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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记者获悉，为进一步做好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治工作，有效应对处

置疫情，保障人民群众和医务人员健康安全，省卫健

委日前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治工作的紧急通知》，要

求各市及省直管县卫生健康委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全员培训，提高早期识别诊断、转运和防控工作能

力。切实做好预检分诊工作，发现不明原因发热的

患者，应立即转诊至有呼吸道疾病收治条件的医院，

同时做好病人信息登记，不得私自留诊或拒诊。

□ 记者 马冰璐

开展全员培训
提高早期识别诊断能力

通知要求，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要从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群众

健康安全的高度，把疫情防控和患者救治工作作

为当前基层卫生健康工作头等大事来抓。高度

重视，加强领导，结合辖区基层防治工作实际，

突出薄弱环节，科学调配资源。要针对春节群众

返乡、走亲访友、人员密集等疫情防治特点，大

力宣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治知识，指导

公众特别是重点人群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消除

恐慌心理。

要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员培训，按照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防控工作的通知》（国卫明电〔2020〕8 号）、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防控方案（第二版）的通知》（国卫办

疾控函〔2020〕41 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

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

第二版）和全国各省（区、市）首例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病例确认程序的通知》（国卫办医函

〔2020〕36 号）等要求，全面掌握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防治工作要求，提高早期识别诊断、转

运和防控工作能力。医务人员培训工作务必于 1

月 23 日前完成。

做好预检分诊
不得私自留诊或拒诊

《通知》要求，各地、各单位要认真落实《突发事

件应对法》《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条例》等法律、法规，按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防控和诊疗方案等要求，全面落实防治措施。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尤其是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应设置分诊点，切实做好预检分诊工作，发现

不明原因发热的患者，应立即转诊至有呼吸道疾病

收治条件的医院，同时做好病人信息登记，不得私自

留诊或拒诊。要强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诊

断和报告意识，对于不明原因发热、咳嗽等症状的病

人，应注意询问发病前14天内的旅行史或可疑的暴

露史，了解患者近期有无疫情发生地区旅行史，有无

哺乳动物、禽类等接触史，尤其是野生动物接触史，

以及有无与类似病例的密切接触史。发现符合《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二版）》

临床表现的病例，立即报告所在县（市、区）疾控机

构并转定点医院进一步诊治。要加强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院感控制和医护人员防护，严格落实个人防

护、手卫生、病区管理、环境通风、清洁消毒和医疗

废弃物管理等医院感染控制各项措施，在接诊、转

运患者过程中，要做好患者和医护人员个人防护，

对于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应立即让患者和接触人员

戴上口罩，严防院内感染和交叉感染。

《通知》明确，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加强对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督导检查，严格规范预检分诊、诊

断报告、患者转运、个人防护、院感控制等重点环节

流程，积极做好疫情防治工作人员、药品、设备、器材

等保障工作，充分调配基层医疗卫生资源，加强疫情

信息管控和报告，确保基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防控工作有力有序有效。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 昨日，安徽省卫健委发布消息称，

2020 年 1 月 22 日 16 时，经国家卫生健康委确认，安徽省收到合

肥市报告的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为确诊病例。

另截至 1 月 22 日 16 时，省卫生健康委收到省内 2 市累计

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疑似病例 4 例（合肥市 3 例，六

安市 1 例）。

安徽省报告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 昨日，安徽省卫健委举

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相关情况专家访谈会，

记者从会上获悉，目前，我省的防控重点是大中城

市，相关部门正着手研究在机场、车站等重点场所启

动体温检测措施。

据了解，就目前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对年龄比较小的儿童确实不易感

染。为何儿童不易感染？对此，中国科大附一院（安

徽省立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徐晓玲认为，根据目

前的病例，暂无儿童感染病例，推测基于这一点，判

断儿童不易感。根据已确诊病例判断，老人、基础疾

病患者为易感人群。

据安徽省疾控中心副主任苏斌介绍，目前，我省

的防控重点为大中城市，尤其是交通便利的城市。

针对武汉、广州等地在车站、机场等重点场所启动体

温检测，我省相关部门目前也正着手研究相关措施。

徐晓玲提醒，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的市民不必

过于恐慌，是否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最重要

要看是否有传染病源和流行病学史，“市民如近期（2

周内）到过武汉或接触过类似病例，并出现呼吸道感

染或肺炎症状，应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并主动

告知医生相关信息，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

治疗。”

专家们建议，市民一定要注意手卫生和呼吸

道卫生，家中要勤通风，尽量避免去人群密集场

所，如需外出，一定要佩戴口罩，如一次性医用

口罩或 N95 口罩。专家们表示，2003 年以来，我

省的公共卫生和医疗防御能力均得到了进一步

的完善和发展，也成功应对了手足口病、甲型流

感、H7N9 等疫情，将全力以赴，抗击此次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也呼吁广大市民一定要

保持信心。

我省目前防控重点为大中城市
机场、车站等重点场所或启动体温检测

省卫健委发布紧急通知：

基层医疗机构做好预检分诊
不得私自留诊或拒诊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李兰娟院士：

新型冠状病毒怕酒精不耐高温
1月22日凌晨2点，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我国著

名传染病学专家李兰娟院士连夜从北京赶回杭州，早上8点准时

出现在院士门诊，为患者看病。昨日中午，李兰娟院士门诊结束

后，马不停蹄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防控，接受记者

采访。 □ 据《都市快报》

记者：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治疗有特效药吗？

李兰娟院士：目前无特效抗病毒药物，治疗主要是对症治

疗，给患者一定的营养，一定的休息，对症治疗为主，包括患者的

水电解质检测，因为这些病人往往发病以后容易出现低氧血症，

它是肺炎，所以要给它补充氧气等等，国家卫健委已经有一个临

床治疗的指南出台。

记者：新型冠状病毒跟当年的H7N9禽流感病毒相比，它在

发展到重症以后哪个更严重？有什么不一样？

李兰娟院士：H7N9的重症发生率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要高，H7N9重症发生率的早期在百分之四十几到百分之五十

的病死率，这个很高。当然后来我们有抢救以后，我们也减少到

百分之十几，大幅度下降，还是有这么高的病死率。现在这一次

的疫情，发病的人数量已经不少了，但死亡人数还是相对比较少

的，当然后期估计重症病人还会增加，还需要大家加强加大救治

的力度，但目前从统计的数字来看，它的病死率比H7N9要低。

记者：新型冠状病毒的潜伏期有多久？ 人感染之后，除了发

烧之外，还会有哪些症状？怎么去判断它是属于新型的冠状病毒？

李兰娟院士：冠状病毒在SARS的时候，潜伏期最长14天以

内，这一次根据现在的病人统计，估计在10天以内。但这次的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不同的人感染后差异性比较大。有些患者感

染后潜伏期比较长的，也有两三天就发病的。最长的到10天，我

们把潜伏期预计的稍微长一点，确定为14天。

记者：潜伏期内具有传染性吗？

李兰娟院士：潜伏期现在看来也可能有传染性，所以这一点

要非常重视，因为现在我也了解了一些病人的情况，病人自己没

有发烧，早期跟他有接触的人发烧了，跟他接触的人，可能后面

也会有感染发烧等情况。

记者：马上就到除夕了，市民吃年夜饭或春节期间聚餐，要

注意哪些？

李兰娟院士：过年期间市民聚餐多，建议大家不要吃野味。

提倡大家禁止野生动物买卖，要保护野生动物。这次新型冠状

病毒毕竟是哺乳动物感染，所以对哺乳动物这方面，希望大家肉

类煮熟一点，不要吃生肉。

记者：新型冠状病毒有什么特点？哪些措施可以抵抗病毒？

李兰娟院士：总体来讲，武汉是有感染的病例数比较多了，

各个省尽管我们现在有几例、十几例，相对来说还是少数，因为

在那么大的一个环境当中。

病毒本身对外界的抵抗力不强，56 摄氏度 30 分钟，冠状病

毒就死亡了。这个是按照以往对冠状病毒的经验，在乙醚，75%

的乙醇，含氯的消毒剂，还有过氧乙酸等等，这些溶剂都可以有

效地灭活病毒。天气好的时候，市民对家里的衣物经常晒晒太

阳也好的，保持通风、通气、空气流通。这个病毒的本身的抵抗

力不是太强，容易被消灭。

记者：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家里可以进行哪些消毒方式？

李兰娟院士：家里常规的话，碗筷我们现在都主张要定期

消毒机消毒，或者煮一煮，煮沸到 100℃，其它的病毒也杀死

了。所以我们食物要吃煮熟的食物，不要吃生的食物。饭前

便后要洗手，这个都是我们日常要掌握的一些卫生知识，希望

能够做好。

记者：对于抗流感常用的奥司他韦，对新型冠状病毒有

用吗？

李兰娟院士：抗新型冠状病毒不像我们其他的流感，有像奥

司他韦等抗病毒效果比较明显的药。这个病毒它现在没有直接

抑制病毒的特效药。我们现在也有几个药在用，包括一些中

药。但这个需要专业医务人员定，老百姓自己不要去买药，更不

要乱用药，这个是我们住了医院以后，要按照医生的医嘱来用

药，不要滥用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