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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抗疫“秘籍”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在对外包后勤保障人员进行例行核酸检

测中发现混检样本中存在异常情况。接到信息，上海市区两级

疾控中心第一时间派团队到达肿瘤医院现场。

发现第一个确诊病例后的第五天，上海市疾控中心新冠防

控现场组副组长潘浩和新冠防控综合组组长黄晓燕向记者介绍

了本轮疫情发生后疾控部门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进展。

“我已经搞不清今天是星期几了，从 20 日到现在，我和同

事们一直在这边工作。”黄晓燕神色有些疲倦。流调是一场争

分夺秒的战斗，要求又细又快。确诊病例出现在医院，让公众

多了一分担心。考虑到确诊患者工作场所的特殊，流调人员在

原本已十分精细的流调方案中，又增加了很多细节考量。

潘浩表示，在医院内的流调，疾控人员特别注意到病例是

否与医生、护士、病人接触，他们接触的密切程度是怎样的，

从而判断风险程度。

流调要做到多细？潘浩介绍，如果遇到调查对象乘坐了出

租车的情况，除了调查到精确的上下车时间地点，还要问清楚

坐在前排还是后排、用什么方式支付、是否全程戴口罩等等，

这些信息对于确定密切接触者人群的范围都有重要价值。

在对确诊病例相关人员进行流调的同时，上海市联防联控

机制已经响应，各个部门与疾控部门配合，一起锁定和隔离密

切接触者、密接的密接和其他高风险人群。

1 月 20 日当晚，与病例相关的 30 名密接者全部集中隔离

并做核酸检测。流调小组还排摸出 2817 人，这 2817 人虽与密

接者的接触方式非常有限，但仍要分类管理。2817 人的管理任

务交给“社区组”后，全部实行集中或居家隔离，并进行核酸

检测。如果涉及外省市人员，上海市疾控中心还会及时通报当

地同行。

上海疾控部门的流调和追踪系统，通过与公安等其他部门

紧密合作，依靠询问、技侦和大数据等手段，将病例和密切接

触者的活动轨迹还原。找到这些场所后，疾控中心的专业人员

立即到位对人员和物品进行采样和终末消毒。

接着，这些样本会立即送往实验室检测。上海市疾控中心

实验室在样本监测中发挥着一锤定音的作用。疫情发生后，实

验室 24 小时运转，为了检测的准确性，需要用几种试剂同时检

测。

因为流调和追踪做得够细，上海有底气在公布病例涉及的

高风险场所时“只提地点不提人”，这样的做法获得了网友的

一致点赞。此前一些地方因为公布确诊患者的详细个人信息，

使得患者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去年 11 月发生在浦东机场的零星感染疫情，同样是在专业

而快速的流调和追踪后，迅速被控制。上海的疾控团队不仅第

一时间找到了感染者的密接者以及密接的密接，而且通过这些

千丝万缕的线索，敏锐地发现了一个集装器可能是感染的源头。

十余天争分夺秒的调查和核实后，孙晓冬副主任在上海市

的新冠肺炎疫情发布会上向社会公布了浦东最初两名感染者的

感染途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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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会上，孙晓冬展示的证据环环

相扣，清楚明了，打消了公众的猜疑和恐惧。 

浦东疫情结束后，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深度报道了上海

处置这一波疫情的做法，将上海的防控经验介绍给全国。

流行病学调查人员在浦东机场调查。

浦东机场调阅监控录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