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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7日16时
成都市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本土病例“11+3”

18日18时起，离蓉须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7月17日下午，成都市政府新闻办公
室举行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成都
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卫健委主任杨小广，
成都市武侯区区长景波，成都市委社治委
副主任江维，成都市疾控中心应急办主任
范双凤出席发布会，通报当前疫情防控工
作的最新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17日0-16时
成都市新增本土病例“5+2”

新闻发布会上，杨小广介绍，7月17
日0-16时，成都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
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例。截至17日16
时，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1
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3例。截至17日12
时，成都市已累计排查管控本地密接人员
1017人，其中853人核酸检测阴性，剩余
结果待出；本地次密接人员2008人，其中
1412人核酸检测阴性，剩余结果待出。

成都市划定
高风险区9个中风险区10个

7月15日-16日，成都市已在锦江区、
武侯区、成华区完成了第一轮全员核酸检
测，在天府新区、高新区、龙泉驿区开展核
酸扩面筛查。依据专家风险研判，于17
日7时起，已在成华区、武侯区启动第二
轮全员核酸检测，并在青羊区、龙泉驿区
启动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截至17日12
时，根据疫情变化，成都市已按照国家标
准划定高风险区9个、中风险区10个。根
据成都市疫情防控要求，从18日18时起，
市民须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
可离蓉。

本次疫情处置及时
呈现传播速度快等3个特点

据范双凤介绍，本次疫情处置及时，
目前发现的感染者除了首发病例，其余均
在密切接触者和同时空暴露人员中检出，
发现时基本处于早期感染状态。

本次疫情呈现传播速度快、聚集性明
显和人员跨区域流动特点。病例暴露感
染后，在较短时间里就具备了传播能力，
且病例多数有共同工作、共同居住、娱乐
的接触史。在管控前，病例活动轨迹涉及

多个商场、餐馆、超市、小区、农贸市场等
人员聚集、流动性大的场所，每日通勤多
涉及跨区出行。

1-5号病例基因测序完成
暂未发现与其他城市疫情有关联

范双凤表示，此次疫情确诊病例占比
较高，14名阳性感染者中有11人均为确
诊病例。多数病例出现了发热、头痛、流
涕、咽痛或咽喉不适等症状，但普遍症状
轻微。

目前，成都市疾控中心已完成1-5号
病例的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为奥密克戎变
异株BA.2.12.1（即BG.2进化分支）。从基
因序列来看，暂未发现其与近期国内其他
城市本土疫情有关联。目前流调溯源工
作正在全力进行中。

武侯区完成两轮核酸检测
常规开设118个核酸检测点位

新闻发布会上，景波介绍，本轮疫情
发生以来，武侯区共发现4例阳性病例。
通过开展流调工作，目前已排查出密接
603人、次密接469人，其中属于武侯区管
控的密接者303人、次密接者202人，均已
纳入集中或居家隔离。

疫情发生后，武侯区于15日18时实

施第一轮核酸检测，连夜检测82万人，基
本实现全覆盖，结果均为阴性。按照成都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武侯区于17日
上午7时启动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已完
成采样89.1万人，预计17日晚出具检测结
果。同时，武侯区还常规开设了118个核
酸检测点位，为市民群众提供“三天两检”
免费检测服务。

武侯区划定高风险区3个
低风险区部分娱乐场所暂停营业

据景波介绍，在省、市专家的指导下，
武侯区将确诊病例3和病例6居住的中海
格林威治城2栋及底商某医疗美容店、病
例4居住的百花公寓1-2栋、病例8居住的
一环路南四段28号小区1栋划定为高风
险区，所有住户落实管控要求，执行“足不
出户、上门服务”防控措施。

武侯区将病例1工作单位所在院落
人民南路四段15号，以及中海格林威治
城、一环路南四段28号小区其他区域划
定为中风险区，严格执行“人不出区、错峰
取物”防控措施。

武侯区其他区域为低风险区，严格落
实扫码、测温、戴口罩等常态化防控措
施。按照成都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部
分娱乐场所暂停营业，并执行“个人防护、

避免聚集”等防控措施。

武侯区封控区域
物资供应充足生活平稳有序

景波表示，针对3个高风险区，武侯
区在每个小区组建健康监测、医疗保障、
生活服务等6个工作组，一对一开展核酸
检测、物资保障、政策宣传等工作。

针对中风险区，武侯区选任在楼栋内
居住的优秀党员、热心群众作为楼栋长，
与工作人员一道，开展自我服务、互助管
理。同时组建物资保障分队，在居民线上
采购物资后及时配送。对不会使用线上
采购的居民，由保障组收集需求后统一采
购并配送。

针对封控区域的5名孕产妇、32名独
居老人、14名病患人员、23名残疾人，建
立人员台账，安排专人提供保障服务，定
期收集慢性病人员购药需求，即时配送。
同时，武侯区还组建了心理关爱组，开通
心理咨询服务热线，负责居民的心理疏导
工作。目前封控区域内物资供应充足、生
活平稳有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杰
实习生 代江兰

■新增病例情况

病例8：居住于武侯区一环路南四段
28号小区，系病例6的同事，17日核酸检
测阳性，诊断为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病例9：居住于锦江区南糠市街48号
大院，系病例3的同空间密切接触人员，17
日核酸检测阳性，诊断为本土确诊病例。

病例10：居住于成华区金科天籁城
小区，系病例6的同空间密切接触人员，17
日核酸检测阳性，诊断为本土确诊病例。

病例11：居住于青羊区怡馨花园小
区，系病例6的同事，17日核酸检测阳性，
诊断为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病例12：居住于龙泉驿区驿都城二
期，系病例3的同时空暴露人员，17日核
酸检测阳性，诊断为本土确诊病例。

病例13：居住于高新区锦悦西路56
号，系病例6的同事，17日核酸检测阳性，
诊断为本土确诊病例。

病例14：居住于成华区海棠名居小
区，系病例6的同事，17日核酸检测阳性，
诊断为本土确诊病例。

7月17日下午，成都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三星堆遗址新一轮考古出土的海贝、
金沙罕见的贝纹铜器……7月20日至10
月23日，“神奇宝‘贝’——奇妙的贝类世
界”特展将在成都金沙博物馆展出。作为
四川首个贝文化主题展览，该展览将展出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四川博物院、四
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广汉三星堆博
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等5家文博单
位馆藏的贝类标本及相关文物1200余件
（套），为暑期的成都带来阵阵舒爽的“海
风”。

金沙贝纹铜器罕见亮相

三星堆遗址曾出土大量海贝、青铜贝
和绿松石贝，在成都金沙遗址的祭祀区，
也发现了根据海贝的形态、纹饰制作而成

的玉贝、贝纹铜器等。考古学家推测，在
古蜀人的生活中，海贝可能也是一种“奢
侈品”，在重要的祭祀活动中与金器、玉器
一起，被敬献给天地山川、祖先神灵。

那么，古蜀海贝从何而来？考古发
现，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环纹海贝中间有
齿形沟槽，这种海贝只产于印度洋深海水
域。而根据史料记载，在印度洋北部地
区，刚好流行用这种贝作为货币使用。因
此，这些海贝有可能是伴随贸易活动，从
印度、缅甸等南亚国家经云南地区，来到
成都平原。此外，除了西面的印度洋，古
蜀地区的海贝还可能来自我国南海地区，
途经广东、广西、贵州到达四川。受海贝
外形的启发，古蜀人还使用其他珍贵的材
质，制作出铜贝、绿松石贝、玉海贝、贝纹

铜器等，展现非凡的艺术创造力。
本次展览收集了各种神奇的“宝贝”，

除了三星堆遗址新一轮发掘出土的多件
海贝首次展出，金沙遗址出土的贝纹铜器
也将罕见亮相。这件铜器外表扁平，中空
结构，出土时还填充有黑色无机质，其侧
面装饰有11个大小不一的贝纹图案。

珍稀贝类标本集中展出

作为金沙遗址博物馆历年特展中展
品数量最多的一次，本次展览展出1200
余件（套）展品，其中，贝类、鱼类、珊瑚等
标本就近1000件（套）。位列世界四大名
螺的法螺、唐冠螺和鹦鹉螺、贝中之王
——砗磲、海之荣光芋螺等29种珍稀贝
类标本都将集中展出。

此次展出的标本中最为“资深”的当
属鹦鹉螺。它被誉为海洋中的“活化石”，
已在地球上经历了数亿年演化。根据其
控制自身浮沉的原理，人类制造出第一艘
核潜艇。

海之荣光芋螺，因其拥有犹如大海在
太阳升起和落下时，在海面上泛起的波光
般美丽的花纹而得名，其超高的“颜值”值
得一看；体量最大的砗磲，被称为“贝中之
王”，直径将近1米，是历朝历代人们趋之
若鹜的装饰品原料。此外，还有形似太阳
的太阳衣笠螺、形似古蜀象牙但历史更为
久远的象牙贝、古希腊神话中维纳斯用来
梳理长发的骨螺……不出成都，市民在金
沙即可体验“赶海”的乐趣。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三星堆新出土海贝首展 暑期到金沙看神奇宝“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