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2023年1月9日 星期一 责编仲伟 版式梁燕 校对毛凌波 天下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1月8日起，我国对新冠病毒感染
正式实施“乙类乙管”。根据“乙类乙
管”及防控措施优化调整相关要求，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1月7日印发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方案（第十
版）》。第十版防控方案重点做了哪些
调整？对疫苗接种提出哪些工作要
求？春节出行怎样做好防护？

1月8日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召开新闻发布会，就公众关心的热
点问题进行回应。国家卫生健康委新
闻发言人米锋表示，实施“乙类乙管”，
不是放开不管，而是强调更加科学、精
准、高效做好疫情防控，更好统筹疫情
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

社区要保留
足够的便民检测点

国家疾控局传染病防控司司长雷
正龙说，第十版防控方案继续强调做
好个人防护，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加强
疫苗接种，加强重点场所、重点人群、
重点机构及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工作。

雷正龙介绍，第十版防控方案将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更名为“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要求加强监测预警，调
整了检测策略和传染源管理，不再开
展全员核酸筛查，社区居民根据需要

“愿检尽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不
再实施隔离措施，实施分级分类收治，

不再判定密切接触者，不再划定高低
风险区，明确了流行期间可以采取紧
急防控措施。

中国疾控中心传防处研究员常昭
瑞介绍，各地要对不同群体分类采取
抗原和核酸检测策略，社区要保留足
够的便民检测点，倡导有新冠病毒感
染相关症状的群众自行开展抗原检
测，零售药店以及药品网络销售电商
等要供应充足的抗原检测试剂，满足
群众检测需求。

强调老年人等
高风险人群加强疫苗接种

实施“乙类乙管”后，疫苗接种仍
是一项重要措施。中国疾控中心免疫
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介绍，第十版防
控方案要求坚持知情、同意、自愿原
则，鼓励3岁以上适龄无接种禁忌人
群应接尽接。对于符合条件的18岁
以上目标人群进行1剂次同源或序贯
加强免疫接种，不可同时接受同源加
强免疫和序贯加强免疫接种。

“第十版防控方案进一步强调对
于感染高风险人群、60岁以上老年人
群、具有较严重基础疾病人群和免疫
力低下人群，完成第一剂次加强免疫接
种满6个月后可进行第二剂次加强免
疫接种。”王华庆说，第十版防控方案也
提出后续根据疫苗研发进展和临床试
验结果，进一步完善疫苗接种策略。

针对公众关心的感染新冠病毒后
多久可以接种新冠疫苗的问题，王华
庆说，如果通过核酸检测和抗原检测
确认感染了新冠病毒，近期不建议接
种新冠疫苗，一般感染时间和接种时
间间隔不少于6个月。

因疫情等原因，有些孩子没有在
规定时间内完成常规疫苗接种。王华
庆表示，疫苗要发挥更好作用，一是要
及时，二是要全程。建议各地在预防
接种单位恢复正常工作之后，及时补
种疫苗。

有严重基础疾病者
应尽量避免出行

“为确保广大群众度过一个健康
平安祥和的春节，倡导群众避免去疫
情高流行地区探亲、旅游，倡导疫情
高流行地区群众减少出行，老年人
及有严重基础疾病的人，应尽量避免
出行。”雷正龙表示，尽量不要举办大
规模家庭聚集性活动，尽量不举办大
规模庙会、大型室内文艺演出、展销等
活动。各地应根据当地疫情形势和实
际情况，及时发布疫情预警信息和出
行安全提示，指导群众合理安排出行
计划。

常昭瑞提醒，要合理安排出行，了
解目的地疫情情况。继续做好个人防
护，保持规律作息、合理膳食、适量运
动等健康生活方式。 据新华社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1
月6日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
方案（试行第十版）》。第十版诊疗方
案有哪些新的变化？针对进一步完善
中医治疗相关内容，如何用中医治疗
更有效？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首都医
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
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科主任王
贵强作出解答。

问：第十版诊疗方案的重要变化
有哪些？

王贵强：根据奥密克戎毒株致病
性特点、流行特征及新药研发进展，第
十版诊疗方案重要变化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疾病名称进行了调整，将
疾病名称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更名
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包括无症状
感染者，也包括有症状的轻、中、重和
危重等类型。

二是针对重症高风险人群，从原
来的 60岁及以上调整为 65岁及以
上，强调65岁及以上没有完成全程疫
苗接种的人群是重点关注人群。从目
前国内外数据来看，疫苗接种是降低
重症和死亡风险的重要因素，没有进
行疫苗接种的或未完成全程疫苗接种
的老年人、有基础病的高风险人群要
继续加强疫苗接种。在重症高风险人
群中，除了有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
等基础疾病的患者、肿瘤患者等，又增
加了持续透析人群，这类人群在疫情
高峰期也是容易导致重症和死亡风险
的人群。

三是不再判定“疑似病例”，“疑似
病例”就是临床上有流行病学、临床表
现，没有病原学证据，但现在病原学证
据已经扩充为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

性或者抗原检测阳性都可以作为诊
断标准。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出现
因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符合疾病特
点但病原学检测较长时间不能明确
的情况。

针对老年人等有重症高风险人群
明确诊断阳性以后，要及时向社区报
备，给予早期干预，密切监测病情变
化、进行随访等，做到“关口前移”。

四是调整“出院标准”，不再对感
染者出院时核酸检测结果提出要求，
由临床医生根据患者新冠病毒感染、
基础疾病或其他疾病诊疗及健康恢复
状况等进行综合研判。

五是完善了儿童重型病例早期预
期预警指标，更关注低龄儿童，尤其是
三岁以下儿童，要进行密切监测和随
访，比如有神经系统并发症、拒奶等重
症倾向的要及时救治。

六是将未全程接种疫苗的老年人
加入重症高危人群，将生命体征监测
特别是静息和活动后的指氧饱和度监
测指标等加入重症早期预警指标。

问：第十版诊疗方案提出完善中医治
疗相关内容，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清泉：第十版诊疗方案结合了
近三年来，中医药进行边救治、边研
究、边总结，形成了较完善的新冠病毒
感染治疗方案。

其中，奥密克戎轻型感染者“邪毒
疏表”表现明显，如浑身疼、乏力，针对
这些症候特点，第十版诊疗方案给出
了较明确的治疗方向和方法，更多体
现在恢复期的治疗，如患者在恢复期
出现明显咳嗽症状，从中医角度来看，
即宣肺、止咳、化痰，为医疗机构和医
生提供参考。

在重症和危重症救治中，坚持中
西医协同救治，如出现严重高热时，
西医和中医结合治疗能有效缩短病
程；危重症病人出现严重腹胀时，中
医称“阳明病”，及时给患者用上通腹
泻办法；当患者出现循环衰竭时，西
医在使用血管活性药等的同时，中医
用益气扶正固脱办法，进行中西医协
同救治。 据新华社

国家医保局回应新冠治疗药物医保谈判情况

辉瑞新冠治疗药
因报价高未能成功

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为期四天的2022年
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谈判8日在京落下帷幕。国
家医保局医药管理司负责人对新冠治疗药物谈
判情况进行回应：此次进入谈判的新冠治疗药
物共3种，其中阿兹夫定片、清肺排毒颗粒谈判
成功，辉瑞奈玛特韦片/利托那韦片组合包装因
报价高未能成功。

该负责人表示，国家医保局等四部门日前
已印发《关于实施“乙类乙管”后优化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患者治疗费用医疗保障相关政策的通
知》，明确新冠病毒感染诊疗方案内包含的新冠
治疗药品实行医保临时支付政策，并先行执行
至2023年3月31日。

也就是说，包括此次谈判的阿兹夫定片、清
肺排毒颗粒和辉瑞奈玛特韦片/利托那韦片组
合包装均已临时性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患者在
2023年3月31日前均可享受到相关的医保报
销政策。

此外，阿兹夫定片、清肺排毒颗粒经过本次
谈判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后，国家医保药品
目录内治疗发热、咳嗽等新冠症状的药品达
600余种。

该负责人表示，近期各地医保部门结合当
地医保基金运行情况，又将一批新冠对症治疗
药物临时纳入本地区医保支付范围。总体来
看，医保报销的新冠病毒感染治疗用药品种丰
富。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全力做好医保药品
目录调整工作，将更多新药好药纳入医保药品
目录，切实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

据悉，2022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谈判最终
结果有望近期公布。

中国疾控中心专家：

XBB系列变异株
未在我国形成传播优势
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对新冠病毒感染实

施“乙类乙管”后，随着出入境管理政策发生变
化，公众担心奥密克戎变异株XBB会很快在中
国传播。对此，在8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
究员陈操表示，XBB系列变异株未在我国形成
传播优势，现阶段不会引起本土大规模流行。

“XBB系列变异株主要在美国、印度、马来
西亚和新加坡等国家流行，截至2023年1月7
日，全球已在35个国家和地区监测到了其新的
子代亚分支XBB.1.5。”陈操介绍，从多项研究
结果来看，与原始株、德尔塔变异株和奥密克戎
几个早期发现的进化分支相比，XBB的进化分
支的免疫逃逸能力明显增强，但致病力未见明
显增加。根据美国疾控中心近期数据，XBB流
行期间，新冠病毒感染、重症和死亡病例数，都
没有呈现明显增加的情况。

XBB是否会成为国内的主要流行株？陈操
表示，2022年8月1日以来，我国共监测到16例
XBB本土关联病例，均为XBB.1进化分支，且主
要集中在2022年10月，从这一趋势看，XBB未
在我国形成传播优势。从全球流行情况来看，
XBB的进化分支输入我国并引起关联病例的风
险明显增加。不过，我国人群对BA.5.2、BF.7和
XBB 等系列奥密克戎变异株普遍易感，且
BA.5.2和BF.7占据绝对优势，近期大部分人感
染了BA.5.2或BF.7后，短期内产生的抗体对
XBB系列变异株有一定保护作用。因此，现阶
段XBB系列变异株不会造成本土大规模流行。

如何应对XBB系列变异株可能带来的传
播风险？陈操说，我国进一步加强了新冠病毒
变异株监测，持续研判XBB系列变异株全球流
行态势及输入我国的风险，对国际上XBB流行
国家新出现变异株的传播力、致病力和免疫逃
逸能力等开展动态监测，并针对性地建立应对
流行的预案。建议大家对新冠病毒的变异既不
要恐慌、也不要轻视，要做好自己健康的责任
人，做好个人防护，同时，不要轻信一些未经证
实的网络报道，保持好心态。

春节出行怎样做好防护？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回应热点问题

第十版诊疗方案有哪些新变化？
——国家卫健委组织权威专家解读第十版新冠病毒感染诊疗方案

1月8日，上海市闵行区颛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师在发热哨点核对处方信息。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