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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有效做好新冠病毒感染者
居家治疗相关工作，切实维护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8日公
布《新冠病毒感染者居家治疗指
南》。该指南适用于未合并严重基
础疾病的无症状或症状轻微的感
染者；基础疾病处于稳定期，无严
重心肝肺肾脑等重要脏器功能不
全 等 需 要 住 院 治 疗 情 况 的 感
染者。
　　指南明确，在条件允许情况
下，居家治疗人员尽可能在家庭
相对独立的房间居住，使用单独
卫生间。家庭应当配备体温计

（感染者专用）、纸巾、口罩、一次
性手套、消毒剂等个人防护用品
和消毒产品及带盖的垃圾桶。
　　指南要求，发挥各地疫情防
控社区（基层）工作机制的组织、
动员、引导、服务、保障、管理重
要作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开
咨询电话，告知居家治疗注意事
项，并将居家治疗人员纳入网格
化管理。对于空巢独居老年人、
有基础疾病患者、孕产妇、血液
透析患者等居家治疗特殊人员
建立台账，做好必要的医疗服务

保障。与此同时，社区或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收到居家治疗人员
提出的协助安排外出就医需求
后，要及时了解其主要病情，由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指导急危重
症患者做好应急处置，并协助尽
快闭环转运至相关医院救治。要
以县（市、区）为单位，建立上级
医 院 与 城 乡 社 区 的 快 速 转 运
通道。
　　针对居家治疗人员自我管理
要求，指南指出，居家治疗人员应
当每天早、晚各进行1次体温测量
和自我健康监测，如出现发热、咳
嗽等症状，可进行对症处置或口服
药治疗。如出现呼吸困难或气促；
经药物治疗后体温仍持续高于
38.5℃，超过3天；原有基础疾病明
显加重且不能控制等情况，可通过
自驾车、120救护车等方式，转至相
关医院进行治疗。
　　指南明确，如居家治疗人员
症状明显好转或无明显症状，自
测抗原阴性并且连续两次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Ct值≥35（两次检
测间隔大于24小时），可结束居
家治疗，恢复正常生活和外出。

（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公布
《新冠病毒感染者居家治疗指南》

　　抗原检测具有感染早期灵
敏度高的特点，为指导有需求人
员自主、规范做好新冠病毒抗原
检测，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
组8日公布《新冠病毒抗原检测
应用方案》。该应用方案适用于
有自主抗原检测需求人员；人员
密集场所的人员，如大型企业、
工地、大学等；居家老年人和养
老机构中的老年人。
　　对有自主抗原检测需求人
员，方案明确，所有人员均可以
按照自主、自愿的原则，随时进
行自我抗原检测。若抗原检测阳
性，自主抗原检测人员向所在地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报告抗原检
测阳性结果。没有症状或症状轻
微时，居家隔离治疗，按照居家
隔离治疗人员用药指引，选择适
宜的药物进行治疗。症状加重
时，由辖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及
时协助前往医疗卫生机构发热
门诊（诊室）就诊。
　　对人员密集场所的人员，方
案明确，此类人员若抗原检测阳
性，向所在机构及所在地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报告抗原检测阳性
结果。无症状或症状轻微时，暂
停工作或学习，在居所进行隔离
治疗，按照居家隔离人员用药指
引，选择适宜的药物进行治疗。
症状加重时，及时前往所在机构
内设的医疗机构或者辖区的医

疗卫生机构发热门诊（诊室）
就诊。
　　对居家老年人和养老机构
老年人，方案明确，此类人均可
自主购买抗原检测试剂。其所在
地级市/区县，要按照辖区老年
人数量及每周抗原检测频次，免
费为老年人发放抗原检测试剂。
同时，此类人员应当每周开展2
次抗原检测，也可以随时自主进
行抗原检测。若抗原检测阳性，
由其家人或者养老机构向所在
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报告抗原
检测阳性结果。无症状或症状轻
微时，居家老年人按照居家隔离
人员用药指引，在辖区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签约服务医务人员指
导下，选择适宜的药物进行居家
治疗。养老机构选择相对独立的
房间，按照居家隔离人员用药指
引，在内设医疗机构医务人员指
导下，选择适宜的药物进行治
疗。无论是居家老年人还是养老
机构老年人，症状加重时，都应
当及时前往三级医院就诊。
　　方案规定，以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为单位进行抗原检测试剂
储备，每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按
照服务人口总数的15-20%储备
抗原检测试剂。所有人员抗原检
测阴性，均可以正常工作、学习、
生活。
 （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公布
《新冠病毒抗原检测应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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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检测如何优化 居家监测如何进行
———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回应热点问题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近日相继公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新冠病毒感染者居家治疗指南》《新冠病毒抗
原检测应用方案》等多个指导性文件。8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新闻
发布会，就优化核酸检测、居家监测治疗、医疗机构疫情防控、老年人疫苗
接种等热点问题作出权威回应。

核酸检测如何优化？聚焦较高风险区域和人员

　　“进一步优化核酸检测，强调要聚
焦感染风险较高的区域和人员。”国家
疾控局传防司一级巡视员贺青华说，主
要从四个方面缩小核酸检测范围、减少
频次。
　　一是不按行政区域开展全员核酸检
测；二是除养老院、福利院、医疗机构、托
幼机构、中小学等特殊场所外，不要求提
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三是不再对跨地区
流动人员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健康

码，不再开展落地检；四是根据防疫工作
需要，可开展抗原检测。
　　针对需要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核酸检测
的高风险岗位从业人员，中国疾控中心研究
员王丽萍介绍，重点包括两类：第一类是感
染风险较高的，如入境人员、集中隔离场所
工作人员、发热门诊医务人员等；第二类是
从业环境人员较密集、接触人员较频繁、流
动性较强的，如商超工作人员、快递员、外卖
员等。

医务人员如何减少感染？加强科学防护和资源调度

  医务人员由于岗位特殊，每天会接诊
大量患者，因此面临的感染风险极高。
　　“为最大限度减少医务人员职业暴露
风险，医疗机构管理要做到一系列要求。”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司长郭燕
红说。
　　郭艳红表示，第一，要加强医疗机构
重点区域管理，如发热门诊、急诊、病房。
医务人员要科学做好个人防护，穿戴防护
用品，努力将职业暴露的风险降到最低。
同时，要加强医疗资源调度和准备。

　　第二，要落实好关心关爱医务人员
的各项措施，做好医务人员疫苗接种、健
康监测，特别是要动态优化和调整医务
人 员 编 组、医 疗 力 量 配 备 和 工 作 班 次
安排。
　　第三，医疗机构人流量大，脆弱人群
多，因此进入医疗机构要查验48小时核酸
阴性证明。患者要尽可能提前做好核酸
检测或抗原检测。同时，一旦有急危重
症，患者即便没有核酸证明，也以救治为
先，保证患者救治工作顺利开展。

哪些情况可居家监测？轻症和无症状感染者

  “目前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致病
力明显下降，感染后大部分表现为无症状
或轻型，所以重症病例很少。”北京大学第
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说，大部分
新冠病毒感染者是可以居家观察治疗的，
在此期间要做好个人健康监测，有问题随
时 联 系 社 区 医 生 ，必 要 时 到 医 院 进 行
救治。
　　王贵强表示，居家隔离和观察治疗是

为了更精准有效地分层救治。居家隔离
人员要做好个人防护，和家庭内的成员尽
可能少接触，如果接触也要保持一定的
距离。
　　据介绍，居家隔离人员居住的房间要
每天通风，最好单用卫生间，环境勤消毒。
咳嗽、打喷嚏时，要拿纸巾盖住。同时，同
住人员之间的个人物品不要混用，尽可能
分开。

高风险人群防护怎么做？落实预防性措施、做好应急预案

  老年人和儿童是疫情防控过程中需
要特别关注的群体，而老年人又是新冠
肺炎重症的高风险人群。对于养老院、
福利院等特殊机构的疫情防控，郭燕红
表示，要落实好预防性措施，做好应急
预案。
　　在预防性措施方面，要提醒和协助老
年人、儿童做好手卫生。工作人员要规范
戴口罩，减少机构内人群聚集和流动，降
低感染风险。
　　在应急预案方面，养老院、福利院等

特殊机构要做好相关预案，一旦发生感
染，要科学进行分区管理。必要时大型集
中化养老机构可派驻急救车辆，确保感染
老人病情加重时能及时转运至医院。
　　“希望老年人积极主动接种疫苗，为自
己的健康护航。”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司
长夏刚说，老年人等脆弱人群接种新冠病
毒疫苗获益最大。下一步，将继续通过使
用流动接种车、开设老年人接种专场和开
通老年人接种绿色通道等措施，方便老年
人接种。

居家治疗如何用药？对症用药、不必囤药

　　针对群众关心的居家治疗期间用药
问题，王贵强表示，如果出现发热、咳嗽等
症状，可以对症用药，但是不用囤药或大
量购买药物。
　　专家提示，镇痛药有很多药名不同，
但成分相同，不要混在一起服用，只服用
一种即可。如果用多了、吃多了，会造成
一系列不良反应。有基础病的人群，要保
障好基础病用药，不能断药。同时，抗菌

药物也要合理使用，不能滥用，一定要在
医生指导下使用。
　　如果吃了药，情况没有好转怎么办？
专家建议，如出现呼吸困难和气短、原有
基 础 病 加 重 、持 续 3 天 以 上 发 烧 超 过
38.5℃等情况，应及时联系社区医生。
若病情加重，可直接联系120及时到医院
进行诊治。

（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