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报讯（顾任玲 记者 沈娟娟） 基于疫情防控需要，

近期一些市民的健康码被标记为黄码/红码，需接受必要

的核酸检测、健康服务等措施。持绿码的市民朋友问：

如果身边的家人、朋友们有红码或者黄码了，该怎么

办？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健康和出行？合肥市疫情防

控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相关专家一一作出解答。

如果身边的人变成黄、红码了，应该怎么办？

当您发现家人、朋友的健康码变为红码或黄码，请

提醒他们主动向所在社区（村）、县级疾控中心、工作单

位、学校或所住酒店报告，配合相关部门的防控措施。

核酸采样方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设有黄码人员核酸

检测专区。前往途中做好防护，避免使用公共交通工

具。红码人员请在做好防护的基础上，立即拨打

0551-12345，请专业人员提供对应服务。

家人被赋码了，而我还是绿码，能与他们同住吗？

如果家人是黄码：黄码人员需居家健康监测，选择

在通风较好的房间单独居住。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

使用单独卫生间，尽量不与家庭内其他成员共用生活用

品，避免与家人密切接触，用餐时提倡分餐制。

如果家人是红码：红码人员需集中进行健康管理。

符合条件（经专业人员评估无法进行集中隔离的特殊人

群）方可居家观察。居家观察的红码人员需要单独居

住。如果条件不允许，选择一套房屋里通风较好的房间

作为隔离室，其日常生活、用餐尽量限制在隔离房间内，

避免与其他家庭成员共用卫生间。

家人被赋码了，我是绿码还可以自由出行吗？

健康码不是实施防疫措施的唯一依据，即便是绿

码，疫情防控部门有权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情况，依法依

规采取防疫措施。

如果家人是黄码：如您近期确无风险轨迹及风险行

为，做好个人防护，持绿码可以自由出行（进入重点场所

除外）。

如果家人是红码：已进行集中健康管理服务的红码

人员不影响持绿码的家人出行。居家隔离的红码人员，

其共同居住者或陪护人员一并遵守居家隔离医学观察

管理要求，不得随意出行。

同住人员是红码、黄码，我要如何保护自己，降低被

感染的风险呢？

（1）保持家居通风，每天尽量开门窗通风。使用空

调时，应选择分体空调，如使用集中空调，保证空调运行

正常，加大新风量，全空气系统关闭回风。

（2）与红码人员共同居住时，其他人员尽量不进入

隔离房间，可在隔离室门口放置桌凳，作为非接触式传

递物品的交接处。必须接触时保持 1 米以上距离，规范

佩戴医用外科口罩。

（3）红码人员使用过的餐具应当清洗和消毒。餐具

首选煮沸消毒15分钟，也可用符合标准的消毒液溶液浸

泡 15 分钟后再用清水洗净。

（4）做好居家环境卫生清洁，对卫生间、浴室等共享

区域定期通风和消毒；对门把手、手机、开关等日常高频

接触物品表面定期消毒；红码人员的毛巾、衣物、被罩等

需清洗时，要单独放置，用符合标准的含氯消毒剂浸泡

30 分钟，或采用煮沸 15 分钟消毒后用清水漂洗干净。

（5）做好手卫生，讲究咳嗽礼仪，咳嗽或打喷嚏时用

纸巾遮盖口鼻或用手肘内侧遮挡口鼻，将用过的纸巾丢

至垃圾桶，如接触呼吸道分泌物立即洗手或手消毒。

（6）红码人员日常生活产生的垃圾需用75%酒精喷

洒消毒后扎紧塑料口袋，再和家里其他垃圾一起丢弃。

星报讯（顾任玲 记者

沈娟娟） 近期，部分市民咨询

疫情防控相关问题，合肥市疫

情防控应急指挥部近期给予

集中回复：

瑶海区低风险地区为何要

继续强化管理？

答：奥密克戎毒株具有传

播速度快、隐匿性强等特点，

要求防控工作必须从严从紧

从快，才能跑在病毒的前面。

从10月19日以来全市47例病

例情况来看，瑶海区就有 21

例，另还有数例与瑶海区域关

联密切，不仅涉及瑶海中高风

险区，也涉及瑶海低风险区，

为防止社区传播，造成更大规模疫情传播扩散，

根据专家研判，对瑶海低风险区也需要强化管

理，目的是把可能隐匿的感染者尽早筛出来，尽

快实现全面遏制疫情的目标，确保群众正常生

产、生活秩序有序恢复。合肥市将加快疫情处置

速度、更好保障市民生活，最新消息将及时通报。

为什么有的风险区封控到预定期限后仍未

解封？

答：若封控期间内有续发感染者，则封控时

间自动延长，以最后一例感染者转运出该区域时

间重新计算起始时间。

合肥会不会进行全域封控？

答：目前，合肥市针对多点散发病例，正在强

化疫情防控有关措施，暂无全域封控的考虑。中

高风险区域将严格按照第九版防控方案动态科学

划定并及时发布，发布的中高风险区域按第九版

防控方案要求管控，请广大市民配合，街道社区

及志愿者将全力为大家做好服务保障。

为什么出现发热症状，一定要及时拨打

12345？

答：鉴于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株BA.5.2进化分

支的患者约50%有发热症状，请有发热症状的患

者居家拨打12345热线电话，我们的社区防疫工

作人员将为您提供上门送药、采样、转诊服务。

近期，合肥市进一步强化了疫情防控措施，

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答：从公布的感染者活动轨迹中，市民朋友

也可以发现，部分感染者曾出入过商超、餐馆、小

区等人员密集场所，跨区活动频繁，目前不排除

仍有社区隐匿传播的风险。本轮疫情共有3条传

播链自市外输入，其中省内输入的2条已成功阻

断，省外输入的1条传播链所涉毒株为新冠病毒

奥密克戎变异株BA.5.2进化分支，具有更强的传

染性、更快的传播速度，已在多个县区散发。经

综合研判，必须下更大决心，采取更果断的措施，

以最快的速度阻断传播链条，恳请广大市民朋友

予以理解、支持和配合。

前期，全市已经开展了多轮核酸筛查，为什

么还要继续进行“一天一检”？

答：应对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BA.5.2进

化分支，核酸筛查仍然是“早发现”的重要手段，

根据当前疫情发展形势，确定“全市同步、突出重

点”的区域性核酸筛查方案，是基于隐匿传播和

续发风险并存而采取的策略。全市同步，是指在

全市范围整体推进，确保无遗漏、全覆盖；突出重

点，是指对部分重点区域，进行频次更高的核酸

筛查，快采快检快报，以最快速度找出感染者，尽

最大努力跑在病毒前面。根据本轮疫情感染者

的区域分布、区域人口密度等因素，开展“一天一

检”，并根据筛查结果，及时动态调整防控措施。

核酸筛查对于摸清感染者底数至关重要，也事关

本轮疫情能否迅速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您的

每一次参与都是对疫情防控最大的支持，让我们

守望相助、共护合肥。

目前，合肥市的物资供应情况如何？

答：当前，全市生活物资供应稳定，库存储备

充足，配送投递渠道畅通。粮油储备方面，目前

成品粮储备3万吨（含 5600 吨面粉），存量即可满

足全市11天的市场供应量；食用油储备3800吨，可

保障15天以上，周谷堆市场目前蔬菜储备达6000

吨，日均进场量4500吨左右，肉类储备1600吨，猪

肉日均进场量200多吨，完全能够满足广大市民生

活需求，合肥各大超市门店均按3~5天量备足货

源，并延长营业时间，保证市民选购需求。

封控区域内家里如果有突发、急重病患者急

需就医怎么办？慢性病患者缺药怎么办？

答：对封控小区和隔离点等管控人员有就医

需求的，总体上遵循“能线上不线下，能上门服务

不要外出”的原则。对于基础病、慢性病患者的

诊疗服务，原则上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

生院负责保障，可通过电话或视频沟通，也可在

省、市级互联网医院与专家咨询问诊、上门送

药。确需外出的，由社区提前上门双采双检，联

系指定医院进行预约，并告知情况。对急危重症

患者（卒中、胸痛、严重创伤、休克、高烧、分娩

等），患者或其家属直接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时

告知社区，120与指定医院对接，开辟绿色通道，

或由所在街道转运车按就近原则送至指定医院。

当核酸检测等疫情防控要求与本职工作或

实际生活在时间上发生重合，该如何应对？

答：根据此前发布的核酸检测要求，参加核

酸采样的市属单位人员可以“迟到、早退”或请假

半天，建议驻肥所有单位参照执行。此外，目前

全市中小学及校外培训机构已暂停线下教学活

动，实行线上教学，幼儿园、托幼机构也暂停幼儿

入园，双职工家庭可以1人请假照顾孩子。

合肥市方舱医院已建成多时，现在合肥市发

生疫情，为什么不启用？

答：方舱医院是集中收治轻症和无症状患

者，及时阻断新冠肺炎疫情传播的有效手段。根

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方舱医院设置有关要

求，我市按照平急结合、立足长远的原则，于今

年5月建成，可以随时启用。下一步，我市将根

据疫情发展变化，适时启用方舱医院，筑牢疫情

防控的坚实屏障。

合肥疫情防控热点问答

黄码/红码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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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检测。新华社记者 周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