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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常态化防控阶段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本土疫情流行特点和防控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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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仍在全球流行，我国疫情防控长期面临“外防输入、

内防扩散”的压力。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后，我国陆续发生多起新冠肺炎本土疫情，大部分为零星散

发，少部分发生聚集或暴发。冬、春季是疫情高发季节，边境和口岸城市是高发区，重点人群主动监测

是疫情早发现的有效途径。通过采取一系列综合防控措施，包括大规模核酸筛查、追踪隔离密切接触

者、分类管理风险地区和人群、增加社交距离和严格出行管理等，大部分新冠肺炎本土疫情均较快得

到有效控制，为我国疫情防控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是一系列聚集性疫情的发生，暴露出我国当前疫

情防控存在不足，本文为今后的疫情防控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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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VID-19 pandemic is still ongoing in the world, the risk of COVID-19
spread from other countries or in the country will exist for a long term in China. In the routin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hase, a number of local COVID-19 epidemics have occurred in China, most
COVID-19 cases were sporadic ones, but a few case clusters or outbreaks were reported. Winter and
spring were the seasons with high incidences of the epidemics; border and port cities had higher
risk for outbreaks. Active surveillance in key populations was an effective way for the early detection
of the epidemics. Through a series of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including
mass nucleic acid screening, close contact tracing and isolation, classified management of areas and
groups at risk, wider social distancing and strict travel management, the local COVID-19 epide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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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been quickly and effectively controlled. The experiences obtained in the control of the local
epidemics would benefit the routin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VID-19 in China. The occurrence of
a series of COVID-19 case clusters or outbreaks has revealed the weakness or deficiencies in the
COVID-19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China, so this paper suggests some measure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futur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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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在全球持续流

行。我国经过严格防控，疫情基本得到控制，于

2020年 4月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1］。但全球疫情

仍处于高发态势，我国持续面临“外防输入、内防扩

散”的压力。2020年初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

疆）和黑龙江省分别累计报告病例 76和 482例，而

新疆在 2020年 7月的疫情共报告 1 064例，黑龙江

省在 2021年 1月的疫情共报告 1 220例［2-3］。这些

疫情暴露了我国当前疫情防控存在不足。认真总

结常态化阶段疫情防控经验，对今后防控工作具有

重要借鉴意义。本文资料来源于公开报道和相关

文献，涵盖了我国常态化防控阶段的 31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报告的大部分本土疫情，总结我国常态

化防控阶段的本土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特点和防控经

验，提出相关建议。

一、常态化防控阶段的疫情特征

1.疫情总体特征：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累计报告

病例超过 2亿，死亡病例超过 500万，其中报告病例

数位居前列的国家是美国、印度和巴西［4］。疫情流

行至今，新型冠状病毒（新冠病毒）可能与人类长期

共存［5］，提示常态化防控是持久战，我国将持续面

临境外输入疫情的压力。由于新冠病毒不断变

异［6］，使当前疫情防控形势愈加严峻。根据国家和

各地卫生健康委员会（卫健委）公开的报道和相关

文献，共收集我国 2020年 4月至 2021年 12月的本

土疫情 77起。其中多数疫情是零星散发或小范围

聚集，少数疫情是较大范围传播，且多发生在冬、春

季，疫情多发地区为边境口岸和（或）拥有大型国际

机场的城市。

2. 感染来源：77起本地疫情的主要感染来源

见图1和表1。
（1）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或医疗机构工作人员

意外暴露而感染（隔离点或医疗机构）共 19起：规

模较大的包括 2021年 7月 31日中国郑州市某医院

收治缅甸输入病例感染的医护人员及陪护人员的

本土疫情［7］、2021年 5月 21日中国广州市某医院经

气溶胶传播的本土疫情［8］。集中隔离点也是重要

感染来源，据报道，广州市还发生多起入境隔离酒

店工作人员感染事件［9-13］。这可能与广州市作为我

国主要的国际航班入境口岸，入境隔离管理人员基

数大，隔离酒店工作人员意外暴露风险较高有关。

通过隔离点或医疗机构引发的疫情是最多的一类，

但我国对此类人群的常规监测和闭环管理，病例基

本能早期发现，大多为感染人数局限在个位数的零

星散发疫情。因医院引发的聚集性疫情给医疗机

构敲响了警钟。

（2）边境口岸商贸活动或口岸作业导致境内

人员感染（边贸或口岸作业）共 17起：边贸或口岸

作业涉及入境人员和跨境物流运输，疫情传播风

险较高。2020年 10月 24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

什地区暴发疫情，感染源头可能是被新冠病毒污

染的边境货运卡车及集装箱。广东省深圳市作为

我国大型口岸城市，发生多次跨境货运司机或港

口工作人员感染事件。中国云南省瑞丽市和陇川

县与缅甸的边境口岸和人员来往频繁，地区频繁

出现本土病例。2021年 10月 13日中国内蒙古自

治区二连浩特市疫情的首发病例为出入境口岸的

物流园区闭环管理人员，感染来源与边境口岸

有关［14］。

图1 常态化防控阶段的我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本土疫情感染来源和月份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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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常态化防控阶段我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本土疫情基本信息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2020-05-08
2020-06-11
2020-07-16
2020-07-22
2020-09-24
2020-08-14
2020-10-11
2020-10-16
2020-10-24
2020-11-07
2020-11-09
2020-11-20
2020-11-21
2020-12-01
2020-12-03
2020-12-10
2020-12-10
2020-12-07
2020-12-12
2020-12-18
2020-12-15
2020-12-20
2020-12-23
2020-12-25
2020-12-29
2020-12-30
2021-01-02
2021-01-10
2021-01-14
2021-01-17
2021-01-21
2021-01-22
2021-01-24
2021-03-18
2021-03-25
2021-03-31
2021-05-13
2021-05-21
2021-05-21
2021-06-10
2021-06-14
2021-07-04
2021-07-12
2021-07-20
2021-07-20
2021-07-31
2021-07-31

吉林省舒兰市

北京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辽宁省大连市

山东省青岛市

广东省深圳市和汕尾市

山东省青岛市

广东省广州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

天津市

上海市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

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

山东省青岛市

广东省深圳市

黑龙江省绥芬河市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宁市

四川省成都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

北京市朝阳区

辽宁省大连市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

辽宁省沈阳市

北京市顺义区

黑龙江省黑河市

浙江省杭州市

河北省石家庄市

黑龙江省望奎县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北京市大兴区

上海市黄浦区

广东省深圳市

江苏省镇江市

陕西省西安市

江西省南昌市

云南省瑞丽市

安徽省六安市、辽宁省大连市

广东省广州市

广东省深圳市

浙江省温州市

广东省深圳市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江苏省南京市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

广东省清远市

河南省郑州市

福建省厦门市

境外输入病例关联

进口冷链

来源不明 a

进口冷链

进口冷链

未公布 b

隔离点或医疗机构

隔离点或医疗机构

边贸或口岸作业

进口冷链

涉疫航班或机场

涉疫航班或机场

边贸或口岸作业

进口冷链

边贸或口岸作业

边贸或口岸作业

边贸或口岸作业

隔离点或医疗机构

来源不明 a

境外输入病例关联

进口冷链

隔离点或医疗机构

境外输入病例关联

境外输入病例关联

未公布 b

隔离点或医疗机构

来源不明 a

未公布 b

隔离点或医疗机构

未公布 b

隔离点或医疗机构

隔离点或医疗机构

境外输入病例关联

隔离点或医疗机构

境外输入病例关联

边贸或口岸作业

未公布 b

隔离点或医疗机构

边贸或口岸作业

境外输入病例关联

涉疫航班或机场

边贸或口岸作业

境外输入病例关联

涉疫航班或机场

隔离点或医疗机构

隔离点或医疗机构

涉疫航班或机场

发热门诊核酸筛查

发热门诊核酸筛查

发热门诊核酸筛查

发热门诊核酸筛查

重点人群核酸筛查

发热门诊核酸筛查

重点场所强化监测

重点人群核酸筛查

重点人群核酸筛查

重点人群核酸筛查

发热门诊核酸筛查

发热门诊核酸筛查

重点场所强化监测

重点人群核酸筛查

重点人群核酸筛查

重点人群核酸筛查

重点人群核酸筛查

发热门诊核酸筛查

重点人群核酸筛查

重点人群核酸筛查

重点人群核酸筛查

重点人群核酸筛查

发热门诊核酸筛查

重点人群核酸筛查

重点场所强化监测

重点人群核酸筛查

发热门诊核酸筛查

发热门诊核酸筛查

重点人群核酸筛查

重点场所强化监测

重点人群核酸筛查

重点人群核酸筛查

发热门诊核酸筛查

重点人群核酸筛查

密切接触者核酸筛查

重点人群核酸筛查

发热门诊核酸筛查

发热门诊核酸筛查

重点人群核酸筛查

发热门诊核酸筛查

重点人群核酸筛查

重点人群核酸筛查

密切接触者核酸筛查

重点人群核酸筛查

重点人群核酸筛查

重点场所强化监测

重点人群核酸筛查

47
368
1 064
118
2
9
13
1

430
12
2
8
35
1
2
21
3
14
4
3
84
1
38
42
13
1

1 123
1 220

1
34
21
1
1
1
1

118
22
167
16
4
7

271
1

1 162
1

168
5

［34］
［26-27，35］
［36］
［29-30］
［28］
［37］
［38-39］
［12］
［40-41］
［31，42］
［21］
［22］
［43］
［44］
［45］
［46］
［46］
［47］
［48］
［49］
［50］
［13］
［51］
［52-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62］
［63］
［64］
［65］
［66］
［67］
［8，68］
［69］
［70］
［71］
［72-73］
［74］
［19］
［75］
［7］
［24］

序号
首例病例
报告日期

疫情地区 感染来源 疫情发现途径
累计报告
病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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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2021-08-04
2021-08-11
2021-08-15
2021-08-18
2021-08-20
2021-09-04
2021-09-10
2021-09-21
2021-10-03
2021-10-13
2021-10-17
2021-10-27
2021-10-30
2021-11-04
2021-11-25
2021-11-28
2021-12-02
2020-12-04
2021-12-09
2021-12-09
2021-12-15
2021-12-16
2021-12-17
2021-12-21
2021-12-24
2021-12-26
2021-12-27
2021-12-28
2021-12-29
2021-12-31

上海市浦东区

浙江省宁波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拉山口市

上海市松江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

广东省广州市

福建省莆田市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尔果斯市

内蒙古自治区二连浩特市

陕西省的外省游客旅行团

黑龙江省黑河市

江西省上饶市和河南省郑州市

辽宁省大连市

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

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

陕西省咸阳市

广东省广州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

陕西省西安市

广东省广州市

四川省成都市

福建省厦门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

云南省昆明市

四川省成都市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江苏省南京市、无锡市

上海市浦东新区

广东省佛山市

涉疫航班或机场

边贸或口岸作业

边贸或口岸作业

隔离点或医疗机构

涉疫航班或机场

隔离点或医疗机构

境外输入病例关联

境外输入病例关联

边贸或口岸作业

边贸或口岸作业

边贸或口岸作业

边贸或口岸作业

未公布 b

进口冷链

涉疫航班或机场

边贸或口岸作业

境外输入病例关联

隔离点或医疗机构

境外输入病例关联

境外输入病例关联

隔离点或医疗机构

隔离点或医疗机构

隔离点或医疗机构

边贸或口岸作业

境外输入病例关联

涉疫航班或机场

境外输入病例关联

边贸或口岸作业

境外输入病例关联

隔离点或医疗机构

重点人群核酸筛查

重点人群核酸筛查

重点人群核酸筛查

重点人群核酸筛查

重点人群核酸筛查

重点人群核酸筛查

重点场所强化监测

感染者主动核酸检测

重点人群核酸筛查

重点人群核酸筛查

重点场所强化监测

未公布 b

感染者主动核酸检测

重点人群核酸筛查

未公布 b

重点场所强化监测

重点人群核酸筛查

重点人群核酸筛查

密切接触者核酸筛查

重点人群核酸筛查

重点人群核酸筛查

重点人群核酸筛查

重点人群核酸筛查

重点人群核酸筛查

重点人群核酸筛查

重点人群核酸筛查

重点人群核酸筛查

重点人群核酸筛查

重点人群核酸筛查

重点人群核酸筛查

1
1
3
2
7
2

471
96
5
20
659
279
155
346
52
537
1
1
1

2 119
1
1
1
19
4
1
4
2
1
1

［23］
［19］
［19］
［19，76］
［19，77］
［9］
［78-79］
［17］
［80］
［14］
［81］
［82］
［83］
［84］
［85-87］
［88］
［89］
［10］
［90］
［91-92］
［11］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续表1

序号
首例病例
报告日期

疫情地区 感染来源 疫情发现途径
累计报告
病例数

参考文献

注：a未明确感染来源；b当地卫生健康委员会尚未公布疫情感染来源结果

（3）境外输入病例在解除隔离后续发传播（境

外输入病例关联）共 16起：新加坡入境人员导致的

我 国 福 建 省 本 土 疫 情 的 累 计 报 告 病 例 最 多

（471例），涉及 4个城市。2020年 5月吉林省舒兰

市、2020年 12月北京市顺义区与沈阳市、2021年
9月哈尔滨市的 3起疫情，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关联

的聚集性疫情［15-17］。提示需加强入境人员隔离期

满后的健康管理，预防隔离人员的交叉感染。目前

我国针对入境人员采取集中和居家隔离期的核酸

检测，而居家健康监测期尚未要求核酸检测［18］，建

议居家健康监测期满后增加1次核酸检测。

（4）暴露于涉疫的入境航班或国际机场而感染

（涉疫航班或机场）共 9起：2021年 7月 20日暴发的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疫情累计报告病例数最多

（1 162例），涉及 14个省份 38个城市［19］。广东省、

上海市、厦门市均发生了涉疫航班或机场的工作人

员感染事件［20-24］，上海市报道了 4起，说明航班或机

场的疫情防控存在薄弱环节。

（5）接触被新冠病毒污染的进口冷链而感染

（进口冷链）共 7起：低温有利于新冠病毒存活，我

国从冷冻食品外包装检测到新冠病毒的报道较

多［25］。2020年北京市、青岛市、大连市和天津市等

均报道进口冷链引起的聚集性疫情［26-31］。2020年
11月我国发布了进口冷链食品预防性消毒和追溯

管理的通知［32-33］，加强了进口冷链从业人员和冷链

产品的监测和监督管理，之后此类疫情较少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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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高传染力的 Delta和 Omicron变异株出

现，尤其冬季低温环境，应高度警惕进口冷链的传

播风险。

（6）感染来源调查结果不详或未公布感染来源

（来源不明或未公布）共9起。

3.疫情发现途径（表 1）：：以重点人群监测和发

热门诊监测为主，分别占 61.0%（47/77）和 19.5%
（15/77），通过重点场所强化监测发现的占 10.4%
（8/77），通过密切接触者核酸筛查和感染者主动核

酸检测发现的分别占 4.0%（3/77）和 2.6%（2/77）。

重点人群包括入境人员和边境口岸工作人员、进口

冷链货物运输人员、隔离点工作人员、机场工作人

员和医务工作者，常规健康监测和例行核酸检测是

发现疫情的重要措施。医疗机构的发热门诊监测

也是发现疫情的重要途径，2020年 6月北京市新发

地市场、2020年 7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

市、2021年 1月黑龙江省望奎县和石家庄市和

2021年 5月广州市的疫情，均是通过发热门诊监测

的核酸筛查发现的，其中，重点人群监测发现和控

制的疫情病例数<5例的占 61.7%（29/47），发生聚

集性较少疫情，而通过发热门诊监测发现和控制的

疫情病例数<5例的仅占 20.0%（3/15），说明针对重

点人群的主动监测，能有效地早发现，防止疫情

扩散。

二、常态化防控阶段的主要防控策略和措施

我国采取“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控策略，

坚持人物同防，当某地出现聚集性疫情时，及时采

取一系列综合防控措施以阻断社区传播。回顾

2020年 6月北京市新发地市场、2020年 7月乌鲁木

齐市、2021年 1月石家庄市、2021年 1月长春市和

2021年 5月广州市的 5起聚集性疫情，我国常态化

防控阶段本土暴发疫情的防控策略和措施包括：

1.大规模核酸检测，主动筛查发现病例，彰显

了新冠肺炎疫情发现的“可检测性”：核酸检测是疫

情防控的重要手段，能及时发现感染者和确定感染

范围。尤其在传播链和传播范围不明确的情况下，

开展大规模的人群核酸筛查和及时隔离感染者，能

有效降低传播风险。

北京市和石家庄市在发现首例病例时，已出现

二代和三代传播，两个城市均迅速对重点人群进行

全员核酸筛查，高风险地区开展多轮筛查。北京市

在发现疫情后的 5 d内、1周内和 1个月内，累计核

酸筛查人数分别超过 50万、超过 100万和完成

1 000万人次，全员核酸筛查发现的感染者占比超

过 50%［102］。石家庄市实施 3轮全员核酸筛查，在

1周内完成第 1轮核酸筛查人数超 1 000万人次，累

计检出 354例感染者［103］，第 2轮累计检出 247例感

染者［104］。大规模核酸检测为防止疫情扩散争取了

时间，在传播链不清楚时作为应对突发疫情的关键

策略。2021年 1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提出，常住

人口 500万人以下的城市需具备 2 d内完成全员核

酸筛查能力，常住人口 500万以上的城市需具备 3~
5 d内完成全员核酸筛查的能力［105］。

2.快速精准流行病学调查（流调），追踪隔离密

切接触者，突出了新冠肺炎疫情调查的“可精准

性”：借助大数据对发现的病例快速展开流调、摸清

传播链和追踪密切接触者是提高病例发现精确度

和效率的有效措施。以北京市新发地市场疫情为

例，对最早发现的病例开展流调，快速锁定新发地

市场为感染来源地，随即以其为中心排查相关接触

者，追踪并隔离密切接触者，快速确定风险区域和

重 点 人 群 ，显 著 提 高 了 疫 情 防 控 的 精 准 度 。

2021年 5月广州市疫情通过密切接触者追踪发现

的感染者占 66.1%［106］，是此次Delta变异株疫情能

在 2个潜伏期内控制的重要原因。吉林省在对最

早报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筛查中，快速精准流调很

快确定了 3例无症状感染者，其中 1例通化市疫情

的超级传播者为产品推销人员，通过培训班感染

81例病例，均为密切接触者筛查检出［107］。

3.科学划分风险区域，分级分类管控，严格管

理重点区域和人群，表明新冠肺炎疫情处置的“可

控制性”：全国各地建立了完善的社区管理组织，社

区进行“网格化”管理，使得疫情精细化防控成为可

能。更精细地以社区或住宅小区等为单位划分风

险等级，分级分类防控，根据疫情动态调整其风险

等级，对不同风险区域人群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

增加社交距离并降低感染风险。与武汉市疫情暴

发初期的封城策略相比，该策略将疫情处置对社会

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影响降低到最小，可节约医疗资

源和缓解医护人员的工作压力。

以北京市新发地市场疫情为例，在确认新发地

市场为感染来源地后，第一时间封闭了市场综合交

易大厅，采取的休市和全面封控措施包括对市场周

边的小区的相关人员进行隔离。同时根据病例所

在区域的疫情等级分别划分低、中和高风险区域，

并采取针对性的防控措施。广州市荔湾区发现首

例病例后，立即对病例居住的小区进行封控管理。

根据病例活动轨迹确定风险区域并采取相应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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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措施，高风险区域全面实施封控措施，居民足不

出户，关闭所有公共场所，学校暂停线下教学活动，

餐饮场所禁止堂食，中风险区域全面实施管控措

施，所有人员减少外出，不参加聚集性活动［108］。

4.实施交通限流，加强出行管理，反映新冠肺

炎疫情输出的“可阻断性”：实施交通限流，严格出

行管理可有效降低风险人群的流动性，防止疫情输

出造成省际传播。河北省在疫情防控期间，对进京

或出省的车辆和人员实施最严格的“四必措施”（逢

车必检查，逢人必测温、必核身份、必验健康码），并

与北京市和其他 6个省份的相关部门密切协作，加

强联防联控，全力防范疫情向省外输出［109］。北京

市、长春市、广州市等地区在疫情流行期间，要求

中、高风险地区相关人员禁止出行，并积极倡导省

内低风险地区人员非必要不出省（市），并严格落实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规定。

由于Delta变异株具有传染力强、病毒载量高、

潜伏期短和存在一定的免疫逃逸能力等特点，更容

易在短时间内造成大范围传播，2021年 7月 20日
南京禄口机场疫情和 2021年 10月 17日陕西省的

外省游客旅行团疫情范围均外溢超过 10个省份，

并引起当地聚集性疫情，造成多点散发。应加强疫

情风险地区的交通限制和人员检疫，减少其人口流

动，最大限度降低疫情输出风险。

5.中央和地方紧急驰援，集中力量和资源共同

抗疫，诠释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可围堵性”：新冠肺

炎暴发疫情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疫情是一场

艰巨繁重的阻击战，我国发生的多起大规模疫情能

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控制，离不开中央和地方的

支援。

当某地发生突发疫情并在大范围扩散时，短时

间内激增的医疗卫生需求容易出现物资和设备缺

乏、医疗力量不足的现象，尤其是大规模核酸检测

和流调等工作需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派遣的专家团队、各地驰援的医疗团

队和捐赠的物资设备为当地疫情防控提供大力支

持，迅速壮大了抗疫力量。石家庄市疫情暴发初

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第一时间调集 11支核酸

检测队和中国CDC生物安全三级移动实验室支援

当地，以最快的速度实现核酸检测全覆盖，大大提

升核酸检测能力和效率［110］。紧急驰援是应对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医疗资源短缺的必然选择［111］，在一

些防控经验相对缺乏的地区，国家派遣的专家团队

支援能给当地疫情防控部署和应急处置提供科学

指导，大幅度提升其防控能力，医疗驰援队伍是我

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力量，为重大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积累了丰富经验。

三、常态化防控阶段疫情防控存在的问题和

建议

1.完善疫情监测预警机制，提高疫情早期发现

能力：首发病例从感染到确诊的时间称为失觉期，

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新发的疫情也处于失觉状

态［112］，这也给尚未干预及控制的疫情的自然传播

提供了机会。失觉期越长，则疫情在无干预状态下

蔓延越久，等到发现时往往已经在社区扩散。病例

感染时间一般较难确定，但可获得较准确的发病时

间。因此，缩短失觉期对控制疫情发展至关重要。

我国有多起疫情的失觉期较长，导致疫情蔓

延。以石家庄市疫情为例，病例最早发病时间是

2020年 12月 15日，而一直到 2021年 1月 2日才被

报告，疫情已经隐匿传播超过半个月，也是该起疫

情累计感染人数超过千例的重要原因［113］，疫情主

要集中在农村地区，流调显示有多名病例在确诊前

早已出现症状，但是未及时就医或者仅在农村诊所

就诊，而农村诊所不具备核酸检测能力，错过了早

期发现疫情的时机。提示农村地区的基层社区医

生作为健康守门人，监测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较弱，

尚无法承担对突发疫情进行监测预警的责任。北

京市新发地疫情源头来自市场的进口冷链［26］，首例

病例却是通过发热门诊发现的，首例病例确诊 3 d
后，北京市报告病例数达到高峰，说明之前的疫情

已在较大范围内扩散。

病例的早发现对于疫情防控至关重要，及时发

现首发病例可早期控制疫情。早发现取决于疫情

监测预警能力，高效敏感的监测系统能及时发现潜

在病例和识别疫情早期信号。常态化防控阶段如

何建立高效、敏感的新冠肺炎疫情监测系统是控制

疫情的关键。需要提高发热门诊哨点监测、重点人

群监测的敏感性，切实做到“应检尽检”。尤其应完

善基层医疗机构的相关设施，通过应急演练和专业

培训提高医务人员对疫情的警觉性。同时，通过症

状监测、环境监测、重点场所监测、冷链食品和跨境

物流监测等有机结合，建立多渠道预警和监测机

制，充分利用多种来源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

术开展预测预警和风险研判；充分发挥我国传染病

联防联控机制的优势，建立多系统、多部门和多层

级的传染病监测预警平台［114］，从而实现对疫情的

尽早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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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型聚集活动是导致疫情暴发的重要因素，

需加强对该类活动的防控：疫情快速蔓延的一个重

要原因是人群聚集。新冠病毒能通过飞沫传播，人

群普遍易感，人群聚集性越高，感染风险越高。乌

鲁木齐市疫情和石家庄市疫情累计病例数均超过

千人，一个重要因素是两地疫情暴发初期，很多感

染者参加多场婚宴等大型聚集活动。

乌鲁木齐市疫情的早期感染者与 3场婚宴密

切接触直接或间接关联［115］。石家庄市疫情是通过

婚宴的密切接触迅速蔓延，有的确诊病例在 4 d内
连续参加 3场婚宴，有多例来自其他村的确诊病例

有参加聚会或者赶集的相同轨迹［116］。吉林省通化

市疫情通过 3场聚会式的讲座，至少导致 140例关

联病例，占总病例数的 31.5%（140/445）［107］。湖南

省张家界市多例感染者在剧场观赏大型文艺演出，

导致疫情以张家界市为中心向各地传播，累计关联

病例超 300例。大型聚集活动往往人员密集，空间

封闭和空气不流通，存在较高的接触传播风险，因

此需加强对大型聚集性活动的疫情防控，加强人群

聚集场所的现场消杀和管理。

3.不断提升流调溯源能力，优化细化分区分级

管理：非药物干预措施包括交通限制、社区管控、公

共场所限流、核酸筛查、密切接触者追踪等措施，是

现阶段最主要的疫情防控手段［117］。2020年 2月
1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关于科学防治精

准施策分区分级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指

导意见》提出分类管理、分区管控的要求，旨在根据

疫情实时动态科学划分风险区域，分级分类精准施

策。我国在常态化防控阶段，多起本土疫情很快得

到有效控制，为疫情精准防控提供了宝贵经验。但

是部分地区的疫情防控还存在一些问题，诸如分级

分类不合理造成过度管控、风险区域更新不及时造

成部分社区未及时解除管控措施、对风险人群层层

加码，动辄大规模全员核酸检测等，说明我国部分

地区的流调溯源能力和精准防控能力有待提升，分

级分类管控机制有待优化，需要补短板、堵漏洞。

精准防控、科学处置是常态化防控的主题，关

键是要加强专业流调队伍建设，提高流调溯源能

力。通过流调溯源摸清传播链和传播源头，确保每

个病例都能追溯到与之关联的传播链，并将相关的

密切接触者和次密切接触者排查出来，及时控制并

切断传播链，最大限度避免将无关区域纳入管控范

围，达到精准防控的目的。2021年底的西安市疫

情是常态化防控阶段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聚集性疫

情，一大特点是很多感染者是通过社区筛查检出，

病例来源不明、传播链条不清晰，增加了精准防控

的难度。

4.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和定点救治医疗机构

是高风险场所，需严格管理：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和定点救治医疗机构在疫情防控中发挥重要作用，

这类场所存在较高的感染风险，主要原因是工作人

员防护不到位引起。我国目前的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点主要由普通酒店组成，缺少专业的感染防控设

施，有的污水废水处理和通风布局并不符合传染病

隔离点要求，有的地方酒店工作人员缺乏专业的防

护技能，专业培训人员配备不足，这些是导致内部

感染事件频繁发生的主要原因。广州市拟建全国

首个国际健康驿站以代替入境人员隔离酒店，有望

解决目前入境人员隔离酒店的安全隐患问题［118］。

定点救治医疗机构由于人员较复杂且流动性较大，

容易通过社区传播造成聚集性疫情，2021年 5月的

广州市本土疫情和 2021年 7月的郑州市本土疫情

就是典型案例。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和定点救治医疗机构是

我国疫情防控的一个薄弱环节，必须严格落实规范

防护、闭环管理和高频次核酸检测的防控要求；加

强专业队伍建设，强化个人防护和规范操作流程的

培训演练，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和防护意识；

同时要完善相关场所的感染防控设施，科学合理设

置清洁区、缓冲区和污染区等区域，加强重点区域

的消杀，尤其要注意集中空调通风系统设置，排除

交叉感染隐患。医疗机构要加强门诊预检和分诊

管理，坚持发热门诊筛查制度，确保设置足够数量

隔离留观病区。普通病区也要提高敏感性，加强患

者入院管理和陪护、探视管理，对就诊患者和陪护

人员开展核酸检测，最大可能避免医院感染事件

发生。

5.边境口岸是疫情高发区，需重点加强防控：

边境口岸和机场是我国境外输入疫情的第一道防

线，也是疫情跨境传播的前沿阵地。云南省瑞丽

市、黑龙江省黑河市和绥芬河市、内蒙古自治区满

洲里市、二连浩特市和额济纳旗、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喀什地区、霍尔果斯市和阿拉山口市、广东省深

圳市和上海市浦东新区均是我国边境或口岸城市，

曾经发生过新冠肺炎疫情，而深圳市和上海市拥有

大型国际机场，多次报告本土病例。

我国周边国家疫情居高不下，而边境口岸城市

跨境交流频繁，入境人员和跨境物流运输带来的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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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疫情风险将持续处于高位。边境口岸地区频繁

暴发疫情提示这方面的防控存在不足，需加强边境

口岸地区疫情防控能力建设，完善相关防控机制，

提高疫情监测预警敏感性，严格落实入境人员闭环

管理和进口货物的卫生检疫，强化重点环节和重点

人员管理。

6.继续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加快筑牢人群

免疫屏障：新冠病毒疫苗是目前疫情防控的有效手

段之一，已在全球范围内积极推进［119］。截至

2021年 12月 29日，我国累计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

27亿剂次，完成全程接种超过 12亿人次［120］。新冠

病毒疫苗在减少感染和传播风险，降低重症、住院

率和死亡率等方面的保护作用已被很多研究和各

国实践证实。由于新冠病毒变异株存在免疫逃逸

现象、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下降、部分人群不适

合接种以及不同人群免疫应答和免疫保护力存在

差异等问题，免疫防控新冠肺炎工作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尤其是 2021年冬季，一种传染力更强、免疫

逃逸能力更高的Omicron变异株的出现［121］，给目前

的疫情防控增加了不确定性。有研究提示新冠病

毒疫苗对Omicron变异株的保护效力相对下降，但

预防重症和死亡风险仍具有较好的保护效果［122］。

需要继续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及强化免疫，尽早

建立人群免疫屏障。

7. 克服松懈和麻痹情绪，防止疫情大规模暴

发：我国在 2021年发生的本土聚集性疫情大多由

Delta变异株引起，具有传播链多、涉及面广、发展

迅速的特点，短时间内可由零星散发发展为多点暴

发的特点［19］。而新近出现的 Omicron变异株相比

于Delta变异株，具有更强的传染性，短时间内能发

展为流行地区的优势株，被WHO归类为关切变异

株［123］。天津市和广州市均报告了Omicron变异株

输入病例以及关联本土病例［124-125］，天津市本土疫

情是我国首次应对Omicron变异株的聚集性疫情。

常态化防控阶段陆续发生多起暴发疫情，暴露出我

国部分地区存在思想松懈麻痹、监测预警不及时、

应急响应准备不充分、联防联控能力不足、责任落

实不到位等问题。不同变异株的出现对我国疫情

防控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必须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

根弦。

综上所述，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持续面临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不同变异株的出现

使得疫情防控形势更加严峻。需加强发热门诊、重

点场所和重点人群监测，早期发现疫情，防止出现

多点暴发。坚持人物同防，重点加强边境口岸、机

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和定点救治医疗机构的疫

情防控，继续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尽早建立人

群免疫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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