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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人员负责机场区域的采样工

作。11 月 23 日，又有 6 名专业人员

到浦东机场进行环境采样。

孙晓冬向《新民周刊》介绍，

相较于过去传染病疫情中的流调，

本轮上海疫情的流行病学溯源调查

做得更加迅速、更加细致、范围更大，

可以说是溯源调查的升级版。为此，

疾控系统投入的人力、物力更多，

各部门的协作工作量更大，如果把

这些投入都算作“成本”，那么“成

本”是很高的。

但是，正是因为在流行病学溯

源调查上投入更多，才换来了迅速

隔离风险人群的结果，而精准的隔

离带来的是社会成本的大幅度降低。

本轮共 8 名本土确诊病例的疫

情中，因排查需要而接受核酸筛查

的人员总数最终没有超过 4 万人。

此外，浦东机场的客运基本未受影

响，上海居民的出行也基本未受影

响，让很多人欣慰的是，当初一度

担心变红的健康码，一直绿着。

流行病学溯源结论不仅能直接

指导疫情防控的范围，而且还给之

后的疫情防控重点提出指导。上海

机场集团副总裁周俊龙 11 月 23 日

表示，接下来，机场方面将进一步

加强秋冬季疫情防控，做好人员防

疫管理和作业防护。对货运区一线

高风险作业人员定期开展核酸检测；

在知情自愿的基础上，安排高风险

作业岗位人员进行新冠肺炎疫苗应

急接种。同时，加强入境货物、货

区生产设施及工作环境的消杀。

如果流行病学溯源调查能够跑

在病毒的前面，那么我们就能掌握

疫情控制的主动权。本轮疫情中，

上海的精准处置、科学防控获得了

全社会的认可。

通过查询物流信息，流调小组

发现此集装器曾经在北美的物流公

司放置一段时间，而据我们了解，

该公司近期有新冠确诊病例，符合

传播特征，从流行病学角度基本锁

定感染来源。

当然，流调结论还需要实验室

的进一步证实。经过上海市疾控中

心病原检测实验室基因测序发现，

两个病例感染的病毒基因高度同源，

且与北美流行株高度相似。这一实

验室结论为两名确诊患者感染来源

的追溯结论“一锤定音”。孙晓冬

介绍，上海市疾控中心实验室自今

年疫情以来全负荷运转，实验室采

用 24 小时轮班制，对确诊病例、相

关密接、环境样本等进行检测和复

核，平均每天检测 300-400 份。

“后来的进一步调查中我们知

道，这个集装器是密闭容器，内有

大量避震用泡沫，内部环境潮湿。

清理时，2 人均未佩戴口罩。如果我

们把 10 月 30 日作为他们俩共同暴

露的时间，那么 2 例病例的发病时

间符合新冠肺炎发病潜伏期。”环

环相扣的证据，让王某某和兰某的

感染途径终于“真相大白”，当孙

晓冬在 11 月 23 日的上海市第 89 场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从

容公布调查结论时，清晰确凿的证

据链让公众吃下了定心丸。

精准防控，
将社会成本降到最低

12 月 7 日举行的上海市第 88 场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

孙晓冬再次代表疾控部门发布了本

轮疫情中第二组感染者的流行病学

调查报告。

2020 年 11 月 20 日至 23 日，浦

东新区累计报告了 6 例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流行病学调查发现，第二

组感染者与之前 11 月 9 日疫情的 2

例感染者病毒基因型不同，说明两

组感染者为两起不同的疫情。第二

组 6 个病例溯源结果显示，2 例感染

来源为被病毒污染的境外飞机机舱

环境或与境外机组人员的接触，另

外 4 例病例是与这 2 例病例接触所

致。

看似字数不多的流调报告，同

样是疾控部门投入大量人力、专业

人员日以继夜多天的调查和检测获

得的结果。

由于感染者工作地点在浦东机

场，为了明确环境受到污染的情况，

11 月 22 日下午，上海市疾控中心危

害监控所紧急召集所内 15 名专业人

员，即刻赶赴浦东国际机场开展环

境采样。危控所此次负责机场近港

区域、停机坪、海关第二监管区（东

航）和海关第一监管区的环境采样，

同期还有虹口区、杨浦区、静安区、

黄浦区、徐汇区和长宁区疾控中心

下图：上海市疾控专

业人员对航空集装器

进行采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