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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17日，武

漢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就新冠肺炎

確診病例數、確診病例死亡數訂正情況進

行了通報。當日，武漢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指揮部有關負責人接受專訪，回答了有

關問題。

武漢訂正疫情數據
依法透明負責及時
經核增核減後確診人數實增325 死亡病例實增1290

中國內地疫情
最
新
數
字

4,632相比4月15日：+1,290
累計死亡病例：

現有重症病例： 89

尚在醫學觀察
無症狀感染者

相比4月15日：+6
當日轉為確診：10 當日解除隔離：50

1,038：

註：截至4月16日24時
資料來源：國家衛生健康

委員會官方網站

累計境外輸入：

累計確診病例累計確診病例

8282,,692692

1,549相比4月15日：+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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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

來，在我國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

染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

共衛生事件。武漢市作為全國疫情防控決戰決

勝的主戰場，在黨中央、國務院堅強領導下，

在湖北省委、省政府具體指揮下，採取最全

面、最嚴格、最徹底的防控措施，目前疫情傳

播已基本阻斷，離漢通道已解除管控，為全面

詳細開展疫情數據核查訂正工作創造了有利條

件。對涉及確診、死亡等疫情信息，均應及時

報告，並公開透明、實事求是予以發佈。疫情

早期，由於收治能力不足、少數醫療機構未能

及時與疾病預防控制信息系統對接，醫院超負

荷運轉，醫務人員忙於救治，客觀上存在遲

報、漏報、誤報現象。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

傳染病防治法》第三十八條第四款「公佈傳染

病疫情信息應當及時、準確」，《突發公共衛

生事件應急條例》第二十五條第三款「信息發

佈應當及時、準確、全面」，《中華人民共和

國統計法實施條例》第十九條「統計資料不完

整或者存在明顯錯誤的，應當由統計調查對象

依法予以補充或者改正」，《人口死亡信息登

記管理規範（試行）》第十四條「醫療衛生機

構應當建立數據訂正制度」、第十五條「醫療

衛生機構應當建立數據比對校核與補報制度」

等規定，須對全市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數、確診

病例死亡數予以訂正。

一 、 為 什 麼 要 對 武 漢 市 新 冠 肺

炎 確 診 病 例 數 、 確 診 病 例 死 亡

數 進 行 訂 正 ？

答：市疫情防控指揮部高度重視新冠

肺炎確診病例數、確診病例死亡數的

訂正工作，本着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對

逝者負責的原則，堅持實事求是，主動進行訂

正。2020年3月下旬，專門成立涉疫大數據與

流行病學調查組，從市衛健、疾控、公安、民

政、司法、統計等部門抽調專人、組建專班，

線上充分利用市疫情防控大數據信息系統、市

殯葬信息系統、市醫政醫管新冠肺炎信息系統

和市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檢測系統，對新冠肺炎

確診病例、死亡病例進行線上比對、去重、補

全；線下按照全覆蓋、無遺漏要求，對所有涉

疫地點數據進行全採集，包括發熱門診、醫

院、方艙、隔離點、涉疫社區，以及公安、司

法、民政等部門管轄的監所、養老機構等特殊

場所，對所有病例個人信息全採集，通過醫療

機構、街道社區、基層派出所、患者所在單位

及家屬，逐人排查核對，確保每一個病例準確

無誤，每一個數據客觀真實。

二 、 武 漢 市 新 冠 肺 炎 確 診 病 例

數 、 確 診 病 例 死 亡 數 訂 正 工 作

是 如 何 開 展 的 ？

對歷史對人民對逝者負責
答：截至4月16日24時，原對外公佈我市確診病例為50,008例，因部分患者曾跨區

就診、到多家醫院就診，導致重複報卡的217例應核減；因遲報漏報未及時公佈的

既往病例542例應核增，實際累計確診病例應訂正為50,333例。

三 、 武 漢 市 新 冠 肺 炎 確 診 病 例 數 訂 正 後 ， 數 據 有 什 麼 變 化 ？

答：截至4月16日24時，原對外公佈我市確診死亡病例為2,579例，其中重復報卡

的確診病例、不是新冠肺炎的其他病例共164例應核減；未住院死亡未能上報疾控信息系統，

以及部分醫療機構遲報漏報的確診病例共1,454例應核增，實際累計確診病例死亡數應訂正為

3,869例。

四 、 武 漢 市 新 冠 肺 炎 確 診 病 例 死 亡 數 訂 正 後 ， 數 據 有 什 麼

變 化 ？

利維護人民權益及科學防控

答：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是人民群眾最基本的需求和最普遍的願望。疫情數據

的背後是群眾的生命和健康，也是政府的公信力。及時訂正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數、確診病例死亡數，不僅有利於維護好人民群眾權益，有利於疫情防控科學決策，同時

也是對社會關切的回應，更是對每一個生命的尊重。

五 、 對 武 漢 市 新 冠 肺 炎 確 診 病 例 數 、 確 診 病 例 死 亡 數 進

行 訂 正 有 什 麼 重 要 意 義 ？

■武漢市3月下旬專門成立涉疫大數據與流行病學調查組，線上線下排查核對，確保每一個病例準確無
誤。圖為日前湖北省中醫院光谷院區工作人員對進入醫院的市民進行體溫檢測。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長江日報》報道，
為慎終如始防控疫情，武漢市不斷擴大無
症狀感染者篩查範圍，力求做到重點人群
應檢盡檢、其他人群願檢盡檢。記者從武
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獲悉，4月8日至15
日八天時間內，武漢市共完成了27.54萬
次核酸檢測，檢出無症狀感染者182人，
佔比約萬分之六點六。據了解，這27.54
萬次核酸檢測的主體是重點人群、復工復
產人員、離漢打工人員等。
為了解社區人群的新型冠狀病毒抗體水

平，近日，內地組織專家團隊在9個省市
（包括武漢）同步開展無症狀感染者的血
清流行病學調查。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駐武漢流調隊隊

長丁鋼強說：「我們對新冠病毒的傳播特
點、流行病學特點、致病規律還需要進一
步認識，其流行規律仍需不斷探尋，疫情
防控策略還需要不斷完善。本次抽樣調
查，就是要探尋新冠病毒無症狀感染者的
發生情況。」
據悉，武漢市於4月11日啟動這項工

作，組建了一支由100名業務骨幹組成的
技術指導組，以及由1,000多名工作人員
組成的現場調查採樣組，從全市13個行
政區的100個社區裡進行現場抽樣，抽樣
人次共計1.1萬人。
目前，所有樣本的採樣調查已於16日

完成，18日將完成所有實驗室檢測結果
和調查問卷錄入，22日形成初步調查報
告。

醫院推出復工體檢 可預約上門
華中科大附屬同濟醫院主院區從11日

開始進行復工新冠肺炎篩查體檢，含核酸
檢測、抗體檢測、胸部CT等項目。團體
體檢可由單位與醫院聯繫後，醫院提供上
門服務。同濟光谷院區將於20日開放個
人體檢，不用預約，可直接前往。
中南醫院目前復工體檢項目主要包括核

酸、抗體和肺部CT，三項自由組合。武
漢市第四醫院從4月8日起推出復工體檢
項目，對於單位團體體檢，單位可以根據
需求，安排職工分批來院體檢，醫院也可
以提供上門服務。

17 日是武漢「解封」後的
第10天，當地確診病例下降
到129人。官方發佈公告稱，
由於疫情前期客觀上存在遲
報、漏報、誤報現象，經過

核增核減，武漢市新冠病毒確診病例的死亡
病例實增1,290例，累計確診病例的死亡數訂
正為3,869例。

近期以來，武漢乃至中國的疫情防控工作
遭到一些外國媒體污衊，他們因為多個西方
發達國家的病死率高達10%以上，就主觀認
定中國病死率較低是因為瞞報，對武漢進行
大規模檢測的過程視而不見，也看不到全國
馳援、全力救治病患的事實，以己度人地造
謠武漢在「群體免疫」。

武漢是新冠疫情的第一個「震中」，早期
存在疫情防控的漏洞、醫療體系的超負荷運
轉，那些至暗時刻令人們無法忘懷。但是，
疫情政策在中國的體制優勢下迅速調整，並
通過最全面、最嚴格、最徹底的防控措施，
武漢戰勝了疫情並重新恢復活力。對比一些

處在疫情「震中」的國家，武漢的有力防控
和積極救治讓某些西方政客和媒體無法「甩
鍋」。

武漢依法對新冠疫情確診病例、死亡病例
進行訂正，本着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
對逝者負責的原則，有着科學而嚴謹的程
序。這是對因疫情逝去同胞們的告慰，是對
疫情防控工作的警醒，也是對謠言和污衊的
回擊。

尊重每個逝去的生命
新冠疫情在全球爆發，很多國家並未吸取

中國在抗疫前期時的教訓，比武漢當時更加
慘烈、悲痛的抗疫之戰正在多國上演。很多
輿論質疑，一些國家的疫情統計數據存在主
觀或客觀的偏差。中國武漢在疫情防控取得
階段性成果後，第一時間主動大幅訂正疫情
確診和逝者的數據，也是一種來自官方的表
態——正視、尊重每一個在疫情中逝去的生
命，應該成為全球各國和人民的共識。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訂正數據有力回擊謠言污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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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從中國公安部獲悉，近日，針對倒賣生產口罩核心
原材料熔噴布犯罪活動增多的情況，公安部部署開展專案
打擊行動，共破獲案件20宗，抓獲疑犯42人，涉案金額
3,445萬元。
疫情發生以來，少數不法分子倒賣生產口罩所需的核心

原材料熔噴布，通過囤積居奇、投機漲價、買空賣空等方
式哄抬價格，嚴重擾亂正常的生產經營秩序，嚴重損害其
他經營者和消費者合法權益，嚴重影響疫情防控工作。公
安部與市場監管總局協同配合，迅速部署開展專案行動。

■新華社

內地嚴打倒賣熔噴布 抓獲42疑犯

一 線 熱 點

邁克生物試劑盒獲美FDA緊急使用授權

香港文匯報記者17日從成都高新區獲悉，其轄區企業
邁克生物研發生產的2019-nCoV核酸檢測試劑盒（熒光
PCR法），於美國當地時間15日獲得美國食品藥品監
督管理局（FDA）緊急使用授權。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兵成都報道

■市民接受血清學抗體檢測。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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