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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衛健

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鍾南山作為通訊作者領銜完成的最新研究

論文稱，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中位潛伏期為3天，最長可

達24天。同時，也不排除「超級傳播者」的存在。

新冠肺炎潛伏期最長達24天
鍾南山領銜發表最新研究論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針對《華爾街日
報》日前刊文妄稱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10日表示，中方已向《華
爾街日報》社提出嚴正交涉。
耿爽說，這篇文章詆毀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抗
擊疫情的努力，報社編輯還為該文章加上帶有種
族主義色彩的聳人聽聞的標題，既違背客觀事實
又違反職業道德，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引起
廣大中國民眾的憤慨和譴責。中方要求《華爾街

日報》認識到錯誤的嚴重性，公開正式道歉，並
查處相關責任人。但迄今《華爾街日報》仍在敷
衍、搪塞。中方敦促《華爾街日報》正視中方關
切，嚴肅回應中方的要求。中方保留對該報進一
步採取措施的權利。
耿爽在當日舉行的網上例行記者會上說，在這

場沒有硝煙的戰「疫」中，我們用中國速度為世
界防疫爭取寶貴時間，用中國力量築牢控制疫情
蔓延的防線，用中國實踐為世界防疫樹立新標

杆。

中方有把握戰勝疫情
據他介紹，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說，正是由

於中方採取強有力防控措施以及中國人民作出的
巨大犧牲，才有效阻遏了疫情向世界上其他國家
的蔓延。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也表示，中國為
控制新冠肺炎並避免其蔓延已作出巨大和非凡的
努力，國際社會需保持強有力的合作與團結，避

免在應對疫情時出現污名化的情況。
耿爽說，目前中方各項工作正有序推進，逐步

取得積極成效，治癒人數已明顯超過病亡人數，
疑似病例增速趨緩。有着舉國體制的制度優勢，
有着全國人民的堅定決心，有着應對SARS的實
踐經驗，有着國際社會的理解支持，中方完全有
信心、有能力、有把握打贏這場疫情防控阻擊
戰，同國際社會一道維護地區和全球公共衛生安
全。

美媒借疫情辱華 中方提嚴正交涉

中國各地疫情最新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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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國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臨床特
徵」為題的最新研究論文由鍾南山院士攜

手來自全國抗疫一線的37位作者共同完成，9日
在預印本網站medRxiv（該網站論文均未經同行
評審）上發表。

不排除有「超級傳播者」
論文中，鍾南山院士等對中國截至1月29日已
確診的、來自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552家醫院的
1,099例新冠肺炎患者的臨床特徵進行回顧性研
究。論文提出，儘管新冠肺炎仍在全球範圍內迅
速蔓延，但關於新冠病毒引發的急性呼吸系統疾
病的臨床特徵仍不清楚。除了飛沫傳播和直接接
觸兩種途徑，研究人員還在一些患者的糞便樣
本，以及胃腸道、唾液或尿液、食道侵蝕出血部
位中檢測到新冠病毒，因此衛生保護應考慮到通
過胃腸道分泌物的傳播。
論文得出的最新研究結論主要包括：患者接觸
史方面，在1,099名新冠肺炎患者中，483人為武
漢當地居民。在武漢以外地區，26%的患者未在
近期前往武漢，或者未與來自武漢的人有過接觸

史。同時，僅1.18%的患者與野生動物有過直接
接觸，31.3%的患者去過武漢，71.8%的患者與來
自武漢的人員接觸過。這些結果表明，新冠肺炎
疫情不排除「超級傳播者」的存在。

病死率明顯變低
患者年齡方面，患者中位年齡為47歲，女性
佔41.9%。新冠肺炎可發生在整個年齡段，其中
0.9%的患者在15歲以下。
症狀方面，發熱和咳嗽是最常見的症狀，但就

診時有發熱症狀的患者不足一半，腹瀉和嘔吐少
見，25.2%的患者至少有一種基礎性疾病。
潛伏期方面，新冠肺炎的中位潛伏期為3天
（範圍從0至24天），最長可達24天。
鍾南山等在論文中表示，與之前在《柳葉刀》

上發表的兩項研究相比，基於更大的樣本量和在
全國各地招募的病例，最新研究得出的新冠肺炎
病死率明顯變低（1.4%）。
鍾南山近日接受媒體採訪時亦指出，新冠肺炎

新增的病例若是再有下降，那就表明疫情形勢有
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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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新社、新華社

全國治癒比例上升

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10日就加強基層社區疫情防控有
關情況舉行發佈會。國家衛健委新聞發言人、宣傳司
副司長米鋒在會上通報疫情情況時稱，通過10日數據
分析，武漢、湖北、全國治癒比例均明顯上升，說明
全國各地的醫療救治效果初步顯現。

「通過今天的數據分析，武漢、湖北、全國治癒比例
均明顯上升，其中全國治癒比例8.2%，1月27日為
1.3%；湖北治癒比例6.1%，1月27日為1.7%；武漢
治癒比例6.2%，1月27日為2.6%；說明全國各地的
醫療救治效果初步顯現。」米鋒表示，同時，隨着對
口醫療支援力量的加強，採取多種措施增加床位供
給，湖北及武漢救治能力得到明顯提升。

App實時錄體溫減感染

對近期一些基層社區工作人員上門進行體溫排查會否
造成交叉感染的質疑，民政部基層政權建設和社區治
理司司長陳越良10日在北京回應稱，此舉可能帶來交
叉感染風險，正進行改進。陳越良表示，「據我們了
解的情況，各地已經意識到，上門體溫排查，共用
筆和體溫計可能帶來交叉感染的風險。」

據他介紹，現在許多地方通過打電話，依託微信
群、QQ群、智慧社區客戶端等社區信息平台，與
社區居民溝通體溫測量情況。一些社區不再使用一
張紙、一支筆的傳統登記方式，而是通過掃描二維
碼、微信小程式等方式進行實時錄入匯總，最大限
度避免近距離接觸而產生的交叉感染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消息，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中央應對新冠肺炎疫情
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李克強10日主持召開領導小
組會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應對新冠肺炎疫情
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王滬寧出席。
會議指出，要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加強
疫情防控工作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
精神，按照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多次部
署，繼續把湖北特別是武漢市等重點地區疫情防
控作為重中之重，提高收治率和治癒率、降低感
染率和病死率。

解決阻物流礙復工等問題
會議指出，要壓實地方責任，落實財稅金融、

政府收儲等政策，協調解決原料、用工等困難，
促進醫用防護服、口罩等增產增供，進一步保障

武漢等重點地區需要。繼續抽派部分省份醫療隊
支持武漢，實施好19個省份對湖北其他地區對口
支援。抓緊出台改善一線醫務人員工作條件、關
心身心健康的政策措施，加大對家屬人文關懷。
尊重科學規律，加強新冠肺炎藥物攻關，力爭盡
快取得突破。總結3,000多例治癒患者治療方
案，抓緊投放臨床顯示有效藥物，增強戰勝疫情
信心，避免不必要恐慌。
會議指出，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要根據一線防

控需要，及時協調解決突出問題，督促各地在科
學有力有序開展聯防聯控的同時，對阻斷物流、
阻礙正常復工等方面問題發現一宗解決一宗，切
實落實米袋子菜籃子保供責任。要在以習近平同
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扎實做好各項工
作，堅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
領導小組成員丁薛祥、黃坤明、蔡奇、王毅、

肖捷、趙克志參加。

中央部署藥物攻關
力爭盡快取得突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鯤 武漢報道）武漢市再
次對人員流動限制做出升級，11日起將開始對居民
外出做出嚴格限制。該市礄口區10日晚間向各社區
下發了通知，要求各社區實行「一門式」進出，關
閉其他所有車輛、人員出入口。每戶家庭每3天可
指派1名家庭成員出門採購生活物資，其餘人員除
生病就醫、疫情防控工作和保障公共事業運行需要
外，一律不得進出。居民憑居民出入卡出入，出入
進行體溫檢測，嚴格禁止外來車輛和人員進入。
居民出入卡樣本上顯示需填寫居民詳細的住
址，並提示蓋章有效，清楚寫明每戶每3天可有
1人外出，每次出行一般不超過兩小時，卡上有
每次出入時做標記的日曆牌，時間從2月11日至

2月29日。居民需要外出就醫前，先通過電話向
社區報備，由社區按照分級分類診療流程，安排
網上問診、醫生看診、車輛送診和自行前往就
醫。外地返回武漢的居民需到社區進行登記，居
家隔離14天無新冠肺炎症狀後，憑社區出具的
證明方可按相關管理規定外出。
通知亦強調各社區完善居民生活保障，要求社

區細緻考慮居民需求積極聯繫供應商，通過集中
代購、集中配送等形式，妥善解決管控期間居民
後顧之憂，減少居民出門頻率。
礄口區香港映像小區的張女士表示，自己家中

已經接近一周沒有人外出，最近物業一直在對接
集中配送的商家給居民們提供蔬菜水果雞蛋等食
品，居民只要到樓棟外即可拿到，因此她不認為
這項規定會帶來更多不便。她同時表示，認同政
府加大管制力度，這是疫情非常時期的必要限制
措施，希望能對早日戰勝疫情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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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小區發出行卡 嚴限進出至月底

■■鍾南山鍾南山 新華社新華社

■■鍾南山領銜發表最新研究論文鍾南山領銜發表最新研究論文
顯示顯示，，新冠肺炎潛伏期最長可達新冠肺炎潛伏期最長可達
2424天天。。圖為醫務人員在武漢客圖為醫務人員在武漢客
廳方艙醫院接診患者廳方艙醫院接診患者。。 新華社新華社

一線熱點

昨日新增 3,100
9日新增 2,695
8日新增 3,476

疑似病例疑似病例

2323,,589589
死亡病例死亡病例

909909
治癒病例治癒病例

33,,551551
確診病例確診病例

4040,,262262

全球
確診病例
全球 40,640

亞洲 40,568

歐洲 38

北美洲 19

大洋洲 15

註：截至10日22時

資料來源：

《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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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諸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