 7 次修订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坚

持临床与病理，前方与后方、医疗与护理、管理与医疗紧密结

合，落实 24 小时报病危、死亡病例讨论、重症巡诊等制度，

力争对每位病人的救治都体现出各临床重点学科的技术优势。

 6. 广泛运用高科技手段

　　借助大数据和信息化手段指导完善限制人员流动、交通管

制措施，协助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8 天确定病原体，并与国际社会分享部分毒株全基因组序

列。

　　16 天完成检测试剂和优化。紧急启动应急攻关项目，开

展药物临床试验，协调多条技术路线同步推进疫苗研发。

　　在预防、治疗、康复各阶段广泛应用中医药，让古老的中

医药为抗击疫情再立新功。

 7. 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抗疫理念

　　14 亿人民团结如一人，自觉履行公民义务，做好居家隔离、

自我防护等。

 8. 深入开展国际交流合作

　　世卫组织和有关国家积极开展与中国的合作与信息交

流等。

　　向世卫组织捐资 2000 万美元，支持开展抗击新冠疫情国

际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应对能力。

　　应有关国家邀请，中国已派出专家、捐赠检测试剂和医疗

物资等协助抗击疫情。

　　将继续向有需要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为国

际疫情防控作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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