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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卫健委网站1日消息，3月31

日 0-24时，31个省 （自治区、直
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
症状感染者130例，当日转为确诊病例2
例，当日解除隔离 302例。尚在医学观
察无症状感染者1367例，比前一日减少
174例。成都市1日新增1例无症状感染
者，是从美国回成都的2个月大婴儿。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
曾光 1日对 《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很
多传染病都有无症状感染者，不光是新
冠肺炎有。新冠肺炎疫情的无症状感染
者也不是现在才有，我国在防控过程中
一直就有，诊疗方案第三版就提出这个
问题。无症状感染者的存在是客观现
实，但要考虑这个群体的存在，没有影
响到我国整个疫情控制，现有防疫措施

把确诊人数从最高峰控制到现在的接近
清零，说明我国对有症状感染者和无症
状感染者都控制得挺好，才能达到今天
这一步。曾光强调，现在中方之所以强
调无症状感染者，是因为剩下的病例，
包括外部输入病例都很少了。所以才能
把无症状感染者提出来单独处理。

据报道，3月 30日，有网友在人民
网领导留言板向武汉市委书记提议进行
全面免费的新冠检测，看看有多少无症
状感染者。对此，武汉官方 3月 31日答
复，“针对您提出‘进行全面免费的新冠
检测’的建议，我们已转相关部门研
究。”

曾光表示，无症状感染者数量到底
有多少，得以后通过流行病学调查，配
合血清学调查等手段才能知道。

武汉大学医学部病毒研究所教授杨
占秋 1日对 《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中
国开始公布无症状感染者数据，是为了
让大家提高警惕。数字变化证明无症状
感染者在减少。无症状感染者不能构成
疫情二次暴发的可能。

钟南山院士 4月 1日接受采访时表
示，无症状感染者不会引起大暴发。他
表示，因为我们有强有力的监测系统，
一旦发现 （无症状感染者） 立即隔离，
同时对相关接触者也立即隔离观察，第

一时间切断传播链，不会出现像第一波
那样的疫情暴发。他表示，无症状患者
有明确的传染性，这已经得到证实。但

是否有很高传染性，现在没有证据来说
明。钟南山预计，全球疫情拐点估计应
该是4月底左右。

杨占秋对无症状感染者的划定方式
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表示，按照定义，
无症状感染者必须是核酸检测阳性。杨
占秋认为，在无症状感染者中，一部分
人的确是核酸检测呈阳性，一部分人并
不是核酸检测阳性，只是抗体检测呈阳
性。核酸检测阳性有传染性，而抗体检
测阳性可能没传染性。所以他认为，无
症状感染者不应仅包括核酸检测呈阳性
的人群，还应该包括抗体检测阳性的人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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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3月 31日称，美国疾
控中心警告说，多达 25%的新

冠病毒感染者无症状，这个令人吃惊
的高比例让预测病毒发展方向以及阻
止战略的努力复杂化。无症状感染病
例的程度让美国疾控中心考虑扩大应
该戴口罩者的范围。据“今日俄罗
斯”报道，纽约州州长 3月 31日对外
宣布，在过去24小时，该州共进行1.8
万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约 9000次检

测结果呈阳性。国外出现这么高的感
染比例，是否需要对无症状感染者进
行严格防控呢？

路透社1日称，由于部分无症状感
染者始终无症状，实际防控中无法将
发现和隔离无症状感染者作为主导措
施。因此仍将继续着重于及时发现隔
离确诊患者，并做好密切接触者管
理。中国经验表明，做好确诊病例的
及时发现和隔离，并适度采取减少人
际接触等措施，可基本阻断疫情传播。

杨占秋表示，对国外来讲，目前
重点需要警惕和防控的可能并不是无
症状感染者。对很多国家来说，当前
确诊病例太多，抗击疫情的医疗资源
还非常紧张，因此无症状感染者人群
的防控很可能不会作为欧美国家的疫
情控制重点。欧美国家不需要像中国
这样对无症状感染者采取严格管控措
施，因为这些国家人口密度较低，没
必要把他们集中隔离。只要让人们做
好居家隔离，限制他们参与社交活
动，就相当于进行了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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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者是否属于
确诊患者的标准划分上，中国和世卫组
织存在一定差异。中国没有将无症状感
染者纳入确诊病例，按照《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的定
义，疑似及确诊病例需具备流行病学史
与临床表现。而无症状感染者因无临床
表现，需要集中隔离14天并做进一步的
检测来进行判断。如果无症状感染者在
隔离期间出现症状，则将其作为确诊病
例报告并公布。而根据世卫组织的指
南，应将所有检测呈阳性的人归为确诊
病例，无论他们是否出现症状。

曾光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他
认为纳不纳入确诊病例不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是是否把病毒流行给控制起来
了。中国和世卫组织以及一些别的国家
在这个标准上的做法都有道理，世卫组
织的标准是从整个疾病谱上来看，从一
点病症都没有的，到轻症的，到重症
的。“实际上，我觉得好像中国这样做
更合理一些，因为我国对无症状感染者
的防控和有症状感染者基本一样，但治
疗方案不同。无症状感染者可以不治
疗，除非是他们之后表现出症状，转为

确诊。我国是这么一个思路，不要给那
些没症状的人都戴上有病的帽子。都戴
着患病的帽子，这些人压力会特别大，
对社会而言，也容易导致过度防控。无
症状感染者和病人还是不一样的，无症
状感染者要想去掉感染力，比有症状的
人要容易得多。”

杨占秋则认为，无症状感染者如果
检测呈阳性就是病人，不应该把这个数
据单独列出来。单独列出，从科学性上
看有待商榷，应该把这个群体算在确诊
数据里。这些人可能排毒量很少，人传
人风险很小，但也应该关注这部分人
群，对他们做好隔离。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高级
研究员黄严忠 1日对《环球时报》记者
表示，这是一个统计口径上的问题，中
国只是把无症状感染者单独列为一类，
而并非刻意隐瞒相关数据。而且，中国
已对大量密切接触者都进行了隔离医学
观察，而无症状感染者很大概率是密切
接触者。

日前，浙江宣布将对无症状感染者
采取 14天隔离+14天观察的超严格防控

手段。杨占秋认
为，浙江这种将
无症状感染者等

同于确诊病例来处理的措施是科学的，
这对我国其他省份来说也有借鉴作用。

杨占秋为，如果出台第八版诊疗方
案，将相关事宜进行更新调整的可能性
是比较大的。因为无症状感染者既是感
染者，也可能是传播者。应该针对这部
分人群对诊断标准、防治方案、诊疗指
南、隔离时间等做出调整。因此，此次
官方新增无症状感染者数据，有可能促
进第八版诊疗方案的修订。首次公布新
增无症状感染者数据这一举措，可能是
在为第八版诊疗方案的调整提供过渡和
调整依据。

曾光则认为，相关问题解释清楚就
好了，还需要新版诊疗方案吗？第三版
里就考虑到无症状感染者这一群体了，
国家对无症状感染者一直很重视，一直
都有统计，也一直有管理。目前既然全
社会开始关心这个问题，国家就干脆公
布出来，它以前不是关系全局的重大问
题，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再加一把火，那
么疫情复发的可能性就更小。第八版诊
疗方案出台倒不是不可能，但应该不会
单纯以这个为理由。▲

本报特约记者 魏 齐

据“西昌发布”公众号1日下午
报道，截至当天 13时 25分，

泸山正面明火全部扑灭，四川凉山
西昌森林火灾灭火取得阶段性成
果。不过人们不会忘记，3 月 30 日下
午，四川凉山西昌突发森林大火造成打
火队员19人牺牲。联想到去年几乎烧遍
澳大利亚的森林大火，人们可能会问，
森林火灾为何如此凶险，又为何如此难
以扑救？

森林大火较难扑灭，首先是因为往
往火势很大，点多面广。森林火灾往往
发生在气候干旱、气温较高的季节，加
之一些林木富含油脂，积累不少林下可
燃物，再加上火借风势，往往会很快扩
大、扩散。以此次西昌地区发生的火灾
为例，据西昌市人民政府 3月 31日下午
召开发布会介绍的情况，起火后由于风
向多变，火情扩散迅速，并伴多处飞
火，造成多处多线速燃态势。截至 3月
31 日 16 时，火灾过火面积 1000 余公
顷，毁坏面积80余公顷。

其次，不少森林火灾发生在山区，
这里地形崎岖，交通不便，为灭火增加

了难度。以凉山地区为例，该地区仅海
拔高度超过 4000米的高峰就超过 20座，
山区地形极大限制了人员活动，大型灭
火器材很难快速抵达现场。另一方面，
也限制了一些在其他火场比较适合的灭
火手段，例如挖隔离带等方式。此外，
在山区林火可能发生爆燃，特别是在陡
坡、山脊、草塘沟等特殊险境地形中。
这就会极大增加灭火危险性。此前，应
急管理部森林消防局三级指挥长陈维奇
接受 《环球时报》 记者采访时就表示，
遇有窄沟塘沟、山脊线、向阳坡的凹陷
处、石崖植被结合处、乔灌草繁茂混交
杂处、幼林、灌木林密集处，特别是密
度在0.8以上中幼针叶林、灌木林、灌草
相连和火场小环境风与火场主风方向不
一致的乱流区，这些地域遇火燃烧时，
必生高危险火势，这种情况下要能让则
让，能避则避，不可逆险面战。

此外，山区的气候气象条件也比较

复杂，特别是山谷之间的风向变化比较
快，对火势发展影响尤其大。在干旱季
节，山区容易形成明显上升气流，加之
各种涡流、越山气流影响，往往风向突
然发生变化。

那如何避免风向突变带来的危险
呢？“西昌发布”的文章称，森林与草原
防火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王高潮
说，沟谷地形原则上要随着火的尾部和
两翼来打，不可在上风向区域打。在打
火过程中，要留好退路，比如在树林较
少的地方烧出一个安全区，作为紧急避
险区。同时，观察哨特别重要，比如发
现远处五六百米外已经形成树冠火，就
应该撤离，而不是继续前进。总之，一
方面从战术训练部署上来尽量减少风向
突变带来的危险。另一方面，还是要在
硬件上下大功夫，从直接灭火向间接灭
火转变，从人工灭火向科技灭火转变，
多投用远程设备。

专家认为，随着科技进步，适
当引入更多高科技装备协助灭火是
一大趋势。首先要做到预警早，在
火灾萌芽阶段就尽早发现火情，例

如通过携带红外传感器的卫星或长航时
无人机及时预警，然后“打早、打小”，
进而“打灭”。灭火时，可适当派出消防
直升机、灭火飞机等大型装备。此外，
国内一些企业也研制出“灭火榴弹炮”

“灭火导弹”等一些新的适合森林火灾的
灭火手段，尽管这些手段的有效性需要
进一步论证，但完全可以尝试。

专家表示，先进的灭火装备都有其
局限性，但综合运用，仍能极大提高灭
火效率。实际上，此次灭火中应该说使
用了不少比较先进的装备和设备。据应
急管理部网站1日报道，在前期部署4架
直升机参与火灾扑救的基础上，应急管
理部又从湖南、浙江、山东再调派 3架
直升机投入灭火工作。从“西昌发布”
公布的照片来看，参与灭火的直升机包
括世界上最大的米-26直升机、卡-32共
轴反转直升机以及米-17 直升机。此
外，还动用了无人机进行火情监控。▲

森林大火为何扑灭难度这么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