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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朱国亮 马晓澄

自 7 月 20 日以来，从江苏南京禄
口国际机场开始报告的新冠病毒感染
疫情已外溢波及安徽、四川、辽宁、湖
南、北京、广东等诸多省市。截至7月
30日24时，疫情相关联的病例已累计
报告了262例。

除南京外，今年以来，另有深圳、
石家庄等城市的国际机场成为疫情传
播重要场所。国际机场的疫情防控成
为公众瞩目热点。

国际机场频频成病毒传播“突破
口”

据江苏省卫健委 8 月 1 日发布的
信息，7月31日0时至24时，南京市报
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4 例，其中1例
为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7月
20日至今，南京市已累计报告本土确
诊病例204例。

此次疫情不仅在南京本地造成传
播，还在其他多个省市形成散发态
势。目前已波及安徽、四川、辽宁、湖
南、北京、广东等诸多省市。在江苏省
内除南京外，也波及宿迁、扬州、淮安
等城市。特别是淮安疫情，最早是源
于禄口机场，经外省传播，再回传至江
苏。

这是继今年6月深圳宝安国际机
场海关流调工作人员被感染引发深圳
和东莞疫情后，又一起由国际机场引
发的本土疫情。

6 月 14 日，深圳报告宝安机场海
关工作人员姜某为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姜某曾负责6月10日由南非约翰
内斯堡入境深圳的 CA868 航班旅客
的流行病学调查。

此后的 6 月 18 日，深圳报告两例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一例是在宝安机

场一家餐厅工作的员工朱某，另外一
例是在南山区后海航天科技广场A座
工作的萧某，其重点活动轨迹中包括
机场交通中心。萧某之后传染给了其
居住和工作在东莞的妻子李某某，并
在东莞引发了小规模的本土疫情。

此外，在今年 1 月河北局部暴发
的疫情中，机场也是重要焦点。

河北省 1 月 2 日公布首个确诊病
例，为石家庄市藁城区增村镇小果庄村
一名61岁的妇女。此后短短十几天，
河北石家庄确诊数量上升至数百例。
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急办主任
师鉴1月9日接受媒体采访表示，根据
目前流调情况，病毒通过机场输入的可
能性很大。病例分布基本上都围绕着
机场很近的一个范围，有几个村庄都在
机场周边直径几公里的范围之内。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英
文）》1月6日在线发表的文章显示，疾
控部门对 1 月 2 日在石家庄和邢台的
两例新冠肺炎病例样品进行基因测序
发现，病例的基因组序列与 2020 年 7
月份上传的俄罗斯基因组序列存在10
个相同的核苷酸变异位点。

疫情暴露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哪些
防控漏洞？

——核酸检测频次不高，导致问
题发现延迟。

7 月 30 日，南京市政府召开新闻
发布会确认，已完成此次疫情52个相
关病例的病毒基因的测序工作，病毒
基因组序列高度同源，提示为同一个
传播链。疫情早期报告的机舱保洁员
病例的病毒序列与7月10日俄罗斯入
境的CA910航班报告的1例输入病例
的基因序列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7 月 10 日发生感
染，7月13日例行核酸检测未检出，到

7 月 20 日才发现。经过 10 天的隐蔽
传播未被发现，疫情蔓延开来。

禄口机场年进出港人员总数超
2000 万，又值暑期旅游高峰，每日航
班超600架次，10天时间意味着进出
港的旅客、工作人员、接送人员至少达
数十万人次，这加剧了疫情的快速扩
散。

——国际、国内航班未完全隔离
导致交叉感染。

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丁洁介
绍，参加CA910航班机舱清扫工作的
保洁员，在工作结束以后防护洗脱不
规范，可能造成个别保洁人员感染，继
而在保洁员工之间扩散传播。此外，
她说，这些保洁员同时承担国际和国
内航班的垃圾清运，机场其他工作人
员由于接触保洁员或被污染的环境而
感染。

另据禄口机场内部工作人员透
露，引入病毒的俄罗斯航班还装载了
印度货品，而疫情之前该机场的国际、
国内货物也是混淆卸载，没有明确区
分。国际、国内航班的地勤保障人员
和货物未完全隔离，为病毒从国际航
班蔓延至国内航班埋下祸根。

——闭环管理不到位，导致员工、
家属交叉感染。

根据南京市公布的机场部分感染
疫情的保洁人员行踪轨迹，记者发现，
这些保洁员大都每日往返于机场和家
中，没有进行闭环管理。这导致疫情
快速在家庭、社会接触中传播。

在此次疫情中，同样处于一线的
边检人员，目前尚无感染病例。记者
采访了解到，江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
站正是合理编排勤务班次，实行严格
的闭环勤务制度，才避免了感染。疫
情前，其一线工作人员完全固定，严格
高风险岗位最高等级防护穿戴，实施

集中管理、建制轮换、封闭隔离，避免
不同勤务班次人员相互交叉。

国际机场防控需突出梳理几个重
点，加强封闭与隔离

目前，我国防控的重点是外来输入
疫情，国际机场是关键节点。7 月 28
日，民航局召开民航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扩大会议，民航局局长冯正霖说，要重
点督促加强地面保障人员防控措施落
实，做到空中防控力度不减、地面防控
措施更严。特别是要加强对机场运行
区内工作的第三方外包业务人员的管
理，明确管理职责，完善管理措施。

他还说，要对直接接触国际旅客、
货物的保障人员实施封闭管理，保证
国际和国内航班的工作人员不交叉，
工作区域和休息区域严格区分，工作
期间集中住宿，工作场所与居住地之
间点对点转运，当班期间不得与家庭
成员和社区普通人群接触。

一些专业人士分析说，目前国际
上疫情传播依然严重，病毒不断变异，
作为境内与境外出行服务的一个交叉
点，国际机场辐射能量大、范围广，如
果一个环节失守，造成的影响将不可
估量。因此，必须压实压紧责任，逐一
梳理机场内国际、国内航班人员、货物
交织点，建立“防火墙”，将两者严格隔
离开来。

业内人士建议，对服务保障人员
按接触入境人员风险程度划分为高、
中、低风险人群，严格实行分类管理。
对高风险人员实施闭环管理、集中居
住、高频次核酸检测、完成疫苗接种

“四件套”措施。对高风险人员必要时
实行核酸检测“一天一检”，确保在疫
情发生时能及早预警、及早干预，迅速
阻断疫情传播。

新华社南京8月1日电

□记者 王琳琳 彭韵佳 沐铁城

连日来，由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始发
的新一轮本土新冠疫情，已蔓延至辽宁、
安徽、湖南、北京等十余个省份。7月31
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
会对公众关心的焦点问题作出最新研
判。

焦点一：南京疫情发展态势如何？
短期有继续扩散风险，防控要出手快管
控狠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
贺青华表示，南京疫情已经向江苏省内
其他地市和省外扩散，短期内仍然还会
有继续向其他地区扩散的风险。中国疾
控中心研究员冯子健表示，由于传播发
生在人群密集和流动人口众多的场所，
疫情扩散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控制难
度也比较大。

“经过流调溯源，初步判断南京疫情
是由承担机场客舱保洁服务人员在客舱
清扫过程中接触到了境外输入病例的污
染物，或者在污染的环境中感染所致。”
贺青华介绍了最新调查结果。

“最近几次聚集性疫情暴露出我们
在外防输入工作中还存在一些薄弱环
节。”贺青华说，这就要求我们的防控措
施更要突出快、狠、严、扩、足。

他具体解释：“快”，就是出手快，做
到响应快、决策快、处置快，确保应急响
应和处置措施跑在病毒前面。“狠”是要
管控狠，第一时间开展重点人群、重点场
所排查和管控，确保在最短时间以最有
力措施切断传播途径。“严”是要措施严，
及时总结经验，筑起严密防火墙，确保环
环相扣，严防死守。“扩”，就是精准扩，果
断扩大包围圈，加大排查、筛查范围，坚
决不放过一个潜在感染者，确保将传播
风险尽快控制在管控范围之内。“足”是
要保证隔离点充足，储备足够隔离场所，
一旦划定隔离范围，要坚决做到应隔尽
隔，规范隔离。

焦点二：变异毒株强度如何？传播
能力增强、导致疾病严重程度增加

经疾控部门确认，引起此次南京疫
情的又是德尔塔毒株，而这并非是德尔
塔变异毒株第一次侵袭我国，此前广州、
瑞丽的本土疫情均与之有关。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锋介绍，
德尔塔变异株具有传播速度快、体内复
制快、转阴时间长等特点，对防控工作提
出更大挑战。

“根据世卫组织研究，德尔塔毒株和
老毒株相比，传播率增加了一倍。”冯子
健说，德尔塔变异株具有传播能力明显
增强、导致疾病严重程度增加等显著特

点。德尔塔毒株潜伏期和传代间隔均有
所缩短，大概平均缩短了1天至2天。由
过去5至6天的潜伏期缩短为4天多，同
时，它的传代间隔缩短到 3 天左右。此
外，德尔塔变异株可通过呼吸道飞沫、接
触污染物、空气3种方式传播。

“德尔塔病毒株在一些国家已经成
为优势流行株。”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
首席专家王华庆介绍，根据世卫组织统
计，目前已经有132个国家检测到德尔塔
病毒株，有一些国家德尔塔病毒株检出
的比例超过了80％以上。就目前来看，
德尔塔病毒株的传播和影响是比较大
的。

由于德尔塔变异株传染性强，发布
会上多位专家呼吁，个人预防措施、疫情
阻断管控措施要做得更严密、更严谨、更
认真。

焦点三：打完疫苗还会感染怎么
办？仍在保护范围内，普通人群暂没必
要接种加强针

此轮本土疫情令不少民众困惑的
是：“为什么打完疫苗还会感染？”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
苗研发专班专家组成员邵一鸣解释：“打
疫苗以后被感染，我们叫‘突破病例’，它
是常态，并不是例外，仍然是我们全球接
种疫苗人群中的少数。任何一款疫苗都

不是百分之百预防感染。”
邵一鸣介绍，现有研究显示，全球各

条技术路线的疫苗，对新冠病毒变异株
保护力确实呈现一定程度下降，但仍在
现有疫苗保护范围内，特别是疫苗的中
和抗体和保护率都一定程度存在。

基于在海外大规模疫情国家开展的
真实世界研究，特别是像在智利开展的
一千多万人的研究，我国科兴公司的疫
苗总体保护率对预防重症、进 ICU 监护
病房和死亡病例的保护分别为 87.5％、
90.3％和86.3％。“这充分说明，我们国家
的疫苗可以有效地降低住院、重症和死
亡率。”邵一鸣说。

为更好应对疫情防控，目前很多国
家都在考虑部署接种加强针。我国最早
一批接种疫苗的人也已超过6个月，是否
有必要接种加强针？

邵一鸣介绍：“现在还没有足够证据
显示需要对全人群都进行第三剂的疫苗
接种。”初步观察，对已完成免疫接种一
年以内的普通人群，暂没有必要进行加
强针接种。但是对完成免疫超过6个月
至12个月，并且免疫功能较弱的老年人
和基础性疾病患者，以及因工作需要去
高风险地区的人员，在国内从事高暴露
风险职业的人群，是否有必要开展加强
针以及何时开展加强针接种，正在进行
研究。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国际机场成疫情传播重要场所，应如何应对？

疫情传播链不断延长，未来态势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