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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陈晋）
7 月 31 日，福州市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工作
应急指挥部发布公告，对
7月 17日（含 17日）以来，
从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京
广路街道春晖社区、二七
区京广路街道广兴洁云花
园小区、长江路街道海豫
花园小区、长江路街道张
魏寨中街 36号院；江苏省
南京市雨花台区景明佳园
小区入（返）榕的人员按规
定采取隔离措施。

此外，7月21日起，从
江苏省南京市入（返）榕的
人员，以及7月31日起，从
郑州市入（返）榕的人员必
须持有 48 小时内有效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

通告指出，凡7月7日
（含 7 日）以来，有江苏省

南京市其他低风险区域旅
居史的入（返）榕人员应主
动向所在社区（村居）、所
在单位、所在酒店报备相
关情况，由社区（村居）对
其进行 14 天居家健康监
测，健康监测起算时间为
入榕时间，健康监测开始
时和结束前各进行一次核
酸检测。

通告还要求，近期市
民若无必要，请勿前往江
苏省南京市、河南省郑州
市二七区。如确需前往，
务必做好个人防护，准确
记录好自己的活动轨迹；
从江苏省南京市、河南省
郑州市二七区返榕后，需
按福州市相关防控要求落
实健康管理措施。对因瞒
报、谎报造成严重后果的，
依法追究责任。

N新华 人民网

7月31日20时，厦门市
疫情防控情况新闻发布会
（第二场）召开，通报当前疫
情防控进展情况，以及德尔
塔（Delta）毒株检测结果。
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此前厦门市通报的4例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阳性人员中
有3人样本与“德尔塔”毒株
高度吻合。

厦门市卫健委主任姚
冠华介绍，经过对 4例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阳性人员的标
本开展基因突变位点快速筛
查发现，其中 3人的样本与

“德尔塔”毒株高度吻合。目
前，有关部门正进行基因测
序，以进一步检测验证。此
外，还有 1人的样本因病毒
载量太低，尚无法检测。

厦门市副市长廖华生
通报称，截至 7 月 31 日 19
时，4 例新冠肺炎阳性感染
者均在定点救治医院杏林
医院隔离观察治疗中。其
中：确诊病例 1（普通型）生
命体征平稳，一般情况好，
配合治疗中；确诊病例2（普
通型）病情稳定，配合治疗
中；2 名无症状感染者一般
情况良好。

在流行病学调查和处

置情况方面，已追踪排查到
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的密切接触者（含次级密切
接触者）860 人，已全部隔
离。完成密接者（含次级密
切接触者）首次核酸检测
860 人，完成率 100%，已出
结果 834 人，均为阴性。目
前中风险地区莲前街道源
泉山庄小区 A 区居民全部
实施居家隔离，全部完成首
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另
外，确诊病例 1张某妻子及
不住家家政服务人员 30日
检测核酸2次，均为阴性；31
日已采样送检，结果待报。

核酸检测方面，7 月 30

日至 31 日，思明区莲前街
道、筼筜街道开展全员核酸
检测，并扩大检测至厦门航
空员工。截至 7 月 31 日 19
时，完成核酸采样 46.21 万
人份，已出检测结果 18.46
万人，均为阴性，其他结果
待报。

此外，厦门市副市长廖
华生介绍，启动三级应急
响应后，厦门市指挥部各
项工作统筹兼顾、整体推
进，党政机关干部全员取
消休息，在岗工作。目前，
物资保障到位、市场供应充
足，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市民
生活正常有序。

厦门3名病例样本
与“德尔塔”毒株高度吻合

7月31日晚，厦门市疫情防控情况新闻发布会（第二场）召开

德尔塔毒株最早于去
年10月在印度发现，世卫
组织将其命名为B.1.617，
并在今年5月31日用希腊
字母δ（德尔塔）命名。这
一毒株具有病毒传播力
强、更加适应人体、复制
快、体内载量高，病人转阴
速度慢、治疗时间长、容易
出现重症等新特点。

按照世卫组织的说法，
“德尔塔毒株是目前发现的
传播能力最强的新冠变异病
毒”。世卫7月28日介绍，目
前，德尔塔变种病毒已传播
至132个国家和地区。

事实上，南京疫情，并
非我国第一次与德尔塔正
面交锋。今年年初以来，
广东、云南等地都曾出现
德尔塔毒株导致的新冠疫
情。

德尔塔有多“毒”？中
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冯子健
曾表示，从广州疫情观察，
德尔塔病毒变异株的传染
性和传播能力显著增强，
潜伏期或者传代间隔缩
短，在短短的10天内就传
了五六代。

今年 6 月，中国工程
院院士钟南山曾这样形象

地描述：“只要在发病前4
天跟病人处在同一个空
间、同一个单位、同一个建
筑的都算为密切接触者。”

德尔塔的蔓延速度也
有国际数据佐证。据美国
疾控中心统计，在今年 5
月，美国新增病例中感染
德尔塔毒株者仅为1%，而
现在，德尔塔毒株感染者
约占近期新增确诊病例的
83%。

按照世卫组织7月20
日发布的全球疫情分析，
预计德尔塔将在未来数月
成为全球主要流行毒株。

“德尔塔”毒株怎么防？

本轮疫情短期内仍有扩散风险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7月31日下午召开发布会，要求各地防控措施要突出

快、狠、严、扩、足
N央视 中新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7
月31日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近期全国疫情防控和新
冠病毒疫苗接种有关情况。

国家卫健委介绍，当
前，全球疫情仍处于大流行
状态，多个国家陆续出现疫
情高峰，外防输入压力持续
增大。截至目前，本月全国
累计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
例 328 例，接近此前 5 个月
总和，已有 14 个省份报告
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或无症

状感染者，短期内仍有继续
向其他地区扩散的风险。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负责
人介绍，从目前对各地30多
起疫情处置效果看，我国防
控措施仍然有效。各地在对
现有防控措施落实到位之
外，更要突出快、狠、严、扩、
足，即响应快、管控狠、措施
严、精准扩大排查范围、备足
隔离场所，坚决做到应隔尽
隔，确保应急响应和处置措
施跑在病毒前面。

中国疾控中心专家表
示，我国的疫苗可以有效降

低住院、重症和死亡率，现
有疫苗对德尔塔毒株仍有
良好的预防作用，全国正积
极稳妥推进疫苗接种，截至
7 月 28 日，全国已经有 1.5
亿 60 岁以上老人接种疫
苗。对 12~17 岁未成年人
正采取分地区、分年龄段推
进接种，截至 7 月 28 日，已
经累计接种1248万人。

专家提示，现在正逢暑
期旅游旺季，疫情高、中风
险地区人员要取消外出旅
行，其他地区人员要暂缓前
去高、中风险地区旅行。

有郑州、南京旅居史市民

入（返）榕需及时报备

□相关新闻

针对德尔塔变异株引起的疫情，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青华介绍，目
前我们的防控措施仍然有效。这个结论基于两个基本的认识：第一，科学界对这个
病毒的认识。它仍然是个冠状病毒，它的传染源、传播途径已经基本清楚。第二，基
于我们国家目前防控工作的实践。因为我们现在的防控措施处置广东疫情、辽宁疫
情、云南疫情等等，将近30多起疫情，用这些措施处置这些疫情，效果是显著的。

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家班专家组成员邵一鸣在发布会
上介绍，从目前全球的情况来看，出现打疫苗以后又被感染，这叫做突破病例，它是
一种常态，并不是例外。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出现突破病例，仍然是我们全球打了30
多亿剂次疫苗人中的少数。临床数据显示，任何一款疫苗都不是百分之百的预防感
染的，但是总的判断，目前各种变异株仍然是在现在疫苗可控的范围之内。我们国
家去年以来采取的防控措施也都是有效的。由于我们现有的防控措施能够落实到
位，疫苗接种也是在全球是领先的，没有大规模暴发的现实环境。

7月31日晚，河南省郑州市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郑州市卫健委
党组书记王万鹏在发布会上通报，截至7月31日18时，郑州又发现11例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16例无症状感染者。郑州市疾控中心主任王松强通报：郑州市第六人民医
院是境外输入定点收治医院，7月30日报告本土病例，随后报告病例数不断增加。
此次疫情主要发生在医院内部，涉及人群包括保洁人员、医务人员，呈现局部散播状
态。此次疫情发生，既有暴雨给院感控制方面带来的不利影响，也暴露出少数医院
在落实院感控制方面存在一定的漏洞，各地各单位要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焦点一：我国防控措施对德尔塔仍然有效

焦点二：我国没有疫情大规模暴发的现实环境

焦点三：郑州此次疫情主要发生在医院内部

7月30日，南京的疫情新闻发布会上，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丁洁介
绍，南京本轮疫情为同一个传播链，疫情源头为7月10日的俄罗斯CA910
入境航班。此外，南京已经完成52个相关病例的病毒基因的测序工作，均
为德尔塔毒株，病毒基因组序列高度同源，提示为同一个传播链。

因为南京疫情，“德尔塔毒株”这个经常出现在国际新闻中的专业名
词，开始成为国内民众讨论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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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数月，将成为全球主要流行毒株

按照钟南山的分析，
德尔塔毒株病毒载量高，
一旦人体感染了德尔塔
毒株，在身体里的病毒载
量比以前的普通株高。
潜伏期短，病毒在人体内
的潜伏期大概为1到3天，
甚至有些在 24 小时内就
发病。

此外，核酸转阴时间
长，病人感染上普通的病
毒株，经过治疗后7到9天

后核酸检测就转阴性，但
此前广东 100 多例病人
中，平均转阴时间为13到
15天，差不多高一倍。

除了病毒本身，中招
德尔塔毒株的患者还有
一个重要特征：发病症状
极不典型。

“南京这次德尔塔毒
株感染以后，早期症状可
能就仅仅表现为乏力，或
者嗅觉障碍，或者轻度的

肌肉酸痛。所以说它的
症状非常不典型。”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
江苏工作组医疗救治组
专家、东南大学副校长、
重症医学专家邱海波介
绍。

我们接种的疫苗，防
得了变异病毒吗？按照
专家观点，这一问题的答
案依然是明确的：疫苗依
然有效，接种刻不容缓。

重要特征：发病症状极不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