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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条措施公布已逾半个月，其

间，我国疫情形势严峻复杂，防控工

作面临不小的挑战。二十条措施公布

后，截至 11 月 25 日，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共召开 3 场新闻发布会，其中

两场研判了我国当前的疫情，均提到

了疫情防控难点在于人口密度大且集

中的城市。

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消息，11 月

27 日 0～24 时，全国新增本土新冠肺

炎感染者 40052 例。近期，全国本土疫

情呈现传播范围广、传播链条多、疫情

波及面扩大的严峻复杂态势。

“像广州、重庆，由于人口规模大、

人员流动性强、高校等重点场所集中、

人员聚集性活动多，加剧了疫情传播

扩散的风险和防控难度。”11 月 22 日，

国家疾控局传防司二级巡视员胡翔在

国 务 院 联 防 联 控 机 制 新 闻 发 布 会 上

说。近一周的数据显示，广州和重庆均

是感染人数较多的省份。11 月 17 日至

23 日 ，广 州 累 计 新 增 感 染 者 约 6.6 万

例，重庆新增约 4.1 万例。

持续暴发的疫情对群众的生命健

康 和 国 家 的 经 济 发 展 带 来 了 不 利 影

响，经过深入研究和论证的二十条措

施，正是为了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疫情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据了解，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

控局已派出 15 个疫情防控工作组分

赴各地，并在此基础上，强化视频会商

指导和点对点调度，持续加强对重点

省份疫情处置指导，要求以快制快，坚

决控制住疫情扩散蔓延势头，确保二

十条优化措施落实到位、落地见效。

楼栋密集、巷道狭窄，
病毒极易造成气溶胶传播

“10 月 22 日，突如其来的新冠病

毒席卷海珠 （区），是广州抗疫 3 年

以来最复杂、最严峻的疫情。”11 月

9 日，广州市海珠区在给广大市民的

一封信中写道。11 月 22 日，广州市

新 增 8181 例 本 土 新 冠 病 毒 感 染 者 ，

其 中 ， 海 珠 区 新 增 感 染 者 7988 例 ，

仍是本轮疫情的中心区域。

海珠区是一个人员比较密集的城

区，有的片区面积约 1 平方公里内常

住人口超 10 万。广州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党委书记张周斌在分析海珠区

疫情时表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奥密

克戎变异株传播速度快、隐匿性强，

病毒在楼栋密集、巷道狭窄的环境条

件下极易造成气溶胶传播；极高的人

口密度，也给病毒的快速传播提供了

合适的环境。

重 庆 市 本 轮 疫 情 也 面 临 人 口 密

集、管控难度大的问题。常住人口达

1100 万 的 中 心 城 区 是 重 庆 本 轮 疫 情

的主战场。11 月 24 日，重庆市的疫

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重庆医科

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邱景富表示，

重庆本轮疫情从 11 月 1 日发生以来，

传播速度快，波及范围广，传播链复

杂，新增感染数量居高不下，疫情形

势异常严峻，防控难度巨大。

邱景富说，通过对部分流调数据

以及部分阳性核酸结果的分析发现，

重庆市本轮流行株奥密克戎 BA5.2 存

在气溶胶方式传播，更容易在潮湿、

密闭、拥挤的空间快速传播并快速导

致大量人群感染。

本轮疫情中的人员管理也存在一

定困难。11 月 21 日，重庆市卫生健

康委副主任李畔在发布会上说，流调

结果显示，部分市民在楼栋、小区、

社区内存在无防护近距离接触和违反

外出防疫规定的情况。比如，在小区

内聚集、聊天、打球、打麻将等，下

楼检测核酸期间长时间逗留不返回家

中，外出购物违反“两点一线”规定

和超时现象比较突出，一些小区的生

活物资中转点存在居民集中聚集取件

的情况，同时，一些市民群众在外出

活动时个人防护措施不到位，特别是

不规范佩戴口罩等现象比较突出，这些

都是本轮疫情新增感染者数量居高不下

的重要原因。

11 月 24 日，广州疫情防控新闻发

布会通报，近日在一些疫情防控管控区

域内，有些群众挪动水马围挡、擅自外

出；有些群众不遵守管控秩序，随意串

格；有些甚至聚集冲卡，走出管控区之

外，涉嫌违反国家疫情防控法律法规。

“这些不理智的行为显然增加了交叉感

染和病毒传播扩散的风险。”广州市公

安局指挥中心宣传处处长许欣说。

国务院联防联控要求提
升方舱的医疗能力和服务保
障水平

我国本轮疫情感染者以轻症病例和

无症状感染者居多，按照相关要求，这

些感染者需要在方舱医院隔离治疗。

11 月 22 日，重庆最大方舱医院——

迎龙方舱医院投入使用，正加快及时收

治 患 者 。 迎 龙 方 舱 医 院 建 筑 面 积 约 40
万平方米，是楼层式立体方舱。整个迎

龙方舱医院分为 A、B 两区，共有 6 栋

各自独立的立体建筑，分别由重庆市级

六家医院作为“支撑医院”牵头负责。

每个方舱上下五层，每层设置约 800 张

床位，总共设计床位 2.6 万余张。

二十条措施要求，加强医疗资源建

设。制定分级分类诊疗方案、不同临床

严重程度感染者入院标准、各类医疗机

构发生疫情和医务人员感染处置方案，

做好医务人员全员培训。做好住院床位

和重症床位准备，增加救治资源。

11 月 17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

应急司司长郭燕红在回答中青报·中青

网记者提问时说，分级分类加强医疗资

源建设需要加强方舱医院建设，建设方

舱医院实际上是最大限度减少对日常医

疗资源的占用，统筹好新冠肺炎的救治

工作与日常的医疗服务的保障工作。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 广 州 市 已 启 用 了

19 个方舱医院。截至 11 月 22 日，广州

市方舱医院开放床位近 7 万张，用于收

治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患者，已累计出

舱 1.1 万余人。

当前，北京市也面临着抗疫三年以

来最复杂、最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截

至 11 月 24 日，本轮疫情感染者已超过

万例。11 月 23 日，北京市疫情防控工

作新闻发布会通报，新国展轻症方舱医

院目前已投入使用。此外，延庆区方舱

医院也已启用，据媒体报道，昌平区南

口方舱医院已改造完成。

近期，一些网民反映方舱医院的环

境比较差。对此，郭燕红在 11 月 17 日

的发布会上回应说，网友的反应说明了

“各地在大规模疫情的时候，可能是仓

促建成一些方舱医院”。为了解决这个

问题，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已经下发文

件专门进行督促和要求，指导各地按照

方舱医院管理规范的有关要求，做好方

舱医院的设置准备，不断提升方舱医院

的医疗能力和服务保障水平。

今年 3 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曾

要求每个省份能够至少有 2～3 家方舱

医院。当时，全国已经建成或正在建设

的方舱医院有 33 家，分布在 12 个省份

的 19 个地市，床位总计 3.5 万张。

按照要求，建设方舱医院需提前布

局，做好相应的硬件准备、物资准备和

人员准备。硬件的准备包括水、电、厕

所、淋浴、通风等基础条件。方舱医院

筹建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备好医护

力 量 ， 做 好 培 训 ， 一 旦 发 生 聚 集 性 疫

情，方舱医院启用，医护人员立即投入

到方舱医院的救治工作中。”郭燕红说。

将二十条措施落实情况
纳入常态化督导

为 了 进 一 步 指 导 地 方 做 好 疫 情 防

控，根据第九版防控方案和二十条措施

文件，11 月 19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综合组印发了四个技术性文件，包括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防 控 核 酸 检 测 实 施 办

法》《风险区划定及管控方案》《居家隔

离 医 学 观 察 指 南》《居 家 健 康 监 测 指

南》，方便基层相关工作人员更好地理

解和执行二十条优化措施。

近期，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

通 过 视 频 会 商 、 调 度 和 培 训 等 多 种 方

式，部署调度各地尽快推进二十条优化

措施落实落地。各地结合自身特点和实

际 ， 成 立 工 作 专 班 ， 印 发 相 关 配 套 文

件、落实细则或指南，将优化措施落实

情况纳入常态化督导，全方位多角度宣

传阐释解读二十条优化措施，制定培训

计划和实施方案，根据不同培训对象组

织开展系列培训和分层培训。

11 月 27 晚，广东省疫情中心海珠

区发布通告，实施强化交通管控、停业

停工等措施的管控区域较大范围缩小。

广州海珠区还对符合条件的滞留人

员在做好风险研判的基础上，开展返程

前 健 康 监 测 ， 强 化 集 体 组 织 和 信 息 推

送，落实闭环接转，全力确保人员安全

疏解。此外，还有相关措施推动管控区

域内的复工复产。

目前，北京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数、社会面病例数快速增长，增速

尚无缓解趋势，波及街乡范围扩大，首

都疫情防控形势更加严峻。

11 月 27 日，北京市疫情防控发布

会通告，严格执行第九版防控方案和优

化疫情防控二十条措施，科学划定风险

区域。对于流调溯源、查阳、追阳等采

取的临时管控措施，第一时间向群众发

布 公 告 ， 做 好 解 释 说 明 ， 快 管 快 查 快

解，临时管控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24 小

时。严禁采取硬质隔离、硬质围挡等措

施封堵消防通道、单元门、小区门。

11 月 27 日，重庆市召开疫情防控发

布会并通告，本轮疫情新增感染者总数

突破 8 万例，当地疫情仍处于高位运行、

波动上升阶段，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目前，重庆市统筹了市级集中救治

医院、区县级定点救治医院以及市、区

两 级 方 舱 医 院 ， 组 织 重 症 、 呼 吸 、 中

医、公卫、感控、护理等方面的专家和

医护人员进驻开展工作，对危重型、重

型患者，坚持多学科专家会诊、中西医

结合、一人一策，精心救治，全力以赴

做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

二十条措施后，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如何防控疫情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昶荣

11 月以来，我国新冠肺炎本土疫

情呈现传播范围广、传播链条多、疫情

波及面扩大的严峻复杂态势。截至 11
月 27 日，累计新增本土新冠肺炎死亡

病例 7 例。从 11 月 23 日起，我国已累

计 6 天单日新增感染者超 3 万例。

记者梳理这 7 例死亡病例信息发

现，他们的平均年龄为 87.6 岁，年龄

最大者 91 岁，年龄最小者 81 岁，基

本都合并了多种基础病，如多年高血

压 病 史 ， 多 年 脑 梗 死 病 史 ， 长 期 卧

床，癌症手术史，多年慢性支气管炎

病史，多年糖尿病史，偏瘫等。

截至 11 月 11 日，我国有 90.65%
的 60 岁 以 上 老 年 人 接 种 新 冠 疫 苗 ，

86.38%完 成 全 程 接 种 。 我 国 80 岁 以

上 老 年 人 新 冠 疫 苗 的 全 程 接 种 率 为

65.7%，80 岁以上老年人加强针接种

人 数 占 80 岁 以 上 老 年 人 总 数 的

40%。“我国新冠疫苗接种总数在全

球名列前茅，但 80 岁以上老年人疫

苗接种率确实不是很高。”11 月 12 日

召开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

会上，国家疾控局副局长常继乐说。

近期我国新冠死亡病
例集中在老年群体

此轮疫情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带

来不小威胁。今年上半年，上海曾公

布过截至 4 月 25 日的 190 例新冠死亡

病 例 信 息 。 逝 者 平 均 年 龄 82.52 岁 ，

190 例病例中，61～70 岁 16 例、71～

80 岁 38 例 、 81～90 岁 79 例 、 91～

100 岁 46 例 、101 岁 及 以 上 1 例 。60
岁以上死亡病例占总数的 94.7%。除

1 例心源性猝死外，其余死亡原因均

为基础性疾病。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的 190 例死

亡病例中，仅有 12 例曾接种过新冠

疫苗，其余均未接种。

上 半 年 ， 香 港 暴 发 了 第 五 波 疫

情，这波疫情共报告确诊病例 120 万

人、死亡 9193 例。死亡者中，60 岁

以上老人占 95%，80 岁以上高龄老人

占 70%以上。

在 今 年 5 月 13 日 召 开 的 国 务 院

联 防 联 控 机 制 新 闻 发 布 会 上 ， 中 国

疾 控 中 心 免 疫 规 划 首 席 专 家 王 华 庆

表 示 ， 老 年 人 随 着 年 龄 增 长 ， 免 疫 力

在 减 弱 ， 一 般 感 染 病 毒 或 者 细 菌 后 ，

他 们 自 身 免 疫 发 生 率 增 加 ， 更 容 易 出

现 炎 症 反 应 。 此 外 ， 老 年 人 绝 大 多 数

都 有 基 础 性 疾 病 ， 如 果 感 染 了 病 毒 ，

也 会 导 致 原 有 疾 病 的 症 状 更 严 重 或 者

更容易出现合并症。

王华庆补充说，上述情况不光是在

新冠病毒导致的感染中出现，公众熟悉

的流感也是这样。因此，新冠肺炎疫苗

全球免疫策略一直把老年人和有慢性病

等基础疾病的人作为优先人群展开疫苗

接种。

新冠疫苗防重症和死亡
效果良好

据香港卫生署今年 5 月 5 日公布的

消息，香港 70～79 岁的老年人中，未接

种 新 冠 疫 苗 的 病 死 率 是 5.55%，接 种 两

剂 次 疫 苗 的 病 死 率 是 0.59%，接 种 三 剂

次 疫 苗 的 病 死 率 是 0.16%。“ 也 就 是 说 ，

未 接 种 疫 苗 的 70～79 岁 老 年 人 病 死 率

分别是接种两剂次、三剂次疫苗该年龄

人群的 9 倍和 34 倍。”在上述发布会上，

王华庆分析说，奥密克戎流行期间，有关

专 家 对 吉 林 市 作 了 研 究 ，结 果 显 示 ，在

60 岁以上的人群中，未接种新冠疫苗和

仅接种一剂次灭活疫苗者重症的发生率

是接种两剂次、三剂次新冠疫苗者重症

发生率 20 倍以上。“通过这些数据可以

看到，全程接种疫苗、接种加强针对重症

和死亡预防的保护效果会更好。”

为什么新冠疫苗防重症和死亡的效

果良好，但是无法防止感染呢？在 7 月

13 日 召 开 的 国 务 院 联 防 联 控 机 制 新 闻

发布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福生回应

说，这和新冠病毒通过人体呼吸道途径

感染有关。因为在人体上呼吸道 （包括

口、鼻、咽、喉） 和下呼吸道 （包括气

管、支气管、肺泡） 黏膜均含有表达病

毒受体 （ACE2） 的细胞，病毒与受体

结合即可进入细胞大量复制。

打疫苗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和免疫

细胞难以聚集在口腔、鼻咽喉、支气管

等上呼吸道的黏膜表面，所以人们仍然

会被病毒感染。如果病毒通过下呼吸道

进入血液，如果打过疫苗，病毒很快会

被体内特异性抗体和细胞免疫消灭掉，

难以形成“大气候”。

所以绝大多数打了疫苗的感染者会

变现为无症状和轻症，少数为普通型，

临床上发生重症的病例极少。没有打过

疫苗的人就缺乏这种保护能力，病毒大

量复制，进入血液的病毒就不易清除，

到达其他脏器而发病，尤其高龄老人发

病的危险性大大增加。

有基础病且无接种禁忌
的老人更需要接种疫苗

国 家 卫 生 健 康 委 科 技 发 展 中 心 主

任、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工作组组

长郑忠伟曾在国务院联防联控发布会上

表示，从目前国内外疫苗接种的“真实

世界”接种情况来看，包括肿瘤、高血

压、糖尿病、慢阻肺等老年人常患的慢

性疾病并不是新冠疫苗接种的禁忌证。

这些慢性病患者，只要健康状况稳定，

药物控制良好，均可以接种新冠疫苗。

郑忠伟补充说，老年人正是因为有

基础疾病，一旦感染新冠病毒，如果没

有接种疫苗或者没有接种疫苗加强针，

那 么 发 生 重 症 甚 至 引 起 死 亡 的 风 险 更

高，所以比其他人更需要接种疫苗。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新冠肺炎疫苗

的接种禁忌主要包括以下 4 种：

一、以前接种疫苗时发生过严重过

敏反应，比如出现过敏性休克、喉头水

肿 ； 二 、 因 为 各 种 疾 病 正 处 于 发 热 阶

段，比如患流感、肺炎或其他疾病等；

三、一些慢性病的急性发作期，比如肿

瘤患者正在做化疗，高血压患者出现了

高血压危象，还有一些神经系统疾病正

在发作；四、因为各种严重疾病，生命

已进入终末阶段。

近期本土新冠死亡病例提示：

应提高高龄老人疫苗接种率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夏 瑾

入冬以来，奥密克戎病毒在全国

多个城市扩大传播。为尽快实现社会

面“动态清零”，很多地方调整了疫

情防控政策，不少居民的生活受到影

响，很多人觉得失去了对生活的掌控

感，从而产生焦虑、担忧、恐慌等负

面情绪。

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病区主任

西英俊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门

诊和生活中都会发现，疫情近 3 年以

来，出现心理问题的人比以前明显增

多。“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不再是个体

心理问题，而是社会性心理问题，不仅

需要引起专业人员的关注，更需要引

起政府层面的重视。”西英俊表示。

西英俊解释说，疫情发生三年以

来，社会各群体都处于慢性压力的持

续刺激之中。疫情明显影响了人们的

正常社会活动，给每个人的生活都带

来了很大的改变，每个人都在不断适

应疫情防控给生活带来的各种冲击。

虽然个体的心理具有弹性，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适应变化，自我调整，但应

激源的持续存在，会造成负面情绪不

断积累，如果此时再发生急性危机事

件，比如小区被封控、家人被转运隔

离等，个体就很难保持“淡定”。

“急性危机事件如同压在骆驼身

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容易触动负面

情绪的爆发。”西英俊说，“当下，很

多人面临慢性压力和急性危机的双重刺

激，因而对情绪的耐受力会降低，自我

控制情绪能力也会减弱。此时，一件微

不足道的小事很可能会引起强烈的情绪

反应，从而引发社会冲突，这也就不难

理解为何疫情期间一些人戾气加重，邻

里之间冲突增多。”

他认为，应激源的持续存在，会造

成人们负面情绪不断积累，因而必须从

政府层面重视这些问题，客观、理性地

面对和处理。

西英俊指出，疫情下，人们心理危

机的出现往往与遭遇的实际困难相关，

弱势群体受到疫情影响的程度更深，例

如老人、儿童、躯体病患、低收入人群

等。当一个人面临实际困难以及压力超

过其可承受的程度，并且无法获得足够

的资源去应对和解决时，就可能引发心

理危机，出现情绪的紊乱和失控。

因而解决民众的心理问题不仅需要

心理危机干预，更重要的是解决不同群

体遇到的实际困难，而这需要政府部门

和基层组织共同发力。

从政府层面来说，要看到疫情不仅

对民众心理造成了直接冲击，疫情防控

所引发的生活困难也给民众带来了负面

心理影响。因此，政府应对民众所面临

的现实困难进行调研、梳理和评估，有

针对性地制定相应政策，并指导相关职

能部门具体执行，为民众纾难解困，排

除后顾之忧。

同 时 ， 政 府 可 以 充 分 利 用 社 会 资

源，动员社会团体力量，对民众进行帮

助，比如买药、买菜、课程辅导等，鼓

励心理健康服务机构开通心理热线，引

导出现心理问题的民众主动求助，在心

理学专业人员的帮助下纾解情绪。

他还建议政府定期请多学科专家进

行论证，综合考虑疫情对民众的健康威

胁和当下疫情防控措施对民众生活影响

之间的矛盾，与时俱进，适时作出疫情

防控措施的调整。

从基层组织来说，社区组织要懂得

与居民共情，要站在居民的立场看待问

题，与居民站在一起，共同面对困难。

西英俊指出，社区工作是做“人”的工

作，需要有温度，社区工作者应该是一

心一意为群众着想的人，需要具备与居

民建立良好合作关系的能力，与居民共

同完成工作。

需要看到的是，很多社区工作人员

是在超负荷工作，他们的心理也很容易

受到冲击，容易出现情绪问题。西英俊

建议，基层社区组织应加强社区工作人

员的心理建设，请心理学专业人员对社

区工作者进行心理辅导，为他们提供心

理支持，让他们以更好的状态与社区居

民沟通，让社区民众感受到来自组织的

理解和关心。

西 英 俊 认 为 ， 个 人 也 需 要 保 持 耐

心，尽量维护自己内心的稳定，做一些

让自己愉快的事情，比如读书，看影视

剧，跟家人多交流，好好陪孩子，通过

网络开展社交活动等，让情绪有一个出

口。当发现情绪波动严重，负面情绪增

加时，可以借助热线电话寻求心理学专

业人员的帮助。

专家：疫情造成的心理问题需引起各方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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