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针对市民对网格化核酸筛查提出的

一些热点问题，市卫健委、疾控以及医疗

机构专家进行了解答。

问 1： 什么是网格化核酸筛查？

答： 网格化核酸筛查目的是尽早发

现潜在传染源，有效切断传播途径，尽快

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

经专家组研判，根据区域风险等情

况， 确定了本市的一些重点区域。 3 月

16 日、3 月 17 日两天 48 小时内， 对这

些重点区域内人员（已处于管控区域内

的人员除外）进行 2 次核酸筛查。 既有

已在闭环管理中的高风险岗位、已在例

行排查工作机制的人员，按照原有机制

继续开展例行筛查。

市卫健委明确一点： 重点区域核酸

筛查不采取“2+12”措施，各区要按市里

统一部署，不擅自加码。

同时，提醒筛查区域内的市民，应在

当时居住地保持原地相对静止，并在 48

小时内接受 2 次核酸检测。

本市将进一步提升网格化核酸筛查

工作的组织，为承担公共服务、城市运

行、应急服务的保障人员开辟通道，为重

点区域有就医等特殊需要的居民开辟绿

色通道。

如筛查发现疑似阳性情况，按照现

有疫情防控相关应急措施处置。

问 2： 我目前就在“封控”小区里，

48 小时已过，为什么还不“解封”？

答： 小区管控排查是一个动态调整

过程，感谢市民的理解和支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

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

法律法规，本市根据管控对象的核酸检

测、流行病学调查结果、环境检测结果

等，对相关人员和场所综合判断，得出具

体的排查管控措施。

这个过程是动态的，一般先启动两

天闭环管理，但是管理过程中可能情况

有变。 比如，一旦管控人员核酸检测结

果出现异常，所在场所和涉及的人员可

能需要调整，要进行“提级管理”。 不同

情况会导致涉及场所和管控人员相应延

长管控时间。

问 3： 小区没有确诊病例和密接，

为什么要准封闭管理，科学依据是什么？

答： 上海的防控工作坚持社会面动

态清零的总目标，通过“减少流动 + 核

酸筛查”，提高社会面动态清零的效率和

效能，尽快阻断传播，实现社会面动态清

零。

对于小区实行封控管理，就是要在

最短时间里通过减少人群的外出流动

性，再加上核酸检测的方式，把小区内可

能存在的潜在感染者挖出来。

问 4： 做核酸时“健康云”打不开怎

么办？“刷码”有时会排队，如何提速？

答：“健康云”已在升级优化，目前

运行正常。为免遭遇系统访问人数较多、

打开不畅等情况，建议尝试错峰登录，并

提前截屏保存“登记码”，在采样现场直

接“亮码”，可有效提高现场核验效率。

另外，由于白天阳光直射太强，扫码机

器识别二维码缓慢，为提高采样效率，建

议市民在采样前把手机屏幕调到最亮，

然后对准扫码，这样能减少排队等候时

间。

查询核酸结果报告，除了“健康云”，

也可通过“随申办”App、“随申办”支付

宝和微信小程序查询。

采样期间，请听从工作人员引导，规

范佩戴口罩、间隔 1 米距离有序排队。

问 5： 不会用智能手机的老人怎么

从“健康云”获得“登记码”？

答： 不擅长操作智能手机的老人，

可由小辈远程操作“代申请”界面，选择

“非本人”申请流程获取“登记码”，然后

截屏发到手机上。

问 6： 封控期间，用药、就医如何保

障？

答： 本市各大医院目前均已上线互

联网医院，市民可登录相关医院公众号，

在线求医问药，并获取“在线问诊、送药

上门”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 部分国家明确的特

殊管制类药品不支持线上问诊， 相应患

者应提前做好预案，有备无患。

对于在封控期间出现各类急症情

况，也不必担心。 上海始终坚持危急重

症患者医疗服务优先的原则， 落实以

社区居（村）委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为基础，120 急救中心联动定点医院的

机制。

管控区域内居民和家属， 如遇到突

发疾病需要就医，拨打 120 急救电话后，

在等待救援期间， 也请及时通报社区管

控人员，以便社区管控人员与急救中心、

定点医院做好对接，提高救治效率。

问 7： 特殊时期，小孩看病、老人就

医如何保障？ 不少儿科“暂停”，怎么办？

答： 此次疫情发生以来， 本市不少

医疗机构根据防控要求暂停医疗服务，

开展疫情相关风险排查，排查结束后即

刻重新开放。

从全市层面看， 医疗配置充沛，“暂

停”的是少部分医院的部分院区、部分科

室。

鉴于近期疫情反复， 患者尤其是小

孩、老人等人群就医前，可通过网络、电

话等平台，或通过关注相关医疗机构公

众号查看公告信息等， 确认医疗机构的

实际服务情况。

目前， 全市各医院互联网医院照常

运行，可满足复诊患者的就诊需求。

问 8： 医院“闭环”了，孕妇产检怎

么办？

答： 绿色和黄色风险等级的孕妇可

听从产检医生安排适当延长产检间隔；

橙色、 红色及紫色风险等级的孕妇仍建

议按时产检。出现异常情况应及时就医，

不可因疫情耽误就诊，如头晕头痛、视物

不清、心慌气短、血压升高、阴道流血或

者流液等。

如遇小区封控， 第一时间将怀孕情

况报备居委会， 以防遇到紧急情况无法

来院就诊。 妇产专科医院产科一般设有

相应孕妇群， 如果在居家隔离期间遇到

紧急情况，可以在群里咨询医生，封控期

间如有产科问题， 也可至互联网医院进

行线上就诊咨询。

问 9： 封控期间，如何向单位请假？

答： 有需要的市民， 可向居住地的

居（村）委会提出申请，开具在家落实防

疫管理措施相关证明。

目前，黄浦区、静安区、徐汇区、普陀

区、虹口区、杨浦区、奉贤区已上线在线

开具证明服务，市民通过“随申办”，足不

出户就能获取相关的证明。

问 10： 核酸检测激增，出报告时间

是否延长，会不会导致“封控期”延长？

答： 眼下上海核酸检测量激增。 针

对核酸检测点排队时间长、 检测结果报

告出具速度慢等问题，市卫健委已要求

各区、 各单位持续加强核酸检测服务管

理，尽全力满足核酸检测需求。

市经信委也在全市范围内加强采样

和检测的调度匹配， 全力做好采样、运

输、检测、报告等各环节衔接调度，加快

从采样到出报告的速度。

以浦东新区为例，作为上海的特大

型城区，浦东新区正在开展重点区域扩

大范围的筛查。 为缓解核酸检测慢的问

题，浦东新区围绕“采、转、检、报”四个

环节挖潜增能， 全区全力组织协调，做

到组织采样有序、运送环节畅通、报告

及时上云、应急处置及时，尽量缩短出

报告的时间。

（来源： 上海发布微信公众号）

徐汇报

资 讯

ZI XUN

10

2022 年 3 月 21 日 星期一 / 本版编辑：罗时珎

目前本市中小学已调整为线上教学，

学生重回线上课堂应遵守“七不规则”。

不过度用眼。 在设备的选择上，尽

量选择屏幕较大的电子产品。 用眼应遵

循“3010”法则，即 30-40 分钟左右让眼

睛休息 10 分钟， 同时每天可以做两次

眼保健操。

不暴饮暴食。 按时吃饭，不暴饮暴

食、不偏食节食，少吃油炸食品和高脂

肪食物，同时多喝水。

不久坐堆肥。 每天因地制宜进行运

动健身，中小学生每天至少要累计 1 小

时中高强度的身体活动，同时在做运动

时要确保安全。

不熬夜透支。 针对课程安排制定作息

时间表，合理安排学习、休息、活动的时间，

同时睡前一小时不看手机、电脑和电视等。

不拖延懈怠。上课前做好准备，梳洗

干净、穿着整齐。 姿态决定状态，细节决

定成败，学习过程请端正坐姿，对待学习

采取不拖延、不懈怠的良好态度。

不焦虑烦躁。 主动调节情绪，可以运

动、听音乐，或者寻求支持，把感受告诉父

母、老师，了解他们的看法以得到帮助。

不封闭内心。和父母多沟通，勇敢地

说出体会和感受，同时和同学、老师进行

线上交流，努力探索线上学习的“别样风

景”和“意外收获”。

重回线上课堂应遵守“七不规则”

网格化核酸筛查“十问十答”

密切接触者指与新冠病毒疑似病

例、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有近距离

接触但未采取有效防护的人员。

一般依据以下原则判定密切接触

者：同一房间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直

接照顾者或提供诊疗、护理服务者；在

同一空间内实施可能会产生气溶胶的

诊疗活动的医务工作者；在办公室、车

间、班组、电梯、食堂、教室等同一场所

有近距离接触的人员； 密闭环境下共

同进餐、 娱乐以及提供餐饮和娱乐服

务的人员；探视病例的医护人员、家属

或其他有近距离接触的人员； 乘坐同

一交通工具并有近距离接触的人员，

包括交通工具上的照料护理人员与同

行人员； 暴露于可能被病例或无症状

感染者污染环境的人员； 现场调查人

员调查后经评估认为其他符合密切接

触者判定标准的人员。

为了避免被判定为“密接”，应尽量

避免室内人多又不戴口罩的情况，同时

做到以下六点： 活动尽量安排在室外；

减少在餐馆就餐的频率；出入室内公共

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一定要规范佩

戴口罩；在室内公共场所中看到不戴口

罩的人， 最好保持 1 米以上的距离；在

公共洗手间中最好不要摘下口罩；在室

内有感染风险时，尽量保持开窗通风。

做好六点避免被判定为“密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