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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满洲里首次（11月 27日）
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算起，已
过去整整 10 天。这座位于内蒙
古自治区东北部、中国最大的陆
路口岸城市，正以每天一次的频
率进行全员核酸检测，今日已是
第十次全员核酸检测。
　　据内蒙古自治区卫健委信
息，截至 12 月 6 日，内蒙古自
治区现有本土确诊病例 415 例，
其中，满洲里 377 例，占比超
90%。截至当日，满洲里已累计
排查密切接触者逾万人。
　　然而，这轮疫情却并未止步
于满洲里，正在向更大范围外溢。
　　截至 12 月 7 日，满洲里的
疫情已外溢至黑龙江省的哈尔滨
市和齐齐哈尔市，内蒙古的通辽
市、北京市及河北省石家庄市，
共波及 4省多地。
　　“从目前态势来看，满洲里
疫情的传播已经接近后期。因为
做了十次核酸检测，如果检测试
剂足够灵敏的话，应该是可以把
大部分的感染者都找出来。”国
内一名病毒学专家向中国新闻周
刊分析，现在关键不是满洲里当
地的疫情，而是要弄清楚在外溢
的地区内是否存在一定程度的暗
中传播。
　　事实上，今年 7月份以来，
全国疫情一直此起彼伏，未曾停
歇，加剧了疫情防控的难度和防
疫压力。这位病毒学专家表示，
“今年冬季应该还是会维持这样
的状况，我们需要警钟长鸣，常
备不懈。”

“此起彼伏，多点散发”

　　12 月 7 日晚上，生活在哈
尔滨的鲁经纬再次在小区楼下排
队做了核酸检测，这是他五天内
做的第三次。
　　“我们都称哈尔滨是‘核酸
检测之乡’，今年的哈尔滨人不
是在核酸检测，就是在核酸检测
的路上”，鲁经纬颇为无奈。
　　一轮又一轮核酸检测、封城
抑或半封城，似乎已经成为了鲁
经纬生活中的常态。
　　这并非哈尔滨一个城市面临
的困境。10 月以来，国内新冠
疫情便一直处于反复状态。进入

冬季后，更是迎来又一轮反扑高
峰。
　　自 11 月 27 日满洲里报告 3
例主动筛查阳性人员至今，满洲
里连续几日报告大量新增，单日
新增最高时达 91 例。
　　据央视新闻报道，有专家解
释满洲里此轮连续报告大量本土
确诊病例，主要是因为感染病例
被发现时，疫情已经发生扩散，
此前病例已经有了一定“存量”。
　　在满洲里传播链先后蔓延至
齐齐哈尔、通辽、哈尔滨、石家
庄等城市后，更为值得警惕的是，
本轮疫情已从局部聚集走向多点
散发。
　　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11
月 28 日至 12 月 6 日，短短 9天
内，国内已累计报告本土新增确
诊病例481例，境外输入185例，
涉及内蒙古、黑龙江、云南、河
北、广西、上海、广东等多个省
市地区。
　　随着各地核酸筛查工作的推
进，今日（12 月 7 日），一些
城市又相继报告了初筛阳性病
例。其中，浙江省宁波市发现 5
例，绍兴市已报告 1例。截至发
稿前，杭州市又通报 2例确诊病
例。
　　12 月 6 日，在浙江宁波召
开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宁
波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易波表示，
序列比对显示，该起疫情病毒与
近期省外多地报告病例的病毒高
度同源，属于德尔塔变异 AY.4
进化分支。
　　“今年冬天新冠肺炎疫情可
能会反弹，疫情多点散发、局部
暴发不能完全避免。”9月，中
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在第二届全
球科学与生命健康论坛上的预言
正在变成现实。
　　目前，满洲里每日都要进行
一次全民核酸检测。自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6 日，满洲里连续 9
天开展了九轮大规模核酸检测，
累计检出阳性样本 431 例，已全
部确诊。今日（7日）早 8时，
满洲里开展了第十轮大规模核酸
检测工作。截至 14 时，已采集
样本 177055 人份。目前，第十
轮核酸检测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前述病毒学专家告诉中国新

闻周刊，需要进行多轮核酸检测
才能找出所有感染者。在他看来，
现在关键是要防止疫情进一步外
溢。
　　目前，全国范围内共有 8个
高风险地区，涉及云南省德宏傣
族景颇族自治州、内蒙古满洲里
市多个网格及街道，中风险地区
36 个，主要涉及黑龙江省哈尔
滨市、浙江省宁波市、广东省广
州市及上海市的部分区域。

境外输入总“破防”，防
疫压力几何？

　　据此前满洲里召开的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介
绍，根据流调情况，本次满洲里
疫情系境外输入引起，前三名感
染者均有接触进口货物的可能。
参考国家病毒基因测序情况，初
步分析为境外输入携带病毒，通
过人传人、货传人的情况引发。
　　事实上，这已不是首次与境
外输入相关联的本土疫情传播，
此前已波及云南瑞丽、广州、南
京等地。
　　今年 10 月份以来，内蒙古
的额济纳旗、辽宁大连已先后
出现大规模本土疫情传播。据不
完全统计，自 2020 年初以来，
大连陆续发生过五次新冠肺炎疫
情，其中三次源头均指向冷链相
关产业。
　　更早些时候，7月份南京发
生的大规模本土疫情传播源头来
自 7月 10 日的俄罗斯 CA910 入
境航班，随后该传播链一再延长，
波及全国十余个省份。作为口岸
和边境城市，满洲里和云南瑞丽
等地也难逃疫情“肆虐”，反复
被触发疫情暴发的“机关”。
　　据统计，截至 12 月 7 日，
累计境外输入病例已达 10316
人，这一数字在 8月 2日时还是
7504 人，4个月时间，境外输入
病例数增加了 2818 人，平均一
个月增加 700 人左右。其中，输
出病例国家主要集中在俄罗斯、
英国、美国、菲律宾 4国。
　　“现在可以说有点防不胜
防。”前述病毒学专家表示，因
为不可能一直严格封锁国门，总
要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流，而国外

这个冬天，疫情为何“此起彼伏，多点散发”？

疫情又不曾停歇，不可避免
会出现因境外输入而导致的
疫情。
　　在他看来，就国内以往
每轮暴发的本土疫情来看，
大多数情况是因为发现得比
较晚，才导致传播范围大，
并不是病毒本身有多厉害，
而是在发现之前病毒暗中传
播了好几代。这比较令人担
忧，如果发现再晚一些，后
果会比较严重，也不排除“扳
不回来”的局面。“疫情防
控上大意不得。”该病毒学
专家指出。
　　现在国内已经大幅度减
弱了社交距离的限制，一旦
在源头上无法堵截新冠病毒
的传播，很难防止其后续在
一定范围内传播，此次的满
洲里疫情便是一个典型案
例。
　　前述病毒学专家表示，
想要提高整体疫情防控能
力，就需要把发现疫情传播
的时间点尽量往前提，最好
是在第一时间能及时发现，
需要做到精准防控、常态化
防控和科学防控。不一定需
要每次都做全员核酸检测，
延长隔离期等，在疫情传播
的起始阶段就把苗头掐灭，
才能防患于未然。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轮
满洲里疫情的确诊病例中，
多名感染者在集中隔离期间
核酸检测中呈阳性，经专家
组会诊，诊断为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据中国新闻周刊统
计，11 月 29 日至 12 月 6 日
期间，在集中隔离期间核酸
检测中呈阳性，最终确诊的
新冠肺炎病例累计 159 例。
集中隔离点是否进一步催化
了疫情的发展？
　　前述病毒学专家表示，
有可能存在这种情形，但具
体还要看当地这些病例的流
行病学调查信息。
　　在我国疫情防控进入
“动态清零”阶段之后，本
土疫情的此起彼伏，再加上
境外奥密克戎新变异株的传
播，难免令人再度陷入焦虑。
　　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
春运高峰的到来，以及北京
冬奥会的举办，大型人口流
动显然将给国内的“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防控策略带
来更大的压力。
　　今年冬季的疫情局势不
容乐观。多名网友在社交平
台表示，“已经做好过年不
回家的准备”。

我们需要警钟长鸣，常备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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