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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检测出现了“十混一”阳性，怎么办？

首先不要恐慌，要做好个人防护。如果在家中，尽量待在相对独立空间，尽量避免与
家人接触，等待相关人员上门进行采样复核。所有混管阳性人员须采集鼻咽拭子标本
进行复核，如果复核结果均为阴性，要立即对相关管控人员解除管控；如果核酸结果
阳性，要及时将相关阳性感染者进行隔离观察或救治，同时要进行风险研判，对判定
的密接人员进行追踪管理。

自己核酸阳性了，怎么办？

（1）“静”：保持冷静，千万不要惊慌失措；

（2）“隔”：立即原地自我隔离，有条件的应当单人单间，戴好口罩，与他人保持
一定距离，同时保持通讯畅通；

（3）“想”：仔细回顾自己近日的活动轨迹；

（4）“告”：告知近期与自己有密切接触的人员也要立即固定、避免前往人员密集
场所、做好自我健康监测，配合做好流调和管控工作。

抗原检测出现阳性，怎么办？

如果居家进行抗原检测发现“两条杠”时，不要紧张，如果自己一直居家隔离，也没
有症状，在上报前，可以再做一个抗原复测。复测时，建议更换一个批号或者换个厂
家的产品复测，如果仍然是阳性，则提示阳性可能更大，需要尽快上报，等待核酸检
测确认，如果核酸检测是阴性，那么说明抗原检测遇到了“假阳性”。

邻居“阳”了，怎么保护自己？

（1）居家环境消毒要做对。推荐75%的酒精和含氯的消毒水（一般是指以次氯酸钠
为主要成分的“84”这类无机消毒液）擦拭地面、家具等，擦拭后再用清水擦拭一遍
。对于容易腐蚀的物体表面或者手机、键盘等，可以用75%酒精或者酒精棉球、酒精
棉片进行擦拭消毒。大面积物体表面擦拭或者大面积拖地请选用含氯消毒剂。注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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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氯浓度要达到500mg/L。

（2）暂停使用电梯。每日开窗通风2～3次，每次不少于半小时。

（3）回家立即换拖鞋、脱外套，没有直接接触过感染者，无需格外消毒。

（4）外 出 随 身 携 带 的 包 与 物 品 ，例 如 手 机 、钥 匙 等
，可喷洒75%的消毒酒精或者用酒精棉片擦拭，确 保 表面没有病毒残留。

办公室同事或者同住家人核酸阳性了，怎么办？

（1）办公室同事或者同住家人核酸阳性后，对密切接触者将开展“5天集中隔离+3天
居家隔离”。目前，广州海珠区、重庆和北京相继通过疫情新闻发布会宣布过为特殊
人群做出调整：符合居家隔离条件的密切接触者可居家隔离。

（2）居家隔离期间，若家人有阳性检出，要及时报告社区，在2小时内将阳性人员
转运至定点医疗机构或方舱医院隔离观察和治疗，对同住人员开展核酸检测、风险研
判、追踪管理风险人员。

联系不到社区怎么办？答：用好12345市民热线。还可以通过语音信箱留言，12345
网站、APP、微信小程序等各种渠道提交诉求。

孕产妇发现自己阳性了怎么办？

（1）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早孕人群，不应该盲目“终止妊娠”，新冠病毒宫内
传播概率较低。若在隔离期间出现出血、腹痛等情况，需及时就医。

（2）母亲感染新冠后，接触孩子或吸奶器前至少洗手20秒，同时戴上面罩和口罩，
母乳喂养期间避免说话或咳嗽。若有咳嗽或打喷嚏等，需立即更换口罩。在手动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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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提取乳汁时，严 格注意清洁卫生。吸完奶后吸奶器应规范消毒。建议妈妈们将乳汁
挤出后，由健康的人用杯子或勺子来喂养孩子。

前往发热门诊就医，需要注意什么？

体温超过37.3°C，去医院就诊时应直接去发热门诊，避免出现交叉感染。到发热门诊
就诊时应戴好口罩，主动告知医务人员近期“是否去过新冠肺炎疫情的地区”，“是
否与发热、咳嗽等症状的患者有近距离接触史”，便 于 医 务 人 员 准 确 确 定 病 情
，采 取 及时适宜的治疗。在专科医疗机构就诊时，请理解和遵守医院发热患者诊疗
流程和规范，接受医院工作人员的引导。

居家隔离人员，如何防止家人被感染？

（1）配合各项防控措施。居家隔离及其同住人员要服从社区(村)统一管理，严格居家
，不出门、不探访，配合核酸检测、抗原自测、健康监测等各项防控措施。若抗原自
测阳性或出现新冠肺炎相关症状，请立即向社区报告，减少疫情在家庭传播风险，并
配合落实核酸检测、转运等管控措施，转运中服从安排，规范佩戴N95医用防护口罩
，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2）减少与同住人员接触。居家隔离人员尽量选择相对独立、通风较好的房间，每
天开窗通风；房间使用空调系统通风时，应选择分体空调；室外可放置桌凳，作为非
接触式传递物品交接处；房间内应当配备体温计、纸巾、口罩、一次性手套、消毒剂
等个人防护用品和消毒产品；日常生活、用餐尽量在所在房间内，减少与同住人员接
触，不共用毛巾、餐具等生活用品，必须接触时保持安全距离，双方均应戴好口罩，
做好个人防护。

（3）做好环境消毒。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居家隔离人员尽量使用单独卫生间，可每
天消毒1次。如与家庭成员共用卫生间，居家隔离人员每次使用后应当消毒1次，加强
开窗通风。

居家健康监测期间，“必要外出”包括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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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健康监测期间，本人要严格落实“非必要不外出”。如 遇 就 医 、做 核 酸 等
特 殊 情 况 必 须 外 出 时 应做好个人防护，规范佩戴N95/KN95颗粒物防护口罩，
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7.居家隔离医学观察期间，需外出就医怎么办？答：就医等
确需外出的情况，需经社区医学观察管理人员批准后方可外出。外出时由专车接送，
需全程做好个人防护。

居家隔离医学观察什么时候能解除？答：居家隔离医学观察期满，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且无任何异常症状者，经社区核实，并收到居家隔离医学观察解除通知单，可解除
居家隔离医学观察。

哪些人需要居家隔离医学观察？居家隔离医学观察者有哪些自我管理要求？

居家隔离医学观察人员包括：密切接触者中的特殊人群、解除集中隔离后的密切接触
者和入境人员、高风险区外溢人员及其他经专业人员评估无法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的人员。居家隔离医学观察者自我管理:

（1）应当每天早、晚各进行1次体温测量和自我健康监测，并将监测结果主动报告
至社区医学观察管理人员。医学观察期间，如出现发热、干咳、乏力、咽痛、嗅（味
）觉减退、腹泻等症状时，社区管理人员应当及时向当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辖区疾
控机构报告。

（2）禁止外出。居家隔离期间赋码管理，居家隔离人员严格做到不外出，拒绝一切
探访。对因就医等确需外出人员，经所在社区医学观察管理人员批准后方可外出，安
排专人专车，全程做好个人防护，落实闭环管理。

（3）个人防护。非单独居住者，其日常生活、用餐尽量限制在隔离房间内，其他人
员不进入隔离房间。隔离房间内活动可不戴口罩，离开隔离房间时要戴口罩。尽量减
少与其他家庭成员接触，必须接触时保持1米以上距离，规范佩戴医用外科口罩。如
居家隔离医学观察者为哺乳期母亲，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基础上可继续母乳喂养婴儿8
。

居家工作生活，怎么科学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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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室内空气。首选自然通风，空气质量差或无良好通风条件时，可采取机械通风
方式。建议每日上下午各通风1次，每次30分钟。也可采取紫外灯照射的方式对室内
进行消毒，建议每日消毒1～2次，每次30分钟。

（2）一般物体表面。加强湿式（水或洗涤剂）擦拭清洁。门把手、楼梯扶手、电梯
按钮、床头柜、床架等频繁接触的物体表面及卫生间物体表面等，可使用250毫克/升
的含氯消毒剂或1000毫克/升的季铵盐消毒剂擦拭消毒，作用20分钟后再用清水擦拭
，建议每日1～2次。

（3）公共场所。做好室内地面、走廊、楼梯等的湿式清洁消毒。建议用清水或洗涤
剂每日拖擦室内地面1～2次。拖擦完后，用500毫克/升的含氯消毒液浸泡拖布或抹布
20分钟，清水洗净后放在室外晾晒。

居家隔离期间，防范气溶胶传播有哪些好办法？

一是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每日上下午至少各一次；

二是下水管道、烟道防护。如下水管道过于干燥或没有回水弯，可能造成气溶胶随气
流沿管路播散，因此，保证回水弯存水是一个有效手段；座便器冲水时要先盖上马桶
盖，避免气溶胶飞溅至马桶外；做饭开抽油烟机要及时开窗通风，避免烟道气流串流
（排烟道如有止回阀，则可以不必开窗）；

三是勤打扫。每天对家里进行一次湿式清扫，必要时可进行消毒，尤其是卫生间和厨
房；

四是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要勤洗手、少聚集，喷嚏及咳嗽时遮住口鼻，尤其是在人
员密集的室内空间，要坚持戴口罩、常通风、保持安全距离等自我防护措施，减少传
播风险。

居家工作生活期间，如果生病不能去医院，网上问诊有哪些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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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互联网+医疗”的方式，不出家门就能及时就医，从而降低交叉感染风险
。疫情期间，全国各地不少公立医院开通线上问诊通道，可以通过登陆线上问诊平台
实现就诊。此外，利用好互联网在线咨询平台，例如人民好医生APP视频咨询（24小
时在线）；京东健康APP在线问医生，30秒接诊；平安健康APP快速问诊，60秒接诊
；好大夫APP快速问医生，3分钟内接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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